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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产业链纵向价格传导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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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2003-2012年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及农产品零售价格指数为样本,

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农产品产业链纵向价格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农产品产业链纵

向价格传导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农产品产业链的价格传导主要表现为需求拉动型;短期内农产品产业链上的价

格传导过程较为顺畅,但各环节间的价格传导效率存在差异。提出了从短期来看应平抑农产品零售价格以预防

农产品价格非正常波动,从长期看应建立农产品价格波动预警体系以提高农产品价格监管的前瞻性和预见性的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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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作为经济运行的核心要素,对宏观经济整

体的稳步运行起着关键性作用,稳定物价是宏观经

济管理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价格的大

幅波动成为广大民众关注的焦点,稳定农产品价格

也成为政府有关部门的主要工作之一。研究农产品

产业链上的价格传导机制,抓住农产品产业链上价

格传导的关键环节,对有效地调控农产品价格的超

常规波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献看,国内外学者对农产品价格传

导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2个方面:一是采用

不同的方法对特定的农产品产业链上的价格传导机

制进行了研究。Zhang等研究了食用油供应链的价

格传导效应[1]、Willett等对水果产品的供应链价格

传导进行了研究[2]。国内一些学者分析了我国禽蛋

产业链[3]、奶业产业链[4]、饲料产业链[5]、肉鸡产业

链[6]、生猪产业链[7-8]的价格传导机制。张利庠等分

析了不同外部冲击对我国水稻、小麦、大豆、生猪产

业链价格影响的差异性[9]。二是考察产业链中产销

环节间的价格传导。Gardner最早研究了完全竞争

市场中农产品收购环节与食品零售环节之间的价格

传导关系,开创了研究价格传导的先河[10]。许世卫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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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产销间长期与短期的价

格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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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蔬产品产销间的价格传导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

发现果蔬产品的零售价格与生产价格间的传导具有

不对称性[12]。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特定农产品产业链上

的农产品价格传导做了较为丰富的研究,而从整个

产业链角度的研究虽已见端倪,但仍有待进一步深

化。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指数为起点,中间环节引入农产品生产价格

指数,末端则拓展到农产品零售价格指数,旨在更加

全面地分析整个农产品产业链关键结点间的价格传

导效应,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农产品产业链各环节

纵向价格传导的机制。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1.理论框架

价格传导机制是指市场价格在多种因素共同作

用下发生变动并在一定的强度下通过某种途径与相

关价格相互作用的过程。为准确地分析农产品产业

链价格传导的机制,本文选取了反映农产品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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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中、下3个环节的3种价格指数,即以农业生

产资料价格指数、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农产品零售

价格指数作为研究对象。
从时间维度来看,农产品产业链的价格传导关

系可分为长期稳定关系和短期相互影响关系。长期

稳定关系揭示农产品产业链的价格传导路径,反应

产业链各环节价格传导方式及相互影响程度。农产

品产业链的短期价格传导主要包括价格传导效率及

贡献度2个方面:前者分析产业链中某个环节对其

他环节价格变动时的响应状况,主要体现在响应所

需时间及响应强度上;后者主要是对产业链各环节

的价格变化的预期误差进行方差分解,通过方差

分解判断短期内影响农产品产业链价格传导的关

键环节。

2.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研究方法。本文首先利用约翰森协整检验

(Johansen-Juselius)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农产品

产业链上的价格间互动关系,再采用协整的实证分

析法和VAR模型确定价格传导的长期均衡关系,
最后运用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responsefunc-
tion,IRF)和方差分解法(variancedecomposition,

VD)研究价格传导的短期传导效率及影响程度。
(2)数据来源及价格指数变化趋势。本文采用

2003年1月至2012年1月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Im)、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Ip)、农产品零售价格指

数(Ir)的月度数据,并以上年同期为100进行处理。
其中,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统

计调查数据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与农产品零

售价格指数来自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②。农产品零

售价格指数采用的是粮食、肉禽及其制品、水产品、
鲜菜、鲜果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而得。从图1
可看出,Im、Ip 和Ir具有一定的同步性,波动趋势整

