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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回归、Ｇｒａｎｇｅｒ检验、协整检验和ＥｎｄｅｒｓＳｉｋｌｏｓ检验研究生猪价格与玉米价格间的动态调整关系。

结果表明：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玉米价格是生猪价格变化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生猪价格与玉米价格存在线性协整关

系；ＥｎｄｅｒｓＳｉｋｌｏｓ检验表明两者间存在门限惯性长期均衡关系，生猪价格与玉米价格差减少时的调整速度比增加

时的调整速度快。价值规律的作用，政府的不同应对措施和生猪生产过程的特点等是上述结果产生的主要原因。

提出了改进生猪价格发布信息平台、普及相关信息到基层养猪农户和广大消费者，以形成良好的市场预期；在影响

猪价及引导猪农决策的时候充分考虑两价格之间的非对称调整关系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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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以玉米为主的饲料成本占我国生猪养殖

成本的７５％，玉米价格的变动对生猪价格有较大的

影响，生猪价格和玉米价格又是影响ＣＰＩ走势的主

要因素，其上涨必然会引起通货膨胀预期，因此，生

猪价格和玉米价格一直受到我国政府的关注。对我

国生猪生产波动和生猪价格的形成机制及其变动规

律的研究较多：１）生猪生产波动研究。林智元
［１］认

为１９４７—１９８８年粮食和生猪生产同时出现了７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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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黄英伟等［２］研究表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后

生猪生产与粮食产量关系发生了变化。２）生猪价格

形成机制与波动研究。殷传麟［３］认为影响我国生猪

价格的因素有供求状况、疫病、饲料原料、替代品价

格、进出口贸易、流通费用、国家政策等。由于研究

方法和样本数据的不同，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猪

价格波动次数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吕杰等［４］认

为，１９８４—２００５年我国生猪价格经历了４次大周期

的波动。农业部认为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生猪产

业经历了６次波动。石有龙
［５］则认为，自１９８８年

后，我国生猪产业大概每隔３年就有１次生产波动。

辛贤［６］、曙光等［７］对生猪价格波动周期实证分析发

现，猪瘟、通货膨胀、自身生产周期和需求周期是影

响生猪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３）猪价运行规律研

究。孙志强［８］用蛛网理论分析了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的

活猪市场价格，发现生猪价格先后出现了收敛、封闭

和发散型的“蛛网现象”。武拉平［９］研究认为猪肉消

费地区价格变动是生猪生产地区价格变动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李秉龙等
［１０］发现猪肉波动受到国

家宏观调控、消费习惯、生产成本、收入和替代品价

格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王芳［１１］等以仔猪价

格、玉米价格、生猪价格、猪肉价格组成的养猪业价

格系统为研究对象，运用动态计量方法探讨它们之

间的均衡和引导关系，用分布滞后模型对养猪业价

格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

以上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也存在

一定的缺陷：如对养猪业价格波动规律的研究主要

是单独研究某一种价格，对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研

究较少，仅有研究也只侧重价格之间的线性关系，对

生猪价格与玉米价格之间的非线性动态调整关系研

究很少。本研究基于非线性的门限自回归方法，对

生猪价格与玉米价格间的动态调整关系进行研究，

以期为相关政府机构的决策提供参考。

１　门限自回归理论及方法

Ｅｎｄｅｒｓ等
［１２］综合和扩展Ｃｈａｎ

［１３］和Ｔｏｎｇ
［１４］的

门限自回归模型（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ＡＲ）、

Ｅｎｄｅｒｓ
［１５］的惯性门限自回归模型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ＴＡＲ），提出了门限自

