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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市场价格波动态势及周期性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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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索中国大米市场价格短期波动态势及周期性特征,以期为稳定农民的市场预期,提高其生产积

极性提供参考。在对国内外大米市场价格波动分析的基础上,以2006年1月-2010年12月的中国大米市场价

格周指数为样本,采用TARCH类模型,分析了中国大米市场价格的周期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大米市场

价格具有显著的ARCH效应,其波动具有集簇性、非对称性、记忆性和持续性。提出政策建议:政府和相关主体

可根据大米市场价格波动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对下期的大米市场价格进行预测,密切关注价格上行趋势,采取相

应措施减缓中国大米市场价格短期剧烈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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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产品市场供给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农产品

属于典型的季产年销产品。大米市场也不例外,大
米供应随生产季节的变动而变动,在一年之中有淡

旺季之分,在数年之中有丰产、平产、欠产之别,因此

大米市场价格波动性比较大,周期性波动明显。

2006年之后大米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特别是2008
年3月中旬以来,价格波动更是到达前所未有的高

峰。大米作为主要的粮食产品之一,其价格剧烈波

动将会对农户的市场预期产生影响,从而导致粮食

产量的波动,对我国粮食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因此,
粮食价格波动一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1-5]。

  一、文献回顾

  国外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研究最经典的理论就

是蛛网模型。假定上期价格会决定本期供给,采用

递归模型详细地阐述了价格波动收敛、发散或持久

摆动的条件。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学家从农

户的预期角度,运用适应性预期、合理预期等理论对

蛛网模型进行了发展与创新。国内学者对粮价的研

究主要从粮食价格波动特点[1-10]、粮食价格波动的

影响[11-12]、粮食价格波动的原因[13-24]等方面进行了

探讨。中国粮食价格波动长期表现为总体上涨,周

期性波动明显,短期内波动幅度较大的特征[6]。在

研究方法方面,毛伟等通过采用不同分布假设下的

模型分析了我国粮食价格的波动特征,研究发现

GED分布模型拟合结果最优[7]。苏桎芳等采用面

板VAR模型,发现籼稻、玉米、大豆和小麦价格的

低频波动总体呈现逐渐下降趋势,而且低频波动之

间存 在 正 相 关 关 系[8]。吴 海 霞 等 运 用 BEKK-
GARCH模型分别分析了价格双轨制条件下和市场

化条件下我国小麦、玉米、大豆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

应。结果表明,在不同市场条件下,存在不同的波动

溢出效应[9]。此外,龚芳等分析了粮食价格波动趋

势和内在机理,发现市场主体的参与程度与行为特

征是导致政府价与市场价价格差异性的本质原

因[10]。在对粮食价格波动特点分析的基础上,郑鹏

等认为在粮食市场化愈来愈明朗的背景下,市场风

险和粮价波动会对农户的生产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

响,从而影响到粮食的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进而对

粮食安全产生无法预期的影响[11]。陈纪平通过采

用解析非线性均衡蛛网模型考察粮食价格波动对我

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结果表明一般性的粮食价格波

动能够收敛,只有粮价超过一定幅度才发散震荡并

形成粮食灾难。提出政策视角的粮食安全概念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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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国家层次,将粮价控制在安全区域内是粮食

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短期内通过粮食储备和价格

政策控制粮价,长期内扩大粮食波动的安全区域。
同时,发展“生物燃料”,保持“耕地红线”有利于保证

一国的粮食安全[12]。
鉴于粮食价格波动对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影

响,众多学者从各个角度探索粮食价格波动的原因。
张冬平等认为导致国际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生物

燃料产量迅速增加,石油价格的变动等[13]。国内粮

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生产价格与零售价格差价较

大[14]。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粮食价格也受到能源价

格波动[15]和国际粮食价格波动[16]的显著影响,虽
然国际粮食价格对国内价格变动的作用在不断加

大,但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原因来自于进口需求

的低水平、政府的边境控制和国内支持政策。Lapp
等认为粮食价格波动受国家宏观政策和经济形势的

影响,稳定的政策和统一的市场对稳定粮价意义重

大[17]。谷秀娟等研究发现,粮价波动受汇率波动的

影响 最 为 显 著,金 融 因 素 导 致 粮 食 价 格 波 动 加

剧[18]。温涛等认为我国粮食价格除受通货膨胀、粮
食产量、劳动要素投入、汇率等传统因素影响外,国
家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也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效

