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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农产品价格与宏观经济之间的联动性日益明显，宏观经济景气波动通过农产品产出、农产品需求和
政府宏观调控等三种途径影响农产品价格，经济波动与农产品价格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在农产品产出传导路径
上，经济波动刺激了农产品产出，影响了农产品价格的波动; 在农产品需求传导路径上，经济增长促进了城镇居民
收入的增加，购买力的加强，刺激了农产品价格的波动; 在政府宏观调控传导路径上，经济增长使得国家广义货币
供应量增加，货币的超发刺激了经济波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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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稳定增长有

力地支撑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2009 年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逐年上涨，到 2010 年达到最高。农产品价

格的居高不下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微观角度看，通过农业产业链、农产品市场间和区域间的

价格传导引起的供求关系变化是农产品价格发生涨跌现象的根本原因 。［1］除了农产品供求关系变化、国内

农产品生产成本和一些其他原因外，宏观经济对农产品价格也有着一定的冲击作用。［2］基于国内货币供应

量角度，考察中国年度的农产品价格波动与货币供给量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在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

的阶段，往往在前期会出现货币供给量明显增长的现象; ［3］林鑫、何凌云和安毅基于 2007 年的农产品投入产

出表，编制社会核算矩阵，建立多部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在整个宏观经济下量化分析中国经济对农产

品价格的影响后发现，宏观经济对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有一定的影响。［4］但是，目前已有的研究均没有系统地

从农产品价格的传导路径上进行分析。因此，本文通过研究宏观经济波动作用于农产品价格的传导路径，分

析在宏观经济波动下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特征。
基于价格理论我们知道影响农产品价格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农产品产出数量、农产品需求数量以及

国家政策。中国宏观经济景气波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作用在这三个传导路径上均有体现。从农产品产出

角度来看，根据索罗模型，经济增长与劳动力投入成正比。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初步确立和迅速发展，我

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进程也正在不断加快，农业的地位和发展在有意与无意中实际已经被削弱了。［5］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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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口纷纷涌向城市，农村劳动力减少，工业化的大生产也使可用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农产品产出远不及需

求数量。就农产品需求而言，经济的增长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上涨，根据 Bennett 定律，居民的食品消费结

构也会随之改变。居民对农产品的购买力急剧上涨，这使得农产品市场的需求量保持着较高水平。根据凯

恩斯理论，在经济低潮时，政府会伸出“看得见的手”，通过一系列政策以达到救市的目的。从现有经验看，

通过国家政策来调控农产品价格一般效果效好。

二、模型设计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所涉及的所有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经济网统计数据库以及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考虑到我国政

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会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或者收缩性财政政策，本文选用广义货币供给量 M2 来衡量国

家的宏观调控。基于 VAＲ 模型，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 Eviews6. 0，就宏观经济景气波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

作用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建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形式如下:

yt = Ayt－1 + … + Ayt－p + C + εt ( 1)

模型中，t = 1，2，…，n。内生变量包括农产品生产价格总指数 app、农产品产量 aop、城镇居民收入指数

iop、广义货币供给量 M2、宏观经济景气波动率 vol，外生变量为常数项 C，A 为系数矩阵，p 为滞后阶数。ε 为

随机干扰项，符合均值为 0，方差为 1 的正态分布。
2. 宏观经济景气波动的测算

宏观经济景气波动率反映了我国宏观经济景气的波动状况，通过翻阅大量文献，最终本文采用李萍等对

宏观经济景气波动率的计算方法，即建立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 ( AＲCH) 对其进行测算。［6］我们选取 1992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的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时间序列，通过建立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 ( AＲCH) 得到序

列的条件标准差，并将其作为波动率进行研究。在计算之前，我们首先要对{ meci} t 时间序列是否具有自回

归条件异方差性质进行检验。在估计时，为了减小舍入误差，本文对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序列进行了对数处

