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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在收集整理枚食集市价格和消费物价月度数据的墓础

上
,

利用均衡修正模型对中国 198 7一
~

199 9 年粮价变动与通货膨胀关系进行协
整分析

.

有很强的经脸证据
,

说明通货膨胀与市场救价存在长期均衡 关系
,

因

果关系走向是通货膨胀影响报价变动
,

而不是粮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
.

另外
,

研究还发现
,

我国长期真实报价墓本不变
,

说明传统认为粮食相对紧缺度会不

断上升的观点缺乏依据
.

然而
,

粮价对通货膨胀冲击做出反应时
,

通常会发生

过度或超 t 调节
.

关健词 通货膨胀
,

粮食价格
,

协整分析

随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

我国粮食供求关系从长期短缺转变为相

对紧缺与过剩交替
.

粮食市场波动一 方面 受部 门性因素影 响
,

另一 方面又 与

宏观经济运行的阶段性特征存在关联
.

粮食波动的宏观背景
,

或更一般地说
,

粮食市场 与宏观经济互动关系
,

是市场经济环境下需要研 究的新 问题
.

90 年代中期关于粮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关系的讨论
,

已经显示 出这 一 主鹿

的现实重要性
.

90 年代初 新一轮经济增长启动不久便面临通货膨胀压 力
,

19 9 4 年物价上涨超过 2 0%
,

成为改革以来通货膨胀 最严重 的年份
.

市场粮价

也于 19 9 3 年底 开始急速上升
,

到 1 99 6 年累计增长约 一倍 以上
.

于是这二 者

的关系成为研究和决策部 门关注的问题
.

研究人 员提 出两种解释观 点
.

第一

种认为
,

19 9 3 年稻谷减产导致粮价 上涨
,

粮价 上涨导致通货膨胀
.

另一种观

点认为
,

通货膨胀通过农户存粮行为变动引起粮价上涨
.

第一种观点影响较

大
,

并对 9 0 年代中后期政府粮食政策调整产 生 了明显影响
.

这次 讨论至 少涉及 三个层面的问题
:

粮价与通货膨胀之 间是否存在因果

关系 ? 如果 回答是 肯定
,

因果关系走向又如何 ? 如何解释 因果关系的形成机

制 ? 对这些问题 尚缺少深入分析
.

阅读文献发现
,

粮价 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的

观点
,

大都 以直接判断或简单推论形 式表达
,

墓本没有实证分析 的支持
。

通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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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福特羞金会资助的一 项专月 研究的
部分成果

,

甘先感谢该羞金会提供的对务支持
.

本研 究在收集数据方面得到不 同部门和 机构很多人

员的帮助
,

特别要感谢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孙梅君处 长
、

黄炳信处长
、

王明华处长
、

原商业部 田 言

文处长
、

国家计委中国价格信息中心王来保处长
、

农业部农村研究中心宋洪远研究员
、

何宇鹅剐研 究

员
、

蒋芳女士
、

北 京航天大学任若恩教授
、

科学院农业政策研 究中心黄季砚教授
、

国 民经济研 究所王

小 奋博士
、

北京大 学中国经济研 究中心易纲教授等人的帮助
.

在对研 究问月 的分析理解 上
,

阅读宋国

青教授的相 关研 究成果使我受到教益
.

感谢刘刚
、

梅孝峰同学参与前期数据资料整理工作
.

绝者对可

能发生的错误负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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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膨胀导致粮价上涨 的观点
,

有两篇英文报告进行过分析
,

此外也缺少更深

入的专题研 究
.

本文进一步研究这一 问题并对上述对立观 点给 以检验和评价
.

基本分析

思路是利用计量经济学的协整 (c o- int
e gr at io n) 分析方法

,

判断我国粮价 与通

货膨胀之 间是否具有长期关系; 如果存在同积关系
,

进一 步利用均衡修正模

型 (e~
c

orr ec t io n m o d el )
,

分析 它们之 间长期和短期关系的格兰杰因果走

向
.

在内容安排上
,

首先讨论粮价和通货膨胀 关系的两种假说
,

接着介绍研

究方法并整理报告有关数据
,

然后进行计量分析
,

最后概括研究结论并评论

其政策含义
.

一
、

根价上涨与通货膨胀关系的两种假说

粮价与通货膨胀 关系在 9 0 年代前中期成为一个焦点问题
。

继 8 0 年代中

期第一 次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出现反复后
,

19 9 3 年决策层决定再次进行全

面粮改
.

9 3 粮改起初顺利
,

但 同年 n 月南方沿海一 些城市市场粮价迅速上

升
,

并很快扩大到全 国; 另一 方面
,

199 2 年新一 轮经济增长启动
,

不久便面

临物价 上涨和经济过热问题
,

控制通货膨胀成为宏观经济管理 的主要 目标
.

于是
,

粮价上涨与通货膨胀 关系
,

被看成是 同时关系到粮食安全和宏观经济

稳定的重要问题
.

研 究人员对此提 出了两种解释
.

一种观点强调是粮价上涨

导致通货膨胀
,

另一种观点认为是通货膨胀导致粮价上涨
.

(l) 粮价 上涨导致通货膨胀假 说

粮价 上涨导致通货膨胀是较 多研究人 员和官员的观 点
。

常见的表达方式

是
,

粮食供不应求导致粮价 上涨
,

粮价上涨导致食物价格攀升并推动通货膨

胀
.

具体到 19 9 3 年粮价上涨 的原 因
,

由于当年粮食总产量 比上年增长 3. 12 %
,

显著超过长期平均增长水平
,

因而从总量上推论粮食不足造成粮价上涨缺乏

依据
.

然而
,

该年稻谷产量从上年的 18 6. 22 亿吨下降到 17 7. 51 亿吨
,

降幅为

4. 7%
. ‘于是

,

研 究人员提 出
“

稻 谷减产导致粮价上升
”

的观点
,

并成为 当时

方方面面普遮接受的解释
. “

粮价 上涨导致通货膨胀 的观 点暗含 了四点逻辑推论
:

第一
,

由于收入
、

人 口增长等原 因
,

我国粮食需求上升较快
.

