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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粮食安全一直是我国“三农”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构成了我国的重大战

略。尽管 2004 年以来,我国粮食实现了“十二连增”,但粮食的增产潜力问题仍然值得研判,这关系到我国农

业政策的重点及其导向。研究我国粮食的增长潜力不仅要考虑技术进步的作用,还需考虑区域间的差异性。
如何在坚持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农户的组织化实现分散小农户发展能力的提升,同样是学界

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发挥其教育功能,有效提升了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对小农户应对

大市场的挑战具有积极意义。此外,在扶贫攻坚背景下,合作社所具有的天然益贫性也使其成为农户减贫脱

困、带动农业产业发展的组织基础。自 2007 年我国首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以来,我国的合作社数量呈

现迅猛发展的态势,但合作社的异化现象却日益突出,其本质属性及规范化问题也成为合作组织研究学者讨论

的核心议题。然而,从既有的文献看,多数研究停留于理论探讨,较少结合我国合作社多样化发展的实际。
以上两方面作为“三农”领域的重要议题,仍然需要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视域,结合我国“三农”发展的实际

展开研究,为我国粮食安全政策及合作社的规范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研判。为此,本期中国“三农”问
题研究栏目特设“我国粮食生产潜力及合作社本质属性”专题,以飨读者,并诚挚期盼海内外学者继续为本刊

“三农”研究栏目惠赐大作!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黄祖辉教授

中国粮食生产潜能分析:
一个基于“俱乐部收敛”的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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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粮食单产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不同地区粮食单产的收敛分析有助于预测粮食生产

潜能。对 1 9 80 年至 20 1 2 年全国 30 个省区市稻谷、玉米、小麦三种主粮单产数据的收敛分析发现,传统收

敛β收敛与σ收敛的分析结果相互冲突,并且与现实不符。而俱乐部收敛分析发现,稻谷单产全国范围内

趋于收敛;玉米单产同样在全国范围内收敛;但小麦单产则不存在总体收敛趋势,而是收敛于三个不同的

俱乐部。进一步以“俱乐部”内最高单产为参照测算三种主粮历年的生产潜能,预测结果显示,实际产量

与潜在产量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三种主粮在 20 1 2 年的潜在总产量为 6.6 万亿吨,仍比实际产量高 2 6％;

初步估计,未来 1 0—20 年之内,三种主粮的增产潜能会保持在 1 0％以上。

[关键词]粮食生产潜能;粮食单产收敛;俱乐部收敛;log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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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progress in grain production since 1 9 78,in which yield
increas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We can expect that future growth in grain output will highly
depend on yield increase.Current literatures mainly adopt the productivity analysis to estimate
the production potential,which assumes an identical production frontier in whole China and
ignores the heterogeneities in agricultural policies,geography,and climates across regions.

This paper sheds light on the club convergence in the yield of three main grains among
provinces in China.With provincial yield data of rice,maize,and wheat from 1 980 to 20 1 2,we
first investigate the yield convergence for China by using the conventional convergence tests.
Contradictory results are found betweenβandσconvergence tests.In particular,βconvergence
test provides strong evidence that the yields of all three grains are converging,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data.On the contrary,σ convergence test finds that wheat yield is
diverging,while no clear trend is found for rice and maize yields.Therefore,we further adopt a
newly developed statistical method proposed by Phillips and Sul (2007)to re-test the convergence,which
allows for different time paths and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Their methodology is particularly useful in
measuring transition toward a long-run growth path or a common steady state.We first adopt this
method to test the population convergence for the three grains.

Results show that rice yield is converging into one club in whole China except for Shanxi
Province.Moreover,maize yield is converging in whole China,while no population convergence
is found for wheat yield.Instead,we find three convergent clubs for wheat yield:Beij ing,

Tianj in,Hebei,Shanxi,Inner Mongolia,Liaoning,Jilin,Heilongj iang,Shandong,Anhui,

Jiangsu,Zhej iang,Fuj ian,Shaanxi,Xinj iang and Henan converge to the first club with the
highest average yield;Hubei,Hunan,Guangdong,Sichuan,Gansu,Qinghai,Ningxia,Jiangxi
and Shanghai converge to the second club with the middle average yield;Yunnan,Guangxi and
Guizhou converge to the third club with the lowest yield;Tibet has the highest yield and
diverges.A brief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convergence of rice and maize yields might be attributed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yield variety and low dependence on natural condition,while wide
heterogeneity in natural ecological condition,various seed variety,and great difference in input
factors result in three convergence clubs for wheat.Furthermore,using the maximum yield in
each club as the potential production frontier,we proj ect the grain output for each year.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gap between real output and potential output is shrinking over time.In
particular,the gap between real output and potential output of wheat is the highest in the 1 980s,

which however experienced the largest decline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and dropped down to
1 1.76％ in 20 1 2.The potential output of the three main grains reaches 6.6 trillion tons in 20 1 2,

which is still 2 6％ higher than the real output.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otential increa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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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ree main grains will remain above 10％ in the next 1 0 20 years.
Key words:grain output potential;grain yield;club convergence;logt test

一、引 言

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我国在解决温饱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粮食总产量由 1 9 78 年的 3.05
亿吨增长到 20 14 年的 6.07 亿吨,年均增长率为 2％。尤其是 2004 年以来,粮食总产量实现了“十
二连增”,极大地缓解了我国粮食供给压力。然而,粮食供需矛盾并未就此解决。一方面,粮食需求

仍然保持增长态势。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饮食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变化,其中,鱼类、肉类的消

费需求不断上升[1 2]。根据国家统计局 20 1 5 年的数据,199 5—2014 年我国水产品总产量由 2 5 1 7
万吨增至 6 46 1 万吨,而同期肉类总产量由 5 2 60 万吨增至 8 707 万吨。由于水产畜禽养殖过程中

需要消耗大量饲料粮食,料肉转换比基本都在 2∶1 以上,故其需求的持续增长导致我国饲料粮需

求量呈“刚性”增长态势,饲料用粮已经成为我国粮食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因[3 6]。另一方面,在粮食

需求不断增长的同时,我国粮食生产却面临着土地、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趋于减少的问题。受城

镇化发展与粮争地、土地成本不断攀升的影响,我国粮食总播种面积由 1 9 78 年的 1.2 亿公顷下降

到 20 14 年的 1.1 亿公顷。与此同时,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年均约 480 万亩,被占用耕地的

土壤耕作层资源浪费严重,而占补平衡补充耕地质量不高[7],可以预期,未来粮食播种面积仍然会

保持稳中略降的趋势。此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
使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趋于“老龄化、妇女化”,导致农村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下降,最终影响劳动

力流出地的粮食生产①。由此可见,未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将主要依赖单产的提高[8]。改革开放

以来的经验同样表明,单产水平提高才是我国粮食总产量增加的关键[9]。1978 年,我国粮食单产

仅为每公顷 2 5 2 7 千克,其中,三种主要粮食稻谷、小麦以及玉米单产分别为 3 9 78、1 845 和 2 803
千克/公顷。到 20 1 3 年,粮食单产水平增至每公顷5 385千克,三种主要粮食则分别为 6 7 1 7、5 05 6
以及 6 0 1 6 千克,均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如图 1)。

图 1 粮食以及三种谷类全国平均单位产量(1978—2012 年)

随着中国粮食进口的不断增加,自给率不断下降,研究中国各地区主要粮食(小麦、水稻和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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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Yue & T.Sonoda,″The Effect of Off-farm Work on Farm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China,″Working Paper,Nagoya
University,Japan,20 1 2.