体上一致,并表现出较强的周期性。其中,除2008
年之外,Im 的波动幅度小于其他价格指数,曲线相

对平滑,这说明近些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实施的农业

生产资料补贴政策初见成效。

图1 2003年1月至2012年1月Im、Ip、Ir 的变化趋势

  二、农产品产业链价格传导的长期
效应分析

  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时间序列的协整检验必须满足同阶单整的前提

条件,为了下一步对农产品价格传导进行协整检验,
需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由表1平稳性检验结

果可知,Im、Ip 和Ir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所以可对三

者进行约翰森协整检验,以确定三者间的长期均衡

关系。

表1 Im、Ip 和Ir 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 检验类型(C,T,K) T 统计值 P 值 结论

Im (0,N,12) 0.1499 0.7274 非平稳

Ip (0,N,12) -0.1291 0.6368 非平稳

Ir (0,N,12) -0.1830 0.6178 非平稳

D(Im) (0,N,12) -2.8946* 0.0042 平稳

D(Ip) (0,N,11) -4.7179* 0.0000 平稳

D(Ir) (0,N,12) -4.7002* 0.0000 平稳

 注:*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最佳检验类型(C,T,K),其中C为

0表示没有截距,N表示没有趋势项,K表示滞后阶数,滞后阶

数的确定根据AIC最小准则;D表示一阶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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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协整分析及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于协整检验过程对滞后阶数反应较为敏感,
基于VAR模型的滞后阶数判断标准(见表2),根据

FPE和AIC等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为2阶滞后。
表2 变量VAR模型滞后阶数判断准则

Lag LogL LR FPE AIC SC HQ
0 -929.98 NA 12435.49 17.94 18.01 17.97
1 -560.82 709.93 12.21 11.02 11.32 11.14
2 -531.72 54.29 8.30* 10.63* 11.16* 10.85*

3 -525.32 11.56 8.74 10.64 11.44 10.99

 注:*表示适宜滞后长度判定的标准。

表3 Im、Ip 和Ir 的约翰森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 特征值
迹统计量检验

迹统计值 5%临界值

最大特征根检验

最大特征根统计值 5%临界值

不存在协整关系* 0.25 38.69 24.28 30.62 17.80

至多存在1个协整关系 0.07 8.07 12.32 8.06 11.22

至多存在2个协整关系 7.89 0.01 4.13 0.01 4.13

 注:*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根据图1各变量的时间趋势,采用原序列没有

线性确定趋势并且协整方程没有截距项的形式进行

约翰森协整检验。由表3的检验结果可知,根据迹

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标准,3个变量之间存

在一个协整关系,说明Im、Ip 和Ir 存在稳定的长期

均衡关系。
根据协整检验结果,经正规化处理后Im、Ip 与

Ir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可表示为:
Ip=1.18Im-2.14Ir (1)

由(1)式可知,从长期来看,Im、Ip、Ir 三者之间

存在均衡关系,Im、Ir对Ip 的作用有所不同,说明农

产品价格产业链的价格传导在不同环节上存在一定

的差异。当Im 变动1%时,会引起Ip 变动1.18%,
而当Ir 变动1%会使得Im 向相反的 方 向 变 动

2.14%,表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对农产品生产

价格指数的影响较弱,但农产品零售价格指数对农

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影响相对较大,其原因有待于

进一步深入研究。

为了更加有效地判断农产品产业链长期的价格

传导路径,还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由表4给

出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看出,Im、Ip、Ir的关系是:农
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变动与农产品零售价格指数变动

互为因果,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引导关系。农产品零

售市场价格指数变动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变动

的原因,反之不成立。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变动是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变动的原因,反之不成立。
由此看出,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农产品产业链长期

价格传导具有不可逆性,具体的传导关系可通过建

立不受约束的VAR模型进行分析。
表4 Im、Ip 和Ir 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 F统计量 P 值

