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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机制研究
———基于 SVAＲ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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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产品价格频繁波动不仅影响到消费者的生活质量，也使农产品生产者的收

益面临不确定性。通过 H － P 滤波法分析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周期性特征，运用 SVAＲ 模

型对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动态响应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产品产出波动对农产

品价格波动作用非常小。同时，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农产品生产价格和农产品销售价格之

间不存在显著的产业链纵向价格传递机制。农产品销售价格波动主要受其自身惯性和货币

供给冲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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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之间商品贸易不断加强，经济联系不断加深，我国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

格也随着国际粮食价格的波动而呈上涨趋势。2010 年之后，我国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蒜你狠”、“逗你

玩”、“姜你军”等大量形象描述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词语迅速走红，猪肉价格也在 2015 年上半年迅速上

涨 57%，达到历史高点，对 CPI 指数影响 0． 48 个百分点。农产品价格频繁波动不仅影响到消费者的生活质

量，也使农产品生产者的收益面临不确定性，不仅增加了农业生产决策的难度，也制约了农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具有明显的周期性，通过对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机制的研究，分析影响我国农产品价格

波动的因素，对于稳定我国农产品价格，促进农业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对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特征的研究，既有文献比较集中于分析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变化的规律和趋势，

揭示农产品价格的周期波动、异常波动、季节变化和传导路径等。如，顾国达、方晨靓( 2010 ) 运用马尔科夫

局面转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国际市场因素对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发现在国际市场因素影响

下，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具有明显的局面转移特征，局面转移概率存在非对称性，价格波动呈现出暴涨缓跌

的特征。①庄岩( 2012) 运用广义误差分布的 AＲCH 类模型研究了大豆、稻谷和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价格波动的

特征，研究显示这三类农产品的价格波动都具有显著的集聚性，其中大豆和生猪的价格波动不存在显著的非

对称性，稻谷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②徐雪高( 2008) 采用 H － P 滤波法，把农产品价格波动变量分解成趋势

成分和波动成分，将 1978 － 2006 年间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分为五个周期，每个周期具有对称性较差、波动周期

时间和幅度差异较大等特征。③宋洪远等( 2012) 的研究认为我国农产品自 2004 年开始进入上升通道，农产

品价格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和周期性波动趋势。④

对农产品价格波动原因的研究，大多数文献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和比对研究。如，王锐

和陈倬( 2011) 利用 VAＲ 模型考察“十一五”期间各种因素对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农业生产资料价

641



经济与管理研究 山东社会科学 2017·4

格是农产品价格定价的基础，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最为显著，国际农产品对我国农产品价格的传导存在

着时滞。① 杨丽( 2011) 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对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原因展开研究，发现以货币供应量和

金融投机资本为代表的国内流动性过剩所引发的结构性通胀，是造成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②

张唯婧( 2011) 运用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发现，农业生产成本是农产品价格变动的最关键因素，而热钱的炒作

及国际市场价格传导的影响并不显著。③ 付莲莲( 2014 ) 运用多元逐步回归方法发现，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

胀是影响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国际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生产成本，国际石油价格的直接

影响很小，但它通过通货膨胀和农业生产成本对农产品价格的间接影响很大。④

二、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周期性和影响因素

( 一) 农产品价格波动周期性特征

农产品具有季节性，产出和价格波动均会呈现出明显的周期趋势。为了将农产品的趋势因素与循环因

素区分开，本文用 H － P 滤波法对农产品价格波动趋势进行分解。用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代表农产品生产

价格，以 1978 年为基期，1978 － 2014 年农产品价格指数 HP 滤波后的价格指数，如图 1。

图 1 显示，如果将两个相邻波谷定义为一个波动周期，根据农产品价格指数的 H － P 滤波分解图可以看

到，我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波动大致可划分为 7 个周期。各周期的波长、波幅、波峰在波长中的位置和周期类

型如表 1 所示:

图 1 农产品生产价格波动 H － P 滤波分解

表 1 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波动特征

周期 波长( 年) 波距( % ) 波峰在波长中的位置( 年份) 周期类型

周期 1( 1978 － 1986) 9 37． 8 2( 1979 年) 陡升缓降

周期 2( 1987 － 1992) 6 78． 8 3( 1989 年) 缓升陡降

周期 3( 1993 － 2000) 8 169． 6 4( 1996 年) 陡升陡降

周期 4( 2001 － 2002) 2 12． 6 1( 2001 年) 缓升陡降

周期 5( 2003 － 2006) 4 48． 0 2( 2004 年) 陡升缓降

周期 6( 2007 － 2009) 3 62． 4 2( 2008 年) 陡升陡降

周期 7( 2010 － 至今) 5 97． 0 2( 2011 年) 陡升陡降

表 1 中农产品价格波动特征: ( 1) 波长和波距差异大，波动周期重复性差。周期 1 和周期 3 是长周期; 周

期 2、周期 7 和周期 5 为中长周期; 周期 4 和周期 6 为短周期。( 2) 波距差异很大。在周期 3 内，农产品价格

波动最剧烈，波距达到 169． 7%。周期 4 价格波动最小为 12． 6，说明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在周期内非常剧

烈。( 3) 波动周期对称性差。尽管大部分波动周期波峰处于波长的较中间位置，即周期内农产品价格上升

的时间和价格下降的时间差不多，但是价格上升区间和价格下降区间价格波动的幅度差异很大，导致波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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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对称性很差。

( 二) 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因素分析

现实经济运行中，农产品价格波动的诱因非常复杂，波动机理主要体现在:

1． 需求拉动。农产品的需求因素反映了市场上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情况，通常对一种商品的需求包

括实物需求和投机性需求。在我国，农产品作为维持人们基本生活消费的需求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也是人们维持正常生活、保证营养供给的重要来源。农产品的需求虽然主要是作为维持人们食品消费的刚

性需求，其需求仍然与人们的经济状态如工资收入、初始财富等相关。作为一种正常商品，其需求表现为随

着财富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而上升。另外，由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我国期货交易的日趋成熟，农产品有了投

机性需求。农产品期货作为商品期货，有价格发现、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等作用，经常为农业生产者和企业进

行生产经营活动所用。市场也不乏一些个人和机构通过农产品期货交易在资本市场上牟取暴利。

2． 生产推动。农产品供给直接影响着市场中可以出售的农产品的数量，从而直接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

然而，受时间限制，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中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不尽一致。

中长期来看，根据生产函数 Y = F( K，L，A) ，一种商品的供给主要与资本投入 K，劳动力投入 L 和全要素

生产率 A 有关。而投入主要指的是相应要素的价格，即生产要素的成本。农产品的长期供给主要与劳动力

成本、土地成本、其他要素投入成本如种子化肥要素投入成本、劳动生产率等相关。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

其他要素投入成本越低，劳动生产率越高，农产品供给越多。而劳动生产率既与科技进步，如机械化种植灌

溉、规模经济有关，又与种子基因有关。

短期来看，农产品的短期供给主要受一些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如，农产品的种植状况会使农产品的供

给表现出季节性波动的特征，农产品的供给会因为不可预料的恶劣天气和自然灾害，如洪涝、旱灾、虫害等减

产，从而供给减少。

3． 货币冲击。货币供应过多会推高农产品价格。农业供给弹性较低，未预期到的货币供应增加会流入

短期供给弹性低的农产品中，加上投机等因素，货币供应增多会推高农产品价格。

4． 国际价格传导。加入 WTO 后，我国农产品价格和国际农产品价格开始产生交互影响。国际农产品

价格通过进口价格影响国内农产品价格，农产品进口价格直接影响到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出厂价格和居民消

费价格。虽然国际农产品价格在传导过程中呈现衰减趋势，但其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

5． 其他因素。其他因素主要指石油价格冲击、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发生、食品消费结构升级、农产品流通

