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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均衡移动模型研究农业生产者与食品零售商之间的纵

向价格传递关系$模型建立在如下假设 之 上%即 农 产 品 !食 品"营 销 企 业 在 零

售环节拥有寡占卖方力量&在 农 产 品 收 购 环 节 拥 有 寡 占 买 方 力 量&营 销 企 业 所

需要的农产品投入与其他营销投入 之 间 存 在 一 定 替 代 关 系 并 拥 有 规 模 报 酬 可 变

的技术$结果表明#市场力量 和 规 模 报 酬 对 价 格 传 递 的 影 响 十 分 复 杂#一 方 面

取决于农产品供给函数和食品需 求 函 数 的 具 体 形 式#另 一 方 面 还 取 决 于 外 生 冲

击作用下农产品收购环节与食品零售环节市场力量变化的相对幅度$

""关键词"价格传递#规模报酬#市场力量

! 王秀清#中 国 农 业 大 学 经 济 管 理 学 院’IX_X‘45H4L4E2)45#:XcX?+6*42#Z*)b42C)36.J9.33)*L(+/#
9.33)*L(+/#ZA$通讯作者 及 地 址%王 秀 清#北 京 市 海 淀 区 圆 明 园 西 路 二 号 院#<$$$=&’电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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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学 I4*26A)**1-+*为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开设的,U^专题课使本文中方作者初次接触均衡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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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纵向关联的市场之间#某一环节的价格变化会通过产业关联传递到其

他环节并导致整个产业链的福利再分配$#$$"年<$月下旬中国再次发生农产

品价格普遍上涨#甚至又一次引起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心 !张永军##$$"’王

秀清&钱小平##$$&"$媒体&学者和消费者普遍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即农

产品及食品零售价格的上涨幅度远远高于农民所实际感受到的农产品收购价

格上涨幅度#也就是说出现了所谓的 (农产品价格放大效应)!辛贤&谭向勇#

#$$$"$而另一方面#以禽流感和疯牛病为代表的食品安全事件直接对消费者

的食品需求造成冲击#相关食品零售价格迅速下降并传递到畜产品收购价格#
对畜牧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同样#相对于食品零售价格下降而言#畜产品

收购价格的下降幅度更大$这种纵向关联市场间价格变动的不对称性源于多

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例如#从农产品收购环节到食品零售环节价格上涨幅度

的放大就可能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第一#食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在一个

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拥有市场力量的企业常常具备一定能力来操纵市场价

格#从而使价格传递偏离完全竞争的轨道$就农业产业链而言#在农产品收

购环节农民常常不得不面对买方寡占力量#而在食品零售环节广大消费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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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面对零售商的卖方寡占力量#市场力量的存在与变化直接影响到农业

产业链条两端乃至营销企业的福利#第二$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技术特征#在

农产品加工%批发和零售过程中$是否存在规模经济$农产品和其他投入品

之间是否可以替代以及替代程度如何$都会影响农产品收购价格发生变化时

营销企业的决策安排$从而最终影响零售价格#第三$营销投入品的供给弹

性#交通运输业发 展 的 相 对 滞 后 常 常 导 致 在 市 场 之 间 难 以 及 时 调 度 农 产 品#
短期内营销投入品供给缺乏弹性也容易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或下降幅度的加

剧#第四$价格传递滞后#针对价格变化$营销企业和农户都可能需 要 一 定

的反应和调整时间#因此$零售环节发生的价格变化可能要经过一定的滞后

期才能传递到农产品收购环节$反之亦然#第 五$农 产 品 供 给 弹 性 和 食 品 零

售需求弹性#针对食 品 零 售 价 格 的 变 化$农 产 品 收 购 价 格 的 变 化 幅 度 与 农

产品供给弹性 密 切 相 关#反 之$针 对 农 产 品 收 购 价 格 的 变 化$食 品 零 售 价

格的变化幅度 与 食 品 零 售 需 求 弹 性 密 切 相 关#第 六$替 代 品#农 产 品 收 购

价格变化导致以之 为 原 料 的 食 品 零 售 价 格 变 化#但 是 零 售 价 格 变 化 的 幅 度

要受到其他食品替代程度以及价格水平的影响#第七$库存调整#食品加工

营销企业常常会通过调节库存来适应市场价格的变化以获得最大的利润$因

此库存量和库存计划也会对市场间的价格传递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究竟

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价格传递%影响程度如何$尚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

