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11 20142014 年 第 11 期

收稿日期：2014- 07- 08
基金项目：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创新专项“甘肃省食用植物油产业及发展战略研究”（2009GAAS13）部分内容
作者简介：白贺兰（1987—），女，甘肃会宁人，研究实习员，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工作。联系电话：（0）18909404921。

E-mail：583432907@qq.com
3 小结
1） 在酒泉市下河清科技示范农场进行的小麦
“3414”田间肥效试验结果表明，氮、磷、钾肥合
理配施增产效果显著，以施尿素 423.90 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812.5 kg/hm2、硫酸钾 227.26 kg/hm2

处理的小麦产量最高，折合产量为 7 367.5 kg/hm2，
较不施肥处理增产 2 777.5 kg/hm2，增产率为
60.5%；其次是施尿素 423.90 kg/hm2、普通过磷酸
钙 812.5 kg/hm2、硫酸钾 340.89 kg/hm2处理和施尿
素 635.85 kg/hm2、普通过磷酸钙 812.5 kg/hm2、硫
酸钾 227.26 kg/hm2处理，分别较 N0P0K0 处理增产
55.9%和 54.0%。

2）建立了小麦产量（Y）与氮、磷、钾肥之间的回归
方程：Y=302.97 + 16.90N - 0.35 N 2 - 0.10P-0.51P 2 -
3.74K + 0.50K2 + 0.07NP- 0.57NK + 1.81PK（r=0.97）。
得出酒泉市下河清科技示范农场小麦种植最大施
肥量为 N 333.75 kg/hm2、P2O5 108.60 kg/hm2、K2O
69.60 kg/hm2，此时小麦产量可达 7 266.75 kg/hm2；
最 佳 施 肥 量 为 N 273.15 kg/hm2、 P2O5 106.80
kg/hm2、K2O 49.50 kg/hm2，此时小麦产量可达
7237.05 kg/hm2。综合分析结合本地生产实际，建
议小麦氮、磷、钾的推荐用量分别为：217～254
kg/hm2、120～122 kg/hm2、45～75 kg/hm2。

（本文责编：王建连）

油料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对于
保障人民生活和宏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1］。
油料生产波动幅度较大，生产增长过慢时供不应
求的局面加剧，油料相关产业萎靡；生产增长过

快时对油料的需求虽然会缓解，但会使油料相关
产业迅速膨胀，其他产业萎缩，造成经济结构失
衡，导致更严重的经济损失［ 2～3］。
经济预警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20世纪初，主

摘要：根据1990—2011年甘肃省食用植物油生产相关数据，建立了甘肃省食用植物油生产安全预警系统，
评估了1991— 2011年甘肃省食用植物油生产安全状况，预测了2012— 2017年的警情状态。结果表明，1991—
2011年甘肃省食用植物油生产处于轻警状态；2012—2017年也将处于轻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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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past relevant data，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production safety early warning system of edible vegetable
oil in Gansu province，evaluates its safety situation from 1991 to 2011 and forecasts its warning condition from 2012 to 2017.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production was in the light alarm status from 1991 to 2011；it would be in the same status in the year of the
period 20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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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西方经济统计学界对宏观经济波动问题的监
测研究。所谓警，就是经济发展和粮食生产的发
展严重偏离正常运行的轨道［ 4～5］。预警就是通过外
部指标的现象，反应系统的内在机理，从而找出
经济运行的规律及动因，并对未来不正常的时空
范围和危害程度进行预报［ 6］。因此，掌握经济波
动信息，建立相应的信息管理系统，及时捕捉生
产中出现的市场先兆，进行信息反馈，可保证生
产运行不偏离正常轨道，为生产提供一个具有量
化指标的参照系，实现对生产的监测管理科学化，
为决策者、生产者、经营者实施正确的决策提供
依据。我们采用指标预警法，对甘肃省 1990—
2011年的食用植物油生产进行了研究，以期为甘
肃省食用植物油生产安全提供预警参考。
1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资料来源