米)单产的差异以及收敛趋势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中国粮食单产未来的发展趋

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粮食生产潜能,从而为我国的粮食安全政策提供重要参考。
我国的粮食单产存在显著的区域差距(见表 1)。表 1 列出了各地区四个代表性年份的单产数

据,结果显示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平均粮食单产明显低于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具体到单个粮

食作物,数据显示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稻谷单产居全国首列,远高于中南地区和华东地区两个稻

谷主产区;而小麦单产的区域差异则有所不同,其中,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单产水平不仅低于中南

地区和华东地区,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南地区单产远低于其他地区;玉米单产较高的区域则集

中在几个主产区,东北、华北以及华东地区。

表 1 各地区粮食单产

单位:千克/公顷  

粮食种类 年份 华北地区 东北地区 华东地区 中南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全国平均

粮食单产

20 1 0 4 1 7 5.1 6 5 030.1 1 5 5 9 3.41 5 48 1.04 4 410.12 4 1 20.5 1 4 9 7 3.58

2000 3 234.27 3 6 60.07 4 9 98.89 4 888.73 4 1 83.81 3 1 6 9.65 4 2 6 1.1 5

1 9 90 3 1 28.5 1 4 1 6 1.1 5 4 43 5.65 4 222.71 3 7 6 9.25 2 740.1 7 3 9 32.84

1 980 1 83 1.41 2 5 1 9.68 3 2 1 0.44 3 023.69 2 984.25 1 7 5 1.5 1 2 734.3 1

稻谷单产

20 1 0 7 454.09 6 9 6 6.24 6 5 24.60 6 1 9 3.73 7 020.76 7 7 1 4.40 6 5 5 2.96

2000 5 220.98 6 6 9 3.40 6 1 1 3.65 6 1 0 1.1 5 6 800.06 7 288.90 6 2 7 1.5 9

1 9 90 5 642.81 5 9 50.34 5 641.08 5 5 5 9.89 6 284.88 6 485.26 5 72 6.12

1 980 5 349.72 4 9 7 7.62 3 9 9 7.1 7 4 00 1.62 4 628.44 4 3 68.78 4 1 2 9.6 1

小麦单产

20 1 0 4 3 98.39 3 347.42 5 30 1.04 5 432.96 2 6 5 3.9 1 4 004.1 7 4 748.44

2000 3 905.79 1 883.84 4 246.1 1 4 222.75 2 7 5 7.83 2 986.77 3 738.22

1 9 90 3 3 3 9.93 2 723.04 3 5 6 6.1 7 3 230.06 2 6 7 6.42 2 828.52 3 1 94.1 1

1 980 1 28 1.60 1 823.88 2 3 1 6.49 2 1 1 2.41 2 07 1.75 1 6 3 6.62 1 9 1 3.89

玉米单产

20 1 0 5 32 1.14 5 7 62.35 5 943.00 5 23 9.65 4 854.5 1 5 230.55 5 45 3.68

2000 4 2 9 5.81 4 307.43 5 7 1 3.43 4 5 1 9.99 4 342.93 4 7 90.77 4 5 9 7.47

1 9 90 4 46 5.12 5 6 7 1.1 3 4 484.90 3 850.71 3 49 5.21 3 6 92.70 4 5 23.94

1 980 2 9 5 3.1 5 3 3 74.08 3 684.97 2 6 9 1.76 3 1 68.45 2 5 2 1.99 3 1 1 6.38

已有研究表明,我国粮食单产的提升主要取决于劳动、化肥、机械、灌溉设施等传统和现代要素

投入的增加,农业科研投入带来的技术进步贡献的提升,以及农村经营体制、市场化改革和城乡户

籍制度改革带来的农民积极性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10 1 5]。那么,随着农村经营体制、市场化改

革和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地区间技术、要素的自

由流动,粮食的单产水平(即单产)理论上应该还有上涨的空间,并且单产水平较低的地区上涨潜力

更大,最终各地区可能趋于收敛。Fan 的研究认为,196 5—1 986 年生产效率提升对中国农业增长

的贡献为 2 6.6％,如果能不断完善土地产权制度并推进农业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市场化进程,农业

生产的资源配置效率将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仍然具有较大的潜力[10]。Wang 等采用利润函数研

究发现,我国农业生产的平均生产效率分别为 6 1％和 6 2％,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1 6 1 7]。Mao 等通

过 DEA 方法实证研究认为,1984—1 9 9 3 年中国很多地区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发生恶化,农业产出

增长的潜力仍然较大[18]。Tian 等认为中国三种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损失低于 1 5％,并在样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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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基本稳定,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作用不大,但是随着粮食种植结构由主产区向非主产区转移,
粳稻生产技术效率呈现下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我国未来的粮食供给[1 9]。此外,高鸣、宋洪

远[20],以及周端明[21]、匡远凤[22]的研究均发现技术效率提升在我国粮食增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生产效率作为主要分析工具的生产潜能分析,假设全国各地区具有相同的生产前沿函数,忽

略了农业生产的区域间政策、地理以及气候等因素差异。中国是一个大国,由于农业生产受自然条

件、气候以及自然资源的限制,各地的农业生产都会体现出自己的特色。而单产数据综合了自然条

件、气候以及政策等众多信息,最能反映不同地区土地生产力的差异和增长潜力,适合用于收敛分

析和潜能预测。此外,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区域性差异,中国各地之间的土地生产力可能存在显

著的差异,各地区粮食单产水平上涨的潜力不同,更有可能收敛于几个不同的俱乐部。当前研究收

敛的文献大多根据空间相邻地区人为划分收敛区间,这种方法不一定能完全抓住不同地区的生产

相似性以及相邻地区的断点差异。因此,有必要通过规范的统计分析来重新检验单产的收敛情况。
本文选择稻谷、小麦以及玉米三种主要粮食作物作为研究对象,检验它们的单产收敛情况。当

全国范围内的收敛并不存在时,我们应用 Phillips 等提出的“俱乐部收敛”分析三种主粮单产的俱

乐部收敛情况,探讨不同地区是否收敛于几个不同的均衡水平[23]。从理论上讲,在一个收敛俱乐

部内,产量最高的成员即为所有成员的潜在产能。通过对每个俱乐部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中国总

体的粮食生产潜能。

二、俱乐部收敛理论

由于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政策意义,长期以来,收敛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热门话题。大体而言,
收敛机制可以分为β收敛和σ收敛。β收敛指的是落后地区比发达地区增长更快[24],而σ收敛描