视#而从国际学术界研究进展来看$虽然从%$年代起就有大量文献对价格传

递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或经验检验$但是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需要进一步的

理论探索#
学术界有关价格传递问题的研究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依据时间序列数

据进行计量经济检验#这类研究得益于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

的发展$出现了大量文献#起初$这些方法主要用于检验纵向相关的两个市

场之间是否存在整合关系$从而判断市场一体化的程度$甚至用于反垄断实

践中的市场界定#近年来又广泛应用于价格传递的对称性检验#但是$由于

缺乏理论的框架$该方法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价格传递的

不对称#第二类着重从理论上推导纵向关联市场间的价格传递关系$确定价

格传递弹性的模型#这类研究建立在有关纵向关联市场上企业行为的基本假

设之上#本文 属 于 这 类 研 究 方 法$因 此 对 第 一 类 的 文 献 不 做 详 细 的 总 结 与

评论#
最早从理论 上 研 究 农 产 品 价 格 传 递 问 题 的 是 美 国 学 者 T+2H*42!<=%@"#

在这篇开创性文献中$T+2H*42采用 1̂3( !<=!&"开发的均衡移动模型 !,M
P1)5)E2)1/U)C;5+-4/4*3 .̂H45"分析了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农产品价格传

递$在营销企业存在规模报酬不变技术的假设前提下分别推导出两个价格传

递弹性公式#一个 用 于 反 映 从 农 产 品 收 购 环 节 向 食 品 零 售 环 节 的 价 格 传 递$
另一个反映从食品零售环节向农产品收购环节的价格传递#多年来$在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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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模型影响下"一大批学者运用美国农产品市场的实际数据进行了价格传递

弹性模拟#在中国最早研究农 产 品 价 格 传 递 问 题 的 是 辛 贤$谭 向 勇 %#$$$&"
在这篇文献中他们以T+2H*42模型为基础分析了中国从生猪收购到猪肉 零 售

市场间的价格传递"发现中国存在明显的农产品价格放大效应#但是"完全

竞争假设显然不符合各个国家的农产品市场实际#I.55.a+6 %<==<&和 -̂M
’.22)C3.*等 %<==>&的研究解除了完全竞争假设"建立了不完全 竞 争 条 件 下

从农产品收购向食品零售的价格传递模型#这些模型假设在食品零售环节存

在卖方寡占力量"而在农产品收购环节依然存在完全竞争"食品营销企业依

然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特征# -̂’.22)C3.*等 %#$$<&进一步在最新的研

究中解除了上述规模报酬不变假设"分析了规模报酬可变情况下的价格传递"
解释了规模经济对农产品价格传递的影响"并建立了相应的价格传递弹性公

式#把农产品收 购 环 节 不 完 全 竞 争 因 素 考 虑 进 来 的 是 ‘45H4L4E2)45%#$$&&#

‘45H4L4E2)45的研究同时把 农 产 品 收 购 环 节 存 在 的 不 完 全 竞 争 特 征 和 食 品 零

售环节存在的不完全竞争特征考虑进来"借鉴 :dd+/+*HV+L.15+3.C%<==$&
检验美国肉类加 工 产 业 卖 方 寡 占 力 量 和 买 方 寡 占 力 量 以 及 A)**1-+* %#$$"&
确定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最优广告密度的分析手段"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从农产

品收购到食品零售的价格传递模型#至此"价格传递的理论模型终于可以通

过与完全竞争情况下的模型对比来揭示各个环节市场结构及其变化对价格传

递弹性的影响"从而更接近经济运行的实际#但是"在严格的规模报酬不变

假设下"该模型还不能够很好地揭示规模经济对价格传递的影响"也不能解

释规模经济和 市 场 力 量 交 叉 作 用 对 价 格 传 递 的 影 响#另 一 方 面"自 T+2H*42
%<=%@&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前提下给出从食品零售到农产品收购的价格传递

