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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粮食供需差真实反映粮食供需的状况，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有着重要意义。研究以广东省

为例，利用 1994—2009 年粮食生产及常住人口数据，构建空间集聚-扩散度和贡献指标，分析粮

食供需差的空间分异，并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探析城市化与粮食供需差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

表明，1994—2009 年，广东省的粮食供需差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和扩散的特征，粮食短缺从局部

现象转变为普遍现象; 21 个地级市的粮食供需差趋于平稳、缓慢增长，且增长差异呈现变小的

趋势。主导粮食需求和高贡献率地级市的空间分布特征分别是集聚→扩散→集聚与扩散; 粮食

供需差贡献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可以将所有的地级市划分为高增长指数、高贡献率，高增长

指数、低贡献率，低增长指数、高贡献率，低增长指数、低贡献率 4 种不同的类型; 而格兰杰因果

检验表明，在城市化水平较低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将直接引起人均粮食供需差的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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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预测，到 2030 年世界粮食需求将会提高 30%至 40%，到 2050 年，世界人口将达到

90 亿，农业生产必须增加 70%才能满足新增人口的需求，全球新一轮粮食危机的到来似乎

已无法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应采取各种方法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充足的粮食。
粮食安全成为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保障粮食

安全，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更是我国的立国之本。而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

速推进，城市的数量和建设规模快速增加，城市人口急剧膨胀，粮食生产的各项基本要素如

水、耕地等面临高强度的挤压并不断萎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使我国粮

食生产将面临世界性的挑战，因此，粮食安全问题得到中央及社会各界普遍关注［1-6］。
近年来，有关我国粮食安全的研究主要围绕国际粮食贸易［3，7］、国内粮食的生产能力及

因素分析［8-13］、粮食生产的空间变化［14-18］、粮食供需的空间变化［1，19-20］等相关内容展开，但

现有的粮食供需研究多侧重粮食生产，在粮食需求和粮食供需关系的时空变化，尤其是与城

市化的关联等方面尚少涉及。由于城市化不仅意味着城市建设用地对农用地的占用，而且

伴随着人口总量及粮食消费结构的显著变化。因此，只有综合考虑粮食生产空间和需求空

间的变化，才能真实地反映城市化对区域粮食安全的潜在影响。
广东省作为中国第一经济强省和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多年来经济社会格局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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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变化，进而影响到粮食供需空间格局。研究广东省的粮食供需时空变化对保障广东

省的粮食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以广东省为例，关注基于常住人口的粮食供需差，参

考相关研究构建空间集聚-扩散度、贡献指标，旨在探讨粮食供需的时空动态特征，并进一步

定量分析城市化与粮食供需差的关联特征，以期为快速城市化地区粮食安全保障提供政策

指引。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1 数据来源

广东省的行政区划图来自国家测绘局( SBSM)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 NFGIS) 的全国

1 ∶ 400 万数据库底图。2000 年以前的粮食生产、常住人口数据分别来自 1994—1999 年的

广东省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2000 年以后的粮食生产、常住人口数据以及城市主要指标分

别来自相应年份的《广东统计年鉴》。所有的数据均是以地级市为单元，包括下属的县级

市、县和市辖区( 表 1) 。

表 1 广东省次区域划分

Table 1 The sub-regional divis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次区域名称 包括的地级市

珠三角 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惠州、江门、肇庆

东翼 汕头、揭阳、潮州、汕尾

西翼 湛江、茂名、阳江

山区 清远、韶关、梅州、河源、云浮

1. 2 粮食供需差空间集聚-扩散度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人均营养热值标准，结合我国国情，将年人均粮食占有量

400 kg 作为粮食消费小康水平标准，以此计算地区粮食需求量，再减去该地区的粮食生产总

量，即为该地区粮食供需差。同时，参考“粮食产量空间集聚-扩散度模型”［14，21］构建了区域

“粮食供需差空间集聚-扩散度”，表征粮食供需差的整体变化特征。

yi = ( xi / si ) ∑
n

i = 1
( xi / si ) ( 1)