述的是地区间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25]。这两种收敛方式是紧密相关的,Lichtenberg 证

明了β收敛是σ收敛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26]。然而,当前检验收敛的方法均存在一定缺陷。

Lichtenberg 指出,如果落后地区的增长速度远高于领先地区,导致末期落后地区超过领先地区,且
两者的差距高于初期,那么,传统的 Barro 方程得出的β收敛结果是错误的[26]。此外,如果数据生

成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噪声,传统的 t 检验同样是不合适的。Phillips 等进一步指出,如果数据是不

稳定的,例如存在布朗运动(Brownian motion),那么方差的自然增长会使传统的σ收敛出现误导

性。更关键的是,这两种收敛分析忽视了样本中不同的收敛俱乐部[23]。
有鉴于此,Phillips 等提出了一种新的收敛检验方法[23],这种方法类似于条件σ收敛检验,它

允许数据存在各种不同的时间趋势和个体异质性。相对于传统β收敛和σ收敛方法,这种检测收

敛的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当总体样本不存在收敛趋势时,不需要人为划分收敛组别,而是可以通

过不断地试错将所有个体的收敛情况进行聚类,收敛于同一稳态水平的个体被划为一个收敛俱乐

部,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所有局部收敛情况运用统计方法甄别出来,形成不同的收敛俱乐部[27]。下

面对这种方法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对于任何面板数据 X it,我们都可以将其分解成两个部分:

X it ＝δitμt (1)
其中,μt 是所有个体的共同因子,而δit 则是时间变化因子的载荷系数(time varying factor loading
coefficient),它可以进一步用一个半参数方程来表示:

δit ＝δi ＋ σi
L(t)taξit

(2)

δi 是固定成分,不随时间变化;ξit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且独立同分布,但在时间上弱相依且平稳。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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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来消除方差随时间自然增长的增长变化方程(increasing varying function)。如果面板数据是

平稳的,L(t)可以忽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保证,对于任何大于等于 0的 a,当时间 t 趋于无穷大

的时候,δit 会收敛于δi。因此,如果所有个体拥有相同的共同因子δi ＝δ,那么,当 a 大于等于 0 时,
所有个体将收敛于相同的均衡状态。这样的话,收敛与否就可以通过检验 a 是否大于等于 0 来判

断。实证分析中,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模型来检验收敛。
原假设为 H 0:δi ＝δ,即 a ≥ 0。

log H 1

H t

æ

è
ç

ö

ø
÷－ 2 logL(t)＝ b 0 ＋ 2a logt ＋u t (3)

其中,H t ＝ 1
N∑

N

i＝ 1
(h it － 1)2;h it ＝ X it

N －1∑
N

i＝ 1X it
;b 0 ＝－ 2 logL(1)＋u 1。t ＝[rT],[rT]＋ 1, ,

T,且 r ＞ 0,表明回归中我们仅使用一部分数据。这样,收敛的原假设就可以通过一个自回归和异

方差稳健的单边 t 检验来判断 logt 的系数,所以我们称之为 logt 检验。
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判定总体的收敛情况,还可以在总体不收敛时进一步判定个体是否收敛于

不同俱乐部,即俱乐部收敛。在实证分析中,我们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进行操作。
第一步,将所有个体按照最后某个时间段的平均值 X̄ i 进行排序:

X̄ i ＝ 1
ωT∑

T

t＝[T－ωT]＋1X it (4)

T 是总时间长度,ω是时间的最后一部分(例如:ω等于 1/2 或者 1/3)。
第二步,找出核心组成员。用 logt 检验依次对均值最高的 k(k ＝ 2,…,N)个个体进行回归检

验,计算出 logt 的 t 检验值 t k。当 t k 小于－ 1.65(5％ 显著性水平)时,停止回归,在已有的 t 检验值

中找出最大的 t k,与之对应的那个 k∗ 就是核心收敛组包含的成员数量(即均值最高的 k∗ 个个体)。
如果所有的 t k 均大于－1.65,这表明所有个体均收敛于一个俱乐部,即样本总体收敛。反之,如

果均值最高的两个个体对应的 t 检验值 t k 都小于－ 1.65,则需要将均值最高的个体剔除,对剩下的

个体重新逐步回归。如果剩下的个体中均值最高的两个仍然不能满足 t k ＞－ 1.65,我们照例剔除均

值最高的那个,然后重复上述操作,直到找出t k ＞－ 1.65 的核心组。如果找不到任何连续的个体满

足t k ＞－ 1.65,则表明样本中不存在收敛组。
第三步,构建第一个收敛组。一旦找到了核心组,我们将其他个体一个一个加入到核心组中进

行回归检验并计算出 logt 的 t 检验值 t k。然后将所有 t k 大于某个阈值(如 0)的个体加入到核心组

中,对新形成的组再次进行回归检验。如果 t k ＞－ 1.65,我们认为这些个体收敛并且组成了第一个

收敛组;如果 t k ＜－ 1.65,则提高阈值,剔除一些对应 t k 值较小的个体,再次进行回归检验,如此直

到 logt 的 t 检验值 ＞－ 1.65,从而形成第一个收敛组。
第四步,构建第二个收敛组。第一个收敛组形成以后,我们对剩下的个体进行 logt 检验,如果

t k ＞－1.65,表明剩下的个体收敛于另外一个组,即全部样本收敛于两个俱乐部。如果 tk ＜－1.65,
我们对剩下的个体重复第一步至第三步的操作,从而找出其他收敛组。如果此时在第二步中找不

出满足 t k ＞－ 1.65 的连续个体,则表明剩下的个体均发散,即全体样本中,一部分收敛于一个小

组,剩下的个体全部发散。

三、数据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农业 60 年统计资料》,里面包含了全国 3 1 个省区市(港、澳、台地

区除外)1978 年至 2008 年各种农作物单位产量数据。2009 年至 20 1 2 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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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年鉴》。之所以选择稻谷、小麦和玉米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因为它们的种植面积广泛,几乎

涵盖了全国各大省区,而且是我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同时也是世界上总产量最高的三大粮食作物

(FAOSTAT)。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 3 年稻谷、小麦以及玉米的播种面积占粮食播种总面

积的比重达到了 8 1.1％,占谷物播种总面积的比重则高达 9 6.8％。相应的,它们的产量占粮食总

产量和谷物总产量中的份额分别高达 90.4％和 98.4％。
此外,上述资料中没有广东 1 9 98 年和海南 1 9 78 至 1 9 87 年以及 1 9 98 年的稻谷单产数据,我们

分别用《广东统计年鉴》199 9 年和《海南统计年鉴》1987、1 9 90、1 9 9 9 年的数据作为补充。福建 1 9 78
年至 1 9 84 年的玉米种植较少,统计年鉴中没有汇报;此外,西藏 1 9 85 年以前的稻谷种植较少,统计

