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8

我国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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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现象频发，不仅给农民生产经营带来极大损害，也给城乡居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冲

击。在新形势下．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监测和预警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发现对农产品价格和市场

监测预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部分省份和单个农产品，粮食和生猪的市场监测预警系统相对完善，其他农产品的预测预警较为薄

弱：从计算机技术方面来看，硬件条件相对充裕，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整合现有的硬件和软件资源创新软件工具和预警方法为农产

品市场监测预警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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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research on market monitoring and

warn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China

ZHENG Su-fang，ZHENG Ye—lu，LIN Wei-jun，MA Wei，LI Ze

(Institute ofSci-tech Information，Guangdong Aca&my ofAgricuhural Sciences，Guangzhou 510640，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abnormal fluctu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ices occur frequently，which bring serious damage to

farmers and severe impact on lif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Under this new situation，it is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to research the

monitoring and warn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ice fluctuations．Basing on a thorough literature review，we found that research On the

monitoring and warn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focused on some provinces and singe product．The market monitoring and warning system

of food and live pig is relatively perfect but other products are not．As for the computer technology，the hardware is relatively adequate but

the software is not．Hence，the key problem is how to integrate the existing hardware and software resources tO create new software tools

and warning methods to provide strong technological support for market monitoring and warn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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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以来．农业部开始建立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

系统，启动了稻谷、小麦等关系国计民生的7种重点农产

品的市场监测预警工作，定期对农产品的供需、库存、进

出口、市场行情和生产成本进行动态监测，实施先兆预

警，从供求安全、进口影响及生产收益3个方面进行报

警，为生产者、经营者和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近年来．农产品市场运行环境受到世界石油价格波

动、灾害性天气多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再加上农业内部

因素的相互影响．使农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因

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对农民和人

民生活的重要性，把监测预警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做好农

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工作，强化信息监测采集，提升预警研

判水平，对于促进农产品市场稳定、巩固发展农业农村经

济良好形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国外研究现状

国际上最早建立的农业预警系统是1975年联合国粮

农组织(FAO)建立的“全球粮食和农业信息及早期预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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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GIEWS)”。它利用METEOSAT图像、国家海洋和大气

图像和人造卫星定位及跟踪图像，体系内容包括：信息与

检测．主要有粮食生产与可获得性、市场与粮食的获得途

径、粮食缺口／需求／平衡以及粮食营养与脆弱性；植物生长

检测，包括降雨、气温、长势、灾害，还每年选取20～25个典

型国家实施粮食作物供给评估项目【1]。

1．1粮食安全监测预警

美国农业部通过法制手段和市场调节方式，在利用较

为全面和系统的粮食安全预警信息的基础上，对粮食安全

进行宏观调控。预警信息每年更新．采用数学模型对国内

农作物生产状况、生产成本、农业收益和农产品价格进行

预测，此外．还有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和贸易国家农产品

生产和贸易的预测数据。主要农产品包括小麦、玉米、大

豆、大米、大麦、高梁、燕麦等。在这些数据采集的基础上．

建立起系统的生产一储备一预测预警一投放等一套保障机

制，从而保障粮食生产者的利益，保障粮食供应稳定和安

全。

加拿大通过运用法律手段(《加拿大谷物法》和《加拿

大小麦局法》)，建立粮食贸易所需的硬件和软件，并根据

期货市场相关预警信息，对粮食生产和储备采取必要的调

控，以保障国家的粮食生产经营者的利益和粮食充足供

应。

Et本政府通过控制专项储备的大米，调控粮食市场的

稳定供应。日本农民根据国内的生产情况，参考谷物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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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粮食价格的变动和国际组织的预警系统等有关预警信

息，决定其生产结构，政策则通过粮食储备体系对市场进

行调整，来达到抑制粮价剧烈波动和保障国内粮食安全

的目的。

Donald和Merlinda利用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开

发的计量经济模型预测了2010年世界粮食的需求与供给

形势。该模型的缺陷在于假定条件上，未来不一定是沿着

过去的趋势发展．因此该模型具有一定的局限一[21。

1．2生猪价格波动预测预警

Do Cantol3J运用递归模型预测了美国生猪季度价格、

Melindat4]等采用多变量的递归式回归模型预测了月度价

格；Olel目采用ARIMA模型对美国生猪市场价格进行分析。

建立了生猪市场价格预测的年度模型、季节模型、ARIMA

模型161。

2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的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开始于20世纪，刚开始