理，即将{ lnmeci} t 作为因变量进行估计。基本的估计模型为:

lnmeci = a + b × lnmecit－2 + μt ( 2)

得到的结果如下:

lnmeci = 0. 3
( 4. 851)

+ 0. 93
( 60. 159)

× lnmecit－2 + μt ( 3)

在( 3) 式中，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Ｒ2 = 0. 91，AIC = － 6. 36; SC = － 6. 26，该方程统计量显著，拟合值较好。
对( 3) 式进行条件异方差的 AＲCH—LM 检验 ( 即检验方程是否具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性质) ，得到了

AＲCH—LM 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序列的 AＲCH—LM 检验结果

F 检验 5. 561403 F 检验相伴概率 0. 0191

White 检验 5. 482981 White 检验相伴概率 0. 0192

由表 1 我们可以看出: F 检验的相伴概率 p = 0. 0191 ＜ 0. 05，说明( 3 ) 式的残差序列存在 AＲCH 效应。
因此，可以建立 GAＲCH 模型来分析经济景气指数的波动情况。

3. 单位根检验与模型构建

根据我国 1992 年至 2012 年的经济增长、农产品价格变动、农产品产出、城镇居民收入以及政府广义货

币供给等的情况，来测算我国宏观经济景气波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力度和持续时间。对各个变量及其一

阶差分进行单位根 ( ADF) 检验，结果显示农产品价格对数、农产品产出对数、经济波动对数、城镇居民收入

对数、国家广义货币供给量对数均可认为是一阶差分平稳过程。( 见表 2)

85

2014 年第 9 期



表 2 单位根 ( ADF) 检验结果

AIC 信息准则 SC 信息准则

t 统计量 滞后阶数 P 值 t 统计量 滞后阶数 P 值

lnapp － 0. 06 0 0. 65 － 0. 06 0 0. 65

lnaop 1. 46 0 0. 96 1. 46 0 0. 96

lnvol － 1. 98 0 0. 05 － 1. 98 0 0. 05

lniop 5. 52 3 0. 99 5. 52 1 0. 99

lnM2 2. 04 3 0. 98 2. 04 3 0. 98

Δlnapp － 4. 20 0 0. 00 － 4. 20 0 0. 00

Δlnaop － 3. 93 0 0. 00 － 3. 93 0 0. 00

Δlnvol － 5. 44 0 0. 00 － 11. 68 1 0. 00

Δlniop － 2. 77 2 0. 01 － 2. 77 2 0. 01

ΔlnM2 － 1. 90 0 0. 06 － 1. 90 0 0. 06

从表 2 中的 AIC 信息准则与 SC 信息准则所得结果来看，各变量均为一阶差分的平稳过程。因此，本文

将使用原始数据的一阶差分序列，对其进行模型检验。由于宏观经济景气波动率 vol 是经过测算出来的波

动率序列，而对波动率做一阶差分和对数处理的意义不大。因此，本文在模型估计时，宏观经济景气波动率

vol 采用原始序列，而其余变量将采用数据差分形式进行模型的估计以及检验，Δlnappt、ΔlnM2 t、Δlnaopt、
Δlniopt 分别表示农产品价格、广义货币供给量、农产品产出以及城镇居民收入的变化率。

4. 向量自回归模型 VAＲ
本文基于四变量的 VAＲ 模型为:

Δlnappt

ΔlnM2 t

Δlnaopt

Δlniop













t

= ∑
n

i = 1
Φ

Δlnappt－i

ΔlnM2 t －i

Δlnaopt－i

Δlniop













t －i

+ εt ( 4)

在 ( 4) 式中，用时间序列{ app} 表示农产品生产价格总指数，为了减少误差，在估计时对 app 进行自然

对数处理。经过检验，序列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所以可对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即将 Δlnapp 作为变量

