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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经济学中博弈理论的相关知识, 对农业结构调整中农产品生产与资源环境保护、食物的生产与食物的消费、追求食物的数量
与追求食物的质量、种植粮食作物与种植经济作物等主要关系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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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Analysis of Agricultural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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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rodu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 food production and
food consumption , food quantity and food quality , planting cereal crops and planti ng economic crops inthe agricultural structural adjust ment were analyzed
employing the relevant knowledge of the game theory in economi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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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产品生产与资源环境保护、食物的生产与食物的消

费、追求食物数量与追求食物质量、种植粮食作物与种植经

济作物是农业结构调整中关系全局的4 对主要关系。博弈

分析、比较两种决策的效益与损益集合, 分析决策 M1 和决

策 M2 的效益和损益集合。设: M1 = ( PM1 , LM1) ; M2 = ( PM2 ,

L M2) 。其中 , PM1进行决策 M1 的效益; PM2 进行决策 M2 的效

益; LM1 进行决策 M1 的损益 ; LM2 进行决策 M2 的损益。 M1 、

M2 均为矩阵, PM1 、P M2、LM1 、LM2 为列向量。笔者分别对农业

结构调整中的4 对主要关系进行博弈分析。

1  农产品生产与资源环境保护

农产品就其用途而言, 可分为三大类: 第1 类是人类直接

需求的生活必需品, 如粮食、油料( 油脂) 、蔬菜、果品、肉、蛋、奶

等。第2 类是间接需求的生活必需品, 如饲料粮、饲草、作物秸

秆等,它们可以转化为肉、蛋、奶、水产品等生活必需品。第3

类是用作工业原料的必需品, 如棉花、麻类、烟叶等工业原料作

物, 以及原来是粮食作物现在已转化为工业原料作物的玉米、

高粱、薯类等, 通过深层次加工增值, 满足人们对日用品、工业

品和增加收入的需求。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

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实现了跨越式

增长,在世界各国排名中均名列前茅。

资源环境是人们生存和生活的物质基础和基本空间。

农业资源主要包括两大类, 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农业自然

资源主要指自然界存在的、用于农产品生产的各种资源, 包

括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地资源等。农业社会资源

是指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因素中可以用于农业生产的各种

要素, 主要有人力资源、科学技术和技术装备、经济体制等。

农产品的生产离不开资源环境的支撑, 农产品的产量也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资源环境的制约和影响。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也是一个资源大国 , 总量可观而

人均不足。我国的农业生产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

就, 但随着人口的急剧膨胀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我们所面

临的农业资源日趋减少, 农产品生产环境愈加恶化。我国农

业资源环境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 一是农业生产所需的自然
�

作者简介  王恩涛( 1977 - ) , 男 , 河北保定人 , 硕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 : 食
物发展。

收稿日期  2007- 03-04

资源不断减少, 面临短缺危机。十五期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

了600 万hm2 以上, 平均每年减少120 万hm2 以上 , 我国现存

的耕地只有1 .2 亿hm2 , 人均耕地面积已不足0 .1 hm2 , 仅为

世界平均水平的40 % 左右 ; 农业用水危机正在加深, 农业每

年缺水达300 亿m3 , 平均每年受旱面积约2 160 万hm2 。二是

农业资源的质量有待提高, 利用率低。农村地区资源环境普

遍恶化, 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 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 文

