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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成因研究述评*

顾国达,方晨靓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310014)

摘暋要暋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成因一直是世界经济和农业经济学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做

了大量研究。国内外学者的基本共识为:供求关系是决定农产品价格的根本原因,各种因素通过影响供求双方,

对农产品价格产生影响;以实体经济为主的传统影响因素对国际农产品价格仍具有显著影响,而能源价格,投机

因素和政策干预等近年来出现的新型因素的作用也在日益增强;虚拟经济已逐渐成为导致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

的重要原因。现有的研究分别基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展开,而未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有机结合,如何将两

者间的互动关系纳入研究框架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如何在涵盖实体经济因素和虚拟经济因素的研究框架

下,得出有益于政府平抑农产品价格,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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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2005年以来,国际农产品价格长期处于极不稳

定状态,价格波动通过纵向延伸和横向辐射2种方

式传导到中国国内市场,影响中国国内物价水平。
而由此衍生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又进一步拉动

生产成本攀升,形成农产品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之

间的恶性循环,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迫切需要政府实施准确的宏观调控措施,削弱

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国内市场造成的不良影响。
政府政策的制定需要明确的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成

因为前提,而新形势下,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成因已

发生了变化,传统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成因理论已

不能完全解释国际市场上出现的农产品价格波动。
为此,本文对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成因的相关文献

进行梳理,以推动此项研究的深入开展。
农产品价格波动成因十分复杂。冲击可以来自

于需求方面,例如经济扩张或衰退;或来自供给方

面,例如年度间农产品产量差异;冲击也可能由其他

市场传导过来,例如能源市场价格波动对农产品价

格的影响;最后,冲击可以通过汇率和贸易条件等宏

观经济变量进行传导。纵观国内外学者针对国际农

产品价格波动成因问题的大量研究,农产品价格波

动成因可以分 3 类:传统成因、新型因素和其他

因素。

暋暋一、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传统成因

1.经济发展与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具有正向相

关性

全球经济发展状况与农产品价格波动具有正向

相关性。傅晓等对1980—2008年国际农产品价格

波动进行分阶段研究,发现各阶段农产品价格波动

均与全球 GDP年增长率走势接近[1]。郭愫劼等认

为经济发展带来对农产品的食用需求、饲料需求以

及工业需求的增加是世界农产品价格大幅上升的主

要原因,反之,则导致需求下降[2]。例如,1996—

2001年农产品的价格下降就是前苏联地区经济的

持续 衰 退 导 致 农 产 品 需 求 大 幅 减 少 造 成 的;而

2007—2008年农产品价格攀升则是全球经济恢复

和扩张的结果。
以“金砖四国暠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

带来的农产品需求量的增加,是学者热衷研究的农

产品价格波动成因之一。潘辉指出,东亚及拉美经

济迅速发展以及中国大量进口农产品,是农产品价

格上涨的重要因素[3]。Panzner指出来自人均收入

不断上升的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需求对于农

业部门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不仅会带来农产品需求的增长,还会带来需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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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变[4]。经合组织灢粮农组织2006年指出,经济

增长带来的人均收入的提高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得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饮食消费结构产生变化,对畜牧

产品、饲料、蔬菜、水果以及加工食品需求增加,这对

农产品价格上涨具有一定推动作用。2007年粮农

组织再次指出正是“金砖四国暠人均收入的提高推动

了奶制品的需求,促进了奶制品价格的上涨。
经济增长会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毋庸置疑,但

就发展中国家需求增长引起2007—2008年农产品

价格上涨的观点,有学者提出了质疑。Huang等认

为发展中国家对农产品的需求增长是一个较为缓慢

或平稳的过程,这难以解释为什么粮食价格会在短

期内出现大幅度的迅速增长[5]。

2.自然因素通过影响农产品产量间接影响国际

农产品价格

自然因素能够通过影响农产品产量进而改变国

际农产品市场供求格局,引起农产品价格波动,其中

气候和耕地面积是2个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1)气候因素。气候因素与农业生产最为密切

