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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蔬菜价格波动与通货膨胀

———基于波动来源的分解

涂涛涛,李崇光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利用CensusX12季节调整和 H-P滤波法,将蔬菜价格波动来源分解为趋势变动、季节变动、循
环变动和不规则变动要素。利用Bootstrap因果检验与VAR模型,考察了蔬菜价格波动来源的分解因素与中国

通货膨胀的关联性。结果表明,蔬菜价格波动影响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主要渠道是通过季节变动和不规则变动要

素;季节变动因素对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影响呈季节周期性;不规则变动对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冲击在最初时最显

著,随后逐渐减弱。政策含义为,降低公众的通胀预期、促进蔬菜跨区域流通、控制蔬菜运输的物流成本、健全政

府灾害天气应急响应机制均有利于减缓CPI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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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蔬菜的稳定供给关

乎百姓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的稳定。蔬菜价格的大起

大落,不仅影响到农民收入的稳定增加,也给城市居

民的菜篮子供应造成巨大压力。根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2010年9月份中国居民消 费 价 格 指 数

(CPI)同比上涨3.6%,而同期蔬菜价格指数上涨了

18.0%。以蔬菜价格占CPI总体权重的7.0%计

算[1],2010年9月蔬菜价格的上涨直接导致当期

CPI上升约1.26%。蔬菜价格的上涨已经成为直

接推高国内通胀的因素之一。因此,探讨蔬菜价格

波动的机制及其对中国整体物价的影响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探讨农产品价格波动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很

多,然而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一些学者认为,通
货膨胀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卢

锋等利用均衡修正模型对中国1987-1999年粮价

变动与通货膨胀关系进行协整分析,结果表明,通货

膨胀影响粮价变动,而不是粮价上涨导致通货膨

胀[2]。徐雪高对1978-2006年中国农产品价格波

动的研究表明,农产品价格上涨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相反,通货膨胀会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3]。农业部

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分析小组对2002-2009年中国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研究也发现,农产品价格随着

CPI的波动而波动,CPI却不会随农产品价格波动

而波动[4]。然而,另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农产品价

格上涨是导致全国通货膨胀上涨的原因。徐奇渊认

为蔬菜价格是食品价格波动中主要的来源之一,蔬
菜价格波动对CPI的波动具有重要影响[1]。张超

等的研究指出,农产品价格上涨会导致国民经济其

他部门产品价格上涨,从而间接影响全国物价总水

平[5]。朱信凯等对1996—2008年间中国粮食价格

与CPI关系的研究发现,中国粮食价格和CPI之间

存在双向因果关系[6]。
导致实证结果分歧的原因很多,采用的理论模

型、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数据选取的差异均会影响到

最终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实证研究是从总

量上探讨农产品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而没有对

农产品价格波动来源进行区分。农产品价格的不同

波动来源是否对通货膨胀存在差异性影响? 而这是

否又导致了实证研究结论的分歧? 这一问题目前似

乎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考虑到现有研究并未对农产品价格波动来源进

行细分,本文将利用CensusX12季节调整和 H-P
(Hodrick-Prescottfilter,H-P)滤波方法将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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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波动分解为趋势变动、季节变动、循环变动和不

规则变动4个要素,采用基于Bootstrap仿真的因

果检验和VAR(vectorautoregressive,VAR)模型,
考察上述因素与CPI的动态关联。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CensusX12季节调整方法对蔬菜价

