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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EMM模型的中国粮食及其主要 

品种的需求预测 

张玉梅，李志强，李哲敏，许世卫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农业部智能化农业预警技术与系统重点开放实验室，北京 100081) 

摘 要：建立了中国多市场多部 门模型 (CEMM)，并运用该模型模拟预测2007--2030年 中国粮食及其主要品 

种稻谷、玉米和小麦的消费需求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粮食消费需求总量在未来仍持续增长，但增长速度会明 

显放缓，尤其到 2015年后趋于稳定，2030年，粮食需求量维持在 6亿 t左右。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增长相对较快， 

2030年分别达到 1．6亿 t和 1．3亿 t。从品种来看，稻谷、玉米和小麦仍是最重要的粮食消费品种，2030年分别达到 

1．9亿t、2．0亿t和1．0亿t，共占粮食总消费量的83％。随着粮食消费需求的变化，粮食的贸易也有所变化，对于 

稻谷和小麦，中国仍然能够 自给自足，小麦甚至还会有少量的出口；玉米则由出口国变成进 口国，但进口量仍然有 

限，2030年 自给率还在95％左右。因此，尽管中国粮食需求会有所增长，但并不会对国际粮食市场产生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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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消费需求预测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及时掌 

握和准确判断粮食消费需求量变化，可为指导粮食生产 

和协调粮食供需平衡提供重要依据。粮食消费需求包括 

居民消费、饲料粮消费、工业消费等多种消费用途，因 

此 ，我国粮食消费需求的预测分析，不仅需要充分考虑 

粮食的直接口粮消费，同时还应该考虑整个食物 的需 

求，即粮食与其它食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畜产品的 

需求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以及城镇化水平等 

因素对粮食消费需求的影响。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主 

要是推算法和计量经济模型法。如马晓河⋯、程国强和 

陈良彪 、姜长云 和朱希刚 等根据粮食库存变化 

量、粮食生产量和粮食净进 口量来推算粮食需求量。大 

多数计量方法将粮食需求量或人均粮食需求量作为因变 

量，以人口、收入、城市化率或其增长率等影响因素作 

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也有少数学者采用局部均衡 

模型法。例如，黄季馄 “利用 CAPSiM模型，模拟分析 

了在开放贸易环境不同情况下未来我国粮食供求形势。 

廖永松和黄季馄 利用开发的 CAPSIM—PODIUM模型预 

测分析了2010和2020年全国及 9大流域片大米、小麦 

和玉米等粮食需求量。梅燕 构建了中国一世界农业 

区域市场均衡模型 (简称 CWAIEM)，模拟分析了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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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景方案下的粮食需求变化情况。陆文聪和黄祖 

辉  ̈通过构建和运用 中国农产品区域市场均衡模型分 

析和预测了2006年和2010年我国稻谷 、小麦和玉米 3 

种粮食的供求形势。 

本研究从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IFPRI)引进 EMM (Economy— 

wide Multimarket Mode1)模型，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 

进行 了适应性开发，建立 中国的 EMM模 型 (简称： 

CEMM)。EMM模型是介于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模型 

(CEG)之间的一种模型，既侧重于农业部 门，又考虑 

到非农业部门的一般均衡影响。为预测粮食及其主要品 

种的消费需求 ，我们对粮食部门进行了细致划分，包括 

稻谷、小麦、玉米、其它谷物、大豆、其它豆类和薯类 

7个部门，并且对各品种的消费用途进行了分类，包括 

口粮消费、饲料用粮、工业用粮 、种子用粮和损耗。 

1 CEMM模型简介 

EMM是 IFPRI开发的均衡模型。EMM模型以新古 

典微观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主要侧重于农业部门，对农 

业部门进行了较为细致 的划分，同时也考虑到非农产 

业，具有一般均衡模型的某些特点。相对 CGE模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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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EMM模型所需要的参数较少，方程形式相对灵活， 

