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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测定随机冲击对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利用Beveridge-Nelson分解技术对主要粮食价格进

行趋势周期分解,并运用Cochrane方差比统计量测定随机冲击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籼稻、粳稻、玉米和大豆

等粮食价格存在着平稳增长的确定性趋势和负的随机趋势,外部随机冲击对粮食价格具有负作用,并在1998-
2003年间表现最严重;粮食价格波动具有显著的周期性,并受随机冲击影响;从短期看,随机冲击对籼稻、粳稻

和大豆价格的影响在20期左右达到最大值,对玉米价格冲击在10期左右达到最大值,是价格短期波动的重要

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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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价格波动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其直接

影响到消费者和生产者利益,对农民等弱势经营主

体影响更大。近年来,粮食价格波动频繁,为稳定国

内粮食价格波动,国家出台了大量政策,如2014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

成机制,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1],但对粮食价格

调控之路依旧很长。总结粮食价格波动的形成原

因,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包含在粮食生产流通

和消费等环节内的诸多内在因素,另一类为自然灾

害、经济事件、政府政策等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存在

不确定性,其对粮食价格的波动影响巨大。探讨随

机冲击对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十分必要。
国内对粮食价格波动的研究十分丰富,主要集

中在波动特征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冯云发现粮食价

格波动具有集簇性和显著的非对称性[2];罗万纯等

则认为籼稻、粳稻、大豆价格没有显著的异方差效

应,小麦和玉米价格波动有显著的集簇性,小麦市场

和玉米市场没有高风险高回报特征,小麦价格波动

具有非对称性[3]。Lapp等认为宏观经济政策会对

粮食价格波动造成影响[4],柯炳生提出农户粮食储

备及其市场反应行为是造成粮食价格波动的重要诱

因[5]。罗锋等研究表明,国内粮食价格波动主要受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推动和自身价格滞后的影响,国
际价格波动只对大豆价格影响较为显著,对小麦和

玉米影响较小,对大米几乎没有影响[6]。戴春芳等

认为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经历一个曲折过程,具有明

显阶段性,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供求矛盾、
生产成本推动、自然灾害及国际市场传导等因素[7]。
何蒲明等研究发现,我国粮食价格波动比产量波动

大,对国家粮食安全具有不利影响,粮食价格是粮食

产量变化的原因[8]。研究方法方面,主要以时间序

列方法为主,包括 ARCH 类模型、ARMA 模型、

STR模型和 VAR模型等[2-3,9-13];对价格周期分析

的方法多为 HP滤波、变异率、指数平滑法等[14-16]。
总体而言,以上研究对具体周期的分解,尤其是随机

外部冲击对粮食价格的影响分析不够系统和全面。
本文利用Beveridge-Nelson分解技术和Cochrane
方差比统计量测定随机冲击对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

影响,并进行系统的全面剖析。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籼稻、粳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等粮食,
其价格数据均来自《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时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116期)

间区间为1997年3月至2012年12月,具体价格走

势如图1。数据处理方法为:利用1997年3月为基

期的CPI指数对原序列进行平减,然后对各序列进

行以1997年3月为基期的指数化处理,并对平减后

的序列分别取对数,再利用X-11季节调整法对序

列进行季节调整。

图1 粮食价格走势

2.研究方法

Beveridge-Nelson分解技术由Beveridg和Nel-
son于1981年首次提出,其基本思想是把非稳定单

位根过程生成的时间序列分解为确定性趋势、随机

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即yt=DTt+STt+Ct,其中

yt 为原序列,DTt 为确定性趋势,STt 为随机趋势,

Ct 为周期成分,3种成分可说明随机冲击对我国粮

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具体推导可参见相关文献[17-19]。
确定性趋势若大于当期价格,即确定性成分与原序

列值的比重大于100%,说明随机冲击对粮食价格

具有抑制作用,否则说明其对粮食价格增长具有推

动作用[20-21]。周期成分可体现粮食价格波动的周期

性,而随机事件的冲击对价格波动影响极大;随机趋

势则直接反应了随机冲击的作用。

Cochrane方差比统计量由 Cochrane于1988
年提出[22],其利用yt 一阶差分的方差(记为V1)来
度量粮食价格的短期波动。yt 为含有截距的随机