体系转变、农业产业链运作中垄断势力强化以及投资炒作推动、农业组织结构转型、农业科技进步等，这些因

素都会导致农产品价格波动。

三、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考察农产品价格波动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 一是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纵向产业链价格传导机制，具体表

现为从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波动 πm，到农产品生产价格波动 πp，再到农产品销售价格波动 πs。二是供需冲

击。其中，供给冲击表现为农产品的产出波动 y。根据总需求 － 总供给模型，需求主要受价格和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的影响。从纵向产业链价格传递视角和供需冲击视角分析农产品价格波动，实际上涵盖了供需因

素、国际市场因素和外部冲击因素，由于选择的数据是我国加入 WTO 后的数据，此时国家农业政策对农产

品价格波动的影响不大，故国家政策因素在此不重点考虑，或者国家政策因素和农产品市场建设因素共同被

包含在随机误差项中。

( 一) 模型设定

农产品产业链上下游当期价格不可避免的会在即期对农产品价格产生影响，所以本文在 VAＲ 模型的基

础上采用 SVAＲ 模型分析农产品价格波动动态响应机制。

设 zt = yt，πmt，πpt，πst ) ，对宏观经济体来说，代表货币因素的市场利率 r 是一个内生变量，但是对于所选

定的特定的农产品市场而言，利率 r 则是一个环境变量，是外生给定的。则 zt 是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的一个

组合。基于 zt 的内生性，可以得到:

AE( zt | rt ) =∑k
l = 1lzt － l ( 1)

其中，A 是内生变量之间的即期结构系数，l 是内生变量的滞后参数系数。

定义 ε t = ( εyt，επmt，επpt，επst ) '，用来表示内生变量的简约型随机冲击，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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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 rt = E( zt | rt ) + ε t | rt =∑
k
l = 1Nlzt － l + ε t | rt ( 2)

则模型( 1) 可以表示为

Azt| rt =∑
k
l = 1lzt － l + ut| rt ( 3)

其中，ut| rt = Aε t | rt ; Nl = A
－1t ; ut = ( uytuπ0tuπptuπrt ) '是内生变量的结构性随机冲击，且 ε t ～ ( 0，Ω) ，ut ～ ( 0，

∑) 。由此可知，模型( 2) 简约式的 VAＲ 模型，该模型中不包含内生变量的即期影响，因而简约式随机冲击

ε t〗的方差协方差矩阵 Ω 不是对角矩阵。而模型( 3) 是包含了内生变量即期影响的 SVAＲ 模型，因而结构性

随机冲击 ut 中各方程的误差项不相关，其方差协方差矩阵∑是对角阵。

将模型( 2) 、( 3) 中的外生变量利率 r 显性化，则模型( 2) 、( 3) 可以表示为:

zt =∑
k
l = 1Nlzt － l + ψrt + ε t ( 4)

Azt =∑
k
l = 1lzt － 1 + λrt + ut ( 5)

其中，ψ = A －1λ，ε t = A
－1ut。以上是本文建立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动态响应机制的 SVAＲ 模型。

( 二) 模型估计与农产品价格波动机制度量

1． SVAＲ 模型估计。直接估计 VAＲ 模型( 4) ，计算出( 16k + 1 + 10) 个参数，其中 k 是滞后项的阶数，16k

是滞后项 zt － 1前的系数 Nl 的个数，1 是外生变量 rt 前的系数个数，10 是 ε t 的方差协方差矩阵中参数的个数。

但是 SVAＲ 模型( 5) 是不可估计的，SVAＲ 模型需要估计的参数个数为( 16k + 1 + 16) ，16k1 的系数的个数，

1 是 rt 前的系数个数，而 16 是结构参数 A 和结构性随机冲击方差协方差矩阵∑的参数个数。① 因此，要估计

出模型( 5) 的唯一的参数系数，需要对模型( 5 ) 施加限制条件，需要施加的限制条件的个数为 6 个。设定 A

为:

