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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价格波动国际传导机制研究*

———一个非对称性视角的文献综述

方晨靓,顾国达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310014)

摘暋要暋农产品价格波动国际传导机制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研究议题,农产品价格波动国际传导规律的把

握,对政府展开宏观调控,削弱农产品价格波动国际传导对国内市场造成的不良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被包括

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作为政策制定依据的传统价格传导理论,建立在对称价格传导假设基础之上,而大量实

证检验显示,在实际中对称价格传导是不现实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国际传导机制整体应当具有非对称性。目前国

际国内就这一议题的系统性研究尚不完备,因而,本文基于非对称性视角对农产品价格波动国际传导机制的相关

文献进行了综述,重点综述了农产品价格波动国际传导和农产品价格波动非对称传导理论2个方面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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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自2005年以来,国际农产品价格长期处于极不

稳定状态,其价格波动通过纵向延伸和横向辐射

2种方式传导到我国国内市场,影响我国国内物价

水平,由此衍生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进一步拉动

生产成本攀升,形成了农产品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

之间的恶性循环,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

影响。因此,迫切需要政府实施准确的宏观调控措

施,削弱农产品价格波动国际传导对国内市场造成

的不良影响。作为政府政策依据的传统价格传导理

论,是建立在一价定律或者购买力平价理论基础之

上的。它假设,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传导是对称

的,即在使用同种货币的情况下,商品在国内市场和

国际市场上的售价只会因为运输成本的不同而不

同。在实际中,对称价格传导是不现实的,全球范围

内的高度一体化市场远未建立,世界各国家和地区

间的生产成本也存在显著差异。据顾国达等的研究

可知,中国农产品价格及其国际影响因素的波动均

具有非对称性[1],这种非对称性同样也会体现在农

产品价格波动国际传导机制的其他方面。有鉴于

此,建立在对称性假设上的价格传导理论并不适宜

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因而,在现阶段基于非对称

视角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国际传导机制进行探讨和

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成因、农产品价格波动国

际传导路径以及农产品价格波动国际传导效应构成

了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本文依据这一逻

辑展开对农产品价格波动国际传导,农产品价格波

动的国际传导路径及其特征,农产品价格波动非对

称传导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其中由于基于非

对称性视角的农产品价格波动成因研究很少,尚未

形成研究体系,本文予以省略。

暋暋一、农产品价格波动国际传导研究

农产品价格波动传导是指农产品价格波动沿着

市场渠道产生溢出效应的过程,根据传导方向,可以

分为垂直传导和空间传导,其中农产品价格波动的

国内传导路径既可以是 “垂直价格传导暠(产业链传

导)也可以是“空间价格传导暠(国内市场间传导)过
程;而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国际传导则必须是 “空间

价格传导暠和“垂直价格传导暠叠加的一个过程;同
时,国际和国内价格传导存在相互影响。

1.农产品价格波动国内传导

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国内传导路径,现有文

献主要基于“垂直传导暠展开。由于本研究的重点为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国际传导路径,为简化起见,后面

提到国内传导路径均仅考虑国内垂直传导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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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价格传导暠,是指价格波动沿产业链垂直产生