第二
,

由于农业结构性原 因
,

我国

粮食生产不 能与需求增长保持同步 ; 它与第一条结合在一起
,

表现为国内生

产和错求不平衡
.

第三
,

由于粮食净进 口受到控制
,

国 内粮食产 出与需求缺

口 不能被净进 口 上升所弥补
,

粮食相对价格会 不断上升
.

第 四
,

粮食产 出价

值 t 在 国 内生产 总值 中
、

粮价在一 般物价指数 中都 占有很大份额
.

如果这四

1 “

中国统计年鉴
” , 1 996

.

2 卢每 ( 1 9 9哟 报告 了有 关论 点的详细表述 和文傲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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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条件长 时期同时成立
,

在逻辑上有理 由相信
,

报价上涨会导致通货膨胀
.

如果上述假设在某个时期内成立
,

也可能出现阶段性粮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

的情况
。

(2 ) 通货膨胀导致粮价上涨假 说

这一假说可以从名义粮价和真实粮价两方面来讨论
.

很容易理解 通货膨

胀 可能导致粮食名义价格上升
.

如果 由于 某种外生因素的变动 (投资
、

财政

赤字
、

消费者预期变动等) 导致通货膨胀
,

与通货膨胀相联系的货币供给过

量上升
,

会使单位流通货币的真实购买力下降; 如果没有行政限价等阻碍名

义粮价调节的因素作用
,

粮价会随着货币真实购买力下 降而上升
.

因而
,

即

便是报食供求关系没有变动
,

名义粮价也会对通货膨胀做出反应
.

除了影响名义报价
,

通货膨胀还可能通过不 同管道影响粮食供求
,

导致

真实粮价变动
。

宋国青较早提 出过通货膨胀通过改变农户存粮行为影响真实

粮价的观点
.

他和盖尔
·

约翰逊 (G al
e Jo l ln s o n )199 5 年合作发表的论文提出 了

这 一观点
, “ 后来他与林毅夫等人合作 的英文研 究报告进一 步阐述 了这一观

点 (L in 等
,

19 9 7)
.

其分析思路 主要有两点
:

第一
,

通货膨胀较高时
,

农民

对于未来通货膨
.

胀预期也 比较高
,

因而有动机增加持有具有保值功能的真实

资产
.

由于农户在资产选择上受到较多限制
,

存粮是流动性较强并且对于农

户来说交易成本较低的真实资产
,

因而通货膨胀 预期较 高时
,

农户会增加均

衡意义 上的存粮数量
,

并由此提升粮食供求紧缺度和相对价格
.

第二
,

上述存粮调节机制被真实利率与通货膨胀反 向关系所加强
.

观察

发现
,

由于我国名义利率受行政管制
,

并且对通货膨胀变动反应滞后
,

因而

真实利率与通货膨胀存在显著的反 向关系
.

高通货膨胀 时期真 实利率下降甚

至 变成负值
,

强化 了农户通过增加存粮保持 资产价值 的动机
.

农户增加存粮

行为无论从
“

囤积
”

还是
“

惜售
”

的角度看
,

都减少 了短期粮食 市场供给并增

加 了短期需求
,

导致粮食相对价格上涨
.

国外早有文献研 究利率与通货膨胀对可储存农产 品 (st or
a bl e

agr ic ul t ur al

e o

nun
o d i t y ) 以及生产性资产储存 (e ar 仃 in g p r o d u e t ive as s e t s ) 行 为变动的影响

(J us 七
,

19 8 9 )
.

然而
,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

并侧 重从农户存粮行为角度切入对

这一 问题 的分析
,

显然是 宋国青等人分析的贡献
.

虽然上述分析 强调农户粮

食库存行为变动因素
,

然 而由于其分析思路建立在 市场行为主体具有套利动

机墓本假 设上
,

因而可 以推广 到粮食流通领域的其 它经营主体
. 4

从宏观经济运行与可贸易农产 品价格关系角度看
,

通货膨胀还 可能通过

存粮调节以外管道影响粮食供求和相对价格
.

首先
,

从需求角度看
,

通货膨

3 该论文于 1 9 9 5 年在 一 次国际会议上报告
,

其简缩的版本在 1 9 9 9 年发表 (J 。 h n so n 和 so
n g , 19 9 9 )

.

4 实际上上述论 文 中有 一个词 语清楚提到 这一 点
: “ e han g es in a n t ie ip a t记

r a t es o f in n a t io n a n乞c t

t h e q u a nt ity
o f g r a in s t o e ks t h a t far me

r s a n d g生鱼旦组 ho l d , ,

(J o h nso
n 和 So

n g 1 9 9 9 : p
.

1 5 0 )
.

引

文 中加粉重号的
‘

tot h e rs
”

(若 t 号为引者所加 ) 应指农户 以外的其他经 营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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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会带来作用方向相反的替代效应和财富效应
.

一方面
,

通货膨胀导致真实

利率下降
,

改变了跨时期消费的相对成本
,

现期消费成本降低会刺激增加现

期报食消费
.

因而
,

其它条件相同时
,

通货膨胀背景下真实利率下降带来的

现期消费对未来消费的替代效应
,

应能增加粮食需求并对粮食相对价格产生

提升压力
.

另一方面
,

真实利率下 降同时降低 了消费者拥有的资产预期总价

值
,

由此产生的财富效应会降低粮食消费需求
,

从而产生粮食相对价格下降

的压力
.

其次
,

从产出角度看
,

高通货膨胀背景下真实利率下降
,

降低 了粮食生

产资金的机会成本
,

应 能促使农民增加粮食 生产
,

从而对粮食相对价格产生

下降的压力
.

另外
,

通货膨胀对粮价还可能具有次生影响
.

如果通货膨胀通

过不 同管道对粮食价格产生了某种净影响
,

比如说提升了粮价
,

由此形成 的

较高粮价预期会刺激粮农增加粮食产出
,

并通过较长滞后期对粮价带来下降

压力
.

通货膨胀引发粮价变动
,

粮价变动通过农民生产调 节进一步对粮价发

生影响
,

是通货膨胀 可能对粮价产生的次生影响
.