相关,气温和降水的变化直接影响作物产量,改变供

求关系,导致农产品价格波动。因此,农产品价格波

动根本上遵循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Deressa等

研究发现,农业产量、温度和降水之间存在非线性关

系。降雨或温度在一定限度内对农业产量有正向影

响,超过限度以后将会对作物造成损害[6]。对生产

力提高,投入水平较低,不足以抵御气候变化风险的

发展中国家而言,气候因素的影响更为明显[7]。
近年来,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极端天气事件频频

发生,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断增强。有人担心由此

引致的农业产量的高变动性,会导致更高的农产品

价格波动。而事实上,个别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由

于气候原因引致的丰收和歉收正是最新一轮农产品

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8]。例如,2005—2006年,世
界粮食主产区———澳大利亚遭受旱灾,直接影响了

其粮食生产;期间乌克兰的农业产量也由于恶劣天

气出现歉收,从而导致全球产量大幅下跌;农产品供

给的大幅减少,直接导致了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
(2)耕地面积。耕地面积是农产品稳定供给的

保证。而据粮农组织统计,1989—2008年的20年

间,世界耕地面积下降了1.4%。目前世界主要农

业生产大国,如美国、阿根廷的耕地面积增长潜力非

常有限,中国耕地面积扩大的可能性也很小。而耕

地面积尚有增长潜力的巴西,其土地的开垦又是以

破坏热带雨林为前提的,会对全球气候环境产生不

良影响[9]。在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国粮食产量

的提升,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扩大耕地面积来实现。
因此,耕地面积成为制约世界农产品生产的重要因

素,全球耕地面积的减少,将直接导致农产品产量的

减少。一个关于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显示,

1998 年 末 至 2003 年,中 国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由

113787.4khm2减 少 到 99410.4khm2,净 减 少

14377khm2,直接导致2003年全国粮食产量降至

4.46亿t,减产7825万t,稻谷、小麦和玉米等重要

粮食减产。经过国家宏观政策调控,2007年,粮食

播种面积又回到105730khm2,粮食生产才得以恢

复[10]。在非洲的许多国家,近年来可供开垦的荒地

变得稀缺,作物产量增长减缓。一些地方,农民开始

在贫瘠的土地上采取双季和其他更密集,甚至不可

持续的做法进行耕种[11]。在耕地面积总量减少的

同时,人口因素、工业化和城镇化因素,又导致人均

耕地进一步减少,使得耕地问题更加凸显。
另外水资源瓶颈,水土流失、荒漠化和盐碱化以

及自然灾害等因素都会对农产品供给造成威胁。

3.封闭/开放市场影响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

战争或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导致的封闭市场

会加剧农产品价格的波动。18世纪的重农主义者

最早提出这一理论,他们认为:“对于价格波动最好

的补救措施就是市场一体化,而他的前提是粮食自

由贸易暠[12]。重农主义者认为,贸易流越频繁,市场

抵御价格波动的能力越强。例如,一国发生干旱,通
过进口能限制国内价格上涨,而出现丰收时,出口能

够限制价格下降。由此反向指出,封闭经济是农产

品价格波动的重要原因。重农主义者的这一结论是

具有超前意义的。因为之后的几百年间,众多经济

史学家对封闭和开放市场背景下的农产品价格数据

进行波动性比较,他们的结果印证了重农主义者的

观点。Frederick 分别计算了 1922—1925 年间和

1906—1913年间商品价格的波动性,发现有大约

2/3商品的波动性在战后有所增加[13]。David等对

1700年以来各国价格数据进行分析,比较了1776—

1819年以及1961—1872年前后的农产品价格,证
实战争期间会有比和平时期更高的价格波动性。他

们同样研究了1914—1950年,二次大战以及二次大

战之间,以大萧条和自给自足为特点的间隔期的农

产品价格,发现这一时期的农产品价格波动性是其

他时期的2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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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2010年的一项针对23个国家(包含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玉米、小麦、大米3类农