游走,其一阶差分即为当期的随机扰动,一阶差分的

方差可度量随机成分的波动。另外,yt 的k 阶差分

的方差随着k而趋于无穷大,度量的是粮食价格的

长期波动。因此,其将方差比定义为Rk=k-1Vk/

V1,可令k趋于无穷大,则有R=lim
k→¥

Rk,R 测定的是

随机冲击对粮食价格波动的长期影响;R 越大,说明

粮食价格的随机趋势对其波动所起的作用越大。

  二、粮食价格趋势周期分解

  1.粮食价格平稳性检验

利用 ADF检验对粮食价格进行平稳检验,检
验结果如表1。由表1可知,除小麦价格外,籼稻、
粳稻、玉米和大豆价格均不是趋势平稳过程,而是非

平稳的I(1)过程。因此,有必要对籼稻、粳稻、玉米

和大豆等价格进行趋势周期分解,提取其趋势周期

成分,分析随机冲击对粮食价格的冲击影响。
表1 粮食价格序列单位根检验

序列 检验方程形式 原假设 统计量值 临界值

籼稻 y1t=0.1598-0.0387y1t-1+0.0002t+ε1t 单位根 -2.7511 -3.4338
粳稻 y2t=0.1833-0.0441y2t-1+0.0002t+ε2t 单位根 -2.8529 -3.4338
小麦 y3t=0.2015-0.0496y3t-1+0.0002t+ε3t 单位根 -3.7677 -3.4338
玉米 y4t=0.1752-0.0392y4t-1+0.0002t+ε4t 单位根 -2.0859 -3.4338

大豆
y5t=0.1372-0.0326y5t-1+0.1934Δy5t-1+0.1720Δy5t-2+

0.0892Δy5t-3+0.1823y5t-4+0.0001t+ε5t
单位根 -3.0232 -3.4343

 注:临界值为5%水平下的值。

  2.粮食价格趋势周期分解

(1)粮 食 价 格 确 定 性 趋 势。利 用 Beveridge-
Nelson分解技术可得出籼稻、粳稻、玉米、大豆等4
类粮食价格的确定性趋势,走势见图2。

由图2可知,我国粮食价格一直保持着平稳增

长的确定性趋势。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及消费结构的改善,对籼稻、粳稻、玉米

和大豆的需求不断增加,另外,玉米和大豆需求的增

长也源自畜牧业的快速发展,两者作为重要的饲料

基础其需求不断增加,使得该4类粮食价格呈现不

断上涨的趋势。另外,生产成本的提升和替代品价

图2 粮食价格确定性趋势

格的相互影响,也是推动粮食价格稳步上升的重要

原因。比较不同粮食价格看,玉米价格增长幅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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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粮食价格确定性趋势成分占原序列的比重 %
年份 籼稻 粳稻 玉米 大豆 年份 籼稻 粳稻 玉米 大豆

1997 102.78 103.32 100.56 100.86 2005 105.47 104.67 105.24 104.02
1998 103.30 104.08 99.25 102.87 2006 106.27 104.88 105.44 105.32
1999 105.18 105.58 102.85 107.38 2007 105.69 105.38 104.14 104.26
2000 110.57 108.37 107.49 109.50 2008 104.82 106.21 104.11 97.65
2001 110.16 108.39 104.71 110.94 2009 104.58 104.98 104.88 100.93
2002 110.99 111.98 106.52 111.65 2010 103.86 102.38 102.98 100.47
2003 111.03 111.89 105.25 106.72 2011 102.01 100.80 102.66 100.22
2004 104.39 104.64 102.48 101.63 2012 101.35 101.26 102.99 100.07

