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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业产业整体利润水平的深层思考
张宗威

(山西省农业厅 太原市 03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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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农村经济的主要产业农业产业 , 从上世纪 80年代就开始了结构调整 , 现在大部分农产品已经供

大于求 , 在这一新形势下 , 要提高农业产业的整体利润水平 , 需要有新理论的支持。农产品市场接近于完全竞
争市场 ,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系数绝对值有的大于 1 , 有的小于 1 ,据此可以证明:要使农业产业整体利润水平

提高 ,必须使整体生产规模适度;另一方面 ,根据产品成长规律 ,创新也是提高利润水平的必要措施。

农业 AGRICULTURE

一 、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
有新理论的支持

发端于上世纪 70年代末的我国农村变革 , 极
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还是那块土地 , 但从此可
以为人们提供足够的粮食。

农民有了足够的粮食后 , 便开始寻找新的资源
配置形式 , 以使收入不断增加 、恩格尔系数不断变
小。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 ,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变
化 ,农业产业结构框架向收益型方向转变 。图 1和

图 2较好地反映了这一情况 , 即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逐年下降 , 而水果 、蔬菜面积则逐年增加 , 反映了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从那时就已经开始了。

图 1 全国粮食年份面积曲线

图 2 全国果园年份面积曲线

农村改革的 20多年 ,较大的成果之一就是产业
结构可以较自由地由市场来进行动态的构建 , 这也
是农村经济不断繁荣 、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的一个重
要因素。 20世纪 90年代末在我国粮食供大于求的
情况下 , 政府把农民增收列为农村经济工作的首要
任务 , 把结构调整列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措施。其实
结构调整如上所述 , 早在 20年前就悄然开始了 , 它
包括农业向第二 、第三产业的转移以及农业内部的
结构变化。本文将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提高农业产
业的整体利润水平 、开辟增加农民收入水平的新思
路 。

二 、农产品市场及其农产品的特点

在所有产品市场中 , 农产品市场最接近完全竞
争市场。完全竞争市场有 4个基本特征:(1)每个生
产单位所生产的产品都与其它单位的完全相同;
(2)市场中有大量的买者和卖者 , 相对于整个市场
而言 , 产业中每个生产者的规模都微乎其微 , 是市
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3)生产者出入该产业不受
任何限制 , 也就是说出入这个产业不需要庞大的设
备和较大的投资;(4)每个生产者有充分的产品与
市场信息。在我国 , 农业生产经营者是以户为单位
的 , 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前 3个特征很接近 , 与第四
个特征也比较接近 , 因为政府部门为农户提供了大
量的技术与市场信息 。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 , 每一个生产者所面对的需
求曲线是一条平行线 (图 3中的 P1线)。它的意思
是:每个生产者所提供的产品价格都与自己的产量
无关 , 完全由市场决定 。若在市场中某个产品的价
格越低 , 则对这个产品的需求量越多 , 即市场需求
与产品价格成反向关系(图 3中的曲线)。

市场需求量是价格的函数 ,Q=f(p)。经济学中
的一个重要概念是需求价格弹性 , 即产品价格变化
1%所引起的需求量变化的百分比。需求价格弹性

用 Edp表示 ,表达式为:Edp=
dQ
dp

Q
P
。弹性反映了需求

对价格的敏感程度 , 通常为负值 。一般来说生存必
需品需求价格弹性绝对值小于 1, 表明需求对价格
不敏感 , 称之为相对缺乏弹性;有较多替代品的产
品 , 需求价格弹性系数绝对值大于 1, 对价格敏感 ,
称之为有弹性产品。表 1是美国经济学家对一些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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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系数的测值。
表 1 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

农产品
种类

价格
弹性系数

农产品
种类

价格
弹性系数

农产品
种类

价格
弹性系数

牛肉
猪肉
鸡肉
午餐肉
黑线鳕鱼
鸡蛋
牛奶

-0.92[1 ]

-0.51[3 ]

-0.8[ 3]

-1.63[2 ]

-2.2[ 1]

-0.26[3 ]

-0.539[3 ]

玉米
棉花
小麦
土豆
燕麦
荞麦
蔗糖

-0.49[1 ]

-0.12[1 ]

-0.08[1 ]

-0.31[1 ]

-0.56[1 ]

-0.99[1 ]

-0.31[1 ]

水果
水果罐头
新鲜蔬菜
西红柿
加工蔬菜
加工谷类

-3.021[3 ]

-0.589[3 ]

-0.347[3 ]

-4.60[2 ]

-0.856[3 ]

-0.294[3 ]