弹性公式以来"一直没有新的文献能够在研究从食品零售到农产品收购的价

格传递时考虑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影响#本文希望通过解除规模报酬不

变假设"来进一步揭示规模经济与市场力量共同作用情况下从农产品收购到

食品零售的价格传递特征以及从食品零售到农产品收购的价格传递特征#本

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二节给出本文的理论模型"分别推导得到从农产品

收购到食品零售以及从食品零售到农产品收购的价格传递弹性公式’第三节

以农产品收购到食品零售的价格传递为例"根据新的弹性公式集中分析规模

经济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对价格传递的影响’第四节是本文的结论#

二!模""型

%一&理论框架

本文采用均衡移动分析方法来研究纵向关联市场间的价格传递#基本假

设前提如下!在某一农产品的纵向产业链上"众多农业生产者把所生产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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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卖给下游的营销企业#这些营销企业在农产品收购环节具备一定的买方

寡占力量$营销企业利用所购买的农产品和其他营销投入品生产出可供消费

者直接消费的食品#并将这些食品在零售市场直接卖给消费者$营销企业生

产同质 产 品%在 食 品 零 售 环 节 从 事 数 量 竞 争 并 具 有 一 定 的 卖 方 寡 占 力 量

!?.L42C+*HD4K3.*#<==&"$也就是说#为了分析方便#我 们 把 从 农 产 品 收

购到食品零售之间的加工批发环节视为黑箱#不考虑黑箱内的价格传递$这

相当于假设农民和消费者之间是若干个一体化的农产品营销企业$营销企业

生产中只有两种投入品#一种是从农民手中购买的农产品#另一种是营销投

入品#这两种投入之间存在替代的可能性 !例如在农产品运输时既可以选择

铁路也可以选择公路#相对于农产品与营销投入品的组合比例发生变化"$这

里的营销投入品相当于各种营销投入品的组合 !包括加工流通过程中的劳动

力%包装和运输等"或标准化#假设营销投入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在着重

考察农产品收购和食品零售环节市场力量对价格传递影响时做这样的假设不

会影响分析的结论$以上假设跟 ‘45H4L4E2)45!#$$&"的文献完全一致$不同

的是#本文假设在营销企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可变的规模报酬技术#而不仅

仅是规模报酬不变$在上述基本假设前提下#纵向关联市场的初始均衡可以

由以下六个公式来表示&
食品 !农产品加工品"的零售需求函数如!<"式所示$式中$代表食品零

售价格#W代 表 食 品 的 零 售 需 求 量#O 代 表 影 响 食 品 零 售 需 求 的 外 生 变 量

!代表诸如禽流感%疯牛病等能够影响食品零售需求的冲击源"$

$!@!W#O"* !<"

营销企业生产函数如!#"式所示$式中C和R 分别代表农产品和营销投

入品的投入量$生 产 过 程 中 只 有 两 种 投 入#而 资 本 投 入 在 短 期 内 固 定 不 变$
为了揭示规模报酬的影响#假设营销企业生产函数为3次齐次$3(<代表规

模报酬递增#3N<代表规模报酬不变#3’<代表规模报酬递减$

W!0!C#R"* !#"

农产品和营销投入品的供给函数分别如!""和!&"式所示$式中K和A 分

别代表农产 品 和 营 销 投 入 品 的 市 场 价 格$^ 为 影 响 农 产 品 供 给 的 外 生 变 量

!代表诸如自然灾害等能够影响农业生产的供给冲击源"$

K!L!C#̂"# !""

A!-!R"* !&"

营销部门的农产品需求函数和营销投入品需求函数分别如!@"和!!"式所

示$根据营销企业 利 润 最 大 化 的 一 阶 条 件 推 导 出 每 个 企 业 的 要 素 需 求 函 数#
然后按照各个企业 的 市 场 份 额 加 权 求 和 得 到 营 销 部 门 总 体 的 要 素 需 求 函 数$
具体推 导 过 程 可 以 参 考 ’.a5)*L+*H‘+342C.*!<=%!"和 [(16+*+*HW.;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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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献$式中0C 和0R 分别代表农产品和营销投入品的边际产出%+&

*分别代表食品零售需求弹性和农产品供给弹性%1和%分别代表食品零售环

节和农产品收购环节营销企业的猜测弹性%1’+和%’*则分别代表营销部门在

食品零售市场上的卖方寡占力量和农产品收购市场上的买方寡占力量$

$ <"1! "+ 0C!K <"%! "* & "@#

$ <"1! "+ 0R!A* "!#

"二#外生冲击下的均衡移动

上述初始均衡市场在外生冲击下会发生一系列反应&从而移动到新的均

衡$外生冲击下的均衡移动可以通过对"<#至"!#式求全微分来进行分析$在

外生冲 击 来 自 农 产 品 供 给 时"即H5*ON$&H5*̂ &$#&对 初 始 系 统 求 全 微 分&
并用对数形式表示变量的变化率&可以得到以下六个新的方程 "而有关外生

冲击来自食品需求方面的分析过程放在附录中#!