进行估计，下同。Δlnapp 表示农产品产出的对数序列变化率、Δlniop 表示居民收入水平的对数序列变化率、
ΔlnM2 表示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的对数序列变化率。ε 为随机干扰项，符合均值为 0，方差为 1 的正态分布。

包含宏观经济景气波动的 VAＲ 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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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5) 式中，vol 表示宏观经济景气波动率序列，其他同 ( 4) 式。

三、实证分析

本文先基于四变量进行分析，再将经济景气波动因素引入模型，通过比较两个模型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

解结果，从而进一步检验经济景气波动在这三种传导路径上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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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四变量 VAＲ 模型的农产品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检验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 VAＲ 模型的参数进行了估计。为保证模型的准确性，对 VAＲ 模

型进行滞后阶数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基于四变量 VAＲ 模型滞后阶数分析结果

滞后阶数 LogL LＲ FPE AIC SC HQ

0 123. 8397 NA 1. 94e － 11 － 13. 31552 － 13. 11766 － 13. 28823

1 153. 3131 42. 57273* 4. 60e － 12 － 14. 81256 － 13. 82326 － 14. 67615

2 176. 5425 23. 22938 2. 88e － 12* － 15. 61583* － 13. 83509* － 15. 37029*

3 168. 9622 45. 32068 2. 40e － 12 － 14. 87791 － 13. 32925 － 14. 62457

由表 3 可知，选择滞后阶数为 2 比较合理，可以继续选用该 VAＲ 模型。接下来再采用脉冲响应分析来

检验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图 1 ～ 3 为基于四变量 VAＲ 模型的冲击响应函数图。

图 1 货币供应量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影响 图 2 城镇居民收入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影响

图 3 农产品产出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影响 图 4 四变量 VAＲ 模型的方差分解

从图 1 可以看出，来自广义货币供给量变化率的冲击引起了农产品价格变化率 10 期左右的波动，从第

11 期开始后趋于长期均衡状态。从图 2 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收入变化率的波动对农产品价格变化率的冲击

较大，但是这种冲击在第 7 期之后逐渐缩小，第 8 期左右基本消失。从图 3 可以看出，农产品产量变化率的

波动对农产品价格变化率的冲击较大，但是这种冲击在第 7 期之后逐渐缩小，第 8 期左右基本消失。
本文通过脉冲响应分析了模型中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然后利用方差分解进一步分析每个冲击对

各个变量的贡献程度，从而评价不同冲击的重要性。图 4 为基于四变量 VAＲ 模型的方差分解结果。从图 4
可以看出，在农产品价格波动方差中，农产品价格由于自身的扰动所引起的部分从第 6 期开始迅速下降，广

义货币供给量的贡献度从第 2 期以后显著上升，并且在第 5 期以后逐步达到稳定; 城镇居民收入指数波动率

的贡献度在第 4 期之后趋于稳定状态，农产品产量波动率的贡献度不是特别明显; 广义货币供给量的波动率

和城镇居民收入指数波动率的贡献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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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含经济景气波动的农产品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把宏观经济景气波动率的对数序列变化率加入到农产品价格的 VAＲ 模型中，再重新对模型进行估

计。通过分析新的 VAＲ 模型，检验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化，可以看到经济景气波动对不同传导路

径的农产品价格的冲击作用及其效果。对新的 VAＲ 模型的参数重新进行了估计，并对模型进行滞后阶数分

析，得到的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包含经济景气波动的 VAＲ 模型滞后阶数分析结果

滞后阶数 LogL LＲ FPE AIC SC HQ
0 271. 4636 NA 9. 54e － 20 － 29. 60707 － 29. 35974 － 29. 57296

1 315. 2424 58. 37167 1. 35e － 20 － 31. 69360 － 30. 20964 － 31. 48898

2 371. 6166 43. 84663* 9. 81e － 22* － 35. 17962* － 32. 45904* － 34. 80449*

由表 4 可以看出，选择滞后阶数为 2 比较合理，可以继续选用该 VAＲ 模型。

图 5 货币供应量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影响 图 6 城镇居民收入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影响