年鉴中也没有汇报,但我们从中国玉米网①和中华粮网数据中心②分别找到了相应的数据进行补

充。另外,海南没有小麦种植数据,玉米种植也非常少且大部分年份数据缺失;青海没有稻谷种植

数据,其玉米种植也非常少且大部分年份数据缺失;重庆 1 9 9 7 年才设立直辖市,所有没有包含在分

析中。1978 和 1 9 7 9 年数据不全,我们选择 1 9 80—201 2 年作为研究区间。最后,我们得到 2 9 个省

区市 3 3 年(1980—201 2 年)的稻谷数据(不包括青海和重庆)和小麦数据(不包括海南和重庆),28
个省区市 3 3 年(1980—201 2 年)的玉米数据(不包括青海、海南以及重庆)。图 1 展示了三种作物

的年均单产变化趋势,我们发现稻谷的单产最高,玉米次之,小麦最低。

四、实证分析

(一)传统收敛检验实证结果

我们首先用传统的方法检验三种粮食单产的收敛性。表 2 汇报了用 Barro 等提出的方法得出

的β收敛检验结果[24]。结果显示各省区市三种粮食的单产均趋于收敛,且在 1％水平上显著。其

中,玉米收敛速度最快,为 1.1 3％;其次为小麦和稻谷,分别为 0.67％和 0.54％。这样的结果很容

易解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不断深化,技术扩散迅速,从而使全国粮食单产收敛。

表 2 β收敛结果

谷类 β t 值 p 值

稻谷 0.005 4 3.12 0.00

小麦 0.006 7 3.45 0.00

玉米 0.01 1 3 1 1.25 0.00

但是,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如果初期时单产较低的地区的土地生产率有了极大的提升,且在末

期远远超过初期时领先的地区,那么,β收敛并不意味着地区间差距的缩小。相关数据也证明这种

可能性确实存在。表 3 列出了最初 5 年(1980—1 984 年)单产最高的 5 个省区市和最低的 5 个省

区市,以及它们在最初 5 年和最后 5 年(2008—201 2 年)的平均单产以及这个时间段内的增长情

况。我们发现 20 世纪 80 年代上半期稻谷单产位居第三的山西,单产水平急剧下降,到最近 5 年已

经远远落后于 80 年代初单产最低的 5 个省区市。同样,早期玉米单产最高的辽宁到最近 5 年已经

被大多数早期单产较低的地区所超越。至于小麦,虽然各省区市单产水平均有提升,但增长幅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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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差异。其中,早期小麦单产最高的上海,增长比例居全国末位,已被大部分地区超越。
当然,表 3 中的结果并不表明β收敛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但至少对检验结果提出了质疑,因

此需要进一步检验单产的σ收敛情况。我们首先计算了三种粮食的变异系数(图 2),结果显示玉

米呈现出明显的收敛特征,但稻谷和小麦的收敛趋势并不明显,尤其是小麦,1981 年之后变异系数

并没有任何下降趋势。用标准差对时间进行回归,我们发现小麦模型中时间趋势项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小麦的单产存在发散趋势;而稻谷和玉米模型中的时间趋势项均不显著,无法判断收敛与发散

趋势。

表 3 三种粮食单产的变化

单位:千克/公顷  

初期

排名

稻谷 小麦 玉米

省区市  
1980— 
1 984 年 

2008— 
201 2 年 

 增长

 比例
 省区市

1 9 80—
1 984 年

2008—
20 1 2 年

 增长

 比例
 省区市

 1980—
1 984 年

 2008—
 201 2 年

增长

比例

1 宁夏 7 743.0 8 3 64.4  8.03％ 上海 3 6 94.6 3 9 7 3.9  7.5 6％ 辽宁 5 1 7 7.8 5 906.4 14.07％

2 辽宁 6 6 9 7.4 7 49 3.2 1 1.88％ 江苏 3 6 7 1.8 4 845.5 3 1.9 6％ 上海 5 088.6 6 2 9 9.3 23.79％

3 山西 6 3 9 5.6 4 1 7 5.9 －34.7 1％ 北京 3 022.2 4 9 9 8.5 6 5.39％ 北京 4 35 3.4 6 070.5 39.44％

4 河北 5 8 6 1.2 6 683.7 14.03％ 河南 3 004.8 5 85 2.1 94.76％ 吉林 4 305.2 7 02 7.9 63.24％

5 四川 5 7 1 7.6 7 5 38.7 3 1.85％ 西藏 2 828.6 6 6 54.1 1 3 5.24％ 江苏 4 103.8 5 3 7 3.1 30.93％

25 西藏 3 7 5 7.5 5 5 9 8.3 48.9 9％ 广东 1 30 9.8 2 9 60.1 1 2 6.00％ 广西 2 1 10.0 4 1 9 2.0 98.67％

26 黑龙江 3 488.2 6 6 9 6.3 9 1.97％ 内蒙古 1 2 5 6.8 3 1 3 3.4 149.3 1％ 湖南 1 684.6 5 648.5 23 5.30％

27 新疆 3 3 5 7.6 7 687.0 1 28.94％ 贵州 1 20 1.8 1 649.8 3 7.28％ 广东 1 605.6 6 5 80.9 309.87％

28 内蒙古 2 7 6 1.0 7 708.6 1 7 9.20％ 江西 888.2 1 948.1 1 1 9.33％ 江西 1 35 9.0 4 38 9.0 222.9 6％

29 海南 2 6 7 6.0 4 5 72.0 70.85％ 广西 845.2 1 3 9 2.1 64.70％ 福建 846.0 3 83 7.5 35 3.60％

图 2 三种粮食单产的σ收敛(1980—2012 年)

(二)“俱乐部收敛”分析结果

传统σ收敛检验方法虽然直观,但不能给出明确的判定;此外,如果数据不稳定,变异系数同样

会给出误导性的结论[23]。因此,有必要用“俱乐部收敛”方法来重新检验收敛情况。

在进行回归检验之前,我们首先采用 Hadri 和 Breitung 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28-2 9]判断三种

粮食的单产是否平稳(见表 4)。Breitung 检验的原假设是面板数据包含单位根,因此,拒绝原假设

意味着面板数据是平稳的;而 Hadri 检验的原假设是所有的面板均平稳,因此,拒绝原假设意味着

至少部分面板是非平稳的。我们的检验结果显示 Breitung 检验均无法拒绝原假设,而 Hadri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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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因此,我们判定面板数据存在单位根。在应用 logt 检验判定

收敛情况时,必须加入 L(t)来消除方差随时间的自然增长。根据 Phillips 等的建议,本文采用

L(t)＝ log(t ＋ 1)[23]。

表 4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谷类 检验方法 Statistics p    结论