产品,2006年1月至2010年1月价格波动情况的

研究结果显示,开放市场对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缓

和作用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为在其选定的国家

和商品中,虽然大部分开放度较高的国家国内价格

波动都低于国际市场,但也存在一些重要的例外。
主要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乌干达的玉米、苏丹的

小麦,开放后,其国内波动性反而更大于国际市

场[15]。

4.专业化分工会加剧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

全球化或是世界市场一体化,必然导致世界各

国家和地区依据比较优势形成国际专业化分工。在

19世纪早期,一体化市场刚刚开始形成时,依据要

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许多国家专门从事农产品

生产和出口,即这些国家形成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

优势。如果给定专业化优势,那么这些国家的农产

品价格将会因为融入全球市场而趋于稳定,但事实

上,专业化优势具有局面依赖特性,会随着局面转移

而变化。Martin的研究表明,当第三世界国家转向

劳动密集型产业时,专业化分工反而会加剧农产品

价格的波动[16]。Aart等对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进

行了解释:专业化进行农产品生产的国家,往往拥有

丰富的非熟练劳动力,在其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农产

品领域,必然是使用传统技术,同时低生产率,技术

更新缓慢[17]。而当今世界经济的创新主要是发生

在技能丰富的富国,新科技往往是技术使用型[18],
因此,农产品出口国将会失去专业化优势。但是国

际市场对于农业生产国持续提供低价农产品的需求

维持不变,从而导致农业生产国价格波动。
鉴于专业化是开放市场的必然结果,因此,开放

市场对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作用方向还要取决于这

两股力量在各个具体国家作用的合力。但 David等

基于3个世纪的历史数据指出,总体而言,由于战争

或是自给自足的政策导致的经济孤立总是与较高的

价格波动性联系在一起,而和平和促进世界一体化到

来的世界市场融合,则意味着较少的价格波动性[14]。

暋暋二、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新型因素

1.能源价格与国际农产品价格的相关性日益密切

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价格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

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因素。虽然石油一直是农

业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对西方资源密

集型农业来说),但农产品和能源商品价格传统上显

现较低的相关性。近年来不断飞升的油价从根本上

改变了农产品—能源之间的关系。2006年以来,农
产品价格和能源价格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能源市

场价格波动对农产品市场价格有明显的溢出效

应[19]。据粮农组织预测,如果能源价格进一步上

涨,与农产品价格之间的联系将进一步加强[15]。
高企的能源价格主要通过2条途径影响农产品

价格。一方面,石油价格上涨推动农业生产成本增

加,直接促进了农产品价格上涨[20灢21]。能源和能源

密集型投入品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据估

计能源占化肥生产总成本的70%~80%,此外能源

价格还影响到各类农业投入品和产出品的运输成本

以及农场里使用的汽油和柴油的成本。总体而言,
据美国农业部估计,能源投入占美国2008年玉米生

产总成本的30%。近年来,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价

格持续上升,导致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业生产

成本普遍提高,这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之

一[9]。但更重要的是高油价加速了替代能源(也就

是生物燃料)生产的扩张,从而提高了对农作物的需

求[22]。Coyle指出,虽然从技术角度出发,当前生物

能源技术是低效率的,但由于石油等化石能源价格

的相对高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生物能源的生产从

长远来看有利可图[23]。因此,生物能源对于相关农

产品的需求将继续保持增长,从而带动农产品价格、
土地价格以及农民收入上涨[24]。Hertel等估计,

2001—2006年美国乙醇产量增加的2/3是由于高

油价造成的;在欧盟,油价上涨因素占2/5[25]。经济

学家指出以不同农作物为原料的生物燃料(乙醇)生
产的扩张,对于农产品原料价格具有不同影响。

Serra与他的合作者们分别研究美国[26]和巴西[27]

