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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猪肉市场总供给波动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谭 莹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510642)

摘 要 近期我国猪肉价格的剧烈波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采用 Nerlove供给模型分析了生猪

供给的价格预期和成本调整周期,结合自回归分布滞后—误差修正(ARDL-ECM)模型对猪肉总体供给的影响

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猪肉价格的长期供给弹性小于短期供给弹性,而在诸多影响因素中,饲料价格

对猪肉供给的短期影响最大。由此认为,由于价格预期对猪肉供给的影响存在着严重的滞后,国家宜采用逆周

期补贴政策对生猪的生产进行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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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放开猪肉价格以来,我国猪肉供给和价格

呈现波动中增长的态势。价格大体经历了6次明显

波动,2007年为第六次波动且波动幅度大,2007年

5月至9月,短短五个月内猪肉价格上涨了65%。
从2007年9月以来,国家实行生猪补贴政策,母猪

存栏量和生猪存栏量持续上升,到2009年1月已接

近平均水平,生猪价格在2008年2月达到历史的高

位26元/千克以来便持续下降,到2009年6月的最

低位14元/千克;生猪供给从2007年底开始反弹持

续到2009年1月,随后开始走低。从补贴政策的效

果看生猪补贴政策显著增加了猪肉的供给,降低了

价格。但对整个生猪供给来讲,不仅没有缓和而且

加剧了生猪的周期波动。生猪的生产周期长,价格

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本文采用 Nerlove供给模型

分析 了 生 猪 的 价 格 预 期 和 成 本 调 整 周 期,结 合

ARDL-ECM模型分析价格及非价格因素对生猪供

给的影响。对猪肉供给模型的研究有利于科学掌握

生猪供给周期规律,适时采用宏观调控措施,促进养

猪业健康发展。

  一、文献回顾

国内的学者从多个方面对生猪市场、生产波动

和价格形成机制作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①有关对生猪市场的研究。例如常清等[1]在研

究生猪发展状况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生猪产业宏观

上应侧重于制定总体的区域发展规划、改善社会化

服务、建立预警体系等方式。肖六亿等 [2] 认为,生猪

市场分割是生猪价格不能从生产领域顺利传递到消

费领域的原因。王千六等[3]认为生猪产业市场机制

的缺陷导致了生猪的过度波动,提出应建立区域性

的集中交易市场,在此基础上完善生猪产业的市场

机制。②生猪生产的波动。黄英伟等[4]分析了生猪

生产与粮食生产的关系,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

以前生猪生产与粮食产量高度正相关,80年代以后

生猪生产的增长速度快于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吕

杰[5]用经济学分析了生猪生产波动的内部传导和外

部冲击的原因,指出我国生猪生产与加工、销售环节

利益分配不合理,生猪生产者承担了大部分的风险,
降低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加剧了生猪生产的波动。
农业部生猪波动课题组应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产

业组织理论对生猪市场的动态变化和结构特征进行

分析和阐释。武拉平[6]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方法研究了中国猪肉价格地区间波动规律,结果表

明,猪肉消费地区价格变动是生猪生产地区价格变

动的Granger原因,说明中国养猪业是消费驱动型

行业。④对猪肉总体供给的研究。刘秀丽[7]利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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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序列方法预测生猪需求量和出口加工的需求量,
从而对生猪的合理供给量进行了预测。杜丹清[8]认

为规模化养殖可以实现生猪产销的产业链控制,降
低产品的供给弹性、缩减购销渠道最终达到供给

稳定的目的。邵祥东等[9]利用供给波动指数法对

1992-2006年生猪供给进行分析,得出我国生猪

供给具有规模性且总体供给安全性。
以上学者对生猪生产和价格波动的研究很有价

值,也对本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但也有一定的缺陷。
例如研究生猪价格变化规律时多以生猪生产和价格