应[19]。罗锋等认为国内粮价波动主要受农产品生

产资料价格推动和自身价格滞后的影响[20]。还有

学者发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粮食价格指数也存

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余家凤等通过实证对不同时期

通货膨胀与粮食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认为无

论长期还是短期,通货膨胀对粮食价格具有Grang-
er意义的因果关系,反之则不成立[21];卢锋等认为

通货膨胀的冲击在一定时期内会正向改变真实粮价,
同时粮价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做出反应时会发生过度

调节[22]。李瑞等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通货膨

胀对粮食价格冲击明显,但粮食价格对一般物价的影

响很弱且不能持续[23]。此外,学者还从农户的微观

行为角度提出通货膨胀会带动粮食价格的上涨[24]。
学术界主要从粮食价格波动特点、粮食价格波

动的影响、粮食价格波动的原因等方面对粮食价格

波动问题进行研究,目前研究多见于描述性分析,而
采用实证分析方法考察粮食价格波动的周期性特征

较少。此外,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整体粮食价格波

动进行分析,但不同粮食品种价格波动的特征是不

同的,通过考察单一品种粮食价格波动,有助于对粮

食价格波动的内在机理进行更为深入地探索。因

此,本文选取主要的粮食产品———大米短期市场价

格为研究对象,从定性和定量角度分析其市场价格

波动态势及周期性特征,为政府应对价格波动挑战、
稳定粮食市场提供决策参考。

  二、大米市场价格波动态势

  2000-2005年底,大米市场价格一直较为稳

定,没有大的波动。而2006年以后,大米市场价格

剧烈波动,因此,本文考察2006年1月至2010年

12月间中国大陆大米市场价格的短期波动态势。
从图1可以看出,2006-2010年间,国内外大

米市场价格波动表现出相似的趋势,其波动剧烈,呈
现波浪式、渐进性上涨态势。从2006年1月至

2010年 12 月,国 内 大 米 市 场 价 格 波 动 幅 度 达

52.9%,而 国 际 大 米 市 场 价 格 波 动 幅 度 则 高 达

66%,且仍保持持续上涨态势。整体而言,国内大米

市场价格的波动幅度小于国际大米市场价格,但两

者均表现出高度相似的波动周期性,说明随着国内

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整合,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不

断提高,两者间的关联性也不断加强。从不同的时

间段来看,2006年国际大米市场价格上涨幅度为

7%,2007年涨幅则达到16%,2008年1-5月上涨

幅度更蹿升至62%,大米价格在2008年5月创出

962.6美元/t的历史高位,远远高于其他粮食价格。

5月份后开始下降,2008年5-12月大米价格下降

了42.40%,最终降至略高于2008年年初的水平。
经过短暂的调整,2009年价格继续上涨14.00%,

2010年1-12月累计上涨达48.50%。而从国内大

米市场价格的情况来看,2006年大米市场价格上涨

幅度为3.00%,2007年上涨幅度升至7.00%,2008
年2-8月受国际市场影响,涨幅继续升至12.17%,
而2008年9月至2009年1月大米价格下跌4%,之
后,2009年上涨5.74%,2010年1-12月累计上涨

23.80%,这期间国内大米价格一直在高位运行,反
映出国际大米市场对中国大米市场价格传导具有滞

后性的特征。
大米市场价格波动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1)改革开放后,中国大米生产能力持续增长,但水

稻种植的比较效益下降,且生产、加工和运输环节的

成本均有不同幅度的提升,促使了大米市场价格的

上涨。(2)随着我国加入 WTO,粮食市场开放的步

伐不断加大,国际与国内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虽然

国内大米市场与国际大米市场导致价格波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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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略有不同,但国内外大米期货市场的联动性不

断加强,波动溢出效应愈发显著。国际大米市场库

存下降、供应趋紧且价格飙升,导致同期中国大米市

场价格波动也较为频繁。(3)由于石油价格的高涨,
化肥、农业机械等以石油为原料的农业生产资料也

水涨船高,生物质能源开发热潮凸显,农产品价格上

涨部分源于国际原油价格的间接推动[25]。如图1

所示,国际原油价格走势与国内外大米市场价格具

有一定的联动效应。但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幅度

大大高于国内外大米市场价格的波动幅度,通过

对比分析,国际大米市场价格波动特征与国际原

油市场的波动协调性更高,具有显著的波动溢出

效应。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网站(http://www.wenhua.com.cn/)。

