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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以1950-2010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运用基于 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与方差分解法对

我国农产品产销价格的联动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产品产销价格保持相似的波动态势,二者之间的

双向传递是顺畅的;与此同时,农产品零售价格对农产品产销2个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具有更为显著的作用,农产

品产销价格的联动关系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暠或“单向暠的特点。提出必须努力构建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提
高农户组织化程度,减少中间流通环节以及发展“农零对接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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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高度市场化的流通体制逐

步建立,我国农产品产销体制、供给状况和供求格局

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近年来在国内外各种因素共

同作用下,部分农产品价格波动频繁,急剧上涨和快

速下滑的状况交替出现,反映出当前我国农产品流

通仍然存在较大问题。价格稳定是宏观经济调控的

重要目标[1],而如何提高农产品市场的运作效率,更
好地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也成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

解决农产品流通问题时必须考虑的核心环节。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在阐述如何提高农产品市场流通效

率,保障农产品稳定均衡供给时强调要重点加强市

场调控,要求综合运用多种调控手段,努力稳定农产

品市场,保持价格合理水平。因此,研究农产品产销

间价格联动性,分析农产品生产价格与零售价格之

间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界对于农产品价格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4个方面:价格形成、价格波动、价格传导以及价格

预测等。而近年来对于生产者价格与消费者价格之

间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重点侧重于探讨两类

价格谁带动谁。Cushing等对美国的价格传导机制

的实证分析表明,从生产者价格到消费者价格的传

导机制比从消费者价格到生产者价格的传导机制更

重要[2]。Todd全面分析了生产者价格对消费者价

格的传导机制的各种可能原因并且运用回归分析和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美国数据做了实证分析,
得出从生产者价格到消费者价格的传导机制比较微

弱的结论[3]。贺力平等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在所考

察时期内,消费者价格指数是生产者价格指数变动

的格兰杰原因,从而得出在影响以消费者价格指数

来衡量的国内通货膨胀中,需求方因素的作用可能

相对大于供给方面的作用的结论[4]。白雪梅等运用

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 Granger因果关系

检验,对我国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的传导机制

进行分析,发现生产者价格是消费者价格最重要的

影响因素[5]。许世卫等选取农产品生产价格总指数

和食品零售价格指数作为产销价格信号,运用向量

误差修正模型(VECM)、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法对我国产地市场和销地市场的价格传递机制进行

了实证分析[6]。刘芳等运用基于 VAR模型的广义

脉冲响应函数法与方差分解法对果蔬产品产销间价

格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7]。
从所掌握的文献来看,目前关于农产品价格传

导和联动性等方面的研究仍不多,对于各价格间联

动性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领域[8灢10],而专门

针对我国农产品产销价格联动性的研究还不多见。
本文以我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和零售价格指数变

化情况为基础,进行产销价格的联动性分析,找出农

产品生产价格和零售价格之间的内在关联,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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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稳定农产品价格的相关政策和措施提供决策

参考。

暋暋一、理论框架与假设

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内普遍存在“重生

产、轻流通暠的观念,而随着农产品买方市场的出现,
流通逐渐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暠。在搞活