大,其次为籼稻和粳稻,大豆价格增长幅度较低,说
明1997年来,国内需求和成本等因素对玉米价格上

涨的推动作用最强,其次为籼稻和粳稻,大豆次于前

三者。表2为确定性趋势与原序列值的比重,并由

月度数据换算为年度数据。
由表2可知,1997-2012年籼稻和粳稻价格确

定性趋势成分占原序列的比值均要大于100%,说
明在此期间,随机冲击对两者具有抑制作用,特别是

2000-2003年,该比值大于110%,随机冲击的影响

更大。反观玉米和大豆价格,随机冲击对两者也基

本呈现抑制作用。玉米价格对应的比重除1998年

小于100%外,其他年份均大于100%,说明1998年

随机冲击对玉米价格具有促进作用,而除此之外的

其他年份均表现为抑制作用。另外,从大豆价格对

应的比值看,2008年小于100%,其他年份均大于

100%,说明随机冲击对大豆价格的影响除2008年

表现为促进作用外,其他年份均表现为抑制作用,尤
其是2001年和2002年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近年

来,确定性趋势成分与原序列值之比出现衰减的迹

象,说明外部的冲击有促进价格增长的趋势,这可能

与现今的扶持政策及稳定成熟的市场有较大的关

系。比较四者的比值看,1997-2012年籼稻的均值

为105.78%,粳稻为105.55%,而玉米和大豆对应

指标分别为103.85%和104.03%。可见,从该指标

来看,随机冲击对籼稻价格的影响最大,其次为粳

稻,再者为大豆,玉米价格受随机冲击的影响最小。
(2)粮食价格周期成分。根据推导和估计比较,

可根据Beveridge-Nelson分解技术大致测算出籼

稻、粳稻、玉米和大豆等价格的周期成分,具体如

图3~图6所示。

图3 籼稻价格的周期成分与划分 图4 粳稻价格的周期成分与划分

图5 玉米价格的周期成分与划分 图6 大豆价格的周期成分与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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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籼稻价格历经4个完整周期,平均周期为37
个月,最长周期为53个月,最短周期为28个月。籼

