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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鸭苗价格波动的周期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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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分析影响我国鸭苗价格周期性波动原因的基础上,利用X12季节调整法与 H-P滤波模型法

对我国鸭苗价格周期波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鸭苗价格波动具有周期性,周期平均长度为33个月,每个周

期具有非对称性,每一周期的持续上涨时间低于持续下降时间。提出建立鸭苗生产的资格准入制度和标准许

可证制度、合理控制鸭苗供给规模、保持国际和国内肉鸭市场信息畅通和加强肉鸭的疫病防治工作等相关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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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肉鸭的消费

市场逐年扩大,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肉鸭经营者生产

积极性。2012年我国肉鸭出栏量约40亿只,存栏

量约7亿只[1]。按照鸭苗90%的成活率保守计算,
我国2012年鸭苗产量约53亿只,2012年鸭苗产值

约111亿元。鸭苗作为产业链中最底层的环节,其
价格变动不仅关系到26万个肉鸭经营农户的收益,
影响全国鸭产品的消费,还关系到我国对日、韩、欧
美及新加坡等地区的鸭产品出口。随着我国农业产

业化的发展,肉鸭产业链的延伸与拓展,鸭苗作为鸭

产业链的一个有效杠杆,其所支撑的产业经济范围

与社会经济影响将越来越大。
有关鸡、鸭等禽类的价格与周期研究成果较多。

韩星焕等利用季节调整法与滤波模型,分析了我国

活鸡价格波动的原因,指出季节波动、饲料成本与不

规则因素是活鸡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2]。张喜才等

利用结构向量回归模型与脉冲响应函数模型,分析

肉鸡产业链价格体系的传递机制,认为突发事件对

肉鸡产业链价格波动水平的影响比较显著,但对鸡

苗价格的传递作用较弱[3]。张瑞荣等利用X12季

节调整法,分析了鸡苗价格的季节变动、循环变动、
趋势变动,认为鸡苗价格的趋势性变动规律是非线

性的,存在长期趋势继续下降的可能性且具有高风

险性[4]。唐江桥等对活鸡价格的周期变化进行研

究,发现活鸡价格存在长约26~40个月的波动周

期[5]。傅如南等对我国肉鸡市场价格利用ARIMA
模型进行了预测分析,发现该模型较好的模拟并

预测 了 肉 鸡 价 格 的 变 化[6]。由 此 可 见,关 于 鸭

(鸭苗、肉鸭)价格波动的周期性变化的实证研究

很少。本文在描述性分析我国鸭苗价格波动原

因的基础上,基于X12季节调整与 H-P滤波模型

法,对我国2003年1月至2013年10月鸭苗价

格的波动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拟探讨我国鸭苗价

格波动的周期性规律。

  一、鸭苗的价格波动及其原因

  2003年1月至2013年10月我国鸭苗价格波

动情况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自2003年1月至

2013年10月,我国鸭苗价格波动非常频繁,幅度较

大,11年间我国鸭苗平均价格为2.80元/只,最高

价格为6.77元/只,最低价格为0.44元/只,最高价

与最低价差6.33元/只。样本鸭苗价格标准差高达

1.35,其变异系数为0.48%。可见,我国鸭苗价格

波动幅度之大。引起我国鸭苗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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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3年1月—2013年10月我国鸭苗价格变化

  1.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

肉鸭产业是一个具有特殊优势的产业。我国是

世界第一大肉鸭产品生产与消费国家,每年有大量

肉鸭产品销往国外市场。2012年我国出口鸭肉制

品17200t,出口额约1.0亿美元,出口量占世界出

口贸易的1/4,出口对象主要是德国、比利时、日本、
韩国等。国际行情和国际金融状况的变动将不可避

免地对肉鸭产品的出口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鸭苗

价格的波动。2005年8月,欧洲肉鸭生产与消费大

国德国将H5N1禽流感级别由中级提升至高级,肉
鸭产品进口量锐减,其他西欧国家的肉鸭产品进口

情况也不乐观。萎靡的国际出口行情使我国肉鸭出

口深受打击。2005年10月至2006年6月,国内鸭

苗价格连续下降,累计下降幅度达20%。2008年

10月爆发的金融危机及2009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

机恶化了国际经济形势,全球消费信心迅速下降。
受此牵连,我国肉鸭产业受到冲击,2009年国内鸭

苗价格陡然下降,下降幅度高达44.5%[7]。

2.国内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

居民消费水平、物价水平、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

因素对鸭苗价格有间接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
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居民食