溢出效应的过程。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国内传导可能

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国际传导效应。在关于国际

农产品市场价格联系的各种研究中,都强调了由农

场价格到最终消费价格的垂直动态传导过程[2灢3]。
学界在对农产品价格波动问题进行研究时,通常

认为构成农产品价格波动垂直传导路径的各环节包

括: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农产品生产价格和批发价

格以及农产品零售价格,这3个环节一般遵循农产品

生产资料价格曽曻农产品生产价格和批发价格曽曻
农产品零售价格的传导路径,各环节间相互影响。

国外学者对已对农产品价格波动垂直传导进行

了广泛的研究。例如,牲畜产地———零售价格波动

性传导,垂直联系的牛肉市场价格波动性传导,美国

鲶鱼产业链的价格波动性传导。研究结果显示,农
产品价格波动会沿产业链产生溢出效应[4]。

中国农产品垂直价格传导研究主要围绕农产品

价格波动规律、农产品价格传导效应、农产品价格波

动传导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3个方面展开。关于

农产品价格波动特征:徐雪高等发现农产品价格周

期具有不可重复性和非对称性[5];关于农产品价格

传导效应:众多学者的研究证实农产品具有特殊的

价格波动传导效果 [6灢8];在农产品价格波动传导对

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方面:卢锋,王秀清,程国强等

均认为农产品较低水平的价格上涨并不会直接导致

CPI上涨[9灢11]。
价格波动垂直传导问题的研究,大部分运用时

间序列架构来探讨价格沿生产、加工和营销体系传

导的过程,因而都能够被应用于农产品领域的研究。
其中将研究变量进行动态化,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方

法最为常用 [1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也被广泛

地用于研究 [13]。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方法,逐渐成熟,白雪梅等运用这一研

究工具对中国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的传导机制

进行分析[14]。新的计量工具不断被运用到价格传

导路径研究中来,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的运

用逐渐广泛;何新华使用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建

立了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间

的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不同价格指数间的区别及

联系[15]。

2.农产品价格波动国际传导研究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国际传导是一个“空间价格

传导暠与“垂直价格传导暠相叠加的过程。当价格波

动在穿越司法管辖边界时,其存在形式是“空间价格

传导暠,当这种波动进入到国内市场以后,就通过“垂
直价格传导暠方式影响国内物价水平。由于进口农

产品的主要用途是用作生产原料或是直接作为消费

品,因此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波动主要以贸易路径进

行传导。农产品价格波动国际传导的贸易路径又可

以按照贸易对象的不同分为:价格直接传导路径、产
成品成本传导路径以及贸易替代路径。农产品作为

一种重要的期货交易品种,期货市场在其价格波动

传导中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CBOT期货价格在农

产品期货市场的信息传递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毋庸

置疑,众多学者的研究证实其他各国的期货价格变

动基本上都依赖于CBOT价格[3]。
价格直接传导路径和产成品成本传导路径会导

致农产品价格波动国际传导的“大国效应暠。在完全

竞争和高度一体化假设下,具有农产品价格传导“大
国效应暠的国家和地区,能够很快将国内价格冲击传

导到国际市场,引起所有国家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因
此农产品价格传导大国的国内市场变动以及国内稳

定政策能够很容易地动摇世界市场。但在现有研究

中,关于价格传导“大国效应暠的研究几乎没有。相

关研究主要是围绕贸易“大国效应暠展开,其中学者

发现中国农产品贸易中具有许多反常现象:粮食进

口中存在着扭曲的 “大国效应暠[16];中国棉花国际

贸易具有极为反常的“贱卖贵买暠特征[17];谭砚文等

虽然否认“贱卖贵买暠特征的存在,但指出我国棉花

贸易具有奇怪的单向“大国效应暠[18];众多学者的研

究都显示,国内农产品价格向国际农产品价格传导

的路径似乎出现了断裂[19]。
而农产品价格波动国际传导的替代路径则可能

导致国内相关产业的萎缩。中国大豆产业是最好的

例子,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大

豆生产国和最大的大豆净出口国,从1996年开始,
中国成为大豆净进口国。2009年10月至2010年

9月,中国大豆进口量达4400万t,占世界总进口

量的54%,进口大豆占国内总压榨量的90%以上。
这意味着中国国内大豆生产已经完全萎缩,大豆行

业高度依赖进口,已成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

粮食安全问题。大豆进口数量剧增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国内大豆低迷的生产和远高于国际大豆的价

格,使其完全无法与进口大豆展开竞争,市场份额被

进口大豆所替代。
与价格波动国内传导的研究方法类似,价格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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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国际传导也主要在时间序列框架下进行。向量自

