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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灰色系统 理论和 方法
,

对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发展趋 势进行 了深入地

研究和分析
,

提出 了把灰 色系统理论 引入粮食流通领域的 可能性与现实性
,

建立 了郑

州根食批发市场发展趋势的灰 色预N.J 模型
,

分析研究 了预 N.] 结果及郑州粮食批发市

场在试验期 中的有关问题
。

研究结果表明
,

灰色系统 理论作为一 种科学方法
,

应用于

粮食市场是完全可行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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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级粮食市场
,

也是我国流通领域深化改革的

一项重要措施
,

它将在指导生产
、

引导消费
、

调节供求等方面
,

发挥重要的作用
.

应用灰色系统

理论对郑州粮食批发市场
“

八五
”

后期及公元 2 0 0 0 年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预测
,

为粮食工作决

策提供理论依据
,

这是粮食 市场工作者所面临的一项崭新的课题
.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
,

1 9 90 年 10 月 12 日正式开业
,

至 1 9 9 3 年 5 月 28 日又正式开始期货交

易
,

形成了现货
、

期货两种机制共存
,

两种交易并行的格局
.

现郑州粮食批发市场 已更名为郑州

商品交易所
。

本研究仅限于现货交易
。

我们从 1 9 9 2 年开始跟踪现货交易轨迹
,

在不到两年的

运行 中
,

及时进行了
“

八五
”

后期的预测
〔’〕,

受到国内商业经济及灰色系统理论界的关注与好

评 〔, 〕「, 〕。 目前现货交易进行 了四年零三个月
,

根据现货交易轨迹
,

进行了预测研究及分析
。

结果

表明
:

灰色系统理论作为一种科学方法
,

应用于粮食市场是完全可行的
.

1 把灰色系统理论引入粮食流通领域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田纪云指出
: “

粮食商品化
,

经营市场化
,

这就是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
” 。

同时又指 出
“

粮食经营是一个大产业
” , “

在全 国需要陆续建立一些粮食批发市场
,

探索粮食商 品化的问

题
’

心口。

由此我们认识到
:

一是现有粮食体制已不适应新形式的要求
,

改革的办法是实行粮食商

收稿 日期
: 2 9 9 5一 03 一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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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化
,

经营市场化
;二是实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

通过建立粮食批发市场来实现粮食流通
; 三是

粮食作为商品
,

必然与市场相联系
。

粮食批发市场是探索粮食商品化的根本途径
。

粮食对于人

多地少的我国来说
,

它历来是决定国家稳定
、

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
。

粮食
“

批发市场必须牢牢掌

握在国家粮食管理部门手里
,

这个领导权不能放
’

心〕。要领导好粮食批发市场
,

就要从理论上探

索粮食批发市场的规律
。

“

凡事预则立
,

不预则废
” 。

科学的预测
,

是科学决策的依据
。

以往的预测
,

常采用系统分析

的量化方法
,

大都是数理统计法
,

如 回归分析
、

方差分析
、

主成分分析等
,

其 中以回归分析用得

最多
。

然而回归分析的致命弱点是
:

要求大样本量
,

要求样本有较好的分布规律
,

计算工作量

大
,

可能出现量化结果与定性分析结果不符的现象
。

这说明回归分析有较大的局限性
。

粮食批

发市场
,

建立的时间短
,

取得的数据少
.

显然
,

采用老方法进行分析预测
,

则是绝对办不到的
。

而

灰色系统理论却能从对少量数据的分析处理研究中作出预测
,

这就是灰色预测
。

灰色系统理论
, “

将一切随机变量看作是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灰色量
,

将随机过程看作是

在一定范 围内变化 的与时 间有关 的灰 色过

程
”
困

。

对灰色量用数据处理的方法
,

使杂乱无

章的原始数列变成规律性较强的生成数列
,

实

现了难以建立的微分方程
。

由图 1 可以看出
,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原始数据所得曲线
,

是无

规律的波型曲线
,

而生成数列所得曲线
,

则有

较强的规律性
。

灰色预测模型就是用原始数列

生成后建立的微分方程
。

灰色预测就是通过灰

色模型为基础所进行的预测
。

灰色系统理论
,

不仅成功地应用于工程控制
、

经济管理
、

未来

学研究
、

社会系统
、

生态系统
、

环境系统等领 图 1

域川
,

而且也可以应用于粮食流通领域
。

为了

郑 州根 食批 发 市 场原 始 数列 和 1 一

A G O 数列 曲线 图

探索粮食流通
、

粮食商品化所建立的粮食批发市场
,

应用灰色系统理论对其发展趋势做出科学

预测
,

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

更表现出灰色系统理论引入粮食流通领域的现实意义
。

2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发展趋势的灰色预测模型

2
.

