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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粮食价格与农民收入对比分析
王亚新

一、粮食产量与粮食价格

变动分析

（一） 粮食产量变动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计

划经济逐步走向市场经济。国家

经济实力日益剧增，我国粮食市

场化程度也不断提高。表 1 是内

蒙古最近几年的粮食播种情况 ：

从表中可以看出，粮食的播

种面积从 612.4 万公顷增加到了

688.4 万公顷，增加了 12.4%。同

时也可以看到，粮食种植面积

自 2016 年之后，每年的波动很

小，也就意味着粮食种植面积后

续的扩充空间不大。从单位面

积的粮食产量上看，得益于化

摘  要 ：粮食是人类生存之本，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民生活条件

越来越好，农业发展日益昌盛，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品质日益优化。就现阶段而言，粮食价格对农民

收入仍有很大的影响。粮食价格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维持粮食价格在合理范围内波动

利国利民。本文以内蒙古为例，针对粮食价格与农民收入进行对比分析，希望为提高农民收入、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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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农药等农业技术的发展，

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也从 4542

千克 / 公顷增加到了 5578 千克 /

公顷。需要注意的是，单位面积

粮食产量的增幅也在放缓。从粮

食产量上看，内蒙古 2012-2021

期间粮食产量基本上是逐年增

加的，9 年时间从 2835.5 万吨增

加到 3840.3 万吨，增长率达到

35.4%。

（二）粮食价格变动分析

我国粮食价格体系比较复

杂，建国后曾经实施过统购价

格、订购价格、保护价格,等等，

是世界上粮食价格复杂程度最高

的国家之一。为了便于理解，一

般都使用相对价格，也就是以上

一年粮食价格为 100，衡量本年

度的粮食价格。图 1 展现了内蒙

古粮食价格最近几年的变化 ：

从图中可以看出，粮食价

格 增 长 分 为 两 个 阶 段，2012-

2016 年，粮食价格上涨幅度比

较高 ；2016-2021 年粮食价格上

涨幅度很低，基本都在 1% 左右

浮动。总体上看，粮食价格由高

增长逐步变为小范围波动。

二、农民收入构成分析

农民的收入可以分为四个

部分，分别是工资性收入、经营

净收入、财产净收入以及转移净

收入。图 2 给出了内蒙古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各项来源的占

比情况 ：  

表 1   内蒙古 2012-2021 粮食播种情况

数据来源 :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粮食播种面

积 ( 万公顷)

612.4

625.3

638.9

658

680.3

678.1

679

682.8

683.3

688.4

每年产量

( 万吨 )

2835.5

2773

2753

2827

2780.3

3254.5

3553.3

3652.6

3664.1

3840.3

单位面积产量

( 千克 / 公顷)

4542

4937

4872

4937

4806

4800

5233

5350

5362

5578

图 1  内蒙古 2012-2021 粮食价格

数据来源 : 内蒙古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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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对于内蒙

古农民而言，经营净收入是其收

入的主要来源，占比一直都超过

50% ；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

另一重要部分，占比一直在 20%

左右 ；除了这两项收入来源之

外，转移净收入增长很快，最近

几年已经超过工资性收入，成为

内蒙古农民的第二大收入来源 ；

而资产净收入作为内蒙古农民收

入的一小部分，占比一直很低。

（一）经营净收入

经营净收入包括第一产业

净收入、第二产业净收入以及第

三产业净收入。对于内蒙古农村

居民而言，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

以及牧业。表 2 给出了内蒙古农

村居民 2012-2021 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具体信息。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经营净

收入从 2012 年的 4694 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8802 元，增长率达到

了 88% ；经营净收入中，农业

收入从 2012 年的 2679 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5009 元，增长率达到