图1 国内外大米收购价格指数与国际原油价格指数走势

  为了对中国大米市场价格的周期性波动特征进

行深入探索,本文采用TARCH 类模型,对大米市

场价格波动进行定量分析。

  三、模型构建及结果分析

  1.模型界定

为了研究预测误差的条件方差中可能存在的某

种相关性,Engle于1982年提出了自回归条件异方

差模 型[26](autoregressiveconditionalheteroske-
dasticitymodel,ARCH),该模型解决了时变方差建

模的难题并常用来描述时间序列呈现的条件异方差

性和波动集聚性。该模型如下:
yt =χ′γ +ξt (1)

δt =ω+∑
p

i=1
αiξ2t-i (2)

  方程(1)为均值方程,yt为被解释变量,χ 为解

释变量,方程(2)为方差方程,δt 是ξt 的条件方差。
由方差方程(2)可知,ARCH(p)模型中条件方差项

为∑αiξ2t-i,表示全部历史信息集下价格变动方差。
但ARCH模型存在明显的缺陷,即滞后期的确

定缺乏统一标准,且当滞后阶数过大时,无限制约束

的估计常常会违背var(ut)≥0的限定条件,Boller-
slev将ARCH模型扩展到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

模型(generalizedautoregressiveconditionalhet-
eroskedasticity model,GARCH)[27]。通 常 来 讲,

GARCH(p,q)模型被认为可以较好的代表一个高

阶ARCH 模型,即 GARCH(p,q)模型是通过在

ARCH(p)模型方差方程中加入∑αiξ2t-i的滞后项得

到GARCH模型数学形式,从而使得模型的识别和

估计都变得比较容易。标准的GARCH(p,q)模型

如(3)所示:

δ2t =ω+∑
p

i=1
αiξ2t-i+∑

q

j=1
βjδ2t-j (3)

  一 般ξ2t-i 为 ARCH 项,δ2t-j 为 GARCH 项。

ARCH项和GARCH 项的滞后阶数分别由p 和q
来表示,通过要求αi≥0和βj≥0,从而保证δ2t 为非

负数,但这只是保证模型正确的充分而非必要条

件[28]。GARCH模型中变量上期的波动δ2t-j与外部

冲击ξ2t-i是经济变量波动的根源,αi代表经济变量前

期外部冲击对本期波动的冲击强度,βj主要是指经

济变量前期的波动对本期波动的冲击度。因此

GARCH(p,q)模型主要是用来研究被观察对象波

动率及波动强度的分析工具。
δ2t=w+αiξ2t-1+βδ2t-1 (4)

为了反映经济变量波动率的对称性,学者对

ARCH 模 型 进 行 变 换,提 出 了 独 立 的 T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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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模 型。该 模 型 对 ARCH 型 的 变 换 如 式

(5)~(7)所示:

δ2t =ω+∑
p

i=1
αiξ2t-i+γξ2t-1dt-1+∑

q

j=1
βδ2t-j (5)

  当p=q=1时,可以得到TARCH(1,1)模型:
均值方程:

yt=α0+α1χ1t+...+αkχkt+ξt (6)

条件方差方程:
δ2t=ω+αiξ2t-1+γξ2t-1dt-1+βδ2t-1 (7)

模型中γξ2t-1dt-1,称为非对称效应项TARCH
项,如果ξt-1≥0,dt-1=0,或ξt-1<0,dt-1=1,则表

述为:正面信息ξt-1≥0对条件方差的影响为α,负
面信息ξt-1<0对条件方差的影响为α+γ。即γ≠0
时,波动性是不对称的,反映到模型中即指正负项干

扰对条件方差的影响是非平衡的;当γ>0时,表明

经济波动存在杠杆效应或反馈效应。因此,前期外

部冲击与α的乘积加上变量前期的波动率与β的乘

积,再加上常数项,就是本期变量的波动[29]。
经济波动受外部冲击的影响程度主要由α表

示,当α大于零时,α的值越大,外部冲击对经济的

影响越显著。而当α小于零时,外部冲击则有利于

稳定经济。β值的大小决定了经济波动记忆性的强

弱。TARCH(p,q)模型有利于准确把握波动大小

及方向,是分析经济波动稳定性、对称性以及集簇性

特征的有力工具[30]。

2.数据来源

大米市场价格指数蕴含市场运行本身所隐含的

行为特征,是对大米市场行情变动的特征及结果的

综合反映和衡量[20]。大米市场价格周指数具有周

期短,反映信息灵敏的特点,故本文采用大米市场价

格周指数定量分析大米市场价格的周期性波动及其

特征。所用数据为2006年1月1日至2012年11
月1日的大米市场价格周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华粮