I = ∑
n

i = 1
y槡 i 槡/ n ( 2)

式中: xi ( i = 1，2，…，n) 为区域粮食供需差; si 为区域土地总面积; yi 为次区域地均粮食供

需差占区域地均粮食供需差总和的比重; I 为区域粮食供需差空间集聚-扩散度，值域为

［1 /槡n，1］，值越大，表明粮食供需差在区域内越扩散; 值越小，粮食供需差在区域内越

集聚。
1. 3 粮食供需差贡献指标

参考人口城镇化贡献模型［22］，构建粮食供需差贡献指标，由相对增长指数和贡献率构

成，其中相对增长指数表征次区域粮食供需差相对于全省的增长情况，而贡献率表征次区域

粮食供需差增长对于全省供需差增长的贡献程度。

rt =
Ut － Ut－1

Ut－1
× 100%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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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t 为次区域第 t 年的粮食供需差增长指数; Ut、Ut － 1分别为次区域第 t、t － 1 年的粮食供

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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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
rt

rt ＞ 0

－
rit
rt

rt ＜









 0

( 4)

式中: di
t 为第 i 个次区域第 t 年对于全省粮食供需差的相对增长指数; rit 为第 i 个次区域第 t

年粮食供需差的增长指数; rt 为全省第 t 年粮食供需差的增长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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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Gi 为第 i 个次区域对于全省粮食供需差增长的贡献率; Ui
t、U

i
t － 1分别为第 i 个次区域第

t、t － 1 年的粮食供需差; Ut、Ut － 1分别为全省第 t、t － 1 年的粮食供需差。
为了进一步研究各地级市对于全省粮食供需差增长贡献的差异性，根据相对增长指数

和贡献率的数据集聚程度以及数值分布，并参考各自的均值情况，把它们分别划分为不同的

等级( 表 2) 。其中，根据相对增长指数在全省的分布情况以及影响效果，3 ＞ d≥ － 3 的城市

被确定为粮食供需差变化缓慢地级市。同理，G≥3% 的城市被确定为高贡献率地级市，

G≥7%的城市则指示主导粮食需求地级市。

表 2 区域粮食供需差等级划分

Table 2 The hierarchies of the balance of grain supply and demand

等级 d 数值范围 G 数值范围

Ⅰ d≥6 G≥7%

Ⅱ 6 ＞ d≥3 7% ＞ G≥3%

Ⅲ 3 ＞ d≥ － 3 3% ＞ G≥ － 5%

Ⅳ d ＜ － 3 G ＜ － 5%

1. 4 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

目前，对城市化水平的测度主要包括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两种方法，其中前者简单

易操作，但难以全面地体现城市化动态过程，而后者则能真实地反映城市化水平，因此本研

究采用综合指标法定量评估区域城市化水平［23-24］。在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可比性和可操

作性的原则下，从人口、经济、城镇建设、社会生活方面选取评价指标［25］。在选取指标的过

程中，考虑到研究区的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并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

剔除具有相关性的数据，各项指标的权重通过主观赋值法即专家打分法确定，最终确定城市

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表 3) 。
1. 5 城市化水平与人均粮食供需差变化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简单相关性分析和传统线性回归等容易造成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的虚假回归，本

研究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考察它们的因果关系［26-27］。该检验方法由 2003 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得主克莱夫·格兰杰( Clive W. J. Granger) 所开创，他将时间序列中两个经济变量 X、
Y 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定义为: 若在包含了变量 X、Y 的过去信息的条件下，对变量 Y 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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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广东省地级市城市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3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ization level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城市化水平