甘肃省 1990— 2011年植物油产量的 12项预
警指标原始数据来源于 1991—2012年《甘肃农村
年鉴》。植物油产量由菜籽油、胡麻油、油葵油、
棉籽油和其它油的产量相加得到。菜籽油、胡麻
油、油葵油和其它油产量分别为对应油料产量乘
以出油率，再减去损耗得到。
1.2 研究方法

1.2.1 指标选取 预警指标体系由警情指标、警
源指标和警兆指标组成 ［ 7］。警源是产生警情的根
源，是“火种”［ 8］，可分为自然警源、外生警源和内
生警源 3类。警情往往是由于这几类警源共同作
用引起的［ 9］。在确定警情指标时，通常采用增长
率度量［ 10］。本研究将食用植物油产量增长率作为
生产预警的警情指标。考虑警情与警兆之间的关
系，分别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选择警兆指标（图
1）。

1.2.2 确定警限与警度 警限是指有警与无警的
临界值，警度指警情所处的状态，即严重程度，
可划分为无警、轻警、中警、重警、巨警等不同
等级［ 11］。我们按照多数原则、半数原则、少数原
则、众数原则、均数原则、人口原则、负数原则
等警限确定原则，将警情指标（甘肃省食用植物油
产量增长率）的无警、轻警、中警、重警、巨警 5
种警限加以综合平均，通过适当调整，得到甘肃
省食用植物油产量增长率的 5种警限区间，根据 5
种警限区间，分别给出警度，即 0表示无警，-1
表示轻警，-2表示中警，-3表示重警，-4表示
巨警，并利用警兆和警情之间存在的密切因果关
系和相关关系，采用反馈方式，根据警情指标的
警限，确定各警兆变量的警限和警区［ 12］（表1）。
1.2.3 设计预警灯 预警控制的指标灯系统类似
于交通管制信号系统，可用指标的警度来表示宏
观经济运行的状态［ 13］。因此给无警、轻警、中警、
重警、巨警 5 种警度警区设计了浅蓝、蓝、绿、
黄、红 5种相对应的预警信号灯色。我们采用综
合分析法，对甘肃省食用植物油生产安全影响较

表 1 甘肃省植物油生产指标的警度与警限 %
指标 无警（0） 轻警（-1） 中警（-2） 重警（-3） 巨警（-4）

植物油产量增长率 ≥5.49 5.49～-0.30 -0.30～-6.57 -6.57～-11.44 ≤-11.44

油料播种面积增长率 ≥2.49 2.49～-0.14 -0.14～-2.96 -2.96～-5.15 ≤-5.15

有效灌溉面积增长率 ≥0.71 0.71～-0.04 -0.04～-0.85 -0.85～-1.48 ≤-1.48

受灾面积增长率 ≤-31.52 -31.52～1.72 1.72～37.72 37.72～65.68 ≥65.68

化肥施用量增长率 ≥2.63 2.63～-0.02 -0.02～-0.44 -0.44～-0.77 ≤-0.77

农药施用量增长率 ≥13.66 13.66～-0.42 -0.42～-9.15 -9.15～-15.93 ≤-15.93

农村劳动力增长率 ≥0.86 0.86～-0.05 -0.05～-1.03 -1.03～-1.79 ≤-1.79

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率 ≥3.74 3.74～-0.21 -0.21～-4.48 -4.48～-7.80 ≤-7.80

总人口增长率 ≥0.40 0.40～-0.05 -0.05～-1.04 -1.04～-1.81 ≤-1.81

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7.62 7.62～-0.42 -0.42～-9.13 -9.13～-15.89 ≤-15.89

猪牛羊肉总产量增长率 ≥3.50 3.50～-0.35 -0.35～-7.57 -7.57～-13.18 ≤-13.18

油脂类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 ≥8.46 8.46～-0.95 -0.90～-20.60 -20.60～-35.86 ≤-35.86

