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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市场价格短期预测方法与模型研究

———基于时间序列模型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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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农产品市场价格的预见性，及早采取措施减缓价格波动，以全国西红柿月度批发市场价格为预测

目标，综合利用季节虚拟变量法、ＣｅｎｓｕｓＸ１２法、移动平均比率法、ＨｏｌｔＷｉｎｔｅｒｓ季节指数平滑法、ＳＡＲＩＭＡ法等建

立短期预测模型，并根据模型预测误差大小赋予不同的权重值，从而建立组合预测方法。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单一

模型预测误差波动较大，总体上随着预测周期变长精度下降。在２００９年的评估预测中，所建立的５个单一短期预

测模型平均绝对误差百分比（ＭＡＰＥ）为１０％左右，其中 ＨｏｌｔＷｉｎｔｅｒｓ季节指数平滑法建立的短期预测模型精度最

高，ＭＡＰＥ为６．８１％。如果预测提前期为３个月，ＳＡＲＩＭＡ模型的预测精度更高，准确率达到９５％以上。在实证

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组合预测方法对２０１０年西红柿价格进行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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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农产品价格受市场供求、生产成本、市场流

通、自然气候以及突发事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短期

波动十分频繁。开展农产品市场价格短期预测研

究，对有效指导农民及时调整生产和规避市场风险，

提高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效率，促进现代农业

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国内外研究动态看，短期预测在社会经济、电

力负荷、交通运输等领域取得了较大进展。在农产

品市场预测方面，Ｈｅｎｒｙ选择降雨量、温度２个影响

因素对美国棉花产量进行回归预测，预测结果比当

时美国农业部的预测结果更为准确［１］。Ｓａｒｌｅ研究

表明工业股票价格、芝加哥二等混合玉米期货价格、

玉米与生猪价格比、芝加哥生猪期货价格等４个影

响因素与生猪市场价格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并利用

１８８７—１９２４年的样本数据建立了生猪价格预测方

程，方程拟合优度达０．７５
［２］。Ｓｍｉｔｈ研究认为尽管

农作物当年的价格是影响下一年种植面积的重要因

素，但由于农作物间存在“争地”问题，在食物和饲料

价格较高的情况下，较高的棉花价格并不代表棉花

种植面积会增加［３］。Ｅｚｅｋｉｅｌ采用生猪影响因素回

归预测法和基于生猪消费需求曲线预测方法进行价

格预测，结果表明２种方法各有优缺点，预测精度

很接近［４］。综上，早期研究主要是针对影响因素的

回归方程预测法，而现代时间序列模型法的真正兴

起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Ｊａｒｒｅｔｔ采用指数平滑法对

澳大利亚羊毛价格进行短期预测结果表明，指数平

滑法 对 转 折 点 的 预 测 具 有 优 势［５］。１９７０ 年，

Ｓｃｈｍｉｔｚ和 Ｗａｔｔｓ发表了介绍ＢｏｘＪｅｎｋｉｎｓ法和指

数平滑法的文章，并应用这２种方法对生猪日价格

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时间序列法与因果关系模型相

比并不逊色［６］。在预测方法方面，主要采用计量经

济方 法，如 三 时 点 预 测 模 型［７］、ＶＡＲ 模 型
［８］、

ＡＲＩＭＡ模型
［９１２］、ＧＡＲＣＨ 模型

［１３］、马尔可夫模

型［１４］和人工神经网络［１５］等。已有研究以单一模型预

测较为常见，综合采用多种方法预测的较少，特别是

在组合预测研究方面更属于空白。本研究旨在突破

农产品市场价格预测技术，增强短期价格的预见性。

１　常用时间序列短期预测方法及模型

随着计量经济建模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时间序

列分析与预测［１６］得到了广泛应用。目前，常用的时

间序列短期预测方法与模型主要有时间趋势外推

法、季节分解法、指数平滑法和ＢｏｘＪｅｎｋｉｎｓ法。

１）趋势外推法。当时间序列具有某种上升或下

降的趋势，并且无明显的季节波动时，通常采用简单

趋势外推预测模型，主要包括多项式曲线预测模型、