品消费结构趋于优化,肉类产品消费量大大增加,肉
鸭产品消费也随之上升。受市场利好的诱导,肉鸭

养殖户或养殖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鸭苗进栏量

增加,致使鸭苗价格上涨。2010年下半年国内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总体呈上涨的态势,通胀压力逐步加

大,农产品价格也整体大幅上涨,猪牛羊肉类、蔬菜

类等农产品价格普遍突破历史水平[4],鸭苗价格无

例外地呈现出稳步上涨的局面,2010年11月份鸭

苗价格达4.8元/只,与上半年相比上涨幅度高达

226%[7]。

3.孵化技术水平的提高

人工孵化技术是现代肉鸭产业中的一项高科技

实用型新技术,既包括孵化设备的革新与进步,也包

括孵化模式和孵化方法的改进与提升。人工孵化技

术的提升,提高了种蛋孵化率,也提高了鸭苗的生产

效率,促进了鸭苗产量的总体控制和鸭苗的免疫工

作,为养鸭经营主体大批培育鸭苗创造了良好条件。
孵化技术水平的提升大幅减少了鸭苗的生产成本,
刺激了鸭苗的供给量,使鸭苗价格下降。2005年下

半年,我国鸭苗育苗技术水平迅速提升,育苗设备得

以革新进步,大幅提高了鸭苗的集约化、规模化生产

水平。同年9月鸭苗价格就由4月的5.39元/只持

续下降到2.84元/只,下降幅度高达47.3%[7]。

4.饲养成本的提升

肉鸭养殖主要投入包括设备、人力资源、饲料

等。鸭饲料主要成分是大豆、玉米,由大豆等原料价

格上涨引致的饲料价格上涨,必然会影响鸭苗价格。

2003年国际市场大豆价格暴涨,大豆现货平均价格

为2003元/t,同比上涨20.1%,11月国际市场大

豆价格达到2430元/t,达到此前6年以来的最高

水平,大豆价格的上涨直接导致国内饲料价格普遍

上涨,养鸭成本增加,利润空间下降,许多养殖户因

此减少了鸭苗的进栏量,鸭苗价格下降。2003年12
月鸭苗价格由11月份的2.47元/只下降到1.55
元/只,下降幅度达38%。其中福建省鸭苗价格降

为0.1元/只,鸭苗企业仍不得不亏本出售 [7]。

5.国内重大疫病、疫情等自然灾害的发生

一方面,肉鸭产业内部本身的禽类疫病的发生

对鸭苗价格会产生不利影响。若种鸭感染疫病,会
直接影响种蛋的数量与质量,进而导致鸭苗产量下

降,鸭苗价格会因供不应求而上涨。若肉鸭饲养中

受到疫病影响,会促使肉鸭产品需求减少,生产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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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格预期下降,可能选择减少鸭苗进栏量或者放

弃鸭苗的饲养,导致下期鸭苗市场需求量减少,促使

鸭苗价格下降[8]。另一方面,国内重大疫情的发生

对鸭苗价格影响更大。重大疫情的发生不仅会导致

消费者心理恐慌,减少肉鸭产品消费,更会促使生产

者产生悲观预期,大幅度缩减生产经营规模,大量减

少饲养量,致使鸭苗有价无市。

  二、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搜集与整理了2003年1月至2013年10
月的140个月度我国部分省(市、区)鸭苗价格数据,
数据来源于国家水禽产业体系经济学团队的统计与

中国畜牧业信息网。样本范围包括全国21个水禽

主产区(京、冀、蒙、辽、吉、黑、沪、苏、浙、皖、闽、
鲁、豫、粤、鄂、湘、琼、川、渝、赣、桂)。其中2003
年1月至2009年12月数据由国家水禽产业体系

经济学团队统计整理,2010年1月至2013年10
月数据来源于中国畜牧业信息网,鸭苗月度价格

由日度价格平均而得。

2.研究方法

鸭苗价格周期是指鸭苗价格围绕其长期趋势扩

张和收缩而体现出的周期性波动。一般而言,经济

时间序列变化受本身的发展趋势、周期循环、季节变

化及不规则变动4个因素的影响。X12季节调整旨

在将鸭苗价格的月度时间序列中的发展趋势、季节

变化和不规则变动分离出来,然后分析其周期循环

变动成分的规律与特征。故本文首先利用 X12季

节调整方法对我国鸭苗月度价格序列进行季节调

整,在此基础上通过H-P滤波模型法获得周期循环

变动成分,然后分析周期循环序列的规律与特征,从
而对鸭苗价格周期做出判断和分析。

(1)X12季节调整法。鸭苗月度价格时间序列

的季节性波动是比较显著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鸭

苗价格周期客观变化规律的揭示造成影响。因此,
在对鸭苗价格进行研究时,必须去掉其季节波动因

素造成的影响,将季节因素从鸭苗价格序列中剔

除。X12季节调整法包括4种分解形式:乘法模

型、加法模型、对数加法模型和伪加法模型,其表

达式如下:
加法模型:Yt=TCt+St+It (1)