人口城市化

经济城市化

城镇建设

社会生活

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 0. 214 3

人均 GDP 0. 107 1

人均工业总产值 0. 321 4

第二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 0. 214 3

人均园林绿地面积 0. 014 3

人均铺装道路面积 0. 042 9

人均建成区面积 0. 014 3

人均生活用电量 0. 014 8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0. 014 8

每万人拥有床位数 0. 007 4

每万人医生数 0. 029 6

每万人公共汽( 电) 车营运车辆 0. 004 9

测效果要优于只单独由 Y 的过去信息对 Y 进行的预测效果，即变量 X 有助于解释变量 Y 的

将来变化，则认为变量 X 是引致变量 Y 的格兰杰原因。将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和人均粮食

供需差分别记作 C 和 U，为了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并减少波动性，对人均粮食供需差处理

后取自然对数，记为 ln( U + 200) 。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是时间序列必须具有平稳性，因此，需要先对两个变量的时

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 1) 平稳性检验

本文使用 ADF 法对广东省地级市上述两个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各指标二

阶差分后 ADF 值均显著小于 10%临界值，可见广东省地级市的 C 和 ln( U + 200) 都为二阶

单整的时间序列;

( 2) 协整检验

建立协整方程并检验其残差的平稳性，通过计算，估计回归模型 R2 较大且残差平稳，可

以断定 C 和 ln( U + 200) 两个变量存在较强的协整关系。

2 结果分析

2. 1 粮食供需差时空动态

1994—2009 年，广东省粮食生产总体呈现“两升两降”的特征，珠三角、东翼、西翼及北

部山区的粮食生产变化过程与全省基本一致，且北部山区的粮食生产在全省占主要地位

［图 1( a) ］:①稳步上升期( 1994—1999 年) 。这一阶段因为耕地资源的持续开发，粮食生产

资料的投入加大以及农业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全省的粮食生产呈稳步上升趋势，并在

1999 年达到最高，为 2 041 × 104 t; ②快速下降期( 2000—2003 年) 。2000 年以前中国的粮

食生产总体供大于求，中央政府在 2001 年决定放开沿海 8 个粮食主销区( 北京、天津、上海、
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的粮食市场，不再下达粮食生产指标。这为广东省的农业结

构调整创造了条件，广东省的粮食生产持续下降，至 2003 年比 1999 年最高值时减少 26% ;

③恢复增长期( 2004—2006 年) 。由于粮食缺口的加大，中央政府及广东省在 2004 年出台

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粮食生产的政策，粮食生产下降的情况得到扭转，并呈现恢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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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波动下降期( 2007—2009 年) 。这一阶段的粮食生产虽然在 2009 年有所回升，但总体仍

呈现下降趋势，至 2008 年，广东省的粮食生产下降至 1 243 × 104 t，为 1994 年以来最低

水平。
粮食生产规模只是部分地反映了广东省的粮食供需状况。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较

早进行快速城市化的地区，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涌入，使广东省的常住人口呈现稳步增长的

趋势，并在 2005 年和 2009 年分别达到了 9 194 万和 9 600 万［图 1( b) ］。这导致广东省的

粮食供需差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并在 2008 年达到了最高，为 2 574 × 104 t［图 1( c) ］。

图 1 1994—2009 年广东省粮食生产、常住人口及粮食供需差变化

Fig. 1 The grain production，population and changes of the balance of grain supply and

demand of Guangdong Province of 1994-2009

1994—2009 年不同区域的粮食供需差空间集聚-扩散度总体呈现变大的趋势( 图 2) ，表

明广东省粮食短缺从局部现象转变为普遍现象，这反映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而导

致的农业生产比重下降以及非农业人口的持续增加，即由传统农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过渡的

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珠三角地区的指数最小，表明珠三角地区粮食供需差的集聚现象最明

显，粮食短缺最为严重。这是因为珠三角地区城市化及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较早，经济发展水

平高。北部山区的指数变化最剧烈，粮食供需差表现出扩散→集聚→扩散→集聚→扩散的

过程，这表明广东省加快山区两翼发展和推进双转移政策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使本地区人口

