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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the grain cost and price, we analyze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grain 

consumer price rising with statistical methods. The result illustrates that distinguishing the consumer 

price and production pri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Farmers’ don’t get any benefits from grain price rising, but afford most of the material factors cost. It 

is the circulation cost not the production cost that promotes the consumer price 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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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成本与粮食价格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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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粮食成本和粮食价格进一步细分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粮食消费价格上

涨的主要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正确区分消费价格和生产价格以及正确区分生产价

格成本和消费价格成本，对于研究成本和价格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研究

得出的结论是：农民不仅仅没有从粮食价格上涨中获得重大利益而且承担了相当大部分的要

素成本上升；推动最终消费价格的大幅上涨的原因是流通成本而不是生产成本。 

关键词：生产成本；流通成本；消费价格；生产价格 

1. 前言    

粮食问题关系到国家大局的稳定，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粮食价格更是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诸多学者对于粮价上涨这一现象从供求关系、通货膨胀、成本要素以及资本炒作等

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对粮食价格和成本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目前相关研

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对粮食成本和价格的关系侧重于理论分析，这一方面的研究是

从多种经济因素对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进行讨论，成本作为其中的一个因素进行讨论[1]；另一

方面是对粮食成本和价格的关系侧重于实证分析，从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多个角度进行研究，

研究流通成本的相对较少[2,3]。 

这些都从成本角度对农产品价格进行了研究，但没有对粮食不同类型的成本和粮食的不同

价格进行具体的细分，导致了某些结论不太符合实际情况。有学者提出应当在研究中区分不

同类型价格和不同类型成本的含义[4],研究的意义在于明确阐述不同的粮食成本与不同的粮

食价格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和影响进行深入研究[5]。 

2. 粮食作物的不同成本与价格的含义及关系框架 

2.1. 样本数据 

小麦、玉米、水稻这三种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无论种植面积还是产量都占了我国粮食作物

的 70%以上。“三种粮食平均”指稻谷、小麦、玉米产量的平均值，采用的是不包括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在内的全国性数据。数据来源是历年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

汇编》与国家统计局网站上的相关数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来源于各级价格主管部门

成本调查队及烟草、供销等相关部门对全国 1553个县 60000 多农户的典型调查汇总数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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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三种主要粮食作物平均物质成本的变化特点及影响时采用 1975-2014 年的绝对数据。在

分析粮食消费价格时由于没有粮食消费价格的绝对平均数据，采用 1990-2014 年期间的相对

数据进行分析，2000年以前粮食生产价格总指数为粮食收购价格指数。 

通过对粮食作物的不同成本与不同价格进行区分比较，分析不同成本之间、不同价格之间

以及不同成本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框架[6,7]。 

2.2. 粮食作物的价格和成本 

粮食价格分为粮食生产价格和粮食消费价格[8]。粮食生产价格是指农业生产者首次出售

其生产的粮食时的价格。产品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和平均利润决定的，其中产品成本约占价格

的 70%。因此，农产品价格是依据产品成本这一因素，以产品成本确定产品价格。粮食消费

价格是居民从超市或集贸市场购买粮食时所支付的价格。全国居民消费食品价格指数是按照

居民消费内容对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一个子类，反映居民家庭购买粮食项目费用价格变

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粮食生产价格和粮食消费价格虽然都是粮食价格，但是二者之间的

差别是很大的。粮食生产价格对应生产环节，包括粮食生产成本及对应的利润。粮食消费价

格对应流通环节，是在粮食流通成本上加上粮食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成本和利润。 

粮食作物的物质成本指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各种农业生产资料的费用、购买各项服务

的支出以及与生产相关的其他实物或现金支出，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两部分。直接费用

包括种子费、化肥费用、农膜费用、农药费用、蓄力费、机械作业费、排灌费、租赁作业费

以及其它直接费用；间接费用包括固定资产折旧、税金、保险费、管理费、财务费以及销售

费用。粮食作物的生产成本包括直接费用、间接生产费用以及人工成本。粮食作物的总成本

指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现金、实物、劳动力和土地等所有资源的成本。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的总

成本在农业税取消之前对应的生产成本加上相应的农业税；在农业税取消之后是对应的生产

成本加上对应的土地成本。土地成本，也称地租，指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中的

成本，包括流转地租金和自营地折租。人工成本指生产过程中直接使用的劳动力成本，包括

家庭用工折价和雇工费用两部分。家庭用工是指生产者和家庭成员的劳动、与他人相互换工

的劳动以及他人单方无偿提供的劳动用工。商品流通是指商品或服务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

的转移过程。流通成本是流通主体为了完成产品由生产者向消费者转移进行的资源总投入，

表现为在运输、仓储、包装、加工、配送等不同流通阶段或在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等不同流通内容上的费用支出总和。 