作研究对象,较少考虑生猪生产的生命周期及饲料

价格、仔猪价格对生猪价格及供给的影响。另外,将
生猪整体市场作为对象进行研究的还不多。

生猪的生产必须经过繁育母猪、产仔、育肥三个

阶段才能完成一次循环,这个过程至少要用一年半

的时间。生猪产品又是鲜活产品,用库存来调节的

难度较大。因此,市场供应短缺信号不能马上在产

量上得到反应,将生猪的生命周期纳入猪肉供给的

模型,对于分析我国猪肉市场的供给具有重要的意

义。本文采用 Nerlove的农产品价格预期模型,假
定经济代理人在形成他们先前的预期价格时,不仅

依据实际的历史数据值,而且还考虑他们先前的预

期被证明错误的程度,并将根据所犯的错误程度,来
修正他们在以后每一时期的预期。本文还结合

ARDL-ECM模型,对影响猪肉的供给因素进行分

析,进行猪肉长期供给弹性和短期供给弹性的分析,
得出猪肉变动供给的规律,将对我国生猪生产和猪

肉供给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实证模型、变量和数据

农产品的生命周期特性决定了农业生产企业和

工业企业的投入产出理论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农产

品生产在投入和产出间存在着生命周期的滞后;其
次在生产过程中农业企业所面临着的技术规则将随

着农产品的生产不同周期而改变;再次,在农产品生

产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着较强的技术和传统的

因素阻碍着对生产行为的决策;最后,农业企业比其

它类型的企业面临着更大的生产不确定性,可能导

致农业企业的生产决策行为偏离我们传统的公司决

策理论。例如,对于面临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农

业企业可能不会把最大化利润作为自身的经营目

标,而把风险最小化和保持食品的安全性作为自身

的最大目标。

1.Nerlove价格预期模型

现在大多数的农产品生产供给反映模型的实证

分析大多沿用 Nerlove[10]价格预期模型,并在其基

础上进行扩展。模型通过对农产品价格的预期和成

本调整的分析来探求农业企业发展的动力。在

Nerlove价格预期模型中,预期产量 X*
t 是价格预

期值Pe
t 的价格反映函数

X*
t =a+bPe

t (1)

  其中b是产量的长期供给弹性,假定适应性的

价格预期,则:
Pe

t-Pe
t-1 =δ(Pt-1-Pe

t-1) (2)

  假定预期的产量等于在均衡状态的实现的产

量,令X*
t =Xt 则上述两个方程可以合并为:

Xt =aδ+bδPt-1+(1-δ)Xt-1 (3)

  (3)式表明产量供给受自身和价格的滞后项影

响,bδ是它的短期供给弹性。同时产量的供给反映

函数也可以来自于自身部分的调整,例如部分可来

源于预期的产量,则供给方程可以写成:
Xt =aX*

t +(1-a)Xt-1 (4)

  假定Pe
t=Pt-1,并代入到方程(1)和(4)中则可

以写成

Xt =aα+bαPt-1+(1-α)Xt-1 (5)

  将(3)和(5)合并,Nerlove模型就可以写成以下

的形式:
Xt =β0+β1Pt-1+β2Xt-1 (6)

  在实践中,通常用现实的产量代替理想的预期

产量,然而 McKay等[11]指出当同时存在适应性预

期和部分调整时,方程(6)将很难分辩出δ和α,这
就意味着通过 Nerlove模型不能估计长期供给弹

性。所以很多学者都试图改进模型,焦点主要集中

在如何适当界定和测量供给的长期和短期弹性。

2.ARDL-ECM模型

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

题,协整理论可以有效估计农产品的长期供给弹性;
误差修正模型(ECM)则可以分析价格的短期供给

弹性。VAR模型下可以进行模型自回归变量系数

的检验,但会导致以下的问题:在回归变量弱外生性

的假定下,参数估计是渐近有效的;多个协整变量存

在的情况下,只估计一个协整变量会导致参数估计

是无效的。Pesaran等[12]提出的自回归分布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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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L)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VAR模型存在着的

问题。其次,它允许变量存在一阶滞后I(1)和零阶

滞后I(0)或两者混合存在,估计二者协整关系,不
用提前检验二者是否同阶。再次,明确提出了唯一

性协整关系的检验。最后,它把可能存在的相反的

因果关系也考虑进来(例如回归变量的弱外生性),
因 此 估 计 的 变 量 具 有 有 效 性 和 充 分 性。用

ARDL-ECM方法来估计农产品供给反映函数的

模型如下:
假定 Z }{ t

¥
t=1是一个(k+1)维随机变量,数据可

以在VAR模型中产生。

φ(L)(Zt-μγt)=εt;t=1,2,.... (7)

  L是滞后变量,μ和γ 是未知的(k+1)维变量的

截距和趋势系数。φ(L)=Ik+1-∑p
i=1φiL 是(k+1,

k+1)多元滞后矩阵。排除变量Zt 的单位根,假定

向量残差是高斯过程,方程(7)向量ECM模型:

ΔZt =α0+α1t+ΠZt-1+∑
P-1

i=1ΓiΔZt-i+εt;t=1,2....