格波动要素进行分解,采用基于Bootstrap仿真的

因果检验验证常规因果检验的稳健性,采用基于

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蔬菜价格波动要素对

CPI的影响。CensusX12季节调整方法和基于

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步骤可参看高铁梅相关

文献[7],基于Bootstrap仿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方

法如下。
本文基于Bootstrap仿真的因果检验借鉴了

Hatemij[8]和滕建州[9]的思路。其优点在于,统计检

验完全依赖于数据的真实分布,而无须施加正态分

布的假定。即使数据生成过程非平稳,且变量之间

缺乏协整关系,这种方法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这

种方法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故可进一步帮

助我们理解蔬菜价格与CPI的关系。具体而言,为
了判断CPI是否为蔬菜价格的“格兰杰原因”,可通

过残差再抽样Bootstrap方法构建相应F 统计量的

临界值,并利用新的临界值来判断格兰杰因果检验

的结果,具体步骤如下:①利用OLS估计受约束条

件式VegPt=c1+∑
n

i=1
αiVegPt-i+εt 中的系数向量

α,计算VegP
^ 和残差向量ε^;②将ε^ 零均值化得到新

的残差集εb̂,其中εb̂
i=ε^i-ε-(i=1,2,3,…T);③从

εb̂ 中重复抽样,用公式VegPb=VegP
^ +εb̂ 构造一个

新的因变量VegPb。即对每个VegP
^ ,从新的残差

集εb̂ 中有回置地随机抽取一个残差,再加上VegP
^ ,

从而产生一个新的VegPb
t 变量;④根据新的VegPb

变量和原始CPI变量,结合无约束式VegPt=c1+

∑
n

i=1
αiVegPt-i+ ∑

n

j=1
βjCPIt-j+εt 和 受 约 束 条 件 式

VegPt=c1+∑
n

i=1
αiVegPt-i+εt 的回归,就可得到F=

(RSSR-RSSUR)/m
RSSUR/(Nobs-k)

的一次Bootstrap值F*
s ;⑤将

步骤③-④重复10000次,就可以产生F*
s 的累积

分布。选取该分布1-α的分位数,将其作为相应检

验水平为α的“Bootstrap临界值”c*
Fα;⑥利用真实数

据计算F=
(RSSR-RSSUR)/m
RSSUR/(Nobs-k)

得到统计量Fs。如

果Fs>c*
Fα,则拒绝原假设,即认为CPI是蔬菜价格

的格兰杰原因;否则,接受原假设,即认为CPI不构

成蔬菜价格的格兰杰原因。
上述检验过程,均采用Stata10.0软件编程实

现。其中,RSSR 为 受 约 束 条 件 式 VegPt=c1+

∑
n

i=1
αiVegPt-i+εt 的残差平方和,RSSUR 为无约束式

VegPt=c1+∑
n

i=1
αiVegPt-i+∑

n

j=1
βjCPIt-j+εt 的残差

平方和,m 为线性约束个数(即最大滞后阶数n),

Nobs为实际样本观测数(即总体样本数与最大滞后

阶数之差),k为无约束回归中待估参数的个数(即

2n+1)。同理,可构建类似F 统计量来判断蔬菜价

格是否构成CPI的“格兰杰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格兰杰因果检验并不是经济学

通常研究的因果逻辑关系。它主要是检验一个经济

变量的历史信息是否可用来预测另一个经济变量未

来变动。也就是说,格兰杰因果关系是一种计量经

济学意义上的预测关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因果

关系。因此,关于蔬菜价格与通货膨胀格兰杰因果

检验的解释必须十分谨慎。

2.数据来源及统计性描述

(1)数据来源。本文选取了2006年2月—2010
年10月的CPI和蔬菜价格月度数据。其中,CPI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蔬菜价格采

用了农业部提供的25种主要蔬菜零售价格的月度

均价。为了对蔬菜价格波动的来源进行分解,本文

利用Eviews软件进行CensusX12季节调整和H-
P滤波分析。首先,利用CensusX12季节调整方法

去掉季节和不规则要素,得到只含趋势循环要素的

蔬菜价格序列。在此基础上,利用H-P滤波方法,
从趋势循环要素中对趋势和循环要素进行分解,得
到分解后的趋势要素序列和循环要素序列。蔬菜价

格的趋势变动要素代表蔬菜价格长期的趋势特征;
季节变动要素主要是由温度、降雨等因素引起的,可
以反映蔬菜价格变化中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循环要

素可能是一种景气变动、也可能是经济变动或其他

周期变动;不规则要素是由偶然发生的事件引起的,
如意外事故、地震、水灾、冰雹灾害等。

(2)变量相关数据的统计性描述。本文模型相

关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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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n=57
变量名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107.076 4.841 98.410 114.080
VegP 25种主要蔬菜月度均价 2.506 0.710 1.370 4.070
VEG_T 蔬菜价格的趋势要素 2.502 0.410 1.851 3.266
VEG_SF 蔬菜价格的季节要素 -0.009 0.560 -0.622 0.840
VEG_C 蔬菜价格的循环要素 -3.20E-13 0.181 -0.323 0.391
VEG_IR 蔬菜价格的不规则要素 0.014 0.151 -0.315 0.533
VegP_sa 季节调整后的蔬菜价格 2.515 0.486 1.590 3.487