流通、扩大消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经济发展

战略下,构建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搞活农产品流通

成为当下政府与学界关注的焦点[11]。尤其是在目

前部分农产品价格迅速上涨、通胀预期不断强化的

形势下,直接牵连着农民和消费者利益的农产品产

销价格成为保障民生、破解三农问题的重点关注领

域。显然,农产品的价格调控需要考虑产销价格的

联动性。
农产品生产与零售作为农产品流通过程的一头

一尾,必然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农产

品生产价格作为农产品流通的初始价格,在生产资

料价格、交通运输、自然气候等因素影响下会发生一

定的波动,但最低收购价、订单合同等因素的存在又

对其波动产生了较大的约束力,因此具有较强的自

我稳定性,并通过“供给推动暠引起零售价格的波动;
农产品零售价格作为终端销售价格,在市场需求、货
币流动性、食品安全等众多因素作用下,具有较强的

自主波动性,并通过“需求倒逼暠拉动生产价格发生

相应的波动。
从价格传递的角度,农产品生产与零售分处农

产品产业链条两端,数量庞大的收购商、合作社、物
流公司、加工企业、批发市场以及连锁超市等形成层

层中间环节。在农产品收购环节,由于农户谈判能

力弱以及信息获取能力差等因素的影响,生产价格

的形成往往伴随着压价嫌疑,无法反映农产品供求

关系的真实情况。而在农产品生产价格向农产品零

售价格传递的过程中,由于产业链的非效率问题,物
流仓储、批发以及零售等环节一直占着较高的利润

份额,导致农产品生产价格对农产品零售价格的影

响在层层环节的干扰下被削弱;而反之不然,随着我

国大中城市农产品零售终端组织化水平的不断提

高,相比农产品收购环节,无论是市场需求情况还是

价格信息掌握,农产品零售终端都具有明显的软硬

件优势,农产品零售价格波动信号不需要经过中间

环节就可以直接传递(反馈)给收购环节,再加上随

着“农零对接暠的开展(“农零对接暠主要包括商务部

最近几年开展的“农超对接暠“农餐对接暠“农校对接暠
等模式),农产品零售对生产的价格传递能力得到不

断增强。正如韩香玲等认为“农超对接暠的制度设计

导致“强者更强、弱者稍强暠,超市处于明显的主导地

位,超市价格可以在第一时间影响产地收购价,而农

村产地价格对超市定价没有太大的影响力[12]。基

于相关文献研究和以上分析,提出2个假设。
研究假设1:鉴于农产品产销互通现状,农产品

生产价格与零售价格必然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的关系。两者分别通过“供给推动暠和“需求倒逼暠对
彼此波动产生影响。

研究假设2:无论是从速度上还是影响力上看,
农产品生产价格与零售价格之间的影响存在明显的

“非均衡性暠或“单向暠特点,农产品零售价格对生产

价格的影响明显大于生产价格对零售价格的影响。

暋暋二、数据说明与变量预分析

1.数据说明

对全国农产品产销价格联动性的数据选择,既
可用农产品市场价格变化的绝对数值,也可选择价

格指数这一相对数据开展研究。共同点在于,两者

均能反映前后期价格变动的方向与变化程度;而区

别是后者通过对基期价格数值的比值作为数值,另
前者是直接用实际价格数据作为数值。选择价格指

数进行价格传导研究,可以减少数据间的异方差性,
增加序列的平稳性而不影响其结果的分析[13灢17]。基

于此,本文在对我国农产品产地生产价格与销地零

售价格之间的联动性的实证研究中,采用1950-
2010年的年度价格指数数据。相关变量分别为农

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用IP 表示)和农产品零售价格

指数(用IR 表示),二者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

计年鉴》。由于统计数据中没有农产品零售价格指

数指标,本文农产品零售价格指数由食品(包括粮

食、油脂、肉禽及其制品、蛋、水产品、菜、干鲜瓜果等

主要农产品)零售价格指数代替。

2.数据基本统计分析

(1)数据变化趋势及相关性分析。从表1可以

看出,就农产品价格指数平均值而言,1950-2010
年间,IP 平均值为104.94,IR 平均值为104.75,二
者相差不大。就总体分布而言,受1994年IP 和IR

分别为139.90、135.20这一异常情形的影响,使得

两者偏差和峰度系数都比较大,变量在样本期内均

为非正态分布。从价格波动性来看,IP 的波动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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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IR,观测期内,IP 极差达到52.1个点,标准差也

达到8.97,而同期IR 的极差为44.6个点,标准差

为7.67。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变动幅度明显高于

农产品零售价格指数,这可能与近年来农产品零售

市场上的价格调控政策有一定的关系。
表1暋农产品价格指数序列的基本统计量

变量 IP IR

均值 104.94 104.75
中位数 102.20 102.60
最大值 139.90 135.20
最小值 87.80 90.60
标准差 8.97 7.67
偏度 1.52 1.70
峰度 5.97 6.56
正态检验 46.02 61.59
统计量的概率值 0.000 0.000

