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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研究

1736 － 1911 年 间 山 西 粮 价 变 动 情 况 及
影响因素研究

马国英

摘 要: 文章对 1736 － 1911 年间山西小米、小麦这两种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进行分

析，识别粮食价格变化的趋势变动、季节变动、循环变动和不规则变动特征，在此基础

上，对影响山西粮食价格变化的长、短期因素分别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在百余年间以

银计量价格上升的幅度较小，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减轻了单一用银计量的粮食价格的

波动。人口的增长为粮价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产生的影响不及货币因素的影响大。
粮食作物种植的季节性以及经济整体形势是粮食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长期而言自然

灾害、战争等的突发性的不规则因素冲击对粮食价格的影响不大。山西粮食市场具有

较强的封闭性，市场的融合使得粮食市场的封闭性有所打破，但是山西粮食市场化的发

展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山西本地粮食生产水平较低而商业异常繁荣，但是商业资本多投

入土地流转与经营高利贷，农业投资不足，反过来加重了社会总体凋敝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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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粮食价格遵循怎样的变化规律，是我们想要

通过杂乱的价格数据所要得到的直观认识，而探

究粮价的影响因素以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的

社会经济问题则是研究粮价变化的目的。了解粮

食价格如何变化、为何变化，以及人的经济行为等

在多大程度上会对价格造成影响，如何有效应对

价格的涨落，对当前现实依旧具有较强的指导意

义。得益于清代较为完善的粮价奏报制度，我们

可以获得 1736 － 1911 年间较为完整的府级月度

粮食价格数据，目前学术界利用这些数据进行了

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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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主要集中于江南、直隶等经济、政治地位比较

重要的地区，这类地区或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或

者政府高度介入，并不能体现清代尤其是近代以

来粮食市场发展的全部特征，也不能体现社会发

展的全貌。最近几年，随着粮价数据的整理出版，

以及对其他类型粮价资料的深入发掘，对其他地

区，如湖南、青海、山东等地的研究成果日益增

多。① 随着研究的深入，使得我们对于区域性市

场的发展及当地经济社会的整体特征有了更为深

入的了解。
本文对清代山西的粮食价格变动情况进行研

究。山西与华北其他地区有类似的种植结构，粮

食消费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长期以来交通

运输不畅达，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较为落

后，从山西几百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脉络来看，正

是山西本地农业生产较为落后的现实条件成为山

西商人远走他乡进行远距离长途贩运的推动力，

从而构筑起山西较为雄厚的商业资本。山西粮食

价格具备怎样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我们

提供不同于江南由水运联系起来的商业网络②，

以及直隶省由政府政策支持形成的“假性市场整

合”③等独特的发展面貌。
本文使用时间序列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在时

间序列分析框架下，可以将粮食价格划分为长期

趋势、价格周期、季节性、异常涨落四个方面，而这

四个方面又可以划分为长期变动和短期变动两个

维度。从已有的成果来看，有学者认为粮价长期

变动趋势与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有密切的联系，

价格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周期运动，而季节性变动

更是作为一种与农业收获期存在直接联系的短周

期受到关注，价格的异常变动则成为农业社会是

否能够有效应对外部、内部冲击的重要指标。

具体而言，有学者认为清代盛时( 乾隆年间)

米价较之明代盛时( 中叶) 已经高涨了一倍半④，

而在清代大约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内，粮食价格

相对比较稳定，整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⑤，但是这

种上升是不均匀的⑥，有学者认为，粮价在 17 世

纪下半叶，1825 － 1850 年以及 19 世纪七八十年

代曾有三次回落。⑦ 也有学者认为粮食实际价格

的变化比名义价格的变动幅度稍大。⑧ 研究者们

发现了清代粮食价格存在四到五年的周期⑨，显

现出了现代商业周期的特点瑏瑠，更代表气候对于

农业的影响瑏瑡。有研究者认为粮价波动有一个明

显的季节周期，从短时期来看，粮价的季节性周期

固然重要，但是它对粮价总体水平和趋势影响

甚微。瑏瑢

对于粮食价格长期变动背后的影响因素，货

币主义者认为粮食价格的载体———货币供应量的

变化是影响粮价变动趋势的主要因素，并将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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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价格革命”相关联，从而将中国粮价变化

作为世界货币变革的一个环节来进行考查。① 非

货币主义者认为，人口是引起价格长期变动的深

层次的原因②，人口的增长带来对食物的需求，同

时也使得土地垦辟面积增加，但是并未带来农业

劳动生产率相应的提高，③进而引起供求之间的

矛盾，促使粮食价格上升。但是相对于清代人口

的爆炸式增长而言，清代几百年来粮食价格的增

长幅度并不大，且较为平稳。研究者们日渐在研

究中将上述两种因素进行融合。在清代粮食价格

研究中，学者们也并不突出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

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价格的上涨几乎总是与货

币供应量的增加相伴随，人口也是一样④，同时人

口增长会使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引起粮食价格

的上涨。
粮食价格的季节性变化是确定存在且较容易

识别的，引起季节变动的首要因素受四季更迭影

响的，由粮食种植与收获年内年变化引起的粮食

供给量上的变化，但同时还可能受其他因素如政

府仓储的影响。⑤ 战争与灾荒等作为影响粮食价

格不规则变动的因素，在短期来看，带来的负面影

响是显著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其所带来的影响可

能会被其他的因素冲淡。不规则因素对于市场粮

食价格冲击程度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市场

发展的水平，即市场流通的扩大使得某地市场的

刚性减弱，提高了地域社会对灾害、战争等冲击的

反应能力。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市场化的扩大可

能为地域市场带来新的风险，即某些传统上的地

区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分化出粮食生产区和依

赖于其他地方粮食供给的区域。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上受到的冲击及地方社会的应对可能会具有