稻谷
Breitung 1.81 0.964 7 面板包含单位根

Hadri 6 6.34∗∗∗ 0.000 0 至少部分面板包含单位根

小麦
Breitung 3.00 0.99 9 8 面板包含单位根

Hadri 70.69∗∗∗ 0.000 0 至少部分面板包含单位根

玉米
Breitung 3.53 0.998 7 面板包含单位根

Hadri 7 3.07∗∗∗ 0.000 0 至少部分面板包含单位根

注:∗∗∗表示在 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我们根据最近 1 2 年(2001—201 2 年)的平均粮食单产对各省区市进行排序。此外,参照

Phillips 等的建议,我们将 r 设定为 0.3[23],回归检验就从 t ＝[rT]＝[0.3× 3 3]的整数部分即第

9 年开始,一共有 2 5 个观测值。为了进一步控制回归中的自相关和异方差,我们采用Newey-West
的回归模型[30]。根据 Green 的建议,将滞后期选为 L ＝ T 1/4 ＝ (33)1/4 ≈ 2[3 1]。

我们首先对三种粮食总体收敛情况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玉米在全国范围内趋于收敛(t 值大于

－1.65),而稻谷和小麦则不存在总体收敛趋势(t 值小于－1.65)(见表 5)。这与变异系数揭示的

信息是吻合的,并进一步否定了β收敛检验的结果,表明β收敛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存在缺陷,这也

为今后的β收敛分析提出了警示。

表 5 总体收敛检验

谷类 t 值 结果

稻谷 －3.42 发散

小麦 －14.5 1 发散

玉米 5.1 5 收敛

然而,拒绝总体收敛并不意味不存在收敛,成员完全有可能收敛于几个区域性俱乐部,呈现出俱

乐部收敛的态势[23]。因此,我们接着应用 logt 检验找出稻谷和小麦的收敛组,其结果报告在表 6 中。
我们的结果显示:(1)稻谷单产除了山西,其他省区市(青海、重庆无数据)均向同一均衡水平收

敛。(2)玉米单产在全国范围内收敛。(3)小麦收敛成三个俱乐部:其中,华北五省市、东北三省、华
东大部、西北部分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安徽、江苏、浙江、
福建、陕西、新疆)以及河南等 1 6 个省区市收敛于第一个俱乐部;中部和西部大部以及华东部分地

区(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甘肃、青海、宁夏、江西、上海)收敛于第二俱乐部;西南云桂黔(云南、广
西、贵州)三省区收敛于第三俱乐部;西藏的小麦单产远高于其他地区,不与其他任何地区收敛。稻

谷在历史上一直是我国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直到 20 1 2 年才被玉米超越。201 3 年我国稻谷总

产量达到了 2.04 亿吨,占粮食总产量的 3 3.83％。虽然存在区域性差异,但由于改革开放后全国

统一市场的建立,杂交水稻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以及气候变暖等因素,传统上水稻低产地区(如北

方)的产量取得了长足的增长,促进了水稻单产水平在全国范围内趋向于同一均衡水平[32],即存在

一个全国性的单产收敛。但是,我们也发现山西稻谷单产水平并没有与其他省区市保持收敛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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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可能在于山西省过低的耕地利用效率和较差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叶浩等发现,2008 年山西

省耕地利用效率低于 0.5,为全国最低[33]。统计数据显示,2009 年山西的有效灌溉面积远低于周

边的河北、河南、山东、内蒙古等地区(仅为 1/4 至 1/3);农用机械总动力和化肥施用量也同样低于

内蒙古,仅为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的 1/6 至 1/3 左右。

表 6 三种粮食收敛以及单产情况

省区市 
收敛俱乐部

近五年平均单产

(千克/公顷)

稻谷 小麦 玉米 稻谷 小麦 玉米

北京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6 486.6 4 9 98.5 6 070.5
天津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7 2 5 8.8 4 86 9.3 5 3 70.6
河北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6 683.7 5 230.9 5 1 7 3.5
山西 发散 第一组 第一组 4 1 7 5.9 3 3 72.8 5 002.4
内蒙古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7 708.6 3 1 3 3.4 5 9 6 1.7
辽宁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7 49 3.2 4 980.2 5 906.4
吉林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8 2 9 7.0 3 3 1 6.5 7 027.9
黑龙江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6 6 9 6.3 3 5 6 7.8 5 3 1 5.2
江苏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8 1 64.0 4 845.5 5 3 73.1
浙江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7 1 45.4 3 7 68.1 4 494.3
安徽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6 2 32.2 5 106.9 4 3 9 3.9
福建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5 9 9 5.9 2 9 7 1.5 3 83 7.5
山东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8 3 5 1.6 5 838.0 6 5 80.9
河南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7 449.0 5 85 2.1 5 6 3 3.2
陕西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6 7 9 6.4 3 5 5 3.8 4 546.1
新疆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7 687.0 5 441.9 6 89 6.8
上海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一组 8 341.4 3 9 73.9 6 2 9 9.3
江西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一组 5 788.3 1 948.1 4 389.0
湖北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一组 7 860.4 3 388.1 4 864.9
湖南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一组 6 3 5 5.5 2 41 7.0 5 648.5
广东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一组 5 482.8 2 9 60.1 4 505.8
四川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一组 7 5 38.7 3 402.8 4 9 6 5.7
甘肃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一组 6 886.8 2 948.1 4 9 6 9.4
青海 无数据 第二组 第一组 无数据 3 7 9 2.8 8 092.4
宁夏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一组 8 3 64.4 3 282.1 7 423.6
广西 第一组 第三组 第一组 5 347.8 1 3 92.1 4 1 92.0
贵州 第一组 第三组 第一组 5 9 83.9 1 649.8 4 708.8
云南 第一组 第三组 第一组 6 088.5 1 883.1 4 27 5.2
西藏 第一组 发散 第一组 5 5 98.3 6 6 54.1 6 22 1.0
海南 第一组 无数据 无数据 4 5 72.0 无数据 无数据

小麦是我国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同时也是我国总产量第三的粮食。20 1 3 年全国小麦总产

量达到了 1.2 2 亿吨,占粮食总产量的 2 0.2 6％。小麦的单产主要受以下四个因素影响:(1)气候

生态条件。小麦是喜低温长日作物,产量和品质受太阳总辐射能、平均气温变化、降水量以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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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百分率影响较大①。其中,太阳能辐射有助于提高小麦的光合生产潜力;气温升高则会使小麦

播种期推迟,收获期提早,缩短小麦生育期,影响苗期生长对光热资源的利用,降低单产;生育期

降雨量过大以及变异幅度过大都会使小麦产量波动较大;日照百分率可以提高太阳总辐射量,
从而提高小麦生产潜力[34]。(2)品种。小麦品种繁多,不同地区受其自然气候条件限制,适合种

植特定类型的小麦,而不同种类的小麦单株成穗数、穗粒数、千粒重等指标各不相同,导致单产

存在较大差异[34]。(3)基础设施与劳动、机械、化肥、农药等各种投入要素。(4)统计误差。由

于小麦种植非常集中,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江苏五省产量近 9 000 万吨,占全国 7 6％以上,而
广东、广西等地产量不足 1 万吨,播种面积太小的地区,土地面积与产量的统计误差会对单产的