1 “

八五
”

后期灰色预测模型 G M (1
,

1) 的建立

2
.

1
.

1 灰色预汉lJ模型 G M (l
,

l )的建立

原始数据 (见表 1) 和累加生成数 (l 一 A G O )( 见表 2)

表 1 原始数据
’

(单位
:
万吨 )

19 9 0 年 1 9 9 1 年 1 99 1 年 1 99 1 年 19 9 1 年 1 9 9 2 年 1 9 9 2 年

年 季 第 4 季度 第 l 季度 第 2 季度 第 3 季度 第 4 季度 第 1 季度 第 2 季度

(l ) (2 ) (3 ) (4 ) (5 ) (6 ) (7 )

交易额 15
.

7 8 一0 1 1
.

9 8 7 0 9
.

4 7 3 0 2 3
.

2 9 6 0 xo
.

5 9 3 8 24 3
.

1 2 6 9 2 7 5
.

5 7 8 1

,

由郑 州粮食批发市场提供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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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累加生成数 (1 一 A G O )

序 号 1 2 3 4 5

1一 A G O 1 3
.

78 10 2 5
.

7 6 80 3 5
.

2 4 1 0 5 8
.

5 3 7 0 6 9
.

1 30 8

原始数列 曲线呈波型曲线
,

是无规律的
; 1 一A G O 曲线近似一条直线

,

规律性比较强
。

根据

1 一A G O 可建立灰色预测模型
.

按灰色系统理论闭
,

根据表 1 和表 2 的数据
,

建立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灰色预测模型
,

得

到灰色预测模型 G M (1
,

l)

交
‘, ,
(k + l )一 (1 3

.

7 8 2 0 + 1 0 0
.

5 9 4 6 )e
。

·

。5 , ““ ‘, ‘
一 1 9 0

.

5 9 4 6

= 2 0 4
.

6 7 5 7 e o
·

“5 , 8 6“ 2‘一 1 9 0
.

8 9 4 6 (l)

2
.

1
.

2 G M (l
,

l)包络模型的建立

;
.

月月川川月

口,产了,I,
厅

. .
布J,‘夕

由 (1 )式灰色预测模型可知
,

最大误差百

分率
e - 一 4 2

.

6 4 %
,

原 点误差百分率
e 一 十

9 3
.

8 1 %
,

因为原始数列摆动幅度很大
,

用残差

G M (1
,

l) 修正 也得不到满意的精度
,

采用建

立灰模 G M (1
,

l) 包 络模型的办法
,

求得一个

预测带
。

由表 1 和灰模 G M (1
,

l) 作图 2
。

图 2

即是原始数列曲线 A 的包络曲线图
。

按图 2

中曲线 A 的上边缘点作数列得表 3
。

表 3 止 包络线原始数列

2 3 4 5

9
_

4 7 3 0 2 3
.

29 6 0 13 0 2 4 3
.

1 2 9 6 2 7 5
.

3 7 8 1

表 4 下 包络线原始数列

1 2 3 4 5

9
.

4 7 3 0 1 0 1 0
.

59 3 8 15 1 6

根据表 3 中数列作 1 一 A G O
,

可建得上包

络模型
:

上包牲( {
‘

一退二艺王二处匕二一

图 2 原始 数列 曲线 A 的 包络 曲 线图

交宝
,
(k + 1 )一 1 4 6

.

4 3 7 se
O 4 4 , , 5 7 。‘4 “一 1 3 6

.

9 6 4 5
(2 )

按图 2 中曲线 A 的下边缘点作数列得表 4
.

根据表 4 中数列作 1一 A G O
,

可建得下包络模型
:

交窄
,
(k + l)一 5 2

.

3 9 3 3 e 。
·

, , , , , , , , 5“
一 4 1

.

