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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非均衡蛛网模型框架下猪肉价格
循环波动研究

———基于可变参数模型的实证

宋长鸣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　本文尝试运用可变参数模型实证分析非线性非均衡蛛网理论模型框架“猪周

期”是否满足稳定的条件.研究表明,利用非线性非均衡蛛网理论模型框架下价格趋于收敛

的充要条件:每一期价格对前期价格的一阶导数恒小于１,再结合可变参数模型可以对猪肉

价格等具有周期性波动的时序数据是否趋于收敛进行实证检验.该分析框架下猪肉价格缺

乏稳定性条件,并有发散的趋势.相对于猪肉市场的需求,供给对猪肉价格变化更为敏感,
以致“猪周期”反复出现.基于此,政府有必要平衡猪肉市场“高价”和“低价”情况下出台的

支持政策,加大“猪肉低价”状态下的支持力度;其次是推广生猪价格指数保险,降低“低价”
时养殖户的损失,保证生猪供给的稳定;最后,尝试试点生猪期货交易,提高“预期价格”在养

殖户生产决策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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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制度下商品价格波动是正常的经济现象,但频率快、幅度大的波动会增加市场的不确定

性,扭曲价格机制,扰乱市场规律,周而复始加剧价格波动.研究商品价格波动特征和影响因素的文

献较多,出发点大多是总结波动规律、分析波动原因,落脚点一般是提出缓解波动的政策措施和途径

等.若导致剧烈波动的因素逐渐消失,出台调控措施的现实意义会下降,如蔬菜等农产品生产遭受自

然灾害后鼓励扩大种植面积的决策可能会导致来年的低价.因此,在出台具体的调控政策前,应了解

商品价格波动发展的趋势.若商品价格波动逐步趋于稳定,则出台相应调控措施的必要性减弱;若波

动趋于发散,则需立即采取有效的支持政策,来缓解商品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研究商品价格稳定性

条件较为普遍的理论为“蛛网模型”.
其中,运用蛛网模型定性分析商品,特别是生产周期较长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原因和发展趋势的文

献较多.张树忠等运用蛛网模型定性探索了中国小宗农产品价格决定机制,认为小宗农产品供给价

格弹性大于需求价格弹性是小宗农产品价格发散的原因[１].刘杨运用传统蛛网模型解释粮价波动现

象,落脚点也是阐述粮食供给和需求价格弹性之间的相对大小[２].孙礼照分析中国农产品价格不稳

定波动的原因,指出提高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才能促使农产品价格进入稳定均衡状态[３].赵全等

运用甘肃粮食产量和交易量表征供给和需求,估计了甘肃省粮食的供给和需求函数,并比较供给和需

求价格弹性来说明甘肃粮食市场是发散型蛛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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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拓展蛛网理论模型的研究也较为普遍.传统蛛网理论模型假定当期供给取决于上期价格,
么海涛探索了当本期供给取决于前两期价格时蛛网模型均衡价格存在的稳定性条件[５].孙礼照放松

了传统蛛网模型市场出清的假设,考察线性非均衡蛛网模型趋于稳定的条件[６].黄赜琳等则放宽了

蛛网模型的形式,其分析了当需求函数为非线性、供给函数为线性、非均衡蛛网模型的稳定性条件[７].
李忠民等则完全抽象化蛛网模型供给和需求函数的形式,考察均衡状态下蛛网模型的稳定性条件[８].
之后黄赜琳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放宽传统蛛网模型的假设,考察“非线性”、“非均衡”蛛网模型

稳定性的前提条件[９].显然,不限定形式的“非线性”供给和需求函数和“非均衡”的假设前提更符合

实际.关于蛛网理论模型的探究非常丰富,但在蛛网模型框架下实证分析商品价格发展方向的研究

有待深入,理论运用于实践更能凸显理论的价值.
蛛网模型从理论上能有效解释现实经济问题,但在实证检验方面存在困难,重要原因在于每一时

点商品供给和需求数据的获取方面.传统蛛网模型所要求的每期“市场出清”的前提条件现实中也难

以满足.虽然部分文献尝试估计传统蛛网理论模型框架下的供给和需求函数,但其都隐含着“市场出

清”的假设,而现实中市场出清仅仅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相反,商品供求非均衡是常态.此外,表征需

求的变量是否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也值得商榷讨论.
本文的创新在于尝试将非线性非均衡蛛网理论和可变参数模型联系起来,运用后者来实证检验

