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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农产品价格差内外部影响因素研究1
 

周慧、王济民 

一、引言 

2004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农业生产领域取得了巨

大成就，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农民收入继续较快增长，

农村公共事业继续发展，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但是国内农业生

产成本快速攀升，大宗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成为进入

新常态下我国农业面临的新课题，如何在新形势下创新农业支

持保护政策、提高农业竞争力，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考验。 

尽管我国农产品供给总体充足，但在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

持续下跌的态势下，农产品国内外价格全面倒挂，进口继续保

持较高水平，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内国际农产品价格仍将低位运

行，国内农产品价格仍然将高于国际农产品价格，进口价格“天

                                        
1 本研究受以下课题项目支持：2015 年农业部软科学“中国主要农产品价格差内外部影响因素研究”（编

号：201514）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IAED

DDD

KKK

KKK

D 

DDD

DDD 

e 



 2 

花板”将日益挤压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合理上涨空间，同时我国

农业成本的“地板”刚性抬升将挤压农民的种粮增收空间。 

从 2010年起，我国粮食价格已经全面高于国际市场离岸价

格，近年来价差逐年扩大。以 2013年为例，小麦的国内价格比

国际价格高出 25.8%，稻米价格高出 22.3%，玉米价格高出

40.3%，大豆价格甚至高出 49.6%。其他农产品的国内价格也不

同程度的高于国际价格。 

目前研究农产品价差形成的原因成为热点。国内主要的学

术观点集中认为我国的农业生产能力差，劳动力效率低下，有

少数学者发现人民币汇率在近几年的剧烈震荡中导致了价差问

题的加剧，这些研究多集中在对农业内部因素的分析，而对于

农业内外部双重因素，特别是对农业外部因素的分析还比较欠

缺。 

二、农产品价差形成的因素分析 

我国粮食价格一路上涨，而上涨的根本是成本的上涨。在

成本因素中劳动力增长速度最快，占成本的比重最大；其次是

土地租金成本，随着土地流转情况日益普遍，土地流转的租金

在不断上涨，所占比重也在不断上升，而物质费用成本尽管在

绝对值上还在上涨，但是所占比重已经开始下降。 

与中国国内各成本因素普遍上涨相对应的是，世界主要农

产品出口国（以美国为例）的农产品价格保持基本稳定，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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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因素也保持在稳定状态，这与中国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美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并不一直是在价格之下，也出现过剧

烈波动，但是美国通过收入保险补贴、目标价格（参考价格）
1

等补贴手段稳定了美国主要农产品的出售价格，同时也保障了

农户的收入利益。 

当前对主要农产品国内外价差形成的原因，不同的研究得

出不同的结论，本研究通过深入分析，采用一价定律等方式量

化剥离各因素对形成价差的贡献，认为造成国内外价差的主要

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汇率变化与国家价格对价差的贡献影响在 60%左右。

人民币坚挺走高，使国际农产品折算后的价格低于国内市场价

格，加剧了国内外农产品比价关系的失衡。2014年美元对人民

币的平均汇率是 1美元兑换 6.14元人民币
2
，而在中国加入 WTO

的最初几年的 2001 年到 2004 年，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是 1 美

元兑换 8.27 人民币。人民币的升值推进了我国进口国外农产

品，国外农产品相较于从前更为便宜。从表面上看，汇率的变

化只促进了价差提前到来，而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汇率的波动

对于国内价格的影响更是巨大，成为影响价差形成最大的占比

因素，对价差的贡献高达 60%以上。随着 2015 年 12 月 1 日，

人民币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纳入到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中，

                                        
1 2014 年《美国农业法案》颁布之前采用的是目标价格（Target Price），之后取消直接补贴和反周期补贴

后采取的是价格损失补贴中的参考价格（Reference Price） 
2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国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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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的国际化道路会越走越远，人民币与世界接轨也意味着

