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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HP 滤波模型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分析

———以水果为例 

胡 友,祁春节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运用2001-2011年的鲜果零售价格数据,分析了我国水果价格波动主要特征,运用X11季节调整

模型实证分析季节性因素对我国水果价格波动的影响;运用 HP滤波分解模型将2001—2011年我国水果价格

指数序列分解为趋势值序列和波动值序列,据此考察我国水果价格长期波动的趋势,并对短期波动的周期进行

划分。研究发现:我国水果价格具有稳步上涨的长期趋势,但季节性因素、不可观测性因素及国际经济因素会使

价格在短期内剧烈波动;此外,研究期内我国水果价格波动可划分为7个周期,各周期持续的时间长度、谷-峰

落差都不尽相同,研究末期水果价格波动的幅度和频率都明显提高。提出为了稳定我国水果价格,有必要从生

产、消费及进口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对水果价格加以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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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水果价格始终表现出“过山车”式的市场

波动,在2001年1月至2011年12月的132个月

中,有48个月的月度价格波动幅度超过了10%,而
且根据农业部2001年1月至2011年12月市场监

测数据显示,水果价格平均每月的波动幅度为7%,

且最大波动幅度达20%,水果价格的波动幅度明显

大于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幅度。2005
年12月以前水果价格平稳发展,环比增长速度在零

值线上徘徊,2005年12月以后,水果价格波动剧

烈,表现为环比增长速度偏离零值线做振荡式波动,
且这种振荡式波动频率越来越高。这种价格的大幅

度波动是异常的,一方面它会对水果的稳定生产造

成不利影响,当价格大幅下降,果农的生产积极性会

受到挫伤;另一方面对居民的日常水果消费产生不

利的影响,水果价格大幅上扬,会降低居民的消费积

极性。故无论是价格的大幅上升还是下降,对所有

社会居民而言都意味着福利的降低。本文旨在探讨

我国水果市场价格波动特征、周期及波动规律,以寻

求降低水果市场波动幅度、稳定水果市场价格的有

效方法。

  一、文献回顾

  当前学术界对农产品总体价格波动以及大宗农

产品价格波动特征的研究比较丰富,但对水果市场

价格波动特征的研究甚缺。徐雪高等利用HP滤波

法将我国改革开放至2006年间的农产品总体价格

波动分为5个周期,并且认为农产品价格波动周期

具有不可重复性和非对称性,不同农产品的波动周

期也 是 不 一 致 的[1-2]。庄 岩 利 用 HP 滤 波 法 对

1978—2010年中国农产品总体价格波动周期进行

了划分,将其划分为6个周期,并且认为各周期的波

动时间和波动幅度差异比较显著,而且波动周期时

间呈变短趋势[3]。金三林等利用 X11季节调整法、

HP滤波法和12项中心移动平均法对国际主要大

宗农产品大米、小麦、玉米以及大豆的波动特征分别

进行了分析,并且分别对每种农产品的总体波动特

征、趋势成分波动特征、季节成分波动特征以及波动

周期进行了分析[4]。顾国达等采用马尔科夫局面转

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SM-VECM)对国际市场因素

影响下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中国农产品价格具有短期波动、长期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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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且波动周期存在某种非对称性[5]。庄岩运

用广义误差分布的 ARCH 类模型对我国大豆、稻
谷、生猪波动的非对称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大豆、生猪和水稻的价格波动具有显著的集簇性,且
波动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同时大豆和生

猪的价格波动没有表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而稻谷

价格波动具有一定的非对称性[6]。傅晓等通过实

证分析发现1980—2008年间国际农产品价格波

动经历了下跌及低位徘徊、稳步上升、下降、振荡

上涨、迅速下跌6个阶段,并且每个阶段呈现不同

的特征[7]。
以上这些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研究都集中于价

格波动特征、价格波动周期的划分及波动周期的特

性而展开,所使用的方法大体是序列数据的分解方

法,如HP滤波法、季节调整法、SM-VECM 模型以

及ARCH模型,这些研究为本文对水果价格波动的

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但这些研究在对农产品

价格波动周期的划分过程中大多采用主观判断法,
科学性不足,因此,本研究将先计算出水果价格波动

偏离率指标,然后按照这个指标的变动幅度来划分

水果价格变动的周期,以期更加客观地反映我国水

果价格波动的特征。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研究方法

将经济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和循环要素进行分

解的方法有多种,比较常用的方法有回归分析法、移
动平均法(phaseaverage)、频谱滤波方法(frequen-
cyband-pass)以及HP滤波方法。其中 HP滤波方

