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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粮食双层流通市场运作机制的经济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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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与大部分商品一样 ,现实中的粮食市场往往也是一个多层次的流通市场 ,其供求

关系绝非一个简单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单层级的市场关系 ,而是一个包含着生产者、消费

者以及多层经销商在内的复杂的市场往来关系。基于我国现阶段粮食市场双层流通体制运作

的现状与具体特征 ,为进一步健全与完善我国的粮食流通体制 ,现阶段一方面有必要打破国有

粮食企业对粮食购销市场的垄断局面和以力争形成竞争、活跃的粮食流通市场 ;另一方面也要

积极培育全国性与区域性的粮食批发市场和积极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粮食资源 ,大力开展省

际的产销协作 ,鼓励产区与销区建立起长期且稳定的购销关系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从事粮食的

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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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发展中的人口众多的大国 ,粮食市场运作

机制的健康、有序与否 ,不仅对保障国家的经济安

全及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具有重要影响 ,而且也对

“和谐社会”建设及国家宏观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

重要意义。鉴此 ,现阶段展开对粮食市场形成与运

作机制的经济学剖析 ,也就有了十分重要的理论与

实践意义。

一、粮食双层流通市场的内涵及其一般

供求模型
由于粮食市场交易的复杂性 ,在对我国的粮食

市场进行分析时 ,我们通常是假定在粮食市场上只

存在着生产粮食的农民和需求粮食的城市居民这

两层市场主体 ,而且他们又都能毫无障碍地实现市

场中的直接交易。由于这种单层的市场分析方法

把较为复杂的粮食市场进行了高度的简化与抽象 ,

因而其不仅有助于说明价格信号在决定粮食供求

方面的作用 ,且也有助于说明粮食市场均衡价格形

成的内在机理。尽管如此 ,由于这种简化的分析毕

竟缺乏坚实的现实基础 ,因而事实上其不仅无助于

深刻剖析现实经济中的粮农、粮食经销商及最终消

费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而且也难以为政府相关部门

科学地调节粮食市场和制定合理的粮食市场政策

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

其实 ,与大部分商品一样 ,现实中的粮食市场

往往也是一个多层次的流通市场 ,其供求关系绝非

一个简单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单层级的市场

关系 ,而是一个包含着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多层经

销商在内的复杂的市场往来关系。考虑到在粮食

市场上 ,许多中间商本身也是粮食的消费者 ,再加

之中间商自身又能被分为多种层级 ,因此 ,为有助

于对问题的分析 ,研究中我们又有必要简化经销商

内部的层级关系并进而假定实践中只有一层经销

商 ;如此一来 ,也就无形中形成了我们通常所谓的

“粮食双层流通市场 ”(具体模型见图一 )。此外 ,

为了有效地剖析我国粮食市场的运行机制 ,我们又

可在粮食单层市场供求模型的基础上构建起粮食

的双层流通市场供求模型 (见图二 ) ;在该模型中 ,

粮食生产者与粮食经销者的供给行为以及最终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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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和经销商的需求行为均被纳入了其中。

