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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分析了广西 20 多年来粮食消费变化的特点和影响粮食消费需求的因素 , 采用灰色系统预测模型对

近期粮食消费需求进行预测与分析 ,提出 2010 年广西粮食需求量及提高粮食自给能力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　广西　粮食消费　预测

　　广西人多地少 ,粮食生产存在许多不利因素 ,粮食生产水平较低 ,产需矛盾比较突出 。随着人口增长

和饲料用粮 、工业用粮等间接用粮的增加 ,粮食总需求量呈稳步增长的态势 。研究广西粮食消费需求特点

和发展趋势 ,有利于把握粮食安全 ,稳固提高广西粮食自给水平 。

1　广西粮食消费变化的特点

改革开放 20多年来 ,广西经济持续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 ,粮食消费总量持续增长 ,表现出饲

料用粮快速增长 ,其它用粮平稳增长 ,口粮消费呈阶段增长的特点。

据粮食部门调查 ,1980 ～ 2003年间广西粮食消费总量由 1980年的 1072.8 万吨 ,增长到 2003年的

1810万吨 ,增长 68.72%,年均增长 2.30%。其中饲料用粮由 1980年的 193万吨 ,增长到 2003年的 650

万吨 ,增长 2.37倍 ,年均增长 5.42%,占粮食消费总量的比重由 1980年的 17.99%提高到 2003年的 35.

91%。口粮消费由 1980年的 811.50万吨增长到 2003年的 1037万吨 ,增长 27.79%,年均增长 1.07%,

占粮食消费总量的比重由 1980年的 75.64%下降到 2003年的 57.29%。

口粮消费的阶段性增长特点表现为:1980 ～ 1984年间 ,广西口粮消费总量增长较快。1978年实行农

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粮食产量和农村居民人均口粮大幅度提高 ,粮

食等农产品由短缺转变为基本满足温饱 。据粮食部门调查统计 ,1984年广西全区农村人均口粮 285.5千

克 ,比 1980年的 270.5千克增加 15千克 。1985年以后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产品的丰富 ,城乡居民

肉 、蛋 、奶等非粮食食物进一步增加 ,人均口粮开始下降 , 1985 ～ 2003年 ,广西全区城镇人均直接消费粮食

由 220.6千克下降到 110.5千克 ,减少 110.1千克 ,年均下降 2.96%;农村人均直接消费粮食由 285.4千

克下降到 223.5千克 ,减少 61.9千克 ,年均下降 1.06%。特别是近几年 ,农村人均口粮下降更明显 , 2003

年比 1998年减少 34.32千克 ,年均下降 3.03%。

2　影响广西粮食消费需求的因素分析

2.1　人口增长因素

人口总量和增长速度是影响广西粮食需求最为重要的因素 。由于广西人口基数大 ,人口增长问题依

然十分严峻 ,2003年全自治区总人口为 4857万人 ,比 1990 年的 4242 万人 ,增加了 615 万人 ,增长 14.

50%,年均增长 1.05%,年均净增 47.31万人。人口刚性增长 ,直接导致粮食消费总量的增长。

2.2　收入增长因素

2003年广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7785元 ,比 1990年增长 6337元 ,年均增长 13.92%;农民人

均纯收入为2095元 ,比 1990年增长 1456元 ,年均增长9.56%。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 ,对蔬菜 、水果 、

肉蛋奶类和鱼类等非粮食食品的消费大幅度增长 ,促进了消费结构由数量增加为主转向品质改善为主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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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带动了间接用粮需求的大幅度增长。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蔬菜 108.84千克 、水果 49.68千克 、肉

类 34.68千克 、家禽 18.48千克 、鲜蛋 6.48千克 、鱼 12.96千克 ,比 1990年分别增长8.80%、63.96%、20.

88%、136.32%、65.31%、31.71%。将人均消费肉类 、禽类 、蛋类及水产品分别按照转化系数 3 、1.8 、2 、0.