稻价格波动的第1轮周期从1998年8月份开始,一
直到2001年7月,持续期为35个月。2001年8月

份之后,籼稻价格波动进入了第2轮周期,历经32
个月,至2004年3月结束。2004年4月至2008年

8月为籼稻价格波动的第3轮周期,共历经53个

月,为样本期间内的最长周期。最后一轮完整周期

从2008年9月开始,直至2010年12月。籼稻价格

在前三轮周期波动幅度较大,第4轮周期波动平缓。

2)粳稻价格历经3个完整周期,平均周期长47
个月,最长周期为72个月,最短周期为30个月。粳

稻价格波动与籼稻价格周期较为一致,原因在于两

者具有较强的替代性,2005年之前价格波动十分剧

烈,之后年份波动比较平缓,直至2012年底。粳稻

价格波动的第1轮周期从1998年7月开始,历经

39个月,至2001年9月结束。第2轮完整周期从

2001年10月份开始,直至2004年3月结束,共历

经30个月。最后一轮完整周期从2004年4月开

始,历经72个月,直至2010年3月份才结束。

3)玉米价格历经4个完整周期,平均周期长

35.75个月,最长周期为38个月,最短周期为31个

月。玉米价格波动的第1轮周期从1997年11月开

始,历经37个月,至2000年11月结束,该轮周期波

动最为强烈。第2轮周期共经历38个月,从2000
年12月开始一直到2004年1月。第3和第4轮周

期分别经历了37个月和31个月,从2004年2月到

2007年2月为第3轮周期,次月至2009年9月为

第4轮完整周期。此后月份波动比较平缓,周期性

相对不强。

4)大豆价格历经4个完整周期,平均周期长

39.25个月,最长周期为52个月,最短周期为31个

月。大豆价格波动的第1轮周期从1997年11月开

始,直至2000年5月;第2轮周期从该年度6月至

2003年11月,两轮周期分别经历了31个月和42
个月。第3轮周期从2003年12月开始到2008年

3月,历经时间为52个月,为样本区间内的最长周

期。最后一轮完整周期从2008年4月开始,经历了

32个月,至2010年11月结束。总体而言,该四轮

完整周期波动均较为剧烈。
结合周期成分波动状态,根据“谷-谷”划分法,

可将粮食价格周期进行大致划分,结果见表3。
表3 粮食价格周期划分

编号

籼稻

时间区间
持续

时间/月

粳稻

时间区间
持续

时间/月

玉米

时间区间
持续

时间/月

大豆

时间区间
持续

时间/月

1 1998.08-2001.07 35 1998.07-2001.09 39 1997.11-2000.11 37 1997.11-2000.05 31
2 2001.08-2004.03 32 2001.10-2004.03 30 2000.12-2004.01 38 2000.06-2003.11 42
3 2004.04-2008.08 53 2004.04-2010.03 72 2004.02-2007.02 37 2003.12-2008.03 52
4 2008.09-2010.12 28 2007.03-2009.09 31 2008.04-2010.11 32

  粮食价格波动存在诸多原因,是多因素结合的

共同结果,本文从随机事件和国家政策层面来初步

解释我国粮食价格周期性波动。随机事件的发生是

导致粮食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其包括自然灾害、经
济危机等突发事件。农业生产是一种自然再生产过

程,需“靠天吃饭”,重大自然灾害等的发生直接影响

着粮食生产和国内供给,促使粮食价格不断波动。
国家政策干预也是影响粮食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
如农业保护和扶持政策等,提升了粮食生产的积极

性,保证国内粮食供给并影响粮食价格波动。从籼

稻、粳稻、玉米和大豆等粮食价格周期波动情况看,
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1997年之前,我国出现

高通胀现象,国家为稳定物价出台相应宏观调控政

策,使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粮食价格波动呈下降

趋势。1997年,国家下调粮食订购和保护价格水

平,缩小保护价格收购范围,放开粮食市场,使得之

后年份粮食生产面积快速下滑;且1997-2003年期

间,我国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并处于自

然灾害高发期,洪涝、干旱、风雹及霜冻等灾害频繁

发生,严重影响了国内粮食生产和市场供需,致使粮

食价格波动不断。另外,2001年,我国加入 WTO,
受国际市场冲击影响,我国粮食价格波动呈下降态

势。2004年,国家全面放开粮食市场和价格,使得

价格呈大幅上扬趋势;之后,国家连续出台扶持农业

发展的一号文件,相继推行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

等扶持粮食生产及稳定市场的政策,推进了粮食生

产快速发展,稳定了粮食市场价格。从图3~图5
可以看出,2004年之后籼稻、粳稻和玉米的市场价

格波动较之前年份平缓,其原因在于国家系统的粮

食政 策、稳 定 的 粮 食 市 场 和 较 少 的 自 然 灾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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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0年间国内市场受到了经济过热、金融危

机、冰雪灾害、西南大旱、汶川地震及经济回暖等众

多因素的影响,外部冲击作用较大,进而使得粮食价

格波动较为剧烈,大豆市场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更

大。大豆市场对外开放程度高,主要依靠进口,使得

其价格波动与籼稻、粳稻和玉米等主要依靠国内供

给的粮食作物价格波动存在较大不同,2008年左右

受金融危机等随机事件的影响,大豆贸易和国内市

场受到剧烈冲击,市场价格波动十分剧烈,2010年

之后波动开始趋于平稳。
当然,粮食价格周期的形成不仅仅是受到随机

事件和国家政策的影响,其自身也存在相互影响和

推动作用。从“食用型粮”角度来看,籼稻和粳稻属

于完美替代品;而从“饲用型粮”角度看,玉米和大豆

替代性很强;两类粮食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
从图3~图6粮食价格周期波动情况看,4类粮食