9 2 0 3 (3 )

2
.

1
.

3 G M (1
,

1 )包络模型的精度检验评定

按照文献〔8〕〔9」的方法
,

对包络模型的精度进行检验评定
。

上包络模型

交书
,
(k + 1 )一 2 4 6

.

4 3 7 se
。

·

“ , , , , 。 , ‘“一 1 3 6
.

9 6 4 5 的精度
:

后验差 比值
。~ 。

.

35

小误差频率 q (k )均小于 0
.

6 7 4 5 5 5
:
一 7 3

.

6 7 1 0
,

因此
,

p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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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p> 0
.

9 5
, 。< 。

.

35 为一级
,

本模型可勉强为一级模型
.

下包络模型

交窄
,
(k + l)一 5 1

.

3 0 3 3e ,
·

, , , , ”, , 5“
一 4 一 9 2 0 3 的精度

:

后验差 比值
。~ 0

.

30

小误差频率 q (k )均小于 0
.

6 7 4 5 5 ,
= 1

.

8 3 8 5
,

因此 p 一 1
.

根据 p > 0
.

9 5
, 。< 0

.

35 为一级
,

本模型为一级模型
。

由此可见
,

上下包络模型是可以作为预测模型使用的
.

公元 2 0 0 0 年灰色预测模型 G M (1
,

1) 的建立

2
.

2
.

1 灰 色预 汉
,

!模型 G M (l
,

1 )的建立

原始数列示于表 5
。

表 5 原始数列
.

(单位
:
万叱 )

1 9 9 2 年 19 9 2 年 19 9 3 年 19 9 3 年 1 99 4 年 19 9 4 年

年 季 上半年 下 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l ) (2 ) (3 ) (4 ) ( 5 ) (6 )

交易额 2 3
.

5 4 0 18
.

4 6 0 5 1
.

5 3 0 4 9
.

2 7 0 5 4
.

9 2 6 15 2
.

7 7 4

. 由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提供小麦交易额的原始数据
。

根据表 5 中数列作 1一 A G O
,

可建得灰色预测模型 G M (1
,

1 )
:

交
‘, ,
(k + l )= (2 3

.

5 4 + 3 9
.

0 5 4 7 ) e
。

·

, , ‘, 。“5 “
一 3 9

.

0 5 4 7

~ 6 2
.

6 2 4 7 e “ 3” ’0 6 ,‘
一 3 9

.

0 8 4 7

2
.

2
.

2 G M (1
,

1 )模型的 精度检验评定

式 (4 )的精度
:

后验差比值
c 一 0

.

26 9

小误差频率 q (k )均小于 0
.

6 7 4 5 5
,
= 2 1

.

5 1 8 3
,

因此 p = 1
。

根据 p > 0
.

9 5
, 。< 。

.

35 为一级
,

本模型为一级模型
,

故可作为预测模型使用
.

(4
、

3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发展趋势预测结果的分析研究

3
.

1 对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发展趋势的预测结果

3
.

1
.

1 对郑州粮食批发市场
“

八五
”
后期发展趋 势的预N.J 结果

根据上下包络模型对郑州粮食批发市场
“

八五
”

后期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

得到 1 9 9 5 年的灰

色预期区间
,

其结果列于表 6
.

表 6 1 9 9 5 年灰色预 ,.] 区 间 (单位
:
万叱 )

最高值

最低值

第一季度
4 5 2 7 8

.

9 5 0 3

第二季度

7 10 22
.

9 0 9 5

第三季度

1 0 9 3 6 6
.

4 0 7 3

第四季度

1 7 6 68 6
.

4 6 7 3

1 1 0
.

24 5 4 1 3 1
.

11 8 1 1 5 5
.

9 4 2 8 1 85
.

4 6 7 3

3
.

1
.

2 对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公元 2 0 0 0 年发展趋势的预N.J 结果

根据 (4 )式灰色预测模型对郑州粮食批发 表 7 2 0 0 0 年灰 色预浏值 (单位
:
万叱 )

市场公元 2 0 00 年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

得到的 上半年 下半年

结果列于表 7
。

一一一止二三生止三卫‘一一一一一止三三三三兰三生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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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对郑州粮食批发市场预测结果的分析研究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现货交易运行是成功的
.