8计算间接用粮
[ 1]
,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间接用粮为 160.63千克 ,比 1990年的 115.86千克 ,增加 44.77

千克 ,年均增长 2.55%。

2.3　城市化进程因素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 ,城镇 、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差距明显 。1990年 ,全自治区农村居民人均粮

食消费 245.93千克 ,比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 166.35千克高出 79.58 千克 。到 2003年 ,农村居民人

均粮食消费 223.4千克 ,比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 94.72千克高出 128.68千克。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

费与城镇居民的差距拉大 ,但副食品消费明显少于城镇居民 。2003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肉类 14.44千克 、

家禽类 7.33千克 、蛋类1.12千克 、鱼 3.33千克 ,比城镇居民分别少 20.24千克 、11.15千克 、5.36千克 、9.63

千克。
表 1　广西农村人均消费粮食灰色预测结果分析

年份

农村居民

人均直接

用粮(kg)

农村居民

人均间接

用粮(kg)

农村居民

人均总耗粮

(kg)

灰色模型

预测值

(kg)
残差%

1990 246.7 106.36 353.06 353.06 0.0000
1991 249.68 112.34 362.02 368.62 -1.8223

1992 258.13 122.26 380.39 365.91 3.8076
1993 251.81 104.32 356.13 363.22 -1.9896

1994 243.63 118.5 362.13 360.54 0.4378

1995 246.23 112.31 358.54 357.89 0.1804
1996 239.55 100.69 340.24 355.26 -4.4149

1997 238.09 104.86 342.95 352.65 -2.8280
1998 242.56 109.51 352.07 350.06 0.5722

1999 242.55 112.92 355.47 347.48 2.2474

2000 233.97 133.04 367.01 344.93 6.0173
2001 228.57 127.75 356.32 342.39 3.9096

2002 220.19 121.24 341.43 339.87 0.4565
2003 206.41 105.07 311.48 337.37 -8.3126

　　数据来源:根据广西统计年鉴整理

3　广西粮食消费需求预测与分析

3.1　粮食需求预测

粮食需求主要包括农村人口粮食消费 、城镇人

口粮食消费 、饲料用粮 、工业用粮及种子用粮 。

3.1.1　农村粮食需求预测　农村粮食需求主要取

决于农村人口数量和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水平 。

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主要由农村居民人均直

接用粮(包括主食用粮 、其它生活用粮)和人均间接

用粮(包括种子粮 、饲料粮和其它粮食支出)构成 ,取

1990 ～ 2003年统计数据[ 2] ,建立农村人均消费粮食

灰色系统预测模型 DM(1 ,1):

x(k+1)=-50125.6282e
[ -0.00738104k]

+50478.

68822

经模型拟合运算 ,平均残差为 2.8459%,精度为 97.1441%,拟合效果好。以该模型预测结果见表 1:

1990年广西全区农业人口为 3677 万人 ,2003年为 3973万人 ,年均增长率为 0.60%,以此预测 2005

～ 2010年农业人口 ,结合农村人均消费粮食灰色预测结果计算得到 2005 ～ 2010年农村粮食需求量 ,见表

2。

3.1.2　城镇粮食需求预测　城镇人口粮食消费主要取决于城镇人口数量和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水平。

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主要由城镇居民人均直接用粮和人均间接用粮构成 ,人均间接用粮可以通过

人均消费肉类 、禽类 、蛋类及水产品分别按照转化系数 3 、1.8 、2 、0.8计算得到 。取 1990 ～ 2003年统计数

据 ,建立灰色预测模型 DM(1 ,1):
表 2　广西农村粮食需求量灰色模型预测结果

年份
农业人口

预测值(万人)

灰色模型

预测值(kg)

需求量

(万吨)

2005 4020.61 332.43 1336.57

2006 4044.62 329.98 1334.64

2007 4068.78 327.56 1332.77

2008 4093.10 325.15 1330.87

2009 4119.61 322.76 1329.65

2010 4142.14 320.38 1327.06

x(k +1)=-26494.4236e-0.00944707k +26776.