回归和惯性门限自回归的分析方法。

ＥｎｇｌｅＧｒａｎｇｅｒ两步法线性回归：

犢狋＝α＋β犡狋＋μ狋 （１）

式中：犢 为生猪价格；犡 为玉米价格；α为常数项；β
为相关系数；μ狋为残差项，狋＝１，２，…。对式（１）的残

差μ狋进行平稳性检验：

Δμ狋 ＝狉μ狋－１＋∑
狆

犻＝１

γ犻Δμ狋－犻＋ε狋 （２）

式中：Δμ狋为μ狋的一阶差分；狉为自相关系数；γ犻为

一阶差分相关系数；狆为滞后阶数；ε狋为误差项。协

整检验的零假设为：狉＝０。拒绝零假设意味着μ狋为

犐（０）过程，根据Ｇｒａｎｇｅｒ定理可以得到误差修正模

型。如果残差μ狋的调整是非对称的，那么标准的两

步法协整检验的估计结果就可能不准确。假设残差

调整过程为ＴＡＲ，即：

Δμ狋 ＝犐狋狉１μ狋－１＋（１－犐狋）狉２μ狋－１＋∑
狆

犻＝１

γ犻Δμ狋－犻＋ε狋

（３）

式中犐狋为 Ｈｅａｖｉｓｉｄｅ示性函数：

犐狋＝
１　μ狋－１ ≥狇

０　μ狋－１ ＜｛ 狇
（４）

当残差≥门限狇时，调整系数为狉１；残差＜门限狇

时，调整系数为狉２。门限狇是未知的，可以与狉１ 和

狉２ 一起估计，μ狋 平稳的充要条件是：对任意狇，有

狉１＜０、狉２＜０、（１＋狉１）（１＋狉２）＜１，此时μ狋＝０为系

统长期均衡值，即犢狋＝α＋β犡狋；而ＥｎｇｌｅＧｒａｎｇｅｒ两

步法实际上就是狉１＝狉２ 的特殊情况。若示性函数

依赖于残差的变动，即：

犕狋＝
１　Δμ狋－１ ≥狇

０　Δμ狋－１ ＜｛ 狇
（５）

则满足 ＭＴＡＲ：

Δμ狋 ＝犕狋狉１μ狋－１＋（１－犕狋）狉２μ狋－１＋∑
狆

犻＝１

γ犻Δμ狋－犻＋ε狋

（６）

门限和门限自回归的检验方法分为：狇＝０和狇≠０

这２种情况
［１２］。

２　实证过程及结果

２．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玉米价格和生猪价格作为研究对象。

数据取自中国价格信息网，样本区间为２００４０１—

２００９０８（图１）。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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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４０１—２００９０８生猪价格与玉米价格的变化趋势

Ｆｉｇ．１　Ｔｒｅｎｄｏｆｈｏｇｐｒｉｃｅａｎｄｃｏｒｎｐｒｉｃｅ

ｆｒｏｍＪａｎ．２００４ｔｏＡｕｇ．２００９

２．２　回归分析

对生猪价格和玉米价格分别取对数进行回归检

验，经多次拟合比较得：

ｌｎ（犢）＝０．４７＋０．７６ｌｎ犡＋０．６５ｌｎ（犢（－１））＋０．４４犠（１）

（２．１８）（２．６８）（４．６９） （２．３０）

（７）

式中犠（１）为１阶滞后自回归项。回归检验结果表

明，式（７）中所有系数的 犜 值都是显著的，犚２＝

０．９３，拟合效果良好；一阶与二阶自相关系数结果说

明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同时可以判断当期的生

猪价格与当期的玉米价格呈现显著正相关，玉米价

格是影响生猪价格重要因素，生猪价格具有惯性，与

上一期生猪价格正相关，这与市场的实际情况一致。

２．３　单位根及协整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生猪价格与玉米价格之间的关

系，继续进行协整检验。根据Ｇｒａｎｇｅｒ定理，在非平

稳数据间进行分析前，必须进行平稳性检验，本研究

采用常用的 ＡＤＦ检验。结果表明，猪粮价格都存

在单位根（表１），都是犐（１）过程，可进行接下来的

表１　生猪价格和玉米价格单位根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Ｕｎｉｔｒｏｏｔｔｅｓｔｏｆｈｏｇｐｒｉｃｅａｎｄｃｏｒｎｐｒｉｃｅ

