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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预测陕西省苹果产业供求平衡模式，分析陕西省苹果产业的供给和需求发展现状，采用蛛网模型分

析，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苹果产业需求弹性大于供给弹性，属于封闭型蛛网模型结构，陕西省苹果市

场供求能够依据市场信息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实现供求总量的平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探究陕西省苹

果产业结构调整及改革机制，为陕西省苹果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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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supply-dem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apple industry in Shaanxi province, 
this paper employs cobweb model to predict the supply-demand balance model. The results indi-
cate that the supply-demand balance model of apple industry in Shaanxi belongs to the closed 
cobweb model because the demand elasticity of apple industry in Shaanxi province is greater than 
the supply elasticity, and the apple market can realize to the balance automatically, according to 
market information and the law of valu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dustrial reform mechanism of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wjf
https://doi.org/10.12677/wjf.2022.111005
https://doi.org/10.12677/wjf.2022.111005
http://www.hanspub.org


孙佳佳 
 

 

DOI: 10.12677/wjf.2022.111005 42 林业世界 
 

Shaanxi apple industry from macro and micro levels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transforma-
tion of Shaanxi appl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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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苹果产业是陕西省农业产业体系中的重要特色产业，对陕西省农业经济具有显著贡献。2019 年全省

苹果基地县达到 44 个，户均种植面积 0.20~0.33 hm2，来自苹果种植的收入占果农家庭收入的 75%，预

计 2021 年实现果农人均收入 1 万元以上。与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相比，苹果等高价值农产品生产能够促进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增加农民收入[1]。然而在陕西省苹果栽培面积持续增长、市场供应量稳定增加的

同时，陕西省的苹果价格却受到苹果产业供求关系和国际苹果价格走势的共同影响而波动频繁[2]，导致

苹果种植的收入风险增加。 
相关研究表明现代苹果产业是一项完整的系统工程，应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形

成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协调统筹的经营机制[3] [4] [5]，本文在分析陕西省苹果产业的

供给和需求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采用蛛网模型，分析并预测陕西省苹果产业供求平衡模式，从供求均衡

视角研究苹果产业的转型升级，能够有效解决“小农户”、“小生产”和纷繁复杂的“大市场”的矛盾，

提高生产效率和组织化程度，减少苹果生产经营规模的盲目扩张以及应对价格变化的脆弱性，增加效益。 

2. 陕西省苹果产业供给和需求发展现状 

2.1. 陕西省苹果产业供给现状分析 

今年来随着陕西省对苹果产业生产技术、销售等方面的大力扶持，苹果果园面积和产量稳步增长。

2005~2019 年陕西苹果产量与价格见表 1，从表 1 中可以看出，2005~2019 年陕西省苹果种植面积从 426.27 
× 103 hm2 增加到 597.57 × 103 hm2，年均增长率 4.53%，苹果产量由 560.12 × 104 t 增加至 1008.69 × 104 t，
年均增长率达到 6.21%。其中，2009 年陕西省苹果产量首次超过 800 × 104 t，跃居全国第一。2013 年由

于受干旱和冻害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苹果产量略有下降，但对陕西省整个苹果产业结构影响较小。 
 
Table 1. Apple production and price of Shaanxi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19 
表 1. 2005~2019 年陕西苹果产量与价格 

年份 苹果产量×104/t 果园面积×103/hm2 价格/(元/kg) 

2005 560.12 426.27 1.55 

2006 649.98 462.15 1.38 

2007 701.57 484.86 1.99 

2008 745.51 530.87 1.68 

2009 805.17 564.93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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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856.01 601.52 2.73 

2011 902.93 623.19 3.01 

2012 965.09 645.21 3.04 

2013 942.82 665.20 3.49 

2014 988.01 665.20 4.26 

2015 1037.30 695.20 3.71 

2016 1033.16 576.37 3.62 

2017 1092.46 586.17 3.60 

2018 1008.69 597.57 3.72 

2019 1135.58 614.57 3.8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陕西省统计局。 
 

从表 1 可以看出，陕西省苹果价格波动较大，主要分为两部分。2005~2008 年间在 1.38~199 元/kg
间上下波动。2005 年受夏季高温干旱、冰雹等自然灾害气候的不利影响导致全省苹果产量和质量下降，