63022

经模型拟合运算 ,平均残差为 7.6482%,精度为

92.3518%,拟合效果较好 。

1990年广西全区非农业人口为 565 万人 , 2003

年为 884万人 ,年均增长率为3.50%,以此预测 2005

～ 2010年非农业人口 。模型预测结果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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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城镇粮食需求量灰色模型预测结果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

直接用粮

(折原粮)(kg)

城镇居民人均

间接用粮

(kg)

城镇居民人均

总耗粮

(kg)

灰色模型

预测值(kg)
残差%

非农人口

预测(万人)

粮食需求

量预测

(万吨)
1990 166.35 115.86 282.21 282.21 0.00
1991 161.93 121.28 283.21 249.12 12.04
1992 156.77 106.86 263.63 246.77 6.40
1993 116.25 104.89 221.14 244.45 -10.54
1994 118.64 110.85 229.49 242.15 -5.52
1995 123.95 125.82 249.77 239.88 3.96
1996 110.77 110.97 221.74 237.62 -7.16
1997 106.72 112.61 219.33 235.39 -7.32
1998 103.52 116.67 220.19 233.18 -5.90
1999 101.60 120.99 222.59 230.98 -3.77
2000 93.89 122.14 216.03 228.81 -5.91
2001 89.96 119.75 209.71 226.66 -8.08
2002 91.84 157.44 249.28 224.53 9.93
2003 94.72 160.63 255.35 222.42 12.90
2004 220.33 914.94 201.59
2005 218.25 946.96 206.67
2006 216.20 994.95 215.11
2007 214.17 1014.41 217.26
2008 212.16 1049.91 222.75
2009 210.16 1086.66 228.37
2010 208.18 1124.69 234.14

　　数据来源:根据广西统计年鉴整理

由于统计数并未包括城镇居民外出就餐部份 ,根据粮食部门调查资料 ,2003年城镇居民外出就餐人均为

12.2千克 ,以此估算 2005 ～ 2010年城镇居民粮食需求增加 11.55 ～ 13.72万吨 ,此外考虑到近年城镇居民人

均间接用粮增长幅度较大 ,今后随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均消费肉类 、禽类 、蛋类及水产品会进一步

增加 ,人均间接用粮随着增长 ,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间接用粮为 160.63千克比 2002年增长 2.03%,以此增

长速度 2005 ～ 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间接用粮提高到 167.22 ～ 184.89千克 ,推算 2005 ～ 2010年城镇居民

间接用粮增加 6.24 ～ 27.29万吨 ,根据上述分析对 2005 ～ 2010年城镇居民粮食需求模型预测值进行调

整 ,分别为:224.46万吨 、237.18万吨 、243.28万吨 、253.39万吨 、263.97万吨 、275.15万吨。

3.1.3　工业用粮预测　2003年广西工业和食品用粮为 123万吨 ,今后随着粮食加工业的发展 ,工业用粮

增长速度有可能加快 ,如若以 5%的速度递增 ,到 2010年将增长到 173.07万吨。

此外 ,广西畜牧业生产除了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外 ,还有相当部份外消 ,饲料用粮除了计算农村和城镇

居民间接用粮还应计算用于畜牧业生产外消部份 ,同时考虑到今后随着畜牧业的加快发展 ,饲料用粮将有可

能成为未来新的增长点。2003年广西饲料用粮为 650万吨 ,其中农村和城镇居民间接消费 534万吨(按农户

人均 98.7千克和城镇居民人均160.63千克计算),占 82.15%,饲料用粮若以 6%的速度递增(1997 ～ 2003年

广西饲料用粮年均增长 4.1%,全国近几年年均增长7%左右),到 2010年为 977.36万吨 ,扣除农村和城镇居

民间接消费 802.90万吨(按 2003年的比例计算),有 174.46万吨用于畜牧业生产外消部份 。

基于上述分析 , 2005 ～ 2010年粮食需求总量预测 ,见表 4。
表 4　2005～ 2010年粮食需求总量预测(万吨)

年份
农村粮食

需求量预测

城镇粮食

需求量预测

工业用粮

预测

饲料粮(扣除农村和城镇

居民间接消费部份)预测

总需求量

预测

人均粮食需求

预测(千克)

2005 1336.57 224.46 135.61 130.37 1827.01 367.79
2006 1334.64 237.18 142.39 138.19 1852.4 367.57
2007 1332.77 243.28 149.51 146.48 1872.04 368.28
2008 1330.87 253.39 156.98 155.27 1896.51 368.75
2009 1329.65 263.97 164.83 164.58 1923.03 369.37
2010 1327.06 275.15 173.07 174.46 1949.74 370.19

