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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变量是可观测的长期变量, 是慢变量。根据哈肯的

协同学原理, 系统的慢变量支配快变量。因此, 不能仅仅停

留在“人多地少”这类静态描述, 而要更加重视“人口变动”的

动态约束作用[ 1] 。人口不断变动的趋势是影响山东粮食最

根本的推动力量。采用“人口变动”约束的提法而不采用人

口约束的提法, 其中包含的简单逻辑就是“当甲发生变化的

时候, 乙面临新的选择”。人口变动在过去、现在、未来都是

山东粮食发展的最深层次的制衡力量, 这是因为这种力量对

山东粮食发展问题可能产生积极影响, 也可能产生消极影

响。针对山东省的情况 , 笔者从人口变动约束的角度来分析

山东省粮食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及其关系。

1  人口的自然变动约束对粮食的作用机制分析

1 .1 人口的自然增长对粮食的影响  研究变量包括山东省

历年人口总量 P( 万人) 和人均粮食拥有量 G( t/ 万人) , 实证

分析选取1992～2006 年为样本区间, 数据来源于2007 年《山

东统计年鉴》, 采用的计量软件是Eviews5 .0。

1 .1 .1 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平稳序列围绕一个均值波

动, 并有向其靠拢的趋势 , 而非平稳序列则不具备这一性质。

若变量序列是平稳序列, 表示为 I( 0) ; 若变量序列经一阶差

分后变为平稳序列, 则称其为单位根过程, 用 I ( 1) 表示[ 2] 。

检验变量序列是否平稳的方法称为单位根检验, 常用的单位

根检验方法有ADF 法和PP 法 , 在此, 使用 ADF 检验法 , 检验

结果见表1 。从表1 可以看出, 变量 P 、G 原时间序列的 ADF

统计值都大于显著性水平为0 .1 时的临界值 , 因此这2 个时

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在一阶差分序列中 , 除了 P 的一阶

差分不含常数项和时间趋势的检验形式, 其他的都不存在单

位根, 都是平稳的。因此, P 和 G 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 , 即

P ～I( 1) , G～I( 1) , 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协整分析。

1 .1.2 协整检验。变量序列之间的协整关系最早是由恩格

尔- 格兰杰在1987 年提出的。这一方法论的基本思想是尽

管2 个或2 个以上的变量序列为非平稳序列, 但它们的某种

线性组合却呈现稳定性, 则这些变量之间便存在长期稳定关

系, 即协整 关系。采用 的协整关 系的检验 用的是 Engle-

Granger 两步法。第1 步 , 用OLS 估计法得到山东省历年人口

总量和人均粮食拥有量的估计方程:

  Gt = 1 .435 - 0 .112 E-03 Pt + ut ( 1)

  ( 3 .821)   ( - 2 .655)

R2 = 0 .352  DW= 1 .011  F = 7 .050

这说明方程的拟合优度较好, 通过LM 检验不存在序列相

关性。人口总量与人均粮食拥有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

关关系。第2 步, 对方程的估计残差 ADF 进行单位根检验, 结

果残差变量的( 0 ,0 ,0) 类型的检验统计量值为- 2 .757 , 显著性

水平为0 .05 的临界值为- 1 .971 , 则在此情况下残差变量为平

稳序列。这说明变量 P 与 G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人口总量

与人均粮食拥有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Table 1 The results of unit root test

变量

Variable

检验形式

Test forms

ADF 统计值

ADFstatistic

临界值

Critical value

平稳性

Stationarity
P ( C,0 ,0)   1 .579   - 2 .681 * 否

( C, T ,0) - 2 .711 - 3 .325 * 否
(0 ,0 ,0) 20 .846 - 1 .605 * 否

G ( C,0 ,0) - 1 .689 - 2 .681 * 否
( C, T ,0) - 1 .998 - 3 .325 * 否
(0 ,0 ,0) - 0 .314 - 1 .605 * 否

△P ( C,0 ,0) - 3 .711 - 3 .081 * * 是
( C, T ,0) - 3 .958 - 3 .760 * * 是
(0 ,0 ,0) - 0 .082 - 1 .605 * 否