 注:25种主要蔬菜零售价格的月度均价VegP 由中国农业部提供,VEG_T、VEG_SF、VEG_C、VEG_IR、VegP_sa采用Eviews软件计算

所得。

  从表1可知,季节调整后的蔬菜价格的波动幅

度小于原始蔬菜价格,这表明,季节性因素是影响蔬

菜价格波动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蔬菜价格分解后的

4个要素中,趋势要素和季节要素的变动幅度最大,
而循环要素和不规则要素的变动幅度相对较小。这

意味着,蔬菜价格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季

节要素和趋势要素所决定。

25种主要蔬菜月度均价、季节变动要素及趋势

要素数据见图1。从图1可知,由于气候因素影响,
蔬菜价格呈季节性周期性变化。从历年波动规律

看,每年年初蔬菜价格都处于较高价位,随着气温回

升和夏秋蔬菜集中上市,价格明显回落,这种行情一

直持续到入冬。自每年6、7月份气温回升以来,蔬
菜价格呈下降趋势。随着气温逐渐转凉,蔬菜价格

明显开始上涨,进入到每年1-3月份时,价位达到

最高峰。蔬菜价格的趋势要素可以用来反映蔬菜价

格的长期变动趋势。大体而言,蔬菜价格长期呈递

增趋势。25种蔬菜均价从2006年2月的1.85
元/kg,上升至2010年10月的3.27元/kg,上涨幅

度为76.8%。

图1 25种主要蔬菜月度均价、季节变动要素及趋势要素

  原始蔬菜价格(VegP)、季节调整后的蔬菜价格

(VegP_sa)与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相关性统计

见图2。从图中可知,蔬菜价格与CPI之间呈正相

关性。并且,剔除季节性因素后,蔬菜价格与CPI
的相关性有所增强。需要指出的是,统计意义上的

相关性并不等同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为了

进一步弄清蔬菜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本文将采

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VAR模型进行分析。 图2 蔬菜价格与CPI相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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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蔬菜价格波动与通货膨胀:新的
实证检验

  1.数据平稳性的检验

由于本文考察的指标均为时间序列数据,故有

必要检验数据的平稳性。首先,本文采用Phillips-
Perron单位根检验考察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结
果见表2。

Phillips-Perron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在5%
显著性水平上,季节要素(VEG _SF)、循环要素

(VEG_C)与不规则要素(VEG_IR)为平稳序列;

CPI和原始蔬菜价格(VegP)为一阶单整序列;趋势

要素(VEG_T)为四阶单整序列。由于CPI与趋势

要素(VEG _T)、季节要素(VEG _SF)、循环要素

(VEG_C)、不规则要素(VEG_IR)不同阶,故它们之

间不存在协整。

2.CPI与菜价波动因素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1)常规格兰杰因果检验。由于CPI、原始蔬

菜价格(VegP)和趋势要素(VEG_T)为非平稳序

列,故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需要进行差分处

理。而CPI和原始蔬菜价格(VegP)为一阶单整序

列,趋势要素(VEG_T)为四阶单整序列,因而CPI
一阶差分序列与趋势要素(VEG_T)的四阶差分为

平稳序列。此时,通过分别考察CPI一阶差分序列

与趋势要素(VEG_T)的四阶差分、季节要素(VEG_

SF)、循环要素(VEG_C)与不规则要素(VEG_IR)
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就可检验CPI与蔬菜价格波动

要素的因果关联。具体结果见表3。
表2 各时间序列变量平稳性的检验

变量 样本区间 检验形式 Phillips-Perron检验 平稳性

CPI 2006.02-2010.10 (C,T,3) -1.587 不平稳

VegP 2006.02-2010.10 (C,T,2) -3.195* 不平稳

VEG_T 2006.02-2010.10 (C,T,6) 2.96 不平稳

VEG_SF 2006.02-2010.10 (C,3) -3.248** 平稳

VEG_C 2006.02-2010.10 (5) -2.201** 平稳

VEG_IR 2006.02-2010.10 (C,43) -11.240*** 平稳

CPI的一阶差分 2006.03-2010.10 (C,0) -5.700*** 平稳

VegP 的一阶差分 2006.03-2010.10 (3) -4.494*** 平稳

VEG_T 的一阶差分 2006.03-2010.10 (C,T,5) -1.287 不平稳

VEG_T 的二阶差分 2006.04-2010.10 (5) -1.232 不平稳

VEG_T 的三阶差分 2006.05-2010.10 (5) -1.846* 不平稳

VEG_T 的四阶差分 2006.06-2010.10 (5) -2.197** 平稳

 注:检验形式(C,T,K)中的C和T 分别表示检验方程中包括截距项、趋势项和带宽。其中,带宽根据Newey-West准则自动选取。*、

**、***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表3 常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
F统计量