法于1980年由美国经济学家 HodrickPrescott在

分析二战后美国经济周期性波动过程中首次提出,
此后该方法在经济波动周期的研究中得以广泛采

用。HP滤波的运用比较灵活,它不同于阶段平均

法那样依赖于经济周期峰和谷的确定。它把经济周

期看成宏观经济波动对某些缓慢变动路径的偏离,
这种路径在期间内单调地增长,所以称之为趋势。

HP滤波增大了经济周期的频率,使周期波动减弱。
该方法的原理简要概述如下:设{Yt}是包含趋势成

分和波动成分的经济时间序列,{YT
t}是其中含有的

趋势成分,{YC
t}是其中含有的波动成分,则Yt=

YT
t+YC

t,式中t=1,2,…,T,计算HP滤波就是要将

{YT
t}从{Yt}中分离出来。趋势成分{YT

t}反映了原

始序列的长期发展趋势,波动成分{YC
t}反映了原始

序列对其长期发展趋势的偏离。在此基础上,可以

进一步计算波动成分对趋势成分的偏离率(ratioof
variation,RV):RV=YC

t/YT
t,该偏离率反映了特定

经济时间序列对其长期趋势的偏离幅度,从而可以

反映出该经济时间序列的短期波动情况。鉴于前期

研究对经济波动周期的划分缺乏客观依据,笔者在

本文中以偏离率RV 作为经济周期的客观划分依

据。

2.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目的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笔者以2001
年1月至2011年12月鲜果零售价格指数作为研究

对象,该指数为国家统计局以供给量比重为权重计

算的包括各大宗水果(苹果、柑橘、香蕉和梨)的同期

价格指数,由于该指数以上年同期价格为基期,有效

避免了通货膨胀对价格的影响,因此能够较好地反

映鲜果市场价格的波动形势,数据来源于国研网统

计数据库网站(http://edu-data.drcnet.com.cn/

web/),序列数据相对完整。

  三、我国水果价格波动主要特征

  1.水果价格短期波动剧烈

近11年来,我国水果价格短期波动剧烈,水果

市场价格受供求波动影响剧烈,随着水果市场供给

与需求关系的不断转换,水果价格随之频繁波动。
在11年的132个月里,水果价格形成了10个交替

上涨和下跌的波动态势。在经历了2005年12月份

以前的小幅度波动以后,从2006年1月份开始水果

价格开始出现大幅波动,2006年的12个月水果价

格都经历着平均高达26.32%的环比上涨速度。

2007年上半年,水果价格的上涨速度明显比2006
年放慢许多,环比上涨速度平均仅为2.85%,到

2007年6月份,水果价格涨停,此后水果价格由上

半年的缓慢上涨转变为缓慢下跌,直到2008年初价

格才由缓慢下跌转为较大幅度的环比上涨。2009
年第一个季度,水果价格出现缓慢下跌,环比下跌速

度为1.82%,此后价格由下跌转向上涨,自2009年

5月至2011年12月份,水果价格持续上涨,且上涨

的幅度大,平均环比上涨速度高达16.79%。图1
为研究期内水果价格环比变动速度。

从图1可以看出,2005年12月以前,我国水果

价格波动幅度比较小,环比增长(或下跌)速度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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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5%,然后自2006年初开始,我国水果价格开

