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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对国内外粮食价格
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

———基于 VECＧDCCＧGARCH 模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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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小麦、玉米和稻谷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国内外月度价格数据,利

用 VECＧDCCＧGARCH 模型研究了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对国内外粮食价格波动关系的影

响.结果表明: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

均值溢出效应;政策实施前,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具有波动溢出效应,而实施后不具有波动

溢出效应,并且国内外粮食价格相关关系的持久性减弱.由此可见,中国实施粮食价格支持

政策,有助于减少国际粮食市场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但同时也扭曲了国内粮食市场,提出国

家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发现和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尽快完善

和改革我国粮食价格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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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开放,影响国际粮食价格的因素越来越复杂,国际粮食价格波动也日益

频繁,尤其是在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际粮价经历了大幅上涨,此后继续在波动中保持上升,
而从２０１４年起,随着全球能源价格的下跌,国际粮食价格开始一路下跌,到２０１５年５月,小麦、玉米

和稻谷的国际价格已跌至近五年的最低水平.在贸易开放环境下,国际粮食价格的暴涨暴跌势必会

影响国内粮价,近年来,国内外粮食价格差的不断加大,导致中国粮食进口量激增,２０１５年中国小麦、
玉米和稻米的进口量分别高达３０１万吨、４７３万吨和３３８万吨,进口量的大幅增加使国内外粮食市场

之间的关系更密切,国内粮食价格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也会更大.然而实际上,相对于国际粮食价格波

动趋势而言,中国粮食价格波动却有一定的独立特征,尤其是在２００８年以后,国内外粮食价格的波动

趋势并未呈现出趋同现象,反而出现价差进一步拉大的现象.那么,国内粮食价格是否受到了国际粮

食市场的显著影响? 如果是,有何种表现? 为了促进粮食增产和种粮农民增收,中国政府实施了小

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国内外粮食价格间的关系是否受到了这些政策实施的

显著影响? 如果是,又有何种表现? 对以上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理解当前我国粮食市场价格的波

动机理和调控政策,并可为完善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
近年来,国际粮食价格的持续剧烈波动引起了国外众多学者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综合来看,已

有相关文献认同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粮食供给变化、粮食需求变化和金融因素

等.粮食供给变化主要是由粮食产量增长限制、能源价格和人工费用上涨导致的成本增加等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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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１Ｇ２];另外,气候因素也是影响粮食供给变化的重要因素[３].粮食需求增加是引起粮食价格上涨的

另一重要因素,也有部分研究认为,国际粮食价格上涨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引起

的[４Ｇ５].此外,全球生物能源快速发展引起的对玉米等粮食需求的持续增加,以及美元贬值和期货市

场的投机行为,也是导致粮食价格上涨的重要需求驱动因素[６Ｇ７].
随着中国农产品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内粮食市场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加大,国内外粮

食价格的联动性增强,国内外粮食价格之间的波动关系已成为当前国内研究热点之一.相关研究表

明,不论是从长期的国内外市场整合,还是从短期价格波动的角度来看,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都会造

成冲击,并且政府的直接贸易干预并不能有效阻止国际市场带来的冲击[８Ｇ９];潘苏等则认为,从长期来

看,国内粮食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市场整合度并不高,短期内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影响也较小,但随

着时间推移,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影响作用在不断加大[１０].从对国内外粮食价格溢出效应的研究

来看,也未得出一致的结论.肖小勇的研究发现,大豆国内外价格间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而国内

外大米、小麦和玉米价格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他认为中国的政策干预是导致其不存在波动溢出效

应的主要原因[１１];但李光泗等的研究则发现,随着我国粮食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国际粮价对国

内粮价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因此,他认为中国粮食市场开放强化了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对中国粮食

价格的溢出效应[１２].此外,还有研究认为不同时期国内外粮食价格的关系也可能不相同.朱信凯对

中美大豆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关系的研究发现,２００４年前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和 DCE(大连

商品交易所)之间的价格关系表现为CBOT对DCE的单向影响,而在２００４年后CBOT和DCE之间

有双向影响[１３].
当前对国内外粮食价格之间关系的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但近年来,国内外粮食供求形势

和价格波动趋势都已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别是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使中国粮食价格波动特

征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国际市场.因此,本文尝试利用 VECＧDCCＧGARCH 模型研究中国小麦、稻谷

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实施前后国内外粮食价格溢出效应的变化,并以此来探究中国

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对国内外粮食价格波动关系的影响.