向珠三角地区聚集的进程减缓并出现回流现象，因此在常住人口与粮食生产变化的双重作

用下，北部山区的 5 个地级市经历了全部缺粮→部分缺粮→全部余粮→部分缺粮→全部缺

粮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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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4—2009 年广东省粮食供需差空间集聚-扩散度

Fig. 2 The space cluster-diffusion of the balance of grain supply and demand of Guangdong Province of 1994-2009

2. 2 粮食供需差贡献空间分异

1994—2009 年，粮食供需差相对增长指数绝对值较小( 3 ＞ d≥ － 3) 的地级市逐渐增多

( 图 3) ，21 个地级市之间的相对增长指数差异呈现变小的趋势。不同年份等级变化很大的

地级市的数量减少，粮食供需差变化剧烈的地级市逐渐减少，表明 21 个地级市的粮食供需

差趋于平稳、缓慢增长且增长差异呈现变小的趋势。这是因为随着城市化深层次发展，珠三

角地区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东翼和西翼地区正处于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并逐步形成工

业集群，北部山区则成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农副产品加工基地，从而使广东省生产力布局趋

于相对均衡，粮食生产空间和粮食需求空间的变化趋于相对稳定。

图 3 1994—2009 年广东省地级市的粮食供需差相对增长指数

Fig. 3 The relative growth index of the balance of grain supply and demand of cities of 1994-2009

按照贡献率的等级分布( 图 4) ，分析主导粮食需求地级市以及高贡献率地级市的空间

分布特征:

( 1) 主导粮食需求地级市，其粮食供需差的增长量占全省的比重明显偏高，对于全省粮

食供需差增长的贡献很大，能够主导全省粮食供需差的增长态势。1994—2009 年，本层次

的地级市的空间分布特征为: 集聚→扩散→集聚。在具体的地理分布上，先是集聚在珠三角

和东翼地区，然后呈现向北部山区蔓延的趋势，最终又重新集聚在珠三角和东翼地区。本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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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94—2009 年广东省地级市对全省粮食供需差增长的贡献

Fig. 4 The cities’contribution to Guangdong Province of 1994-2009

次地级市扩散的原因是 2000 年以后加快北部山区发展引起的人口回流以及广东省在此阶段

农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北部山区粮食生产下降。本层次的地级市的数量，不同时期差异较大，

2006—2009 年最少，仅有 3 个。具体的地级市也有很大变动，只有深圳一直处在本层次，在两

个以上时间段内处在本层次的地级市有广州、佛山、东莞、汕头、揭阳。1994—1997、1998—
2001、2002—2005、2006—2009 年 本 层 次 地 级 市 的 平 均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46. 07%、14. 84%、
15. 81%、11. 69%，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 2) 高贡献率地级市，其粮食供需差增长量占全省的比重比较高，对于全省粮食供需差

增长的贡献比较显著，但没有主导粮食需求地级市明显。1994—2009 年，本层次地级市的

空间分布特征是: 扩散。在具体的地理分布上表现为从珠三角向东翼、西翼及北部山区转

移; 这反映了随着城市化持续进行，更多地区农业生产作为支柱产业的格局正在逐渐改变。
高贡献率地级市的数量，不同时期差异较大，1994—1997 为 0 个; 具体的地级市变动很大，

只有珠海、惠州、中山在两个时间段内处在本层次; 1998—2001、2002—2005、2006—2009 年

本层次地级市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 4. 80%、4. 57%、4. 96%，变化不大并且能够反映全省粮

食供需差的增长态势。



260 自 然 资 源 学 报 28 卷

根据 1994—2009 年各地级市的平均相对增长指数及对于全省增长的贡献( 图 5 ) ，将

所有的地级市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进行分析( 图 6 ) ，表明地级市对全省粮食供需差增长的