[ 1] 摘自[美] 曼斯费尔德著《微观经济学》第九版 , p121;
[ 2]摘自[美]埃德温·曼斯费尔德著《管理经济学》 , p97;
[ 3] 摘自[美] Dale M.Heien , The Structure of Food Demand:
Interrelatedness and Duality ,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May 1982 , p217

从上表可以看出:小麦的需求价格弹性E=-
0.08。它的价格下降 1%(或上升 1%), 市场需求量
只增加 0.08%(或下降 0.08%),是一种非常缺乏弹
性的产品 , 市场需求对价格非常不敏感;水果的需
求量对价格非常敏感 , 它的价格下降 1%,市场需求
量会大幅度提升 ,达 3%以上。
价格弹性有一个特性:在某种商品上的支出占

收入的比例非常非常小时 , 消费者对这种商品的价
格就变得不很敏感了 , 也就是弹性系数变小了;而
当一种商品价格弹性的绝对值原来大于 1 , 若供给
量达到一定程度 , 价格会变得很低 , 价格弹性会越
来越小 ,甚至会小于 1 ,即这种产品的收入增量随着
产品数量的增加会越来越小 ,甚至会成为负值。
农产品市场由于近似于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 ,

某一种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可以认为在某一个区域
市场中是相同的 。假定市场供给平衡 , 并且没有中
间环节 , 农民直接面对市场 , 市场对某产品的总需
求量为 Q ,产品的价格为 P , 则这一产品为农户带来
的总收入 TR=PQ。收入的变化为:dTR=d(PQ)=
 (PQ)
 P dP+

 (PQ)
 Q dQ=Q*dP(1+

dQP
dPQ
)=Q*dP(1+Edp)

式中 Edp是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 。可以看出 ,需
求价格弹性绝对值小于 1时 , 产量增加 , 总收入减
少;需求价格弹性绝对值大于 1时 , 产量增加 , 总收
入增加 。以小麦为例:E=-0.08,当产量增加时 ,价
格降低 , 即 dP<0, 总收入增加量 dTR=Q＊dP(1-
0.08)=0.92Q＊dP<0。即随着小麦产量的增加 ,农
民的收入减少;反过来 , 如果小麦减产 , 农民的收入

会增加。这个理论验证了《政治经济学》教材中的一
个例证:资本家宁肯把牛奶倒进海中也不愿意便宜
处理掉。从表 1可以看出 ,大多数农产品缺乏弹性。
它表明产量越大 , 农民的总收入越少。这是各个国
家面临的共性问题 , 也是各国政府对农业进行财政
补贴的主要原因之一 , 据此有些发达国家甚至强行
限制农产品生产规模。

三 、适度规模与创新是提高
农业产业整体利润水平的基本立足点

1.适度规模 根据以上论述 , 生活必需的又没
有较多替代品的农产品 ,如小麦 、玉米 、大米 、土豆 、
牛奶 、鸡蛋等 , 从增加农民总收入角度来说 , 不宜一
味追求产量 , 应限产限量 , 限制在一定规模下生
产。甚至像小麦 、玉米这些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没有
比较优势的农产品 , 可以放弃一部分市场。目前的
结构调整实际上就是要调减这部分农产品的生产
规模 。

弹性系数较大的农产品 , 增加产量时 , 总收入
将增加 , 所以应适当增加生产规模 , 但是并不是越
大越好。规模多大将会使纯收入最大?假定消费者
收入 、相关产品价格 、消费者数量不变 , 并假定生产
者是每家每户 、没有规模优势 、每种农产品的单位
成本对于每个生产者相同 , 则在这种假定下 , 当供
给量少时价格高 , 供给量大时价格低 , 最佳生产规
模是指:在该规模下所决定的价格不能低于成本
价。而如何决定最佳规模呢?

纯收入 π可由下式算出。
π=PQ-P1Q ,

dπ
dQ=

dPQ
dQ
-

dP1Q
dQ
=P(

Q
P

dP
dQ
+1)-P1=P(

1
E
+1)-P1

令
dπ
dQ
=0, 可得 P= P1

1
E +

1
, 根据需求函数 Q=f(P)

可以得到最佳规模的产量。实际计算要复杂得多。
这里只是要说明 , 对任何农产品都应该有一个最适
规模 , 在这个规模下农业产业整体利润水平最高。
如果不限制规模 , 最终结果是每一个生产者的经济
利润都为零 (经济利润等于收入减去显性成本再减
去机会成本 , 机会成本是生产者投入的自有资源出
让时所带来的收益)。

综上所述 , 从提高农业产业总体利润水平角度
来看 , 不应该无限制地增加任何农产品的产量。对
于需求价格弹性绝对值小于 1的 、 通常是生活必需
的农产品 , 在满足需求的前提下 , 生产规模越小越
好;对于需求价格弹性绝对值大于 1的 、通常是具
有较强可替代性的农产品 , 为获得产业纯收入最
大 ,不是规模越大越好 ,而是有一个最佳规模。

