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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 2006 年 1 月至 2008 年 12 月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农产品价格指数、食品类工业品

出厂价格指数、居民食品消费价格指数等的月度数据 ,运用 VAR 模型对农业产业链条价格传递机制进行

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农业产业链条的价格传递以“需求拉动”为主 ,以“供给推动”为辅 ,食品加工企

业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 ;居民食品消费价格对上游各环节的价格均在 10 %的置信度下有显著的直接影

响 ,其中对农产品价格的最大解释力度为 7412 % ,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最大解释力度为 3918 % ;农业生

产资料价格对下游各环节的价格均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其中对农产品价格的最大解释力度为 7412 % ,对

居民食品消费价格的最大解释力度为 6117 % ;农产品价格对其他环节价格预测误差的解释力度均较小 ,大

多在 1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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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农业大国 ,保持价格尤其是农产品价格

的稳定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城镇居民的日常

消费支出 ,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一直是政府宏观

调控的重要目标。改革开放后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农业商品化、市场化程度日益

提高 ,居民消费需求亦日益多样化 ,从生产到消费的

产业链条不断延长 ,价格传递环节也日益增加 ,因此

明确农业产业链条中各环节价格的传递渠道、动力

机制、传递程度对政府采取恰当的调控措施以保障

农产品价格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 2006

年 1 月至 2008 年 12 月的月度数据 ,利用 VA R 模

型 ,实证分析了我国农业产业链条各环节价格的传

递渠道、传递机制与传递程度。

1 　文献综述

目前 ,关于农业产业链条价格的研究 ,主要是从

保障农产品价格稳定、增加农民收入的角度围绕农

产品价格分析其波动规律、影响因素及农产品价格

上涨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展开的 ,其中以影

响因素分析为主 ,最近的有关文献大多是围绕 2007

年下半年以来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因素展开的。

关于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因素 :薛淑珍、王保忠[ 1 ]

认为 ,在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原因中 ,经济发展周期变

化是重要方面 ,需求上升拉动价格上涨是直接原因 ,

货币供应问题是真实动力 ,国内生产资料价格持续

上涨是直接动力 ,全球粮食减产和石油价格飙升是

直接诱因 ;方松海、马晓河、黄汉权[2 ]认为 ,部分农产

品供给下降而使需求旺盛 ,形成自发性涨价 ,生产成

本提高是价格上涨的内在动力 ,货币的溢出效应放

大了农产品的涨价趋势 ,国际农产品行情助长整体

涨价预期 ;马晓河[ 3 ] 也认为 ,货币溢出效应、经济周

期影响、成本推动、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传导是农产

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胡卓红、申世军[4 ]从流通环

节分析了我国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及治理途径 ,

认为价格形成链条长、交易成本上升、运输成本增

加、批发市场发展不足、运输损失率较高、基础设施

瓶颈制约等因素在农产品价格上涨中起到了重要作

用 ;周红岩、唐羽、夏番[5 ] 认为 ,在农副产品生产、经

营的市场导向作用加强后 ,相关的配套体系建设远

远没有跟上 ,甚至出现了国家政策调控机制机能弱

化现象 ,导致农副产品生产经营的稳定性下降 ;姜

楠、方天堃、聂凤英[6 ] 进行实证分析发现 ,在开放经

济体系下 ,当出现外汇市场随机干扰时 ,汇率对农产

品价格的影响须视农产品价格效果与利率效果的相

对大小而定 ,若价格效果大于利率效果 ,则汇率与农

产品价格呈正方向变动 ,若价格效果小于利率效果 ,

则汇率与农产品价格呈反方向变动。

关于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波动规律及其对国民经

济运行的影响 :徐雪高等[ 7 ]运用 H2P 滤波法将 1978

- 2006 年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分为五个周期 ,认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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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价格周期具有不可重复性和非对称性 ,供求关

系是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长期因素 ,体制改革与通货

膨胀是重要的短期因素 ;卢峰、彭凯翔[8 ]运用协整检

验和均衡修正模型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无论在

长期意义还是在短期意义上 ,中国的通货膨胀都领

先于市场价格变动 ,粮价对通货膨胀不具有格兰杰

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王秀清、钱小平[9 ]利用投入产出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 ,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全国物