计算造成较大影响。
我们的结果显示小麦单产并不存在总体收敛情况,而是收敛于三个组。其中,小麦主产区(河

南、山东、河北、安徽、江苏五省)和华北地区、东北三省、华东和西北部分地区收敛于第一个组,单产

较高。原因可能是黄淮地区和华北地区气候温暖,雨量适度,生态环境最适宜种植高产优质的强

筋、中筋冬小麦;东北地区土地肥沃,矿产营养丰富,土壤结构良好,日照充足,是我国重要的强筋、
中筋硬红春小麦产区;内蒙古土壤质地多为壤土,耕性较好,适合种植小麦;新疆地区由于麦田长期

有积雪覆盖,有利于冬小麦安全越冬,且日照量为全国之首,对小麦生长发育极为有利[34 3 6]。这些

因素的共同作用以及优良的品种和较高的机械化、水利化水平,使这些地区的小麦单产收敛于较高

水平。与此对应,汉水上游地区土壤偏酸性,肥力较差;江西、湖南、广东、上海降雨太多,不适合小

麦生长;西南日照不足,影响小麦后期灌浆和结实;西北温度偏低,气候干旱,降水量太少,制约了单

产提高[36]。因此,这些地区的小麦单产收敛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云桂黔三省单产较低,增长

较慢,收敛于更低的均衡水平。根据赵广才的分析,云南的土壤类型主要为红壤,质地黏重,酸性较

强,土质较差,不适合小麦生长。贵州的小麦主产区主要分布在海拔 800—1 400 米地区,土壤类型

主要为黄壤,具有过黏、过沙、过酸三大特点,缺磷,日照不足,直接影响小麦后期灌浆和结实;加之

贵州灾害性天气种类较多,干旱、秋风、凌冻、冰雹频度大,不利于小麦生长。广西主要种植冬小麦,
播种季节通常在 1 1 月,来年 3、4 月收割,而此期间正值旱季,降水量仅占年降水量的 1 5％—30％,
且太阳辐射较少[36]。我们还发现,西藏的小麦单产增长较快,不与其他任何地区收敛。其小麦单

产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每公顷不足 3 000 千克,但近 1 0 年来每公顷产量均高于 6 000 千克,远远领

先于其他地区。原因可能在于西藏的小麦大部分种植在海拔2 600—3 800米的河谷地,日照时数

常年在 3 000 小时以上。由于气温日夜差较大,因而小麦光合作用强,净光合效率高,容易形成大

穗大粒,适合种植高产的强冬性中筋小麦[34,3 6]。此外,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西藏的农业生产条件

得到极大改善,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农药使用量、塑料薄膜使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等相关

指标至少增加了 1 倍,因此,单产能保持极高的增长速度。
除了自然条件的差异外,我们还发现小麦生产中不同地区在投入要素上存在巨大差异。表 7

根据《201 3 年农产品成本收益统计资料汇编》计算了 20 1 2 年三个收敛组的投入要素均值,我们将

书中汇报的 1 5 个省区市按照收敛情况划为三个组,遗憾的是没有西藏的数据。结果显示,第一个

收敛组(河北、内蒙古、黑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新疆)的种子、化肥、农药以及机械投入远高

于第三收敛组(云南),也高于第二收敛组(山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宁夏),但劳动的投入为所

有组中最低;第三收敛组的劳动投入最高,但其他要素投入均远低于第一、二收敛组。这说明投入

要素的巨大差异可能也是造成不同地区小麦单产收敛于不同俱乐部的原因。此外,在小麦不是主

要粮食作物的地区,政府对小麦生产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及种子技术的研发力度较小,这也会造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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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单产的发散。

表 7 不同收敛组小麦投入要素使用比较(每公顷)

分组
单产

(千克)
劳动

(标准工作日)
种子

(千克)
化肥

(元)
农药

(元)
机械费用

(元)

第一组 5 7 38.4 60.1 286.0 2 307.6 22 1.6 1 7 14.7

第二组 5 05 1.3 9 9.8 249.5 1 840.1 1 86.8 1 7 5 8.6

第三组 2 72 1.9 1 28.0 1 7 5.7 9 5 2.1 1 74.2 3 6 5.4

玉米是全世界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在中国,玉米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超过小麦成为总产

量第二的粮食,201 2 年超过稻谷成为我国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201 3 年总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

3 6.30％。我们的检验显示,玉米单产在全国范围内趋于收敛,这可能归因于玉米对生长条件的要

求较低,可以在多种土壤上种植,且新品种更新和推广应用速度快,加之科学的施肥和灌溉,以及覆

膜技术的推广和新技术跨区域的快速传播,这些都导致了玉米单产的快速增长和趋同[37]。李少昆

和王崇桃指出,在确定了玉米在饲料中的主导地位之后,我国的玉米生产很大程度上受工业消费量

和畜牧业增长拉动,2006 年以来玉米价格的连续上涨调动了农民生产和农技人员科技服务的积极

性,促进了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的应用和推广[37]。
以上结果表明,影响作物单产收敛的可能原因包括高产品种的推广情况,对自然生态条件的敏

感程度以及相应投入要素的使用差异。稻谷的收敛主要归功于高产杂交稻的推广,而玉米的收敛

则主要由于需求的快速增长刺激了新品种的研发和推广,而且品种受自然生态条件影响较小。孙

芳利用嵌套 CERES 作物模型估计了三大主粮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她的研究发现,小麦

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玉米受影响最小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小麦未能克服自然条件的差异。此

外,小麦的单产收敛情况还可能受到地方性的品种保护、投入要素的地区性差异以及统计误差等因

素影响。

五、三种粮食生产潜能分析

基于上述俱乐部收敛分析,我们进一步测算了三种粮食在全国范围内的潜在产能。这对我们

制定有效的粮食安全政策至关重要。由于农作物潜在产出水平的决定因素较多,包括技术、气候、
土壤状况以及各地的生产模式和经济环境,这些因素最终都会影响土地生产率,并通过单产水平反

映出来。因此,我们从单产提升空间的角度来分析生产潜能。
具体而言,我们以历年各收敛俱乐部中最高的单产作为该俱乐部所有成员在该年的潜在单产

水平,用各年度的潜在单产水平乘以实际播种面积得出各俱乐部历年的潜在产量,加总所有俱乐部

的潜在产量即为全国潜在产量。计算结果汇报在表 8 中。根据统计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1)三种主粮均有较大的增产空间,其中,玉米和稻谷的增产潜力高于小麦;(2)三种主粮的增产潜

力随时间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即实际产量与潜在产量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俱乐

部内部单产差异在不断减少;(3)1 980 至 20 1 2 年间实际产量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潜在产量的增速;
(4)201 2 年稻谷、小麦、玉米的潜在产量分别为 2 5 2 5 1 万吨、13 523 万吨、27 09 7 万吨,分别比同期

实际产量高出 2 7.7％、1 1.7％、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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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三种粮食实际产量以及潜在产量情况