显然 , 适度规模是提高农民纯收入的一个很重
要的经济手段 。这里举出一个典型的反例:山西晋
南地区 80年代大面积发展苹果 ,苹果树一度成为农
民的摇钱树 , 后来因为规模失控 , 价格几乎跌到成
本(显性成本+机会成本)线以下 , 不少农户只得砍
掉了果树。

2.创新 下面再结合产品成长规律 , 论述创新

图 3 市场需求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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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一般农产品成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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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增收的关系。
市场中一般产品的成长过程分为导入 、 成长 、

成熟 、衰退 4个阶段。不同阶段销售总额和利润有
如下的变化(图 4所示):产品进入市场的初期利润
是负值 , 这是由这一阶段销售收入少 , 市场开发 、产
品培育研发等费用支出多等原因所造成的;后期由
于新技术 、新产品的出现 , 原产品的销售量和利润
都要下降 , 甚至达到零利润。很多工业品都遵循这
一成长规律 , 如四通打字机从兴起到退出市场 , 遵
循的就是这条曲线 。这决定了任何一个生产经营者
都需要不断地创新才能生存和发展。
农产品一般也有 4个发展阶段 , 但其在第四阶

段与一般工业品应有所不同 。很多农产品发展到最
后不是被淘汰 , 而是达到饱和或销售量呈下降趋
势 , 以至经济利润趋于零 , 这是由于农产品市场接
近于完全竞争市场 。

图 4 一般产品成长曲线

要使得利润不为零有两个途径:一是限制产
量 , 即限制供给量 , 使价格维持在一个适当水平 , 确
保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 这与前面论述的适度规模相
吻合;二是生产者在利润趋于零之前 , 要及时向市
场导入新产品 , 以获得足够的利润。这说明在农业
产业中也需要不断创新。
创新 , 广义上讲就是打破常规和传统 , 对于生

产者来说 , 就是根据市场需求开发出全新或具有差
异性的产品 , 或引进在市场上处于导入或成长阶段
的产品 ,并能很好地予以销售。差异性是指在性能 、
质量 、成本 、服务等方面与其它产品有所不同。提高
性能 、质量和服务水平 , 可以增加销售量 , 使产品的
价格也处于优势地位 , 从而达到提升 、 延伸图 4中
“销售线”和“利润线”的目的 。

创新活动有一个突出特点:一部分创新产品是
对原产品的替代;换句话说 , 创新产品可以与较多
的产品互相替代。这样 , 这些创新产品的需求价格
弹性一定会增大 , 产品生产规模亦可以更大 , 收入
就越多。
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 ,

在此过程中创新的风险与收益不对称 , 一项创新有
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而且 , 创新的投入一般要大
于普通的生产投入。再加之受规模和资本的限制 ,
以及农业技术的易模仿性和行政部门开展的技术
推广工作的影响 , 土地资源和资本资源有限的原创
新农户 , 无法扩大规模 , 产量无法提高 , 价格又不断
走低 , 收益将逐渐减少 , 所以农民缺乏创新的积极

性。政府的工作就是要从政策和法规上鼓励和保护
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创新积极性 , 促进收益稳定增
长的整体创新产业的发展 。
另外 , 创新是对原主导产业的挑战 , 最终结果

是形成产业的多元化。根据投资理论 , 多元化产业
组合的风险小 、收益稳定。近几年农民的收入与天
气的相关性逐渐变弱 ,就是这个原因。
创新可以为农户带来丰厚的利润。如山西运城

某地一农户 , 2002年的大棚杏每斤卖到 20元 , 仅一
个大棚收入就达 10万元。这得益于他的创新意识。
在市场中大棚杏是正处于导入期的新产品 , 该农户
及时引进 ,并有营销经验 ,所以获得了丰厚利润。

四 、政策和措施建议

从以上理论与实践出发 , 为了提高农业产业整
体利润水平 ,政府宜采取以下政策和措施 。

1.鉴于创新具有风险性 , 国家应设立农业创新
风险基金 , 对于在农业上进行创新的农户 、个人或
组织给予资金上的扶持或政策优惠 。

2.及时发布产业信息 , 建立规模红线预报警
制 , 对于已接近最适规模的产业及时发出警告 , 通
过信息服务和政策倾斜 , 按市场机制调控生产规
模。

3.采用市场调控手段促成有限的农业资源向
优势产业集中 , 形成规模经营 。这一方面可以降低
成本 ,另一方面亦有利于创新。

4.利用一切手段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
5.加大鼓励创新的政策力度 。
6.引导农业投资向创新型农业产业方面倾

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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