　　一、数据说明与模型构建

　　１．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了小麦、玉米和稻谷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国内外月度价格数据,共１５６个样本

观测值.为了研究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对国内外粮食价格关系的影响,本文将各时间序列的总体

样本以政策的实施时间为节点,划分为两个子样本.２００４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稻谷最低收购价政

策,２００６年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２００８年又实施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虽然这些粮食价格支持政

策不是同时开始实施,但在２００８年以前,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并未调整;直到２００８年,为了应对国

内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粮食生产成本持续快速攀升等的影响,中国政府开始连续提高小麦、稻谷

最低收购价和玉米临时收储价.因此,本文以２００８年１月为时间节点将样本划分为两个部分,中国

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前为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实施后为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各变量的具体说明和数据来源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数据来源

国内价格
CWP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优质麦价格(元/吨)的对数值 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农产品供

需形势分析月报(大宗农产品)»、中
华粮网数据中心

CMP 国内玉米主产区平均批发价格(元/吨)的对数值

CRP 标一晚籼米全国批发均价(元/吨)的对数值

国际价格
IWP 美湾２号软红冬小麦离岸价(元/吨)的对数值 FAO 世界商品价格数据库 http://

www．fao．org/economic
IMP 美湾２号黄玉米离岸价(元/吨)的对数值

IRP 曼谷 A１稻米离岸价(元/吨)的对数值

　　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使用定基的中国月度 CPI(２００３年１月为１００)指数对国内粮食价格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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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平减,把名义价格转化为实际价格;同时,为了消除汇率变化对国内外价格可比性的影响,先利

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对国际粮食价格进行了转换,然后进一步转换成了以２００３年１月为基期的定比

数据.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的影响,还对所有经过转换处理后的价格序列取了自然对数,并
据此来进行分析.

根据表２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由均值可知,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之前,小麦、
玉米和稻谷的国际价格均值均高于国内价格均值;而实施后,三种主粮的国内价格均值都高于国际价

格均值.由标准差可知,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之前,除小麦国内价格的标准差低于国际价格

外,玉米和稻谷国内价格的标准差均高于国际价格,而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之后,三种主粮国际价

格的标准差均高于国内价格,由此可见,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减少了国内粮食价格的波动性.由

偏度可知,三种主粮的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在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后均更加趋向于正态分布,
并且峰度也表明政策实施后的粮食价格分布更加平坦.

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指标 CWP CMP CRP IWP IMP IRP

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前

均值 ７．２９７ ７．０８２ ７．６３８ ７．５３６ ７．３５６ ７．７７０

标准差 ０．０７２ ０．０９０ ０．１５４ ０．１２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４

偏度 －１．４５６ ０．１６３ －１．３２０ ２．０７３ ０．３５２ －０．５９５

峰度 ４．４９８ １．９６１ ３．４２７ ７．００３ ２．００９ ２．９３８

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后

均值 ７．５２２ ７．３６５ ７．９３４ ７．４３６ ７．３１０ ７．８９０

标准差 ０．１１６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１ ０．１６３ ０．２０９ ０．２０４

偏度 －０．７８９ －０．９２９ －０．６２４ ０．１３９ －０．４３２ ０．６０４

峰度 ３．３２９ ３．０３９ １．８１７ ３．３８８ ２．０９５ ３．８７９

　　２．模型构建

本文利用 VECＧDCCＧGARCH 模型来分析国内外粮食价格之间的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

应.GARCH 过程是由条件均值方程和条件方差方程构成,假设国内外粮食价格的波动序列ri,t均

服从均值为１、协方差为 Ht 的多元正态分布,即r′
i,t＝μ＋ri,t,μ 为样本均值,r′

i,t|It－１~N(０,Ht),
Ht 是I×I维的方差Ｇ协方差矩阵.