价格波动周期存在一定的趋同性,籼稻和粳稻价

格周期波动基本一致。可见,粮食价格波动间存

在一定 的 相 互 推 动 作 用,其 周 期 形 成 也 具 有 关

联性。
(3)粮食价格的随机趋势。随机冲击对粮食价

格影响巨大,随机趋势为各类随机冲击的积累。根

据Beveridge-Nelson分解技术可分解出粮食价格波

动的随机趋势,见图7~图10。

图7 籼稻价格的随机趋势 图8 粳稻价格的随机趋势

图9 玉米价格的随机趋势 图10 大豆价格的随机趋势

  从图7~图10随机趋势波动状况可知,籼稻、
粳稻、玉米和大豆价格的随机趋势成分波动基本处

于0之下,说明随机趋势对我国粮食价格产生了严

重的负影响,即前文所提的抑制作用。从样本区间

内随机趋势的均值来看,籼稻、粳稻、玉米和大豆价

格的均值分别为-0.26、-0.25、-0.19和-0.18,

4类粮食作物随机趋势成分占原序列值的比重分别

为-5.92%、-5.66%、-3.99%和-4.14%,可见

随机冲击对我国粮食价格产生了严重负影响,且对

籼稻和粳稻影响更大。从不同时间段来看,1999-
2003年间粮食价格受到随机冲击的负作用最大。
从籼稻价格随机趋势波动情况看,在1998年8月和

2004年第二季度受到随机冲击影响表现为正,其他

时间段均表现为负。从粳稻价格看,1998年6月、

2004年3月至5月、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等

3个时期表现为正影响,其他时间段均受到随机冲

击的严重负影响。就玉米价格而言,1997年至1998
年间诸多月份受到随机冲击的正影响,其他时间段

均表现为负影响。从大豆价格随机趋势波动情况

看,受随机冲击的正影响时期较其他3类粮食价格

多,主要在1997年末、2003年末至2004年上半年

以及2007年之后,其他时间段受到抑制作用。具体

而言,1998-2003年,我国农业生产历经了东南亚

金融危机,频繁受到严重洪涝、旱灾等的影响,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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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受到重大冲击,该时期籼稻、粳稻、玉米和大豆

价格随机趋势成分的均值分别为-0.38、-0.38、

-0.21和-0.36,而相应的比值,即随机趋势成分占

原 序 列 的 比 重,分 别 为 -8.91%、-8.73%、

-4.65%和-8.44%,籼稻、粳稻和大豆所受冲击更

大。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自然灾害等随机冲击,推
动了我国粮食价格的波动,四类粮食价格的当年随

机趋势值分别为-0.21、-0.29、-0.21和0.18,占
原 序 列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4.50%、-6.25%、

-4.32%和3.66%,随机冲击影响大,对 籼 稻、
粳稻和玉米价格的冲击为负,但对大豆市场价格

的冲击影响为正。

  三、随机冲击影响测定

  根据Cochrane提出的方差比统计量,可测算出

随机冲击的影响参数R,4类粮食价格的R 值走势

如图11~图14,其衡量了随机冲击对粮食价格持久

性冲击效应。

图11 随机冲击对籼稻价格的持久性效应 图12 随机冲击对粳稻价格的持久性效应

图13 随机冲击对玉米价格的持久性效应 图14 随机冲击对大豆价格的持久性效应

  由图10~图14可知,随机冲击对我国籼稻、粳
稻、玉米和大豆等粮食价格的影响巨大。当期受到

一次随机冲击后,籼稻、粳稻和大豆价格大约在20
期左右影 响 达 到 最 大,三 者 的 R 值 分 别 接 近 于

1.80、1.60和3.70,之后开始减弱,当k到达80期

左右,R 值开始趋于稳定,可以粗略认为籼稻和粳稻

价格约收敛于50%,而玉米价格约收敛于90%。另

外,就玉米价格而言,其在10期左右达到最大值,最
后约收敛于40%。由此可见,随机冲击对于我国粮

食价格的影响大且长久,并最终导致了价格的波动

及周期的形成。从R 所收敛的值看,在粮食价格的

长期波动中,随机冲击对籼稻、粳稻、玉米和大豆等

价格波动所起的作用分别为50%、50%、40%和

90%左右,说明随机冲击是加剧我国粮食价格波动

和周期形成的重要原因,随机趋势对价格波动的影

响具有持久性而非衰减为0。就该指标而言,随机

冲击对大豆价格长期波动的持久性效应最大,其次

为籼稻、玉米和粳稻,减少随机冲击有助于粮食价格

和市场的稳定性。再者,从短期来看,随机冲击对价

格波动的影响均大于100%,说明随机冲击对粮食

价格波动及周期的形成作用极大。总体而言,当粮

食价格在遭遇负向随机冲击或周期下行时,稳定粮

食市场价格的措施十分必要。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Beveridge-Nelson分解技术和 Co-
chrane方差比统计量,测算随机冲击对我国粮食价