2.3. 粮食作物成本与价格的关系框架 

粮食各种成本之间的关系用结构图来表示（图 1）。粮食消费价格对应的是生产环节粮食

总成本和流通成本之和，粮食生产价格对应的是生产环节的总成本。 

3. 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的不同成本及价格的历史动态分析 

研究对象为粮食作物中的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稻谷、小麦、玉米，针对三种作物的平均数

据进行的研究（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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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粮食作物成本与价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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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总成本分析 

（1）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物质成本要素的构成变化及影响 

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成本中，物质费用成本占比重最大。每亩生产成本中物质成本所

占比例在 40 年间的平均值约为 58%。与此同时中国的粮食生产价格基本上围绕国家收购价格

进行波动，粮食收购保护价格是在粮食生产成本上加入一定的利润，因此物质费用成本上升

对粮食生产价格的影响很明显。 

化肥成本和机械作业费用是粮食生产物质成本中的主要构成部分，2014 年两者之和占物

质成本的 64%，物质成本中化肥所占比重最大。40年间每亩化肥投资额增长到期初的 28倍，

主要原因是化肥价格的大幅上涨。相比之下机械作业费的增长更加迅猛，2014年每亩地的机

械费用是 1975 每亩地机械费用的 138 倍，在所有的物质费用中机械费用增长最快[9]。除了

化肥成本和机械作业费之外，物质成本中增长较快的是灌溉作业费用和农药费用，二者分别

增长到原来的 21.4倍和 18.3倍，而种子种苗费在 40年间增长的幅度和粮食生产价格的增长

速度基本相同，其所占物质成本的比重变化不大基本上维持在 12%的水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上游要素价格的上涨对粮食作物的生产成本影响很大，而粮食作物生产

成本之所以没有同步增长相同的幅度主要是技术进步的因素，技术进步减少了对这些要素的

依赖，提高了农民对要素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 

（2）三种主要粮食作物对非传统物质要素的变化及影响 

不仅传统的物质要素价格上涨会推动粮食作物的成本上涨，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也大大推

动了粮食作物的成本。自 2003 年以来，土地成本每年 13.08%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物质要

素 7.60%的整体增长速度。人工成本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物质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增长速度，

从 2003年的 36.51%递减到 2014年的 41.81%。化肥投入、机械费用、灌溉成本、农药费用、

种子种苗分别属于物质成本的一部分；物质成本与人工成本之和为生产成本；生产成本与土

地成本之和为总成本。 

3.2 三种主要粮食作物消费价格的成本因素分析 

粮食生产价格是推动粮食消费价格增长的重要动力，但不是唯一的动力。 

生产价格在 25 年间仅仅增长到了原来的 3.35 倍，略高于居民消费价格的增长，只有粮食消

费价格增长的 45%。假定粮食销售经济体每年的利润率基本相同，那么必然有其他因素推动

粮食的最终消费价格发生变化，否则很难解释消费价格的增长，这些其他因素不属于粮食生

产领域，而是属于粮食流通领域，即流通成本是粮食消费价格提高的重要推手（表 1）。 

 

表1 三种主要粮食作物平均每亩成本变动统计表(元) 

统计对象 统计类别 1975 2003 2009 2014 
1975-2014 

平均增长速度 

2003-2014 

平均增长幅度 

2009-2014 

平均增长幅度 

化肥投入 每亩投入绝对额 4.7 57.93 117.55 132.42 8.94 7.81 2.41 

机械费用 每亩投入绝对额 1.02 24.09 72.6 124.92 13.12 16.14 11.47 

灌溉成本 每亩投入绝对额 0.91 14.72 19.45 25.62 8.94 5.17 5.67 

农药费用 每亩投入绝对额 1.13 9.22 20.66 27.56 8.53 10.47 5.93 

种子种苗 每亩投入绝对额 2.95 19.07 33.58 57.82 7.93 10.61 11.48 

物质成本 每亩投入绝对额 23.26 186.64 297.4 417.88 7.69 7.6 7.04 

人工成本 每亩投入绝对额 24.7 137.66 188.39 446.75 7.71 11.3 18.85 

生产成本 每亩投入绝对额 47.96 324.3 485.79 864.63 7.7 9.32 12.22 

土地成本 每亩投入绝对额 
 

52.73 114.62 203.94 
 

13.08 12.21 

总成本合计 
 

50.49 377.03 600.41 1068.57 8.14 9.93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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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产成本的变化及其对农民收益能力的影响 

虽然粮食的生产价格在 40 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在粮食价格上涨最强烈的几年里粮

食生产价格的增长幅度却落后于粮食生产成本的增长幅度。图 2是三种主要粮食作物每 50公

斤主产品的平均纯收益率在 40年间的走势图。根据走势图可以看到中国农民的收益能力在这

一期间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1975-1985年之间是收益能力大幅增长的阶段，1985-1995年之

间是纯收益率高位震荡的阶段；1995年之后的十几年是收益能力大幅下降并低位徘徊的阶段。

由于最近十多年粮食生产价格上涨不足以弥补生产成本上涨的损失，生产价格的滞涨严重制

约了农民的投资收益能力，从 1975年到 2014年每亩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成本增长了 9.12倍，