年份
稻谷 小麦 玉米

实际产量 潜在产量 增产空间 实际产量 潜在产量 增产空间 实际产量 潜在产量 增产空间

20 1 2 1 9 7 6 9.8 25 2 5 1.2 27.73％ 12 102.4 1 3 5 23.2 1 1.74％ 20 27 6.8 27 09 7.1 33.64％

201 1 1 9 46 1.5 2 6 49 1.5 3 6.12％ 1 1 740.1 1 3 2 5 8.4 1 2.93％ 18 9 9 5.6 24 6 50.1 2 9.77％

2010 1 8 9 1 9.1 25 5 9 1.8 3 5.27％ 1 1 5 1 8.1 1 3 073.3 1 3.50％ 1 7 45 3.1 23 7 5 2.8 3 6.09％

2009 1 8 85 3.1 24 084.8 27.75％ 1 1 5 1 1.5 1 3 03 3.2 1 3.22％ 1 6 140.7 22 32 1.0 38.29％

2008 1 8 5 1 6.3 25 1 1 0.1 3 5.6 1％ 1 1 246.4 1 2 72 7.8 1 3.1 7％ 1 6 3 3 6.6 2 1 347.0 30.67％

2007 1 7 9 7 5.4 24 907.5 38.5 6％ 10 92 9.8 1 2 542.5 14.76％ 14 987.5 2 1 5 5 2.9 43.81％

2006 1 7 6 9 2.7 24 6 3 6.2 3 9.24％ 10 846.6 1 2 382.4 14.1 6％ 14 9 5 2.3 20 05 3.2 34.1 1％

2005 1 7 42 6.8 24 07 9.1 38.1 7％ 9 744.5 1 1 5 3 7.4 1 8.40％ 13 6 9 7.1 1 8 5 34.9 3 5.32％

2004 1 7 2 5 2.1 22 5 1 2.8 30.49％ 9 1 9 5.2 10 5 3 1.6 14.53％ 12 7 9 5.1 1 7 42 5.1 3 6.1 9％

2003 1 5 42 5.0 20 788.6 34.77％ 8 648.8 10 3 5 5.6 1 9.73％ 1 1 3 6 9.9 1 6 086.0 41.48％

2002 1 6 824.4 24 068.5 43.06％ 9 02 9.0 1 1 022.9 22.08％ 1 1 92 7.1 1 6 232.7 3 6.10％

200 1 1 7 1 34.4 25 806.8 50.6 1％ 9 387.3 1 1 43 6.1 2 1.83％ 1 1 222.1 1 7 02 1.1 5 1.68％

2000 1 8 1 07.7 24 83 1.0 37.1 3％ 9 9 6 3.6 1 3 49 6.6 3 5.46％ 10 3 9 6.1 1 6 034.8 54.24％

1 9 9 9 1 9 1 47.9 28 232.2 47.44％ 1 1 388.0 14 786.3 29.84％ 12 6 1 0.3 1 8 07 1.9 43.3 1％

1 9 98 1 9 1 9 3.1 28 7 70.6 49.90％ 10 9 72.6 1 5 050.1 37.1 6％ 1 3 09 7.6 1 9 62 7.7 49.86％

1 9 9 7 1 9 3 5 8.8 27 5 9 6.0 42.55％ 12 328.9 1 5 3 68.8 24.66％ 10 2 1 7.8 1 6 407.8 60.58％

1 9 9 6 1 9 3 5 5.4 26 49 7.8 3 6.90％ 1 1 05 6.9 1 5 03 7.6 3 6.00％ 12 743.2 1 7 2 9 9.5 3 5.76％

1 9 9 5 1 8 3 6 1.7 24 848.7 35.33％ 10 220.7 1 5 284.1 49.54％ 1 1 1 94.9 14 5 6 5.6 30.1 1％

1 9 94 1 7 43 9.5 25 047.3 43.62％ 9 92 9.7 1 5 246.2 5 3.54％ 9 924.0 1 5 2 1 8.3 5 3.35％

1 9 9 3 1 7 60 1.3 23 60 1.9 34.09％ 10 6 3 9.0 1 6 1 7 1.3 52.00％ 10 2 68.9 14 3 6 7.8 3 9.92％

1 9 92 1 8 462.4 23 7 64.1 28.72％ 10 1 5 8.7 1 6 2 1 4.5 5 9.6 1％ 9 5 34.3 1 3 9 32.6 46.1 3％

1 9 9 1 1 8 230.4 30 1 9 9.8 6 5.66％ 9 5 9 5.3 1 5 862.5 6 5.3 1％ 9 874.5 1 3 473.0 3 6.44％

1 9 90 1 8 788.9 29 920.3 5 9.24％ 9 822.9 1 5 222.6 54.97％ 9 6 7 9.4 14 742.5 52.3 1％

1 989 1 7 882.9 27 642.4 54.57％ 9 080.7 1 3 49 1.0 48.57％ 7 890.9 1 3 508.9 7 1.20％

1 988 1 6 809.7 26 738.8 5 9.07％ 8 543.2 1 2 3 9 5.3 45.09％ 7 733.7 1 2 28 1.1 58.80％

1 987 1 7 42 6.2 26 730.5 5 3.39％ 8 5 90.2 1 1 43 1.1 33.07％ 7 924.1 1 1 72 9.5 48.02％

1 986 1 7 222.4 26 5 98.8 54.44％ 9 004.0 1 2 06 1.0 33.95％ 7 085.6 1 1 208.4 58.1 9％

1 985 1 6 85 6.9 26 98 1.3 60.06％ 8 580.5 10 9 92.3 28.1 1％ 6 382.6 1 1 5 3 9.5 80.80％

1 984 1 7 82 5.5 27 3 94.0 5 3.68％ 8 78 1.5 1 1 6 9 3.8 33.1 6％ 7 341.0 1 2 0 14.5 63.66％

1 983 1 6 886.5 26 3 32.4 5 5.94％ 8 1 3 9.0 10 485.1 28.83％ 6 820.5 1 1 3 72.3 6 6.74％

1 982 1 6 1 5 9.5 25 9 5 1.6 60.60％ 6 847.0 10 700.6 5 6.28％ 6 05 6.0 10 80 1.8 78.37％

1 98 1 1 4 3 9 5.5 25 1 3 9.2 74.63％ 5 9 64.0 8 77 6.5 47.1 6％ 5 920.5 9 20 1.0 5 5.41％

1 980 1 3 9 90.5 24 09 3.0 72.21％ 5 520.5 10 5 2 1.8 90.60％ 6 260.0 9 2 6 9.3 48.07％
注:海南、青海、重庆数据不全,鉴于三地粮食产量占全国比重很小,我们没有将其纳入预测分析。实际产量与潜在产