(8)

  在单方程框架下zt 可以被分成zt=(yt,X′
t)′,

yt 是给定k 维向量Xt 滞后变量 zt- }{ it-1i=1模型

中的变量,Z0 是内生变量。这样误差项也被分为

εt=(εyt,ε′
xt)′,方差也写成:

Ω= ωyy

ωxy

ωyx

ω
æ

è
ç

ö

ø
÷

xx
,残差εyt 可以写为εyt=ωytΩ-1

εxt+μt,残差μt~IN(0,ωuu),以下等式成立ωμμ=
ωyy-ωyxω,ω=Ω-1xxωxy。把截距和斜率分成α0=
(αy0,α′

x0),α1=(αy1,α′
x1)

相应 的 也 可 以 把 其 它 的 参 数 向 量 分 解 为

zt=(yt,x′
t)′。我们就能得到条件的ECM分布:

Δyt =c0+c1t+πyxZt-1+∑p-1

i=1

ψ′iΔZt-i+ωΔxt+μt;t=1,2,.... (9)

  这样长期乘数也被分解zt=(yt,x′
t)′,形成以下

Π= πyy

πxy

πy

Π
æ

è
ç

ö

ø
÷

xx
,假定πxy=0,有以下方程:

Δxt =αx0+αx1t+Πxxxt-1+Σp-1
i=1ΓxiΔzt-i+εxt;t=1,2...

(10)

  用方程(9)来代替方程(10),条件的ECM 可变

成以下的形式:

Δyt =α0+α1t+πyyyt-1+πyxxxt-1+∑p-1

i=1

ψ′
iΔzt-i+ωΔxt+μt;t=1,2,... (11)

  现在可以利用排除滞后变量yt-1和xt-1的检验

来进行yt 和xt 的边界协整检验。在方程(11)中暗

含的假定如下:H0∶πyy=0;πyx.x=0,则 H1:πyy≠
0;πyx.x≠0。备则假定就有三种可能:(1)πyy≠0;

πyx.x=0,则yt=I(0)和Δyt 只依赖于自身的滞后水

平yt-1。(2)πyy=0;πyx.x≠0,通过相互的协整关

系,Δyt 只依赖于xt-1。(3)πyy=0;πyx.x=0,yt 和

xt 之间没有任何可能的协整关系。
对零假设的统计检验采取的是WALD 统计量

和F 统计量,检验依赖于密度和协整滞后阶数,变
量的分布是不对称的。Pesaran等[12]构造了检验式

中一阶水平滞后变量间协整关系的上下两组渐近分

布的临界值。一组值假设所有变量是I(1)的,即上

临界值;另一组假设所有变量是I(0),即下临界值。
如果利用(11)式计算的F 统计量落在上下临界值

区间之外,不需要知道各变量的单整阶数就可以做

出肯定性统计推断。如果F 统计值落在上临界值

之外即大于上临界值,则可以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

的原假设;如果落在下临界值之外则不能拒绝原假

设。如果落在上下临界值范围内,则不能用此方法

做出肯定推断。

3.数据来源

为了避免小样本回归产生的偏差,我们采用月

度数据。本文估计的猪肉供给函数的数据来自于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畜牧业统计年鉴》、搜猪网的

生猪预警系统。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采用2006年

1月至2009年3月的猪肉价格、产量的月度数据,
这大致反映了生猪波动的最近的一个波动周期。选

用了猪肉的供给量、猪肉价格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

考虑到生猪饲料价格、和母猪补栏量会影响到猪肉

的供给变化,也将其列入到解释变量中。为了更准

确地分析问题,本文对数据都取了相应的对数进行

分析。本文采用eviews5进行计量分析。
(1)单位根检验。尽管ARDL模型并不要求序

列数据同为I(0)或I(1),但是由于边界检验是基于

各变量是I(0)或I(1)这个前提的,如果存在I(2)或
以上的变量,则由Pesaran等提供的F 值统计表则

不再有效,根据F值统计表得出的结论则可能是错

误的。因此,有必要在进行ARDL模型边界检验之

前,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AIC和SIC 准则选取最

佳的滞后标准可知,这些变量是混合的I(0)和I(1)
阶变 量,在 这 种 情 况 下,VAR 方 法 不 可 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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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L-ECM模型是适用的。单位根检验的结果

如表1。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
量

截
距

时间
趋势

水平值

检验
统计量

95%临
界值

一阶差分

检验统
计量

95%临
界值

猪肉供给量LY
猪肉价格PT
饲料价格PZ
母猪补栏 HT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无