更为简单实用，现实数据更加容易满足。EMM将农产 

品市场的研究置于国内外的宏观经济背景中，更加真实 

地反映农业之间以及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产业联系。减 

少模型模拟误差 ，有利于科学评价和预测分析政策效 

果，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EMM模型既适合短期分析 

预测，也适合于中长期预测，可以模拟某个政策方案， 

也可以模拟多种政策组合方案。 

本研究根据中国农产品市场特点，对 EMM模型进 

行适应性开发，建立 CEMM模型，并应用于预测主要农 

产品的生产、消费、价格和贸易的未来趋势以及模拟各 

种政策或其它外界因素对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冲击。依据 

局部均衡模型理论，EMM模型的理论框架见图1。供给 

和需求共同决定价格，供给等于产量加进口量，需求等 

于国内需求量加出口需求量。与其它模型不同，CEMM 

模型考虑到了农业与非农业、农业内部之间的各种产业 

联系，包括消费和生产方面的联系、不同产品之间的相 

互影响，这些产品的产出共同构成 GDP，并决定居民收 

入，从而进一步决定居民的消费需求，为了区分居民消 

费的差异性，将居民分成城镇和农村居民 (图2)。 

图 1 GEMM模型分析框架1 

产业联系 

图2 CEMM模型分析框架2 

为了研究粮食的消费需求，对国内需求进行了较为 

细致的划分，根据消费用途将粮食消费分成 口粮消费、 

饲料消费、工业消费、种子消费、损耗和其它消费。由 

于中国并未公布粮食的库存情况，本研究假设粮食的供 

给与需求在年度上平衡 ，因此，其它消费是个供需平衡 

时的残值，主要包括库存变化。 

根据中国农业的特点，CEMM模型设置了6种粮食 

作物、4种油料作物、2种糖料作物等21种农作物、4 

种畜禽、6种畜产品、2种水产品，2个非农产业等 39 

个部门。考虑到 2008年和 2009年中国农业均受到一定 

金融危机的影响，故选取2007年为基准年份。 

CEMM是一个综合系统模型，包括一组方程，研究 

内容广泛 ，并通过方程之间建立相互之间的联系，因 

此，这是计量经济模型无法做到的。CEMM模型包括供 

给方程、需求方程、进 出 口方程和平衡 方程，以及 

GDP、收入和价格方程。与大多数多市场模型一致，用 

供给函数来捕获每个具有代表性的生产者对市场的反 

应。需求量主要取决于收入、商品本身的价格和相关商 

品的价格以及人口规模。进口量主要是与国际进口价格 

和国内消费者价格有关，出口量主要取决于国际出口价 

格和国内生产者价格。但对于不同的产品，方程的具体 

形式会有所不同。 

2 数据来源 

收集了构建 CEMM模型所需要的基础数据，包括全 

国各种产品的生产、消费、价格和进出口、人口、GDP 

等数据。大部分数据来 自于中国的各种统计年鉴，如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 

汇编》、《中国农产品价格统计年鉴》、以及中国政府部 

门官方网站，少数数据来 自于 FAO。 

对于模型中的参数，主要是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 

果，以及基于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部分参数来 自于计 

量经济模型估计。如利用 2009年农村居民住户调查数 

据，运用比例半对数逆函数方法估计了农村居民对各种 

产品的消费需求弹性。部分参数根据 EMM模型的表达 

式计算出来。 

3 粮食需求预测分析 

运用构建的 CEMM模型对未来包括粮食在内的所 

有农产品的供给、需求和价格等市场做一个模拟预测分 

析。根据 CEMM模型模拟方案要求，首先需要设置一些 

外生变量：农村和城镇人口增长率、农作物的单产生产 

力系数增长率、非农作物的生产力系数增长率。按照联 

合国发布的 2010年世界人 口展望，2005--2010年期间 

年均增长率为6．51％。2010年均增率为5．61％。2025 

年和2030年分别达到人口高峰，约为 14亿人。中国社 

会科学院认为 “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入城镇化与城 

市发展双重转型的新阶段，预计城镇化率到 2015年和 

2030年分别达到 52％左右和 65％左右。本文根据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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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规模和城镇化率，分别估计了农村和城镇居民的 