Ip不是Ir的格兰杰原因 4.5780 0.0124
Ir不是Ip的格兰杰原因 3.1534 0.0468
Im 不是Ir的格兰杰原因 1.2853 0.2809
Ir不是Im 的格兰杰原因 8.3476 0.0004
Im 不是Ip的格兰杰原因 0.8562 0.4278
Ip不是Im 的格兰杰原因 2.4941 0.0875

Ip(t)=1.01Ip(t-1)+0.01Ip(t-2)-0.18Ir(t-1)+0.07Ir(t-2)+23.20 (2)

Ir(t)=0.37Ip(t-1)-0.10Ip(t-2)+0.46Ir(t-1)+0.10Ir(t-2)+23.35 (3)

Im(t)=-0.09Ip(t-1)+0.11Ip(t-2)+0.16Ir(t-1)-0.12Ir(t-2)+1.60Im(t-1)-0.67Im(t-2)-0.25 (4)

  经过一系列检验,3个回归方程较为可信,回归

方程(2)、(3)、(4)描述了长期内农产品产业链纵向

的价格传导机制。
式(2)说明农产品生产价格主要受到自身滞后

项的影响,且滞后一期的影响度达到1.01。农产品

生产价格同时受到滞后一期和两期农产品零售价格

的影响,且滞后一期与滞后二期的农产品零售价格

对当期农产品生产价格的作用相反,总体上表现为

弱的负作用。
式(3)体现了当期农产品零售价格的波动主要

是受到滞后一期的农产品生产价格和滞后一期的农

产品零售价格的影响,而滞后二期农产品零售价格和

农产品生产价格对当期农产品零售价格的影响较小。
此外,与滞后期的农产品生产价格相比,滞后期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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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零售价格对当期农产品零售价格的影响更大。
式(4)说明了滞后两期的农产品生产价格和农

产品零售价格对当期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影响较

弱,而滞后一期和两期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对当期

农业生产资料的影响较强,但两期的作用方向相反。
从以上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出我国农产品产

业链上的价格传导机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作为产

业链上的价格起点,其波动会受到农产品产业链上

农产品生产价格及农产品零售价格因素的影响,因
此农产品产业链的价格传导机制主要表现为需求拉

动型。VAR模型和图1表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

数(Im)与其他价格指数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但Im

的波动表现出一定的滞后,这反应了农产品产业链

上Ip、Ir向Im 的传导过程,且这种传递效应是不完

全的,可能的原因是国家实施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补贴政策及产品属性差异发挥了作用。

  三、农产品产业链价格传导的短期
效应分析

  产业链的短期价格传导机制主要是指一个内生

变量短期内在受到冲击时对其他变量的影响,主要

表现为其他变量的反应时间及影响程度。反应时间

在本研究的体现是当Im、Ip、Ir 受到外部冲击时引

起自身及其他价格序列变动的起始时间,揭示了价

格传导的效率。影响程度则是当一个价格序列出现

波动时其他变量及其本身对波动的解释力度。

1.农产品产业链价格传导效率分析

图2-A表示当Ip 受到1个标准差随机扰动的

冲击时Im、Ir及其自身的响应路径。Ip 受到冲击时

其自身能够较快地做出正向响应,之后呈现缓慢下

降趋势,第10期的响应度约为0.6,说明农产品生

产价格的波动对其自身的正向影响将会持续一段时

间。Im 对Ip 的响应度在第3期达到最高,第7期转

变为负向响应,且呈现出快速增大趋势,表明农产品

生产价格波动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影响较大。Ir
对于Ip 波动的负向响应则表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