滞后1期 滞后2期 滞后3期 滞后4期 滞后5期 滞后6期

△CPI不是△VegP 的格兰杰原因 1.8766 2.1656 1.2293 1.5383 1.7222 1.4667

△VegP 不是△CPI的格兰杰原因 0.8889 1.0749 0.6597 0.3837 0.4455 0.7837

△CPI不是VEG_T 四阶差分的格兰杰原因 1.3732 0.1229 0.2870 0.5948 1.0101 0.6745

VEG_T 四阶差分不是△CPI的格兰杰原因 1.3397 1.7137 1.2512 0.9940 0.7463 0.9561

△CPI不是VEG_SF的格兰杰原因 9.8890*** 0.7410 0.5126 3.5152** 4.9762*** 2.8069**

VEG_SF不是△CPI的格兰杰原因 1.8737 5.8415*** 7.5356*** 5.1085*** 5.4211*** 5.3026***

△CPI不是VEG_C的格兰杰原因 0.0245 0.7025 1.8216 1.1639 0.8301 1.2277

VEG_C不是△CPI的格兰杰原因 3.2128* 1.5022 1.0871 1.1215 0.9238 0.6495

△CPI不是VEG_IR的格兰杰原因 0.2346 0.3303 0.1567 0.1443 0.3582 0.3427

VEG_IR不是△CPI的格兰杰原因 8.7221*** 4.1275** 4.3814*** 3.2275** 2.9885** 3.2220**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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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3可知,当考虑蔬菜价格原始序列(VegP)
时,CPI并非蔬菜价格的格兰杰原因,同时,蔬菜价

格也并非CPI的格兰杰原因。并且,当滞后阶分别

为1-6时,所有检验结果均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进

一步细分蔬菜价格波动来源,并考察4个波动来源

与CPI 的关系时,结果表明:CPI 并非趋势要素

(VEG_T)的格兰杰原因,趋势要素(VEG_T)也不

构成CPI的格兰杰原因;CPI并不构成不规则要素

(VEG_IR)的格兰杰原因,但不规则要素(VEG_IR)
构成CPI的格兰杰原因。并且,当滞后阶分别为

1-6时,所有检验结果均得到了一致的结论。然而,
当选取不同滞后阶时,CPI与季节要素(VEG_SF)、
循环要素(VEG_C)的检验结果却并不总是一致。

根据LR、FPE、AIC、SC及 HQ信息准则,CPI
与季节要素(VEG_SF)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应当选取

滞后4阶,此时,季节要素(VEG_SF)构成CPI的

格兰杰原因,CPI也构成季节要素(VEG_SF)的格

兰杰原因。然而,从经济含义而言,CPI是蔬菜价

格季节要素的原因似乎不合常理,故选择滞后2阶

或3阶时结果更为合理。此时,季节要素(VEG _

SF)构成CPI的格兰杰原因,而CPI并不构成季节

要素(VEG_SF)的格兰杰原因。类似的,根据LR、

FPE、AIC、SC及 HQ 信息准则,CPI 与循环要素

(VEG_C)格兰杰因果检验时选取滞后4阶,此时,

CPI与循环要素(VEG_C)均不构成对方的格兰杰

原因。
简而言之,根据常规格 兰 杰 检 验,季 节 要 素

(VEG_SF)和不规则要素(VEG_IR)构成CPI的格

兰杰原因,而趋势要素(VEG_T)和循环要素(VEG_

C)均不构成CPI的格兰杰原因;CPI并不构成趋势

要素(VEG _T)、季 节 要 素(VEG _SF)、循 环 要 素

(VEG_C)以及不规则要素(VEG_IR)的格兰杰原因。
(2)基于 Bootstrap仿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需要指出的是,趋势要素(VEG_T)四阶差分与CPI
一阶差分的因果关系并不等价于趋势要素与CPI
的因果关系。为了既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又要解

决常 规 格 兰 杰 因 果 检 验 失 效 的 困 境,采 用 基 于

Bootstrap仿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对蔬菜价格趋势

要素(VEG _T)与 CPI 的关系进行验证分析(见
表4)。从表4可知,除了滞后期为1时,CPI不是

VEG_T 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被拒绝外,其他情形

下的原假设都未被拒绝。进一步的,根据LR、FPE、

AIC、SC及 HQ 信息准则,选择滞后期4。此时,

CPI既不是趋势要素(VEG_T)的格兰杰原因,趋势

要素(VEG_T)也不是CPI 的格兰杰原因。这表

明,表3中常规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4 基于Bootstrap仿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 F统计量 10%临界值 5%临界值 1%临界值 滞后期