图一 :粮食双层流通市场模型

在粮食双层流通市场的供求模型中 , s1 作为生

产者供给曲线 ,其表示的是生产者在与经销商交易

时的供给行为 ; s2 作为经销商供给曲线 ,其表示的

是经销商在与最终消费者交易时的供给行为 ; s1 和

s2 之间的垂直距离则代表经销商的边际交易成本

(在这里 ,我们把经销商参与经销活动的一切费

用 ,如与生产者交易时所引起的费用、与消费者交

易时发生的费用及正常的利润等 ,就均列入了交易

费用中 ;此外 ,模型中还包含了一个隐性假设 ,也即

是 s1 和 s2 之间的平行关系意味着经销商的边际交

易费用不变。这一点尽管不完全符合实际 ,但却并

不能影响到对问题的分析 )。D1 作为消费者需求

曲线 ,其表示的是消费者在与经销商交易时的需求

行为 ; D2 作为经销商的需求曲线 ,其表示的是经销

商在与生产者交易时的需求行为并进而显示出了

经销商从生产者那里购进不同数量的粮食时所愿

意支付的最高价格 ;由于这个购进价与卖出价之间

的差额正好等于它的边际交易费用。鉴此 , D1 与

D2 之间的垂直距离和 s1 和 s2 之间的垂直距离即

是相等的 ,其中 ,前者由后者决定 ,同时 ,前者又随

后者的变化而变化。

在图二中 , D1 和 s1 构成的供求曲线也就相当

于不存在经销商的单层粮食市场模型 ,其供求均衡

点为 E, p0 和 Q0 分别为其均衡价格与均衡交易量 ;

显然 ,单层市场也即是多层流通市场中经销商交易

费用为零的特例。D1 和 s2 构成了经销商 ———消费

者市场中的供求曲线 ,其交点 E1 决定了该市场的

均衡价格 p1 以及均衡交易量 Q。 s1 和 D2 则构成

了经销商 ———生产者市场的供求曲线 ,其交点 E2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趋向于与 E1 处于同一条垂线

上 ;这一点也就说明了两层市场的均衡交易量趋于

相等 ,并且此时 ,经销商 ———生产者市场的均衡交

易量又是由经销商 ———消费者市场的均衡交易量

来决定的。如果 E2 在 E1 的右侧 ,也即是 D2 线的

位置过高 ,此时也即意味着经销商购买了大于消费

者均衡需求量的粮食 ,以至于要出售这些粮食就必

须要使购销差价低于边际成本 ,而这样一来 ,亏本

又在所难免。为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 ,此时经销商

理性的做法便是减少购买量 ,以将过高的 D2 线向

下移动并进而促使 E2 向 E1 靠拢。相反 ,若 E2 在

E1 的左侧 ,也即是 D2 线的位置过低 ,此种情况其

实便意味着经销商购买了小于 E1 的粮食 ;由于此

种情况下 ,购销差价大于边际成本 ,因而以利润最

大化为目标的经销商的理性做法便是增加粮食的

购买量并进而把过低的 D2 线向上移动并使 E2 实

现与 E1 的重合 ;而当 E2 与 E1 同处一条垂线时 , D2

线不再移动。此时 , E2 对应的价格即为经销

商 ———生产者市场的均衡价格 ;同时 , p2 与 p1 间的

距离也就是均衡的购销差价 ,而且该差价又正好等

于经销商经营 Q1 单位粮食的边际交易成本。显

然 ,在粮食的双层流通市场中 ,市场运行机制使得

消费者付出了更高的价格 ,但却购买了更少的粮

食 ;在这里 ,社会福利似乎被无形中降低了。

图二 :粮食双层流通市场的一般供求模型

二、对粮食双层流通市场形成与运作的

经济学剖析
一般说来 ,实践中只要商人们具有相对较高的

交易效率 ,那么也就有可能会导致现实中的多层流

通市场的出现 ;当然 ,如果一种商品的消费者人数

很少且又是相对固定时 ,那么 ,生产者与消费者无

形中便均有可能倾向于选择直接的商品交易而无

需商人去作中介。之所以如此 ,原因在于 :直接交

易的交易费用要远远低于具有多层环节的交易费

用。如果以商人为中介的交易使得生产者与消费

者的交易费用大于他们直接从事交易的交易费用 ,

那么 ,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照样会选择直接交易 ;

除非现实中存在着制度的限制与障碍。不过 ,如果

以商人为中介的交易费用低于直接交易的交易费

用 ,那么 ,消费者毫无疑问就会倾向于向商人直接

购买商品 ;只是这种直接购买能否成功 ,往往要取

决于商人能否从生产者那里获得货源。如果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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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直接销售的销售额与利润低于生产者向商人销