一些新的特征。

二、方法介绍及数据说明

传统的时间序列分析把时间序列的波动归结

为四大因素: 趋势变动( T) 、季节变动( S) 、循环变

动( C) 和不规则变动( I) 。⑥ 本文使用 X － 12 季

节调整法和 H-P 滤波法过对 1736 － 1911 年间山

西小米、小麦这两种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进行分

解，识别出粮食价格变化的趋势变动、季节变动、
循环变动和不规则变动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影响

山西粮食价格变化的长、短期因素分别进行研究。
通过对这两种作物价格分别进行研究，探究粮食

市场的发展以及粮食商品化等诸多方面。
( 一) 方法介绍

Gensus X － 12 算法的核心是 X － 11 方法，其

核心是滑动平均方法，其优点是可以根据各种季

节调整的目的选择计算方法。趋势变动 ( T) 、季

节变动( S) 、循环变动( C) 和不规则变动( I) 四种

变动与原序列的关系可被概括为两种模型，乘法

模型适用于 T、S、C 相关的情况，加法模型则适用

于 T、S、C 相互独立的情形。基本步骤: ⑦

假定观测序列 Y{ }
t 适合于乘法模型，Yt =

TtSt It ( t = 1，2，…，N)

对原 始 序 列 的 趋 势 Tt 进 行 估 计，得 T
^

t =
fTt ( Yt ) ( t = 1，2，…，N)

采用中心移动平均法，过程中剔除了时间序

列的季节成分和不规则成分，产生的移动平均序

列是长期趋势的估计值。

剔除 T
^

t 得到季节变动和不规则波动相对数，

( StIt ) = Yt / T
^

t ( t = 1，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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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 StIt ) 对事件序列进行调整得到季节成

分，S
^

t = fSt ( StIt ) ( t = 1，2，…，N)

最后的得到不规则变动的估计: I
^

t = ( StIt ) /

S
^

t ( t = 1，2，…，N)

具体构成因素的分解包括:

( 1) 初步估计，由于采用月度数据，所以趋势

估计计算序列的中心移动步长的公式为:

T( 1)
t = ( 0． 5 × yt+6 + yt+5 + … + y + …yt－5 +

0． 5 × yt－6 ) /12
趋势因素过滤，所得的新序列只有季节因素

和不规则因素

SI( 1)
t = Yt /T

( 1)
t

估计季节因素，对 SI( 1)
t 进行移动平均:

St = 1
9 SI( 1)

t －24 + 2
9 SI( 1)

t －12 + 3
9 SI( 1)

t + 2
9 SI( 1)

t +12 +

1
9 SI( 1)

t +24

St 处以 2 × 12 的滑动平均值，获得初步的无

偏季节因子 S ( 1)
t

得到不规则因子估计序列，I( 1)
t = SI( 1)

t / S( 1)
t ，

根据 I( 1)
t 计算移动标准偏差，并根据标准偏差函

数进行异常值的调整。原则是根据自身值和同期

离该值最近的 4 个值调识别异常值，根据移动标

准差的取值范围，小于标准差的 1. 5 倍时不过则

点被完全替代，介于标准差的 1. 5 倍和 2. 5 倍时

不规则点被部分替代。
计算初步季节调整后的序列 A( 1)

t = yt /S
( 1)
t

( 2) 一部估计与过滤

用长 度 为 2H + 1 的 Henderson 过 滤 计 算

趋势:

T( 2)
t = ∑H

j = －H
h ( 2H+1)
j A( 1)

t +j )

其中 H 值由 I /C 确定，hj 为各平滑数据的权

数，当 I /C ＜ 1 时，H = 4 ; 1 = I /C ＜ 3． 5 时 H =
6，I /C = 3． 5 时 H = 12

计算最终的 SI 比率，SI( 2)
t = Yt /T

( 2)
t

替换 SI( 2)
t 的异常值，利用 3 × 5 季节移动平

均计算出最终的季节因素，得出季节无偏因素

S( 2)
t 。

计算出季节调整后的序列 A( 2)
t = A( 1)

t / S( 2)
t

计算不规则因素 I( 2)
t = A( 2)

t /T( 2)
t

根据序列中的变量确定异常值的权重并调整

异常值。
( 3) 最终的调整与过滤

计算最终趋势 T( 3)
t = ∑H

j = －H
h ( 2H+1)
j A( 1)

t +j )

得出最终的不规则因素 I( 3)
t

最后原序列分解为 yt = T( 3)
t S ( 2)

t I( 3)
t

H-P 滤波法是非线性回归技术，其采用对称

的数据移动平均方法原理设计出一个滤波器，从

而得到一个平滑序列。具体方法为:

Y{ }
t 是包含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的价格时

间序列， Y{ }T
t 是趋势成分， Y{ }C

t 是周期成分，Yt

= YT
t + YC

t ，

H-P 滤波可以将 YT
t 分解出来，最小化函数为

min∑
T

1
( Yt － YT

t ) 2 + λ ( c( L) YT
t )[ ]2 ，

其中 c( L) 是延迟算子多项式，

c( L) = ( L－1 － 1) － ( 1 － L) ，

最 小 化 函 数 为 min∑
T

1
［( Yt － YT

t ) 2 + λ

∑ T－1

t = 2
［( YT

t+1 － YT
t ) － ( YT

t － YT
t－1］

2
］

( 二) 数据情况

不少学者在研究中对清代粮食价格进行了收

集整理，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珍藏的粮价抄档资料，以及台湾学者王业

键先生编制的资料库。20 世纪 30 年代由汤象龙

等一批学者从故宫档案中挖掘整理出的专题史

料，对道光朝至宣统朝的粮价进行了系统整理，编

制成粮价统计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将这部分数据公开出版，曾抽取了粮价表中光绪

三十四年元月到四月各省的全部数字与故宫博物

院现存的宫中粮价单原档进行校验，校验结果，其

准确率达到极高的水平。① 故在本研究中，1821
－ 1911 年间的数据采用《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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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的数据。
王业键编辑的资料库主要是依据台北故宫博

物院所藏的清宫档案，也部分利用了大陆所藏的

粮价清单和当时尚未公开出版的《清代道光至宣

统间粮价表》，但不是很全面。有人认为，王业键

的清代粮价资料库与粮价表约有 5% 的数据不吻

合①。作者收集到了乾隆、嘉庆两朝山西原始的

粮价单，并将其与《清代粮价资料库》中的数据进

行了对比。可以发现，王业键数据库中，山西各州

府( 当时未设立行政建制的除外) 在 1736 年即有

较为连续的价格数据，但是从第一历史档案馆中

所藏的粮价单来看，山西在乾隆三年( 1738) 年才

开始对荞麦、高粱、豌豆这几个品种的价格进行奏

报，即乾隆元年至乾隆三年之间上述三种作物的

价格是不存在的。另外，数据库中不少年份的数

据与由原始粮价中数据折算后的数值也有差异，

故本文 1736 － 1820 年间的数据使用从第一档案

馆中抄录的数据。
对原始以阴历月奏报的价格数据进行了处

理，将其转换为以阳历月计量的数据。在中央研

究院编制的两千年中西历转换程序中，是按照天

数对粮价进行平均，虽然两千年中西历转换程序

的开发有利于对古代问题的分析，但实际上在粮

价的处理中使得数据的处理复杂化。陈春声将含

闰月的数据与当月数据进行简单算术平均，这就

消除了闰月。② 但是这一方法也存在一定的问

题，以七八年为周期，存在着阴历和阳历不相吻合

的情况，实际上也存在一定的偏差。本文按照中

研院开发的两千年中西历转化工具，对照阴历与

阳历月份，如果相邻两个阴历月份的价格数据落

在了某一阳历月份，则取这两个月份的价格的平

均值。比如，某年阴历四月大体上相当于阳历的

五月，那么该年五月的粮食价格数据即为粮价单

中四月的价格; 某年阳历五月介于阴历三、四月之

间，则将粮价单三、四月粮食价格数据进行平均，

以此类推。
本文对 1736 － 1911 年间小米和麦子的价格

数据分四个阶段进行研究，即 1736 － 1779 年、

1780 － 1823 年、1824 － 1867 年、1868 － 1911 年，

时间跨度基本上包括了粮食价格数据较为准确的

乾隆朝，粮食价格奏报制度开始松懈的嘉庆朝，内

忧外患加剧，经济萧条的道光朝，以及发生较为严

重的自然灾害及之后经济艰难恢复的光绪朝。清

代山西粮价奏报出现的较早，起初只局限于粟米

价格，之后发展成为包括小麦、粟米、高粱、豌豆、
荞麦五种粮食价格奏报体系。山西作物以小麦、
粟米为主，本文对这两种作物的价格进行考察。
其中，小麦主要用于出售或者交换较为廉价的粮

食，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粟米产量不高，在全省

均有种植，也是人们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

各个品种的粮食价格包括最低价和最高价，以及

和与上月相比的增减情况，本文对各州府的最高

价与最低价进行平均，再计算出全省的平均价格。

三、山西粮食价格变化特征

全省小米和小麦价格变动趋势整体上较为相

似，1736 年到 1911 年两种粮食的价格并没有大

幅度的上升( 图 1) ，除了光绪三年至五年、光绪二

十五至二十九年粮价上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外，其

他年份粮食价格基本保持在 2 两 /石 左 右。在

176 年间，山西省粮食价格共经历过十六次涨落。
乾隆朝 60 年间( 1736 － 1795 年) 价格经历过五次

涨落，1760 年左右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剩余的四

次价格变化均不大。其中，1736 － 1754 年间小麦

基本较为平稳，之后开始上升，到 1749 年开始下

降，1756 年之后又开始上升且上升幅度较大，而

在此期间小米价格变动不大。1779 年小米价格

与小麦价格有一次突然的上涨，之后迅速平落，之

后粮食价格较为稳定，一直持续到 1796 年。
嘉庆朝( 1796 － 1820 年) 两种粮食的价格基

本上处于上升的态势，其中 1807 年有较小幅度的

回落，持续时间较短，1812 年价格上涨到高点后

开始下降，但是从 1803 年开始小米价格与小麦价

格均高于 2 两 /石。道光元年( 1821 年) 价格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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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下降的趋势，1828 年降到最低后开始上升，