指数曲线预测模型、对数曲线预测模型、生长曲线预

测模型等４种
［１７］。当既有某种上升或下降趋势，又

存在季节性波动时，需要加入季节虚拟变量。常用

方法有截距变动模型、斜率变动模型、截距和斜率同

时变动模型。

２）季节分解法。将影响时间序列变化的因素分

为４种：长期趋势因素（ｔｒｅｎｄ，犜），表示随着时间变

化按照某种规律稳步上升、下降或保持在某一水平

上；季节变动因素（ｓｅａｓｏｎａｌ，犛），表示在１个年度内

依一定周期规律性变化；循环变动因素（ｃｉｒｃｌｅ，犆），

表示以若干年为周期的变动变化；不规则变动因素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犐），表示不可控的偶然因素，如地震、水

灾、恶劣天气、罢工和意外事故等［１８］。季节分解常

用模型有：乘法模型（犢＝犜犛犆犐）和加法模型（犢＝

犜＋犛＋犆＋犐）。

３）指数平滑法。以本期实际数和本期预测数为

基础，引入１个简化加权因子（平滑系数）的一种指

数平滑预测法。常用的指数平滑法有单指数平滑

法、双指数平滑法、Ｂｒｏｗｎ二次（或高次）多项式指

数平滑法、Ｈｏｌｔ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ｓ非季节模型、Ｈｏｌｔｅｒ

Ｗｉｎｔｅｒｓ季节乘法模型和 Ｈｏｌｔ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ｓ季节加法

模型［１８］。

４）ＢｏｘＪｅｎｋｉｎｓ法。如果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

先将序列变成平稳序列，变化后的新序列仍保持原

时间序列的随机性［１９］。主要模型包括：自回归模型

（ＡＲ）、移动平均模型（ＭＡ）、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

（ＡＲＭＡ）或差分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ＡＲＩＭＡ或

ＳＡＲＩＭＡ）。

２　农产品市场价格短期预测模型的建立

本研究选择西红柿批发市场价格为研究对象。

原始数据资料来源于农业部５１１个定点批发市场的

日价格监测数据，经加权平均后计算为全国的月度

价格数据。从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西红柿的月度价格变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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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看，其波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趋势性（图１）。

因此考虑采用季节虚拟变量回归预测法、Ｃｅｎｓｕｓ

Ｘ１２季节分解法、移动平均比率法、ＨｏｌｔＷｉｎｔｅｒｓ季

节指数平滑法和差分自回归移动平均法 （ＳＡＲＩＭＡ）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全国西红柿月度批发价格

Ｆｉｇ．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ｔｈｌｙｗｈｏｌｅｓａｌｅｐｒｉｃｅｏｆｔｏｍａｔｏ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００ａｎｄ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９

５种方法分别建立农产品市场价格短期预测模型，

建模过程所使用的软件为Ｅｖｉｅｗｓ５．０。

１）模型１：基于季节虚拟变量法。

根据经验选择虚拟变量截距变动模型建模，模

型参数估计结果见表１。回归方程调整的可决系数

为０．８５，残差自相关检验值为２．０８，回归方程的显

著性检验（犉检验）值为０。

残差的ＢＧ自相关检验和怀特异方差检验都

表明，在０．０５的显著水平下接受原假设，即残差不

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综合可知，模型总体拟合效

果较好，因此可建立短期预测方程如下：

犘狋＝０．３６０５＋０．００２０犜＋０．０６５８犇１－　　

０．５６７９犇２－０．２７８３犇３＋

０．８３８６犘狋（－１）－０．３６８７犘狋（－２） （１）

式中：犘狋为西红柿当期价格，犘狋（－１）和犘（－２）为

滞后１期和２期的价格；犜 为时间变量，犜＝１，２，

…，犖；犇犻 为季节虚拟变量，取值为０或１，犻＝１，２，

３，分别表示１，２和３季度。

表１　季节虚拟变量截距变动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ｄｕｍｍ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ｍｏｄｅｌ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狋值 相伴概率