的乙醇市场。在美国案例中,他们发现石油、乙醇以

及原料(玉米)价格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均衡关系;
在巴西案例中,他们发现一方面乙醇和石油之间存

在使用替代关系,另一方面乙醇和糖之间存在生产

替代关系。Ubilava等使用美国2006年10月至

2009年6月期间每日期货数据的周均值,发现将能

源价格包含在玉米价格的时间序列模型中并不能改

善预测的准确性,他的研究表明能源价格与农产品

价格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是很近期的事情[28]。
由此可见生物能源发展导致全球主要农产品市

场供需结构变化。随着农业生产日益依赖于能源的

投入,并越来越多地被用作生物能源生产原料,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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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格将趋于越来越多地与油价挂钩,而能源价格

的波动会更多地被传导到农产品市场上来。

2.投机因素大大提高了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幅

度

基金持仓、国际游资投机农产品贸易等投机因

素会加剧农产品价格波动[29灢30]。人们很早就意识到

跨市场的股票套利行为(如纽约和东京)可能会导致

市场间的波动传导,并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结果显

示,期货贸易量和农产品价格波动之间存在正相关

关系,基金持仓变化是影响农产品期货价格进而导

致农产品现货价格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31灢32]。 因

此,在过去,美国商品与期货交易委员会一直限制投

机者和指数基金参与交易。但几年前指数基金的限

制被免除,到2008年1月,他们已占小麦贸易的

40%。学者们发现由那些控制了价值数十亿美元合

同的商品指数交易商进行的期货投机交易,才是破

坏期货价格套期保值作用,并将更高的价格传递到

农产品生产商和消费者的罪魁祸首。一大批经济学

家Sanders,Robles等的研究均指出是商品指数基

金进入农产品期货市场造成了更多的市场波动,同
时使得农产品价格高于供需基本面决定的价格水

平[33灢34]。
指数基金近年来大获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世

界金融危机造成各国奉行低利率政策,全球货币流

动性大量过剩,投机基金很容易获得廉价的融资,资
本的逐利本性使得“热钱暠转向农产品期货市场,引
起农产品价格暴涨;“热钱暠流出国际农产品价格转

而快速下跌[1,35]。有经济学家认为正是鼓励投资者

将资金转移到农产品领域的金融自由化导致了商品

期货的大发展,农产品价格稳定可以通过期货市场

管制实现。但也有经济学家认为“根据现有的研究,
还不能说价格总水平是否一直受到投机活动的影

响暠[36灢37]。

3.政策干预对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具有重大影响

政策干预也被认为对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具有

重大影响。笔者对大量文献进行总结发现,对农产

品价格波动造成影响的政策干预主要包括4个方

面:价格稳定政策、库存政策、生物燃料政策以及其

他干预政策。不同政策对农产品价格波动造成不同

的影响。
农产品价格稳定政策,主要包括:对某些农产品

制订高于市价的优待价格、作为价格变动上限的目

标价格和防止外部低价冲击的入境价格,以及制订

旨在占领国外市场的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水平的倾销

价格等等,其目的主要是保护国内农业,维持国内市

场稳定。多项实证研究显示,明确实施价格稳定政

策的国家,其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大大地低于国际

市场,如日本和印度。Dawe研究了亚洲市场的大

米价格传导,他发现2006—2008年价格上涨期间,
印尼的国内政策破坏了价格稳定,而中国对农业部

门价格支持和出口补贴的减少,同样使得国内价格

波动性增加[38]。不过相关研究同样指出,价格稳定

政策并不能完全抵御国际价格波动影响,以2008年

国际大米价格飙升为例,尽管存在稳定方案,大多数

亚洲国家的国内价格还是有所增加。但 Meyer等

使用FAPRI基线却发现关税和信贷的存在并没有

明显地改变玉米价格波动[39]。
低世界库存/使用比率会导致较高的价格波动

水平[40]。充分的库存能够对农产品的低供给弹性

进行弥补,当出现短期供给不足时,库存能够持续供

给以满足需求。因此,库存对于稳定农产品价格,减
少波动起到了关键作用。过去各国政府通常保持较

高的粮食库存率以确保国内粮食安全。但近年来各

国普遍转向农产品市场自由化政策,政府干预减少,
库存量一直保持在低水平(几乎达到底线),使得价

格对未预期的供给变化特别敏感。换言之,农产品

市场,尤其是粮食市场可能会出现库存,尤其是主要

出口国的库存不再发挥产量和需求发生波动时的传

统缓冲作用的局面。对于中国而言这最后一点特别

重要,因为中国在过去10年大大减少了粮食库存。
生物燃料政策是能源和农产品关系变化的重要

转折点。能源未来不确定性,引起了短缺时代的“粮
食与燃料暠恐惧。各国纷纷出台鼓励生物能源发展

的政策,此举一方面将农产品价格与能源价格联系

起来,另一方面生物燃料政策极大地改变了农产品

需求结构。例如2006年,乙醇的竞争产品甲基叔丁

基醚被禁止作为添加剂,极大地刺激了乙醇及其生

产原料玉米、甘蔗等农产品的需求。而2009年,由
于炼油厂无法将超过10%的乙醇融入汽油,导致乙

醇需求下降,农产品原料需求大幅下降。大量实证

研究表明,生物能源政策会加剧农产品价格的不稳

定性。Thompson等利用基于 FAPRI模型的随机

框架,指出 RFS(再生燃料标准)将不连续性引入了

原油和乙醇价格之间,在不存在 RFS情况下,石油

价格变化对玉米价格的隐含弹性为0.31;在存在

RFS情况下为0.17[22]。Gohin等发现生物燃料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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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通过减少农业政策的约束频率来破坏玉米价格的