贡献存在空间差异性: ①高增长指数、高贡献率。这类地级市以深圳、东莞、佛山为代表。
这类地级市既有较高的粮食供需差相对增长指数，也有较高的粮食供需差贡献率，说明

在整个研究期内它们既有较快的粮食供需差增长速度，而且对于全省粮食供需差增长的

贡献份额也较大。原因是常住人口的基数大并且稳步增长，而粮食生产的能力较低，并

且粮食生产总量逐年减少，导致粮食供需差变大并且在全省占较高比例; ②高增长指数、
低贡献率。这类地级市以河源、韶关为代表。它们有较高的粮食供需差相对增长指数、
较低的粮食供需差贡献率，说明在研究期内它们有较快的粮食供需差增长速度，但对于

全省粮食供需差增长的贡献份额较小。原因是常住人口的增加和粮食生产的减少同时

发生作用，使粮食供需差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但同时这类地级市有着很高的粮食生产

能力，并且常住人口的数量比较小，导致粮食供需差在全省所占比例较低; ③低增长指

数、高贡献率。这类地级市以清远为代表。它们有较低的粮食供需差相对增长指数、较

高的粮食供需差贡献率，说明在研究期内它们有较慢的粮食供需差增长速度，但对于全

省粮食供需差增长的贡献份额比较大。原因是清远的粮食生产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的

过程，并且在后期减产比较明显。而常住人口在双转移政策的影响下则表现为先减少后

增加，这导致粮食供需差相对增长指数的波动比较大并且均值偏低，粮食供需差在全省

所占比例也有波动但整体偏高; ④低增长指数、低贡献率。这类地级市比较多，以梅州、
阳江、云浮等为代表。它们有较低的粮食供需差相对增长指数，也有较低的粮食供需差

贡献率。说明粮食供需差的增长速度比较慢，而且对于全省粮食供需差的贡献份额也比

较小。原因是这类地级市的城市化和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起步较晚，常住人口数量的增加

和粮食生产的减少都比较缓慢，使粮食供需差增长速度比较慢。而较高的粮食生产能力

以及在全省处于中下水平的常住人口数量，使粮食供需差的总量比较小，在全省粮食供

需差中所占比例比较低。

图 5 1994—2009 年广东省地级市的平均相对增长指数和贡献综合布点

Fig. 5 The comprehensive stationing of average relative growth index and contribution of cities of 199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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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994—2009 年广东省地级市粮食供需差贡献空间分布

Fig. 6 The contribution space distribution of cities of 1994-2009

2. 3 城市化水平与粮食供需差变化

各地级市的城市化水平综合评价结果表明( 图 7) ，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的城市化水

平综合指数较高，而梅州、汕尾、茂名、云浮、湛江、肇庆等的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相对较低。
1994—2009 年，所有地级市的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表现为增高的特征。

图 7 1994—2009 年广东省地级市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变化

Fig. 7 The changes of urbanization level of cities of 1994-2009



262 自 然 资 源 学 报 28 卷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 图 8) 揭示不同城市化水平地区人均粮食供需差的变化特

征。存在从城市化水平到人均粮食供需差的单向因果关系的地级市有韶关、河源、梅州、阳
江、湛江、潮州、云浮等，它们的共同点是城市化水平低，处在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城市化水平

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镇建设的进行，这导致耕地面积的减少以及粮食生产能力的

降低，引起人均粮食供需差的变化。因此，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带动了人均粮食供需差的变

化，城市化水平是引起人均粮食供需差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而广州、深圳等城市化水平高的

地级市则不存在这种因果关系，这是因为它们处在城市化的成熟阶段，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依

赖于经济城市化的进行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不大。虽然人口数量的

增加，以及从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型伴随的粮食消费构成的变化，都会对粮食需求产生

一定的影响，但对人均粮食供需差的影响并不明显。可见，在城市化水平较低地区，城市化

水平的提升将直接引起人均粮食供需差的变大。因此，基于区域粮食安全的考虑，应加大城

市化水平较低地区的耕地保护力度，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以及用园

地山坡地补充耕地以达到耕地占补平衡。这与广东省“十二五”发展战略中将北部山区定

位为限制开发区域，重点发展现代农业和服务业，形成规模化的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的定