暋暋从图1给出的IP 和IR 波动走势图可以看出,

IP 和IR 波动频繁而且波动幅度较大。两者之间的

同步性较强,波动趋势总体是一致的,只在个别年份

出现较大偏差(如1951年和1979年)。进一步应用

EVIEWS6.0软件对两者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
果显示二者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0.901,这与研究

假设1的内容是相一致的。
(2)数据的平稳性检验。为了正确判断各变量间

的因果关系,首先必须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本文采用

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价格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选择显著性水平1%作为判断标准。从表2的结果来

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非平

稳变量的原假设,认为各个变量的水平序列都是平稳

序列。据此可以看出,农产品生产价格与零售价格没

有表现出明显的趋势性,以周期性波动为主。

图1暋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IP 和农产品零售价格指数IR 波动走势图

暋暋 表2暋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符号

ADF
统计值

检验类型
(c,t,k)

1%显著
水平 P 值 结论

IP -5.205 (c,0,3) -3.544 0.0001 平稳

IR -4.614 (c,0,3) -3.546 0.0004 平稳

暋注:表中c为常数项,t为趋势项,k为滞后阶数;滞后阶数k的判
断是以 AIC值和SC值最小为准则。

(3)Granger因果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分

析农产品生产价格与农产品零售价格在不考虑自身

影响的情况下,是否对彼此的波动具有解释作用。因

果关系检验是用于检验经济时间变量之间的时间先

后顺序,并不表示一定存在真正的因果关系,需要结

合理论、经验和模型进行判断。如表3所示,农产品

生产价格与农产品零售价格之间的 Granger检验的

P值分别为0.317和0.734,在1%、5%和10%的显著

性水平下均无法拒绝原假设,由此看出,两序列之间

不存在引导关系。值得注意的是,Granger因果关系

检验的结论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因果性,而不一定是真

正的因果关系,不能作为肯定或否定因果关系的最终

根据。因此,农产品生产价格与农产品零售价格之间

因果关系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表3暋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 F统计量 P 值 结论

IP 不是IR 的 Granger原因 1.207 0.317 接受原假设

IR 不是IP 的 Granger原因 0.427 0.734 接受原假设

暋注:Granger因果检验的滞后阶数为3。

暋暋三、实证分析

暋暋1.分布滞后动态模型分析

由于各价格指数序列都是平稳的,因此可以直

接利用分布滞后动态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运用

EVIEWS6.0软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分别对农

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与农产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了分

布滞后动态模型模拟,结果如表4、表5所示。
表4暋IR 与IP 分布滞后动态模型结果(1)

变量 回归系数 t统计量 P 值 F统计量
调整后

的R2 D灢W 值

IP 0.70 15.17 0.0000
IP(-1) 0.19 4.19 0.0001

168.90 0.85 1.33

暋暋由表 4 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优度 R2 达到

0.85,F 值达到了1%下的统计极显著水平,D灢W
值显示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模型的拟合效果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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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估计结果是可信的。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IP

对IR 存在长期影响。IP 每变动1%,会引起当年IR

朝相同方向变动0.7%,说明农产品生产价格通过

“供给推动暠引起零售价格做出相应变化,符合零售

价格以生产价格为基础的原理;滞后1期的农产品

生产价格指数IP 对农产品零售价格指数IR 仍存在

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19,可能的原因是农民在

农产品收购环节收益与否直接影响下一年度的生产

安排,由此导致的农产品供求变化将通过农产品零

售价格予以反映。
表5暋IR 与IP 分布滞后动态模型结果(2)