H5*W!+H5*$& "%#

H5*W!(H5*C")H5*R& ">#

H5*K! <*
H5*C"’H5*̂ & "=#

H5*A!’H5*R" 或 "H5*A ! <7>
H5*R& "<$#

H5*K!<"-<""
H5*$" <

"<""#
"3#<##

<"0"3#<#
03# $) H5*C

""<"0
"3#<#

"<""#03)
H5*R& "<<#

H5*A! "<"-#H5*$"
<"0"3#<#

03
(H5*C

"" "3#<##
<"0"3#<#

03# $( H5*R* "<##

上述公式中&(和)分别代表农产品和营销投入品的产出弹性"(Q)N3#%

3为规模报酬%*代表农产品供给弹性%’"N<’7>#为营销投入品供给弹性的倒

数%0代表农产品与营销投入间的替代弹性%’代表农产品供给方面的外生冲

击所导致农产品收购价格变化的弹性%而6则代表食品零 售 需 求 方 面 的 外 生

冲击导致的食品零售价格变化的弹性%-NO 1’"+Q1#&反映食品零售价格

因外生冲击而变化时卖方寡占力量的变化% N"5*+’"5*$&代表食品需求弹

性随食品零售价格变化而变化的程度%"NO#%’"*Q%#&反 映 农 产 品 收 购 价

格因外生冲击而变 化 时 买 方 寡 占 力 量 的 变 化%#N"5**’"5*K&代 表 农 产 品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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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弹性随农产品收购价格变化而变化的程度#在市场力量和规模报酬共同作

用条件下$农产品和营销投入品的价值份额分别 由 以 下 两 个 式 子 表 示%4CN
!<Q%&*"
3!<Q1&+"

R=CN(
3

和4RN
<

3!<Q1&+"
R=RN)

3
$4CQ4RN<#式 中=C$=R 分

别代表C 和R 在完全竞争且规模报酬不变情况下的成本份额#
由农产品供给!̂ "或 食 品 需 求!O"方 面 的 外 生 冲 击 所 导 致 六 个 内 生 变 量

!W$C$R$$$K$A"的短期变化率可以通过求解上述方程组而获得#把公式

!%"’!="和!<<"分别代入公式!>"’!<$"和!<#"并经过一些变换$可以得到以下

三个系统方程%

#+H5*$"(*H5*K")’
H5*A !(*’H5*̂ $

<"-
<""

H5*$" 03
!3#<"#(<"0!3#<"))

!<"""03
*#! "<H5*K"(<"0!3#<"))!<"""03’

H5*A

"" !03
!3#<"#(<"0!3#<"))

!<"""03
*’H5*̂ $

!<"-"H5*$"
(<"0!3#<")(*

03
H5*K" 03

!3#<"#(<"0!3#<")(
03’

#! "<H5*A
"" !

(<"0!3#<")(
03

*’H5*̂ *

运用克莱姆法则 !’2+/42#C2154"求解上述联立方程组$可以得到外生冲击所

导致的食品零售价格变化率 !H5*$"’农产品收购价格变化率 !H5*K"和营销

投入品价格变化率 !H5*A"#根据这些变化率可以推导得出价格传递弹性#
第一类$因农产品供给方面的外生冲击 !即H5*ON$$H5*̂ &$"所导致

的从农产品收购到食 品 零 售 的 价 格 传 递$其 价 格 传 递 弹 性 定 义 为2N!H5*$&

H5*K"#具体表达式为%

2)/$! (3!<"""!<"0’"
!3"(0’"(!<"-"3"+!3#<")#+)’

! 34C!<"""!<"0’"
!<"4C0’"(!<"-"3"+!3#<")#!<#4C"+’