回归和协整方法十分常用。国内学者关于价格波动

国际传导路径的研究相对较少,大多采用简单回归

作为计量工具。钱行,赵荣等对计量方法进行了一

系列的创新[20灢21]。

3.小暋结

综合上述分析,认为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主要

沿贸易路径(分为贸易替代路径、成本传导路径和直

接传导路径3种方式)传导,先通过空间传导跨越市

场边界,再通过垂直传导最终影响国内物价水平,在
部分环节这种传导可能是双向的,在部分环节则可

能出现了断裂。对于“垂直暠和“空间暠2个传导方向

以及“国内暠和“国际暠2个传导路径的现有研究很不

对称,对国际传导和空间传导的研究在数量和深度

上都远低于国内传导和垂直传导。因此,主要的理

论框架和实证工具都是针对垂直传导特点构建,对
空间传导和国际传导特点的刻画度较低。尤其不足

之处在于,虽然有少数学者涉及到国际传导的研究,
并将空间传导和垂直传导结合起来构成了国际传导

路径,但并没有针对2种传导方向各自的特点进行

理论和实证分析。
基于价格传导角度的“大国效应暠研究似乎还没

有展开,现有研究主要还是围绕关税福利“大国效

应暠和贸易“大国效应暠展开。其中国内学者围绕中

国农产品进口的“大国效应暠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主要内容是中国大量进口农产品导致国际农产品价

格的上涨,是否会对中国利用国际市场解决粮食问

题造成危害。在相关研究过程中,许多作者指出中

国农产品价格向国际农产品价格传导的路径似乎出

现了断裂,有人基于定价权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

探讨,但基于价格传导路径视角的研究似乎还没有

开展。

暋暋二、农产品价格波动非对称传导理
论研究

暋暋传统经济学理论(如完全竞争和垄断)认为在一

些规律性的假设(如非扭曲,凸/凹需求函数)下,价
格波动的传导(无论是空间还是垂直)在绝对规模和

时间上应当是对称的,因而也能够被所有的传统工

业/市场定价模型预测到,这种模式被称为对称价格

传导。相 对 于 对 称 价 格 传 导,非 对 称 价 格 传 导

(asymmetricpricetransmission,APT)被认为是一

种以不均质的方式来应对价格波动的定价现象。通

常认为,对称传导模式是规律性现象而非对称传导

模式的出现是少数例外情况。但大量的实证研究表

明,非 对 称 价 格 传 导 更 可 能 是 一 种 规 律 而 非 例

外[22],这就意味着传统经济学市场理论是错误的,
因为这些理论并不能预测或是解释价格调整非对称

性的广泛存在。此外,非对称传导的规律性存在意

味着各国依据传统经济学理论制定的宏观调控政策

无法产生其原本设定的效果。鉴于农产品的特殊重

要性,这种情况的发生,将会导致特别严重的政治和

社会后果。

1.非对称价格传导理论及相关研究

非对称价格传导,最早由Karpoff发现,他对18
份独立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整理,发现非对称价格传

导广泛地存在于各类金融市场中[23]。APT又被称

为“火箭与羽毛暠,形容价格上升段的速度像火箭而

下降段的速度像羽毛。这一称谓最早由 Bacon提

出,他发现英国的汽油零售价格在应对成本变化进

行的即时调整以及完成整个调整需要的周期数上存

在不对称性[24]。之后大量的实证确认了这一价格

传导模式的广泛存在[25灢27]。

2004年,Jochen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非对

称价格传导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整理。依据他的整

理,APT可以依据3个标准进行分类:依据非对称

性出现的形式,分为速度 APT和幅度 APT;依据价

格变动反应分为“正“APT和“负暠APT;依据非对称

传导方向,分为垂直 APT和空间 APT[28]。由于第

三类标准能够将第一类和第二类融合到研究框架

中,按照第三个标准将 APT分为垂直 APT和空间

APT。

2.农产品价格波动非对称价格传导

(1)农产品垂直 APT。农产品垂直 APT 是指

价格波动沿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曽曻农产品生产价

格和批发价格曽曻农产品零售价格的路径非对称传

导的过程。学者们经过研究发现,农产品供应链普

遍存在非对称性价格传导现象。Goodwin,Zhang,
胡华平等认为,由于信息流是沿市场渠道从农场到

批发市场再到零售市场,因而农产品领域的垂直价

格冲击主要是单向的[2,29灢30]。但王思舒等的研究发

现中国猪肉批发—零售价格传导的非对称性具有双

向特征[31]。学者们在发现垂直价格不对称传导的

同时,试图为非对称现象的出现寻求合理的解释,他
们认为可能的原因包括:a.市场势力等[28,32灢33]。一

般而言,农产品供应链在农场一级的集中度要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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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环节的集中度,因为规模经济会限制市场上主