价水平的影响程度呈明显的下降态势 ,1981 年 1 %

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将会导致全国物价总水平上涨

014 % ,而在 2000 年这一影响程度下降为 01195 % ,

其中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等农业关联产业所受影响

最大 ,但影响幅度也是逐渐下降的。从农业产业链

的角度分析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学者较少 ,而且大多

研究是定性分析。李杰义、白庆华[10 ] 指出 ,农业产

业链管理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 ,降低农产品成本价

格 ,提高农产品质量 ,稳定农产品的供求关系 ,进而

规避农产品价格风险。

总体上 ,目前有关农产品价格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影响因素研究 ,而从农产品产业链条的角度研究

各环节价格的传递动力、传递渠道、传递方式的研究

还比较少 ,从政府宏观调控以保障农产品价格稳定和

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的角度 ,有必要对农产品产业链

条中各个环节价格之间的传递机制进行实证分析。

2 　农业产业链条价格的传递机制与
传递渠道
　　农业产业链条包括从生产资料的购买到居民的

最终消费 ,从价格传递的角度 ,其主要涉及农业生产

资料价格、农产品价格、食品类工业品出厂价格、居

民食品消费价格等一系列环节①。综合考虑农产品

价格波动周期和数据可得性 ,本文选取了 2006 年 1

月至 2008 年 12 月农业产业链条各环节价格指数即

同比增长率进行实证分析。由于同比增长率已经部

分排除了各环节价格波动的季节性 ,因此本文只对

农产品价格、食品类工业品出厂价格进行了“除趋

势”处理。

①　文中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农产品价格、食品类工业品出厂价格、居民食品消费价格均以指数形式表示 ,均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

行等机构定期发布的月度数据。

211 　单位根检验

利用 ADF 单位根检验方法 ,在对部分环节的

价格指数进行了必要处理后 ,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根据表 1 的检验结果可知 ,在 5 %的置信度下 ,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序列、农产品价格指数序列、

居民食品消费价格指数序列是平稳的 ,食品类工业

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一阶差分后亦能显著拒绝单位

根假设。

212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业产业链条各环节价格

之间的传递动力包括“供给推动”与“需求拉动”两

种。这样 ,各环节价格之间就有可能存在复杂的传

递关系 :既有可能存在单向传递关系 ,也有可能存在

双向传递关系 ;既有可能存在直接传递关系 ,也有可

能存在间接传递关系。因此 ,有必要在平稳性检验

的基础上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确定各环节价格之

间具体的传递方向和传递渠道。
表 1 　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2006 Q1 - 2008 Q12)

变量 变量符号
水平变量

ADF

一阶差分变量

ADF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material
- 2192

(01 0539)

农产品价格 agricult ure
- 2172

(01 0805)

食品类工业品

出厂价格
f actory

- 1179

(01 3805)

- 3139

(01 0186)

居民食品消费价格 f ood
- 4132

(01 0026)

　　注 :考虑到农业生产和价格波动可能存在的季节性 ,所有变量单

位根检验的最大滞后期都是 12。

表 2 　变量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变量 material agricult ure f actory f ood

material N N Y3

agricul t ure N N Y3 3

f actory N N Y3

f ood N Y3 Y3

　　注 :本文采用 12 个滞后阶进行变量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零假设为列变量不是行变量的格兰杰原因 ,其中“Y3 、Y3 3 分别表

示在 5 %、10 %的置信度下显著 ,N 表示在 10 %的置信度下不显著。

　　根据表 2 的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在

10 %的置信度下 ,“居民食品消费价格”是“农业生产

资料价格”的格兰杰原因 ;“居民食品消费价格”与

“农产品价格”、“食品类工业品出厂价格”互为格兰

杰原因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食品类工业品出厂价

格、农产品价格互不为对方的格兰杰原因 ,没有直接

影响关系 ,但各个环节的价格之间存在间接影响关

系。从最终消费的角度 ,农产品可以划分被为两部

分 ,一部分直接进入最终消费领域 ,如部分蔬菜、瓜

果等 ;一部分经过加工进入最终消费领域 ,如小麦、

玉米等。因此 ,农产品价格与食品类工业品出厂价

格是居民食品消费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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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理应对居民食品消费价格有显著影响。这样 ,总