前者关于价格趋于稳定的判别定理.非线性非均衡蛛网模型的采用有利于避开具体供给和需求函数

的选取,供需函数可以确定为任意形式,仅要求供给和需求函数满足供给和需求规律,且函数可微;传
统蛛网模型假定每一期供需都达到均衡,现实中很难达到,非线性非均衡蛛网模型却不需要这个假

设,放松至通过市场价格调节,促使供需朝均衡方向发展即可.可变参数模型的采用有利于避开收集

各个时间点的供给和需求数据,仅从价格数据着手进行验证,相对而言,“价格”数据更为准确.

　　一、蛛网模型

　　１．传统蛛网模型

传统蛛网模型试图解释生产周期相对较长的商品价格跨期波动的规律,关于传统蛛网理论模型

的研究较为成熟.若当商品供需因外部因素冲击偏离均衡后,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能够回复均衡,则为

稳定均衡;相反,若不能恢复到均衡水平,则为非稳定均衡.传统蛛网模型能较好地模拟稳定以及非

稳定均衡.一般而言,该模型假定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函数均为线性,且每一期都会达到“市场出清”.

Dt＝a＋bPt (１)

St＝c＋dPt－１ (２)

Dt＝St (３)
式(１)和式(２)分别为需求和供给函数,当期的需求取决于当期的市场价格,而当期的供给由上一

期市场价格决定.将式(１)和式(２)带入式(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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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市场达到均衡时,均衡价格Pe＝Pt＝Pt－１,将其带入式(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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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６)带入式(５),可得当期价格和均衡价格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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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决定了第t期价格Pt 发展的方向.若 d
b ＝１,当t→¥时,此时的Pt 为

一常数,这表明随着时间的增加,实际价格将会以相同的幅度围绕均衡价格pe 波动,既不偏离也不

２



第６期 宋长鸣:非线性非均衡蛛网模型框架下猪肉价格循环波动研究———基于可变参数模型的实证 　

靠近;若 d
b ＜１,当t→¥时,即当对应供给曲线的斜率小于需求曲线斜率的绝对值时,Pt 会逐渐接

近于均衡价格pe,这表明实际价格将会逐渐逼近均衡价格;同理,若 d
b ＞１,当t→¥时,即当供给曲

线的斜率大于需求曲线斜率的绝对值时,Pt 会逐渐远离均衡价格pe
[１０].

传统蛛网模型能够定性解释生产周期较长商品价格的波动.但其理论模型较为局限,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模型的线性形式,供给、需求与价格之间的变化关系是否一直是线性变化? 线性

变化所导致的发散和收敛型蛛网形态单一,现实中商品价格会出现周期性的变化,但变化的方向不是

单方向的发散或者收敛.非线性混沌理论认为:“线性”假定并不能反映各种周期运动及混沌现象,若
考虑“非线性”形式,模型将可以模拟商品价格各类周期运动和混沌现象[９].其次每一期都达到均衡,
这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相反,市场不可能每期都出清,商品供需非均衡是一种常态.基于此,非线

性非均衡蛛网理论模型应运而生.

２．非线性非均衡蛛网理论模型

非线性非均衡蛛网理论模型并没有限定模型中函数的具体形式,也并不要求每一期商品达到出

清状态;这是“非线性”、“非均衡”的含义所在.但与传统蛛网模型类似,该模型中供给函数为商品价

格的单调递增函数,而需求函数为价格单调递减函数.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满足商品的供给和需求

定律.此外,虽然放开了“均衡”的前提条件,那理论上的均衡价格是否有意义? 显然,即使处于非均

衡状态,实际价格变化的方向也是趋于理论上的均衡价格.虽然实际价格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均衡

价格前,就已因均衡环境发生改变,过渡到下期价格形成过程当中,但下期价格仍具备趋向于对应该

期理论均衡价格的向心力.当期价格以及当期供需力量的对比情况共同决定下期的市场价格,因此

即使处于非均衡的状态,通过市场调节仍可促使商品供给和需求向着均衡的方向发展.