平均销售价格总体下降，销售形势严峻而产量却不减反增导致供大于求使得价格下降。2006~2007 年的

苹果价格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 2000 年后陕西省政府树立了以质量取胜的发展目标，引导果农加强

管理、提高果品品质，树立了陕西苹果的品牌优势，使我省苹果价格保持良好发展的态势。2008 年苹果

价格却急速下降主要是受国际金融危机、残次果销售进度缓慢及四川“蛆柑”事件的影响，使得同类替

代品苹果的销售受到影响，价格偏低。2008~2019 年苹果产量与需求基本同步上升，价格稳步持续增加，

说明陕西苹果产业势头持续走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全省基本已经脱离了传统的苹果种植手段和单一的销

售渠道。 

2.2. 陕西省苹果产业需求现状分析 

本文的苹果需求量采用净需求量的概念，具体计算公式为：净需求量 = (总产量 − 出口量 + 进口

量) × (1 − 7.5%)；苹果供给量则为陕西省当年的产量。其中 7.5%为苹果的损耗和浪费比例，由联合国粮

农组织(FAO)历年损耗或浪费比例确定。从表 2 中可以看出，2005~2019 年间陕西省苹果需求量由 643.32 
× 104 t 增加至 2019 年的 1034.03 × 104 t，年均增长率为 6.03%。总体看来 2005 年之后苹果需求量呈现稳

定增长状态，主要是由于苹果消费在中国水果消费结构及食品消费结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随着居民食

品消费结构中水果类产品消费比重的增加，苹果消费量呈现总体呈上升趋势，逐渐成为居民餐桌上的生

活必需品，同时，生鲜物流网络的快速发展，为以蔬菜、水果为代表的生鲜农产品的销售提供了非常便

利的客观条件，使得消费者能够摆脱过去对生鲜农产品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以苹果为代表的水果消费逐

渐由季节性消费向常年规律性的消费情况转变。 
 
Table 2. Apple demand of Shaanxi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19 
表 2. 2005~2019 年陕西苹果需求量 

年份 苹果需求量×104/t 年份 苹果需求量×104/t 

2005 643.42 2012 1080.42 

2006 563.47 2013 1044.74 

2007 801.03 2014 10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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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646.05 2015 950.80 

2009 908.33 2016 1009.75 

2010 968.46 2017 1030.12 

2011 1020.11 2018 1015.69 

2019 1034.0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陕西省统计局。 

3. 基于蛛网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苹果供求总量的视角，分析并预测陕西省苹果供求平衡模式。将蛛网模型理论应用于苹果

供求平衡的分析，通过建立苹果供求模型来分析苹果供求均衡模式。 

3.1. 模型设立 

由于苹果是有较长生产周期的农产品，因此可以将蛛网模型应用于苹果的供求均衡分析。基于蛛网

模型理论，建立苹果供给与需求关系的联立方程如下： 

1A tD pα β µ= − +                                        (1) 

1 2A tS pδ γ µ−= − + +                                       (2) 

A AD S=                                            (3) 

其中 α、β、δ和 γ均为模型的待估参数， tP 和 1tP− 分别为苹果的当期价格和滞后一期价格， 1µ 和 2µ 分别

为模型的误差项， AD 为苹果需求， AS 为苹果供给。式(1)为苹果需求方程式，式(2)为苹果供给方程式，

设 A AD S= 为苹果供求恒等式。所有变量均采用原始数据，因此回归系数表示斜率。通过对模型进行估计，

可以得到以下三种情况：当 γ > β时，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6]。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价格将以越来越大

的幅度围绕均衡价格上下波动，最终将偏离均衡价格，无法恢复平衡；当 γ < β时，供给弹性小于需求弹

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价格将以越来越小的幅度围绕均衡价格上下波动，最终趋于收敛；当 γ = β时，

实际价格以相同幅度围绕均衡价格上下波动，属于封闭型蛛网。 

3.2. 模型结果及分析 

通过对联立方程模型的求解，可以初步判断我省苹果供求之间是否平衡或是否能实现平衡。本文基

于 Eviews8.0，通过建立系统方程，采用完全信息最大似然法，对上述基于苹果供求关系的蛛网模型进行

系统估计，结果如下： 
23.2632 0.0 0.86067A t RD p+ == −                                (4) 

1
21.5549 0.00 .8748 0A tS Rp −= =− +                                (5) 