体上 ,农业产业链条价格的传递动力以“需求拉动”

为主 ,以“供给推动”为辅。

图 1 　农业产业链条价格传递渠道示意图

根据图 1 ,结合表 2 中的 Granger 检验结果 :在农

业产业链条价格传递渠道中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对下

游各环节的价格都没有直接和间接的显著影响 ,而居

民食品消费价格对上游各环节价格均在 10 %的置信

度下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关系 ;农产品价格与食品类工

业品出厂价格之间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关系 ,但存在

间接的双向影响关系 ,传递中介为居民食品消费价

格 ;农产品价格、食品类工业品出厂价格对农业生产

资料价格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但存在间接的影响渠

道 ,传递中介也是居民食品消费价格。

3 　农业产业链条价格传递机制的
实证分析
　　由于农业产业链条各环节之间存在单向或双

向、直接或间接的复杂影响关系 ,因此本文将选取

VA R 模型 ,基于经过适当处理后的平稳序列 ,实证

分析农业产业链条各环节价格之间的传递程度和传

递动力。根据 L R (序列调整的 L R 检验统计量) 、

FPE(最后预测误差) 、A IC (赤池信息准则) 、SC (施

瓦茨信息准则) 、HQ (汉南 - 奎因信息准则) 等滞后

阶数判断准则 ,最佳滞后阶数为 6 阶滞后。

311 　脉冲响应图

　　利用脉冲响应图分析农业产业链条价格之间的

传递机制 ,各个价格的排列顺序很重要。排序的一

般规则是 :第一个变量不会同时受到所有其他变量的

影响 ,但对第一个变量的冲击将影响其他变量 ;第二

个变量同时影响剩余的其他变量 (除了第一个变量) ,

但不会同时受到这些变量的影响 ,其余类推[11 ] 。依

据这一规则 ,根据 Granger 检验结果 ,本文对农业产

业链条各环节价格做以下排序 :居民食品消费价格
(food) 、食品类工业品出厂价格 (factory) 、农产品价格
(agriculture)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material) 。

由图 2 的脉冲影响图可以看出 :

对农产品价格进行的 1 个标准差的冲击 ,在 5

个月内会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产生正向影响 ,其中

在第 3 个月时正向冲击力度达到最大 ,为 1164 ;从

第 6 个月开始 ,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会产生负向影

响。主要原因是 :在家庭小规模生产经营下 ,农民购

买农业生产资料的市场谈判能力较弱 ,组织化程度

较低 ,农产品价格上涨后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往往跟

着上涨 ,但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直接影响农民生

产收益 ,因此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后 ,

政府会通过补贴、进口、储备等众多方式干预农业生

产资料价格 ,使其保持在合理价格水平。对农产品

价格进行的 1 个标准差的冲击 ,在 2 个月内会对食

品类工业品出厂价格产生正向影响 ,累积正向影响

为 1155 ;从第 3 月开始转为负向影响。主要原因是

农产品加工市场竞争比较激烈 ,生产企业成本转移

能力较弱 ,加工企业在 2 个月内通过加强管理、降低

成本可内部消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 ,且农产品购买

成本只是加工企业总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农产品价

格的冲击对居民食品消费价格会产生明显的正向促

进作用 ,在 4 个月内产生的影响比较微弱 ,但从第 5

个月开始这种正向影响逐步加大 ,在第 10 个月时达

到最大 ,为 2193。由此可以看出 ,农产品价格上涨

向最终消费环节的传递时间在 4 个月左右。

图 2 　农业产业链价格传递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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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居民食品消费价格进行的 1 个标准差的冲

击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农产品价格、食品类工业品

出厂价格都会对其产生负向反应 ,其中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产生显著负向反应的时间大约滞后 2 个月 ,