始剧烈波动,从2006年开始的72个月里,我国水果

价格出现了5个波峰和4个波谷,波峰和波谷之间

的环比速度相差35%。从图1还可以看到,从2001
年1月到2005年底,水果价格的波动幅度都不大,
但2005年以后,水果价格表现出振荡式上升,而且

出现波峰和波谷的时间越来越短,这说明随着时间

的推移,我国水果价格的波动幅度越来越大,而且波

动的频次越来越多。

图1 2001年1至2011年12月水果价格

环比变动速度

  2.水果价格总体呈持续上涨态势,周期变化

不一

近11年来我国水果市场价格从整体上来说呈

上升态势,水果价格围绕其长期趋势做周期性变化,
波动周期长短不一,最长的周期长达31个月,而最

短的周期仅4~5个月,且波动周期呈现越来越剧烈

的态势。2001年1月至2003年1月水果价格环比

增长速度曲线以0为趋势线,说明这一阶段水果价

格比较稳定;2003年2月至2005年7月、2007年

7月至2008年12月、2009年7月至2010年12月

水果价格波动相对剧烈;而2005年8月至2007年

6月、2009年1月至2009年6月、2011年1月至

2011年12月水果价格波动非常剧烈(见图1)。

  四、我国水果价格波动计量分析

  1.X11季节调整模型分析

价格指标的月度或季度数据时间序列包含4种

变动要素:长期趋势要素T、循环要素C 、季节变动

要素S和不规则要素I。其中由于季节变动要素导

致的季节性波动是非常显著的,它往往遮盖或混淆

价格发展中其他客观变化规律,以致给价格上升(下
跌)速度和价格形势的分析造成困难和麻烦。因此,
在进行价格波动分析时,必须去掉季节波动的影响,
将季节要素从原始序列中剔除。本文在利用 HP滤

波分析法对我国水果价格趋势循环进行分解前,首

先用 X11季节调整方法对原价格序列进行季节调

整,以剔除价格序列中的季节变动要素,从而能够从

原始序列中剥离出隐藏的趋势循环波动序列。在使

用季节调整模型过程中,选择加法模型的季节调整

分解形式,即Yt=TCt+St+It,该分解形式中Yt 为

原始价格序列,TCt 为组成原始价格序列的趋势循

环要素,St 和It 分别表示组成原始价格序列的季节

要素和不规则要素。利用Eviews6.0对该加法模型

进行模拟,得出研究期间我国水果价格的季节性波

动特征。图5所示水果价格序列为水果价格原始序

列(图2所示)剔除掉季节因子序列(图3所示)以及

不规则分量(图4所示)带来的影响之后得到的水果

价格趋势序列比原始序列更加平滑,说明水果价格

受季节因素影响比较大,这也可以从图3我国水果

月度价格季节因子序列表现出明显的季节分布特征

得到验证,由于我国水果产销存在季节性分布不平

衡特征导致我国水果价格波动具有季节性变化

特征。

2002、2003、2005年和2009年4年的水果价格

季节波动呈现V型态势,说明这些年份春夏季节水

果价格由于供给旺盛呈下行趋势,而秋冬季节由于

供给相对不足呈上升趋势。从图4的价格不规则分

图2 水果月度价格指数原始序列

图3 水果月度价格指数季节因子序列

图4 水果月度价格指数不规则分量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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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水果月度价格指数趋势序列

量可以看到,从2001年到2003年,价格不规则分量

并不明显,说明这3年我国水果价格整体表现比较

平稳,而2003年以后水果价格不规则分量表现显

著,说明水果价格表现出剧烈波动,尤其是2006年,
不规则分量显著为正且偏离0值线很远,从而该年

份水果价格达到历史高峰。可以推断,研究期间其

余年份水果价格季节性波动规律被一些不可观测的

不规则因素比如成本因素、突发性虫害等所掩盖从

而出现短期性的剧烈波动。

2.HP滤波分解模型分析

(1)长期趋势分解。对2001年1月至2011年

12月我国水果价格指数序列(priceindex)剔除季节

因素和不规则因素影响后的价格月度序列(pricein-
dex-TC)应用HP滤波法进行趋势分解,结果如图6
所示,其中价格月度序列为剔除季节和不规则因素

影响后的序列,HP滤波趋势值为从价格月度序列

中分解出来的价格长期趋势值,cycle为从价格月度

序列中分解出来的HP滤波波动值。

图6 我国水果价格指数序列的HP滤波分解

  从图6可以看到,HP滤波法对剔除季节和不

规则因素影响以后的我国水果价格长期趋势的拟合

效果较好,剥离出长期趋势值后的波动值以零值为

中心上下波动,进一步对波动值序列进行平稳性检

验,选择既有常数项、又有趋势项、滞后期为5的模

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我国水果价格波动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ADF统计值
t统计值 P 值