体的数量,因此农产品领域的垄断通常出现在加工

或销售环节。但 Buguk 等对美国鲶鱼市场的垂直

APT现象进行研究,发现在鲶鱼案例中,农民拥有

市场势力,并且在农场一级传导不对称波动[34]。b.
调整成本。许多学者指出如果企业改变投入品/产

出品的数量/价格时所产生的调整成本的变化是非

对称的,那么就有可能导致 APT [35灢36]。农产品生

产周期长和易腐难保存的特性决定了其调整成本要

高于一般工业品,因此调整成本对于农产品垂直

APT的影响也特别显著。c.库存管理。对于许多

生产者而言,库存调节是企业应对外部冲击进行调

整的一个重要手段,有学者认为这也有可能是导致

APT的一个原因 [37灢38]。d.政策干预。世界各国普

遍对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产品采取保护政策,这种长

期的政策干预导致批发商或零售商相信农场价格的

下降是暂时的(因为下降会引发政府干预),而农场

价格的上升则很可能是永久性的,从而导致农产品

垂直 APT [39]。e.信息不对称。扭曲的价格报告程

序以及搜索成本的存在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也会导致

APT[40]。f.非对等需求与供给冲击。在完全竞争

和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零售一级需求的变化对

于农场———零售价格传导的影响要强于农场一级供

给 变 化 的 影 响,这 种 影 响 的 差 别 可 能 导 致

APT[39,41灢42]。虽然上述因素都被认为可能导致农产

品垂直 APT,但其产生的 APT 类型不尽相同。市

场势力、调整成本、政策干预都可以造成价格传导速

度的非对称性,但是似乎只有市场势力能够导致调

整幅度的长期不对称。另外由于市场势力可能导致

引起能够为政策干预提供理由的福利效应,因而那

些拥有市场势力的企业总是声称其产品 APT是由

于调整成本造成的。另外在众多因素中,非对等需

求与供给冲击和信息不对称将导致“人为 APT暠而
不是价格传导本身具有 APT特质。

(2)农产品空间 APT。农产品空间 APT 是指

价格波动非对称地在各平行市场间传导,这种现象

同样普遍存在于世界各主要农产品市场中。关于农

产品空间 APT的研究在数量和深度上要大大低于

垂直 APT。大部分对于农产品垂直 APT的解释都

可以扩展至农产品空间 APT,其作用机理也大致相

同:a.市场势力。一个当地企业可能因为在一定范

围内没有竞争对手而获得市场势力,也有可能因为

不同地区间的价格差别小于在两地进行运输所需要

的成本而拥有市场势力。这一定义能够同时适用于

空间 APT和垂直 APT。Jochen等指出,农产品空

间 APT 不会在传统指标(如集中度指数)中体现,
常常出现在那些依据传统市场势力指标来看不存在

市场势力的行业[28]。b.调整成本。如果运输成本

和储存成本随贸易距离或贸易对象的变化而变化,
就有可能产生空间 APT [43]。天气因素导致的农产

品产量、供给以及价格的周期变化也有可能导致调

整成本的非对称,进而导致空间传导的 APT。c.信
息不对称。中心市场和辐射市场之间的信息流不对

称也会导致农产品空间 APT [44]。由于搜寻成本的

存在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也可能是农产品空间

APT的原因 [45]。

3.非对称价格传导研究工具

自Farrell[46]首次对一些习惯性消费品需求函

数的不可逆性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来,已经有非

常多的计量方法被应用于非对称价格传导问题的探

讨。由于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来检测非对称价格传

导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因此,厘清各种计量工具

的特点和作用十分必要。

APT计量研究工具的发展轨迹如下:
一个基本的对称即期价格传导方程,见式(1):

pout
t =毩+毬1pin

t +毺t (1)