我们的研究所跟踪的交易轨迹
,

多数是在试验

期 内
,

其研究结果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

3
.

2
.

1 预测 模型精度 高预 N.] 值可信度大

由 2
.

1
.

3 和 2
.

2
.

2 节可知
,

灰色预测模型均达到一级预测模型精度
,

故预测值可信度大
。

3
.

2
.

2 1 9 9 2 年原始数据的陡增对预浏值 的影响

1 9 9 2 年原始数据与以前数据相比
,

增加量高达 10 至 30 倍
,

由于这种陡增
,

致使原始数列

的离散程度大大提高了
,

给主模型(即 (1 )式 )修正误差带来了困难
,

因此要选择包络模型
,

以求

得 区间预测
。

由于上述原因
,

我们在建立 (4) 式的模型时
,

避免使用 1 9 9 4 年下半年陡增的原始数据
。

3
.

2
.

3 预y.I 线的一个预 m.l 值与上下 包络线的 区间预 浏值

在灰色模型 G M (1
,

l) 预测中
,

由灰色模型 G M (1
,

l) 预测线所得在一个时间上的一个预

测值
,

这是比较容易确定预测结果的
,

表 7 结果说明了这个问题
;
若因为原始数列的离散程度

大
,

由包络预测模型所得在一个时间上的预测值是个 区间值
,

即所得预测值是个在上下限范围

内变化的值
,

准确性要低
,

表 6 结果充分反映了这种性质
。

3
.

2
.

4 灰 色预测值离原点愈远其预 浏精度愈低

灰色系统在发展过程 中
,

随着时间推移
,

将会不断地有一些随机扰动或驱动因素进入系

统
,

使系统的发展相继受到影响
。

因此
,

灰色模型 G M (1
,

1) 的预测
,

精度高的是仅靠近原点数

据 X ‘“,
(n) 以后的几个数据

,

而越往后
,

即越是远离时间原点
,

G M (1
,

l) 的预测就越弱
。

本研究
,

因市场交易运行时间较短
,

所取数据的单元时间较小 (以季为单元时间)
,

致使预测值离原点较

远
,

其预测精度偏低
。

所取数据的单元时间以年为单位
,

固然很好
,

但 目前不足以进行预测
。

3
.

2
.

5 对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用灰模 G M (1
,

l) 进行预 $.] 的儿 点说明

第一
、

寻求对粮食批发市场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的科学方法
。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国家粮食工作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
,

当市场开业一年多时
,

研究提出

了式 (1 )
、

式 (2) 和式 (3) 的预测模型
,

当市场现货交易运行四 年零三个月时
,

又 研究提出了式

(4) 的预测模型
。

用这些模型进行预测
,

以便为政府做决策时提供理论依据
。

我们选择用灰色

系统理论来进行预测的科学方法
,

初步研究表明
,

该方法用于粮食市场是可行的
。

第二
、

在试验期中粮食市场所存在的问题对预测带来的影响
.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在试验期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三
:

一是作为商品经济的粮食市场刚刚

兴起
,

粮食市场经济处在探索的阶段
; 二是粮食市场在国家粮食工作机制转换变动中开业运行

的
,

也就是在新旧体制共存的情况下开展粮食市场工作的
; 三是交通运输业的限制性

。

这三个

问题是影响粮食市场发展的主要问题
,

在近期内仍将如此
。

原始数列的陡增
,

使离散性太大
,

给

预测带来的困难
,

就是这些间题影响的结果
。

第三
、

粮食市场总交易量与粮食交易量的发展趋势具有一致性
。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交易内容
:

粮食
、

油料
、

油脂及粮油副产品
。

在预测的研究中着重研究了

总交易量与粮食单项交易量的发展趋势
,

发现二者的发展趋势具有一致性
。

第四
、

用灰色系统理论对粮食市场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是一次尝试性的探索

粮食市场是个新事物
,

用灰色系统理论对其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又是尝试性 的探索
。

有待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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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及公元2000 年发展趋势的预浏研究

续深入地进行研究
,

使这一方法广泛地应用于粮食市场工作中
.

4 结论

应用灰色系统理论对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所建立的灰色预测模型是科学的
.

这种方法同样

适用于粮食流通领域 中的其他粮食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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