犆 ０．３６０４５２ ０．０７４８０４ ４．８１８６４２ ０．００００

犜 ０．００２０１０ ０．０００８４３ ２．３８４８４８ ０．０１８８

犇１ ０．０６５７６０ ０．０８２２００ ０．７９９９９５ ０．４２５４

犇２ －０．５６７９０９ ０．０７１８４３ －７．９０４８７６ ０．００００

犇３ －０．２７８２６２ ０．０７２５９８ －３．８３２８９０ ０．０００２

犘（－１） ０．８３８５７３ ０．０６２３２４ １３．４５５１２０ ０．００００

犘（－２） －０．３６８７３７ ０．０９５３７３ －３．８６６２５３ ０．０００２

　　注：犆为截距项；犜为时间变量；犇犻为季节虚拟变量，犻＝１，２，３，分别表示１、２和３季度；犘（－１）和

犘（－２）分别为滞后１和２期的价格。

　　２）模型２：基于ＣｅｎｓｕｓＸ１２的季节分解法。

采用ＣｅｎｓｕｓＸ１２乘法模型，价格序列犘 季节

分解后得到的各个因素序列见图２；价格序列犘经

季节分解后得到的季节因子见表２。可以看出，季

节因子“两头大，中间小”的特征与西红柿价格波动

的季节性规律吻合，季节因子随年份变化略有不同。

由于季节分解后的新序列犚 表现出明显的非

线性趋势，经比较采用３次曲线拟合建模是最优的。

根据序列犚数据建立的趋势预测方程为：

犚＝１．３２１８－０．００２３犜＋０．０００１犜２＋

１．２６×１０－８犜３ （２）

式中犜＝１，２，…，犖。根据式（２）和季节因子犛，得

到相应的价格序列犘的预测方程：

犘狋＝犚狋犛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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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价格序列犘季节分解后得到的各个序列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ｒｉ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ＣｅｎｓｕｓＸ１２ｍｅｔｈｏｄ

表２　基于犆犲狀狊狌狊犡１２季节分解法计算的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的季节因子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２００９ｔｏ２０１０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ｅｎｓｕｓＸ１２

年 份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２００９ １．２９５ １．３６９ １．３８９ １．３４７ １．０３５ ０．６４２ ０．６１４ ０．６９４ ０．７７５ ０．８７６ ０．９０４ １．０５４

２０１０ １．２９４ １．３６９ １．３９５ １．３４５ １．０３７ ０．６４４ ０．６１５ ０．６９３ ０．７７３ ０．８７２ ０．９０３ １．０５３

　　３）模型３：基于移动平均比率法。

采用移动平均比率法得到的价格序列犘 季节

因子见表３。移动平均季节调整后得到的新序列犝

呈现非线性趋势（图３），经比较采用３次曲线拟合

建模最优。根据序列犝 数据建立的趋势预测方程

如下：

犝＝１．２６４３－０．００２６犜＋０．０００１犜２－

６．０９×１０－８犜３ （３）

式中犜＝１，２，…，犖。根据式（３）和相应的季节因子

（用犉表示），相应的价格序列犘预测方程为：

犘狋＝犝狋犉狋

表３　基于移动平均比率法计算的季节因子

Ｔａｂｌｅ３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

ｍｏｖｉｎｇ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ａｔｉｏｍｅｔｈｏｄ

月 份 季节因子 月 份 季节因子

１ １．３９８ ７ ０．５８８

２ １．４２４ ８ ０．７０６

３ １．４４２ ９ ０．８１８

４ １．３９８ １０ ０．９３３

５ １．０４４ １１ ０．９７２

６ ０．６７８ １２ １．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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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移动平均比率法季节分解后的新序列犝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ｎｅｗｓｅｒｉｅｓ犝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ｍｏｖｉｎ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ａｔｉｏｍｅｔｈｏｄ