-5.85 0.00

临界值
1%临界水平 -4.03

5% 临界水平 -3.45

10% 临界水平 -3.15

  从表1可以到,平稳性检验的ADF统计值分别

小于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
明从我国水果价格中剥离出长期趋势后的波动循环

序列是平稳序列,从而证明了 HP滤波法对我国水

果价格长期趋势的拟合效果比较好。从长期趋势来

看,我国水果价格呈现稳步上涨特征,这与我国消费

水平逐年提高、居民饮食结构逐年改善具有密切关

系;从波动序列来看,我国水果价格呈现周期性波动

特征,且自2005年开始,这种周期性波动频繁发生。
(2)波动周期划分。从水果价格序列中剥离出

长期趋势以后,可以得到水果价格波动值,再将该波

动值除以对应的趋势值即可得到水果价格偏离其长

期趋势的偏离程度,其结果如图7所示。

图7 我国水果价格波动偏离率

  在此,笔者用倒“U”型法进行周期划分,具体来

说,将偏离率开始上升时期到临近的波峰再反弹回

落至临近波谷时期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周期划

分的标准与最后得到的周期数密切相关。一般而

言,划分标准设置得越高,那么所能辨别的周期数就

越少,所能反映的价格波动特征就越粗略;反之,所
能辨别的周期数就越多,能反映的价格波动特征就

越细致。综合考虑实际选取每次波动偏离率所形成

的波峰与波谷之间落差大于5%作为划分波动周期

的标准,划分结果如表2所示。
(3)我国水果价格波动周期分析。从表2可以

看到,2001年1月至2011年12月我国水果价格发

生了7次周期性波动,其中有3次较大的波动,平均

每18个月就会有一次大的价格波动。首先,从波动

周期平均持续的时间来看,水果市场平均周期持续

的时间要远远短于农产品价格波动平均周期持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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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6年,也短于猪肉市场价格平均周期持续的时间

6年,这说明我国水果市场相比农产品总体市场以

及生活必需品市场而言稳定性能更差。其次,从波

动周期持续时间的变化来看,2007年中期以前各波

动周期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2007年中期以后各波

动周期持续的时间明显缩短,说明2007年中期以后

水果市场价格波动有更加剧烈的趋势。然后,从波

动强度上看,次贷危机以前也即2007年中期以前水

果价格波动强度相对较弱,而且每一个周期持续的

时间也比较长,平均每个周期持续38.5个月;而次

贷危机以后也即2007年中期以后水果价格波动强

度明显增强,而且每一个周期的持续时间明显缩短,
平均每个周期缩短为9.2个月,这说明世界性的经

济波动是我国水果价格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

世界性的经济低迷会加剧我国水果市场价格的波动

程度,同时导致我国水果价格波动周期显著缩短。
最后,比较各波动周期持续的时间以及波峰与波谷

之间落差可以观察到,研究期7个完整的波动周期

相互之间是不重复的,也是不对称的,这个结论验证

了前述对农产品价格波动周期的研究。
表2 我国水果价格波动周期划分结果

周期序号 起止年月 周期长度(月数) 峰-谷落差/%
1 2001.1-2005.4 52 15.70
2 2005.5-2007.6 25 45.17
3 2007.7-2008.3 9 23.17
4 2008.4-2009.2 10 11.72
5 2009.3-2009.12 10 18.51
6 2010.1-2010.7 7 9.09
7 2010.8-2011.6 10 26.15