变量 回归系数 t统计量 P 值 F统计量
调整后

的R2 D灢W 值

IR 1.18 16.29 0.0000
IR(-2) 0.19 2.16 0.0351

85.01 0.87 2.14

暋暋从表5可见,模型的拟合优度R2达到0.87,F
值达到了1%下的统计极显著水平,D灢W 值显示模

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估计结

果是可信的。从结果来看,IR 对IP 存在正向影响,

IR 每变动1个百分点,会引起当年IP 朝相同方向

变动1.18个百分点,说明农产品零售市场供求情况

对当期农产品产地收购价格的形成具有较大的指导

作用;其影响存在滞后期,上年的IR 对之后第二年

的IP 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其影响系数为0.19,说
明农产品零售价格的波动向生产价格的传递同样是

顺畅的,滞后期的存在反映出农户参照当年农产品

零售价格情况安排下年的生产计划,符合“蛛网模

型暠对农产品供求变化的判断[18灢24]。模型拟合结果

与研究假设1的内容一致。
在价格指数序列平稳和两序列存在相互影响的

前提下,利用1950-2010年的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

与农产品零售价格指数数据构建 VAR 模型,实证

分析两者之间的联动性关系。根据 AIC值和SC值

最小准则,确定滞后阶数为3。为了进一步考察两

序列之间的相互影响,下面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

差分解进行分析。

2.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是用于衡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

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脉冲

响应函数刻画了误差变化大小的反应,即每个内生

变量的变动或冲击对它自身及其他所有内生变量产

生的影响作用。给定1%的价格冲击,考察IP 和IR

两变量在10个年度内对于波动冲击的反应路径,结
果见图2。

图2暋脉冲响应函数

据图2所示,对于IP 的1个标准差随机扰动的

冲击,IR 不会立即做出反应,而是存在短期的滞后。
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影响逐渐增强,在第2年达到最

大,IR 上涨了约1.32。随后影响程度逐渐下降,在
第6年仍为正向影响,但作用极小,而后基本消失。
这说明农产品生产价格对农产品零售价格具有一定

的影响,但影响并不十分显著,而且传递速度也较

慢,影响作用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缓慢显示,可能的

原因是在农产品生产价格向农产品零售价格传递的

过程中,产业链的非效率,物流仓储、批发以及零售

等较多环节的存在,导致农产品生产价格对农产品

零售价格的影响在层层环节的干扰下被削弱。
反之,IR 的1个标准差随机扰动对IP 的影响

较大,IP 当期即上涨了约5.73,随后两年正向影响

迅速回调,在第3-4年时出现反向影响,第4年时

达到最低的-0.35,之后从第4年开始响应系数逐

步上升,到第7年后影响趋近于零。这表明,农产品

零售价格的波动对农产品生产价格有着显著影响,
而且传递速度相对较快。这是因为随着我国大中城

市农产品零售终端组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相比农

产品收购环节,农产品零售终端在信息搜集和发布

上具有明显的软硬件优势,农产品零售价格波动信

号可以绕开中间环节直接反馈给收购环节,再加上

“农零对接暠等模式的推广,农产品零售对生产的价

格传递能力更是得到不断增强。可见,农产品生产

价格和农产品零售价格波动的相互影响存在明显的

“非均衡性暠。

3.方差分解

为考察影响IP 和IR 价格波动的因素,此处采

用方差分解分析。如表6所示,对于农产品生产价

格指数,随着预测期的增加,IP 对其自身价格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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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比较小,但逐渐增大,从第6期开始,解释力

度稳定在21.62%。IR 对IP 预测误差的解释力度

比较高,总体保持在80%左右,最大解释力度出现

在第2期的82.19%,之后呈现出逐步减弱的趋势,
从第6期开始,解释力度保持在78.38%,由此可以

看出,农产品零售价格的波动对农产品生产价格具

有重要影响,这与前文得到的结果一致。
表6暋IP 和IR 预期误差的CHOLESKI方差分解结果 %

预测期
IR:方差分解

IR IP

IP:方差分解

IR IP

1 100.00 0.00 80.77 19.23
2 97.91 2.09 82.19 17.81
3 96.54 3.46 79.23 20.77
4 96.21 3.79 78.52 21.48
5 96.17 3.83 78.40 21.60
6 96.16 3.84 78.38 21.62
7 96.16 3.84 78.38 21.62
8 96.16 3.84 78.38 21.62
9 96.16 3.84 78.38 21.62
10 96.16 3.84 78.38 21.62