格波动的影响,结论如下。
(1)我国粮食价格存在着平稳增长的确定性趋

势和负的随机趋势。确定性趋势走势表明粮食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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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趋势基本稳健,城乡居民对“食用型粮”和畜

牧业发展对“饲用型粮”的需求及粮食生产成本等的

不断增加,必然推动着我国粮食价格的平稳小幅上

涨。负的随机趋势说明外部随机冲击对我国粮食价

格具有负作用,抑制粮食价格的上涨,并对价格波动

和周期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外部冲击的负影响在

1998-2003年间表现最严重。
(2)粮食价格波动具有显著的周期性。根据一

个基本完整的倒 U型界定周期,籼稻、玉米和大豆

价格均经历了4个完整周期,平均周期分别为37个

月、35.75个月和39.25个月,而粳稻价格历经3个

完整周期,平均周期长47个月。籼稻、粳稻、玉米和

大豆价格波动的最长周期分别为53个月、72个月、

38个月和52个月,最短周期分别为28个月、30个

月、31个月和31个月。粮食价格周期的形成主要

受到自然灾害、经济危机等随机事件和国家农业干

预政策的影响。1998-2003年,粮食价格周期波动

剧烈,2004年之后籼稻、粳稻和玉米价格周期波动

较为平缓,而大豆价格波动剧烈,尤其是2008年左

右,2010年之后粮食价格的周期性波动更为平缓。
总体来看,随机冲击对粮食价格周期形成具有重要

作用。
(3)根据籼稻、粳稻、玉米和大豆价格的R 值约

分别收敛于50%、50%、90%和40%,可粗略认为籼

稻和粳稻价格的长期波动中约有50%源自随机冲

击,而玉米和大豆价格约有90%和40%源于随机冲

击。从短期冲击来看,R 值均要大于100%,籼稻、
粳稻和大豆价格在20期左右达到最大值,而玉米价

格在10期左右达到最大值,说明随机冲击对我国粮

食价格的影响巨大,是粮食价格短期波动的重要诱

因。可见,外部冲击对我国粮食价格的波动存在着

不可忽视的作用,保障粮食价格稳定政策的出台具

有其必要性。
基于此,应根据当前随机冲击影响和周期波动

走势,相机抉择出台稳定市场措施,提防随机事件影

响粮食市场稳定。当前,粮食价格已经进入下一轮

周期,粮食价格可能上扬,因此可适当出台相关调控

政策,稳定粮食价格。另外,自然灾害等随机冲击对

我国粮食价格波动具有严重负作用,会影响国家粮

食生产与市场供给,干扰粮食市场稳健发展,有必要

做好防范随机事件的措施,稳定粮食市场,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当然,在进行粮食市场调控时,要注重度

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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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StochasticImpactonGrainPriceinChina

SHIZi-zhong1,HUXiang-dong1,2

(1.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Beijing,100083;

2.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BeijingUniversityofAgriculture,Beijing,102206)

Abstract Inordertoanalyzethestochasticimpactongrainprice,thispaperusesBeveridge-Nelson
decompositiontodecomposestochastictrendandcycleofmaingrainpricesandutilizesCochranevari-
anceratiototesttheinfluenceofstochasticimpact.Theresultshowsthatpricesofindica,japonica,corn
andsoybeandemonstratesteadilyincreasingdeterminanttrendandnegativestochastictrendandthesto-
chasticimpactonthegrainpricesisextremelynegative,especiallyfrom1998to2003.Thegrainprices’

cyclicalfluctuationissignificant,anditisinfluencedbythestochasticimpact.Intheshortterm,thein-
fluenceofstochasticimpactonpriceofindica,japonicaandsoybeanreachesthemaximuminthe20thpe-
riod,whilethecornpricereachesthemaximuminthe10thperiodwhichisthekeyfactoroftheshort-
termpricefluctuation.

Keywords grainprices;Beveridge-Nelsondecomposition;cochranevarianceratio;fluctuation;sto-
chastic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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