网(http://www.Cngrain.com)数据库价格指数中

心数据。出于分析我国大米市场价格波动特征的需

要,本文采用本期大米市场价格指数与上期大米市场

价格指数之差反映大米市场价格的周波动指数。大

米市场价格指数周波动率基本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
表1显示,大米市场价格指数的周波动率均值

为0.2433,符号为正,反映出样本区间大米市场价

格呈现上涨趋势;标准差为6.2536,这反映出大米

市场价格的波动幅度较大;偏度值为-0.0534,其
符号 为 负,反 映 波 动 特 征 的 左 倾 斜 性;峰 值 为

21.0206,显著大于3,显示尖峰厚尾特性;大米市

场价格波动的JB正态检验结果表明非正态分布;Q
统计量检验结果显示,P 值很小,因此,Rt具有自相

关性。
表1 大米市场价格指数周波动率基本统计特征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JB P 值

0.2433 33.98 -33.35 6.2536 -0.0534 21.0206 2760.391 <0.01

  大 米 市 场 价 格 波 动 具 有 自 相 关 性,建 立

TARCH模型,采用ARMA方程来考察大米市场价

格波动特征。根据AIC准则,自相关模型的具体形

式为ARMA(3,2)。具体指标选取如表2。
表2 RMA模型 AIC指标确定

AR/MA 0 1 2 3

0 6.5091 6.3199 6.4498 6.4352

1 6.2909 6.2982 6.2999 6.2833

2 6.4450 6.3058 6.4544 6.4177

3 6.4475 6.3284 6.4379 6.4476

  因此,大米市场价格波动指数ARMA(3,2)模
型如公式(8)所示:

Rt=AR(3)×Rt-1-MA(3)×ξi-1-
MA(2)×ξi-2+C+ξt (8)

其中,(ξt)为白噪声过程,E(ξt)=0,D(ξt)=
σ2<∞,C为常数项。

3.大米市场价格波动计量模型构建

由于TARCH 模型能够反映价格波动的诸多

特性,因此,运用大米市场价格周指数数据,构建

TARCH模型。大米市场价格周波动率具有显著的

自相关性,因此,根据 ARMA方程,检验Pt的平稳

性,检验结果为-6.3141,小于1%显著性水平上的

临界值-3.4648,证明pt序列的平稳性。根据AR-
MA方程,表明至少存在3阶的ARCH 效应。这就

意味着必须估计很多个参数,而这很难精确计算,可
以用一个低阶的TARCH 模型代替,以减少待估参

数个数。因此,选择TARCH(1,1)模型,模型设定

如下:
均值方程:

Pt=AR(1)×Pt-1-MA(1)×ξt-1-

MA(1)×ξt-2+C+ξ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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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方差方程:
δ2t=ω+αiξ2t-1+γξ2t-1dt-1+βδ2t-1 (10)

本文所用软件为Eviews6.0,对上述方程进行

估计,结果如下:
  均值方程:

pt=-0.0555+0.4440pt-1-0.2095Pt-2-0.4541ξt-1+0.1082ξt-2 (11)

(4.3521)***(2.2142)**(-4.0816)***(-2.9814)***(3.6320)***

条件方差方程:
δ2t=3.2575+0.1740ξ2t-1+2.0196ξ2t-1dt-1+0.2613δ2t-1 (12)

(5.1275)*** (3.6298)*** (2.7482)***  (1.7825)*

AIC=-4.8921 LikeLiHood=482.6515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4.结果分析