　　模型４：基于 ＨｏｌｔＷｉｎｔｅｒｓ季节性指数平滑法。

采用ＨｏｌｔＷｉｎｔｅｒｓ乘法模型，价格序列犘预测

方程参数估计结果为：α＝０．７８０；β＝０．０００；γ＝

０．０００。

模型５：基于ＳＡＲＩＭＡ分析法。

首先对价格序列犘进行平稳性检验，确定价格

序列最终达到平稳阶数。由于不同年份间月度价格

波动较大，通过取自然对数法消除数据之间的差异，

用ｌｎ犘表示为序列犘 取自然对数后的序列，其ＡＤＦ

检验结果见表４。由于序列ｌｎ犘 的检验结果狋＝

－１．７６８，大于１％和５％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因

此在０．０１或０．０５显著水平下接受原假设，即序列

ｌｎ犘存在单位根。

对序列ｌｎ犘进行一阶差分，令ｄ（ｌｎ犘）＝ｌｎ犘－

ｌｎ犘（－１），序列ｄ（ｌｎ犘）平稳性检验狋值为－６．６７９，

表４　序列犾狀犘和犱（犾狀犘）的犃犇犉平稳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４　ＡＤＦｓｔａｂｌ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ｒｉｅｓｌｎ犘ａｎｄｄｌｎ犘

序列 狋统计量
临界值

１％ ５％ １０％

ｌｎ犘 　 －１．７６８ －２．５８５ －１．９４４ －１．６１５

ｄ（ｌｎ犘） －６．６７９ －２．５８５ －１．９４４ －１．６１５

　　注：序列ｌｎ犘检验的狋统计量伴随概率为０．０７３，序列ｄ（ｌｎ犘）检

验的狋统计量伴随概率为０．０００。

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即序列

ｄ（ｌｎ犘）为平稳序列。

观察序列ｄ（ｌｎ犘）自相关图，滞后阶数犓＝１２

或２４时自相关系数显著不为０（在随机区间之外），

表明季节性存在。对序列ｄ（ｌｎ犘）进行一阶季节差

分，用ｓ［ｄ（ｌｎ犘）］表示季节差分后得到的新序列，即

ｓ［ｄ（ｌｎ犘）］＝ｄ（ｌｎ犘）－ｄ（ｌｎ犘（－１２））。一阶季节差

分后自相关和偏相关系数很快地落入随机区间，但

滞后阶数犓＝１２时自相关系数仍然不为０。对序列

进行二阶季节差分后，发现序列季节性并没有得到

明显改善，故只做一阶季节差分。因此，对价格序列

犘建立ＳＡＲＩＭＡ（狆，犱，狇）（犘，犇，犙）
１２模型。

由序列ｓｄｌｎ犘的偏相关图可知狆＝２或狆＝４，

自相关图可知狇＝２或狇＝４。由于犓＝１２时，自相

关和偏相关系数都显著不为０，所以犘＝犙＝１。序

列进行了滞后１期差分和一次季节性差分，故犱＝

１，犇＝１。因此，价格序列 犘 可选择的模型有：

ＡＲＩＭＡ（２，１，２）（１，１，１）１２、ＡＲＩＭＡ（２，１，４）

（１，１，１）１２、ＡＲＩＭＡ（４，１，２）（１，１，１）１２、ＡＲＩＭＡ（４，

１，４）（１，１，１）１２。经比较，模型 ＡＲＩＭＡ（２，１，４）（１，

１，１）１２最优，其方程参数估计结果见表５。回归方程

表５　犛犃犚犐犕犃模型参数估计与相关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５　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ＡＲＩＭＡ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狋值 相伴概率