仅仅是部门性的预警，如农业部对粮食和农业发展趋势

进行中长期和年度的定期预测，中国人民大学在20世纪

90年代发表了农业经济预警的研究报告，贸易部对粮食

流通和粮食储藏进行监测预警。辽宁省和上海市先后提

出了本地区区域宏观经济监测系统：广州市建立了市级

国民经济预警系统，为市经济部门经济决策提供了重要

依据，但是，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形成一个信息全面、标准

统一的农业预警体系。

从2002年6月开始．农业部启动了农产品市场监测

预警系统建设，每月开展重点农产品月度会商，对稻谷、

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7大品种的供求、贸易和价格等

进行监测分析。2009年，在做好原有7个重点品种月度会

商工作的基础上，又启动了猪肉、牛羊肉、禽蛋、水果、蔬

菜等1 1个品种的市场监测工作。

2．1粮食安全监测预警

我国的粮食预警最早大都停留在整个国家层面上，

主要有中共中央政研室的朱泽[71。中国人民大学的孙凤[81、

顾海兵[91、马九杰【101．南京农业大学的顾焕章等⋯】，他们所

建立的预警模型主要有以下5种类型：(1)粮食趋势产量

增长率预警模型；(2)粮食供求预警模型；(3)粮食安全系

数评价法；(4)景气分析预警模型；(5)粮食安全综合预警

模型。

随着国家对粮食安全的不断重视和预警研究的不断

推进，各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也开始逐步建立其省级的

粮食预警系统，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湖南、河北、江苏、福

建和广东等省。

上海市建立“粮食预警预测体系”，监测信息网络覆

盖大型粮食批发市场、粮油加工和销售企业及粮食市场，

采集的信息内容包括进货量、销售量、价格等数据，该系

统对分析粮食供求情况，判断粮食变化趋势，从而实现先

兆预警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提供坚实的基础。

河北已经研究出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该系统建

立在经济周期理论和预警理论的基础上，采用灰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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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序列分析和预警灯图法等方法，对河北省的粮食价

格波动情况进行分析，并选取了粮食价格等23个指标构

成的体系，对粮食市场进行预警，为粮食生产发展提供政

策依据。

福建省以粮食产量为被解释变量，以农业劳动力、播

种面积、化肥使用量、农技动力为影响因素建立粮食生产

模型，结果表明，我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充足，农业机械

虽然在提高产量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并不是关键的作

用，因而农业机械在模型中并不显著【121。

广东省的粮食安全预警机制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

容：一是数据收集机制，包含机构设立、网点布局、人员配

置和数据库构建等方面，收集的数据有粮食生产情况、粮

食购进情况、粮食流通领域情况、粮食消费情况和与粮食

相关的人口增长、收入增长、经济发展等相关因素的情况

以及气候变化和灾害情况；二是数据分析机制，包括机构

组织设立、预警指标体系、模型分析体系和专家库的构

建；三是预警预报机制，包括信息反馈系统、信息发布系

统和信息工作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沈笑莉【13l根据预警理论和原理建立粮食供求预警系