再次
,

对于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市场经济
,

通货膨胀还 可能通过汇率对粮

价发生影响
.

“ 依据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
,

相对于 国外平均水平较高的本国

通货膨胀率
,

会对本国货币汇率产生贬值压力
.

汇 率贬值使国内粮食等可贸

易品与 国外相 比变得较为 昂贵
,

增加净进 口 或减 少净出 口
,

从而对国内粮食

相对价格产生下降压力
.

公式 (L I) 表示通货膨胀可 能影响粮价的不同效应及其作用方 向
.

S T O

表示通过库存调 节对市场粮价产 生正 向影响 ; S U B S 和 W E L 指通过消费替

代效应和财 富效应分别产 生的正 向和反 向影响 ; 尸R O I 和 尸R O Z 表示直接

产 出效应和 间接产 出效应
,

其作用方 向都应是负向的 ; E X R 表示通货膨胀

通过汇率和净进 口 变动对粮价产 生的负向影响
.

除了作用方 向不同以外
,

它

们作用的滞后期也会 显著不同
.

通过生产调节应 当需要较长 时间
,

并且间接

生产调节比直接调节需要更长时期 ; 对粮食消费需求的替代效应和财 富效应

滞后期可能较短 ; 存粮调节所需要 时间可能在上述 二者之间
.

C P = P (S T O
,

S U B S

+ +

W E L
.

尸R O I
.

尸R O 2
.

E X R )
气1

·

l )

上述讨论说 明通货膨胀可能通过复杂途径影响粮价 变动
,

然而
,

有几 点

错要说明
.

第一
,

有的效应可能不适应我国 实际情况
。

例如
,

我国汇率体制

尚未真正 市场化
,

粮食进出 口 数量一 般由政府在年度计划框架内决定
,

与汇

率联系很 弱
,

因而 汇率效应可能不符合我国过去和 目前情况
.

然而
,

随着我

国入世后 贸易
、

金融
、

汇率体制市场化 改革推进
,

汇率对宏观经 济与粮食 (农

5 有关汇率交动对农业影响的研 究文以综述参见 (J us t
, 19 8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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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部 门关系可能发生的中介性影响
,

将是一个值得关注 的问题
.

第二
,

有的

影响 (如替代效应和财富效应) 可能 比较弱
,

或者一 定程度上相 互抵消
,

因而

难以在经验研 究结果中显著地表现出来
.

第三
,

本研究着重考察粮价 和物价

因果关系走向
,

利用频率较短 的月度数据进行分析
,

可能难以揭示滞后期较

长的生产调节效果
.

二
、

研 究 方 法

粮价与通货膨胀关系包含 三个问题
:
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 可能存在

的因果关系走向如何 ? 因果关系通过什么机制实现 ? 就计 f 分析而言
,

前面

两个问题 归结为两个变量时序数据之 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 如果存在
,

它们

之 间格兰杰意义 上 因果关系走向如何 ? 格兰杰 因果关系指变 t 时序数据之

间
“

谁先行
、

谁后动
”

的关系
,

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分析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 然

而
,

由于 因果关系必以先后关系为前提
,

所 以对于两种对立的经济分析假设

来说
,

格兰杰检验提供 了有助于判断其真伪 的经验分析证据
.

早期格兰杰检验方法
,

是估计标准向 t 自回 归 (VA R ) 模型
,

通过对解释

变 ! 滞后项总体是否具有显著解释作用进行 F 检验
,

来判断是否存在格兰杰

意义上 因果 关系及其走 向 (G uj ar at i
,
199 5: p p

.

62 0
.

芍21 )
.

Li n 等
,

(1 99 7 ) 分析

粮价与通货膨胀关系时利用 了这一检验方法
.

该方法的局限性在于
:

价格的水

平量数据一 般为 I (l) 过程
,

直接分析可能存在伪 回 归 (s p ur in us re gre ss io n)
.

即使两组水平数据存在协整关系
,

即不存在伪 回 归
,

仅作水平 t 分析不能确

定它们之 间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 ; 如果利用一 阶差分 t 进行分 析
,

又可 能遗

漏长期关系包含的格兰杰 因果性
.

本文采用均衡修正模 型方法进行分析
.

首先检验 两个变 t 时序数据是否

具有协整关系 ; 如果存在协整关系
,

则意味若 二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至 少

有一 组 因果关系
,

便可利用均衡修正模 型分析 因果 关系走 向
.

两变t 分析场

合 的均衡修 正模型一 般表达 式为
:

亡一 1 亡一 1

d只 = 。 l + 口I E +
艺公d只

+
艺‘圣d p G

‘+ 。。,

(2
.

1)
亡一 l

t 一 1

d p G 。 = 。 2 + 几E + 艺
亡一介‘

, 矛d p G
‘+ E 入了d只 + 。,

·

(2
.

2 )

其中尸 表示一 般物价
,

P G 表示粮价
,

d 表示一阶差分
,

E 是对两个

具有协整关系变量的水平 t 进行 回 归得到 的残差项
.

估计这一模 型
,

如果 风

显著
,

则意味着可 以把上述长期关系解释为粮价对通货膨胀具有格兰杰意义

上的因果关系 ; 如果 热 显著
,

则可 以将该长期关系解释为通货膨胀对粮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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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

如果至少某一个对的估计系数显著
,

则认为粮

价变化在短期对通货膨胀具有格兰杰意义 因果关系; 如果至少某一个褚的

估计系数显著
,

则认为通货膨胀在短期对粮价具有格兰杰意义 因果关系
.

如

果 口1
、

热
、

岭
、

褚估计系数都显著
,

则表示粮价和通货膨胀存在长期和短

期的双 向格兰杰 因果关系 (G
r an g e r

,
19 8 8 ; B a ll n l a n i

-

o s ko o ee 和 A l s e
,
19 9 7 )

.

三
、

通货膨胀与粮价数据整理

为实现本文研 究目标
,

需要时间频率较高的通货膨胀和粮价月度或季度

数据
.

通货膨胀表现为一般物价持续上涨
.

我们选用消费物价指数表示 一般

物价
,

因而需要消费物价定墓指数的月度时序数据
.