Dt＝D(Pt) (８)

St＝S(Pt－１) (９)

Pt＝Pt－１＋α(Dt－St) (１０)
式(８)和式(９)为非线性非均衡蛛网模型中的供给和需求函数,其中D′(Pt)＜０,而S′(Pt－１)＞

０.式(１０)为价格调节方程,显然,与传统蛛网模型不同,其并不要求市场每期达到出清状态,即Pe＝
Pt＝Pt－１;相反,Pt 主要由(t－１)期的实际价格Pt－１和当期的供需力量对比情况(Dt－St)来决定.
当Dt＝St,且需求和供给函数均为线性形式时,非线性非均衡蛛网模型就变成了传统蛛网模型.也

就是说,传统蛛网模型是非线性非均衡蛛网模型的一种特殊形态.
对式(１０)进行移向有:

Pt－αD(Pt)＝Pt－１－αS(Pt－１) (１１)
令g(Pt)＝Pt－αD(Pt)＝Pt－１－αS(Pt－１),且假设g(Pt)连续可微,则

Pt＝g－１ Pt－１－αS(Pt－１)[ ] (１２)
令G(Pt)＝Pt＝g－１ Pt－１－αS(Pt－１)[ ] ,则将非线性非均衡蛛网模型转换为本期价格关于前期

价格的函数.
黄赜琳详细给出了非线性非均衡模型趋于收敛的６个判别定理[９]:
定理一:若G(P)连续可微,当－１＜G′(Pe)＜１时;价格序列Pt 收敛.前者为后者的充分必要

条件;

定理二:假定供给和需求函数D(P)、S(P)连续可微,则当S′(Pe)＋D′(Pe)＜
２
α

时,价格序列

Pt 收敛;
定理三:若G(P)连续可微,若对任意Pt,G′(Pt) ＜１,则价格序列Pt 收敛;也就是说,当G

(P)的一阶导数恒小于１时,价格序列Pt 收敛;
定理四:假定供给和需求函数 D (P)、S(P)连续可微,若价格序列 Pt 收敛,则 S′ (P)＜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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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g′(g－１(Pt－１－αS(Pt－１)))[ ]/α;
定理五:若G′(P)＞０,当P＜Pe 时,G(P)＞２Pe－P;当P＞Pe 时,G(P)＜２Pe－p;此时价格

序列Pt 收敛.如果G′(P)＜０,当P＜Pe 时,G(P)＜２Pe－P;当P＞Pe 时,G(P)＞２Pe－P;此时

价格序列Pt 收敛;
定理六:假定供给和需求函数D(P)、S(P)连续可微,若G′(P)＞０,当P＜Pe 时,S(P)＜D

(２Pe－P)＋
２
α

(P－Pe);当P＞Pe 时,S(P)＞D(２Pe－P)＋
２
α

(P－Pe),此时价格序列Pt 收敛;

如果G′(P)＜０,相反,当P＜Pe 时,S(P)＞D(２Pe－P)＋
２
α

(P－Pe);当P＞Pe 时,S(P)＜D

(２Pe－P)＋
２
α

(P－Pe),此时价格序列Pt 收敛.

黄赜琳详细证明了以上６个定理[９],本文不再赘述,本文目的在于实证分析蛛网模型框架下商品

价格的稳定性条件.传统蛛网模型和非线性非均衡蛛网模型理论上的研究较为成熟,但实证检验却

不常见.

　　二、基于可变参数模型的非线性非均衡蛛网理论模型的实证检验

　　无论是传统的线性蛛网模型,还是假设条件放宽的非线性非均衡蛛网模型,实证检验都存在困

难.对于传统的线性蛛网模型,每一期供给、需求的数据较难获取,不利于供给和需求函数的确定.
此外,随着市场的动态变化,每一期的均衡价格也可能发生改变.

虽然以上６个定理用于判定非线性非均衡蛛网模型框架下商品价格序列Pt 是否收敛,但现实

中运用以上部分定理也存在困难.定理一需要估计均衡价格Pe,非均衡是一种常态,均衡价格仅具

备理论上的分析意义,在商品供给和需求数据,特别是后者难以获取的前提下,估计商品价格序列Pt

趋于收敛的均衡价格Pe 更为复杂;定理二不仅需要估计均衡价格Pe,还需要确定供给和需求函数的

具体形式,此外,价格调节方程中的常系数α也是估计的对象,相比于定理一而言运用定理二进行验

证更加困难;定理四虽然不需要估计均衡价格Pe,但仍需确定供给和需求函数的具体形式,其实,若
供给和需求函数具体形式确定,均衡价格的计算也水到渠成;同理,运用定理五和定理六进行判断也