统，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粮食供求处于无警状态，但粮食

生产警情出现频率较高，提出了加强耕地保护、加强农业

基础实施建设、大力推进科教兴农战略和完善多渠道增

加农业投入的制度等政策建议。

刘凌【141在全面理解粮食安全概念的基础上，借鉴国内

外粮食安全预警指标体系．考虑到河南省的具体情况．从

粮食生产安全、粮食流通安全、粮食消费安全3个方面，设

计河南省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指标体系。

李梦觉运用系统化方法来测定警限，对湖南粮食生

产进行外推预警，结果表明，湖南处于粮食生产恢复阶

段，在最近几年处于无警状态，尽管如此．但粮食安全仍

然是一个重大问题，应予以重视．该研究为保证粮食生产

正常运行提供参考指标，为决策者和生产经营者提供决

策依据。

2．2生猪市场监测预警

国内首个生猪市场监测预警系统是由现代农牧信息

技术研究院开发的“soozhu一中国生猪监测预警系统”．该

系统首次将生猪市场监测预警理论及软件应用到实践，

对整个生猪产业链进行量化研究，对从饲料业、养猪业到

屠宰业的每个链条上的变化规律进行深入的研究，主要

信息包括市场周期、猪价走势、饲料走势、生猪流通屠宰

走势、生猪存栏走势及生猪市场走势。让养猪户能够更及

时地获得真实准确的市场信息，掌握市场变化动态和规

律，从而在更大程度上规避市场风险。

国内对于生猪市场预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应用各种

计量模型对全国及各省份的市场价格波动周期现状和成

因的分析，从而尝试建立生猪价格预警体制和监测预警

模型，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但至今仍还未形成一个成

熟和完善的预测预警模型对生猪价格波动进行系统而规

范的研究。

吕杰等[151研究了生猪价格周期的运行规律和生猪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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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波动的形成机理，分析生猪价格波动的原因在于外部

冲击导致经济波动和内部结构两个方面，提出了应充分

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实现科学化养殖、加强流通环节

建设及积极拓展消费市场的政策建议。

栾淑梅等"61采用VAR模型对猪肉月度价格进行协整

检验。对存在协整关系的省份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ECM)，研究结果表明，猪肉主产与主销省份猪肉价格

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和短期调整机制，提出各市场应建

立联合预警机制、加强对猪肉主产区的产量监测和调控

以及建立生猪期货市场的建议。

杨珞旧利用2006年1月～201 1年8月的生猪价格月

度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MIMIC模型，建立生猪价

格波动预警系统，结果表明，生猪价格波动强度有进一步

增强的趋势，需要进行积极的监控和预警。

于少东[1Sl运用X12季节调整法和HP滤波法对北京

市2000年1月～2011年5月的去皮带骨猪肉月度批发价

格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猪肉价格周期波动和生猪生

产周期波动基本一致．波动周期大致为3年。

2．3其他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

2。3．1蔬菜价格预警系统 阎晓军等119I在综合分析北京

蔬菜市场特点的基础上，围绕蔬菜供应安全、市场平稳运

行和保护蔬菜生产的目标，设定了3类预警指标：批发市

场13均上市量指标衡量供应水平、预期收益与成本对比

指标衡量生产效益、批发与产地价格比值以及批发与农

贸价格比值指标衡量流通环节收益。并提出预警工作应

遵循政府主导多方主体参与的原则，采取多种措施保障

蔬菜市场预警工作的实施。

2．3．2水果价格预警系统 熊巍等[20／根据预警指标体系

的设置原则，以柑橘为例建立了水果类农产品的产销预

警指标体系。利用时差相关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和峰谷对

应法对警兆指标进行了先行、同步、滞后指标的划分，为

以柑橘为代表的水果类农产品产销预警工作奠定了基

础。

2．3．3鸡蛋价格预警研究 鸡蛋价格预警模型的构建中

需要注意其生长周期及季节特征，并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唐江桥等【21]基于中国鸡蛋价格的波动特征，采用黑色预警