一直持续到 1835 年，之后一直到咸丰三年( 1853
年) 之前整体上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其间有过

一次较小幅度的上涨。1853 年山西省小米与小

麦价格下跌到了历史最低水平，此后到咸丰八年

( 1858 年) 之前价格一直在上升，咸丰朝最后三年

小米与小麦价格略微有所下降。
同治朝( 1862 － 1874 年) 粮食价格有一次较

为完整的涨落过程，1868 年价格处于这一时期最

高水平。总体上看，光绪年间山西省粮食价格经

历了两次大的震荡，一次幅度较小的震荡。波动

幅度较大的两次中，一次是光绪三年至五年，粮价

急剧上升，在四年达到最高点，一石粟米、小麦价

格超过 6 两银子。另外一次是光绪二十五至二十

九年，粮价又经过了一次大幅涨落的过程，价格变

动幅度虽然没有前面一次大，但是持续的时间较

长，直到光绪朝结束，很多地区粮食价格还是没有

回落到之前的水平。而与光绪二十五年这次的相

似，光 绪 十 八 年 ( 1892 年 ) 全 省 范 围 内 收 成 欠

佳，①但是粮价在经历了十八、十九两年( 1892 年、
1893 年) 的上涨后在二十年即已回落，振幅较小。

图 1 小米、小麦价格的趋势序列

图 2 1736 － 1911 年间小米价格的季节性变动情况

通过对 1736 － 1911 年间小米价格和小麦价

格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研究发现，两种粮食的价格

均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特征，在前后四段时期内

价格的变动周期均为 4 年左右，这与清代粮食价

格已有的研究成果一致。粮价的季节变动又叫做

季节差价，指同一种粮食在同一市场上不同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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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736 － 1911 年间小麦价格的季节性变动情况

的价格差价，其变化方式主要受粮食作物耕作制

度和粮食运输路线畅达性的影响，而其变动幅度

则反映了粮食余缺情况、仓储状况以及粮食市场

在保持粮食均衡供应的有效性。

图 4 不同阶段小米价格季节性变化特征( 基于移动平均的分析)

从图 2 与图 3 来看，山西省小米价格与小麦

价格体现出一定的季节性特征，但是存在较大的

差异。就两种作物季节性的共性特征而言，乾隆

朝两种作物价格的季节性特征最为明显，但是在

乾隆后期至道光朝减弱，之后又有所增强。小米

的季节性特征较小麦的稍强，尤其是 1892 － 1848
年间，而在丁戊奇荒 ( 1875 － 1879 ) 发生之时，小

麦价格的季节性特征较为突出。
为了进一步探究小米、小麦价格的季节性特

征，基于移动平均的方法分别计算上述四个阶段

小米、小麦价格的季节因子。从图 4、图 5 来看，

1737 － 1779 年间小米价格与小麦价格的季节性

变化更为显著，其中，小米价格在八月上升到最

高，八月之前一直处于上升的状态，其中七月至八

月季节因子上升减缓，八月之后开始下降，十一月

小米价格季节性因子最小，十二月有所上升，但是

数值小于一月的水平，即从十一月到次年八月小

米价格季节性因子一直在上升。小麦价格季节因

子五六月最高，六至八月间下降较为明显，八至十

月价格虽然也在下降，但是下降的幅度很小。十

一月价格开始上升，一直持续到次年五六月间。
李明珠在对华北地区另外一个重要的省份直

隶省粮价进行研究时发现，直隶省粟米的价格在

每年的六月份和七月份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

在一月份降到低点。在冬天的前几个月价格回升

之前，粟米的价格有一个简单的十一月至次年一

月小循环。小麦价格在每年收获之前的四月或五

月达到顶峰( 也就是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 ，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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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市场后的八月或九月落到最低点。秋季，粮

价开始上升，进入十二月价格平稳，第二年的一月

下跌，在冬季的二月和三月再一次上涨。

图 5 不同阶段小麦价格季节性变化特征( 基于移动平均的分析)

图 6 1736 － 1911 年间小米价格的不规则变动情况

图 7 1736 － 1911 年间小麦价格的不规则变动情况

直隶省与山西省粮食种植节令基本相似，小

麦通常在秋季即九月或十月播种，在初夏即五月

或六月收割。粟米在每年的春季( 四月份) 播种，

秋季( 大概在九月份) 收获。小麦的四月收获减

缓了粟米价格上升的趋势，但是其进入市场后使

得小米价格有所下降，而在小米进入市场后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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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的季节因子下降更为迅速，本年粮食的收获