售的销售额与利润 ,那么生产者的理性选择便是以

商人作为交易的中介。当然 ,此种做法能否成功 ,

在相当程度上又要取决于商人的交易效率。如果

生产者直接销售的销售额与利润高于向商人销售

的销售额与利润 ,那么商人能否获得货源便要取决

于生产者的集中度。一般而言 ,生产者越集中 ,则

生产者直接销售的可能性就越大 ;否则 ,则以商人

为中介进行交易的可能性就越大。

由于我国的粮食生产者与城镇居民人数众多 ,

再加之现实中的粮农又是比较分散的 ,因此 ,如果

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进行交易 ,那么必将就会因为

较高的交易费用而使得交易活动很难以大范围、大

规模地进行下去 ;既然如此 ,在粮食的双层流通市

场的分析模型中 ,不妨忽略其中的消费者 ———生产

者直接进行交易的供求曲线。与此同时 ,为简化对

问题的分析 ,我们还有必要作出如下的假定 :一是

城镇居民向私人粮商购粮时的交易成本为零 ,这也

即是说 ,两者间的交易费用全部由私人粮商来承

担 ;二是政府对私人粮商不实行差别对待 ,也即是

既不禁止任何人经销粮食 ,也不特许任何人垄断粮

食的经销。据此 ,我们就又可建立起粮食市场的经

销商 ———消费者直接交易的双层流通市场供求模

型 (见图三 )。

图三 :经销商 ———消费者直接交易的粮食双层

流通市场供求模型

在图三中 , s1 和 s2 分别表示粮食生产者的供

给曲线 , D1 和 D2 分别表示居民的需求曲线和私人

粮商的需求曲线 ,粮商 ———居民市场的均衡点对应

的均衡价格为 p1 ,均衡交易量为 Q1 ;粮商 ———粮食

生产者市场的均衡点 E2 对应的均衡价格为 p2 ,均

衡交易量为 Q2。实践中 ,当粮商提高交易效率并

进而降低了交易的成本时 , s2 下移为 s′2 ,同时 ,带

动 D2 向上移动相同距离为 D′2。此种情况下 ,就

又会出现新的均衡局面 ( p′1 , Q′1 )和 ( p′2 , Q′1 )。新

旧均衡相比较 ,居民购买粮食的价格降低 ,结果就

又会导致购买的数量增加并进而又增加了消费者

的剩余 p1 E1 E′1 p′1 ;同样道理 ,粮食生产者由于粮

价上升 ,因而尽管他们出售的粮食数量减少了 ,但

事实上他们的生产者剩余却增加了 p2 E2 p′2 E′2 ;同

时 ,粮食的交易费用也由原来的 p1 E1 E2 p2 变成了

p′1 E′1 p′2 E′2 ,以至于粮食的单位交易费用下降了

( p1 p2 - p′1 p′2 )。此外 ,由于实践中 , s1 和 D1 年年

移动 ,再加之粮食市场本身所固有的蛛网动态特征

的影响 ,因此 ,事实上图三中的这种均衡往往是难

以实现的 ;既然如此 ,为防止粮食价格与产量发生

大幅度的波动以及切实维护好粮食生产者与消费

者的切身利益 ,由政府出面来干预和调控粮食市场

也就有了相当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

三、粮食双层流通市场对现阶段粮食流

通体制改革的影响
我国现行的沿自于 1998年的粮食流通政策 ,

尽管赋予了国有粮食企业对粮食的垄断收购地位 ,

但却并没有赋予其对粮食的垄断销售地位。政策

的取向之所以如此 ,可能性的原因应在于如下的两

个方面 :一是无形中承认了国有粮食企业的收购效

率应是远远低于私营粮商的 ,否则 ,也就无需用政

策的力量来确保国有粮食企业的垄断收购地位 ;二

是认为只要国有粮食企业掌握了粮源 ,也就不怕私

营粮商在销售市场上进行竞争。国家关于粮食流

通政策的初衷不可谓不好 ,然而 ,恰恰是由于粮食

粮食销售市场打破了国有粮食企业的垄断地位 ,再

加之粮食生产者与消费者又均为理性的经济人 ,因

而 ,粮食市场开放与竞争的结果便无形中走上了一

条与国家的政策初衷逐渐背离的道路。为有利于

对此方面问题的分析 ,我们又可借助于粮食双层流

通市场的供求干预模型 (见图四 )来加以更进一步

的分析与说明。

图四 :粮食双层流通市场的供求干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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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四中 , S3 代表国有粮食企业在销售市场