乘法模型:Yt=TCt×St×It (2)

对数加法模型:LnYt=LnTCt+LnSt+LnIt (3)

伪加法模型:Yt=TCt(St+It-1) (4)

(2)H-P滤波法。H-P(Hordick-Prescott,H-
P)滤波模型是由 Hodrick和Prescott两位经济学

家于1980年在研究美国战后经济周期时提出。采

用H-P滤波模型可以较好的分解出鸭苗价格序列

的趋势要素。若把鸭苗价格周期看成宏观经济对其

缓慢变动路径状态的一种偏离,那么 H-P滤波模型

就增大了该周期的波动频率,使其周期波动减弱[9]。

H-P滤波模型的原理为:
假设鸭苗价格时间序列(该序列是包括趋势成

分 和 波 动 成 分 的 时 间 序 列 )为 yt =
y1,y2,y3...y(n-1),y{ }n ,趋 势 序 列 为 gt =
g1,g2,g3...g(n-1),g{ }n 。其中,n为样本容量。因

此, H-P 滤 波 模 型 法 就 是 将 yt =
y1,y2,y3...y(n-1),y{ }n 分解为yt=gt+ct 形式,其
中gt 和ct 均是不可观测数值。

将时间序列yt 中不可观测部分趋势gt 简化为

下面方程最小化函数方程的解:

min ∑
n

t=1
(yt-gt)2+λ∑

n

t=1
[B(L)gt]{ }2 (5)

其中,B(L)表示滞后算子多项式,如下所示:

B(L)=(L-1-1)-(1-L) (6)
将滞后算子多项式代入最小化函数方程式,则

H-P滤波模型的问题就演变为如何使下面函数式

的值最小,即为:

min ∑
n

t=1
(yt-gt)2+λ∑

n

t=1
[(gt+1-gt)-(gt-gt-1)]{ }2

(7)

最小化函数原理就是用λ∑
n

t=1
[B(L)gt]2 来调整

趋势序列的变化。并且,λ∑
n

t=1
[B(L)gt]2 的函数取值

随着系数λ的正向变化而增大。当系数λ的值取0
时,有yt=gt,可以满足最小化函数问题的趋势序列

等于yt 序列;λ取值越大,趋势序列越光滑;当系数

λ取无穷大时,趋势序列趋近于线性函数,故H-P滤

波就演变为用最小二乘法估计趋势。本文由于使用

的是鸭苗价格的月度数据,根据研究经验,取λ=
1600。

3.结果分析

(1)鸭苗月度价格序列季节调整。2003年1月

到2013年10月我国鸭苗价格的季节性波动见图

2~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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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鸭苗月度价格季节调整序列 图3 鸭苗月度价格季节因子序列