只能使小米价格的下降趋势维持至十一月份，直

隶省小米价格在次年一月份降到低点后才开始

上升。
小麦的收获使得小麦价格在六月至八月间下

降迅速，但是小米的收获并未使得小麦价格季节

因子有所下降。一般而言，小米是山西省主要的

粮食作物，小米与其他秋粮基本同时收获，市场上

粮食在一年中是最充裕的时候( 不考虑政府开仓

放粮等情况) ，小麦价格应该进一步下降，小麦价

格季节因子八月至十月下降幅度减小的原因或许

是因为小麦在山西省种植量不多，同时消费量也

并不多，很多时候并不是用于农民自己消费而是

在市场上换取较为廉价的品种食用。与小米类

似，本年粮食的收获只能使小麦价格的下降趋势

维持至十一月份。
不规则变动是各种偶然( 或突发性的) 因素，

如政治动荡、大的自然灾害以及无法预料或确切

解释的随机性因素影响的结果。不规则变动与时

间无关，与那些经常起作用的严格意义上的随机

变动也是不同的。

1736 － 1911 年间小米价格的不规则变动序

列围绕 1 上下波动，范围介于 0. 92 － 1. 1 之间，表

明不规则部分基本稳定，但是乾隆朝前期和光绪

朝不规则变动的影响较大。分别从四个时间段的

情况来看，第一个阶段中小米价格整体上后面年

份异常因素的影响下降，第二个阶段不规则因素

的影响要低于第一个阶段，1805 年变动较大，第

三个阶段是不规则因素影响最小的时期，1867 年

不规则因素的影响较大，第四个阶段 1876 － 1879
年不规则因素的影响较大，但是 1898 － 1903 年间

不规则因素对其影响最大。

四、影响粮食价格变动的长期

因素与短期因素

不规则因素、趋势因素和季节因素对山西省

小米、小麦价格变化的影响程度见表 1。从此表

可看出，价格短期变化主要由不规则因素和季节

因素决定，而长期变化由趋势因素决定，其总体影

响规律是: 随时间推移，不规则因素和季节因素的

作用逐渐降低，而趋势作用逐渐加强，虽然趋势因

素对于小米价格的影响呈现增加的趋势，但是趋

势因素的影响在 1780 － 1823 年最小。价格月度

变化中，不规则因素比季节因素对粮食价格变化

的影响程度小，而到间隔 12 个月时，不规则因素

对价格的影响大于季节因素的影响。

表 1 因素对价格变化的相对贡献度

小米价格

1736 － 1779 年 1780 － 1823 年 1824 － 1867 年 1868 － 1911 年

间隔

月数

不规则

因素

趋势

因素

季节

因素

不规则

因素

趋势

因素

季节

因素

不规则

因素

趋势

因素

季节

因素

不规则

因素

趋势

因素

季节

因素

1 9. 28 50. 99 39. 72 16. 41 40. 11 43. 38 7. 69 55. 69 36. 62 12. 86 69. 97 17. 17
2 3. 92 57. 99 38. 08 6. 09 48. 51 45. 41 3. 02 62. 88 34. 10 4. 52 81. 54 13. 94
3 1. 92 61. 65 36. 44 2. 90 52. 56 44. 54 1. 38 67. 49 31. 13 1. 96 86. 23 11. 81
4 0. 99 64. 93 34. 08 1. 66 55. 42 42. 92 0. 67 70. 67 28. 66 1. 14 89. 14 9. 73
5 0. 67 68. 21 31. 12 1. 24 58. 68 40. 08 0. 44 74. 37 25. 19 0. 75 91. 68 7. 57
6 0. 57 72. 79 26. 64 0. 94 63. 50 35. 56 0. 37 78. 68 20. 95 0. 50 93. 75 5. 75
7 0. 49 78. 20 21. 31 0. 75 70. 67 28. 58 0. 33 83. 88 15. 78 0. 37 95. 49 4. 15
8 0. 41 84. 33 15. 26 0. 74 78. 98 20. 27 0. 25 89. 18 10. 58 0. 27 96. 93 2. 80
9 0. 32 90. 31 9. 38 0. 75 86. 87 12. 38 0. 18 93. 73 6. 09 0. 26 98. 09 1. 65
10 0. 29 95. 13 4. 58 0. 64 93. 41 5. 95 0. 18 97. 02 2. 81 0. 19 99. 05 0. 75
11 0. 32 98. 36 1. 31 0. 60 97. 74 1. 66 0. 16 99. 07 0. 77 0. 17 99. 59 0. 25
12 0. 35 99. 62 0. 03 0. 68 99. 27 0. 05 0. 19 99. 74 0. 07 0. 18 99. 80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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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价格