A =

a11 0 0 0

a21 a22 0 0

a31 a32 a33 0

a41 a42 a43 a











44

且 a11 = a22 = a33 = a44 = 1，即规定每个方程的因变量的系数为 1。这样施加了 6 个约束条件 a12 = a13 = a14

= a23 － a24 = a34 = 0，SVAＲ 模型恰好唯一可以被估计。

根据蛛网理论，农产品本期的价格取决于本期的供给 yt，而本期的供给 yt 则取决于上一期的价格 πt － 1，

所以农产品本期的价格 πt，无论是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农产品生产价格还是农产品销售价格都不会对本

期的供给 yt 产生影响，即 a12 = a13 = a14 = 0。通常认为，在考虑货币冲击时只存在生产价格到销售价格的单项

因果关系，模型考虑了货币供给的冲击，因次不存在销售价格到生产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因果关系，故 a24

= a34 = 0。另外，从产业链的角度看，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和农产品生产价格也是生产价格和销售价格的关

系，不存在农产品生产价格到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的因果关系，所以认为 a22 = 0。

基于对矩阵 A 施加的约束，这种 SVAＲ 模型实际上变成了递归型的简约式 VAＲ 模型。

2． 数据选取与变量说明。本文选取 2001 年 1 季度到 2014 年 4 季度的数据作为样本。农产品产出波动

y，选取的数据是全国农林牧渔总产值季度累计的同比增长率数据; 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变动 πm，选取的是

全国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季度末指数; 农产品生产价格变动 πp，选取的是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季度数

据; 农产品销售价格变动 πg，选取的是全国农产品零售价格指数季度数据; 表示货币供给冲击的货币环境变

量利率 r，选取的是上海银行间拆借利率，改变量能更准确和迅速的反应市场上的资金的供求情况。以上数

据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四、实证分析

在进行 SVAＲ 模型估计前，需要先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通过 ADF 检验结果发现变量 zt = ( yt，πmt，πptπst ) 和利率 rt 在 5% 的置信水平上是稳定的，因此，构建的

SVAＲ 模型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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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 的主对角元素为 1，故 A 中有 16 － 4 = 12 个待估参数，而∑是对角阵，有 4 个待估参数，故 A 和 A 中∑一共有 16 个待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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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变量 ADF 单位根检验

变量 ADF 统计量 ( c，t，k) P 值 是否平稳
yt － 5． 172 ( 0，0，0) 0． 011 ＊＊
πmt － 3． 847 ( c，0，0) 0． 027 ＊＊
πpt － 4． 265 ( c，0，1) 0． 002 ＊＊＊
πst － 5． 682 ( c，0，0) 0． 000 ＊＊＊
rt － 3． 593 ( c，0，0) 0． 042 ＊＊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 一) 脉冲响应函数

图 2 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脉冲响应函数

构建 SVAＲ 模型农产品价格波动的脉冲响应函数如图 2 所示。这里得到了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为了便

于观察一单位冲击的影响，给出内生性结构冲击 ut = ( uyt，uπmt，uπpt，uπst ) 的标准差( 4． 34，3． 21 ，5． 37，3． 01) 。

同时，所估计各内生变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总的影响为:

θ =

6． 52 1． 12 － 0． 41 － 0． 47

－ 0． 72 8． 53 3． 01 3． 76

－ 2． 13 1． 48 8． 48 2． 66











－ 0． 88 0． 26 0． 98 4． 87

根据以上估计结果，可以发现:

1． 农产品产出波动与农产品价格波动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短期而言，农产品产出波动分别在当期和

滞后一期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以后逐渐减小为 0。长期而言，农产品销售价格对农产品产出波动

的弹性为 － 0． 20，即产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农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0． 20。可见，产出波动对农产品价格波动

的影响较小。

2． 长期看，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对农产品销售价格的影响为 0． 08，近似为 0。而短期内，农产品生产资