人口增长率。根据历年的农作物单产增长率和其它非农 

作物部门产量的增长率，估计了农作物的单产生产力系 

数增长率、其它非农作物部门产量的生产力系数增长 

率。根据这些参数，运用模工模拟了2007--2030年的基 

准情况 ，限于篇幅，这里重点关注 2015年、2020年和 

2030年我国粮食消费情况。 

3．1 2015年、2O2O年和2030年我国粮食消费总量预测 

根据模 型结果，粮食 消费总量逐年增加，2015、 

2020和2030年粮食的总消费量分别为 5．48亿 t、5．78 

亿t和6．06亿t，但是，增长速度是递减的，在2007— 

2015年、2016—2o2O年和 2021—2030年三个时期 的年 

均增长率分别是 1．54％、0．67％和 0．60％，即在 2020 

年后，粮食消费量基本趋于稳定。从粮食消费用途来 

看 ，在未来 20年中，口粮消费仍是最主要的消费形式 ， 

从2007年的2．43亿t增加到2015年的2．58亿t，2020 

年后约为 2．7亿 t，但是，口粮的消费比例有所下降， 

从2007年的50．14％下降到2030年的45．35％，下降约 

4．79个百分点。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的比重都在逐年增 

加。饲料用粮从2007年的 1．15亿 t提高到2015年接近 

1．4亿 t、2020年和2030年的1．5亿t和1．6亿 t，比重 

从 2007年的低于 23．68％增加到 26．53％。工业用粮的 

消费需求从2007年不到1亿 t，仅约占粮食消费需求总 

量的19．61％，提高到2030年1．35亿t，占粮食消费需 

求总量22．21％。种子和损耗的消费量分别为1千万 t和 

2千万 t，所 占比重较小 ，分别为 2％ 和 4％左右 (表 

1)。 

表1 粮食总量消费需求预测 

3．2 2015年、2020年和 203o年我国主要粮食品种的 

消费量预测 

从粮食消费的品种构成来看，稻谷是第一大品种， 

2007年为 1．58亿 t，占粮食消费总量的 1／3以上 ，2015 

年、2020年和 2030年，稻 谷的消费需求量分别达到 

1．77亿t、1．86亿 t和 1．94亿 t，但是，稻谷的消费增 

长速度略慢于玉米的增长速度，稻谷的消费比例略有下 

降。玉米是第二大主要粮食消费品种，2007年，玉米的 

消费量为 1．58亿t，约占粮食消费的30％，作为饲料和 

工业原料的玉米消费需求增长相对快一些，2015年、 

2020年和2030年的玉米消费需求量分别达到 1．88亿 t、 

2．02亿 t和2．14亿 t，接近于稻谷的消费需求量，2030 

年玉米占粮食总的消费需求比例提升至 33．86％。小麦 

是第三大粮食作物，2007年小麦的消费量在 1亿 t，但 

小麦的消费需求增长速度略慢一些，2015年后基本都在 

1．0亿t水平，所占粮食消费需求总量的比例有所下降， 

从2007年20．01％左右下降到2030年的17．15％，下降 

2．86个百分点。稻谷、小麦和玉米的消费量约占粮食消 

费总量的84％。豆类和薯类分别约占 10％和 5％左右， 

其中，大豆消费量逐年增加，比重从 2007年的 8．64％ 

提高到 2030年的9．60％ (表2)。 

从稻谷的消费需求来看 (表 3)，2007--2015年和 

2016--2020年期间的稻谷消费需求总量的增长率分别为 

1．34％和0．64％，2020年后增长较为缓慢，2021--2030 

年期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41％，趋于稳定，维持在 

2．2亿 t的水平。稻谷主要用于 口粮消费，2007--2030 

年期间，稻谷的口粮消费占稻谷消费的近 3／4；稻谷用 

作饲料的比例较小，约为6％，但饲料粮的增长速度比 

口粮增长速度略快一些。用于加工的稻谷则更少，仅约 

占2％。种子用粮则不到稻谷消费总量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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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稻谷消费需求预测及其结构变化 

小麦的需求量增长较 为缓慢 (表 4)，在 200r7— 

2015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仅为0．45％，且在2015年达 

到最高值 1亿 t后，基本趋于稳定。与稻谷消费类似， 

小麦也主要用于口粮消费，但是，口粮所 占比例有所下 

降，从 2007年 的 78．09％ 下降到 2030年 的 74．20％。 

2015年、2020年和2030年工业用小麦分别达到 1．2千 

万 t、1．3千万 t和 1．4千万 t，工业用小麦的消费比例， 

从 2007年 的 10．48％提高到 2030年 13．84％，增加 约 

3．36个百分点。小麦用于饲料消费的比重较小，2007 

年约 200万 t，仅占消费总量的2％。小麦的种子消费和 

损耗分别约为500万 t和250万 t左右，低于小麦消费总 

量的5％和4％。 一 

表4 小麦消费需求量预测及其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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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的消费增长相对较快 (表 5)，在 2007--2015 