暋暋其中pout
t 是某企业t期的产出品价格,pout

t 的值

取决于pin
t ,后者是指t期的投入品价格。(若扩展

到空间APT问题,则pout
t 是A市场t期的产出品价

格,pout
t 的值取决于pin

t ,后者是指B市场t期的产出

品价 格。为 简 化 起 见,论 述 以 垂 直 APT 为 例,
下同。)

(1)非对称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在农业方面,

Tweeten等 将虚拟变量引入模型以估算不对称供

给函数[47]。这一方法后来被应用于价格的非对称

性研究,见式 (2):
pout

t =毩+毬+
1D+

tpin
t +毬-

1D-
tpin

t +毰t (2)

暋暋其中D+
t 和D-

t 是虚拟变量:如果pin
t 曒pin

t-1,则

D+
t =1,反之则D+

t =0;如果pin
t <pin

t-1,则D-
t =1,

反之,则D-
t =0。通过虚拟变量方法,投入品价格

被分为2个变量,一个只包含递增的投入品价格,一
个只包含递减的投入品价格。由此可以估算出2个

投入品价格调整系数,而不是如式(1)中的一个,其
中毬1 是投入品价格递增阶段系数,毬2 是投入品价格

递减阶段系数。利用F 检验,如果毬1 显著不等于

毬2,则价格对称传导假设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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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Ward,Wolffram,Houck多次对变量分离

技术进行改进,构建了包含虚拟变量和外生变量滞

后项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32,48灢49],最终模型形式

见式(4),这一模型为之后的 APT研究方法奠定了

基础。

pout*
t =毩t+暺

K

j=1

(毬+
j 暺

T

t=1
D+ 殼pin

t-j+1)+

暺
L

j=1

(毬-
j 暺

T

t=1
D- 殼pin

t-j+1)+毰t (3)

殼pout
t =毩+暺

K

j=1

(毬+
jD+ 殼pin

t-j+1)+

暺
L

j=1

(毬-
jD- 殼pin

t-j+1)+毭t (4)

暋暋式(3)和式(4)中的阶数K 和L 可以不同,因为

没有先验理由可以预期价格传导的递增阶段和递减

阶段有相等的滞后期。这种形式的模型能够计算投

入品价格正负向冲击的累积影响,并且考虑到了外

生变量滞后项。
(2)非对称误差修正模型。随着 Granger等发

现对非平稳序列进行回归,都会导致伪显著[50]。

Cramon等将 Granger等的协整技术纳入非对称性

研究,构建了非对称误差修正模型,用于测试非对称

价格传导,并在1998和1999年两次对该模型进行

扩展[51-52]。模型形式见式(5):

殼pout
t =毩+暺

K

j=1

(毬+
jD+ 殼pin

t-j+1)+暺
L

j=1

(毬-
jD- 殼pin

t-j+1)+

毤+ECT+
t-1 +毤-ECT-

t-1 +毭t (5)

暋暋这个模型构建步骤为:先对pout
t 和pin

t 进行协

整检验,如果确实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则构建pout
t 的

变化与pin
t 的变化的误差修正模型以及由两者长期

均衡方程(式 1)估计出的滞后残差;再分别对误差

修正项和投入品价格变化项运用变量分离技术,分
离为正向冲击和负向冲击,从而得到式(5),在模型

形式上可以认为是对式(4)的进一步完善,但是构建

步骤中,Cramon灢Taubadel方法增加了模型成立的

前提,即时间序列间必须存在协整关系。他认为如

果价格数据是协整的话,这种方法比常规的非对称

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更为合适。
(3)非对称阈值误差修正模型。将阈值方法引

入非对称误差修正模型,从而构建非对称阈值误差

修正模型。这种方法相对非对称误差修正模型而言

更为直观,在该模型中,只有当对pin
t 和pout

t 之间长

期均衡的偏离超过某个临界值时才会引起价格反

应。Goodwin及其合作者对这一方法进行了一系

列的改进[2,43,53],最终形式如式(6)所示:

殼pout
t =

毩1 +暺
K

j=1

(毬1,j殼pin
t-j+1)+毤1ECTt-1 +毭t,if,ECTt-1 <c1

毩2 +暺
K

j=1

(毬2,j殼pin
t-j+1)+毤2ECTt-1 +毭t,if,c1 曑ECTt-1 曑c2

毩3 +暺
K

j=1

(毬3,j殼pin
t-j+1)+毤3ECTt-1 +毭t,if,ECTt-1 >c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2

(6)

暋暋其中c1 和c2 为阙值范围,如果误差修正项落在

[c1,c2]范围内,则不会发生误差修正。Azzam 认为

在存在调整成本的情况下,临界误差修正是可信

的[54]。区间[c1,c2]可以解释为包含那些相对于调

整成本而言很小,不至于引起价格调整的对长期平

衡的偏离。依据 Goodwin等的定义,该区间被称为

“中性带暠[43]。注意,当c1=c2=0时,临界值无限接

近标准线性误差修正。
非对称阙值误差修正模型允许对两种类型的非

对称进行检验:一是当误差修正项落在区间[c1,c2]
以外的情况,反映的是价格传导速度的不对称;二
是,区间[c1,c2]不需要基于原点对称,反应的是价

格传导幅度的不对称。

(4)非对称局面转移模型。局面转移模型在

1990年代中开始被 Powers应用到不对称价格传

导分析中[55]。这类模型适用于pout
t 和一组pin

t 之

间的关系取决于状态变量V 的情况。Powers在对

加州生菜市场价格传导进行研究时发现,本地零

售价格和发货点离岸价格之间的差异可能与本地

种植的生菜数量有关。因此,着手构建了包含状

态变量的非对称价格传导分析模型[55]。之后众多

学者对模型进行了改进[2,43,56灢57],最后由 Radchen灢
ko提出将非对称误差修正模型和服从马尔科夫链

的状态变量结合起来,最终构建了非对称局面转

移模型[58]: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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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pout
t =

毩1 +暺
K

j=1

(毬1,j殼pin
t-j+1)+毤1ECTt-1 +vS( )t +毭t,if,ECTt-1 <c1

毩2 +暺
K

j=1

(毬2,j殼pin
t-j+1)+毤2ECTt-1 +vS( )t +毭t,if,c1 曑ECTt-1 曑c2

毩3 +暺
K

j=1

(毬3,j殼pin
t-j+1)+毤3ECTt-1 +vS( )t +毭t,if,ECTt-1 >c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2

(7)

暋暋其中截距项v(St)具有局面转移因子,可通过

对v(St)进行估计来获得不可观察的局面变量St

信息。而且不可观察的局面变量St={1……M}服
从一阶马尔科夫链,St=1(St=M),表示时间序列

此时正处于“最低局面暠(“最高局面暠)。
综上所述,发现在农产品价格非对称传导问题

的相关文献中,使用最广泛的方法是时间序列模型,
尽管许多学者依据不同标准对上述方法进行了各种

分类,但几乎所有的方法都是对时间序列模型的

扩展。

4.小暋结

通过上述整理发现,现有的农产品APT理论相

对比较完善,关于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并不会被完美

的传导(即不改变波动幅度并且实现即时传导)国内

外学者达成了基本的共识,这就引发了波动的传导

效应问题———包括传导时滞、“大国效应暠、放大效应

等。这些问题最终引发了学界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

国际传导非对称性问题的思考,市场势力、调整成本

以及信息不对称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导致非对称性

出现的原因。在研究方法上,国外学者已经开展了

大量的工作,基于农产品特性(易腐性、季节性、调整

成本等)对实证模型进行了改进。而国内学者的研

究相对落后,非对称性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金融领

域的研究中,对于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对于国内农

产品价格的非对称传导效应研究也尚未展开,这将

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主要方向。

暋暋三、简单评述

农产品价格波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

关注的热点问题,农产品价格波动国际传导路径以

及农产品价格波动国际传导效应2个领域都有相当

多的学者进行了研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并有大量的实证检验。

现有的研究主要依据下述逻辑路线展开(见图

1):国际农产品供求格局失衡是导致近年来农产品

价格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在虚拟因素和实体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导致了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这种波