从 官方统计部门公 开发

表资料中
,

可以获得年度定墓消费价格指数
,

还能获得 19 86 年以来居 民消费

物价 同比月度数据 6 以及 2 00 0 年月度环 比价格数据
.

7 我们利用同比月度价

格和 2以X) 年月度环比数据
,

推 算出 19 86 年以来消费物价 的环 比月度数据
,

并以此为基础 生成定墓 月度价格指数
. “

观察到消费物价环比月度数据存在

由季节因素导致的很强的 12 阶 自相 关
,

我们对物价数据做季节调整
.

图 1 报

告 了季节调整后的环 比消费物价月度数据 以及 以 1 98 7 年 l 月为墓期的定墓

消费物价指数
。

粮价数据问题更复杂一些
,

涉及数据指标选择
、

历 史时期粮价统计情况
、

市场粮价不 同数据样本及其比较
、

获得用于本研究的衔接系列数据等问题
.

首先需要考虑采用什 么粮价指标
.

我国粮食流通和价格长期受到政府管

制
,

存在不 同类型
.

粮价数据
,

如行政收购价格
、

市场价格
、

两类数据平均数

等 ; 行政定价又分为定购价
、

超购价
、

议购价
、

保护价等
。

不 同粮价指标具

有不同经济含义和分析价值
.

依据本研 究具体 需要
,

我们选择市场粮价作为

研究对象
,

不考虑 行政定价或平均价格
。

另外
,

从流通环节看
,

市场粮价分

为生产者价格
、

批发价格
、

零售价 格等不 同种类
.

确定市场粮价指标后
,

还

需要判断利用哪一种市场粮价
.

考虑到农村集市粮价 统计时期较长
,

存留比

较完整
,

从数据时间连续性及其经济含义考虑
,

选择集市粮价作为粮价度 t

指标
.

作为经济体制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

新中国粮食流通和价格政策经历 了重

大变化
.

总体来 说
,

改革前粮食 自由市场交易时断 时续
,

改革后 市场交易获

得发展
,

规模不断扩大
.

据调查
,

改革前至少有 两个政府部 门进行过集市粮

价统计
.

一是 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局
,

该部 门从 1 96 1 年开始对城 乡集市进行统

6 月度同比价格指数反映样本期内给定月份对于上年同月的物价指数变动
.

7 月度环 比价格指数反映样本期内给定月份对于 上个月的物价指数变动
.

8 卢蜂
、

彭钒翔 (200 2 )
“

附录 1’’ 说明 了消费物价 环比月度数据 的推算方法和 资料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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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工作
, , 然 而遗憾的是

,

其原始数据没有系统地保存下来
.

二是原粮食部

和商业部 的职能部门
,

统计 了 19 6 3一1 9 6 8 年
、

19 7 9一1 9 9 3 年粮食集市月度数

据 (下面简称原商业部数据样本)
. ‘“ 80 年代 以后政府若干其它机构先后参

与市场粮价统计
.

原 国务院农业发展研 究中心发展研 究所从 19 8 7 年开始利

用国家工商局系统统计城市和农村市场粮价等数据
,

该中心后 改名为农业部

农村经济研 究中心
,

因而下面将该数据样本简称为农研 中心数据 ; 国家计委

所属信 息中心从 19 93 年开始统计城市粮价和其它食物价格等数据 ; 国家统

计局农调 总队 19 9 7 年开始统计农村和城市集市粮食价格等数据
,

该数据样

下面简称为农调 队数据
.

�承�车娜妇后

050403020100897611111IQ
�O。O口Q�

- 州~ 一定基消费物价指数

—
环比消费物价指数

一
一

一一
一 二 —

L - 一 J 95

280260240200220100120160140180

�瞬�幸娜嘲侧

工\00一\66工\600工\卜6工\96工\的6工\呻6工\门6工\囚O工\16工\00工\6ao工\88工\卜8

年/ 月

图 1
.

我国消费物价月度环 比和定墓指数 (19 8 7/ 1
一

200 0八2 )

资料来深
:
据历年月度同比消费物价 和 2 0 0 0 年 环比消费物价指数推算

,

详细方法 见卢每
、

彭

凯翔 (2 0 0 2 )
.

本研 究分别收集整理 了原商业部
、

农研 中心和农调 队样本中大米
、

小 麦

和玉 米的分 品种和分省 区数据
,

并把这三 个样本相关时期的粮价信息加以衔

接
,

得到用于本研 究计量分析需要的全 国平均粮价数据
. 1 1 图 2 报告 了全 国

大米
、

小 麦
、

玉 米三 个主要粮食 品种 的集市价格数据
.

另外
,

我们将以这 三

种粮价简单平均值表示一 般粮价
,

用于进行计量分析
.

9 建国初 期市场救价有一 些零豆统计数据
,

如上 海杜科 院经 济所 (l 9 5的 第 4 10 页报 告 了建 国初期若

干城市救食价格数据
.

1o 原始数据取样在部分时期问内每肠 5 日
、

10 日上报
.

1 1 卢每
、

彭凯翔 (2。。2 ) 详细报告了这 三 个数据样本 的观案点分布情况
、

分省 区和分 品种原始数据
、

各样本分 品种全 国平均枚价数据的形成方式
、

不 同样本数据相互街接方法等问月
.



82 8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1 卷

3
,

oo

沪只公
、

2
.

5 0

2
.

00

·

…… 大米

一
小麦

—
玉米

,, ‘

下
一、

乙
、

/
‘
\

r 认
. 气

0�廿

大匆\阅

洲

沪

留
, ‘ 尸、

一、 /
,

. 产

0
.

5 0

0
.

00
一\00洲\匆6一\卜6一\96一\的6一\哪O工\门O工\囚6一\问6工\00工\68工\88一\卜8工\98叫\的8川\甘8洲\的8工\28工\工aO工\O的

年 / 月

图 2
.

全 国分品种粮价月度数据 (19 80 / l
一

199 9 / 1 2)

资料来浑
:
据原商业部

、

农研 中心
、

农调 队三 个样本数据整 理衔接
,

详 细方法 见卢每
、

彭凯

翔 (200 2 )
.

