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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际油价与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趋势呈现出一

致性特征。从 2006 年初到 2008 年中期，大豆、玉米和小麦等

主要农产品价格飙升，达到历史价格新高。同期原油价格从

62 美元 / 桶上升到 145 美元 / 桶的历史新高。2008 年 12 月

份，原油价格下降到 30 美元 / 桶，世界主要粮食价格也随之

下降。到了 2011 年 4 月中旬，原油价格稳步上升到 124 美元

/ 桶，粮食价格又重新回到 2008 年的水平。我国农产品价格

走势也经历与国际农产品价格走势类似的过程：我国农产品

批发价格指数从 2006 年开始显著上升，并在 2007 年 8 月至

2008 年 4 月之间高位震荡，之后大幅跳水，2009 年 2 月达到

谷底。从 2009 年 4 月起，农产品价格指数又开始上升直到

2011 年 3 月达到峰值。国际油价与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在一定

时期内所具有的共同变动趋势，使人们思考这两者之间是否

存在某种影响与传导机制。

一、国际油价对我国农产品价格影响的传导机制
稳定农产品价格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

的重大问题。农产品价格的稳定不仅对我国总体物价水平的

稳定有重要意义，且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意义重大。近年

来，随着我国农产品的市场化和农产品贸易国际化程度的加

深，以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为代表的外部冲击对我国农产品市

场的影响逐渐显著。
近几年的研究认为国际油价对我国农产品价格产生影

响。对此观点的解释建立在两种依据上。第一种依据认为，农

业产业是能源密集型行业，油价的攀升直接导致了农产品生

产成本的上升。其影响程度取决于油价在农业生产成本中的

相对比重以及农产品市场中油价成本转嫁到农产品交易价格

上的能力；第二种依据认为，自 2006 年开始的国际油价的飙

升导致了对生物燃料需求的扩大，使得国际市场上对玉米和

大豆等能源作物需求上升，进而导致了国际粮食价格的上升。
国际农产品又通过国际贸易以及国际农产品期货等渠道间接

地对我国农产品价格产生影响。那么国际油价波动是如何影

响到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呢？

本文认为对我国农产品价格产生影响的传导路径主要有

两条：一条是直接传导路径。考虑到我国对外较高的石油依存

度和当前的石油定价机制，国际油价波动会直接影响

到国内油价。国内油价的上升会导致柴油和化肥等农

业生产成本的增加，进而导致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上

升。另一条是间接传导途径。由于欧美等国家迫于环

境的压力加大了对生物质能源的加工与转化，国际油

价的上升引致了对生物乙醇燃料需求的增长，导致了

全球农产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国际农产品价格的波动

通过国际农产品贸易和国际农产品期货市场间接地

影响到我国农产品价格。同时在国内农产品市场上，

国内农产品价格还受到由于外部冲击所导致的国内货币政策

和通货膨胀率等中间因素的影响，使得间接传导途径更加复

杂。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

直接影响并不显著，而主要通过国内通货膨胀、货币发行量和

国际农产品价格间接作用到我国农产品价格上，使得我国农

产品批发价格指数出现波动。

二、实证分析
( 一) 数据来源及处理
考虑到 2008 年 7 月前后国际油价的大幅度波动和同年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对经济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美国 2005 年

通过的能源法案对能源农作物价格的影响，本文的样本区间

定为 2005 年 1 月到 2013 年 2 月，共计 97 组数据。以布伦特

月度原油价格代表国际油价，数据来源于美国能源署官方网

站。我国月度消费者价格指数与货币月度发行量 M2 增速的数

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月度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的数据来

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为了便于建模与比较，以上数据

均换算成与上一年同比的月度变动率数据，并用 AGP 代表中

国农产品价格指数同比月度变动率；OILP 代表布伦特石油价

格月度同比变动率；CPI 代表消费者价格指数月度同比变动

率；M2 代表货币发行量月度同比增长率。
( 二) 模型构建
为了更加准确地描述国际油价波动与我国农产品批发价

格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在对国际油价与农产品价格进行非线

性检验时，发现国际油价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

线性特征，此时利用线性模型不能准确刻画两者之间的内在

关系，因此本文构造平滑转换非线性模型分析二者之间的关

系。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STAR)是实证研究中较为常用的一

种。STAR 模型有两种，一种是逻辑 STAR 模型，即 LSTAR 模型；

一种是指数 STAR 模型，即 ESTAR 模型。具体采用哪个模型能

够较好地模拟经济变量需要进行检验，而不是先验确定。
( 三) 实证检验

1.单位根检验。鉴于非线性 STAR 模型的估计适用于平稳

的时间序列数据，我们利用 EViews7.2 软件，采用 ADF 单位根

检验方法对上述四个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检验。单位根检验

结果如表 1 所示，检验结果表明 AGP、OILP、CPI、M2 均为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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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油价波动对我国农产品价格的影响
———基于非线性 LSTAR 模型的实证分析