图 7 农产品产出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影响 图 8 经济景气波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影响

接下来再采用脉冲响应分析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图 5 ～ 8 为包含经济景气波动的 VAＲ 模型的

冲击响应函数图。
将图 5 与图 2 比较后可以发现: 在未受到经济影响时，广义货币供给量变化率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率的冲

击在前几期会引起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当受到经济景气波动的影响后，广义货币供给量波动率已不再会达

到一种长期均衡状态，并且其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率的影响也会增加。将图 6 与图 2 比较后可以发现: 在未受

到经济影响时，城镇居民收入指数波动率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率的冲击在前几期会引起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但

是随着期数的推移，各变量之间逐渐趋于均衡状态。在图 6 中，由于受到了经济景气波动的影响，城镇居民

收入指数波动率已不再会达到一种长期均衡状态，其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率的冲击力度和作用时间将增加。
将图 7 与图 3 比较后可以发现: 农产品产量波动率受到经济景气波动的影响不大，其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率的

冲击力度和作用时间几乎不变，都是在前 4 期会有波动，到第 5 期之后波动开始减小，逐渐消失。在图 8 中，

经济景气波动率对农产品价格有一定的影响。当经济景气波动对农产品价格产生一个正的冲击时，农产品

价格会产生正的波动; 第 7 期经济波动的负冲击可能是因为 1995 年我国爆发洪灾，致使经济增长减缓，从长

期来看，经济景气波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是正向的。图 9 是包含经济景气波动的 VAＲ 模型的方差分解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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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图 9 包含经济景气波动 VAＲ 模型的方差分解图

将图 9 与图 4 相比较后可以发现: 在农产品价格波动

方差中，由于受到经济景气波动的影响，从第 4 期开始，城

镇居民收入指数的波动率的贡献度显著增加，继尔是广义

货币供给量的波动率; 这是因为，当经济增长时，政府实行

扩张性货币政府，货币供给量增加;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增

加，居民购买力增强，刺激了农产品市场的消费，促进了农

产品价格的上涨。从图 9 中可以看出，农产品产量的贡献

度增加不明显，这是因为当经济增长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

移，导致农村劳动力减少; 同时，大规模工业生产占用大面

积土地，导致耕地面积减少，但是由于科技的进步，农产品

产量还会增加，只是农产品产量增加的幅度并不明显。由于农产品产出的波动受到经济景气波动的影响不

明显，所以农产品产量波动率对农产品价格变化的贡献度较低。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经济波动通过农产品产出、农产品需求以及政府宏观调控三个途径来影响农产

品价格，并且其传导方式和作用结果不尽相同。通过这三种路径分析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 在农产品产出这一传导路径中，经济景气波动会略微影响农产品价格，农产品产出率对农产品价格

的变化率的贡献度较小; 在农产品需求这一传导路径中，经济景气波动会影响城镇居民收入指数，进而影响

到农产品价格变化率，对其贡献度显著; 在政府宏观调控这一传导路径中，经济景气波动对农产品价格波动

贡献度较大。通过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三种路径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经济景气波动越剧烈，农产品

价格的波动也越剧烈，并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经济景气波动带给农产品价格的影响是正向的。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和我国经济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应充分考虑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对农业的影响程度不同，从波动来源处减小波动冲击力度。国家

可以适当对流动性过剩的资金进行货币调控，通过提高银行储备准备金、调高贷款费率等手段，增加流动性

过剩资金的使用成本，使得这些资金进入银行储蓄起来，从而避免了资金的过度投资。
第二，在传导路径上减缓冲击力度，这要求国家提高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进而增加农

产品产量，鼓励农民务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尽可能不要占用耕地。另一方面，政府应对农产品价格的波动

及时、迅速地进行适当的宏观调控，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控制到可承受范围内，以确保人民的基本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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