-2.18
-1.41
-4.248
-1.8

-2.94
-2.95
-3.53
-2.95

-5.08
-4.017

-2.74

-3.53
-2.95

-1.95

  (2)ARDL模型和边界检验。根据前面推导的

Nerlove模型,首先在协整的框架下估计它们的关

系。求Nerlover模型的ECM得到方程(12)便能估

计到长期和短期的动态变化并且包含了一些预期的

行为。

ΔXt =β0+β1t+∑
p

i=1
β1iΔPt-i+∑

q

i=1
β2iΔXt-i+

∑
p

i=1
β3iΔPZt-i+∑

p

i=1
β4iΔhtt-i+λECTt-1+εt (12)

  首先利用协整的边界检验来检验协整向量的唯

一性。对(12)式各差分变量进行充分的滞后并利用

AIC和SBC 准则选择最佳的滞后期。考虑到样本

滞后期容易产生序列相关问题,按照通用做法,选取

最大滞后阶数为8。同时考虑到价格等变量存在平

稳上升的趋势,在进行方程估计时把趋势项包括进

来,然后根据趋势项的系数是否显著来决定是否保

留趋势项。根据一阶差分变量的不同滞后阶数得到

AIC、SBC值和4阶序列相关的LM 检验统计量。
依据Pesaran等 [12]判定标准,上临界值的F 统计

值为3.09,下临界值的F 统计值为0.3158,方程

(12)的F统计量为3.39大于上临界值,所以统计

推断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因此,在10%的

显著性水平下,断定方程(12)有唯一的协整向量。
(3)长期系数检验。在确定存在长期关系之后,

运用OLS方法对方程(10)进行进一步估计,在表2
中报告了滞后期限基于 AIC标准的回归结果。我

们可以采用ARDL方法对水平变量之间的长期关

系和差分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进行估计。为保

险起见,依据AIC信息准则对各变量所有不同阶数

的估计方程进行分析(共8的4次方个),找出AIC
值最小的阶数的 ARDL估计方程,力求模型简洁

化。最后得到 ARDL-ECM 模型,从而估计出变量

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动态关系,方程(9)的最优阶数为

(6,1,5,2)可以看到猪肉价格、饲料价格的波动在滞

后5、6期后也就是大概半年的时间才对猪肉供给产

生的影响,而猪肉供给及母猪补栏则迅速(滞后一期

和二期)能产生一个强烈的信号。相应的ECM 模

型的最优阶数为(0,1,4,4)。
表2 基于AIC标准的ARDL(6,1,5,2,)的长期回归系数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T 值(概率)

lpt(-6) 0.1626 0.038 4.16[0.0075]***

ly(-1) 0.5627 0.1036 5.45[0.0002]***

lpz(-5) 0.4399 0.1558 2.82[0.0087]***

lht(-2) -0.1366 0.036 -3.75[0.010]***

c 2.101 0.505 4.158[0.0003]**

 注:文中*、**、***分别表示在10%、5%和1%显著性水

平上拒绝原假设,C为常数项(下同)。

从表3可以看出,误差修正项显著为负数,说明

ARDL—ECM模型拟合效果良好,方程残差不存在

1阶序列相关、4阶序列相关,不存在2阶条件异方

差。由于是大样本下的渐近分布,可以不考虑残差

的正态分布性质,不影响估计结果。为了检验模型

设定的可靠性,本文还利用各估计方程递归残差累

利和(CUSUM)及 递 归 残 差 平 方 累 积 和 (CU-
SUMSQ)对模型结构的参数稳定性进行检验,结果

是稳定的,估计结果比较可靠。

表3 估计供给方程的短期系数值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T 值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T 值(概率)

Δlpt 0.2696 0.095 2.85[0.009]*** Δlpz(-4) -0.22 0.103 -2.17**

Δly(-1) 0.39 0.193 2.019[0.054]** Δlht(-4) -0.19 0.063 -3.13***

Δlpz(-1) -0.22 0.103 -2.171[0.039]*** ECM -1.04 0.318 -3.28***

Adj R2=0.51
χ2(1)sc=0.26[0.61]χ2(4)sc=1.2[0.33]

χ2(2)H=0.26[0.98]
CUSUM稳定

CUSUMSQ稳定

 注:方括号中为p值,χ2(1)sc、χ2(4)sc、χ2(2)H 表示检验估计方程残差1阶序列相关、4阶序列相关、2阶条件差方程。CUSUM和

CUSUMSQ的曲线变化图位于两条直线范围内,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上处于平稳状态,模型结构是稳定的。

72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总87期)