图2-B刻画了当Ir受到1个标准差随机扰动

的冲击时Ip、Im 及其自身的响应路径。在10个考

察期内,Ir对其自身受到的冲击最为敏感,第1期就

达到2个正向响应度,但表现出较快的下降趋势,在
第5期时响应方向发生转变,说明农产品零售价格

的波动更容易受到自身的影响。Ip 对Ir 受到的冲

击会做出正向响应,且逐渐降低,第1期的响应度约

为1.4,在第10期会做出约0.5个正向响应。由此

可以看出,农产品零售价格的波动会对农产品生产价

格产生正向影响,且影响期较长。Im 对Ir 受到的冲

击起初会做出正向响应,但最高响应度约为0.6,说明

农产品零售价格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影响不大。

图2 脉冲响应路径

  图2-C反映了当给Im1个标准差随机扰动的

冲击时Ir、Ip 及其自身的响应路径。由图2-C看

出,当农产品零售价格受到外界冲击时自身会迅速

的做出反应,在第4期的响应度达到最大,且影响将

持续较长时间。Ir 对Im 的响应存在一期的滞后,
在第9期后,Ir的冲击不会对Im 产生影响。由此看

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波动对农产品零售价格的

影响不大,且持续时间较短。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对农产品生产价格的影响存在一期之后,但影响的

持续时间较长,在10个考察期内表现出扩大趋势。

由以上脉冲响应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产

业链上的价格传导机制在短期内有如下特点:Im、
Ip、Ir三者间的传导路径较为顺畅,当农产品产业链

的一个环节受到外界冲击时,都会传递到产业链上

的其他环节上。由于受到价格构成、市场环境及政

策调控等因素的影响,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价格传

导效率及影响期存在一定差异,各环节会对自身的

价格变化迅速做出响应,而对产业链上其他价格变

化的反应则有一定的不同。Ip 向Ir传导的效率低,
但向Im 传导的效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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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产品产业链价格传导贡献度分析

方差分解的结果可以揭示在短期内农产品产业

链某环节价格在发生变动时,其自身及其他相关环

节对这种变动的贡献份额。由表5方差分析结果可

知:(1)Ip、Ir对Im 预期误差的贡献存在一期滞后,
且解释力度较小。Im 对自身预期误差的解释力度

较强,第1期为100.00%,但随着滞后期的增加解

释力度不断降低,第10期下降到84.68%,Ip 的贡

献额则由0.00%上升至11.72%,说明Im 的短期变

动主要来源于自身。(2)Ip 对自身预期误差的贡献

额由第1期的79.97%下降至第10期的64.30%,
而Ir 对Ip 预期误差的解释程度则由第1期的

0.00%上升至第10期的13.09%,说明Ir 对Ip 的

影响不断增强。Im 对Ip 的解释度则稳定在20%~
30%之间。(3)Ir 的预期误差主要来源于其自身及

Ip。前3期,Im 对Ir的解释度均低于10%,第7期

至第10期间Im、Ip 对Ir预期误差的解释度没有发

生明显变化。
表5 Im、Ip、Ir 预期误差的CHOLESKI方差分解结果 %

时期
Im

Im Ip Ir
Ip

Im Ip Ir
Ir

Im Ip Ir
1 100.00 0.00 0.00 20.04 79.97 0.00 4.45 33.54 62.02

2 96.06 0.37 3.57 25.84 71.74 2.42 6.88 40.26 52.86

3 93.64 1.18 5.18 28.44 68.67 2.88 8.93 44.02 47.06

4 92.19 2.22 5.59 28.47 68.04 3.48 10.34 46.82 42.84

5 91.08 3.45 5.47 26.97 68.58 4.45 11.02 49.10 39.88

6 90.03 4.86 5.10 24.79 69.41 5.80 11.11 50.96 37.93

7 88.91 6.44 4.65 22.72 69.79 7.49 10.83 52.41 36.76

8 87.65 8.14 4.21 21.40 69.20 9.40 10.49 53.38 36.13

9 86.24 9.92 3.84 21.31 67.36 11.33 10.37 53.78 35.86

10 84.68 11.72 3.60 22.60 64.30 13.09 10.73 53.56 35.71

  从方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推动Im、Ip、Ir 波动

的主要力量来源于自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身的

作用力不断降低,而处于农产品产业链上的其他环

节的影响力则不断增强。从第6期开始,农产品生

产价格指数波动成为农产品零售价格波动的主要

原因。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运用实证方法对我国农产品产业链纵向价

格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从
长期来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农产品生产价格