图 1 甘肃省植物油生产预警指标体系

甘肃省食用植物油产量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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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 5个指标（植物油产量增长率、油料播种面积
增长率、受灾面积增长率、化肥施用量增长率、
总人口增长率）进行综合分析，确立总控制评价界
限，然后计算综合警度，确定综合灯色，最终得
出每年度植物油生产景气状况的运行态势。
1.2.4 指标预警有效性检验 利用警兆指标的警
度结果与警情的警度进行比较，将预警正确以及
基本正确和略有误差的年份称之为预警有效年。
如有效年份占全部预警年份的 2/3或 2/3以上，则
称用此先行指标作为警兆指标对警情指标与警示
有效地、可靠的、检验的结果具有可信性［ 2］。
1.2.5 趋势外推预测 以 2002— 2011 年甘肃省
植物油产量为基准数据，采用线性趋势预测法，
根据警情指标的未来值，参考警限值将其转化为
警度，结合植物油产量增长率的警限区间，对
2012 — 2017年甘肃省植物油生产的警情状态进
行预测。
2 结果与分析
2.1 甘肃省食用植物油生产安全现状

由表 2可知，1991—2011年 21 a甘肃省食用
植物油生产安全影响较重的 5项预警指标中，受
灾面积增长率和总人口增长率平均结果为无警状
态，植物油产量增长率和油料播种面积增长率平
均结果为轻警状态，化肥施用量增长率平均结果
为中警状态。5项指标 21 a的综合灯色平均为蓝
灯，处于轻警状态。说明这 21 a甘肃省植物油生
产基本正常，但供应不能完全满足需求，如任其
发展，可能在较长时间内出现警情。
由图 2可见，1991—2011年 21 a间，甘肃食

用植物油生产警情状态为无警 12 a，占 57.14%；
轻警 5 a，占 23.81%；中警 3 a，占 14.29%；重警
1 a，占 4.76%；无巨警年份。其中 1992、1993、
1994、 1996、 1998、 2001、 2003、 2004、 2005、
2008、2009、2011年信号亮出“浅蓝灯”，即这 12
个年份的经济发展很稳定，政府可在稳定中采取
促进经济增长的调控措施；1991、1999、2002、
2006、2010年信号亮出“蓝灯”，表示景气尚稳，
其中 1、2个指标的增长率可能有下降趋势，在短
期有继续下降或恢复两种可能；1995、 1997、
2007年出现“绿灯”，表示至少有两个指标的增长
率在下降，而且下降存在一定的幅度，此时政府
应采取适当措施刺激，如相应的投入，提高指标
的增长率；2000年警灯亮出的是“黄灯”，处于重
警，这时植物油生产开始萎缩，各重要相关指标
出现滑坡，供需矛盾不能缓和，可能会危及国民
经济的运行，但经过努力可使植物油生产复苏。

同时，1996、1998、2008年警灯从“绿灯区”直接
恢复到“浅蓝灯区”，说明采取的措施有效，力度
足够；2000年各重要指标均出现滑坡（如油料播种
面积增长率滑坡到巨警，化肥施用量增长率和总
人口增长率滑坡到重警，植物油产量处于中警状
态），经过不断地努力，之后的几年基本上处于无
警和轻警状态，植物油生产得到复苏；2011年恰
好处于无警和轻警的交界处，虽然亮出的是浅蓝
灯色，但不排除食用植物油生产即将出现有警的
状态的可能。

2.2 指标预警有效性检验

对甘肃省食用植物油产量增长率的 11 个警
兆指标预警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的结果（表3）表明，
11个指标的预警有效年份占全部预警年份的比例
均为 2/3 或 2/3 以上，均通过有效性检验，即预
警可靠。

表 2 1991—2011年甘肃省食用植物油生产指标综合灯色淤

年份
植物油
产量
增长率

油料播
种面积
增长率

受灾
面积
增长率

化肥施
用量
增长率

总人
口增
长率

综合
灯色

1991 B B D B A B
1992 A B B A A A
1993 B B A A A A
1994 A A E A A A
1995 E C D A A C
1996 A A A A A A
1997 E D D A A C
1998 A A A A A A
1999 C B C B A B
2000 C E C D D D
2001 B A B A B A
2002 B D B A B B
2003 A A B A B A
2004 A B C A B A
2005 B C B A B A
2006 B C C B B B
2007 C E B A B C
2008 A A B B B A
2009 B A C A B A
2010 B C B B B B
2011 C B B A B A