CPI不是VEG_T 的格兰杰原因 254.0986*** 22.8855 28.3555 34.2958 1
VEG_T 不是CPI的格兰杰原因 1.3509 3.9019 4.3307 5.1808 1
CPI不是VEG_T 的格兰杰原因 8.5946 9.8449 10.4067 11.5826 2
VEG_T 不是CPI的格兰杰原因 1.9296 6.3023 7.0835 8.6996 2
CPI不是VEG_T 的格兰杰原因 0.5214 2.5162 3.1903 4.8379 3
VEG_T 不是CPI的格兰杰原因 6.1966 6.8971 7.4739 8.8647 3
CPI不是VEG_T 的格兰杰原因 0.5138 1.9154 2.4076 3.4424 4
VEG_T 不是CPI的格兰杰原因 6.1183 7.2536 7.8859 9.2440 4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从上述分析可知,蔬菜价格波动对中国CPI影

响的主要渠道是季节要素(天气因素变化的影响)和
不规则要素(自然灾害等突发因素),而非趋势要素

和循环要素。换句话说,如果蔬菜价格波动的主要

诱因是气候因素或自然灾害等突发因素,这将导致

CPI较大幅度的上涨;反之,其他导致蔬菜价格波

动的诱因(趋势要素与循环要素)对CPI影响的程

度不显著。

3.基于VAR模型的菜价波动因素与CPI关系

分析

(1)VAR模型的建立。为了分析蔬菜价格波动

的季节要素(VEG_SF)、不规则要素(VEG_IR)与
CPI之间的关系,结合SC信息准则建立不受约束

的VAR(2)模型见表5。
利用Eviews6.0做VAR模型特征根位置图,

显示模型中不存在大于1的根,残差检验通过平稳

检验,是一个平稳系统。3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分别

达到0.9866、0.3113和0.9436,故第一个模型和

第三个模型的拟合效果理想,且F 值显示方程总体

显著。其中,第一个模型显示了菜价波动的季节要

素滞后项、不规则要素滞后项,以及CPI滞后项对

CPI的影响:当期CPI会受到自身滞后各阶波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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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季节要素、不规则要素与CPI的

VAR模型估计值

CPI VEG_IR VEG_SF

CPI(-1)
1.17574 -0.04645 -0.05085
[7.8602] [-1.3339] [-1.4261]

CPI(-2)
-0.19167 0.04978 0.04965
[-1.2884] [1.4376] [1.3999]

VEG_IR(-1)
-1.42851 0.02450 0.12034
[-2.5743] [0.1897] [0.9097]

VEG_IR(-2)
0.14399 -0.57483 -0.0678
[0.2609] [-4.4745] [-0.5153]

VEG_SF(-1)
0.62599 0.15267 1.6345
[1.9863] [2.0810] [21.7538]

VEG_SF(-2)
-0.9091 -0.11945 -0.9371
[-2.9214] [-1.6492] [-12.6317]

C
1.96806 -0.31738 0.1359
[1.0903] [-0.7554] [0.3158]