*

第二类$因食品需求方面的外生冲击 !即H5*̂ N$$H5*O&$"所导致的

从食品零售 到 农 产 品 收 购 的 价 格 传 递$其 价 格 传 递 弹 性 定 义 为2N!H5*K&

H5*$"$具体表达式为 !分析过程见附录"%

2$/K! 3!<"-"!<"0’"
!<"""(!("30’"#0!3#<"))#*(!3"(0’"!3#<"#)’)

!
!<"-"!<"0’"

!<"""(!4C "0’"#0!3#<"!<#4C")#*(!<"4C0’"!3#<"#!<#4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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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力量和规模报酬对价格传递的影响

显然"价格传递弹性受到市场力量和规模报酬等因素的影响#为 了 揭 示

市场力量和规模 报 酬 的 作 用"我 们 讨 论 上 述 价 格 传 递 弹 性 公 式 的 几 种 变 形#
有关讨论主要集中在因农产品供给方面的外生冲击所导致的从农产品收购到

食品零售的价格传递"而类似的分析过程也可以用于从食品零售到农产品收

购的价格传递#限于篇幅"本文略去了后一种价格传递的讨论#

$一%完全价格传递 $即价格传递弹性等于<%

当营销部门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特性$3N<%&营销投入品具有 无 限

的供给弹性$’N$%&营 销 过 程 中 农 产 品 的 产 出 弹 性 达 到 某 一 关 键 值 时$(N
$<Q-%’$<Q"%%"无论是从农产品收购到 食 品 零 售 的 价 格 传 递"还 是 从 食 品

零售到农产品收购的价格传递"价格传递弹性均等于<#也就是说"在上述条

件得以满足情况下"能够出现价格变化在纵向关联市场之间的完全传递#

$二%价格传递被阻止

农产品供给方面的外生冲击导致农产品收购价格变化#如果随着农产品

收购价格上升而营销企业买方寡占力量以相同幅度弱化"或者随着农产品收

购价格 下 降 而 营 销 企 业 买 方 寡 占 力 量 以 相 同 幅 度 增 强$即"NO<或#N
$*Q%%’%%"那么农产品收购环节的价格变化就不会传递给食品零售环节 $即

价格传递弹性等于零%#
类似地"食品需求方面的外生冲击导致食品零售价格变化#如果 随 着 食

品零售价格上升而营销企业卖方寡占力量以相同幅度弱化"或者随着食品零

售价格 下 降 而 营 销 企 业 卖 方 寡 占 力 量 以 相 同 幅 度 增 强$即-NO<或 N
$+Q1%’1%"那么食品零售环节的价格变化就不会传递给农产品收购环节 $即

价格传递弹性等于零%#

$三%规模报酬的影响

规模报酬对价格传递弹性的影响"可以通过对规模报 酬 参 数3求 偏 导 数

来考察#从农产品收购到食品零售的价格传递"其弹性对规模报酬的偏导数

如下所示!

"2
"3
! #4C+$<""%$<"0’%($<"4C0’%"$<#4C%’)
*$<"4C0’%($<"-%3"$3#<%+)#$<#4C%+’+

#

B
($" C"(#<"

!$" C"!#<"

’$" C"’#<
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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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规模报酬对价格传递弹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由于分母%4C%’和

0等参数为正#而食品需求弹性+为负#因此偏导数的符号主要取决于参数"
的大小$也就是说#规模报酬对价格传递弹性的影响跟农产品收购环节买方

寡占力量的变化幅度密切相关$
如果随着农产品收购价格上升而营销企业买方寡占力量以相同幅度弱化#

或者随着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而营销企业买方寡占力量以相同幅度增强 !即

"NO<"#那么规模报酬对价格传递弹性就丝毫没有影响$
如果随着农产品收购价格上升而营销企业买方寡占力量以相对较低的幅

度弱化#或者随着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而营销企业买方寡占力量以相对较低

的幅度增强 !即"(O<"#那 么 规 模 报 酬 对 价 格 传 递 弹 性 就 会 有 显 著 的 正 影

响$随着规模报酬参数值3的增加#价格传递弹性2也相应扩大&反之#如果

随着农产品收购价 格 上 升 而 营 销 企 业 买 方 寡 占 力 量 以 相 对 较 大 的 幅 度 弱 化#
或者随着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而营销企业买方寡占力量以相对较大的幅度增