农产品价格、食品类工业品出厂价格滞后 1 个月左

右。主要原因是 :居民食品消费价格影响城乡居民

的日常生活成本 ,尤其是影响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正

常生活水平 ,是政府的重点关注对象 ;面对终端消费

环节的食品价格上涨 ,政府会通过进口农业生产资

料、投放农产品、降低加工企业生产成本等方式压低

农业产业链条的上游价格 ,从而保证终端消费环节

食品价格的稳定。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进行的 1 个

标准差的冲击 ,居民食品消费价格会对其产生持久

的正向反应。主要原因是 :农业生活资料价格的上

涨会通过成本增加、产量减少等两种方式推高终端

消费环节的食品价格 ;农产品价格和食品类工业品

出厂价格分别在 5 个月、9 个月内产生正向反应 ,从

第 6 个月、第 10 个月开始转为负向反应 ,主要原因

是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通过增加成本、降低产

量等方式推高农产品价格的同时 ,政府会通过增加

补贴、投放政府储备的方式稳定农产品价格 ;而对于

食品类工业品出厂价格 ,虽然短期内有上涨的压力 ,

但长期来看 ,由于加工企业可以通过加强管理、降低

生产成本等方式自我消化一部分甚至全部的农业生

产资料价格上涨压力 ,短期内的正向影响会转变为

负向影响。

总之 ,在农业产业链条价格波动的传递机制中 ,

食品类加工企业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 ,能减缓或化

解其他环节价格波动的冲击。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生

产资料价格的波动都会对居民消费价格产生长期的

正向冲击 ,而在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共同作用下 ,

居民食品消费价格的波动则会对上游环节的价格产

生明显的负向影响 ,从而保持农业产业链终端消费

环节价格的稳定。

312 　方差分解表

借助方差分解表可以定量分析农业产业链条中

各环节价格波动对其他环节价格波动的解释力度和

重要程度。

从表 3 可以看出 :