了 87%。可以看出，农业收入是

经营净收入的最大组成部分，比

如 2020 年，占比达到了 56%，

牧业占比达到 34%。农牧业综

合占比已经达到 90%。第二产

业、第三产业 收入占比之和也

仅有 10%。

（二）工资净收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

资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中不

可忽视的一部分。从表 2 中我

们可以看到，内蒙古农民的工

资收入从 2012 年的 1459 元增长

到 2021 年的 3603 元，9 年时间

增长了 146.8%，相比于农业净

收入的增长率而言，增长速度更

快，增长潜力也更大。从图 2 的

工资收入占比上看，目前仍在

19%-21% 范围内波动。

（三）转移净收入

近年来 , 随着国家经济飞速

发展，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惠农

措施，比如两减免、三补贴。除

此之外，农民还可以通过国家扶

贫基金、农村居民保障等方式获

取到转移净收入。从表 2 中也可

以看出，转移净收入最近几年获

得了很大的涨幅，从 2012 年的

1140 元 增 长 到 2021 年 的 4281

元，增长率达到了 276%。从图

2 中 可 以 看 出， 转 移 净 收 入 在

2017-2021 年间已经超过了工资

收入占比，成为内蒙古农民收入

的第二大来源。

（四）财产净收入

从表 2 中可以看到，财产净

收入从 2012 年的 322 元提高到

了 473 元，增长率达到了 47%。

但是，分析图 2 可以发现，财产

净收入占比不仅没有增加，反而

图 2  内蒙古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占比
数据来源 :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

表 2  内蒙古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单位：元）

数据来源 :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7611.31

8595.7

9976.3

10776

11609

12584

13803

15283

16567

18337

1459.05

1694.6

2070.8

2249.7

2448.9

2649.3

2896.6

3173.8

3352.9

3603

2679

3077

3077

3598

3469

3307

3747

4272

5009

/

1500

1680

1680

1833

1930

2164

2483

2799

3040

/

63

70

70

50

47

66

63

60

30

/

452

513

513

636

691

777

857

921

723

/

322.98

371

388.7

425.3

452.6

514.8

520.4

522.9

498.2

473

1140.17

1181.7

1644.4

1915.5

2491.7

3035.6

3204.8

3519.1

3888.1

4281

总收入 工资性
收入 第二产业

净收入
第三产业
净收入

财产净
收入

转移净
收入

经营性收入

第一产业净收入

农业 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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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下降。从数据中可以分析