△G ( C,0 ,0) - 4 .926 - 3 .959 * * * 是
( C, T ,0) - 4 .701 - 3 .760 * * 是
(0 ,0 ,0) - 5 .107 - 2 .728 * * * 是

 注 : ①检验形式( C , T , P) 中的 C 、T 、P 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

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 ,0 是指检验方程不包括常数项和时

间趋势。②* 、* * 、* * * 分别表示在0 .10 、0 .05 、0 .01 水平上存

在差异。

 Note : C , T and P in test form ( C, T, P) stand for constant term, ti me

trend and lag order in the equitation of unit root test respectively ; 0

stands for the test equitation without constant ter mand ti me trend ; * ,

* * and * * * stand for difference at 0 .10 , 0 .05 and 0 .01 levels re-

spectively .

1 .1.3 误差修正模型。既然人口总量与人均粮食拥有量之

间存在协整关系, 可以建立△P 、△G 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 ,

模型如下:

△Gt = - 0 .022 + 0 .418 E-02△Pt - 1 - 0 .667 ECMt - 1 ( 2)

  ( - 0 .452)  ( 0 .450)  ( - 2 .421)

R2 = 0 .361  DW= 1 .606  F = 3 .108

从式( 2) 可以得知 , △P 没有通过 t 检验, 人口总量一期

滞后对人均粮食拥有量的短期波动影响并不显著。误差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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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系数- 0 .667 为负数, 说明模型修正系数具有反向的修正

机制, 可知人均粮食拥有量的变动受到协整方程的约束, 对

长期均衡关系的偏离会在下一期得到修正。也就是说 , 如果

上一期人均粮食拥有量偏低, 则这期人均粮食拥有量就会偏

高; 反之, 则相反 , 这就保证了人均粮食拥有量和人口总量的

关系不会明显偏离, 即达到均衡状态。而系数的大小反映了

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 从系数估计值- 0 .667 看 , 调整

力度比较大 , 也就是说对于人均粮食拥有量的短期波动, 通

过人均粮食拥有量与人口总量之间的这种长期均衡机制进

行自动调节并不需要很长的过程。

2 .2  人口的老龄化对粮食的影响 山东省已经进入了老龄

化社会 , 但是各地市间的人口老龄化发展程度和速度极为不

平衡, 其基本格局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农村地区快于城镇, 东

部地区快于中西部地区。也就是说 , 无论从老年人口的数

量、比重 , 还是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 农村都将是

山东省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点区域”[ 3] , 而这些老龄化问题

重点区域恰恰是现阶段山东省粮食生产的主产区, 临沂、德

州、聊城、滨州、菏泽这5 个地区耕地面积占全省耕地总面积

的42 .48 % ,2005 年其粮食产量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51 .89 % ,