图4 鸭苗月度价格不规则因素系列 图5 鸭苗月度价格循环趋势序列

  图2表示我国鸭苗月度平均价格的季节调整序

列变化。在剔除季节调整后,价格变化包括了不规

则因素(随机因子项)和循环趋势项。经过季节调整

后,鸭苗价格周期变化主要由不规则因素与循环趋

势要素决定,去除季节影响,由突发偶然事件与循环

趋势作用下的鸭苗价格变化特征,与图4、图5的叠

加效果有着很高的相似性。
图3显示了我国鸭苗月度平均价格的季节因子

序列。季节因子序列是每年重复出现的循环变动,
以月度为周期的影响,主要由温度、降雨、假期和政

府政策等因素引起。从图3中可以看出,鸭苗价格

波动存在着较强的季节性变化规律。鸭苗价格一年

有2个较大的季节波动,每次季节性波动周期约为

6个月。春季(1月-3月)鸭苗价格在季节性正影响

下呈上升趋势,3月或4月价格达到高峰;4月-6月

夏季鸭苗价格在季节性负影响下呈下降趋势;秋季

价格在季节性趋势的正影响下呈回升趋势,在9月

份左右达到高峰;冬季10月-12月份价格在季节性

负影响下鸭苗价格再次开始呈下降趋势。图4所显

示的变化规律与农户饲养规律和鸭产品消费规律相

符合,季节因子序列仅反应了鸭苗价格在季节影响

下所表现的发展趋势,无法反映出外部经济、社会环

境变化产生的冲击。
图4表示我国鸭苗月度平均价格的不规则因素

序列变化。不规则要素又称随机因子、残余变动或

噪声,其变动无规则可循,这类因素是由偶然发生的

事件引起的,如区域性地震、意外性水灾、突发性恶

劣气候、即时性政策公示和偶然性人为预测失误等。
图4显示了2003年非典、2005年 H5N1、2008年汶

川地震、2009年美次贷款危机、2013年我国 H7N9
等突发事件下的鸭苗价格的剧烈波动。

图5显示了我国鸭苗月度平均价格的循环趋势

序列。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循环趋势序列中显示了鸭

苗价格周期变化的循环规律与趋势特征。在循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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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趋势项的共同作用下,鸭苗价格周期出现了3个

周期循环趋势,即2004年1月-2006年3月、2006
年4月-2008年12月、2009年1月-2012年12月。
由于鸭苗价格的变化趋势无法从周期序列中得到精

确的结果,同时周期序列本身也就包含了经济发展趋

势的影响,还需将趋势与循环特征分离出来,才能得

出鸭苗价格的具体周期循环结果与变化发展的趋势。
(2)鸭苗价格波动周期特征。利用 H-P滤波模

型对鸭苗价格趋势循环序列进行分解,测定鸭苗价

格的周期性波动其波动周期,结果见图6。

图6 我国鸭苗价格趋势循环序列的H-P滤波分解

如图6可知,我国鸭苗价格的长期趋势的波动

变化较为平缓,说明鸭苗价格变化受自身行业规律

冲击作用的影响较小,而受常年季节性变化与外部

经济条件冲击的影响较大。
周期循环波动曲线清楚地反映了鸭苗价格所呈

现的周期性波动。通过 H-P滤波法可以将我国

2003年1月至2013年10月鸭苗价格长期趋势分

为5个波动周期,见表1。
表1 2003年1月-2013年10月我国鸭苗

价格波动的周期测定

序列 周期起止时间 长度(月数) 波动情况

1 2003年1月-2004年6月 18 波动幅度不大

2 2004年7月-2006年8月 26 波动幅度大

3 2006年9月-2010年6月 43 波动幅度大

4 2010年7月-2013年1月 31 波动幅度大

5 2013年2月-2013年10月 9 波动幅度较大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鸭苗价格的波动大致经

历了2个半周期和3个整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约

为33个月。其中序列1与序列5周期,由于周期起

止时间无法确定或验证,故不能算作平均周期数。
序列1周期阶段(2003年1月-2004年6月):

鸭苗价格缓慢下降。该周期并不完整,2001或2002
年应该有一段时间算在该周期之中。在此周期阶

段,自2003年初鸭苗价格的短期上升之后,平均上

升幅度很小,约为0.5%,持续时间由于数据问题无

法验证,随后进入到长期缓慢下降阶段,平均下降幅

度为0.24%,持续时间为16个月。在这段时间内,
鸭苗价格波动幅度不大,较为平缓,基本维持在1.8
元/只左右波动,最高价与最低价差为1.7元/只。
此周期内鸭苗价格波动暂时可分为2个阶段:第一

阶段(2001年 或2002年 某 一 时 期 到2003年2
月),鸭苗价格处于下降阶段;第二阶段(2003年3
月到2004年6月),鸭苗价格处于缓慢下降阶段

势,经过连续16个月的下降,最终鸭苗价格达到

低谷水平。
序列2周期阶段(2004年7月-2006年8月):

鸭苗价格缓升陡降。该周期鸭苗价格持续时间为

26个月,其中价格上涨时期为14个月,平均涨幅为

0.84%;价 格 下 跌 时 期 为12个 月,平 均 降 幅 为

1.21%,下降幅度高于上升幅度。此周期内鸭苗价

格波动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4年7月到

2005年8月),鸭苗价格快速上涨,增长了10.8%。
第二阶段(2005年9月到2006年8月),鸭苗价格

呈现陡降趋势,波动幅度较大,下降了15.8%。
序列3周期阶段(2006年9月-2010年6月):