四
、

根价与通货膨胀关系的计量分析

计 t 分析包括依此递进的三 阶段程序
:

首先对粮价和 通货膨胀数据进行

单位根检验 ; 如确认单位根
,

接着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 如确认协整关系
,

就

可 以利用均衡修正模型进行分析
.

(一 ) 单位根检验

经 济变t 协整检验 的一 般含义
,

是对两个可能具有单位根性质即 I (l) 时

序数据
,

判断其线性组 合是 否具有平德过程 即 I (0) 性质
。

因而
,

第一步需要

对所有变t 数据做单位根检验
.

为此估计三 个方程并做三 个检验
.

我们以一

般物价 为例给 出检验过程
,

然后对其它变量不加说 明地给 出检验结果
.

首先用物价一 阶差分对其水平量一期滞后项进行 线性回 归
,

估计结果见

式 (4. 1)
.

单位根原假设是 Pt 一 : 系数为零
,

判断原假 设所用临界值是 D icke y

和 FUl le r
(19 81 ) 给出的关键值

.

对于样本超过 100 个观察 点并包含截距 项的

自回 归模型
,

显著程度为 5% 的临界值为
一3

.

5 1(G r ee ne
,

1 9 9 7 : p
.

8 49 )
. ‘Z p 卜 :

估计系数绝对值小于临界值
,

不能拒绝单位根原假设
。

d只 = 0
.

0 4 0 1 一 0
.

0 0 74 Pt 一 i

亡

R Z =
(3

.

4 2 )
0

.

0 18 4
(一3

.

3 1) (4
.

1)

12 下 面两个单位根检脸 的临界值 同样 引 自这 一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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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方程 (4. 1) 墓础上加进物价 差分 一期滞后项和趋势项作为解释变

量
,

并估计这 一方程
,

估计结果见 (4. 2 )
.

只一 : 估计系数 t 值绝对值为 2 .9 5
,

小于样本超过 10 0 个观察点包含截距项和趋势项 自回归模型 5% 显著程度临

界值的绝对值 4. 0 4
,

也不能拒绝单位根原假设
.

0
.

0 17 5Pt 一 1 + 0
.

5 1 9 8只一 i +

(一2
.

9 5 ) (8
.

0 3 )
0

.

0 (X) I t

(2
.

4 1) (4
.

2 )
一一一一月.护11tR

最后估计仅包含物价差分一 期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的自回 归方程
,

(4. 3 )

给出估计结果
。

d只 = 0
.

0 0 0 6 + 0
.

5 6 8 6 d只一 i

t (1
·

0 1 ) (8
.

86 ) (4
.

3 )
R Z = 0

.

3 2 3 3
,

由于 (4. 3 ) 是 对 (4. 2 ) 给出两个限制 (即 Pt 一 1 和 t 的系数都等于零) 的约

束模型
,

可以用常规 F 分布统计量检验约束是否合理
:

F = {(R S S R 一 R S S 。。)/。]/ [R S S 。二 / (n 一 k )]
.

其中 RS SR 和 R SS u R 分别是限制方程和不加限制方程的残差平 方和
,

m 是 限制个数为 2
,

。 是样本数
,

k 是不加 限制方程 的估计参数个数
.

依据

(4
.

2 ) 和 (4
.

3 ) 可计算得
:

F 估计值 = {(0
.

3 6 3 2 一 0
.

3 2 33 )/ 21/【( l 一 0
.

3 6 3 2 )/ (16 6 一 4 )1= 5
.

0 7 5 2
.

对于样本量超过 10 0 的 D ic ke y- Fu ll e r 的 F 关健值为 6. 4 9
,

大于 F 估 计

值
,

接受 尸 为单位根过 程的原假设
.

上述检验程序表 明
,

消费物价数据具有

单位根性质
.

通过相 同程序可以判断平均粮价和分品种粮价也为单位根过程
,

表 1 报

告 T 平均粮价和分 品种粮价 三 个检 验 t 的计算值并与临界值 比较
.

(二 ) 协整 关系检验

对于 两组同样 具有单位根性质的时序数据
,

可 以利用 J o h

~
n 方法检

验 两者是 否具有协整关系
。

墓本原理是采用最大似然法估计包含有关变t 一

阶差分 滞后项和水平量 一 阶滞后项 的 向量 自回 归 (VA R ) 模型
,

同时解 出其

中四个水平量估计 系数矩阵 中对应不 同秩数的特征根
.

依据 J o h~
e n (19 8 5)

,

J o han s e n
和 J u s e li u s (1 99 0 )

,

可 以利 用该特征根最大值 统计 t 代丑n (1
一

入) 即

入m ax ”

和迹统计量 吮T 名in (1
一

习,’( 其中 T 为样本数
, ^ 为对对应于不 同秩数

的特征根 )
,

来判断是否存在协整 关系
.

O st er w a ld
一

L e

~ (19 92 ) 给出了这两

个统计贵对应不 同形 态均衡修 正模型的临界值
.

给定
“

两个变量不是协整变

量
”

原假 设
,

该 统计 量估计值超过临界值
,

则拒绝原假设 而接 受二者是协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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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报价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数据名称 位脸方程 t 或 F 估计值 t 或 F 临界值之

绝对值 (5% )
的约平均旅价

‘

.
口俨、l‘I、.1、.J

0000.匕甘a即勺甘合,1t)约,1约约,l幼t)汪
大米价格

小麦价格

玉米价格

带截距项的自回归方程 (4. 1)
一1 .8 1 (t)

带趋势项的自回归方程 (4. 2 )
一0. 6 5 (t)

仅有差分滞后项的自回归方程 (4
.

3 ) 1
.

3 6 F (2
, 1 5 0 )

带截距项的自回归方程 (4. 1)
一1 .8 5 (t)

带趋势项的自回归方 程 (4. 2 )
一0. 9 3 (t)

仅有差分滞后项的 自回归方程 (4. 3 ) 1 .3 8 F (2, 1 5 0)
带谈距项的自回归方程 (4. 1)

一1
.

7 2 (约
带趁势项 的自回归方程 (4. 2 )

一0. 6 1 (约
仅有差分滞后项 的自回 归方程 (4

.