料价格在当期和滞后一期仍然对农产品销售价格具有正向作用，从滞后 2 期开始这种作用为负。这种正负

作用相抵，使得总体上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对农产品销售价格的影响非常微弱。

3． 农产品生产价格对农产品销售价格的总效应较弱，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一个百分点，农产品销售

价格上涨 0． 19 个点。短期来看，农产品生产价格对农产品销售价格的影响在第 2 期达到最大，且发生作用

的持续时间约为 4 期，即 1 年。

4． 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其自身价格有很大关系，即价格波动惯性的记忆力较强。对自身的一单位冲击，农

产品价格波动的效应为 1． 60。脉冲响应图形中显示农产品销售价格波动的惯性持续时间也基本为 1 年。

总体而言，农产品产出波动对农产品销售价格的影响不大，通过调节农产品产出来平抑农产品价格波动

意义不大。另外，农产品投入价格包括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和农产品生产价格对农产品销售价格也没有很

明显的影响，即农产品纵向产业链之间不存在显著的价格传递关系。通过调节成本投入来调控价格成效甚

微。

( 二)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方差分解

上述模型中各结构性随机冲击被标准正交化，有利于讨论农产品销售价格波动的方差分解。在保持货

币供给冲击不变，即利率 r 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销售价格波动的方差分解结果为:

由此可以发现，农产品销售价格自身惯性对其价格波动的贡献最大，稳定后约为 70%。且这种贡献率

在当期达到最大，之后慢慢减小，到第 4 期基本趋于稳定。农产品生产价格冲击和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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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我国农产品销售价格波动的方差分解

对农产品销售价格波动的贡献依次递减，达到稳定时约为 16%、12%。农产品产出波动对农产品销售价格

波动的贡献最小，约为 2%，近乎为 0。且各变量冲击的持续时间均约 1 年。这与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得

到的结果相似。

( 三) 货币供给冲击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

货币供给冲击即利率冲击对农产品销售价格波动的影响，基于滞后 10 期所计算出的利率冲击对农产品

销售价格波动的贡献约为 40%。剩余 60%的贡献率被农产品销售价格惯性、农产品产出波动、农产品生产

资料价格和农产品生产价格占有。可以计算出滞后 10 期的农产品销售价格惯性、农产品产出波动、农产品

生产资料价格和农产品生产价格对农产品销售价格波动的贡献率分别为 0． 42、0． 012、0． 072、0． 096。可见，

我国农产品销售价格波动原因除了自身惯性相关以外，主要的影响因素是货币供给冲击。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因素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

其一，自 1978 年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大致经历了 7 个波动周期，周期之间的波长、波速、波动性差距较

大，重复性差，而且同一周期内对称性较差。这表明，我国农产品的周期波动具有复杂性，要正确识别农产品

波动的特征和规律，必须针对周期情况具体分析。

其二，农产品产出波动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抑制作用较弱，长期农产品销售价格对农产品产出波动的弹

性仅为 － 0． 20，农产品产出波动不是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当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时，通过调控农产

品产出来抑制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效果不显著，反而可能增加农业风险，不利于稳定农民的收入。政府应该转

向长期稳定的产业引导支持政策。

其三，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和农产品生产价格对农产品销售价格波动的影响均较弱，农产品销售价格指

数对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长期乘数仅为 0． 08、0． 19。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

农产品生产价格和农产品销售价格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产业链纵向价格传递机制。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不仅

不能带来农业生产者收入的增加，反而可能会引导错误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大农产品市场风险。

其四，农产品销售价格波动受其自身惯性影响较大，即农产品价格波动的记忆力很强。农产品销售价格

波动的惯性持续时间基本为 1 年左右，对其自身一单位的冲击，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效应为 1． 60。

其五，货币供给冲击即利率冲击对农产品价格波动有较显著的影响，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贡献率约

40%左右。

由于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纵向产业链价格传递机制的被割裂，导致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这既损害了

消费者的利益也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因此，解决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问题，政策选择上应积极维护货币政

策的稳定和有效控制农产品从田间到消费者手中的交易成本。

( 责任编辑: 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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