这说明该5 区的粮食生产在山东省居于重要地位 , 若其粮食

波动将会影响到全省的粮食供给。然而, 老年人口比重上升

会制约农业生产潜力的发挥和农业生产力的进步, 导致粮食

产量下降。

2  人口的迁移变动对粮食的作用机制

2 .1 人口城乡结构变动对粮食生产供给的效应分析

2 .1.1 人口城乡结构变动对粮食生产供给的负效应。山东

省城市化水平从1990 年的27 .3 % 提高到2005 年的43 .5 % ,

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 人口的迁移促进了城市化进

程的加速, 城市收入水平相对高、农村生产收益的下降以及

劳动力迁移成本的降低等因素, 使得大量的劳动力涌向城

市, 人口的城乡结构发生剧烈变动, 同时该结构的变动也带

来了农业资源的流失, 使粮食供给增长的瓶颈约束日益加

剧。其中最直接的约束力, 一是农业人口的明显减少。这也

是城市化过程中最基本的衡量标准。劳动力这类生产要素

的减少将一定程度上导致粮食供给的降低。二是撂荒现象

的出现。在许多地区由于农业劳动人口外出务工收入获得

了提高, 但同时也无暇顾及家乡的土地, 荒废了许多良好的

耕地, 使得本来匮乏的耕地资源雪上加霜, 隐性地降低了耕

地的产出效益。三是农业用地的明显减少。农业人口转移

到城市, 使得城市的空间结构发生变动, 城市地域向外蔓延

并伴随着新城镇的产生。城市规模扩大, 城市数量增加, 大

量农业用地改为城市建筑用地, 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住宅

建设。新产生城镇大多围绕乡镇企业建立起来, 很多是占用

了肥沃的耕地。但是, 这些乡镇企业由于规模小, 规模经济

效益低 , 生产相对分散, 土地利用率低。从山东省1988～2006

年耕地面积减少量与粮食总产量变化可知( 图1) ,2002 年耕

地面积减少321 041 hm2 , 是耕地减少最多的年份, 其次为

2003 年, 减少了150 058 hm2 ,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2002

年粮食总产量的低谷。人口的城乡结构变动使城市扩大, 更

多的小城镇产生, 这些驱动力使得农业用地面积减少。占地

面积影响最大的是国家占地和乡村集体占地( 图2) ,2001 、

2002 年乡村集体占地占主导地位, 这是由于20 世纪90 年代

前后人口迁移强度加大, 人口城乡结构的变动以人口就近向

小城镇转移为主, 小城镇面积扩大( 城镇数量由于合并建制

镇而略有减少) , 乡村集体占地的增加对人口迁移具有滞后

性, 所以到21 世纪初期才表现出来。2003 年以后, 国家占地

面积更大, 人口迁移距离趋远, 向大城市迁移为主, 因此城市

建筑用地不断增加。由于乡镇企业的规模小, 容纳人口数量

有限, 使得乡镇企业发展减速, 其占地面积有下降趋势。总

体而言 ,2002、2003 年国家和乡村集体占地面积量很高, 恰与

这两年粮食总产量低谷相吻合。说明人口迁移导致的城乡

结构的变动确实对粮食生产供给产生重要影响。从人口城

市化的长远角度来看 , 粮食供给受到约束的问题应该引起足

够重视。

注 : 数据来源1989～2007 年《山东统计年鉴》。下同。

Note: The data are from Shandong Statistical Yearbook during 1989 -

2007 .The same as below.

图1 1988～2006 年山东省年内耕地减少量与粮食总产量变化

Fig .1 Thechanges of annual cultivatedland decreaseandtotal grain

yieldin Shandong Province during 1988- 2006

图2 1988～2006 年山东省国家基建占地与农村集体占地变化

Fig .2 The changes of national capital constructionland occupation

and rural collective land occup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during1988- 2006

2 .1.2 人口城乡结构变动对粮食生产供给的正效应。人口

迁移也并不一定会导致粮食产量的下降, 人口城市化使人口

城乡结构发生变动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这提高

了资源的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 带来了经济结构的转变, 最

终会带来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进而促进粮食的生产

供给。但是在近期内, 人口迁移导致了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

的下降 , 也使得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质量下降[ 4 - 6] 。因为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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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城市化进程中, 最先转移出去的农业劳动力人口素质较