该模型的条件均值方程利用 VEC模型来研究国内外粮食价格之间的均值溢出效应,分析国内

粮价受国际粮价冲击后调整回均衡价格的速度.若pc
t 表示国内粮食价格,pi

t 表示国际粮食价格,建
立如下的 VEC模型:

Δpc
t＝α＋θpc

t－１－βpi
t－１( ) ＋∑

k－１

n＝１
ρnΔpi

t－n＋

∑
k－１

n＝１
σnΔpc

t－n＋εt (１)

式(１)中,Δ表示价格的一阶差分,pc
t－１－βpi

t－１( ) 是VEC 模型中的误差修正项,本文中表示国际

价格向国内价格的长期传递;Δpc
t－n和 Δpi

t－n分别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滞后项的影响,α、θ、β、ρ、σ是

估计的系数.其中,θ表示国内价格向国际价格调整的速度,并且－１＜θ＜０,θ的绝对值越大,表明国

内价格向国际价格调整的速度越快.当 pc
t－１－βpi

t－１( ) 为正值时(即在长期中,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

格),θ的值为负,表示可以纠正此误差,即从长期可以缩小国内外价差.β表示国内价格对国际价格

变化的长期弹性,对进口商品来说０＜β＜１,而对出口商品β＞１,如果β＝０．５,则表示从长期来看,国
外价格改变的５０％会传递到国内(Minot,２０１１).ρ是国内价格相对于国外价格变化的短期弹性,在
这里表示对国外价格一单位的冲击带来的国内价格改变的单位数,０＜ρ＜β.σ是自回归项,表示本

期国内价格的改变对下一期价格的影响,－１＜σ＜１.

DCCＧGARCH 模型中的条件方差方程用方差Ｇ协方差矩阵Ht 可表示为:
Ht＝DtRtDt (２)

式(２)中,Rt 为动态条件相关系数矩阵,Rt＝(ρij,t),且ρij,t＝qij,t/(qii,t qjj,t ).因此,Rt 可进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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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表示为:

Rt＝diag(qij,t )Qtdiag(qij,t ) (３)

其中,Qt＝(１－a－b)Q
－

＋αμ′
t－１＋βQt－１ (４)

式(４)中,a 是 ARCH 项的系数,表示国内外粮食价格的随机扰动项对两者相关关系的影响;b
是 GARCH 项的系数,表示国内外粮食价格之间动态相关关系的持续性;a 和b均为非负值,且满足

a＋b＜１.
式(２)中,Dt 是一个对角阵,可表示为:

Dt＝diag(hij,t ) (５)
其中,hij,t是条件方差,本文中:

hCWPt

hIWPt

æ

è
çç

ö

ø
÷÷ ＝

α１０

α１０

æ

è
ç

ö

ø
÷ ＋

A１１

A２１

A１２

A２２

æ

è
çç

ö

ø
÷÷
αCWPt－１

αIWPt－１

æ

è
çç

ö

ø
÷÷ ＋

B１１

B２１

B１２

B２２

æ

è
çç

ö

ø
÷÷
hCWPt－１

hIWPt－１

æ

è
çç

ö

ø
÷÷ (６)

其中,hCWPt和αCWPt－１分别表示第t期小麦国内价格的方差和滞后一期的扰动项,hIWPt 和αIWPt－１

分别表示第t期小麦国际价格的方差和滞后一期的扰动项.系数矩阵A 表示滞后一期随机扰动项

对当期的波动影响,即 ARCH 效应;系数矩阵B 表示滞后一期波动对当期波动的影响,即 GARCH
效应.A１１和B１１分别表示小麦国内价格滞后一期随机扰动项和方差对自身当期波动的冲击(国内因

素);A１２和B１２分别表示小麦国际价格滞后一期随机扰动项和方差对当期国内价格波动的冲击(国际

因素),当A１２＝B１２＝０时,则说明小麦国际价格对国内价格没有波动溢出效应,即国际市场的波动对

国内市场没有影响.