暋暋对于农产品零售价格指数,在10个预测期内,
自身一直都是其最大的解释变量,解释力度始终保

持在96%以上,而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对其波动的

影响微乎其微。由此可以看出,与农产品生产价格

相比,农产品零售价格处于相对独立、封闭的状态,
具有较强的“自主波动性暠。

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整体来看,农产品零售价格

对农产品产销2个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具有更为显著

的作用,而农产品生产价格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尤其是农产品生产价格对农产品零售价格预测误差

的解释力度始终在5%以内,相比较农产品零售价

格对农产品生产价格预测误差的解释力度而言,两
者相差超过70%。这表明,农产品产销间价格存在

“单向暠的价格联动关系,这可以用价格传递效率和

现行农产品流通体系下农户对农产品定价权的缺失

来解释。

暋暋四、结暋论

本文就中国1950年以来的农产品生产价格指

数与零售价格指数的联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
果表明:

(1)农产品产销价格波动均为平稳时间序列,没
有表现出明显的趋势性,这与农产品生产流通的周

期性等特点相符。从波动走势看,农产品产销价格

基本呈现相似的波动态势,二者同期相关系数达

0.901。
(2)分布滞后动态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农产品产

销价格间的双向传递是顺畅的,农产品生产价格指

数变动会引起当年农产品零售价格指数的同方向变

动,反之亦成立。从影响系数来看,农产品零售价格

指数对生产价格指数的影响要大于农产品生产价格

指数对零售价格指数的影响而不是相反,呈现出明

显的“非均衡性暠。滞后1~2期的农产品产销价格

指数之间仍然有正向影响,但作用较小。
(3)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农产品

零售价格对农产品产销2个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具有

更为显著的作用,而农产品生产价格发挥的作用十

分有限。这表明,农产品产销间价格存在“单向暠的
价格联动关系。

研究结论表明,应该努力构建农产品现代流通

体系,通过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减少中间流通环节

以及发展“农零对接暠模式来不断加快农产品产销间

价格的传递速度。针对农产品产销价格单向传递的

特点,务必不断提高我国农产品批零环节的信息化

水平,实时向农产品生产环节发布价格、供求信息,
缓解农产品产销环节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
增强农产品产销间价格的联动性,促进国内农产品

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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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mpiricalAnalysisonLinkageofAgriculturalProducts
PriceofProductionandRetailinChina

QIChun灢jie1,2,WANG Wei灢xin1,WEIJin灢yi1

(1.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Wuhan,Hubei,430070;2.InstituteofHorticulturalEconomics,Huazhong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暋Basedonthesamplesofannualdatabetween1950-2010,thispapermakesanempiricalanalysis
onpricelinkagebetweentheproductionandretailofagriculturalproductsinChinabyusinggeneralizedimpulse
responsefunctionmethodandthevariancedecompositionmethodbasedonVAR model.Theresultshowsthat
agriculturalproductspricesofproductionandretailremainsasimilarfluctuationtrend,thetwo灢waytransferbe灢
tweenthetwosidesaresmooth.Meanwhile,retailpriceofagriculturalproductsplaysamoresignificantrolein
pricefluctua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ionandretailmarket,thelinkagebetweenagriculturalproductionandre灢
tailpriceshowsthecharacteristicsof"non灢equilibrium"or"one灢way".Therefore,thispaperproposesthatitis
necessarytobuildamoderncirculationsystemofagriculturalproducts,improvedegreeoffarmers'organization,

reduceintermediatecirculationanddevelopagriculturalzerodockingmode.
Keywords暋agriculturalproducts;productionandretailprices;VARmodel;volatility;lin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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