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预测误差中 ,自身价格

的波动是其最大的解释变量 ,但随着预测期的延长 ,

解释力度总体上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其中其在第 2

个月的解释力度最大 ,达到 7814 % ,在第 10 个月的

解释力度最小 ,为 4111 % ,但其始终都是解释力度

最大的影响因素。其次是居民食品消费价格。随着

预测期的延长 ,其解释力度总体上呈逐步增强的趋

势 ,到第 9 个月时 , 其解释力度达到最大 , 为

39184 %。再次是食品类工业品出厂价格 ,其在第 1

个月的解释力度最大 ,为 3316 % ,在第 6 个月的解

释力度最小 ,仅为 1211 %。最后是农产品价格 ,其

最大解释力度仅为 715 %。
表 3 　农业产业链条各环节价格预测误差

的方差分解结果

预测变量 预测期
对预测变量的解释程度

f ood f actory agricul t ure material

material

1

2

4

6

8

10

12

21 7

21 2

131 9

201 3

321 5

391 3

251 8

3316

1710

1217

1211

1319

1613

2213

71 5

21 4

21 6

21 3

21 6

31 2

21 7

5612

7814

7018

6514

5110

4111

4913

agricul t ure

1

2

4

6

8

10

12

01 9

41 5

81 6

51 6

121 2

181 7

181 2

8019

1713

3612

4314

3417

2917

2913

1811

41 0

31 3

31 1

21 5

21 6

21 6

01 0

7412

5119

4718

5015

4910

4919

f ood

1

2

4

6

8

10

12

100

851 3

501 5

251 3

241 6

251 6

23 ,4

0

01 2

1913

3510

2011

1411

1217

0

21 2

21 8

31 7

21 4

21 3

21 3

0

1213

2715

3610

5219

5719

6117

　　在农产品价格的预测误差中 ,解释力度最大的

影响因素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其最大解释力度是

7412 % ,其对第 9 个月的预测误差的解释力度最低 ,

但依然高达 4714 % ;其次是食品类工业品出厂价

格 ,其对第 1 个月农产品价格的预测误差解释力度

最大 ,高达 8019 % ,此后急剧下降 ,最小解释力度出

现在第 2 个月 ,仅为 1713 % ;再次是居民食品消费

价格 ,随着预测期的延长 ,其解释力度呈增加态势 ,

在第 10 个月时解释力度达到最大 ,为 18166 % ;最

后是农产品价格自身的波动 ,其对第 1 个月的预测

误差解释力度最大 ,达到 1811 % ,此后急剧下降 ,解

释力度保持在 5 %以下。

在居民食品消费价格的预测误差中 ,在前 5 个

月其自身价格的波动是最大的解释变量 ,随着预测

期的延长 ,其解释力度总体不断下降 ,到第 6 个月农

业生产资料价格成为解释力度最大的影响因素 ,在

第 12 个月的预测误差中居民食品消费价格自身的

解释力度降为 2314 % ,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解释

力度则高达 6117 % ;食品类工业品出厂价格对第 6

个月的预测误差解释力度最大 ,为 35 % ,除第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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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和第 2 个月的解释力度较小外 ,其余月份的解释

力度都在 10 %以上 ;最后是农产品价格 ,其对居民

食品消费价格的预测误差解释力度最小 ,始终保持

在 4 %以下。

总体上 ,在农业产业链条各环节价格的预测误

差方差分解中 :农产品价格对其他环节价格预测误

差的解释力度最小 ,基本都在 5 %以下 ;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和居民食品消费价格受自身价格波动的影响

较大 ;对农产品价格最大的解释因素是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 ;对居民食品消费价格短期内最大的解释因

素是其自身 ,长期内最大的解释因素是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

4 　结论分析

在农业产业链条各环节价格的传递过程中 ,传

递动力以“需求拉动”为主 ,以“供给推动”为辅 ;居民

食品消费价格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 Granger 原

因 ,与农产品价格、食品类工业品出厂价格互为对方

的 Granger 原因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对下游各环节

的价格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 ,居民食品消费价格对

上游各环节价格均在 10 %的置信度下有显著的直

接影响。根据 VA R 模型的实证分析 ,对于农业生

产资料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 1 个标准差的冲击 ,居

民食品消费价格会产生持久的正向反应 ,其他环节

价格在短期内有正向反应 ,但很快转为负向反应 ;从

第 6 个月开始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是居民食品消费

价格预测误差的最大解释因素 ,最大解释力度为

6117 % ,对农产品价格的最大解释力度为 7412 % ,

对食品类工业品出厂价格的最大解释力度为

2817 %。农产品价格对其他环节价格预测误差的解

释力度较小 ,除对自身的解释力度最高达 1811 %

外 ,其余均在 10 %以下。对于居民食品消费价格的

1 个标准差的冲击 ,上游各环节的价格都会产生负

向反应 ,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预测误差的最大解释

力度为 3918 % ,对农产品价格的最大解释力度为

1817 % ,对食品类工业品出厂价格的最大解释力度

为 4817 %。总体上 ,在农业产业链条各环节价格传

递过程中 ,食品加工企业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 ,而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是农产品价格和居民食品消费价

格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保障农民收入和维护终端消

费环节的价格稳定的角度 ,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维

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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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n Pric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hain

Li Shengjun1 ,Li Sufang2 , Kong Xiangzhi2

(11 China Commerce Dist ribution Productivity Promotion Center ,Beijing 100731 ,China ;

21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V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 Using t he mont hly data f rom January 2006 to December 2008 ,t 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 he price t ransmission mechanism in ag2
ricult ural indust rial chain by t he VAR modal . The result s show t hat :t he price t ransmission in agricultural indust rial chain is mainly driven by de2
mand2pull ,and supply2push plays an subsidiary role ,and food processing enterprises play a role of stable device ;consumer food price has signifi2
cant direct impact s on prices in t he upst ream of agricultural indust rial chain under 10 % confidence ,and t he maximum cont ribution degree to agri2
cultural price is 74. 2 % ,and t hat to agricultural material price is 39. 8 % ;agricult ural material price has not significant direct impact s on in t he

downst ream of agricultural indust rial chain ,and t he maximum cont ribution degree to agricult ural price is 74. 2 % ,and t hat to consumer food price

is 61. 7 % ;t he cont ribution degrees of agricultural price to forecasting error of ot her prices are all small ,mostly under 10 %.

Key words : agricultural indust rial chain ;price t ransmission ;VAR mo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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