动主要通过贸易路径(分为贸易替代路径、成本传导

路径和直接传导路径3种方式),先通过空间传导跨

越市场边界,再通过垂直传导最终影响国内物价水

平,在部分环节这种传导可能是双向的,在部分环节

则可能出现了断裂。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并不会被完

美地传导(即不改变波动幅度和即时传导),这就引

发了波动的传导效应问题———包括传导时滞、大国

效应、放大效应等等。这些问题最终引发了学界关

于农产品价格波动国际传导非对称性问题的思考,
市场势力、调整成本以及信息不对称被大多数学者

认为是导致非对称性出现的原因。
纵观国内外研究文献,仍有以下问题需要进一

步改进:
第一,关于农产品价格传导路径的研究,主要

针对国内垂直路径展开,对国际传导和空间传导的

研究在数量和深度上都远低于垂直传导。因此,主
要的理论框架和实证工具都是针对垂直传导特点构

建,对空间传导和国际传导特点的刻画度较低。尤

其不足之处在于,虽然有少数学者涉及到国际传导

的研究,并将空间传导和垂直传导结合起来构成了

国际传导路径,但并没有针对两种传导方向各自的

特点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第二,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非对称传导的研究,

虽然在国际上主要的非对称传导文献都集中在农产

品领域,国外学者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工

作,研究范围涉及世界各国大部分主要农产品的价

格非对称传导现象。但中国学者的研究相对落后,
大量的非对称传导文献是集中在金融领域,对农产

品价格传导的非对称问题的研究较少,在理论研究

和实证检验方面都落后于世界水平。
第三,关于“大国效应暠的问题,国内学者进行了

很多的探讨,主要是围绕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大国效

应暠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大量进口农产品导

致国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是否会对中国利用国际

市场解决粮食问题造成危害。但依据 “大国效应暠
的定义,如果一国某种产品的进出口量对国际市场

价格不造成显著影响则认为该国具有价格传导“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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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效应暠;反之则具有价格传导“大国效应暠。中国在

市场份额上已经是许多大宗农产品的出口大国,但
中国出口数量对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很小,属于小

国。这种“大国市场,小国效应暠的现象,有可能是由

于国际价格波动传导路径断裂造成的。很多人基于

定价权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探讨,但基于价格传

导路径视角的研究似乎还没有开展。
第四,基于非对称视角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国际

传导机制的研究还没有系统展开。非对称价格传导

机制的研究应当包括价格波动成因的非对称性、传

导路径的非对称性以及传导效应的非对称三部分,
现有的文献仅仅针对传导效应的非对称性,而忽略

前两部分。事实上,波动的特征也会与波动一起被

传导(无论是空间或是垂直传导),而非对称的传导

路径也会导致波动效应的非对称性,也就是说传导

效应的非对称性可能是由于波动成因的非对称性造

成的,也可能是由于传导波动性的路径本身的非对

称性造成的。因此,将传导机制三部分内容割裂开

来,仅仅研究传导效应的非对称性,而没有系统归纳

三者间的逻辑联系,就研究本身是不完整的。

图1暋现有研究逻辑架构图

暋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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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InternationalPriceVolatilityTransmissionMechanismof
AgriculturalProducts

———LiteratureReviewfrom Asymmetric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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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暋Internationaltransmission mechanismofagriculturalproductpricefluctuationhasbe灢
comeahottopicinrecentyears.Understandingtherulesofagriculturalproductpricefluctuationisof
greatsignificanceforgovernment'stoimplementmacro灢controlandreducetheadverseimpactofinterna灢
tionaltransmissionmechanismofagriculturalproductpricefluctuationonhomemarket.Currently,the
policyofmostcountriesintheworldisbuiltupontheassumptionofsymmetricpricetransmission.
However,alargenumberofempiricaltestsindicatethatthesymmetricpricetransmissionisunrealistic
inpractice,onthecontrary,itisasymmetry.Theexistingresearchisnotyetcomplete,therefore,thispa灢
permakesaliteraturereviewbasedontheasymmetricperspective,andplacesemphasison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andasymmetrictransmissionofagriculturalproductpricevolatility.

Keywords暋agriculturalproducts;pricefluctuation;internationaltransmission;asymmetry;litera灢
ture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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