　ＡＤＦ检验 玉米价格 生猪价格 ５％临界值

　水平检验 －０．９０ －１．７８ －２．９０

　一阶差分检验 －７．１９ －５．８０ －３．４４

　　注：单位根检验含截距项，无趋势项；，１％置信度水平显著，

表２同。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见表２（仅列出

滞后２期的检验结果）：玉米价格变化（滞后４期，

大约为生猪１个生产周期）是引起生猪价格变化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继续对其进行ＥＧ协整检验，得到

其统计量犜值为－４．２４，而对应５％置信度的临界

值为－３．４３，因此在５％置信度下玉米价格与生猪

价格存在线性协整关系；综合前面回归和协整检验

的结果，生猪价格与玉米价格长期存在较稳定关系。

表２　玉米价格与生猪价格犌狉犪狀犵犲狉因果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２　Ｇｒａｎｇｅｒｔｅｓｔｏｆｈｏｇｐｒｉｃｅａｎｄｃｏｒｎｐｒｉｃｅ

原假设 统计量 概率

玉米价格变化不是生猪价格

变化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３．２２

　

０．０２

　

生猪价格变化不是玉米价格

变化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２４

　

０．９２

　

　　注：样本数６６，滞后４期。

２．４　门限自回归检验

在现实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对偏离均衡关

系的调整可能是非线性和非对称的。例如，如果预

期未来生猪价格会持续上涨，势必会形成通货膨胀

预期，考虑到其不良后果，政府往往会较快地采取措

施使其下降，而对于生猪价格下降，政府就不一定会

迅速采取措施使生猪价格上升。有鉴于此，继续对

两者关系进行检验。首先对两者进行回归，得：

犢 ＝－１０．９２＋１３．４２犡＋μ狋 （８）

分别对于生猪价格和玉米价格进行门限自回归和惯

性门限自回归的检验，即对式（３）和式（６）进行估计。

根据ＡＩＣ准则确定滞后项阶数狆＝１，对狇＝０和

狇≠０，采用 ＥｎｄｅｒｓＳｉｋｌｏｓ提供的方法，分别采用

ＴＡＲ和 ＭＴＡＲ 模型估计，根据 ＡＩＣ 最小准则，

狇≠０时，ＭＴＡＲ的模型效果最好，且满足Ｅｎｄｅｒｓ

Ｓｉｋｌｏｓ临界值。本研究采用Ｅｖｉｅｗｓ６．０编程计算，

结果见表３。

根据统计量临界值（表４）和门限自回归检验结

果（表３），以及η和准则
［１２］发现，各种情况都满足

不能拒绝不存在门限自回归关系的零假设，因此，生

猪价格与玉米价格存在门限自回归（包括一般门限

自回归、惯性门限自回归）关系。根据 ＡＩＣ、η和

准则，ＭＴＡＲ模型在狇≠０时检验结果最好，此时

狇＝－０．０３８，狉１＝－０．１７７，狉２＝－０．８４６均小于０，

说明μ狋是收敛的，而且协整残差的正向调整和负向

０５１



　第１期 徐小华等：生猪价格与玉米价格动态调整关系研究

表３　玉米价格与生猪价格门限自回归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ｃ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ｏｆｈｏｇｐｒｉｃｅａｎｄｃｏｒｎｐｒｉｃｅ