位是基本一致的。

图 8 1994—2009 年广东省地级市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和人均粮食供需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Fig. 8 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between urbanization level and the per capita share of the balance of

grain supply and demand of cities of 1994-2009

3 结论

基于区域粮食供给与需求分析相关研究进展，本研究首次明确将“粮食供需差”作为独

立的研究对象，并在省域范围内探讨其时空动态。粮食供需差把粮食的供需两方面有效地

结合起来，打破了以往分割研究两者，重粮食生产、轻粮食需求的局面，能够更加及时、客观

地反映粮食供需的真实状况。同时，在粮食需求的计算方面，采用了常住人口的统计口径，

使结果更加真实可靠; 而在粮食供需差与城市化的关联方面，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探讨两者

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以期为快速城市化地区粮食安全政策的制定提供

可靠的决策依据。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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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94—2009 年，广东省的粮食生产表现为“两升两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

进，粮食供需差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和扩散的特征，即粮食短缺从局部现象转变为普遍

现象。
( 2) 1994—2009 年，21 个地级市的粮食供需差趋于平稳、缓慢增长，且增长差异呈现变

小的趋势，表明粮食生产空间和粮食需求空间的变化趋于相对稳定。主导粮食需求地级市

的空间分布特征分别是集聚→扩散→集聚，高贡献率地级市的空间分布特征则是扩散。根

据地级市粮食供需差平均相对增长指数及对于全省增长的贡献，可以将所有的地级市划分

为 4 种不同的类型，表明粮食供需差贡献存在空间差异性。
( 3) 运用综合指标法，测算了 1994—2009 年广东省 21 个地级市的城市化水平，并利用

格兰杰因果检验考察城市化水平和人均粮食供需差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在城市化水平较

低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将直接引起人均粮食供需差的变大。加大城市化水平较低地区

的耕地保护力度是保障广东省粮食安全的有力措施。
但是，本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后续的工作将向“大”和“小”两个方面延伸。在“大”的

方面，应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将研究区域扩展到整个国家层面; 在“小”的方面，可考虑将

基本的研究单元进一步细化到县级单位。同时，由于国家层面研究对象的差异性，需要参考

更多的评价指标进行城市化水平的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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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temporal Analysis of Grain Supply and Demand in Rapid
Urbanization Regions in Eastern China: A Case Study of

Guangdong Province

WU Jian-sheng1，2，JIANG Pei-pei1，2，HUANG Xiu-lan3，PENG Jian1，2，WANG Zheng1，2

( 1． Key Laboratory for Environmental and Urban Sciences，School of Urban Planning ＆ Design，Shenzhen Graduate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Shenzhen 518055，China;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3．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Peking University，Shenzhen 518055，China)

Abstract: The balance of grain supply and demand accurately reflects the condition of grain sup-
ply and dem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sure grain security． Existing studies usually focus
on single factor of grain supply and demand，however，the spatial-temporal changes of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grain supply and demand，especially how urbanization influences them are rarely
involved． Basing on the statistic data concerning grain production and popul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1994 to 2009，and taking Guangdo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e space dif-
ferentiation is analyzed through constructing space cluster-diffusion and contribution index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level and the balance of grain supply and demand is analyzed with
Granger causality test． Since 1994，the balance of grain supply and demand of Guangdong Province
appears rise and diffusion and grain shortages change to common phenomenon． The balance of grain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21 cities tends to slow down growth and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m ap-
pears smaller．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of cities leading grain needs is cluster→diffu-
sion→cluster，and for cities with high contribution rate is diffusion． The balance of grain supply
and demand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ces． All the 21 ci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as
high growth index with high contribution rate，high growth index with low contribution rate，low
growth index with high contribution rate and low growth index with low contribution rat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indicates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ization level can enlarge the per capita share of
the balance of grain supply and demand in low urbanization regions．
Key words: the balance of grain supply and demand; space cluster-diffusion; relative growth in-
dex; urbanization level; Granger causality t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