盲、半文盲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6 .5 % , 农民人均产值约为

工人的1/ 5 , 农业生产率仅为美国的1/ 70。三是农业资源污

染严重 ,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工业“三废”即废水、废渣、废气

向农村蔓延; 化肥、农药和农膜等的大量使用造成土壤、水体

和大量农产品的污染 ; 化肥农药的超量使用使得农产品农药

残留超标率和检出率很高; 对农业自然资源的掠夺式的开发

利用, 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产品生产的过程就是生产要素不断投入、资源不断消

耗、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农产品的生产离不开资源环境 ,

没有资源环境的支撑就不可能生产出足量优质的农产品。

而大量资源的减少和短缺势必会制约农产品的生产, 大量农

药、化肥等化学物质的投入也势必对生产环境产生不利影

响, 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和制约农产品的生产, 降低农产品的

数量或质量, 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

康。因此, 我们既要保证充足优质的农产品生产, 又要保证

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 就必须处理好农产品生产与

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农产品生产与资源环境保护的博弈

关系, 如表1 所示。

2  食物生产与食物消费

食物生产领域主要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渔业、食品加工

业等方面的内容。种植业为人们提供了粮食、蔬菜、水果等

农产品, 畜牧业为人们提供了猪、牛、羊、禽、蛋、奶等畜禽产

品, 渔业为人们提供了鱼、虾、贝类等水产品, 食品加工业则

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各种加工食品。食物生产受到很

多因素影响, 如当地的食物资源、经济条件、区位及国家政策

等。食物消费或需求的变化也会引起食物生产的数量、质量

或者结构的变动, 即食物生产者必须生产出满足食物消费者

需要的足量的产品。如禽流感的爆发必然导致居民对禽类

食物消费的减少, 通过市场的信息传达和反馈 , 生产者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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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禽类产品的产量。同时, 相关厂商会增加其他肉类的生

产以代替畜禽产品的减少。

  表1 农产品生产与资源环境保护的博弈关系

农产品生产( M1) 资源环境保护( M2)

效益( PM1 ,2) 保障国家农业尤其是粮食安全
发展农业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 维
护社会稳定
为工业提供原料, 带动整个国民
经济的发展

有利于社会和国民经
济可持续发展 , 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损益( LM1 ,2) 消耗大量自然和社会资源, 对环
境产生不同程度的破坏和影响,
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势必影响到生产要素
的投入, 影响国民经
济尤其是农业经济的
发展

  食物消费包括人群消费、工业消费等内容。食物消费也

受多种因素影响, 如消费者的经济收入、消费习惯、民族传统

等。同样, 食物生产者的生产决策的改变, 也会通过市场这

个媒介影响食物消费者的行为。不难理解, 某一类食物生产

的多, 市场中供给的数量必然也多, 人们在无明显消费偏好

以及该食物替代品较少的情况下 , 选择该食物进行消费的概

率必然增大。如我国江南地区为水稻主产区, 其居民粮食消

费长期以大米为主, 而华北区主产小麦, 居民以面食为主。

东北地区为大豆主产区, 其人均占有量和消费量亦高于其他

地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 人们的消费行为已由单一追求食

物数量, 向质量和品种多样需求转变, 这就对生产者提出了

新的要求, 必然影响到食物生产的变化。同样, 随着农业科

技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 食物资源得到

更加充分合理的利用, 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 食物生

产的数量和质量的变化直接冲击和改变着食物商品市场, 进

而也影响到人们的食物消费数量和消费结构。因此, 食物的

生产和消费存在着互相影响, 互相制约的博弈关系。

食物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 必然存在着生产与消费、供

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 食物生产者和食物消费者之间也必然

存在着博弈关系。食物生产与食物消费两种决策行为的效

益和损益矩阵, 如表2 所示。

  表2 食物生产与食物消费的博弈关系

食物生产( M1) 食物消费( M2)