方 法 狇 狉１（犜） 狉２（犜） γ１（犜） ＡＩＣ  （犘）

ＴＡＲ ０ －０．２８７（－２．７２９） －０．３１９（－２．９８８） ０．３３７（２．８９０） －２．７６ ７．７０ ０．０４７（０．８２９）

０．１０６ －０．３９９（－３．３２２） －０．２４４（－２．５６８） ０．３３３（１２．８８０） －２．７７ ８．３４ １．０８２（０．５６４）

ＭＴＡＲ －０．０３８ －０．１７７（－２．３７６） －０．８４６（－５．７７３） ０．３９４（３．７９１） －３．０１ １８．５９１７．５６７（０．００１）

０ －０．２０６（－２．３７６） －０．４１８（－５．７７２） ０．３３５（２．９２４） －２．７９ ９．０２ ２．１８４（０．１４４）

　　注：狇为门限值；狉１和狉２为２个门限下的调整回归系数；γ１为一阶差分相关系数；ＡＩＣ为估计方程对应的赤池信息准则值；（犘）为狉１＝

狉２＝０时的犉值；为检验狉１＝狉２的犉统计量，括号内为犘值。、分别表示５％和１％置信度水平显著。

表４　犈狀犱犲狉狊犛犻犽犾狅狊
［１２］提供的各置信水平的临界值分布

Ｔａｂｌｅ４　Ｅｎｄｅｒｓ＆Ｓｉｋｌｏ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ｓ

置信水平
ＴＡＲ（狇＝０） ＴＡＲ（狇≠０） ＭＴＡＲ（狇＝０） ＭＴＡＲ（狇≠０）

 η  犓  犓  η

１０％ ５．９２ －１．９２ ６．２０ －１．７０ ５．５６ －１．８２ ５．９９ －１．７１

５％ ６．９３ －２．１６ ７．３１ －１．９７ ６．６７ －２．０７ ７．１４ －１．９８

１％ ９．１８ －２．６４ １０．００ －２．５９ ９．３２ －２．５７ ９．９３ －２．５１

　　注：获得临界值的样本容量为５０；η为狉１、狉２估计系数对应犜值的中的最大值，犓为最大犜 值的临界值。

调整都是显著非零的。狉１ 和狉２ 对应的２个犜值最

大的为－２．３７６，在临界值（－２．３７）之外， ＝

１８．５９＞８．８４，都在１％置信水平满足拒绝生猪价格

与玉米之间不存在惯性门限自回归原假设的条件，

即 ＭＴＡＲ检验结果表明生猪价格与玉米价格之间

存在１个惯性门限自回归关系，即两者之间短期内

存在非对称的惯性协整关系，该关系可以表示为：

Δ^μ狋＝－０．１７７犕狋^μ狋－１－０．８４６（１－犕狋）^μ狋－１＋０．３９４Δ^μ狋－１

（－２．３７６）（－５．７７８） （３．７９１）（９）

其中：犕狋 ＝
１　Δμ狋－１ ≥－０．０３８

０　Δμ狋－１ ＜－０．｛ ０３８
，表示１％置

信度显著。检验狉１＝狉２ 时犉 统计量的（犘）值为

１７．５６７，犘＝０．００１，表示狉１ 与狉２ 在统计意义上不

相等，即生猪价格与粮食价格在偏离均衡关系时，存

在偏离的惯性，其偏离程度的变化（误差项变化即

Δμ狋）的调整回归系数不相等的。同样，在ＴＡＲ的

检验中，由于狇≠０与狇＝０时两者 ＡＩＣ值几乎相

同，因此从η和准则显著性程度进行判断，总体

上，狇＝０时ＴＡＲ的检验结果要优于狇≠０时，此时

不存在门限，狉１ ＝－０．２８７，狉２ ＝－０．３１９均小于０，

说明μ狋是收敛的，而且协整残差的正向调整和负向

调整都显著非零。狉１和狉２对应的２个犜值最大的为

－２．７２９，在１％临界值－２．６４之外，＝７．６９７，在

５％临界值６．９３之外，在５％置信度水平满足拒绝

生猪价格与玉米之间不存在协整原假设的条件，即

ＴＡＲ检验结果表明玉米价格与生猪价格之间存在

门限自回归关系：

Δ^μ狋＝－０．２８７犐狋^μ狋－１－０．３１９（１－犐狋）^μ狋－１＋０．３３７Δ^μ狋－１

（－２．７２９）（－２．９８８） （２．８９０）

犐狋＝
１　μ狋－１ ≥０

０　μ狋－１ ＜｛ ０
（１０）

检验结果中（犘）＝０．０４７，犘＝０．８２９，表明狉１＝狉２，

即生猪价格与玉米价格在偏离均衡关系时，其调整

回归系数相等，与前面ＥＧ检验结果两者之间存在

线性协整关系相一致（ＥＧ 协整是门限自回归的

特例）。

３　结果分析

在惯性门限自回归中，狘狉１狘＜狘狉２狘，说明生猪

价格与玉米价格在偏离均衡关系时，其调整回归系

数是非对称的：当偏离程度增加时，其调整速度较

慢；而当偏离程度减少时，调整速度较快，调整会维

持较短时间。

笔者认为生猪的农产品特征是引起这一现象的

根本原因。从仔猪到生猪出栏生产时间较长（一般

３～４个月），当市场供需失衡时，作为最敏感的生猪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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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就会出现大涨大跌的现象；由于市场上的供需