指数、农产品零售市场价格指数之间存在长期均衡

关系,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对农产品生产价格指

数的影响较弱,但农产品零售价格指数对农产品生

产价格指数的影响相对较大。(2)从格兰杰因果检

验和向量自回归模型来看,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变

动与农产品零售价格指数变动互为因果,两者之间

存在双向引导关系。农产品产业链的价格传导机制

主要表现为需求拉动型。(3)当农产品产业链的一

个环节受到外界冲击时,都会传递到产业链上的其

他环节上,说明Im、Ip、Ir三者间的传导路径较为顺

畅。但是,其他环节及其自身对于外部冲击的反应

有所不同,说明农产品产业链各环节间的价格传导

效率存在差异。(4)从方差分解结果来看,Im、Ip、Ir
对自身预期误差的解释度较大,但都表现下降趋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处于农产品产业链上的其他环

节的影响力则不断增强。
从短期来看,应平抑农产品零售价格以预防农

产品价格非正常波动。当农产品零售环节的价格受

到外部冲击时,对整个农产品产业链的价格波动影

响最大,这主要是由农产品产业链上各主体的不平

等关系所决定的。在产业链中,农产品零售商拥有

掌握市场价格信息的优势,拥有较强的价格控制力。
农产品生产者市场议价能力较弱,处于相对弱势的

地位,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因此,为了更加有效地

预防农产品价格非正常波动,相关政府部门在制定

政策时应首先考虑如何平抑农产品零售价格的波

动,加强对农产品零售商的监管力度,从而抓住调控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主要环节,取得更好的调控效果。
从长期来看,应建立农产品价格波动预警体系

以提高农产品价格监管。由于我国缺乏较为完善的

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使得农产品生产资料的价格、
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间无法实现及时有效地互动。
此外,现阶段我国农业产业化水平相对较低,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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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供、销衔接不够紧密,以及农产品产业链上各主

体间动态博弈等原因,造成农产品产业链价格传导

存在一定的滞后现象。因此,我国应努力提高农业

产业化水平,加强农产品的生产者、加工企业、零售

商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实现农产品产、供、销间的完

全对接。进一步完善包括市场信息体系在内的市场

体系,健全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市场在农产品价格

传导中的基础作用,实现农产品价格等市场信息在

农产品产业链上各主体间的顺畅传导,才能有效地

提高农产品价格传导的效率。同时,应加快建设和

完善农产品价格波动预警体系,提高农产品价格监

管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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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VerticalPriceTransmissionofAgriculturalProductIndustrialChain

WEIJin-yi,WANGWei-xin,QIChun-jie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BasedonpriceIndexofagriculturalmeansofproduction,productionpriceindexandretail
priceindexofagriculturalproductsbetweenjanuaryof2003andaprilof2012,thispaper,usingVAR
modelandimpulseresponsefunction,analyzestheverticalpricetransmissionmechanismonindustrial
chainofagriculturalproducts.Theresultshowsthatalong-termco-integrationrelationshipexistsinver-
ticalpricetransmissiononagriculturalindustrialchainandthepricetransmissionmechanismismainly
demandpullorientated.Thepricetransmissionprocessisrelativelysmooth,butdifferencesexistamong
pricetransmissionefficiencyofvariouslinksinagriculturalindustrialchaininashortterm.Therefore,

thispaperputsforwardseveralspecificpolicysuggestions:intheshortterm,retailpriceofagricultural
productsshouldbestabilizedtopreventabnormalfluctua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swhileinthelong
term,earlywarningsystemofagriculturalproductspricefluctuationshouldbeestablishedtoimprove
theprospectandpredictabilityofagriculturalproductspricesupervision.

Keywords industrialchainofagriculturalproducts;agriculturalprice;pricetransmission;VAR
model;effects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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