3.2　预测结果分析

3.2.1　基于数学模型预测结果分析　从表 1 、2 、3 、4可以看到 ,未来一个时期 ,广西农村 、城镇居民人均粮

食消费水平呈缓慢下降的趋势 ,其中构成居民粮食消费水平的人均直接用粮和人均间接用粮呈相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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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人均直接用粮逐步减少 ,人均间接用粮逐步增加 ,城镇居民人均间接用粮远高于农村居民人均间接

用粮 ,粮食总需求量随着人口增长和饲料用粮 、工业用粮等间接用粮的增加呈稳步增长的态势 。未来几

年 ,随着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 ,以及水果 、蔬菜等替代粮食消费的增加 ,粮食自给率有所提高 ,但产需

缺口矛盾仍然很突出 ,预测到 2010年广西粮食产需缺口为 223.44万吨。

3.2.2　基于小康水平需求量分析　按照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要求 ,国家统计局提出的中国粮食消费标

准和农业部等有关部门的研究 ,到 2010年小康生活水平的人均粮食需求量为 420千克 ,2010年广西总人

口预测为 5248万人 ,粮食需求总量为 2204万吨 ,按广西粮食产量预测达到 1725 万吨 ,缺口 479万吨 ,自

给率为 78.27%。按数学模型预测 ,到 2010年广西人均粮食需求量为 370千克 ,仍处于较低的消费水平。

3.2.3　基于粮食安全分析　据预测 ,到 2010年广西粮食消费量 1949.74万吨 ,既考虑到人口发展和城乡

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口粮的需求 ,又考虑到肉蛋奶畜产品 、水产品等需求增长对粮食的消耗 ,基本符合“粮

食安全”的内涵要求 。以 2010年粮食消费总量 1949万吨的 7%作为保证粮食安全的最低储备量 ,推算为

136万吨左右 ,即到 2010年广西粮食保有量约为 2085万吨。

4　提高广西粮食自给能力的对策措施

4.1　坚持依靠科技进步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改变依靠面积增加粮食的传统生产方式 ,把着力点转移到依靠科技主攻单产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上来。一是加大中低产田的改造力度。通过山 、水 、田 、林 、路的综合治理以及采取测土配方施肥 、增施有

机生物肥等措施 ,改造中低产田 ,挖掘生产潜力。二是提高农业科技的支撑能力 。加强优质高产粮食品种

繁育 ,充分发挥良种增产增效的作用;积极推广免耕抛秧 、节水灌溉和病虫害综合防治等生态栽培技术;加

强基层农技队伍建设 ,加大技术培训力度 ,提高劳动者素质 。

4.2　优化区域布局 ,加强粮源基地建设

充分发挥农业资源区域比较优势 ,抓好优质稻 、玉米 、薯类等主要粮食作物优势区域布局规划 ,优化粮

食生产布局 ,大力推进粮食优势产区生产基地建设 ,形成广西各具特色的粮食作物优势产业带 。加快推进

以标准农田 、良种繁育 、科技推广等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全面提高主产区

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

4.3　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一是大力实施基本农田改造升级工程 ,加大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 ,加强对现有工程的维修 、配套 、改造

和管理 ,恢复 、巩固和提高现有工程的灌溉效益 ,特别是要加强粮食主产区高标准农田建设 ,充分挖掘其增

产潜力。二是积极推进退耕还林 ,加强水土流失治理 ,进一步改善农业生态条件 。三是进一步提高农机装

备能力。

4.4　构建科学合理的粮食产业扶持政策和长效机制

一是充分利用WTO的“绿箱政策” ,最大限度保护粮食生产安全和粮农利益 。二是加大广西粮食生

产优势产区扶持力度 ,将农业综合开发资金重点用于粮食生产优势产区。三是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各项农

业政策 ,如种粮补贴 、重点粮食品种的保护价收购等政策。

4.5　完善粮食供求平衡手段 ,增强宏观调控能力

一是健全调控机制。要改进宏观调控的方法 ,由总量平衡转为数量 、品种 、品质的综合平衡;由静态储

备为动态储备 ,变“藏粮于库”为“藏粮于地”。二是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调节体系 ,调节年度间 、地区间的

粮食供求波动。三是建立粮食监测评价体系 ,及时监测 、评价农业资源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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