出，内蒙古农民相对贫穷，没有

什么投资理财的产品，故而获得

的财产净收入很少，综合来看，

这一项目前只能作为农民收入的

补充。

三、粮食价格对农民收入

的影响

（一）现状分析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经营净收入常年占农民可支配

收入的 50% 以上，是内蒙古农

民收入的最大来源，农业收入占

经营净收入的占比也在 50% 以

上，农业的收入现在仍然是占据

农民基本收入的最大份额。工资

收入占农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一

直在 19%-21% 范围内波动，相

对于除农业净收入以外的其他占

比来说，也是占了很大的比例。

因此，提高内蒙古农民在农业上

的收入，同时拓宽农民其他的增

收渠道，可以有效地提高农民可

支配收入，降低城乡差异，提高

农民生活质量。

然而，从当前农业生产情

况上看，内蒙古粮食种植面积已

经开发到了一定阶段，后续的扩

充空间很小 ；单位种植面积的粮

食产量也随着土地利用率的提

高、化肥农药技术的日益成熟而

逐渐放缓。这也就意味着，不考

虑异常环境等因素，内蒙古粮食

产量在未来的一定时间内不会有

很大的增幅。内蒙古农民后续在

农业上的收入，将很大程度上受

粮食价格的影响。

粮食价格的变化，受到多种

因素的影响。比如，市场供需、

国家政策等。从前面的分析可以

看出，最近几年，粮食价格虽然

存在一定的上升趋势，但是价格

增长愈发缓慢，这必将对农民的

收入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未来粮食价格预测

对于我国未来的粮食价格，

我们对不同的粮食种类分别进行

分析。首先看下稻米、小麦。

2022 年我国应该还会考虑

继续保持稻谷、小麦主产区等粮

食产物的价格基本稳定。综合客

观因素，到现阶段粮食生产的成

本、市场原材料的实际供应以及

国内外粮食价格变动、国内粮食

产业健康以及宏观环境的发展等

各方面的因素，我国的稻谷、小

麦价格最近几年以及未来一段时

间内，都将保持基本稳定的状态。

玉米是内蒙古最重要的农

作物。比如，2021 年全区粮食的

总产量为 3840 万吨，其中玉米

产量为 2994.2 万吨，占比达到了

78.1%。2022 年将考虑进一步提

升内蒙古优势区域种植玉米产

能，利用呼伦贝尔市、兴安岭的

丰富降水，适度扩大玉米种植规

模 ；而通辽市以及赤峰市则可以

通过优质高效的灌溉、全膜栽培

覆盖等种植技术实施增产 , 玉米

稳产将为玉米价格稳定提供一个

良好的市场环境。从消费需求方

面分析来看 , 近两年来玉米及深

加工相关企业产能同比增长有

一定规模增长 , 尤其是玉米酒精、

淀粉制品等加工规模上也有了一

定幅度增长 , 能够在短期内对国

内玉米行情上涨起到一定拉动作

用。另外猪企、散户补栏积极性

提高，玉米饲用需求增加，这也

有利于提高玉米市场行情。综合

来看，玉米价格在未来几年，也

是以稳定或者小幅增长为主。

（三）未来发展建议

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随之越来

越大，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

措施，用以提高农民收入。从前

面内容的分析中得出，农业收入

是内蒙古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但是在未来的几年，农业收入将

受粮食价格的影响。如果粮食价

格上涨过快，在提高农民种粮积

极性的同时，可能会带动物价的

上涨，甚至会引发全国性通货膨

胀，对经济的未来发展、社会稳

定以及国家粮食的安全均会造成

严重的影响。综合各方面因素考

虑，预计粮食价格在未来几年以

小幅波动为主，内蒙古农民在农

业上的收入，预计也是小幅增

长。但是 , 随着当前种粮收入成

本的快速大幅上升 , 种粮收益的

绝对优势就会进一步大幅度下

降 , 如果单纯种粮的收益率仍太

低 , 可能最终导致我们未来绝大

多数以农业种粮收益为主的种粮

农民群体将被迫长期地处于一个

“低水平陷阱”之中。基于此 ,

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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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收入 ,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1. 加强粮食市场宏观调控

粮 食 市 场 宏 观 调 控 既 要

防止粮价大涨导致的“米贵伤

民 ”， 也 要 避 免 过 度 打 压 导 致

“谷贱伤农”。这意味着必须要注

意充分发挥价格要素市场机制和

调控监督市场主导作用，使各种

农产品价格数据也能更准确、更

及时、更全面地反映国内农业供

求，同时也要采取措施进一步调

控和引导来弥补价格市场的缺

陷，保持粮食价格在合理水平上

的基本稳定。

2. 完善粮食流通体系、打

击游资炒作

一些农村地处偏远，理应

加快完善农超对接，减少中间流

通环节，要确保农产品在价格上

升的同时能给农民带来切身的利

益，而不是利润白白地被所有农

村粮食流通或其他任何环节所侵

蚀，做到真正实现农民增产增值

增效。同时游资炒作严重干扰粮

食市场，建议加大粮食政策宣传

力度，稳定价格市场预期，加强

市场价格风险监管，避免市场混

乱导致的通货膨胀，并力求通过

一个政策信号来使全体老百姓能

对未来物价上涨走势有较为清晰

理性的价格认识，理性消费，避

免恶意屯粮。

3. 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

力度、拓宽农民就业增收的渠道

从 上 面 的 分 析 中 可 以 看

出，转移净收入已经是农民收入

的第二大来源。未来几年，农民

在农业上的收入逐渐放缓，继续

加大国家对于农业的扶持，是提

高农民收入的另一重要手段。目

前很多种粮大省，都有财政困难

的现象，因此提高对粮食主产区

的扶持力度，加大农村转移性收

入，是保证粮食产量稳定、农民

收入持续稳定增加的有效手段。

4. 推进规模经营，提高种

粮效益

继续健全与完善农业各项

经营性土地权益，合法流转监管

等配套制度，推动地区土地资源

更加合理有序配置。可按照农户

村民间自愿流转或协议有偿等流

转操作原则，引进化肥、农用柴

油、回收粮食等企业与种粮大户

进行推广互助合作模式，做到真

正的一体化种植，实现捆绑共赢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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