模型估计结果基本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括号

内的数值为t统计值。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大米市

场价格波动具有集簇性特征。集簇性指的是价格波

动具有连贯性,本期较小的价格波动跟随下期较小

的价格波动,较大的波动后面跟随较大波动。用方

差δt2表示波动的强度,由模型估计结果,ARCH项

系数α=0.1740>0,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

验;GARCH项系数β=0.2613>0,在10%的显著

性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证实了在我国大米市场

确实存在明显的波动集簇性特征。α与β之和小于

1,表明过去的波动对未来的影响逐渐消失。我国大

米市场价格波动集簇性的特征形成既与我国的宏观

政策、宏观经济运行有关,即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信息

相关性导致大米市场价格波动的集聚性,还与粮食

市场化、开放度的不断增加,市场参与主体增多,由
于信息传递的非对称性与人们的风险厌恶程度不

同,导致价格波动的集簇性大大加强有关[31]。模型

中GARCH项系数β为0.2613,符号为正,表明大

米市场价格波动具有记忆性和持续性,说明我国大

米市场价格波动主要受到前期我国大米市场价格波

动的影响。β值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说明前期内

部波动是影响大米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而
ARCH项的系数α=0.1740,系数值较小,说明前

期外部波动对中国大米市场价格产生了影响,但与

前期内部波动相比属于次要原因。因此可以得出,
我国大米市场价格波动主要受来自国内经济与政策

因素的影响。
模型中TARCH项系数γ=2.0196>0,在1%

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我国大米市场价格波

动具有明显与股票市场相反的杠杆效应,即正的外

部冲击引起的价格波动要比同等程度负的外部冲击

引起的波动大,价格上涨和价格下跌对波动的影响

是非对称的。大米市场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性主要是

由波动反馈效应造成的[32]。由于价格上涨信息的

冲击,增加的波动带来提高当期价格波动的效应与

信息引起的价格上涨相叠加,使波动增大。而价格

的下跌,由于人们普遍的“追涨杀跌”心理,增加的波

动带来降低当期价格的效应与信息引起的价格上涨

相抵消,从而使大米市场价格的波动性降低。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分析大米市场价格波动态势及原因的基

础上,构建TARCH模型分析大米市场价格波动的

周期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大米市场价格具

有ARCH效应,即相邻两期价格的方差存在着序列

相关性。大米市场价格具有显著的波动集簇性、非
对称性、记忆性和持续性特征,这就意味着政府以及

相关粮食主体可以利用大米市场价格波动的集簇性

对下一期的大米市场价格波动进行预测;而大米市

场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性则要求相关主体特别关注引

起价格上涨的因素并采取相应措施。大米市场价格

波动的持续性则要求政府及时介入和调控,全面加

强大米市场动态监测,健全大米市场价格调控体系,
完善以期货市场为先导的宏观调控机制,根据我国

大米市场价格波动的特征有针对性地出台价格调控

政策,平缓大米市场价格短期剧烈波动,稳定农户对

大米生产的市场预期,以提高农户生产积极性,从而

使中国大米市场能够健康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董志勇,王双进.粮食价格波动态势及调控对策[J].宏观经济

管理,2013(7):53-55.
[2] 李光泗,朱丽莉.我国粮食价格波动及其调控途径[J].价格理

论与实践,2011(1):34-35.
[3] 卢锋,谢亚.我国粮食供求与价格走势(1980-2007)———粮价

波动、宏观稳定及粮食安全问题探讨[J].管理世界,2008(3):

53-61.
[4] 孟凡新,董彭滔,林小兰.粮食市场价格波动规律、原因及对策

27



第2期 苗珊珊:大米市场价格波动态势及周期性特征分析  

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8(9):86-89.
[5] 何蒲明,黎东升.基于粮食安全的粮食产量和价格波动实证研

究[J].农业技术经济,2009(2):21-26.
[6] 黄季焜,杨军,仇焕广,等.本轮粮食价格的大起大落:主要原因

及未来走势[J].管理世界,2009(1):72-78.
[7] 毛伟,赵新泉.中国粮食价格波动的ARCH效应研究[J].统计

与决策,2012(15):126-129.
[8] 苏梽芳,王祥,陈昌楠.中国粮食价格低频波动影响因素研

究———基于面板 VAR 模型[J].农业技术经济,2012(10):22-

30.
[9] 吴海霞,王静.我国粮食市场价格波动溢出效应研究[J].农业

技术经济,2012(10):14-21.
[10]龚芳,高帆.中国粮食价格波动趋势及内在机理:基于双重价格

的比较分析[J].经济学家,2012(2):51-60.
[11]郑鹏,徐家鹏.基于价格扰动与市场风险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J].统计与决策,2008(22):80-81.
[12]陈纪平.粮食安全的价格理论框架及其应用[J].山西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5(2):87-91.
[13]张冬平,郭震,刘培培.2000-2011年国内外粮食价格波动:影响