效益( PM1 ,2) 为人们提供充足的食物,
保证食物数量和质量安全

拉动内需, 从而带动整个社
会需求的增加, 促进食物生
产技术的进步

损益( LM1 ,2) 不考虑食物需求的盲目生
产可能造成食物资源的浪
费和市场秩序的混乱

不合理、不科学的食物消费
会影响食物市场的正常格
局, 从而误导食物的生产

3  追求食物的数量与追求食物的质量

食物的生产包含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内容。食物生产

的数量是指在利用各种食物资源、投入各种生产要素的基础

上, 生产出足够数量的食物 , 满足人们对各种食物在总量上

的需求。食物生产的质量是指食物生产者对其生产的每一

种食物进行必要的质量安全方面的控制, 满足人们对食物的

安全性和营养价值方面的要求。

食物生产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

的。追求食物生产的数量一定程度上要依靠化肥、农药、生

长激素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才能缩短生长周期、获得较高的产

出水平 , 而过高或不适当的化学物质的投入使用会降低食物

的内在品质, 进而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同

样, 大量研究和实践表明, 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一般存在着此

消彼长的关系, 例如, 高油玉米的产量就比普通玉米的产量

低20 % , 而且过分追求食物生产的质量就必然会增加相应的

质量安全控制和检验检疫的程序或措施, 这无形中增加了生

产者的成本 ,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产效率, 从而影响到食物

生产的数量 , 不但会使食物生产者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 而

且可能就不能满足消费者对食物在数量上的需求 , 造成供不

应求的不利局面。

长期以来 , 我们比较重视食物的数量安全 , 但在我国实

现了食物供给由短缺走向富余的同时, 食物的质量安全问题

却一直受到忽视。由于过分追求食物的数量, 追求高产增

收, 形成了粗放式的农业生产模式, 高投入高产出, 没有给予

资源环境以足够的重视。过量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的投放

以及食物生长环境的恶化, 直接导致了食物质量的下降, 进

而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处理好食物数

量和质量的关系, 尽快转变食物生产方式, 大力发展绿色食

物生产, 满足人们消费结构升级和追求消费质量的需要。但

是,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消费层次多样、地区差异明显, 因此

在提高食物质量、确保消费安全的同时 , 仍然要进一步发展

食物生产, 将提高食物综合生产能力作为我国一项长期的基

本战略。追求食物数量与追求食物质量两种决策行为的效

益和损益矩阵, 如表3 所示。

  表3 追求食物数量与追求食物质量的博弈关系

追求食物数量( M1) 追求食物质量( M2)

效益( PM1 ,2) 满足居民对食物的基本数量
需求, 有利于国家食物安全
和社会稳定

有利于促进食物的营养卫
生安全, 保障消费者的身
体健康, 提高食物的科技
含量以及国际竞争力

损益( LM1 ,2) 过分追求数量必然导致对质
量的控制和管理的疏忽 , 造
成不合格食物充斥市场 , 影
响居民的健康水平

对食物质量的追求势必限
制数量的发展, 造成市场
的短缺, 进而影响食物的
数量安全

4  种植粮食作物与种植经济作物

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是种植业结构中的两个主要部分。

粮食作物是指能为人们提供粮食类食物的作物, 包括小麦、

水稻等谷类作物, 大豆、蚕豆等豆类作物和甘薯、马铃薯等薯

类作物。经济作物又称工业原料作物, 是指主要用来出卖并

能增加种植者经济收入的非粮食类作物, 它包含的种类很

多, 有棉、麻等纤维作物, 有花生、油菜等油料作物 , 有甘蔗、

甜菜等糖料作物, 也有茶树、咖啡等饮料作物等。

从宏观角度讲, 在国家或者地区层面上,“无粮不稳”, 粮

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主要食物, 也是关系国家安全

的重要战略物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粮食作物在种植业

结构中的基础地位, 在农产品种植中必须要保证足够的粮食

作物播种面积, 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经济作物则

是关系广大农民增收的重要方面 , 也是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原

料的基础来源, 在种植业结构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然而 ,

面对有限的自然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 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

之间必然存在着互相竞争的关系。在耕地面积减少、不变或

者增加幅度不大的情况下, 一方播种面积的增加就意味着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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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的减少。博弈的结果是两者会在不同的时期, 或者在不

同的地区, 稳定在某一适当的比例。从微观角度讲, 对于一

个普通农户来说, 在其他条件诸如自然资源、生产设备等具

备的情况下 , 同样要在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进行权衡 ,

种植粮食作物可以保证家庭的基本食物来源, 但可能不会增

加明显的经济收入, 种植经济作物可以带来可观的家庭收

入, 但随着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的相应减少, 家庭基本

的食物消费会得不到保障。最后不同的农户会根据自身情

况在两者中达到均衡, 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会保持

某一适当的比例。种植粮食作物与种植经济作物两种决策

行为的效益和损益矩阵, 如表4 所示。

  表4 种植粮食作物与种植经济作物的博弈关系

种植粮食作物( M1) 种植经济作物( M2)