强 !即"’O<"#那么规模报酬对价格传递弹性就会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随着

规模报酬参数值3的增加#价格传递弹性2则相应减小$因此#及时监测伴随

价格变化而发生的市场力量变化#对反垄断实践而言至关重要$

!四"市场力量的影响

解析市 场 力 量 对 价 格 传 递 弹 性 的 影 响#需 要 一 个 可 供 比 较 的 参 照 系$

T+2H*42!<=%@"的文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纵向关联市场是完全竞争

的 !即1N%N$"#营销企业拥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 !即3N<"#其价格传递

弹性公式如下所示’

2: ! (!<"0’"
<"(0’#+)’

! =C!<"0’"
!<"=C0’"#!<#=C"+’

*

用参照系的价格传递弹性公式除以一般公式得到如下比值’

2:

2 !
(3!<"1)+""!<"%)*"=C0’*(!<"-"3"+!3#<"*#!<#=C"+’

3!<"""!<"%)*"(!<"=C0’"#!<#=C"+’*
*

为了集中分析市场力量的影响#我们假设营销投入品供给具有无限弹性

!即’N$#该假设并不影响分析的结论"#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简化式’

2:

2 !
!<"1)+"(!<"-"3"!3#<"+*

!<"&)*"!<"""
*

首先分解规模报酬的影响$令1N%N$ !因而-N"N$"#我们可以得到

与 -̂’.22)C3.*7’21*!#$$<"类似的公式’

2:

2 !3"+!3#<"B
(<# 若3(<#+(#<或3’<#+’#<#

!<# 若3!<或+!#<#

’<# 若3(<#+’#<或3’<#+(#<
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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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完全竞争情况相比"价格传递弹性既可能放大也可能缩小"食品需求弹性

和规模报酬起着决定性作用#与完全竞争的情况相比"当食品需求富有弹性

时 $即+’O<%"规模报酬递增 $3(<%将会导致价格传递弹性放大"而规模

报酬递减 $3’<%将会导致价格传递弹性缩减#与此相反"当食品需求 缺 乏

弹性时 $即+(O<%"规模报酬递增 $3(<%将会导致价格传递弹性缩减"而

规模报酬递减 $3’<%将会导致价格传递弹性放大#
接下来分解市场力量的影响#令3N<"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公式!

2:

2 !
$<"1&+%
$<"%&*%

V
$<"-%
$<""%!

<"$<# %1&+
<"$<##%%&*

*

显然"价格传递弹性偏离完全竞争状态的程度取决于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
一是既存的农产品收购环节买方市场力量与食品零售环节卖方市场力量"二

是在外生冲击作用下上述两种市场力量的变化程度#在不知道农产品供给和

食品需求函数具体形式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确定市场力量及其变化究竟导致

价格传递弹性放大还是缩减#如果营销企业在与对手竞争过程中把市场力量

控制在接近于零的状态"那么价格传递弹性的放大或缩小则主要取决于外生

冲击时市场力量的变化#如果收购环节买方寡占力量的增加幅度大于零售环

节卖方寡占力量的增加幅度"价格传递弹性将会放大"反之则缩小#为了能

够获得一些更直接的信息"我们接下来讨论两种经常被用于计量经济检验的

特殊函数形式"即线性函数和固定弹性函数#
如果农产品供给 和 食 品 需 求 都 是 线 性 函 数"那 么 上 述 公 式 则 可 以 表 示

如下!

2:

2 !<"
$<# %1&+

<"$<##%%&*
!<"1<"%

B
(<" C1(%"

!<" C1!%"

’<" C1’%
D
)

* *

在线性函数下"价格传递弹性偏离完全竞争的程度取决于纵向关联市场间两

类猜测弹性大小的对比#当食品零售环节猜测弹性大于农产品收购环节猜测

弹性时"价格传递弹性相对完全竞争而缩减’当两种猜测弹性相等时"价格

传递弹性保持完全竞争的水平’当农产品收购环节猜测弹性大于食品零售环

节猜测弹性时"价格传递弹性相对完全竞争而放大#
如果农产品供给和食品需求都是固定弹性函数"则 N#N$"从而-N"

N$#这等价于在外生冲击作用下两个环节的市场力量依然保持不变#因此"
价格传递弹性偏离完全竞争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原有的市场力量对比#其表

达式如下!