涉及均衡价格的确定、价格调节方程中常数α的估计以及需求和供给函数具体形式确定的问题.诚

然,非线性非均衡蛛网模型中的以上五个判断定理理论意义明显,但在现实中却难以进行验证.但定

理三却给了我们实证检验非线性非均衡蛛网模型的思路.
定理三仅需要估计每一期Pt 对Pt－１的一阶导数,就可用来验证非线性非均衡蛛网模型框架下

的商品价格是否趋于收敛.定理三无需确定供给和需求函数的具体形式,也无需计算理论上的均衡

价格Pe,更不需要估计价格调节方程中的常系数α.其实,结合式(５),传统的蛛网模型每一期Pt 对

Pt－１的一阶导数d
b

是恒定的,只要 d
b ＜１,当t→¥时,价格序列Pt 就会收敛;非线性非均衡蛛网模

型虽然没有确定具体的函数形式,各期Pt 对Pt－１的一阶导数可能并不相等,但定理三告诉我们只要

恒小于１,价格序列仍会趋于收敛,两者的思路一致.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传统蛛网模型收敛的判定

条件是定理三的一种特例,即各期Pt 对Pt－１的一阶导数恰好相等,且各期市场出清.现在的问题

是:如何测算每一期Pt 对Pt－１的导数?
答案在于可变参数模型.可以结合该模型,从价格数据入手来检验非线性非均衡蛛网模型理论

框架中商品价格变化的规律.可变参数模型仅需要准确的价格数据便可以建模.各期商品的供给、
需求数据难以获取,特别是需求数据.而实证检验基于准确的事实数据,统计数据的偏差直接影响实

证分析的结论.相比于商品的供给、需求数据,价格数据更为准确,获取也较容易.事实上,各期价格

正是供需力量动态抗衡的结果,价格数据里面蕴含商品需求和供给力量的信息.
传统的线性蛛网模型确定了具体的函数形式,每一期G(P)的导数是常数;但现实情况是由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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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改革、政策变化等各类外部冲击的影响,经济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G(P)也不是传统蛛网模型中

的线性形式,每一期Pt 对Pt－１的导数也是动态变化的.可变参数模型提供了实证分析Pt 对Pt－１的

一阶导数动态变化轨迹的思路.
状态空间模型可以用来求解可变参数模型中不可观测的参数.假定每一期G(P)的一阶导数不

可观测,状态空间模型可利用已知数据来估计每一期Pt 对Pt－１的一阶导数;此外,状态空间模型所

采用的估计方法是强有力的迭代算法———通过卡尔曼滤波来估计模型中的未知参数[１１].为了估计

未知参数,需要建立可观测变量和不可观测状态变量之间的联系,即建立信号方程(见式(１３)).yt

为q×１维的可观测向量,xt 为p×１维的状态向量,Ht 为q×p 维的载荷矩阵,ct 为影响确定性可

观测变量的q×１维向量,而vt 是均值为０,协方差矩阵为Rt 的连续不相关扰动项.xt 是不可观测

的变量,一般假定其具有一阶向量自回归形式的一阶马尔可夫过程(见式(１４)).其中,p×p 维矩阵

Ft 为状态转移矩阵,dt 为影响确定性状态向量期望值的p×１维向量,wt 是协方差矩阵为Qt 的p×
１维向量.系统矩阵和系统向量集 Ht,Ft,dt,ct,Rt,Qt,{ }依赖于不可观测的参数向量θ,状态空间

模型的目的就是估计这些参数.

yt＝Htxt＋ct＋vt (１３)

xt＝Ftxt－１＋dt＋wt (１４)
式(１５)和式(１６)分别为可变参数模型所对应的状态和量测方程,且分别与状态空间模型中的式

(１３)和式(１４)相对应.假定上一期商品价格对本期价格的作用程度θ１t是不可观察的状态变量,即为

可变参数模型中的可变参数,且假定不可观测的可变参数θ１t变化过程服从 AR(１)形式,μt 为状态方

程的扰动项,且其与εt 相互独立.借助卡尔曼滤波,便可以得到变参数θ１t随时间变化的值.

pt＝θ０＋θ１tpt－１＋εt (１５)

θ１t＝ψθ１t－１＋μt (１６)