　　二、实证分析

　　１．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均值溢出效应分析

首先,本文采用 ADF检验对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前后的各价格序列及其一阶差分的平稳性进行

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由表３可以看出,不论是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前后,各价格序列 ADF检验的结果都表明原时间序

列不稳定,而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稳定.故国内外三种主粮价格序列满足协

整检验的条件.本文依据SC准则和 AIC准则将变量的最优滞后阶数确定为２,选择含有截距和趋

势项的方程作为Johansen协整方程的类型,检验结果见表４.从协整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我国粮

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之前,国内外小麦、玉米和稻谷价格之间均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而粮食价格支持

政策实施之后,只有国内外玉米价格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其余两种主粮国内外价格间不存在协整

关系.
在此基础上,对存在协整关系的价格序列建立 VEC模型分析国内外粮食价格间的均值溢出效

应,研究国内粮价受国际粮价的冲击后回到均衡价格的速度.对均值方程(１)进行回归,根据表５中

的估计结果可知,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前,三种主粮的国际价格对国内价格均具有均值溢出效

应.从协整向量可知,小麦、玉米和稻谷的国际价格上涨１％,国内价格分别上涨０．５１３％、１．１０４％和

０．３５７％;从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可以看出,三种主粮都具有从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修正机制,即
长期都具有调整国内外价差的能力,其中玉米价格的调整速度最快,其次是小麦,最后是稻谷;从自回

归项的系数可以看出,三种主粮国内价格自身波动对下一期价格的影响都较为显著,并且大于国际价

格的滞后项的影响.而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之后,国内外小麦和稻谷价格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只
有国内外玉米价格间存在协整关系,并且相对于价格支持政策实施之前,国内玉米价格向国际价格水

平调整的速度有所减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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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前后各价格序列的ADF检验结果(含有趋势项和截距项)

实施前

原序列 原序列

实施后

原序列 PP检验

CWP －１．７５７３ －１０．２９３６∗∗∗ －１．６７５５ －１０．２３１１∗∗∗

CMP －２．３２３７ －８．６６７２∗∗∗ －２．２７９９ －６．１３０９∗∗∗

CRP －２．２１５１ －８．２０３９∗∗∗ －２．２３００ －８．３５５９∗∗∗

IWP －２．２０８５ －７．９３７１∗∗∗ －２．３８０８ －７．８６６２∗∗∗

IMP －１．８２１６ －９．６２９５∗∗∗ －１．９４７９ －９．７６５８∗∗∗

IRP －２．１３２６ －７．２１９９∗∗∗ －２．４０４６ －６．０３２５∗∗∗

　注:∗∗∗ 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４　国内外三种主粮价格间的协整检验

原假设 特征值 迹统计量 概率值 结论

价格支持
政策实施前

小麦
没有 ０．１１６４ ２０．２５１７ ０．０８８９

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最多一个 ０．０７１４ ８．０５９１ ０．２０７９

玉米
没有 ０．１４０８ １６．１６２２ ０．００６４

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最多一个 ０．０６２０ １２．２８７６ ０．２１１８

稻谷
没有 ０．０９６３ １８．０５３３ ０．０２６６

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最多一个 ０．０４３２ ５．８７９４ ０．３４０４

价格支持
政策实施后

小麦
没有 ０．０５８４ ８．４８４６ ０．３３１６

不存在协整关系
最多一个 ０．００５２ ４．７３４０ ０．３９１６

玉米
没有 ０．０２７２ １３．８９３４ ０．０４８５

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最多一个 ０．００７８ １．１０１８ ０．２９３９

稻谷
没有 ０．０５９８ １２．５８２０ ０．１３１１

不存在协整关系
最多一个 ０．０４２７ ６．１５３３ ０．５９３６

　　因此,从总体来看,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内价格向国际价格的

调整速度,削弱了国际粮食价格对国内粮食价格的均值溢出效应.２００８年以前,尤其是在２００４年粮

食进口量较大,而国内粮食价格保护政策不健全的局势下,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影响较显著;但自