信息不够透明，以及广大农村信息设施落后，养殖户

较难获取生猪市场信息，其在作出养猪决策时，容易

出现跟风。当肉价上涨且猪肉供应量较少时，在价

格惯性作用下，生猪价格会在一段时间会保持较高，

此时养殖户积极性较高；而１个生产周期后，大量猪

肉上市，造成生猪价格下跌，由于惯性会在低价保持

较长一段时间，供需之间的失衡需要一段时间消化，

生猪价格会继续下跌，此时调整速度较慢，调整回均

衡状态的时间较长，如果生猪价格下跌跌破盈亏平

衡点，猪农就会减少养猪的数量，极端情况下甚至被

迫宰杀母猪。

在ＴＡＲ协整检验中，从统计意义上满足偏离

系数狉１＝狉２，说明生猪价格与玉米价格在偏离均衡

关系时，其调整回归系数相等，与前面ＥＧ检验的

两者存在协整关系相一致（它是门限自回归的特

例）。由于玉米价格是生猪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猪

农与粮食生产商同属一条产业链，其总体利益一致，

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且经济规律终究要发

挥作用，因此两者在长期看存在协整关系，其偏离均

衡时的调整是对称的。

４　结论及建议

生猪价格与玉米价格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ＥＧ两步协整检验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对

其进行ＥｎｄｅｒｓＳｉｋｌｏｓ门限自回归检验发现，生猪价

格与玉米价格之间存在非对称的惯性门限自回归关

系，这为有关部门在生猪价格波动时候建立响应机

制，采取干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要尽早采取措

施，防止生猪价格的大涨大跌，在生猪价格下跌阶段

就启动发布预警信息，尽早采取适当的扶持措施，如

疫苗免费、饲养母猪补助、母猪保险等，同时新建更

多冷储设施增加冷冻肉储备；在生猪价格上升阶段

就采取相应的抑制措施，如投放储备肉，进口猪肉调

节供求等。

自１９８８年我国推动价格改革以来，政府逐步放

松对猪肉、粮食价格的管制，供求关系对生猪价格和

玉米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大，玉米价格、生猪价格逐渐

体现出成熟市场的特征，其价格变化也逐渐成为影

响ＣＰＩ走势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当前通胀预期不

断上升的情况下，管理层在制定相关货币政策时，要

充分关注生猪价格和玉米价格的走势，适当的时候，

可以考虑进一步改进统一价格信息发布平台，以较

高地频率定期公布全国主要地区平均生猪价格和玉

米价格，将相关信息并迅速、准确地传递给基层猪农

和广大消费者，以形成良好的市场预期。同时，在采

取政策措施影响猪价走势及引导猪农养猪决策的同

时，充分考虑两者之间的惯性非对称调整，尽可能地

在消费者利益和猪农利益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点，

加强对生猪流通领域的调控力度，以更好地为国民

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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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１，１９（２）：

１６６１７６

［１３］ＣｈａｎＫａｎＳｈｉ．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ｏｆａ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Ｊ］．

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９３，２１（１）：５２０５３３

［１４］ＴｏｎｇＨｕｉ，ＬｉｍＫａｎＳｈｉ．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ｃｙｃｌｅｓ

ａｎｄｃｙｃｌ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８０，４２（３）：２４５２９２

［１５］ＥｎｄｅｒｓＷ，ＧｒａｎｇｅｒＣ Ｗ Ｊ．Ｕｎｉｔｒｏｏｔｔｅｓｔｓａｎｄ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ｒ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ａｔ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９９８，１６：３０４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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