总成本增长了 18倍（图 2）。 

 
图2  定基价格及纯收益率变动 

 

3.4 粮食价格对居民消费 CPI的影响分析 

人们往往认为粮食生产价格上涨推动 CPI提高，事实上粮食生产价格对 CPI的影响并不明

显，研究证明与 CPI高度相关的是粮食消费价格[10,11]。虽然成本上升导致了粮食生产价格

的增长速度略高于 CPI，25年间平均每年高出 0.8%，这还不足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真正

让粮食价格成为热点的是粮食的消费价格。作为居民消费价格的一部分，粮食消费价格从 1990

年以来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居民消费价格的整体增长速度。25年间粮食消费价格增长到原来

的 6.37倍，而整体的居民消费价格仅仅增长到 1990年的 2.80 倍，粮食消费价格增长的速度

超过整体价格增速的两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25年间平均增速为 4.21%，粮食生产价格的平

均增速为 4.96%，而对应的粮食消费价格平均增速为 7.69%（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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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粮食作物生产价格指数与消费价格指数比较 

4. 结论与分析 

4.1 粮食消费价格成本推动粮食消费价格上涨（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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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粮食作物的不同成本和价格之间的传导机制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图 4的粮食作物的不同成本和价格之间的传导机制。因为粮食的

生产成本对粮食消费价格的影响体现在生产环节，粮食生产成本的全部影响体现在粮食生产

价格的变动上，粮食的生产成本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变动的方向和程度基本一致（图

3）。而粮食的生产价格与粮食的消费价格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生产成本不是推动粮食消费

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因素。 

物流成本的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物流效率底下。2005 年我国物流成本是发达国家

的一倍，每年有总值 750 亿元人民币的食品在运输过程中腐坏，食品企业的物流费用占到食

品成本的 70%。而按照国际标准，食品物流成本最高不能超过食品总成本的 50%[12]。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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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费用上升。我国公路处处收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郊区和城区的距离加大，都增大了流

通成本[13]。三、物质成本上升。国际国内油价的大幅上涨必然导致运输成本上升。 

4.2 农民并没有从粮食消费价格上涨中得到益处 

粮食生产价格的涨幅远远小于粮食消费价格的涨幅，农民作为生产环节的受益人，并没有

从粮食消费价格上涨中得到太多的益处，相反农民承担并消化了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带来的成

本压力 [14,15]。因此降低粮食的收购价格是不现实也是不公平的。三种主要粮食作物在 2014

年每亩净利润比 2003 年降低了很多，每亩的纯收益率自 1994 年以来整体趋势是下跌的，即

农民的获利能力越来越低。 

4.3 中国的粮食收购市场不是完全的竞争市场 

有人认为中国粮食市场 100%的市场化了，粮食生产价格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与政府无关。

但是，中国粮食市场即使市场化了也是寡头垄断的市场，极少存在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16]。

由于中国的粮食储备主体单一，每年的粮食产量中很大一部分被中储粮收购，政府很有效的

干预了粮食市场，只不过干预的时候行政化和市场化相结合了。 

4.4 工农业剪刀差的思想和影响仍然存在 

工农业剪刀差的思想仍然存在。首先体现在粮食收购市场上，长期以来收购主体单一，中

储粮处于垄断地位，而中储粮的主要工作是执行政策性收粮，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粮食

生产价格稳定，但是这种稳定往往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不利于农业的长治久安。

由于中储粮执行的所谓粮食保护价格低于市场收购价格，包括中粮油在内的其它收购企业往

往为了保证中储粮的收购而面临政策性的停购，或者为了避免竞争而受到政府的整顿，甚至

中粮储自己的商业性收购也被整顿，政府干预行为表现的很突出。 

5. 相关政策建议 

5.1 中国的粮食收购市场应该进一步市场化 

由于粮食生产价格并非 CPI 的最终推动因素，为了彻底改变农民投资收益能力下降的局

面，让农民成为粮食消费价格上涨的受益者，政府应采用改革的思维，进一步放开粮食收购

价格，放开粮食市场，形成自由竞争的农产品购销市场。 

5.2 改变工农业剪刀差的思维模式，体现真正的农工平等 

以农补工的工农业剪刀差的思维和政策一直存在，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进

入工业化中后期，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以工补农的阶段了，对农业的历史欠账必须要补回来

才是最符合中国的大局利益的，因为农业受益的对象是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体，关系的涉及

整个社会安稳的粮食安全问题。 

5.3 大力降低流通环节的成本 

中国降低粮食消费价格的当务之急是需要降低粮食流通环节的成本。一方面需要政府通过

建立现代物流平台，打破交通运输领域的割据和垄断，降低公路收费。另一方面增加国家粮

食储备的主体，减少粮食系统体制性的腐败和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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