２００８年以后,三种主粮已经全面建立了覆盖范围较广、执行力度较强的价格支持政策,并且三种主粮

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价逐年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粮食市场,减少了来自国际粮价波动的

影响.
表５　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前后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均值溢出效应估计结果

协整向量 vecmt－１ ΔPct－１ ΔPit－１ ΔPct－２ ΔPit－２

价格支持
政策实施前

小麦 (１,－０．５１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１∗∗

玉米 (１,－１．０１４) －０．１２７∗∗∗ －０．１３５∗∗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６∗∗ ０．０３８∗

稻谷 (１,－０．３５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５∗

价格支持
政策实施后

小麦 ——— ——— ——— ——— ——— ———
玉米 (１,－０．４６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１∗∗ ０．０２２∗

稻谷 ——— ——— ——— ——— ——— ———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下同).本文主要研究国际粮食价格对国内粮食价格的影响,因此上表中

省略了国内粮价对国际粮价的影响系数;价格支持政策实施之后,国内外小麦和稻谷价格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２．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波动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Stata１２．０对方差方程(６)进行估计.在表６中,A１１和A１２分别表示滞后一期国内价格

和国际价格对当期国内价格存在 ARCH 效应,表现的是方差的时变性;B１１和B１２则分别表示滞后一

期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对当期国内价格的 GARCH 效应,表现的是波动的持久性.
根据表６中的估计结果可知,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前,三种主粮国内价格的A１１和B１１的

估计值均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显著的,这说明三种主粮当期国内价格同时明显受到滞后一期

国内价格的 ARCH 效应和 GARCH 效应,即当期国内价格受滞后一期国内价格随机扰动项和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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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国内价格波动的共同显著影响;除了小麦当期国内价格不受滞后一期国际价格的 GRACH 效应

外,玉米和稻谷当期国内价格均同时明显受到滞后一期国际价格的 ARCH 效应和 GARCH 效应.
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之后,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下,只有A１１和B１１的估计值是统计显著的,所有

A１２和B１２的估计值均统计不显著,即三种主粮当期国内价格只明显受到滞后一期国内价格的 ARCH
效应和 GARCH 效应,滞后一期国际价格对当期国内价格则没有 ARCH 效应和 GARCH 效应,这说

明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后,三种主粮当期国内价格的波动都只受滞后一期国内价格的影响.
表６　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前后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波动溢出效应估计结果

主粮 影响因素
实施前

系数 估计值 标准差

实施后

系数 估计值 标准差

小麦
国内因素

A１１ ０．１７１∗∗ ０．０４５ A１１ ０．２１７∗∗∗ ０．０８５
B１１ ０．１５４∗ ０．０８５ B１１ ０．３０１∗∗ ０．０９８

国际因素
A１２ ０．０４２∗ ０．１６１ A１２ ０．０８０ ０．０２４
B１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９１ B１２ －０．１０９ ０．１５８

玉米
国内因素

A１１ ０．０７６∗∗ ０．０８９ A１１ ０．１２２∗∗ ０．０３３
B１１ ０．１１１∗∗ ０．０３２ B１１ ０．２３２∗∗ ０．２０４

国际因素
A１２ ０．０３２∗ ０．１９６ A１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６９
B１２ ０．０５７∗∗ ０．０７４ B１２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３

稻谷
国内因素

A１１ ０．１０４∗∗ ０．２３４ A１１ ０．１８２∗∗ ０．０２２
B１１ ０．０６６∗∗ ０．０１３ B１１ ０．１４７∗∗∗ ０．１４９

国际因素
A１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８４ A１２ ０．１０４ ０．０２８
B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１６５ B１２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１

　　根据上述结果可知,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前,国际粮食价格对国内粮食价格存在波动溢出

效应,而实施后,国际粮食价格对国内粮食价格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表明２００８年之前,三种主粮国

内市场受国际粮食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而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粮食

市场,减少了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国内粮食市场的冲击.