效益( PM1 ,2) 保障粮食安全, 为居民提
供基本的食物供给

促进广大农民增收, 为工业
发展提供充足原料

损益( LM1 ,2) 占用大量耕地、劳动力等
资源,不利于农民增收

排挤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
影响粮食安全

  我国农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特别是加入

WTO 后, 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国际环境。随着国民经济的持

续快速增长 , 人口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食物结构的改

善, 加上人多地少、人均农业资源不足、基础生产条件脆弱、

物质和技术装备落后等基本国情 , 国内食物尤其是粮食安全

的压力将长期存在。我国必须始终确保国内粮食安全是种

植业结构调整的基础 , 继续重视和加强粮食生产, 保护和增

强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 确保国内粮食自给率保持在95 % 以

上。与此同时 , 我们还必须继续调整种植业结构, 在保证粮

食安全的前提下, 适当减少粮食作物在农作物播种总面积中

的比例( 图1) , 增加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 要充分

挖掘地区特色,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 鼓励农民根据自身情况

进行特色种植和养殖 ,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注 : 资料来源于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1 我国历年粮食作物占农作物比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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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信贷款的扶贫分社中, 只有30 % 左右的机构其还款率在

80 % 以上, 还有40 % 的扶贫分社, 还款率已降至50 % 左右,

另有30 % 的机构, 还款率只有30 % 左右。以洛南县农行为

例, 其小额信贷的实际还款率仅50 % , 另外有30 % 通过努

力有机会收回 , 剩下的20 % 就基本上成为了坏账。2002 年

8 月 , 在对丹凤县月日乡、寺坪镇、龙驹乡进行调查中, 分别

选取了较贫困的16 户进行分析 , 结果发现还款率平均只有

77 .12 % 。

3  对策与建议

3 .1  坚持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信贷扶贫效果  从陕西省

的实践看, 小额信贷到户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有效手段。而

农村信用社扎根农村、贴近农民、服务农业 , 又是合法的金

融机构,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在农村具有机制灵活、交易费

用节约、信息对称性强、对市场反应灵敏、利率接近市场化

等优势。农村信用社开展小额信贷业务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小额信贷已经成为陕西农村信用社的常规业务, 因此

将小额信贷扶贫到户业务交给农村信用社承办 , 轻车熟路,

同时也增强了农村信用社的经营实力。

3 .2  小额信贷的贷款利率应具有灵活性  小额信贷扶贫

项目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利率问题。目前全世

界小额贷款的利率一般是16 % ～17 % , 而我国仅为7 % ～

8 % 。贫困人口的主要问题不在于还款能力的高低而是由

于根本借不到款。小额信贷贷款利率低不仅会影响小额信

贷的扶贫效果 , 更会影响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适当的

利率不但可以保证贷款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还可以筛选出

真正需要小额信贷扶贫的目标客户。在利率的压力下, 有

助于目标客户的积极还贷。以后, 我们应当取消或逐步取

消扶贫贴息贷款, 积极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 , 而不限于捐赠

和软贷款 , 增加利用商业渠道资金的试点项目。

3 .3  加强对贷款客户的识别以及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造

成还贷率不高的原因: 贷款机构对客户的识别能力低、信贷

产品涉及不合理 ; 客户的信誉不好 ; 自然、宏观经济环境等。

针对这些方面 , 应当做到: 贷款机构应加强对诚信客户的识

别, 同时设计合理的信贷产品 ; 加强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

从而降低道德风险 ; 我国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农业保险体

系, 现有农业险种少或者由于农民保险意识不高, 农民几乎

没有参加农业投保 , 一旦遭遇自然灾害, 农户的生产就会受

到沉重打击 , 借款农户往往不得不违约, 因此 , 应当完善农

业保险体系, 即使贫苦户遭受了自然灾害损失, 也能得到

补偿。

参考文献

[1] 杜晓山,刘文璞.小额信贷原理及运作[ M] .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
社,2001.

[2] 杜晓山.中国小额信贷十年[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3] 吕德宏. 西部小额信贷模式及转型措施[J] .农村经济,2003(4) :42 -

43.
[4] 吕德宏. 试论我国小额信贷模式的发展变迁及转型措施[J] .农业经

济,2003(8) :30 - 32 .

0395              安徽农业科学                        200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