综合灯色 B B A C A B

淤A为浅蓝灯；B为蓝灯；C为绿灯；D为黄灯；E为红
灯。

图 2 1991—2011年甘肃省食用植物油生产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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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多指标预警有效性检验淤

指标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全部年份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预警有效年份 21 16 18 17 17 17 15 18 17 17 16

有效年占全部年份的比例 1 16/21 6/7 17/21 17/21 17/21 15/21 6/7 17/21 17/21 16/21
预警是否可靠 可靠 可靠 可靠 可靠 可靠 可靠 可靠 可靠 可靠 可靠 可靠

淤X1为油料播种面积增长率；X2为有效灌溉面积增长率；X3为受灾面积增长率；X4为化肥施用量增长率；X5为农药施
用量增长率；X6为农村劳动力增长率；X7为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率；X8为总人口增长率；X9为人均纯收入增长率；X10为
猪牛羊肉总产量增长率；X11为油脂类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

2.3 2012—2017年甘肃省食用植物油生产趋势外
推预警

由表 4可见，2012— 2017年，甘肃省食用植
物油生产将处于轻警状态，警灯为“蓝灯”，食用
植物油生产基本正常，供需存在一定矛盾。

3 小结与讨论
1）研究表明，1991— 2011年甘肃省食用植物油
生产处于轻警状态，警灯为“蓝灯”，食用植物油
生产基本正常。2011年处于无警和轻警的交界处，
虽然亮出的是浅蓝灯色，但不排除食用植物油生
产即将出现有警的状态。预测结果显示，2012—
2017年甘肃省食用植物油生产将处于轻警状态，
表明甘肃省食用植物油供需存在一定矛盾，个别
指标可能有滑坡现象，如任其发展，在较长时间
内可能出现严重警情，因此在考虑稳定发展的前
提下需要采取积极措施促进投入和生产，才有可
能继续保持无警状态。
2）根据预测结果，建议在陇东、陇南等热量资源
较丰富，无霜期较长的地区增加复种面积，提高
复种指数；培育和推广高产、高油、高抗、多抗、
双低杂交油菜新品种；大力普及和推广地膜覆盖
栽培、精量播种、测土配方施肥、叶面追肥、标
准化栽培等先进适用技术；积极支持“企业+基地+
农户”的农业模式，推进产业化经营；加快实施大
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更新改造，完善灌排体系，
筹划大型水利工程以及投资小、工期短、见效快
的简易小水利工程；建立准确、可靠的基础数据
采集平台，及时发布生产、进口、流通等信息，
引导生产发展，维护市场秩序。
3）本研究利用统计预警方法确定食用植物油生产
警情指标的警限、警度，建立植物油生产预警灯

信号系统，对甘肃省植物油生产进行历史年度警
情监测，并根据历年综合警情走势，对甘肃省植
物油生产未来短期年度的警情状况进行了预测。
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图文并茂的说明年度警情
结果，缺点在于其本身对于未来预警的说明具有
模糊性，而且预警的时限较短，预测年限越长准
确性越低。而趋势外推预警的优点是预测方法为
时序趋势预测，比较容易，而且可以预测较多的
年份，可做中期预警；缺点是指标考虑单一，而
且预测误差对预警结果影响很大。为了更加准确
的确定预警结果，应该综合考虑多种方法，才能
准确判断警情，提出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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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产量预测值
（万 t）

产量预测值增长率
（%） 警度 警情 警灯

2012 23.28 5.01 -1 轻警 蓝
2013 23.96 2.92 -1 轻警 蓝
2014 24.63 2.80 -1 轻警 蓝
2015 25.31 2.76 -1 轻警 蓝
2016 25.98 2.65 -1 轻警 蓝
2017 26.65 2.58 -1 轻警 蓝

表 4 2012—2017年甘肃省食用植物油产量趋势外推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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