３．国内外粮食价格之间动态相关关系分析

根据表７中的估计结果可知,我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前后,a 的估计值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下

均统计不显著,这说明国内外粮食价格的随机扰动项对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没有影响;的估计值在不

同显著性水平下均统计显著,这表明国内外粮食价格之间的相关关系具有持久性.b 的估计值均大

于a 的估计值,这说明虽然国内外粮食价格的相互影响在当期不显著,但两者之间的影响持续程度较

高,即国内外主粮价格之间存在联动性,并且价格联动在反应时间上存在时滞性.a 和b的估计值之

和均小于１,这说明模型是均值回溯的,即 GARCH 过程是稳定的.
表７　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前后国内外粮食价格之间动态相关关系的估计结果

主粮
实施前

系数 估计值 标准差

实施后

系数 估计值 标准差

小麦
a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９ a ０．０４８ ０．１８４
b ０．９０２∗∗∗ ０．０１１ b ０．８０７∗ ０．０６８

玉米
a ０．０４７ ０．１２０ a ０．０３１ ０．１２０
b ０．９１３∗∗∗ ０．０２３ b ０．８６１∗∗ ０．０９２

稻谷
a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１ a ０．０５９ ０．０３７
b ０．８２９∗∗ ０．０２８ b ０．８０２∗ ０．１１３

　　比较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前后b的估计值可以看出,实施后b的估计值均小于实施前,这
说明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之后,国内外粮食价格相关关系的持久性减弱.根据各主粮的b的

估计值可知,在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前后,国内外玉米价格的相关关系相对最稳定,其次是小

麦,最后是稻谷.其可能的主要原因是,相对于小麦和稻谷大范围、强力度的最低收购价政策来说,玉
米临时收储政策只覆盖东北三省(吉林、黑龙江、辽宁)和内蒙古,并且玉米是主要的生物能源加工原

料之一,玉米价格和能源价格的关系非常密切,从而导致玉米国内价格受国际市场的影响相对要更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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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论及启示

　　１．结　论

本文以小麦、玉米和稻谷三种主粮为例,利用 VECＧDCCＧGARCH 模型研究了中国粮食价格支持

政策对国内外粮食价格波动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之前,小麦、玉米和稻

谷三种主粮的国内外市场间存在长期整合关系,而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后,只有玉米的国内外市场

间存在长期整合关系;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际玉米价格对国内玉米价格

的均值溢出效应,使其受冲击后长期向均衡价格调整的速度减慢.②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前,
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具有波动溢出效应,而实施后,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不具有波动溢出效应,即粮

食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减弱了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国内市场波动的影响.③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

策实施后,国内外粮食价格相关关系的持久性减弱.④在小麦、玉米和稻谷三种主粮中,玉米国内外

价格之间的相关关系相对最强,小麦次之,稻谷相对最弱.

２．启　示

从总体上看,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际粮价波动对国内粮价的影

响,有效减少了国际粮价大幅波动对国内粮食市场的冲击,有利于稳定国内粮食市场,起到了较为积

极的政策效应.２０１６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继续执行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积极稳

妥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可见,在中国农业尚未实现现代化且国内粮食需求仍存在功能性、质量

性、增长速度和结构性缺口的背景下[１４],为了切实保障“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国家粮食安

全战略目标的实现,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中国政府在今后会继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和保

护力度,因此,当前的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在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一种重要且有效的政策工具.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近年来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已经严重地扭曲了粮食市场,阻碍了中国粮食

市场化进程.因此,应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发现中的作用,把握好发

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和加强政府支持的关系,兼顾市场化改革取向与保护农民利益,尽快通过

优化政策设计、提高执行效果、完善配套措施等多种方式,改革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与收储制度,特
别是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粮食支持价格确定机制,构建基于市场导向的种粮利益保护机制,实现市场定

价、价补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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