上的供给曲线 , D3 代表国有粮食企业在收购市场

上的需求曲线。图中 , S3 位于 S2 的上方 ,也就意味

着国有粮食企业与私营粮商相比 ,不仅交易效率更

低 ,而且交易费用也更高 ;与此相对应 , D3 也就位

于 D2 的下方。现假定市场保护价格为 P4 ,且国有

粮食企业的垄断销售地位又能完全得保障 ;此时 ,

收购市场出清 ,均衡交易量为 Q1 ;国有粮食企业以

顺价 P3 在销售市场上出售 Q1 的粮食 ;如此一来 ,

粮食的销售市场同样会出现出清现象。只不过此

乃一种低效率的“出清 ”,因为如果允许私营粮商

以更高的交易效率和更低的交易费用经销粮食 ,那

么 ,不仅收购市场会在更高的价格 P2 和更大的交

易量 Q2 上出清 ,而且销售市场也将会在更低的价

格 P1 上出清。显然 ,国有粮食企业垄断收购的结

果便使得消费者剩余减少 P3 P1 E3 E1 面积 ,其中 ,矩

形面积转移给国有粮食企业 ;与此同时 ,生产者剩

余也会无形中减少 P2 P4 E2 E4 面积 ,其中 ,矩形面积

也被转移给了国有粮食企业 ,整个社会净损失福利

为 E2 E4 E3 E1 面积。

当然 ,如果实践中政府的保护价发生了变化 ,

则情况又会出现新的变化。例如 ,如果现实中的保

护价高于 P4 ,设为 P2 ,那么 ,由于敞开收购 ,国有粮

食企业便将会在收购市场上获得 Q2 单位的粮食 ,

然后再在销售市场上按顺价 (在收购价格的基础

上 ,再加上购销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及适当的利润而

确定的销售价格 )销售。由于如此一来 ,国有粮食

企业往往会被迫增加库存 ;结果 ,与允许私营粮商

经销粮食相比 ,生产者剩余没有减少 ,但是 ,消费者

剩余却依然受到了损失 ;同时 ,过剩粮食的囤积也

意味着无形中加重了整个国家的财政负担。又例

如 ,实践中如果市场保护价低于 P4 ,那么国有粮食

企业便会收到少于 Q1 单位的粮食 ;顺价销售若是

按照 S3 线来确定销售价格 , 则该价格就会低于

P3 ;从而就又使销售市场上可能会出现出清。当

然 ,若是按照 D1 向来确定销售价格 ,那么该价格就

将会高于 P3 ,并从而又使得销售市场上出现短缺 ,

同时 ,国有粮食企业也将会得到丰厚的收益。只不

过这种情况却又是以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

减少以及整个社会福利的损失为代价的。

事实上 ,上述分析的进行还是隐含着一个基本

的假定条件的 ,那就是 :国有粮食企业的垄断收购

地位是稳定的 ;然而 ,实践证明 ,由于此其中要付出

极高的管制成本 ,因而要想真正地实现这种稳定性

应该说是相当困难的。其实 ,只要现实中的保护价

低于 P2 或是略高于 P2 ,那么粮食生产者就均会把

粮食出售给私营粮商。之所以如此 ,原因在于 :一

般情况下 ,粮食生产者向国有粮食企业出售粮食与

向私营粮商出售粮食比 ,会承担更高的交易费用
(如压级压价、运输不方便、不易取得现金或是需

从中扣缴其他的款项等 )。由于在政府的管制下 ,

私营粮商的供给曲线将上移 ,同时 ,需求曲线也将

下移 ,因此 ,粮商的收购价格将低于 P2 ,而销售价

格将高于 P1。这样 ,政府的管制越严格 ,实践中供

需偏离的程度越高 ,那么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

的受损也必将会越多 ,同时 ,整个社会净福利的损

失也必将会越大。不过 ,只要国有粮食企业的保护

价与私营粮商的收购价之间存在着差距 ,那么 ,由

于国有粮食企业无法垄断对粮食的收购 ,因而商品

粮最终也就必然会被分流。既然如此 ,私营粮商便

会凭借其高效率与低费用的优势而占据着更多的

市场份额 ;而国有粮食企业掌握的相当部分的粮

食 ,或是被囤积于仓库 ,或是被迫以不能弥补交易

费用的价格来进行亏损交易。显然 ,这样一来 ,除

非政府采取强制性的手段 (但如此行动 ,整个社会

就又有可能会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 ,否则 ,国

有粮食企业严重的亏损局面就很难以得到根本性

的控制和扭转。

四、基于粮食双层流通体制背景下的我
国现阶段粮食市场流通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基于我国现阶段粮食市场双层流通体制运作

的现状与具体特征 ,为进一步健全与完善我国的粮

食流通体制 ,现阶段采取如下的一些对策和措施应

是着相当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的 :一是打破国有粮

食企业对粮食购销市场的垄断局面 ,允许符合条件

的其他经营者进入粮食购销市场 ,以力争形成竞

争、活跃的粮食流通市场 ;此外 ,应支持农民按照自

愿互利的原则组建各种专业性的经济组织来进入

粮食市场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

双方的受益。二是建立起粮食经营的市场准入制

度 ,形成对粮食经营者的定期资格审查制度 ;同时 ,