鸭苗价格陡升缓降。该周期持续时间较长为43个

月,其 中 价 格 上 涨 时 期 为15个 月,平 均 涨 幅 为

1.17%;价 格 下 跌 时 期 为28个 月,平 均 降 幅 为

0.62%,下降幅度低于上升幅度,但是下降持续期较

长。此周期内鸭苗价格波动可分为2个阶段:第一

阶段(2006年9月到2007年12月),鸭苗价格快速

上涨,增长了18.8%。第二阶段(2008年1月到

2010年6月),鸭苗价格呈现陡降趋势,波动幅度较

大,下降了19.9%。
序列4周期阶段(2010年7月-2013年1月):

鸭苗价格陡升缓降。该周期持续时间为31个月,其
中价格上涨时期为15个月,平均涨幅为1.05%;价
格下跌时期为16个月,平均降幅为0.68%,下降幅

度低于上升幅度,下降持续期与上升期略同。此周

期内鸭苗价格波动可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2010
年8月到2011年11月),鸭苗价格快速上涨,增长

了16.67%。第二阶段(2011年12月到2013年1
月),鸭苗价格呈现缓慢下降趋势,波动幅度较小,下
降了9.54%。

序列5周期阶段(2013年2月-2013年10月):
鸭苗价格缓慢上升。该序列周期鸭苗价格已经持续

上升9个月,平均涨幅为0.24%,属于缓慢增长。
若根据以往周期循环的波动趋势来看,该周期鸭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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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还有3~5个月的上升空间,即可能持续到

2014年的1月或3月,随后才可能步入价格的下降

周期阶段。
通过鸭苗价格周期性结果分析可知,价格周期

波动的长度不同;上涨周期与下降周期具有非对称

性,每一波动周期的上涨时期持续时间较为接近,但
下降时期持续时间有较大差异;价格周期波动幅度

大小也不尽相同,但近年来波动的幅度有减缓趋势。

  三、结论及建议

  在描述性分析我国鸭苗价格波动原因的基础

上,基于X12季节调整与 H-P滤波模型法,对我国

2003年1月至2013年10月鸭苗价格的波动情况

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主要结论为:鸭苗价格波动具有

周期性,周期平均长度为33个月,每个周期具有非

对称性,每一周期的持续上涨时间低于持续下降时

间,且周期的波动幅度呈现出越来越小的趋势。

2013年我国肉鸭产业处在序列5的鸭苗价格

周期,鸭苗价格正在缓慢上升时期,估计会持续到

2014年的3月份,随后鸭苗价格将面临较长的价格

缓慢下降期。鸭苗价格的剧烈波动会对肉鸭产业造

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剧烈波动所带来的产业高风险,
将威胁整个肉鸭产业链条的持续化经营,会严重打

击肉鸭养殖企业与农户的积极性,因此,有必要利用

鸭苗价格的周期性变化规律来指导肉鸭产业发展。
发展肉鸭产业可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加强宏观调

控,建立鸭苗生产的资格准入制度和标准许可证制

度,从源头上控制鸭苗市场供给,防止市场大起大落

的波动变化;第二,在市场供给方面,鸭苗经营者应

合理控制规模,做好企业的经营战略、财务投资战略

策划,谨慎扩大投资规模,避免盲目、过度竞争;第
三,在风险应对方面,应保持国际和国内肉鸭市场信

息搜集的迅捷性、全面性、准确性,建立高效准确的

产业信息平台与迅捷、高效的风险应对体系,并及时

做出决策调整;第四,把肉鸭的疫病防治工作当作长

期重要工作来做,时刻不能松懈;第五,密切关注社

会舆论影响,积极做好产业公共关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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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PeriodicityofPriceFluctuationofChineseDuckling
YANJian-wei,CHENJuan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BasedonreasonsinfluencingthepricefluctuationofChina’sducklings,thispaperstudies
thepricevolatilitybyusingX12seasonallyadjustmentandHodrickPrescottfiltermodel.Theresult
showsthat:ducklingpricefluctuationiscyclical,theaveragecyclelengthis33months.Eachcycleisa
non-symmetrical.Thecontinuingrisingtimeineachcycleislessthanthefallingtime.Therefore,thispa-
perproposes somesuggestions:establishingperfectqualificationsystemandstandardspermitsystem
ofducklingproduction;reasonablycontrollingducklingssupplyscale;maintainingfluencyofinternation-
alanddomesticduckmarketinformationandstrengtheningthepreventionandcontrolonepidemicdis-
easeand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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