稳定,导致波动性上升[41]。
其他干预政策包括:在需求方面环保标准、绿色

标准、检疫卫生标准等非关税壁垒,使国际农产品的

潜在需求未能转化为现实的国际市场有效需求;在
供给方面,经济发达的农业生产大国例如欧盟国家、
美国对农产品生产与出口实行大量补贴,造成农产

品生产与出口过剩[1];在预期方面,美国农业部发布

的报告也会引发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8]。

暋暋三、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其他因素

汇率和农产品国际垄断组织控制市场会对国际

农产品价格波动产生影响。汇率的波动在所有市场

均发挥着关键作用,农产品市场也不例外。从2001
年7月至2008年3月,美元相对于一篮子货币贬值

36%,减少外币价格,刺激以美元计价的农产品和非

农产品需求,加剧了农产品价格的强势。显然,以美

元定价的商品价格的上扬对不同国际买主(进口国)
影响不同,这取决于其自身货币兑美元的价值。以

中国为例,由于中国粮食产品价格大都高于发达国

家,国际竞争力较弱,因此汇率的国际贸易杠杆作用

就格外突出,人民币汇率的不断变动直接影响了粮

食的进出口贸易[42]。
农产品国际垄断组织控制市场进一步加剧了农

产品价格的震荡[29];以丰益国际、嘉吉、邦基、ADM
和路易达孚为代表的跨国企业最擅长的手段就是利

用资金优势通过资本运作消灭对手,从而达到垄断

市场、价格操控、谋取巨额利润的目的。2004年,跨
国粮商进入中国后,利用其垄断势力打破了国内大

豆生产基地与大豆油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控制了

国内 大 豆 市 场,导 致 大 豆 市 场 具 有 价 格 操 纵 特

征[43]。

暋暋四、展暋望

通过上述整理发现,供求关系是决定农产品价

格的根本原因,各种因素通过影响供求双方,对农产

品价格产生影响。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导致供给在短

时间内不可调整,日益扩大的人口规模决定了对粮

食产品的需求相对刚性,农产品供求关系长期处于

紧平衡状态,供求任一方出现变动,另一方难以在短

期内作出相应调整,供求关系出现失衡,便会导致国

际市场上农产品价格波动。而经济发展和自然因素

分别通过影响农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对国际农产品

价格产生影响。
关于2006—2008年国际农产品价格暴涨,经济

学家认为其主要原因包括:栙全球主要农产品产能

和产量的全面紧张、全球主要农产品消费量的持续

稳步增长是农产品和其他食品价格上涨的根本原

因;栚石油价格上涨推动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一方面

直接促进了农产品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催生了对生

物能源的需求上涨,从而间接推动了对农产品原料

的需求,导致全球主要农产品市场供需结构变化;

栛农产品价格的长期平稳和乌拉圭回合的大力推

动,使各国逐步放松了农产品价格稳定政策,并大幅

减少库存,使得这些国家应对国际农产品价格风险

的能力大大削弱;栜投机因素、汇率波动、农产品国

际垄断组织控制市场进一步加剧了农产品价格的震

荡;栞补贴和美国农业部发布的报告等主要因素也

会引发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其中石油价格、生物

能源和投机因素是新兴的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

因素,也是近期研究的热点,80%的研究是基于上述

3类原因展开。而关于开放/封闭市场和专业化对

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研究主要由经济史学家

展开。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关于国际农产品价格波

动成因的研究基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2个角度展

开,其中,基于实体经济角度展开的研究在数量和深

度上均远远大于虚拟经济,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主

流。但近年来,由于随着全球经济金融深化程度的

不断加深,基于虚拟经济角度的研究成为研究热点,
指数基金,期货价格和游资操作等均被认为极大地