　　三、一个例子:猪肉价格循环波动分析

　　猪肉等畜产品生产周期长,价格波动周期性明显.部分文献从“蛛网模型”的角度出发,对猪肉价

格的周期性波动进行了定性或数量经济学上的解释.陈忠等运用蛛网模型定性解释了生猪价格波动

的原因[１２].刘云等也从供给和需求弹性的角度定性解释了猪肉价格的大涨大跌[１３].方大春运用传

统蛛网模型分析了生猪生产稳定的数理条件,但均缺乏具体的实证分析[１４].
为了探究猪肉价格周期性波动是否满足非线性非均衡蛛网模型框架下稳定的条件,同时避免猪

肉价格波动的季节性因素、随机因素和趋势因素带来的干扰,本文采用 XＧ１２ＧARIMA 季节调整模型

分离出了猪肉价格的季节性和随机波动因素,之后针对包含循环因素的趋势序列,采用 HP滤波法将

猪肉价格趋势序列分离开来,以得到猪肉价格循环波动子序列.
图１清楚显示猪肉价格波动的主要矛盾体现在循环波动和趋势变动;而季节性波动和随机变动

幅度较小.另外,猪肉原始价格每一次波动的波峰和波谷都与循环波动的波峰和波谷一致,说明循环

变动在猪肉价格波动中的重要性.
样本期内猪肉价格共显现出五次明显的循环波动,按照“波谷Ｇ波谷”划分法,分别为２０００年１月

至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００３年７月至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００６年８月至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０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９
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到２０１４年２月,波动周期有缓慢缩小的趋势.其中第一、第二和第五个周期猪肉价

格循环波动较为缓和,第三和第四个周期猪肉价格循环波动比较剧烈,五个循环周期波动的最高点和

最低点分别为０．４５、２．２７、６．１７、５．４２、０．５３和－０．９５、－３．６７、－３．４６、－１．８４、－１．２９,这些数字的经济意

义也较为明显,就第一个周期而言,表明每公斤猪肉价格循环波动最高点较正常波动要高出０．４５元,
最低点较正常波动要低０．９５元.

表１显示了各个月份所对应的θ１t的值.样本期内共１８０个月份,其中５５个月份所估计出来的

θ１t不小于１,占样本总数的３１％.若要猪肉价格趋于收敛,理论上所有θ１t的值应均小于１.显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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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参数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非线性非均衡蛛网理论模型框架下,猪肉价格波动不具备稳定的条

件,并有发散的趋势.此外,θ１t的值大于０．９的比例高达８７％,这意味着即使有一段时间θ１t的值恒小

于１(如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４年),根据式(７),实际价格Pt 趋于均衡价格Pe 的速度也比较慢,这意味

着猪肉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仍会持续,缺乏趋于稳定的条件.

图１　 猪肉价格原始序列、循环波动、不规则变动、季节性波动和长期趋势

表１　可变参数θ１t随时间变化的值

时间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１ ０．９７ １．０１ ０．９７ ０．９７ １．０４ ０．９１ ０．９７ ０．９３ １．０８ ０．７８ ０．９７ ０．９１ ０．８６ ０．９０ ０．９１
２ ０．９７ １．０１ ０．９７ ０．９７ １．０５ ０．９２ ０．９９ ０．９６ １．１１ ０．８１ １．００ ０．９０ ０．８８ ０．９６ ０．８８
３ ０．９８ １．０２ ０．９７ ０．９７ １．０６ ０．９４ １．００ ０．９７ １．１０ ０．８３ １．０３ ０．９０ ０．９１ ０．９８ ０．９１
４ ０．９９ １．０２ ０．９７ ０．９７ １．０７ ０．９７ １．０１ ０．９６ １．０７ ０．８６ １．０４ ０．９６ ０．９１ ０．９４ ０．９３
５ ０．９９ １．０１ ０．９７ ０．９７ １．１０ ０．９７ １．０３ ０．９１ １．０１ ０．９４ １．０２ １．１８ ０．８６ ０．９２ ０．９２
６ ０．９９ １．００ ０．９７ ０．９７ １．１２ ０．９５ １．０４ ０．８７ ０．９５ １．０３ １．００ １．３７ ０．７８ ０．９２ ０．９３
７ １．００ ０．９９ ０．９７ ０．９７ １．１２ ０．９１ １．０４ ０．９４ ０．９０ １．０４ ０．９８ １．２９ ０．７３ ０．９５ ０．９５
８ １．００ ０．９８ ０．９７ ０．９７ １．０９ ０．８８ １．０２ １．１８ ０．８４ １．０１ ０．９６ １．１５ ０．７５ ０．９８ ０．９７
９ １．０１ ０．９８ ０．９７ ０．９７ １．０５ ０．８６ ０．９９ １．２５ ０．７９ ０．９６ ０．９５ １．０４ ０．８４ １．０１ ０．９９
１０ １．０１ ０．９８ ０．９７ ０．９７ １．０１ ０．８７ ０．９５ １．１５ ０．７５ ０．９３ ０．９４ ０．９５ ０．９０ １．０４ ０．９８
１１ １．０１ ０．９８ ０．９７ ０．９８ ０．９７ ０．８９ ０．９３ １．０８ ０．７３ ０．９３ ０．９２ ０．９０ ０．９０ １．０３ ０．９７
１２ １．０１ ０．９８ ０．９７ １．０１ ０．９３ ０．９３ ０．９２ １．０６ ０．７５ ０．９４ ０．９２ ０．８７ ０．８９ ０．９７ ０．９５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概述传统蛛网模型和非线性非均衡蛛网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尝试运用可变参数模型实证