  三、实证分析及结论

表2是利用 ARDL模型估计的生猪总体供给

反映函数的长期系数值,反映了各个变量间的长期

关系。表3是利用水平变量间的长期关系对总体供

给方程的一阶滞后水平进行线性替代后估计的

ECM模型,它反映了影响生猪总体供给的各因素的

短期动态效应。

1.从长期来看,F统计量表明方差很显著

根据指标含义,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猪肉

的供给都受到本身滞后项的影响较大,系数值达到

0.56,说明猪肉的供应有很强的滞后效应,猪肉的上

期供给量对本期有较大的影响。

2.我国在生猪生产决策上存在着偏差和盲目性

猪肉的长期供给弹性为0.16,短期供给弹性为

0.26,说明短期内我国在生猪生产决策上存在着偏

差和盲目性,生猪生产者的决策行为完全取决于价

格预期和成本的变化,猪肉价格上涨时会大量地宰

杀生猪,甚至育肥母猪。而在长期,由于仔猪购进到

肥猪出栏需4~6个月,生产者扩大生产,势必造成

生猪供大于求的局面,导致价格下降,生产者又不愿

意低价卖猪,供给减少,加大市场“蛛网”式波动。由

于生猪的生产周期,猪肉的价格会滞后到6个月也

即是半年左右对猪肉供给才有明显的作用。

3.生猪饲料价格对猪肉供给的短期弹性为负,
长期弹性为正

说明短期内饲料价格上涨导致猪肉供给的减

少,生猪供给者不愿意供给更多的猪肉。但长期来

看,饲料价格的上涨并没有减少对猪肉的供应。这

也反映了我国生猪生产流通环节的不合理。我国在

生猪产业链中生产与加工、销售环节利益分配不合

理,活猪供给的多少和价格的高低与养猪利润并不

完全一致,加工企业和流通环节企业处于强势,他们

往往在市场波动时联手压低生猪收购价格,将市场

的风险全部转嫁给生产者。

4.我国猪肉供给与母猪补栏周期存在偏差

母猪的补栏对供给反映系数为负,最佳滞后期

为2期,说明了我国猪肉供给与母猪补栏周期存在

偏差。生猪的生产必须经过繁育母猪、产仔、育肥三

个阶段才能完成,这个过程至少要用一年半的时间。
生猪产品又是鲜活产品,生猪生产的滞后性容易给

生产者造成一种错觉,导致在其价格水平高时(育肥

猪不足)时扩大饲养规模,我国种猪的繁殖往往受肥

猪盈利影响,即此时会增加母猪的饲养量,减少小母

猪出栏,从而进一步减少市场上肥猪的供给,所以母

猪的供给系数为负;等到母猪产仔后,造成仔猪供大

于求,出现仔猪跌价,则出现大量宰杀母猪的情况,
如出现在1999年和2006年第二季度出现的大量宰

杀母猪的局面。这种由一轮生产过剩而引发下一轮

生产的不足,就使整个市场始终处于不停的波动之

中。
经过上述的分析,由于生猪的自然生命周期,价

格预期对猪肉供给的影响存着严重的滞后,国家在

制订生猪发展政策及相关的补贴政策时,其选择的

时机要符合猪肉供给的周期,宜采用逆周期进行补

贴。而我国2007年9月份开始实行的生猪补贴政

策选择在猪肉价格的高峰期,猪农已有强烈的母猪

补栏意愿,而生猪补贴政策的重点是对母猪补贴和

生猪良种补贴,实际上是刺激母猪的补栏。这样就

政策和市场自发的因素就会大大刺激了母猪补栏,
导致2008年生猪存栏量提高达到历史高位,但随之

也出现价格和产量的拐点,猪肉价格进入下行周期。
所以探究猪肉供给规律,对制订合适的促进生猪发

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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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mpiricalAnalysisontheVolatilityofAggregate
PorkSupplyanditsInfluencingFactors

TANYing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ChinaAgriculture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642)

Abstract TherecentvolatilityinthepriceofporkinChinahasarousedwideattentionfromallsec-
torsofsociety.Inthispaper,weanalyzethepriceexpectationsandthecostofadjustmentcycleofthepig
supplybyNerlovesupplymodel,andconductanempiricalanalysisoninfluencingfactorsofthesupplyof

porkintheoverallwithautoregressivedistributedlag-ErrorCorrection(ARDL-ECM)model.There-
sultsshowthatthelong-termsupplyelasticityofthepriceofporkislessthantheshort-term.Andin
manyaffectingfactors,thefeedpriceshavethegreatestimpactonporksupplyintheshortterm.This

paperarguesthat,becauseoftheseriouslagofpricesexpectation’sinfluenceonthesupplyofpork,Chi-
nashouldadoptcounter-cyclicalpaymentspolicyonmacro-controlofpigproduction.

Keywords pork;supplyfunctionmodel;ARDL-ECM model;co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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