3 ) 1
.

5 3 F (2
, 1 5 0 )

带截距项的自回 归方程 (4. 1)
一1

.

3 4 (t)
带趋势项的自回归方程 (4. 2 )

一0. 6 6 (约
仅有差分滞后项的自回归方程 (4. 3 ) l .0 0 F (2, 15 0)

3
·

5 1 (
4

·

0 4 (
g F (2
3

·

5 1 (
4

.

0 4 (
g F (2
3

·

5 1 (
4

·

0 4 (
g F (2
3

·

5 1 (
4 0 4 (
g F (2

变量判断
,

该特征根对应的秩数就是两个变量的协整阶数 (参见 Mad d al a 和

K im
,

19 9 8 : p p
·

16 5 一1 6 9 : 秦朵
,

19 9 8 : 第 5 0 3一5 1 4 页)
.

用 E vi e w s
相关程序对粮价与通货膨胀关系进行协整检验 ; 考虑数据是月

度数据
,

我们取 12 阶滞后项估计 vA R 模型
.

表 2 报告了平均粮价
、

分品种

粮价 与通货膨胀四个模型特征根最大值统计量和迹统计量的估计值
.

例如
,

平均粮价与通货膨胀模型上述两个统计量估计值分别为 2 & 37 和 32 .4 9
.

依据

o st er ~ ld 和 L en 二 (1 9 92 )
,

对应于我们采用的模型
, ‘”

它们 1% 显著程度的

临界值分别为 20. 2 0 和 24 .6 0
,

因而接受平均粮价与通货膨胀具有协整关系的

备择假设
.

依据相 同程序
,

可以判断分 品种粮价 与通货膨胀 同样具有协整 关

系
.

(三 ) 均衡修 正模型估计

对于两个具 有一 阶协整 关系的变量
,

可 以通过 两步法估计均衡修 正模

型
.

第一 步是估计两变量线性 回归方程
,

由于 它们具有协整 关系
,

所 以排除

了伪 回 归可能性
.

表 3 报告 了粮价与通货膨胀长期关系估计结果
.

顺便指 出
,

从表 3 中可见
,

平均粮价 对通货膨胀水平 量线性方程 中
,

通

货膨胀的估计系数为 1; 分 品种根价小麦的系数明显小于 1
,

玉 米大于 1
.

由

于采用对数估计
,

系数可直接解读为平均粮价对物价变动的长期弹性
.

虽然

分 品种情况略有不 同
,

粮食价格对物价 变动长期弹性大体为 1
.

这说明在样

本期范围内
,

影响粮食需求和供给的 因素综合作用结果
,

没有导致粮食真实

价格发生变动
.

然后把表 3 报告的估计模 型的残差项
,

作为均衡修正 项代入 (2. 1) 式和

(2. 2 ) 式表示 的模 型中
,

采用联立方程组方法估计
,

并通过 st e p 回归程序剔除

13 我们 果用的是
“

无确定性趋势
、

并且 均衡修正 项带截 距
”

的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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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报价与一般物价协整关系检脸

平均救价

大米价格

小麦价格

玉米价格

一李一一而赫厂一书筹豁一一霭黯豁
2 0

.

0 2 8 3 8 1 4
.

1 17 2 6 4
.

1 1 7 2 6

1 0
.

14 2 1 4 2 1
.

60 73 6 2 6
.

7 1 2 6 9

2 0
.

0 3 5 4 9 2 5
.

0 9 5 3 3 8 5
.

09 5 3 3 8

1 0
.

2 4 1 7 8 5 3 9
.

0 2 7 1 0 4 2
.

9 5 1 0 1

2 0
.

0 2 744 6 3
.

9 2 3 9 1 7 3
.

9 2 3 9 17

1 0
.

1 8 3 7 5 9 2 8
.

6 2 9 4 7 3 1
.

6 8 5 8 5

2 0
.

0 2 144 3 3
.

0 5 6 3 8 1 3
.

0 5 6 3 8 1

表 3
.

报价与通货膨胀长期关系估计结果

平均救价 大来价格 小麦价格 玉米价格
In (p G ) In (p R ) I n (pw ) In (p C )

截距项
一 5

.

1 7 1 5 一5
.

038 3 一4
.

7 2 78
一5

.

873 0

(
一2 6

.

3 5 ) (
一 2 2

.

5 0 ) (
一 2 5

.

9 6 ) (
, 2 8

.

54 )
物价系数 1

.

0() 1 8 1
.

0 2 9 4 0
.

906 5 1
.

0 7 5 0

In (P ) (2 6
.

7 2 ) (2 4
·

0 7 ) (
一2 5

.

06 ) (
· 2 7

.

3 5 )
R Z 0

.

8 2 0
.

7 9 0
.

8 0 0
.

8 3

不显著的滞后项
.

表 4 报告了平均粮价与通货膨胀 关系的均衡修正模型估计

结果
.

表 4
.

平均粮价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均衡修正模 型估计

平均救价
:

d l n (P G ) 消费物价
:
dl n( 尸)

(-l(a.
d 一n (P-- i )
d l n (P- ‘)
d ln (p G 一 i )
d l n (P G 一 3 )
d l n (P G 一 7 )
d 一n (p G 一 : i )

R 2

一0
.

0 306 (
一2

·

6 1 3 6 )
0

.

4 709 (2
·

8 4 4 1 )
0

·

4 5 2 1 (2
,

6 7 7 8 )
0

.

2 3 1 5 (4
.

06 5 4 )
0

·

3 0 2 3 (5
.

1 879 )
0

.

1 2 64 (2
.

1 7 7 9 )
0

.

1 6 5 8 (0
·

0 5 8 8 )
0

.

4 8 4 5

d l n P ‘

一0
.

0 10 2

0
.

5 3 3 4

.

09 2 7 )
7 148 )

R 2 0
.

3 6 9 3

估计结果有三 点需要说 明
.