1736 － 1779 年 1780 － 1823 年 1824 － 1867 年 1868 － 1911 年

间隔

月数

不规则

因素

趋势

因素

季节

因素

不规则

因素

趋势

因素

季节

因素

不规则

因素

趋势

因素

季节

因素

不规则

因素

趋势

因素

季节

因素

1 8. 41 46. 40 45. 19 20. 16 46. 73 33. 11 10. 45 55. 01 34. 54 11. 14 67. 48 21. 37
2 2. 97 51. 18 45. 85 7. 70 59. 36 32. 94 3. 63 64. 75 31. 62 3. 86 78. 90 17. 24
3 1. 27 55. 56 43. 17 3. 54 65. 78 30. 67 1. 77 69. 64 28. 59 1. 49 84. 57 13. 94
4 0. 80 59. 11 40. 09 2. 20 70. 34 27. 46 0. 99 73. 91 25. 10 0. 97 87. 79 11. 24
5 0. 59 63. 93 35. 48 1. 43 75. 31 23. 26 0. 69 77. 95 21. 36 0. 60 90. 36 9. 04
6 0. 46 69. 41 30. 14 1. 10 80. 17 18. 73 0. 49 82. 54 16. 97 0. 45 92. 87 6. 68
7 0. 35 75. 33 24. 32 0. 93 84. 60 14. 47 0. 40 86. 86 12. 74 0. 34 94. 71 4. 96
8 0. 32 81. 76 17. 92 0. 74 89. 02 10. 24 0. 31 91. 09 8. 60 0. 26 96. 48 3. 26
9 0. 25 88. 65 11. 09 0. 72 93. 08 6. 20 0. 28 94. 63 5. 09 0. 21 97. 86 1. 93
10 0. 26 94. 34 5. 40 0. 55 96. 46 2. 99 0. 23 97. 41 2. 36 0. 16 98. 86 0. 99
11 0. 25 98. 37 1. 38 0. 48 98. 62 0. 90 0. 21 99. 08 0. 71 0. 13 99. 53 0. 34
12 0. 28 99. 69 0. 03 0. 56 99. 39 0. 05 0. 22 99. 71 0. 07 0. 16 99. 78 0. 06

季节变化与趋势变化是影响两种作物价格的

主要因素，而不规则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说明

粮食作物种植的季节性以及经济整体形势是粮食

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粮食储备是与粮食价

格季节性密切相关的重要的方面。长期来看，自

然灾害、战争等的突发性的不规则因素冲击对粮

食价格的影响不大。
( 一) 粮食价格的短期影响因素

总体而言，价格短期变化主要由不规则因素

和季节因素决定，短期内粮价的季节性因素较为

重要，但是长期而言对价格的影响有限。从四个

时段来看，季节因素对小麦的影响逐渐减小，1780
－ 1823 年季节因素对小米价格的影响最大，1736
－ 1779 年次之，1868 － 1911 年季节性对小米价格

的影响最小。
影响粮食价格季节性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粮食收成。从图 8 来看，清代粮食收成越来越差，

乾隆朝除二十三年 ( 1759 ) 二麦收成不足六分的

县份超过一半外，每年基本上很少有收成分数不

足六分的情况。1804 年起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

变，但是与之后的时段相比而言，1804 － 1856 年

间的情况要稍微好一些，除了 1835 年收成不足六

分的县份超过了一半外，其他年份基本上歉收县

份的比例不超过 50%。1857 年起，每年基本上收

成分数不足六分的县份都超过一半。
粮食仓储的作用在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

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山

西省粮食仓储中主要贮藏的为秋粮中的谷子，乾

隆前中期 1736 － 1779 年间粮仓中贮存的谷子对

于平抑市场价格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弱化了粟米

价格的季节性波动。但是乾隆朝后期山西粮食仓

储开始减少，同时对粮仓的管理开始松懈，①粟米

价格呈现出较强的季节性特征。在清朝后期粮食

收成欠薄，使得粮食的收获并不能有效抑制粮价

的上涨，再加上粮食仓储日渐消耗、衰败，不仅在

青黄不接之际缺少粮食供应，收获之后所得粮食

依旧满足不了民生所需，粮食季节性差异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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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山西巡抚石麟:《题报遵旨查明乾隆元年份晋省各属常平仓积贮粮石数目事》，乾隆二年七月初四日，第一历史
档案馆藏( 下同) ，档号 02 － 01 － 04 － 12992 － 003; 山西巡抚喀尔吉善:《题报乾隆五年份晋省各属实存仓谷数目事》，乾
隆六年五月三十日，档号 02 － 01 － 04 － 13396 － 001; 山西巡抚蒋兆奎:《奏为乾隆五十八年山西户口数及常平仓存用并义
仓存谷数事》，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初五日，档号 04 － 01 － 01 － 0453 － 016; 山西巡抚鄂弼:《题报乾隆二十四年晋省常平
等仓管收除在数目事》，乾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档号 02 － 01 － 04 － 15332 － 005; 山西巡抚刘于义: 《题报乾隆七年
山西省各属并大有常丰杀虎二仓旧管在仓各案存贮粮谷数目事》，乾隆八年八月初五日，档号 02 － 01 － 04 － 13636 － 002;
山西巡抚阿里衮:《题为报销乾隆十三年分常平仓旧管新收谷数事》，乾隆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档号 02 － 01 － 04 －
14385 － 009; 护理山西巡抚文绶:《题报乾隆二十七年份通查各属仓贮谷石数目事》，乾隆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档号 02
－ 01 － 04 － 15622 － 006; 署理山西巡抚巴延三:《题报乾隆三十八年份山西省常平社仓及大有等仓粮石管收除在各数目

事》，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档号 02 － 01 － 04 － 16601 － 019。