内容 提 要：为了探究国际油价波动对我国农产品批发价格的影

响及作用机制，本文收集金融危机前后的数据，利用非线性 LSTAR 模

型分析了国际油价变动对我国农产品批发价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

明，在非线性 LSTAR 模型中，无论是线性部分还是非线性部分，国际

油价变动对我国农产品批发价格均有显著影响。当国际油价变动上涨

幅度超过 12.58%时，国际油价变动对我国农产品批发价格的影响具有

明显的门限自回归效应。据此结论，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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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2.线性检验。分别选取变量 OILP 的一至四阶滞后项作为

转移变量，并计算了平滑迁移回归模型新型检验的 LM3 统计

量，该检验统计量是对平滑迁移回归模型进行线性检验时，对

逻辑转移函数进行三阶泰勒近似后，构造的拉格朗日乘子检

验统计量，表 2 给出了不同转移变量的 LM3 统计量所对应的 P

值。由表 2 可知，在 1%的显著水平下，所取变量的滞后项均拒

绝线性假设，最小 P 值所对应的滞后阶数为 1 阶，故取 OILP

(-1)为转移变量。

3.转移函数的设定检验。利用 OILP(-1)为转移变量，按

照 Granger 与 Ter svirta(1993)的转移函数设定检验程序，

分别计算了 H01、H02 和 H03 检验统计量，对应的显著性概率见表

3，从表 3 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H03 检验统计量对应显著性概

率 P 值最小。因此我们选择逻辑函数作为本文平滑迁移回归

模型的转移函数。

4.在选择 LSTAR 模型的基础上，我们使用非线性最小二乘

法对 LSTAR 模型进行估计。得到模型的最终结果如表 4 所示。
根据表 4 的估计结果，LSTAR 模型具体表达形式如下式 1

所示：

其中， 。
对表 4 模型估计结果解释如下：在 LSTAR 模型的线性部

分，滞后一期的国际油价变动对国内农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

为正数且 t 统计量显著，说明油价的变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冲

击是正向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与货币发行量的增长对农产品

价格的变动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CPI 系数为 0.6971 大于

M20.2306，说明在线性部分，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动对农产品

价格影响更大一些。模型中转换参数 γ 的估计值非常大，这

说明，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作用在两个不

同区间之间转换的速度非常快。当国际油价上升的幅度同比

大于 12.58%时，模型由线性模型快速向非线性模型转换，其

模型的形式接近于门限自回归模型。在模型的非线性部分，

OILP 前面的系数小于零且显著，说明当油价波动超过 12.58%

时，其对农产品价格指数的影响是负向的。

三、主要结论及建议
本文是在利用非线性 LSTAR 模型估计的基础上，利用全

球金融危机前后的月度数据，分析国际油价波动对我国农产

品价格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利用非线性 LSTAR 模型进行模拟的结果，说明国际油

价波动和国内农产品价格之间长期处于线性与非线性转换过

程中。当国际油价的同比上涨幅度小于 12.58%时，两者之间

表现为线性因果关系；而当油价的上涨幅度大于 12.58%时，

两者之间表现较强的非线性关系。模型中转换参数的估计值

很大说明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具有典型的门限自回归

效应。
2.在所估计的线性模型和非线性 LSTAR 模型中，消费者

价格指数和我国月度货币发行量增速对农产品价格变动的解

释能力不仅显著，且均远大于国际油价波动的解释能力。这不

仅说明以国际油价波动为代表的外部冲击主要是通过间接传

导途径对国内农产品价格产生影响，同时也说明当国际油价

上涨幅度较大时，当期的货币政策对农产品价格指数影响更

大。这表明我国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调控要在注重货币政策

和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基础上进行相机抉择。
3.在式(1)中与线性部分不同的是，非线性部分 M2 增速

系数要大于 CPI 系数。其原因在于当国际油价上涨幅度较大

时，由于油价具有波动聚类特征，油价的大幅度上涨在某个时

间段具有持续性，其持续上涨所带来的外部冲击迫使央行实

时调整货币政策，以应对外来冲击所导致的通货膨胀。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可引申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和措施：首

先，随着农产品贸易的全球化，我国农产品价格受多种外来因

素影响，鉴于目前我国农产品市场的不完善性，在应对我国农

产品市场外来冲击影响时，政府对农产品市场及时的调控与

管制是必要的。其次，尽管与消费者价格指数和货币政策相

比，农产品价格对国际油价变动的敏感度并不高，但是长期看

油价上涨对农产品价格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在落实农

资综合补贴方面，应建立完善的动态调整机制，降低由于油价

上涨带来的种植成本提高，确保农产品价格稳定。最后，鉴于

国际油价波动对我国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间接传导

途径产生作用，因此应该对反映和影响国内农产品价格走势

的各种指标及时监控并采取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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