第一
,

平均粮价 回归模型中均衡修正项 显著
,

消费物价 回 归方程 中均衡修正项 则不显著
,

这说 明二者长 期均衡关系是一 般

物价引起粮价变动的格兰杰 因果作用结果
,

而不是粮价 导致一 般物价变动的

结果
。

第二
,

平均粮价回归模型中
,

除了其 自身滞后项 显著外
,

滞后 第 l
、

4

期物价项也有显著解释作用 ; 在消费物价 回归方程 中
,

仅有其 自身滞后项显

著
,

粮价 滞后项 没有显著作用
.

这说 明物价在短期作用意义上是粮价 变动的

原 因
,

而粮价 即使在短期也没有 系统显著地导致一般物价 变动
.

因而
,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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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支持通货膨胀导致平均粮价变动的假说
,

不支持粮价上涨导致通货

膨胀的假说
.

第三
,

由于滞后第 1
、

4 期物价对平均粮价具有显著解释作用
,

并且系

数符号为正
,

因而在物价 引起粮价 变动实现机制的各种假说中
,

比较支持存

粮调节导致粮价变动假说
,

但也不能排除一 般物价变动通过消费需求管道对

粮价产生了正影响
.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通货膨胀通过三 个管道影响粮价
。

首先是均衡修正 项

的当期调 节
,

然后是滞后第 2
、

4 期物价对粮价产 生的短期影响
,

最后是粮价

本身滞后结构所产生的调 节作用
.

为了进一 步观察通货膨胀 与粮价之间的动

态关系
,

我们假定在初始均衡状态下一 般物价上升 10 %
,

利用估计模型对粮

价变动情况加 以模拟
.

图 3 给出 了 10 % 物价上升冲击引发的粮价调节路径
.

5
.

2 0

5
.

15
0

.

2 0

5
.

10

5
.

0 5

5
.

0 0

4
.

9 5

4
.

9 0

4
.

8 5

4
.

8 0

4
.

7 5

4
.

7 0

4
.

6 5

4 6 0

一一

户丫
一

. ___

兹兹兹厂
、呱崛~ 鲡鲡鲡鲡鲡鲡鲡

「「「

…
J

,

/之黔 )
价价

————
物价价价

------- - 拢- - 均衡修正项项项

0
.

16

0
.

12

肾囚物翁骊
s
j乌0000

0
.

0 0

测象卒彩韧昆拿娜侧潮

一 0
.

0 8

0
.

1 2

一 的 。 口 众 品 况 黔 用 跳 导 导 霉 召 筑 召 忍 招 舒 仁

期数 ( 月 )

图 3
.

物价冲击引起的粮价 调 节路径

粮 价和 一般物价初始水平被标准化为 100 并取其对数表示
,

因而它们在

图形 中的初始 点相同
。

物价 变动冲击使其二 者相 互偏离
,

并发生一 系列调 节

过程
.

调 整过程的突出特点在于
,

开始时粮价低于均衡水平
,

后来又高于均

衡水平
,

最后才回复到长期均衡水平
.

这说明粮价对物价 的反应过程 中会发

生过度 或超量调节 (ove rs h o ot )
.

也就是说
,

给定通货膨胀 的起落变动
,

名义

“ 这愈味若真实利率变动对枚食 消费的跨期替代 效应大于财 富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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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 以更高的变率波动
,

真实粮价则围绕其趋势水平上下波动
.

粮价对一 般

物价反应的过度调节现象
,

可能是误导人们相信
“

粮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
”

的

原因之一 然 而
,

因果走向与超量调节毕竟不 可相互混 同
,

这好比界定一 次

纠纷的法律贵任
,

肇事者 一 方和过度防卫 一 方不 可被相互 混 同一样
.

另外枯计分品种粮价与通货膨胀 的均衡修正模型
,

表 5 报告了其中粮价

方程估计结果
.

均衡修正项系数全部显著
,

说明分品种粮价 与通货膨胀 长期

均衡关系也是 由通货膨胀导致粮价变动的 因果关系造成的
.

另外
,

粮价变动

除了与自身滞后项联系之外
,

都有若干物价滞后项系数显著结果
,

显示存在

一般物价 变动短期影响粮价的因果关系
。

物价滞后项估计系数都为正 数
,

比

较支持通货膨胀通过存粮调 节导致报价正 向变动的假设
.

然而
,

不 同品种估

计模型中具有显著作用的物价项滞后阶数存在差别
:
大米与平均粮价类似

,

都是第 1
、

4 阶滞后项具有显著解释作用
,

小麦增加 了第 n 阶显著滞后项
,

玉米则是 第 l
、

7 阶滞后项具有显著解释 作用
.

这说明对物价变动对不同品

种粮价作用性质相同
,

但具体形 态可能有差别
.

表 5
.

分品种粮价与通货膨胀 关系的均衡修正模型估计

大米价格

d ln (P R )

小麦价格

d ln (P W )

玉米价格

d l n (P C )

d ln (P-- i )

d ln (P-- ; )

d ln (P-- i )

d ln (P--
。

)

d l n (p R
一 i ) D In (P-- i i )

d l n (P R 一 3 ) d l n (p w 一 2 )

d l n (p R 一 7 )

d ln (P R 一 1 1 )

一0
.

0 0 0 2

(
一0

·

2 0 6 8 )
一0

.

0 3 0 2

(
一2

·

5 0 2 5 )
0

.

7 2 4 3

(3
.

5 5 9 0 )
0

.

5 3 4 9

(2
.

6 2 2 8 )
0

.

1 9 4 4

(3
.

3 2 5 3 )
0

.

2 2 2 9

(3
.

6 19 0 )
0

.

1 4 7 8

(2
,

6 18 1 )
0

.

1 3 2 6

(2
.

3 0 16 )

d l n (PW一 3 )

d l n (p w 一 ; )

d ln (PW一 。)

a 一n (PW 一 1 1 )

R Z 0
.

4 3 3 9

一0
.

0 0 10

(
一0

.

7 1 8 8 )
一0

.

0 4 2 8

(
一2

.

5 5 2 8 )
0

.

70 7 4

(3
.

2 6 6 7 )
0

.

4 1 8 3

( 1
.

8 5 8 2 )
0

.

5 2 9 2

( 2
.

4 6 5 6 )
一0

.