进一步完善粮食收购办法以及粮价的形成机制 ,在

切实形成国家与农民真正的等价交换关系的基础

上 ,提高粮食的市场化程度。三是引入多元化的粮

食市场经营主体 ,加强各经营企业间的竞争 ,鼓励

多种经济成分与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取得相

关部门的资格审查后能从事粮食的购销活动 ;同

时 ,粮食市场的政策制定者也应尽快出台各种所有

制企业在粮食市场经营中的制度安排。四是积极

培育全国性与区域性的粮食批发市场 ,力争形成以

92

第 3期 　　　　　　　　　　蒋满元 ,王春明 :对我国粮食双层流通市场运作机制的经济学解释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央批发市场为核心的、以产区和销区批发市场为

基础的粮食批发市场结构 ;同时 ,积极利用市场机

制来配置粮食资源 ,大力开展省际的产销协作 ,鼓

励产区与销区建立起长期且稳定的购销关系 ,支持

有条件的企业从事粮食的进出口业务 ;进一步制定

与补充能适应市场需要的经营规则 ,兼顾协调市场

之间的信息体系与质量标准体系的建设 ,进一步规

范粮食批零市场的管理并进而在此基础上打造出

一个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交易环境。五是进一步

提高省际的粮食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并力争在此基

础上强化政府的信息服务职能和建立起省级、甚至

是全球性的粮食流通的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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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 ic Expla in to Gra in D ouble - deck C ircula tion M arket
Fun tion M echan ism in O ur Coun try

J IANG M an - yuan, W ang Chun - m ing
(D epartm ent of In ternational Econom y and Trade, Guangxi F inancia l College, N anning 530003)

Abstract: Sim ilar to majority commodity, grain market have also many deck level circulation market, the re2
lation between supp ly and demand of grain circulation market do not the single market relation between p ro2
ducer and consumer, it is a comp lex market relation between p roducer, consumer and distributor. In view of

function status quo and feature of grain double - deck circulation system, for sound and perfect grain circula2
tion system in our country,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break monopolize aspect that state grain enterp rise mo2
nopolize grain purchase and sale market,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positive rear state grain wholesale busi2
ness and use market mechanism to dispose grain resources, to build long - term and steady purchase and sale

relation between p roducer and consumer, to launch p roduce and consume coordinate, to urge grain import and

export business.

Keywords: Grain double - deck circulation mechanism; market funtion mechanism; purchase and sale rela2
tion; grain p roduce and consume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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