因素及启示[J].经济问题探索,2012(3):163-169.
[14]卢嘉瑞.再论提高粮价[J].中州学刊,2010(2):48-53.
[15]马凯,潘焕学.我国粮食价格与能源价格的互动关系研究[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13(2):55-56.
[16]潘苏,熊启泉.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传递效应研究———以大米、

小麦和玉米为例[J].国际贸易问题,2011(10):3-13.
[17]LAPPJS,SMITH V H.Aggregatesourcesofrelativeprice

variabilityamongagriculturalcommodities [J].American

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1992,74(1):1-9.
[18]谷秀娟,段瑞君,汪来喜.金融因素与中国粮食价格波动的实证

研究[J].经济经纬,2013(1):144-148.

[19]温涛,王小华.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对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

基于中国1952-2009年的经验验证[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12,14(3):43-49.
[20]罗锋,牛宝俊.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与影响程度

[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51-58.
[21]余家凤,孔令成,龚五堂.粮食产量与粮价波动关系的再研究

[J].经济问题,2013(1):108-111.
[22]卢峰,李远芳,刘夔.国际商品价格波动与中国因素———我国开

放经济成长面临新问题[J].金融研究,2009(10):38-56.
[23]李瑞,赵吉.中国粮食价格与通货膨胀关系(2003-2007)[J].学

术论丛,2009(4):28-32.
[24]何蒲明,朱信凯.我国粮食价格波动与CPI关系的实证研究

[J].农业技术经济,2012(2):83-87.
[25]胡冰川,徐枫,董晓霞.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因素分析———基于

时间序列的经济计量模型[J].中国农村经济,2009(7):86-95.
[26]ENGLERF,KRONERKF.Multivariatesimultaneousgener-

alizedarch[J].EconomicTheory,1995(11):122-150.
[27]BOLLERSLEVT.Generalizedautoregressiveconditionalheteroske-

dasticity[J].JournalofEconometrics,1986(11):307-328.
[28]NELSONDB.Conditionalheteroskedasticity[J].JournalofE-

conometrics,1991(8):103-109.
[29]冯云.中国粮食价格波动的实证分析[J].价格月刊,2008(2):

23-26.
[30]罗万纯,刘锐.中国粮食价格波动分析:基于 ARCH 类模型

[J].中国农村经济,2010(4):30-47.
[31]HARRISM,RAVIRA.Differencesofopinionmakeahorse

race[J].TheReviewofFinancialStudies,1993,6(3):473-506.
[32]FRENCHKR,SCHWERTGW,STAMBAYGHRE.Expec-

tedstockreturnsandvolatility[J].JournalofFinancialEco-
nomics,1987(9):3-29.

PriceFluctuationofRiceMarketandPeriodicCharacteristics
MIAOShan-shan

(SchoolofEmergencyManagement,HenanPolytechnicUniversity,Jiaozuo,Henan454003)

Abstract Thepurposeofthisstudyistoexploretheshort-termfluctuationtrendofricepricein
China’sricemarketsoastostabilizefarmer’smarketpredictionandimprovefarmer’senthusiasmon
production.Basedondomesticandinternationalpricefluctuationofricemarket,thispaperusesTARCH
modeltoanalyzetheperiodiccharateristicsofChina’sricemarketpricebasedonthedomesticpricedata
from2006to2012.TheresultshowsthatricemarketpricehassignificantARCHeffect,anditsfluctua-
tionhasclustered,asymmetric,memorialandsustainablefeatures.Therefore,thispaperproposesseveral
policysuggestions:thegovernmentandrelatedpolicymakersshouldmakeuseofthecharacteristicsof
pricefluctuationofricemarkettopredictnext-termpriceofricemarket.Andtheupwardtrendofrice
marketpriceshouldbemonitoredclosely,andmeasuresshouldbetakentostabilizethericepricefluctu-
ation.

Keywords grainsafety;rice;pricefluctuation;periodiceffects;clustereffects;TARCH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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