年、2016--2020年和 2020--2030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 

为2．21％ 、0．89％和0．78％。玉米主要用于饲料消费， 

2007年接近1亿t，占玉米消费总量的近6成，2015年、 

2020年和2030年 ，则分别达到 1．1亿 t、1．2亿 t和 1．3 

亿 t。2007年，工业用玉米为 3 706万 t，为玉米消费需 

求总量的24．56％，工业用玉米的消费需求量增长速度 

也较快，2015、2020和 2030年工业用玉米的消费量分 

别为 4 498万 t、4 862万 t和5 246万 t。玉米用于口粮 

消费的比例较小，2007年仅约 1 4OO万 t玉米作为口粮 

消费。作为粗粮，玉米的口粮消费需求增长非常缓慢 ， 

甚至在2007--2015年期间出现轻微的负增长。 

表5 玉米消费需求量预测及其结构变化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建立的 CEMM模型，模拟预测 2Oo7— 

2030年中国粮食及其主要品种的消费需求情况。研究结 

果表明，在未来的 20多年中，中国粮食消费需求总量 

仍持续增长，但增长速度会明显放缓，尤其到 2015年 

后趋于稳定，年均增长率小于 1％。2030年口粮、饲料 

用粮、工业用粮、种子及损耗的粮食维持在6亿 t左右。 

从消费用途来看，口粮消费仍是粮食消费需求最主重要 

组成，但增长速度较慢，2030年的 口粮需求总量约在 

2．7亿 t左右；饲料粮是第 2大需求主体，需求主要源 

于随着居民对畜产品的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增长速度 

略快一些，尤其在 2015年之前，年均增长率超过 2％， 

如果肉料比不发生变化，2030年饲料用粮需求增加至 

1．6亿 t左右；随着食品加工业的发展，工业用粮的消 

费需求增长也相对较快，工业用粮的需求量将占到粮食 

消费需求总量的1／5，2030年将达到1．3亿t。从粮食消 

费的主要品种来看，稻谷和玉米都是最大的消费需求品 

种，各约占粮食消费总量的 30％，但稻谷主要用于口粮 

消费，增长速度相对较慢，而玉米主要是饲料用粮和工 

业用粮，增长速度较快；小麦的消费量略小一些，主要 

用于口粮和饲料粮，增加较慢。2030年稻谷、玉米和小 

麦的消费总量分别达到1．9亿t、2．0亿t和1．0亿t，三 

者占粮食总消费量的83％。由于粮食消费需求的增长， 

粮食的进出口贸易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对于稻谷而言， 

基本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小麦则会有少量的出口，玉米 

的需求量增长较快，使得玉米的进出口形势发生逆转， 

由出口国变成进 口国，但玉米的进口量仍然有限，2030 

年自给率还在95％左右。中国粮食需求的增加仍能够通 

过增加粮食生产来实现，不会对国际市场 产生大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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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Grains Demand Forecast Analysis Based on China Economy-wide 

M IlIti．market M odel 

ZHANG Yu—mei，LI Zhi—qiang， LI Zhe—min，XU Shi-wei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Key LaboratoryofDigitalAgriculturalEarly—warning Technology，MinistryofAgriculture，Beijing100081，China) 

Abstract：China Economy-wide Multi—market Model(CEMM)was constructed and印plied to forecast the demand of total grain， 

rice，wheat and maize．Results showed that grain demand would still keep increasing，while the growth rate would decrease gradually，espe— 

cially after 2015，grain demand would become more steady，and there would be about 6OO million t in 2030．Grain feed and industrial use of 

grain increased more rapidly than food demand，and up to 160 million t and 130 million t respectively．Rice，maize and wheat would be the 

most important for grain consumption，about 190 million t，200 million t and 100 mi llion t in 2030 respectively，and their total share was 

about 83％ ．The changes of grain demand also would lead to the changes of grain trade．For rice and wheat，China still could achieve self- 

sufficiency and there was even small export for wheat，while for maize，China would change from export country to import country，but its 

import would be not too much．Th e rate of serf-sufficiency would be still about 95％ in 2030．So，China would not exert large impacts on in- 

ternational grain market although the increased demand of grain． 

Keywords：grain demand；forecast；China Economy—wide Multi—marke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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