模型结果显示，需求曲线方程拟合程度较高，拟合优度 R2 值为 0.86，参数显著性检验通过，说明回

归系数有效。需求曲线方程的方差精度检验指标 F 统计量为 54.44，模型成立。供给曲线方程参数显著性

检验通过，拟合优度 R2 值为 0.87，需求曲线拟合度高，曲线有效可以进一步说明情况，方差精度检验指

标 F 统计量为 47.36，表明方程的整体显著性的假设检验通过，模型成立。 
由蛛网模型的基本内涵可知，通过比较陕西省苹果供给价格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即可确定苹果供求

总量之间是否达到平衡状态。由模型结果可知：陕西省苹果需求弹性(即需求价格弹性)的值为 0.0067，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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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供给弹性(即供给价格弹性)为 0.0048，苹果需求弹性大于苹果供给弹性，表明对陕西省苹果市场而言，

价格变化对苹果需求量的影响较为显著，实际价格和实际产量围绕均衡水平上下波动的幅度会越来越小，

直至恢复至均衡点，形成“收敛型蛛网”[7]。 
同时，陕西省苹果产业当期产量与当期价格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5~2009 年陕西省苹

果市场价格呈封闭的蛛网模型，苹果价格在 1.38~1.9 元/kg 之间波动。2009~2019 年间苹果价格持续稳定

小幅增长，短期价格增长果农是获利的，但由于果农当期价格决定下期产生产，会使果农种植风险加大，

价格一旦下跌将会造成一定的损失[8]。如果陕西省苹果产业呈现整体供给量与需求量的失衡状态，苹果

供求市场能根据市场信息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自动实现平衡，亦即从长期来看陕西省苹果产业的供求总量

最终会实现平衡[9]。 
由分析结果可知，陕西省苹果市场价格和产量通过价值规律和市场的规律和市场调节功能，最终能

够实现动态均衡，仅仅依靠苹果市场内在的调节机制和规律来实现其供求动态均衡需要一个长期过程[10]。
为使我省苹果产业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供求均衡，首先要根据陕西省苹果产业供给和需求的内在机制，

陕北、关中、陕南等各苹果主产区要因地制宜，优化苹果种植结构，从空间上保障苹果的供需均衡及价

格稳定[11]；其次，提高生鲜农产品储藏设施建设力度，促进苹果汁、苹果醋、苹果干等深加工产品的发

展，缓解鲜果市场的压力，从时间上保障苹果的供给和需求；最后，加强苹果产业链标准化管理，形成

“种–采–运–藏”一体化的等苹果质量管理体系，从质量方面保证苹果的供给和需求。 

4. 结语 

陕西省苹果市场价格和产量通过价值规律和市场的规律和市场调节功能，最终能够实现动态均衡。

但其在微观措施和宏观战略层次方面的产业政策需进行有效的调整和控制。在宏观方面，陕西省应当加

强财政、金融、保险等政策，提升其对优势苹果产业的支持，尤其在苹果优势区域建设，果业龙头企业

建设面应给予政策性的信贷支持[12] [13] [14]；财政等部门的政策应该向以洛川、延安为主的陕北苹果优

势产区的投资建设倾斜，给予苹果种植耕地小型水利、果品收购及果汁及其副产品加工等政策性贷款；

改革外贸体制，建立一个更加宽松、有利于扩大苹果出口的对外贸易体系，鼓励企业扩大苹果及其加工

产品的出口；加强对进口苹果的检验检疫，合理提高检疫技术标准。 
在微观方面，着重提高重点种植区域的整体产业化经营水平，完善基层农业服务体系，创新制度和

服务模式。加强县、区果树站和农技服务中心的技术推广能力，通过制度约束和服务效果考核评价将基

层农业组织的服务真正落实到田间地头；构建基于“互联网+”的现代化信息服务体系，将“直播”、“微

信”、“公众号”等网络营销服务系统的基础设施和组织建设纳入苹果产业价值链建设的重要环节，为

生产和经营提供全方位信息服务，以信息化加快提升产业化；重视利用“合作社”、“果业协会”等农

民专业化合作组织，将分散化的小农经济进行组织化协调，提高陕西省苹果产业整体市场竞争力[15]；依

据区域土壤、气候条件和目标市场消费偏好，进行苹果品种结构的布局规划，促进优势农产品的整合和

发展，促进苹果产业向优势区域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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