未来人民币会更多的受到世界经济与金融形势的影响，也会为

汇率带来更多的变数。 

其次，国内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导致价格的提高，对价差

的贡献影响占 20%左右。2013 年我国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都

不同程度的比 2007 年上涨一倍以上，其中小麦上涨 1.08倍
1
，

玉米上涨 1.25倍，大豆 1.14倍，稻米上涨 1.07倍。上涨的成

本中又以劳动力成本上涨最快，每亩家庭劳动日工价由 2007年

的 18.9元/人上涨到 2013年的 68元/人，涨幅超过 3倍，尽管

劳动天数（家庭）根据作物不同，都有明显下降（以稻米为例，

家庭劳动天数从 2002年的 12.6天下降到 2013年的 6.2天，其

他作物也大体相同），但是劳动力的总成本却在不停上涨。土

地成本上涨接近一倍。物质费用投入的成本虽然占比有所下降，

但是绝对值仍然在上涨，其中由于受到化肥价格低廉和担心大

幅度减产的影响，农户针对减少化肥使用的意愿并不显著。总

体而言，成本的上涨可谓十分迅猛。根据数据分析，成本各因

素对于价差产生的贡献占约不到 20%。 

第三，国际能源价格低迷与国际粮食价格下跌同步也加剧

了价差的形成，对价差的贡献影响占 20%左右。国际能源价格

在 2008年曾经一度达到顶峰，那一时期的研究普遍认为作为不

                                        
1 数据来自《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0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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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的石油、煤炭等化石类能源价格将继续上涨，从而成为

驱使国际粮食价格上涨的主要动力。然而随着 2008年金融危机

的爆发，国际能源价格急转直下，出现了近乎断崖式的下跌。

尽管此后能源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在一段时期内缓步上涨，

但是到了 2014 年再度下跌，几乎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持平，

且欧佩克宣布不会单方面减产，以石油为主的化石类能源价格

还将有可能进一步下跌。与之相对应的是国际农产品价格也应

声下跌，通过分析国际能源价格指数和国际农产品价格指数可

以发现，国际农产品的价格走势几乎与国际能源价格走势一致。

在国内粮食价格一路看涨的同时，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却随着国

际能源价格的下跌而持续下跌。且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缓

慢，使大宗产品价格继续下行，国外粮食价格变化对国内粮食

价格的变化影响进一步加深。参照 2015 年 6 月份的价格，与

2011 年国际粮食价格比较，国际市场大米价格 2015 年 6 月比

2011 年初下跌了 40.4%，小麦价格比 2011 年也是最高价跌了

39.3%，玉米价格比 2011 年 5 月份下跌了 49.3%，大豆价格比

2012 年 10月份下跌了 39.2%。低迷的能源价格也令运输成本大

幅度下降。这进一步刺激了国际贸易以使得国外农产品的到岸

价格更具优势，也是形成国内外农产品价差的原因之一。这些

因素对价差的贡献大约在 20%左右。 

价差形成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而造成价差形成的各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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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并非主要来自农业本身。不可否认，我国的农业与美国、欧

洲甚至日本、韩国在规模、效益、成本、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

仍然存在着差异，而这种差异还将会长期存在。如果仅仅从农

业本身来看价差的形成，忽略了来自外部因素对于农业的影响

难免有失偏颇，对于农业的评价也会有所不公。即便是看似农

业内部因素的成本，劳动力成本与土地成本的上升也不仅仅是

农业本身所推动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都推高了社会整体劳

动力和土地价格，而并非农业本身造成的。 

三、思考和政策建议 

1、对农产品价格应采取稳妥的保护政策和适当的补贴支

持。 

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从国家范畴内通盘考虑，在

制定宏观货币政策时要考虑到汇率、城镇化、工业化等外部环

境的变化对农业造成的影响，必要的时候需要对农业进行更多

的保护，而不仅仅是考虑农业政策本身的制定。 

同时推进价补分离政策——价格和补贴两条线，减少国家

对粮食价格的直接干预，更多的交给市场来进行调节，逐步取

消或完善临时收储价格等价格保护政策，避免粮食价格持续走

高；而农民的收入则通过收入补贴或收入保险等形式得到保障。 

2、降低生产成本，从根本上提高自身农业竞争力 

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国家提供各种政策支持与保护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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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本身也要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根本上降低生产成本，可

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 

首先可以通过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劳动者素质。目前劳动

者的单位时间工资是呈刚性上涨的，这一趋势无法改变，但可

以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减少劳动时间，优化田间管理降低总体

劳动成本。当前我国正在推行农药化肥零增长，这需要农民有

一定的认知水平和专业素质，提高劳动者素质，引导农民通过

科技进步的手段降低成本和消耗，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其次要推进农业生产新技术的使用。为农民提供高效、低

污染的投入品（如化肥、农药），大力推进精准施肥，加强高

效新型肥料技术研发与推广，加快适用施肥机械和设备的研发。

加大对新型经营主体的支持，让农民有安全方便的技术可以使

用。 

3、鼓励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生产效率 

改革创新土地流转制度。通过土地托管、土地入股等形式，

改变单一的土地流转租金形式，既可扩大经营规模，也可降低

土地租金成本。 

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让即便土地规模较小的农户通过享

受优质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也能实现机械化和现代化的规模效

益。 

只有通过改善人与物的投入产出，真正提高农业劳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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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才能提高我国农产品在世界范围内

的竞争力，并从根本上改善当前的价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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