粮食仓储直接对粟米价格产生影响，而小麦作为

一种较为奢侈的粮食，不仅种植较少，且人们对其

的消费也较少，乾隆初期的粮食仓储对于小麦价

格的季节性变化起到的作用有限，随着收成分数

的下降，季节因素对于小麦价格的影响减小。

图 8 1736 － 1911 年间小麦收成分数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 由相关的朱批奏折整理所得

四个时段内，不规则因素在 1780 － 1823 年对

小米、小麦价格的影响最大，1868 － 1911 年其次，

1824 － 1867 年间不规则因素对小米的影响是最

低的，1736 － 1779 年不规则因素对小麦价格的影

响最小。影响粮食价格不规则变动的因素主要有

灾害、战争等。山西省极易受到旱灾的侵袭，1759
年大旱、1875 － 1879 年间的“丁戊奇荒”影响较

大，涉及范围较广，1900 － 1901 年旱灾影响也较

大，这三次灾害是山西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几次，作

为不规则因素对粮食价格的影响较大。
据估计，乾隆年间平均每年受旱灾州县为

2. 2 个，嘉庆年间 4. 08 个，道光年间 1. 47 个，咸

丰年间 1. 09 个，同治年间 5. 85 个，光绪年间 7. 59
个，宣统年间 0. 33 个。除旱灾之外，雨涝也带来

一定的负面影响，乾隆年间平均每年受水灾州县

为 2. 25 个，嘉庆年间 0. 92 个，道光年间 1. 84 个，

咸丰年间 2. 27 个，同治年间 5. 69 个，光绪年间

2. 32 个，宣统年间 1 个。① 从数据来看，乾隆朝后

期直到道光初期，不规则因素对粟米、小麦价格的

影响较大，但是这几年却是水旱灾害较少的年份，

而光绪朝水旱灾害频发，且有战乱发生，不规则因

素对其的影响反而较小，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对于

1780 － 1823 年间灾害的情况统计不够精确，但是

后期收成的下降说明前期水旱灾害较后期少较为

合理。对此，可能的解释是清朝后期粮食奏报粮

食歉收价格上涨之时，价格奏报不准，存在虚报的

情况。以 12 个月计，不规则因素对价格的影响要

强于季节因素，说明一年以上的时间段内，水旱灾

害生产带来较为突出的负面影响。
清代后期政局不稳，爆发了几次规模较大的

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运动( 1851 年 1 月 － 1864 年

7 月) ，历时 14 年，主 要 影 响 区 域 为 长 江 流 域。
1853 年 － 1868 年爆发了捻军起义，影响范围主要

为淮河流域。同治元年( 1862 年) 西北爆发了回

民起义，1900 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1911 年辛亥

革命，清朝灭亡。值得注意的是，这几次战争中山

西省均不是战争的中心地区，或者是被战火波及

的地区，几次起义只是短时间内“过境”后退出。②

但是，这并不能表明山西省受战争的影响不深，因

为山西省在清代是一个重要的商贸省份，清代后

期山西商人的经营范围遍布全国各地，省内经济

的发展也受其影响颇深，由于政局不稳，山西商人

商业经营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流入本地的资本大

为减少，对山西经济整体局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

影响。其中，山西票号是金融资本最重要的经营

者，其主要经营区域多为受战火波及的地区，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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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军、李志芳、石涛:《自然灾害与区域粮食价格———以清代山西省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08 年第 2 期。
乔志强编:《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26 － 73 页。



上清政府财政的亏空，倒账风波不断，山西票商日

渐衰落。由于其经营范围涉及到了粮食流通领

域，而且通过类似期货交易的方式介入农产品生

产环节，①再加上山西票号以及与其存在千丝万

缕联系的钱庄基本上左右了本省的金融命脉，所

以战争给山西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即战争使

得山西省的金融受到了重大的冲击，从而渗透到

粮食生产、流通等诸多环节。对于山西这样一个

农业生产落后，商业异常发达，长期依赖于远距离

长途贸易的省份而言，其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更为深远，不仅体现了山西地域社会独特的发展

面貌，而且其中折射出的问题更值得思索。
( 二) 粮食价格的长期影响因素

趋势因素对于小麦价格影响的贡献增加，趋

势因素对于小米价格的影响在 1780 － 1823 年间

的影响最小。1824 － 1867 年间、1868 － 1911 年间

趋势因素对于小米价格的影响增加，同时呈现上

升的趋势。
但是影响粮食价格变化的长期因素是什么?