验证蛛网模型框架下商品价格波动的规律.虽然收集商品需求、供给等数据存在难度,确立具体的需

求、供给函数较为复杂;但仍可以从商品价格入手,实证分析商品价格是否满足稳定的条件,现实中商

品价格数据的准确性要优于供给和需求数据.非线性非均衡蛛网模型框架下,可以利用商品价格趋

于收敛的充要条件之一进行实证检验:当G(P)的一阶导数恒小于１时,价格序列Pt 收敛.具体的

实证检验需要结合可变参数模型,分析每一期G(P)的一阶导数数值大小.即将G(P)的一阶导数

看成是随时间发生变化的不可观测的状态变量,利用可以观察的商品价格序列Pt 进行估计,来判断

非线性非均衡蛛网理论模型框架下商品价格是否趋于收敛.
之后本文运用猪肉价格来进行验证.验证前,为了控制猪肉价格季节性变动、长期趋势及不规则

波动所造成的干扰,首先运用XＧ１２ＧARIMA季节调整模型分离出猪肉价格的循环波动.猪肉原始价

格每一次波动的波峰和波谷与循环波动的波峰和波谷基本一致.基于可变参数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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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基于２００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的样本数据,非线性非均衡蛛网模型框架下猪肉价格并不具

备稳定的条件,有发散的趋势.
该结果有显著的政策意义:历史数据表明相对于猪肉市场的需求,供给对猪肉价格变化更为敏

感,以致“猪周期”反复出现.“蛛网模型理论”表明当猪肉价格发散时,猪肉供给价格弹性的绝对值要

大于需求价格弹性的绝对值.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猪肉价

格变化的敏感程度降低,猪肉需求价格弹性的绝对值逐渐变小.这增加了保持猪肉供给稳定的压力,
需求趋于稳定的前提下,外部因素频繁冲击猪肉供给市场会促使价格波动更为剧烈.二是随着散养

规模逐渐变小,规模养殖比例逐渐变大,市场上生猪供给主体数量锐减,这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供给

对价格变化的敏感性.过往文献对此现象偏于从供给的角度进行解释,猪肉需求价格弹性绝对值的

变化也应引起注意.
如何减缓“猪周期”出现的频率,降低猪肉周期性波动的幅度? 答案在于价格处于低位时稳定“供

给”.具体而言,避免生猪市场政策调控的单一性.即在猪肉价格上涨时,迫于社会的压力,通过各种

形式补贴来刺激扩大生猪养殖规模,事实上“价高”状态下即使没有政府政策的刺激,下个周期生猪供

给量也不会减少,政府刺激放大了下一个生产周期生猪供给量;而在猪肉价格下跌时,对养殖户的支

持政策相对而言少之又少,猪肉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低,低价容易导致养殖户的频繁进入和退出,加
剧猪肉价格的循环波动,催生一个又一个“猪周期”.其次,为提高猪肉价格下跌情况下养殖户的积极

性,降低损失,以北京顺义区养殖户与安华农险于２０１３年５月份签订的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第一单为

起点,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减缓供给的波动.最后是探讨建立生猪期货市场,
提高“预期价格”在生猪养殖户养殖决策中的重要性,降低生猪供给对上期价格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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