R2 0.9866 0.3113 0.9436
Adj.R2 0.9849 0.2252 0.9366

F-statistic 589.5532 3.6166 133.9502
SchwarzSC 2.1126 -0.8028 -0.7550

 注:方括号里面的值为t检验统计量,C表示常数项。

影响,随滞后阶数的增加,影响程度逐渐降低;当期

CPI也受到不规则要素滞后阶和季节要素滞后阶

的影响。
(2)脉冲响应模型的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描述

了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冲击的反应,具体来说就是

当随机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

时,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
利用前面构建的VAR(2)模型,基于脉冲响应函数

分析方法,就可以得到季节要素(VEG_SF)和不规

则要素(VEG_IR)对CPI冲击的动态响应路径,见
图3。其中,横轴表示实验设定的响应期数,纵轴表

示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

图3 CPI对不规则要素(VEG_IR)、

季节要素(VEG_SF)及CPI冲击的响应路径

  由图3可知,蔬菜价格的不规则要素(VEG_

IR)在受到一个正的单位大小的冲击时,CPI在最

开始的响应最大,在第2期以后,CPI的响应逐渐

递减。其经济含义为: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冲击造

成的菜价上涨在初期对CPI上升的影响最大,之后

突发事件对CPI的正向影响会逐渐减弱。例如,

2009年11月,北方地区暴雪天气给蔬菜生产造成

较大影响。这造成全国36个大中城市蔬菜价格普

遍上涨,批发价上涨超过25%,直接推高了当年11
月份的全国CPI指数。在图3中,CPI对来自于季

节要素(VEG_SF)标准差的扰动呈周期性的响应,
并且这种周期性的影响会逐渐减弱。其经济含义

为:蔬菜价格波动具有明显的季节周期性,这种价格

波动的季节周期性对CPI的影响也呈周期性。具

体而言,每年6月到次年6月可视为蔬菜价格波动

的一个周期。蔬菜价格在每年6月处于谷底,其后

价格整体上进入“上行”周期;蔬菜价格在每年2月

(春淡)达到高位,其后价格整体上进入“下行”周期。
而蔬菜价格的季节周期性波动也会对CPI产生周

期性影响。CPI对其自身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呈现

正向响应,其经济含义为:上一期物价水平对下一期

物价存在正向影响。人们通常根据上一期物价形成

未来通胀预期。当通胀发生时,企业会在下一期根

据通胀预期调整商品价格,消费者也会在当期增加

消费需求,从而导致物价的进一步攀升。

  三、结论性评述

  本文将蔬菜价格波动的来源分解为趋势变动、
季节变动、循环变动和不规则变动要素,并考察了上

述因素与CPI的关联性。结果表明:①菜价波动对

CPI影响的主要渠道是季节变动(天气因素变化的

影响)和不规则变动要素(自然灾害等突发因素)。
换句话说,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通过影

响蔬菜价格的季节变动和不规则变动要素,从而间

接地对CPI产生影响;②季节变动要素(如天气因

素的变化)对CPI的影响呈季节波动性,而不规则

变动要素(如自然灾害等突发因素)对CPI的冲击

在最初时最为显著,随后逐渐减弱;③当期CPI会

对未来CPI产生正向影响,也就是说,通货膨胀预

期会影响下一期通胀程度。
本文政策含义如下:①通胀预期对于未来物价

的上涨具有较大影响,因此,政府通过影响公众的通

胀预期可以达到抑制物价上涨过快的目的。2011
年年初,随着食品价格上涨推高通胀,国家统计局在

调整权重构成时降低了食品所占比例。其根本原因

在于,通过降低公众的通胀预期来达到减缓CPI上

涨的目的;②菜价的季节变动因素对CPI的影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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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季节性特征。因此,政府南菜北运、北菜南运以调

剂淡旺季供应的措施有利于减缓CPI的大幅波动。
然而,低廉的物流成本是各地区蔬菜淡旺季供应调

节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因此,降低蔬菜运输的中

间物流成本成 为 了 抑 制 中 国 CPI 上 涨 的 关 键。

2010年12月份开始实施的蔬菜运输车辆免收通行

费的“绿色通道”措施便是基于降低物流成本的考

虑;③菜价的不规则要素对CPI的冲击在最初时最

为显著,换句话说,如果政府在自然灾害初期未能及

时应对蔬菜供给短缺的问题,菜价的大幅上涨将会

对国内通胀造成较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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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etablePriceFluctuationandInflationinChina
———BasedonDecompositionofVegetablePriceFluctuation

TUTao-tao,LIChong-guang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UsingthemethodofCensusX12seasonaladjustmentandH-Pfilter,thesourceofvege-
tablepricefluctuationisdecomposedintofourcomponents,namelytrendfactor,seasonalfactor,cyclical
factorandirregularcomponent.BasedonbootstrapgrangercausalitytestandVARmodel,thispaperex-
amine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abovecomponentsandinflationinChina.Theresultshowsthat,

vegetablepricefluctuationmainlyimpactsonCPIthroughseasonalfactorandirregularcomponent.Fur-
thermore,seasonalfactorimpactsonCPIwithseasonalperiodicity.Theimpactofirregularcomponent
onCPIisthemostsignificantatearlystage,butthendecreasesgradually.Thepolicyimplicationisthat
inordertocontroltheriseofCPI,itisimportanttoreduceinflationexpectation,promotecross-regional
circulation,reducelogisticscostandimprovenaturaldisastermanagementsystem.

Keywords vegetableprice;inflation;pricevolatility;bootstrapgrangercausalitytest;VAR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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