1 6 0 3

(
一2

.

8 6 8 6 )
0

.

2 6 1 3

(4
.

7 7 4 6 )
0

.

19 0 4

(3
.

3 6 9 1 )
0

.

2 14 3

(3
.

7 2 8 0 )
0

.

2 10 5

(3
.

6 8 4 3 )
0

.

3 7 5 2

口 1

E

d l n (P-- i )

d xn (P-- 7 )

d 一n (p C 一 ; )

d ln (p C 一 3 )

d ln (p C
一 。)

d ln (P C 一 s )

d ln (P C 一 ; :
)

d 一n (P G
一 1 1 )

R 2

一0. 砚X旧5

(- 0
.

3 2 0 1 )
一0

.

0 6 5 0

(
一3

.

34 9 5 )
0

.

5 1 5 9

(1
.

9 2 6 9 )
0

.

7 3 3 3

(2
.

8 0 3 9 )
0

.

1 5 7 1

(4
.

0 6 5 4 )
0

.

2 3 1 7

(4
.

0 0 3 0 )
0

.

1 5 7 2

(2
.

7 3 8 7 )
一0

.

1 2 7 1

(
一2

.

1 8 1 1 )
0

.

3 0 7 1

(5
.

2 9 0 4 )
0

.

16 5 8

(0
.

0 5 8 8 )
0

.

2 9 6 6

没有报告物价模型估计 结果
.

与平均粮价与通货膨 胀 关系的模型相 类

似
,

物价估计方程 中均衡修正项 系数 一概不显著
,

说明分 品种粮价 与通货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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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长期均衡关系不是由于粮价导致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造成的 ; 另外
,

物价

方程 中除了自身滞后项之外
,

粮价滞后项系数一概不显著
,

说明在短期也不

存在粮价变动显著影响物价 变动的因果关系
.

五
、

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在收集整理粮食集市价格和消费物价月度数据墓础上
,

利用计 t 经

济学协整检验和均衡修正模型方法
,

对我国 19 87 一1 99 9 年粮价变动与通货膨

胀关系问题进行 了实证 分析
.

结果发现
,

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意义上
,

通货

膨胀变动都领先市场粮价变动
,

因而通货膨胀对粮价具有格兰杰意义上的因

果关系
.

相反
,

无论在长期还是短 期意义上
,

市场粮价变动都没有领先通货

膨胀变动
,

因而粮价对通货膨胀不具有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

这 一结论

对大米
、

小麦
、

玉 米等分品种粮价 以及平均粮价一 概成立
。

其次
,

虽然分品

种粮价情况略有不 同
,

我国长期真实粮价墓本稳定
,

说明并不存在导致粮食

长 期紧缺度不 断上升的因素作用
.

最后
,

通货膨胀冲击在一定时期内会正 向

改变真实粮价
,

粮价对通货膨胀冲击做 出反应 时会发生过度调 节
.

本研究的第一 点政策含义是
,

我国粮食和 农业政策需要超越传统部门性

因素的局限
,

建立在对它们与宏观经济变量互 动关系实证分析墓础 上
.

一 方

面
,

理解粮价 变动不应 忽视宏观经济背景 ; 另一 方面
,

粮价对物价变动过度

调 节
,

可能对粮食安全
、

农民收入 以及宏观经济运行产 生影响
。

随若入世后

我国汇率管制逐步放松和 农业 贸易进一 步自由化
,

粮食 市场与宏观经济互动

关系会更具有现实意义
.

90 年代 中期
,

与粮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 主导看法相联系
,

政府改变了第

二次粮食流通市场化取 向改革政策
,

转而 实施省长责任制
、

粮食保护价等强

干预政策
.

在迁延 多年 的第三 次粮食相对过剩并出现几千亿元粮食财务损失

背景下
,

政府近年 改变粮食政策
,

决定再次进行市场化 改革
.

本研究对 目前

农业结构调整和粮食 市场化改革方针提供 了分析支持
.

从 以往经验看
,

我国

粮改成败关键不在于能否在粮食相对过 剩阶段引入市场化 改革措施
,

而在于

当出现粮食相对紧缺情形 时能否坚持改革立场
.

合理认识粮价 与通货膨胀关

系
,

对于坚持而稳健地实施粮改政策
,

建立兼顾粮食安全和效率目标的粮食

流通体制
,

也应具 有参考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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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l a t io n s h iP b e twe
e n G r ai n P r ie e s a n d I n fl a t io n

in C h in a (1 9 8 7一1 9 9 9 )
F E N G L U K A I X I A N G P E N G

(P
e k‘。夕Un ‘v e o i t夕)

A b s t r a e t O n t h e b as is o f e o l lec t io n an d e o m P i l a t io n o f m o nt h ly d a t a o f m ar
-

ke t g r a in P r i e es an d e o ns um
e r P r i e e in d e x

, t h is s t u dy in ve s t ig at e s t h e r e l at io ns h ip o f
e o- int e gr at i o n b e t

wee
n g r a i n p r i e e s an d inll at io n us i n g e r r o r e o r r e e t io n m o d e l

.

S t r o n g
e v i d e n e e h as b ee n fo u n d t h a t t h e r e a r e lo n g r u n r e la t io n s h i p s b e t we e n g r a in P r i e e s a n d

i吐
a t i o n

.

T he d i r ec t i o n o f e a us a l it y fo r t h e r e lat io ns h iP s 15 fr o m in fl at io n t o g r a in P r ie e s
,

r at h e r t h a n t h e r e ve rse
.

O n t h e o t h e r h a n d
,
l o n g t e r m r e a l 盯a in p r ic e s have

r o u g h l y

r e m a i n e d u n e h a n g ed
,
q u e s t io n i n g t he t r ad i t io n a l b e l ie f t h at t h e r e la t ive

s e ar e it y o f g r a i n

s h o u l d be e o n t in u o us ly i n e re as in g
.

W h e n 盯a in p r ie es res p o n d t o t h e s ho ck o f in 且a t io n
,

t h e y n e ve rt h e less t e n d t o ov
e rs h o o t

.

J E L C las s i n e a t i o n E 3 1
,
N 15

,

Q l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