ＡＲ（１） ０．０７２５８０ ０．０９１７０２ ０．７９１４８０ ０．４３０９

ＡＲ（２） －０．６５９４２５ ０．０９１００９ －７．２４５７０８ ０．００００

ＳＡＲ（１２） －０．５４４９５６ ０．０９２２１６ －５．９０９５３２ ０．００００

ＭＡ（１） －０．３５７８６６ ０．０７３１４８ －４．８９２３７５ ０．００００

ＭＡ（２） ０．３９３７０４ ０．１００４１４ ３．９２０８１４ ０．０００２

ＭＡ（３） －０．０１２３１７ ０．０８９５０６ －０．１３７６０７ ０．８９０９

ＭＡ（４） －０．６０１５３６ ０．０８８６７９ －６．７８３３２６ ０．００００

ＳＭＡ（１２） －０．８７３１６６ ０．０３７４７４ －２３．３００３９０ ０．００００

　　注：因变量为Ｄ（ｌｇ犘，１，１２）。ＡＲ（１）、ＡＲ（２）分别表示一阶和二阶自回归变量；ＳＡＲ（１２）表示季节自回归

变量；ＭＡ（１）、ＭＡ（２）、ＭＡ（３）、ＭＡ（４）分别表示滞后１期、２期、３期和４期的残差变量；ＳＭＡ（１２）表示季节

移动平均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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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可决系数为０．７７，残差自相关检验值为２．０２。

３　短期预测模型的评价分析

为评价本研究所建立的５个单一农产品市场价

格短期预测模型，分别应用其对２００９０１—１２月全

国西红柿价格进行评估预测，比较不同模型的预测

精度。评估预测结果见表６。

表６　采用不同短期预测模型得到的２００９年

西红柿价格预测结果

Ｔａｂｌｅ６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ｏｍａｔｏｅｓｐｒｉｃｅｉｎ２００９

ｕｓ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ｍｏｄｅｌｓ 元／ｋｇ

日 期 实际值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２００９０１ ３．０６ ２．５３ ３．０７ ３．１７ ２．６５ ２．９２