量单位均为万吨。

为了进一步研究三种主要粮食的生产潜能,我们汇总了稻谷、小麦、玉米历年的实际产量与潜在

产量,并计算了总产量增长空间,结果展示在图 3 中(海南、青海、重庆数据不全,我们没有将其纳入预

测分析)。其中,左侧纵坐标为产量测度,右侧纵坐标为增产潜力。从图中可以明确看出潜在产量与

实际产量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2004 年以后粮食潜在产量也出现了“九连增”现象。2012 年,三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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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的潜在产量达到 65 871 万吨,比当年的实际产量(52 149 万吨)高 26.3％。我们对增产潜力的预测

要明显低于 Wang等用生产效率指标得出的预测[16 1 7],这可能因为我们考虑了不同俱乐部的差异性。
即便如此,这一结果同样显示当前我国的主粮生产仍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此外,我们还发现实际产

量与潜在产量之间的差异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20 世纪 80 年代初产量增长潜力高达 70％,到 2010
年后已经下降到 30％以下。用增产潜力对时间趋势项进行简单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增产潜力每年大

约下降 1.1 个百分点;到 2020 年,预期增产潜力会下降到 18.7％;到 2030 年,预期增产潜力会进一步

下降到 7.7％。然而,我们还可以观察到 2004 年以来增产潜能大体在 30％左右波动,所以我们可能高

估了潜能下降的速度。结合潜能变化的长期时间趋势回归结果和 2004 年以来的波动情况,我们可以

初步认为,未来 10—20 年之内,粮食生产仍然存在一定的增产空间(10％以上)。

图 3 三种粮食历年实际产量与潜在产量(1980—2012 年)

六、结 语

作为世界上人口基数最大的国家,确保粮食安全是我国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面

临的重大挑战。未来保障粮食安全将主要依赖单产的提高。为了加深对我国粮食生产潜能的理

解,本文从俱乐部收敛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稻谷、玉米、小麦三种主要粮食作物单产的收敛情况。鉴

于传统收敛检验方法(β收敛和σ收敛)存在的缺陷,我们采用了 Phillips 等提出的俱乐部收敛检验

来判定收敛情况[23]。实证结果显示,玉米全国范围内收敛;稻谷除山西单产增加缓慢,不与其他地

区趋向同一均衡水平之外,全国总体也存在收敛情形。而小麦则收敛于三个不同的俱乐部,其中,
作为小麦主产区的黄淮地区和东北、华北、华东大部以及西北部分地区收敛于第一组,单产较高;而
汉水流域、西部大部以及华东部分地区收敛于第二组,单产稍低;云桂黔收敛于第三组,单产增长最

慢,水平也最低;西藏的小麦单产增长远高于其他地区,也不与任何地区收敛。
我们认为,高产品种的推广力度、对自然生态条件的敏感程度以及相应投入要素的使用差异是

影响单产收敛的关键因素。稻谷单产的收敛主要归功于高产杂交稻的推广,而玉米单产的收敛则

主要由于需求的快速增长刺激了新品种的研发和推广,而且品种受自然生态条件影响较小。与之

相反,小麦对自然气候条件较为敏感,且播种品种和投入要素地区差异较大,从而导致单产收敛于

三个俱乐部。当然,我们的研究主要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揭示粮食单产收敛与发散的事实,至于背后

的推动因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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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此,我们进一步测算了我国的粮食生产潜能。用历年各收敛组中单产最高的指标作为该

组当年的潜在单产水平,我们发现三种主要粮食实际产量与潜在产量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截

止到 20 1 2 年,潜在产量高达 6 5 87 1 万吨,仍比实际产量高 2 6％,即我国三种主要粮食产量仍有较

大的增长空间。通过简单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判断未来 1 0—20 年内,我国粮食仍然会有 1 0％以上

的增产潜力。根据收敛原因的分析,潜能的激发可能依赖于高产品种的研发和推广以及农业基础

设施等投入的均等化。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预测是以同一收敛组内各地区均能实现组内最大单产为前提,但现实中

影响粮食单产的因素太多,有些因素如地理气候的差异并不能通过技术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等渠道

消除,所以,即便同一收敛组内不同地区也可能无法实现同样的单产水平。进一步的研究应当对导

致同一收敛组内部单产差异的因素进行分解,剔除无法消除差异的因素,从而测算出真实的增产

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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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与美洲:跨越太平洋的社会、历史及文化的联系和比较”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

叶君剑
(浙江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浙江 杭州 3 1 0028)

20 1 6 年 6 月 1 2—1 5 日,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主办,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亚太发展促进中心、浙江大学亚洲研

究中心合办的“亚洲与美洲:跨越太平洋的社会、历史及文化的联系和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召开。
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黄华新、副院长吕一民,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亚太发展促进中心主任

Andrew Marton 在开幕式上致辞。开幕式由历史学系主任梁敬明主持。
此次会议共邀请来自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加拿大布鲁克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浙江

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五十余名,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在大会发言中,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考察了在清代中外贸易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南京布”的产地及其命名、外销情形

和贸易量等。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陈忠平教授讨论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和温哥华的华侨在 1 8 9 7 至 1 9 1 1 年间介入的海内外

华人改良和革命运动,试图突破“民族—国家”框架,推动以地方为中心的地方史和走向全球联系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冯培

红教授以美国学者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一书为例,评析了美国学界对丝绸之路研究的新动向。宁波大学龚缨晏教授介

绍了晚清时期美国传教士玛高温撰写的《博物通书》一书及其在中国电报史上的意义。厦门大学王日根教授叙述并分析了

1 908 年、19 10 年美国舰队与商团访问厦门的情形。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 Eric Sager 教授探讨了加拿大社会的不平等问题。
浙江大学陶磊副教授从东西方神秘主义与主流文化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文明的演进路径是断裂的,西方文明则是连

续的。浙江大学肖如平教授考察了“冷战”时期国民党当局对苏联的政策从“反共抗俄”转变为“联苏反攻”的过程。
在分会场的讨论中,第一分会场以“亚洲与美洲的交通、移民、贸易、外交、战争和文化的形式研究”为主题。加拿大维

多利亚大学 John Price、Lynne Marks、Andrew Marton,中国社会科学院周祖文,北京师范大学徐鹤,上海师范大学唐力行,
浙江师范大学陈国灿,浙江工商大学杨齐福,杭州师范大学夏卫东,浙江大学杨雨蕾、安成浩、徐立望、李庆、陈群元、赵晓

红、徐亮等学者进行了精彩发言。
第二分会场以“太平洋两岸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宗教、语言等的特点比较”为主题。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 Helen

Lansdowne,加拿大布鲁克大学 Ning Wang,马来西亚孝恩文化基金会王琛发,上海大学陈明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梁治平,
南开大学许檀,浙江工商大学宫云维,杭州师范大学丁贤勇,温州大学王兴文、徐欢,浙江大学千勇、马娟、周维煦、陈麟、包
晨岚、叶君剑等学者陆续发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日趋频繁。本次国际学术研讨

会既有宏观层次的探讨,又有现实指向的命题,且不乏细致的考证,涵盖古今中外,呈现出学术交流的丰富内容。会议期

间,浙江大学和维多利亚大学还就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学术交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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