加剧了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此外,由于虚拟经济

具有不同于实体经济的运作机制和价格体系,因而

虚拟经济领域研究的兴起,也引入了许多新的研究

方法和研究工具,开辟了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成因

研究新的研究的方向。其中由于长期以来学者分别

致力于实体经济因素和虚拟经济因素领域,进行了

大量的理论构建和实证检验工作,但很少将两者有

机结合起来考虑,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实体经济与

虚拟经济是相互影响的2个部分。许多学者也已经

认识到在研究中未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有机结

合,是现有文献的一个重大缺陷。因而如何将价格

波动传导中的实体经济因素和虚拟经济因素之间的

互动关系纳入研究理框架,构建一个全局性的国际

农产品价格波动成因分析框架将是一个未来的研究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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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teratureReviewonFactorsAffectingFluctuationof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ProductPrice

GUGuo灢da,FANGChen灢liang
(SchoolofEconomics,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310014)

Abstract暋Factorsaffectingthefluctuationofinternationalagriculturalpriceisahottopicinthe
fieldofworldeconomicsandagriculturaleconomicsonwhichmanyscholarshavedoneagreatdealofre灢
searches.Scholarsfromhomeandabroadallagreethatitistherelationshipbetweensupplyanddemand
thatdeterminestheagriculturalproductprice.Avarietyoffactorsinlfuencetheagriculturalproduct
pricesbyaffectingbothsidesofsupplyanddemand.Thetraditionalfactors,belongingtotherealecono灢
my,stillhaveasignificantimpactontheinternationalagriculturalproductprices,whilethenewemer灢
gingfactorssuchasenergyprices,speculationandpolicyinterventionsareofgrowingimportance.Vir灢
tualeconomyhasgraduallybecomealeadingfactorinaffectingthefluctuationofinternationalagricul灢
turalproductprice.Thecurrentresearchesarebasedontherealeconomyandthevirtualeconomyre灢
spectively.Thus,howtocovertheinteractionbetweenthetwointotheresearchframeworkcouldbea
futureresearchdirection.Howtostabilizethepricesofagriculturalproductsandensuredomesticfood
securityundertheaboveresearchframeworkisanimportantpracticalsignificanceinthisstudy.

Keywords暋internationalagriculturalproduct;pricevolatility;causes;literature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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