 注:2011.7-2011.12属后续周期的一部分,超出了本研究期范

畴,故不作讨论。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1.结 论

研究利用HP滤波法对我国水果月度价格指数

进行分解,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水果价格的波动

特征和波动规律,并按波动偏离率的数值对我国水

果价格波动周期进行了客观的划分,可得到如下4
点结论。

(1)我国水果市场价格长期稳步上升,这符合市

场经济增长规律;但短期波动频繁且趋于剧烈,造成

这种短期波动频繁原因有多种,既有季节性产销不

平衡造成的短期供求不平衡[8],也有不可观测的不

规则因素如突发性事件,这些原因共同导致了我国

水果市场价格短期波动剧烈。

(2)由于我国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及居民饮食结

构不断改善,我国水果市场价格具有持续上涨的长

期趋势。
(3)我国水果市场价格平均周期持续的时间要

远远短于农产品总体市场以及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

平均周期持续的时间,说明我国水果市场相比农产

品总体市场以及生活必需品市场而言稳定性能

更差。
(4)我国水果市场价格周期存在缩短的趋势,这

说明我国水果市场价格不稳定趋势在加强。研究期

内,次贷危机以前我国水果价格波动强度相对较弱,
波动周期相对较长;而次贷危机以后我国水果价格

波动强度明显增强,波动周期也明显缩短,这说明在

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水果市场价格不仅受国内市场

供需状况的影响,同时还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

2.政策含义

(1)水果价格持续波动是一种常态,对于一些由

季节性原因、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波动要采

取如早、中、晚熟品种合理种植、加强采后保鲜处理

措施等平衡季节供需的方法,在水果各主产区和主

销区要成立常规的突发事件预警和处理主管部门,
建立长期有效的突发事件预警机制[9],从供应链网

络视角构建应对市场风险的供应链横向联盟的突发

风险应急平台,从而有效规避突发事件对水果价格

造成的波动,延长波动周期的时间、降低波动幅度。
(2)水果市场相比生活必需品市场而言稳定性

能更差,说明水果市场价格更容易受生产和消费等

因素的影响,因此有关部门需要从生产和消费2个

方面着手紧抓水果市场供需的调节,一方面要稳定

水果的生产和供给,既不能盲目扩大种植面积,也不

能随意缩小种植面积,另一方面要从消费理念上引

导消费者对水果的长期稳定消费,平衡水果市场供

需状况,稳定水果市场价格。
(3)在进一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引导我国消费

者改善消费习惯,重视日常生活中对水果消费的同

时,有关部门还要加强对水果进口的管理,尤其是要

做好进口水果与本地水果之间的质量监管和价格监

管,从而减少进口水果对本地水果价格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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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PriceVolatilityofAgriculturalProducts
BasedonHPFilterModel
———ACaseStudyofFruits

HUYou,QIChun-jie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BasedonquantitativeanalysisoffruitpricevolatilityinChina,thispaperusesX11season-
aladjustmodeltoempiricallyanalyzetheinfluenceofseasonalfactoronthepricevolatilityoffruitsin
China.Then,HPfiltermodelisusedtofilterthetrendcomponentandthecyclecomponentfromthe
fruitspriceindexfrom2001-01to2011-01,onwhichthelong-termtrendandtheshort-termcycleofthe
fruitspricearestudied.Theresultshowsthatthefruitpricetendstorisesteadily,meanwhile,somesea-
sonal,invisibleorinternationaleconomicfactorsmakefruitspricesharplyvolatileinshortterm.Besides,

fruitpricevolatilitycanbedividedinto7cyclesinthestudyperiod,eachcyclediffersfromtheotherbe-
causeoftheirvolatilerangesandfrequencies.What’smore,thevolatilerangesandfrequenciesareampli-
fyingrecently.Therefore,thispaperpointsoutthatsomeeffectivemeasuresshouldbetakentocontrol
thefruitpricefromtheaspectsofproduction,consumptionandimportinordertostablizefruitpricein
China.

Keywords agriculturalproductprice;pricevolatility;long-termvolatility;short-termvolatility;

HPfilter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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