２００９０２ ３．００ ２．７５ ３．２７ ３．２６ ３．０１ ３．００

２００９０３ ３．０９ ２．９２ ３．３５ ３．３３ ３．０２ ２．８３

２００９０４ ３．１２ ２．４７ ３．２９ ３．２６ ３．００ ２．６３

２００９０５ ２．６４ ２．１１ ２．５５ ２．４５ ２．２７ ２．０４

２００９０６ １．７１ １．７８ １．５９ １．６１ １．６５ １．４５

２００９０７ １．５４ １．８０ １．５４ １．４１ １．５３ １．３１

２００９０８ １．８７ １．８３ １．７６ １．７１ １．８６ １．６６

２００９０９ ２．１２ １．８５ １．９８ ２．００ ２．１５ １．９４

２００９１０ ２．０４ ２．１５ ２．２５ ２．３０ ２．４０ ２．１９

２００９１１ ２．５４ ２．４０ ２．３５ ２．４１ ２．２５ ２．２６

２００９１２ ３．３９ ２．６２ ２．７６ ２．８６ ２．９６ ２．６５

　　注：模型１，２，…，５分别表示基于季节虚拟变量回归预测法、

ＣｅｎｓｕｓＸ１２季节分解法、移动平均比率法、ＨｏｌｔＷｉｎｔｅｒｓ季节指数

平滑法和季节差分自回归移动平均法所建立的农产品短期预测模

型。下表同。

用绝对百分比误差（ＡＰＥ）表示预测值与实际

值的误差，计算公式如下：

ＡＰＥ＝
狘犡犳－犡ｏｂｓ狘

犡ｏｂｓ
×１００％

式中：犡犳 为模型拟合值或预测值；犡ｏｂｓ为实际观察

值。不同模型得到的评估预测结果差异显著。模型

２和模型５的绝对百分比误差最小值为０，说明预测

值与实际值相等；模型１和模型５的绝对百分比误

差最大值分别为２２．７１％和２２．７３％，表明拟合效果

不理想。总体上，５个模型的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

（ＭＡＰＥ）均可以满足短期预测的要求，其中模型４

的预测精度最高，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仅为６．８１％

（表７）。

表７　不同短期预测模型预测效果比较

Ｔａｂｌｅ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ｍｏｄｅｌｓ ％

模 型
绝对百分比

误差最小值

绝对百分比

误差最大值

平均绝对百

分比误差

模型１ ２．１４ ２２．７１ １１．７９

模型２ ０ １８．５８ ６．８７

模型３ ３．５９ １５．６３ ７．８１

模型４ ０．３３ １７．６５ ６．８１

模型５ ０ ２２．７３ １１．７９

４　农产品市场价格短期预测模型的应用

由前面分析可知，所建立的５个单一模型均可

用来短期价格预测，但由于每个模型都有局限性，为

充分利用每个模型的优点，组合预测是一个较好的

办法。本研究中组合预测的权重设置根据误差大小

分配，误差越小权重越大，越差越大权重越小。权重

的计算公式为：

狑犻＝
１

ＭＡＰＥ（ ）犻 ∑
狀

犻

１

ＭＡＰＥ（ ）犻
式中：ＭＡＰＥ犻表示第犻个模型的平均绝对百分比误

差。应用所建立的５个模型对２０１００１—１２全国西

红柿价格进行预测，得到的组合预测结果见表８。

表８　２０１０年西红柿价格单一模型和组合模型预测结果

Ｔａｂｌｅ８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ｏｍａｔｏｅｓ’ｐｒｉｃｅｉｎ２０１０

ｕｓｅｄｓｉｎｇｌ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元／ｋｇ

日 期 模型１模型２模型３模型４模型５ 组合模型

２０１００１ ３．４３ ３．４３ ３．５４ ４．０９ ３．５２ ３．６３

２０１００２ ３．３０ ３．６６ ３．６３ ４．１４ ３．９４ ３．７６

２０１００３ ３．４７ ３．７５ ３．７１ ４．１６ ４．００ ３．８４

２０１００４ ３．０４ ３．６６ ３．６３ ４．０５ ３．４９ ３．６４

２０１００５ ２．５９ ２．８４ ２．７４ ２．９７ ２．４３ ２．７６

２０１００６ ２．１８ １．７８ １．７９ １．９１ １．６５ １．８５

２０１００７ ２．１７ １．７２ １．５７ １．７３ １．４９ １．７２

２０１００８ ２．１７ １．９５ １．９０ ２．０８ １．６８ １．９６

２０１００９ ２．１６ ２．２０ ２．２２ ２．４０ １．９８ ２．２２

２０１０１０ ２．４３ ２．５０ ２．５６ ２．７１ ２．４８ ２．５５

２０１０１１ ２．６６ ２．６２ ２．６８ ２．８８ ２．４６ ２．６８

２０１０１２ ２．８６ ３．０９ ３．１９ ３．４４ ２．７７ ３．１２

　　注：组合模型预测值犘＝∑
狀

犻＝１

犘犻狑犻，其中，犘犻为第犻个单一模型

的预测值，狑犻为第犻个单一模型的权重值。

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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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及讨论

１）短期预测的提前期越长（１２个月以内都可称

为短期），预测精度将会下降。从本研究的预测评价

结果中可以看出，如果将短期预测的提前期由１年

变为３个月以内，５个模型的预测精度均可以达到

９０％以上，且季节差分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明显优

于其他４个模型。

２）对突发性因素引发的波动异常值拟合效果不

理想。本研究中，５个短期价格预测模型对拐点或

异值点的评估预测误差均在１０％以上。

农产品市场价格短期预测是一个难题，其预测

结果是否有意义主要取决于预测精度。农产品市场

价格短期预测的建模主要依据历史数据资料所包含

的信息，由于影响市场价格短期波动的突发性因素

对历史数据的影响没有记载，且对未来市场价格的

影响也存在随机性，加上市场交易过程中个人行为

也存在随机性等等，致使市场价格短期预测很难做

到没有误差。本研究认为，要提高农产品市场价格

短期预测的应用性，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下问题：

１）短期预测模型的选择。通常情况下，不同的

预测模型综合信息的方式不一样；实际数据资料也

不可能完全具有某一个模型所描述的规律，因此要

选择尽可能地与实际数据所反映的规律接近的预测

模型或研究新的预测模型。本研究中的价格为月度

数据，如果是日度数据或周数据或旬数据，短期建模

的方法选择可能不尽相同，预测精度也会有所提高。

２）突发性因素的考虑及模型化问题。一般地，

常态性因素在短时间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突发

因素的影响往往具有短暂性和脉冲性的特点，如气

象因素对价格变化的影响往往具有区域性、时间性

和季节性，各种突发因素对价格变化的影响及其建

模仍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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