高, 只剩下人口素质相对较低的劳动力继续从事农业劳动。

所以, 在城市化发展初期, 劳动力的减少将会给粮食安全带

来负面影响 , 但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 其将会被农业现

代化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正面效应所抵消, 农业人口的减少

反而会成为农业发展的动力。最后, 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水平

提高对于农业的贡献会越来越大 , 农业产出增长率将会明显

提高, 粮食总产量也会提高, 使粮食供给压力得到缓解。综

上所述, 从短期看, 由于人口迁移引起的人口城乡结构的变

动会使得土地和劳动力人口等农业生产要素明显减少 , 同时

农业现代化生产水平的不明显提高, 人口迁移对粮食供给的

影响是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 但从长期看, 城市化的发展

对于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具有重要贡献, 因为农业现代化水平

提高带来的粮食增产将会大于因农业生产要素减少而带来

的粮食减产。但是 , 在现阶段, 人口的迁移并没有真正的缓

解人口与粮食之间的矛盾, 反而有加重的趋势。粮食的供给

压力能否得到缓解核心在于人口迁移引起的那些“负作用

力”与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正作用力”之间的制衡, 不能因为

城市化长远的乐观形势而忽视近期的矛盾冲突。

2 .2  人口城乡结构变动对粮食需求的影响 人口从乡村迁

入到城市后, 从粮食生产者变为单纯的粮食消费者, 势必会对

粮食的需求产生影响。随着人口城市化的深化, 人们的收入水

平不断提高, 从而对粮食的直接消费量减少, 但是间接消费的

绝对值增大, 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因为随

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肉、蛋、奶等农副产品的

需求量将不断上升, 但由于肉、蛋、奶等产品需要消耗更多的粮

食才能转化出来, 因而粮食消费的总量不但不会降低, 而且很

有可能还会出现持续增长。另外, 农村人口对粮食的直接消费

比城市人口大, 间接粮食消费量却远远小于城市人口间接粮食

消费量。人均直接粮食消费以1984 年的243 kg 为转折点, 由不

断增加转向缓慢减少, 到2001 年人均直接粮食消费减少到

183 .7 kg , 而人均间接粮食消费在1980 ～2006 年期间则由不到

100 kg 增加到200 kg 以上, 这种变化标志着从传统食物结构正

在向现代食物结构转变。随着主要动物性食物消费的不断增

加, 间接粮食消费所占比重仍将继续提高, 间接粮食消费替代

直接粮食消费将成为今后粮食总需求增加的主要因素[ 7] 。

3  山东省人口变动约束下粮食发展的对策

3 .1  稳定人口数量 ,继续提高人口素质 继续实行计划生

育政策, 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使人口增长保持在较低水

平上, 不能因为老龄化的加深彻底放弃计划生育政策, 应拓

展计划生育的内涵和外延, 人口政策与素质教育双管齐下。

在20 世纪70 年代以来人口政策的强力干预下山东省的人口

生育率下降极为迅速 , 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从总体上来说, 山东省许多地区生

产力尚不发达, 生活方式和生育观念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 ,

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的差距

还将长期存在。因此, 在实行严格的人口政策的同时还需要

进一步加强素质教育 , 提高人口素质。

3 .2 引导合理的人口迁移, 控制城市化过程中的建设用地

 对人口迁移进行管理, 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措施, 应对其

进行疏导, 提高人口迁移的经济效益, 同时对由于农民工外

出务工引起的撂荒现象加以重视, 对抛荒的耕地集中管理 ,

适时引导秋收耕种的人口回迁, 以保证粮食的供给。在人口

城市化过程中要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数量, 树立科

学发展观, 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

3 .3  实施农业土地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  针对越

来越严重的老龄化, 对劳动能力弱的人口征收其耕地, 并对

其实施生活医疗等的补贴, 保证其正常的生活 , 同时对征收

的土地进行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 这样才能达到一

定的水平, 形成农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从而提高农业

的生产率 , 降低劳动成本, 增加农民收入。在这一过程中, 农

民的科技意识和整体素质才会有明显的提高。

3 .4  适当提高粮食价格 ,刺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从理论

上讲, 粮食是生活必需品 , 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小, 政府可以提

高粮食收购价格, 以改善农民种植粮食的收入预期, 诱导农

民增加粮食生产。但我国粮食价格明显高于国际市场价格 ,

提高粮价的空间已不大 , 而如果涨价幅度过小 , 则难以改变

种植粮食比较收益较低的现状, 以期通过提高粮价促使农民

优化资源配置, 这种影响是比较微弱的 , 多数农民可能仍然

会选择兼业经营, 或者发展效益更好的非粮产业, 而不会轻

易增加粮食种植面积。为了保证粮食的有效供给同时还需

要给予种粮农民以补贴 , 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 , 要加快培育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带动农业结构调整, 使农民以最小的

投入换取最大的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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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充分可及的情况下 , 需要结合地方实际实况, 对评价指

标体系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使评价结果更加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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