模型构建其预警系统；预警系统中，选择鸡蛋价格波动率

作为警情指标，以物价原则划分警限，根据ARIMA模型

对鸡蛋价格的预测结果进行警度预报。

3应用计算机技术对农产品价格进行监测预警

3．1硬件技术

李晴等阎构建了农产品安全监控与追溯系统，农产品

安全监控与追溯系统包括信息采集模块、安全追溯模块

与安全监测管理模块。该系统集成了无线传感器网络技

术、手机通讯、RFID和数据挖掘等关键技术。无线传感器

网络即时不问断地提供产地的生产及环境信息。RFID射

频技术为系统的溯源提供产品标识，手机短信等查询模

块为实时查询产品信息提供了方便，综合加权聚类的监

测样点规划算法提高了有限监测资源的效率。

3．2软件技术

为了实现农产品价格信息采集发布的及时性和有效

性．提高农产品数据质量，田文君等㈤提出一种农产品信

息采集与预警系统的设计方法。通过运用Google Maps提

供的应用程序开发接口和ASP．NET技术，并集成移动通

讯技术和智能客户端技术，设计了农产品信息的采集、处

理、发布，系统数据的预警以及基础数据维护等功能模块，

保证了系统的实用性、兼容性和可扩展性。

孔令举等[241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系统，系统采用

B／S的信息管理模式，ASP．Net和MapXtreme2005一起构

建Web GIS系统。该系统通过Web—GIS直观地将农产品

产地、农产品市场等信息反映到地图上，为农产品品质安

全预警提供决策依据。

杨坤等[251从信息应用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农产品价格

信息服务的新模式，介绍了农产品价格信息监测预测系统

的设计与实现，阐述了系统的体系结构、功能模块和实现

流程，并对系统在数据采集、价格监控、分析预测模式方面

的创新点进行了说明。吉莉陶引入了ESB总线技术作为基

础通信和管理体制来构建农产品监测预警服务平台，并按

照模块化、服务化、分层构建的思想来设计和实现。

4结语

从以上对现有国内外的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国外对于

农产品价格波动及价格预测预警系统的研究已达到较为

成熟的阶段．美国、欧盟及加拿大等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

已有一整套较为完整和严格的监测体系．对于加强我国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预警管理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和参

考价值。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外对于粮食、生猪等关系国

计民生的农产品特别是食品的监测和预警研究的较多。

国内对于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成熟和

完善的阶段。采用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从寻找警源．分析

警情，设置警兆．从而提出一些预警方案，国内外学者都做

了深入的研究，基本上形成统一的定论；对于生猪价格预

警的研究大都是对现状的描述，建立单一的模型，缺乏一

个建立在多种模型基础上的动态模型，可以随时根据市场

价格的波动情况，作出动态的预测预警．为政府及早制定

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而其他农产品则尚未有定论，还有

待于进一步的统一和完善。

从以上对应用计算机技术对农产品市场和价格进行

监测和预警可以看出，目前手机、网络等通讯设备和技术

已经相当完善，硬件技术条件相对比较充裕，但在现有的

管理体制和机制条件下，软件工具和监测预警方法的开

发和应用方面仍然比较薄弱，现实对于这两个方面的需求

并未完全提上议事日程，因此如何集成和综合应用现有的

硬件和软件资源为农产品价格监测预警提供技术支撑成

为下一步应重点研究和突破的关键问题。

从研究区域来看，主要以粮食主产区为重点，河南、河

北、湖南、辽宁等几大产粮大省成为研究的主要区域，其他

省份均以当地占较大比重的产业或特色产业为研究对象，

广东省自2002年以来加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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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已基本形成了省、市、县、农产品批发市场四级农产

品安全监测架构，取得了一些成果，在农产品价格监测和

预警系统的建设处于刚起步阶段，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

深入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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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GDP正相关，换句话说，提高人13教育程度，可大大提

高人均GDpl。因此，说到底，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的收入水

平，才能保证家庭教育支出的不断充实和增加，而最终又

带来家庭收益增长的良性循环。

3．3重视农村基础教育的改革

重视正规教育的关键在于建立多元化的基础教育模

式，健全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资金的渠道。健全农村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拓宽教

育服务领域，加大农村中小学教学内容中与劳动技能相

关的理论实践课程，使学生初步了解和掌握农业生产知

识和技能，培养农村应用型的技术人才；逐步推行“‘9+1’

农村中等义务职业教育”，尝试有政府牵头的对初中毕业

后准备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少年实行就业前一年的“中

等义务职业教育”，提高初中毕业生的就业资格：加强农村

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促进城乡基础教育

均衡发展；加大监管力度，规范农村学校收费，进一步减轻

农民的教育负担，不断改善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和提高，

更新教育思想．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3．4建立多层次、多功能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

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经验显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是开发农村潜在人力资源的重要途径。2011年河南省转移

的劳动力中．有620．02万人接受过培训，占总人数的

33．6％，仍有66％的人未参加过职业培训。因此政府要加大

统筹力度，制定分层次、有计划的培训规划，将农村职业技

术教育和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纳入农村人力资源管理的

主要范围，增加成人职业教育、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职业技

术培训等形式与市场、用工的结合，另外根据用工信息、趋

势、经济发展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订单培训、定向培训

等多功能的培训形式。例如，自2004年起，开封、焦作、信阳

等地尝试建立了政府埋单、免费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

训的新机制；由政府财政补贴的周口太康县的“培训一条

街”，免费向农民传授知识和技能，备受农民的青睐。通过

多层级的职业技术培训，在提高农民素质的基础上，提高

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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