有人认为是人口的压力，也有人认为是货币的因

素。对于山西的情况，地区的差距体现出人口压

力对粮食价格的负面影响，毫无疑问，晋中和晋西

南深刻体会到了人口增长引起粮食价格上升的情

况，而北部人口稀少的地区粮食价格要比其他地

方低。1736 － 1911 年间中国人口有了较大幅度

的增长，尤其是中后期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山西也

经历了类似的趋势，直至光绪年间旱灾过后人口

损失过半，但是整体上用银计量的山西省粮食价

格增幅不大，某些年份受白银供给不足的影响，甚

至表现出下降的趋势。
为什么山西以银计量的粮食价格在将近两百

年的时间里并未有大的增长，这也许要从货币制

度上来考察，虽然粮价是以白银为单位奏报的，但

是绝大多数的日常交易使用铜钱。中国实行包括

铜和银两种金属的平行本位制的货币制度。银锭

是官方交易的基础，尤其是在交税和大规模支出

的时候，而铜钱通常用于零售交易，民间粮食的交

易大多用制钱完成。即银更多成为一种计量单

位，而钱是实际的支付单位，银钱的兑换比率常常

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单一用银

计量的粮食价格的波动，即通过银钱比价来调整

用银计量的粮食的价格。钱既作为货币，在某种

意义上又成为商品的媒介，史料中也不乏钱贵时

出粜的相关记载，实际上是通过铸钱及贬值来调

节市场上粮食价格的变动，维持以银计量的粮食

价格相对的稳定。图 9 列出了 1750 － 1820 年间

全省粟米、小麦年平均价格与每年铸造制钱情况，

进行简单的回归发现，制钱的铸造与两种粮食价

格的变化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即政府铸造制

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用银表示的粟米、小麦价格

有所下降。

图 9 全省粟米、小麦年平均价格与每年铸造制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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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饴编:《东盛和债案报告》，宣统元年铅印本，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 祁隽藻、王毓湖:《马首农言》，北
京: 中华书局，1957 年版，第 140 页。



道光朝以后，山西省市场上银钱不敷使用，经

济萧条，商业困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光绪朝。
在这种情况下，市面上银子与制钱不足，以银计量

的粮食价格稍微的上涨即意味着与市面上银钱充

足的情况相比，老百姓面临着粮价上涨更大的压

力。把制钱的情况考虑在内，实际上当时市面上

价格的变化对民生更为不利。粮价是一柄双刃

剑，其对种植粮食的“农”与市面上买粮的“民”产

生的影响不同，但是清朝后期粮食价格的上涨并

未给农民带来多少益处，种粮成本上升，“今岁农

事不佳，收获未丰，而人工甚紧，每日工人少则一

百多二百，较前常倍，盖佣工者稀少故也”①。种

粮比较收益下降，农民选择种植经济作物如罂粟、
烟草等，或者外出经商，本地市场粮食供给严重不

足，收成歉薄的年份所存粮食不够日常生活所需，

而市场上粮食价格又由于供给不足而升高。

五、结论和启示

通过对 1736 － 1911 年间山西粮价变动特征

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总体而言，在百余年间以银计

量价格上升的幅度较小，甚至在有的年份出现了

明显的下降趋势，在这一时段内山西人口也有了

较大幅度的增长( 除去“丁戊奇荒”时期人口大量

亡失的情况) ，但是人口的压力似乎没有为粮价

带来太大的压力。这一现象与当时的货币制度存

在较大的关系，清代实行银、钱并行的本位制度，

虽然粮食价格奏报体系中以银来计量，但是民间

交易使用制钱( 也不乏以物易物的情况) ，银钱的

兑换比率经常随着两种货币的流通情况发生变

化，制钱不足之时，政府会出粜制钱，以此来调节

市场上制钱的流通量，进而对粮食市场价格产生

影响。这种货币制度使得制钱作为一个媒介，减

轻了单一用银计量的粮食价格的波动，使得在将

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以银计量的价格呈现出较为稳

定的特征。但是道光朝以后，山西省市场上面临

的情况银钱均不敷使用，以银计量的粮价稍微的

上涨即意味着老百姓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力。
山西粮食市场具有较强的封闭性，一方面，山

西省本地粮食生产水平不高，另一方面，受地形地

貌的影响，粮食调运存在较大的难度，同时与直隶

粮食价格季节性变动进行比较也证实了这一点。
但是通过山西粮食价格的不规则变动来看，自然

灾害等对价格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即可平复，说

明山西粮食市场有了一定的发展，市场的融合使

得粮食市场的封闭性有所打破。
但是山西粮食市场化的发展又带来了新的问

题。山西本地粮食生产水平较低，这在一定程度

上成为山西人远走他乡从事远距离长途贩运的基

础，这就使得山西省百余年一直处于农业较为落

后，而商业异常繁荣的态势之下。在人口增长和

区域分工深化的背景下，市场化因素对于粮食价

格的影响日益显现。山西省作为一个重要的商贸

省份，地方经济长期依赖于远距离长途贩运带来

的财富的累积，随着以票商、茶商为代表的山西商

帮日渐衰落，以及社会政局不稳导致商路及交通

受阻，汇入本省的货币量大减，市面上银钱两缺使

得经济凋敝，市面萧条，农商交困。
虽然山西省商业较为发达，但是商业资本多

投入土地流转与经营高利贷，银钱的缺乏使得农

业投资不足，反过来加重了社会总体凋敝的局面。
清代后期种粮比较收益不高，农民为获得更多的

收入而选择种植经济作物，大量上等的田地种植

罂粟，屡禁不止，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经济作物

的种植，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粮食商品化水平，但是

对于种植条件较差的山西省而言，这种扩大了的

商品化使得粮食市场的风险加大。此外，商业资

本通过在农民种植粮食以及经济作物之前预先采

买对粮食生产过程的渗透，也是山西粮食市场上

的价格风险加剧的重要原因。

( 责任编辑: 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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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94、13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