2:

2 !<"
$<# %1&+

<"$<##%%&*
!<"1

&+
<"%&*

@<*

""因为1&+@$且%&*;$"所以上述比值始终不会大于<#这意味着在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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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函数或者市场力量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农产品收购或食品零售中任何

一个环节拥有市场力量或具备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特性#那么价格传递弹性都

会相对完全竞争而放大$沿着 ‘45H4L4E2)45!#$$&"的分析思路#我们在表<
给出了线性函数和固定弹性函数四种不同组合的分析结果$

表!!市场力量对价格传递弹性的影响!!"!"""##

农产品供给函数与食品需求函数特征

与参照系的价格传递弹性比较

买方寡占

!%&$#1N$"
卖方寡占

!1&$#%N$"
买方寡占和卖方寡占并存

!%&$#1&$"

线性农产品供给与线性食品需求

Q O 1(% O
Q O 1N% $
Q O 1’% Q

固定弹性农产品供给与固定弹性食品需求 Q Q "N-N$ Q
固定弹性食品需求与线性农产品供给 Q Q !<Q%"(!<Q1%+" Q

线性食品需求与固定弹性农产品供给

Q O 1(!%%*" O
Q O 1N!%%*" $
Q O 1’!%%*" Q

注&相对于完全竞争的参照系而言#O 表示弹性缩减#Q表示弹性放大#$表示弹性不变$

表<显示#在规模报酬不变’营销投入供给弹性无限大 的 情 况 下#市 场

力量对价格传递 弹 性 具 有 显 著 的 影 响$如 果 食 品 需 求 具 有 固 定 不 变 的 弹 性#
那么无论是买方寡占’卖方寡占#还是买方寡占与卖方寡占并存#都将导致

价格传递弹性相对完全竞争情况而放大$如果食品需求曲线呈线性#那么买

方寡占的价格传递弹性相对完全竞争而放大’卖方寡占的价格传递弹性相对

完全竞争而缩减#而买方寡占与卖方寡占并存的影响十分复杂$在线性食品

需求与线性农产品供给相组合的市场上#食品零售环节的猜测弹性大于 !小

于"农产品收 购 环 节 的 猜 测 弹 性 将 导 致 价 格 传 递 弹 性 相 对 完 全 竞 争 而 缩 减

!放大"#而猜测弹性相等则具 有 与 完 全 竞 争 相 同 的 效 果$也 就 是 说#在 线 性

食品需求与线性农产品供给相组合的市场上#如果农产品收购环节与食品零

售环节的猜测弹性一致#那么两个环节的市场力量相互抵消#从而也能达到

完全竞争情况下的价格传递弹性$这意味着即使存在市场力量#也不一定会

偏离完全竞争的轨道$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因为发现价格传递弹性与完全竞

争水平一致而否定市场力量的存在$同理#在线性食品需求与固定弹性农产

品供给相组合的市场上#食品零售环节的猜测弹性大于 !小于"农产品收购

环节的市场力量将导致价格传递弹性相对完全竞争而缩减 !放大"#而食品零

售环节猜测弹 性 等 于 农 产 品 收 购 环 节 的 市 场 力 量 则 具 有 与 完 全 竞 争 相 同 的

效果$

!五"规模报酬和市场力量的共同影响

规模报酬和市场力量交叉作用的影响十分复杂#在不了解农产品供给和

食品需求函数具体形式的情况下#很难给出一般性结论$为此#我们继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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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线性函数和固定弹性函数不同组合情况下市场力量与规模报酬交叉作用对

价格传递弹性的影响效果"分析主要集中在买方寡占与卖方寡占并存的情况#
结果如表#所示"在规模报酬不变$农产品供给和食品需求均呈线性函数情

况下#如果农产品收购环节的猜测弹性等于食品零售环节的猜测弹性#或者

在规模报酬不变$农产品供给呈固定弹性而食品需求呈线性函数情况下#食

品零售环节的猜测弹性恰好等于农产品收购环节的市场力量#那么都可以导

致纵向关联市场上两个环节的市场力量作用相抵#从而达到与完全竞争相同

的效果"但是#如果规模报酬可变#就无法达到完全竞争的效果"规 模 报 酬

递增时#价格传递弹性相对完全竞争参照系而缩减#规模报酬递减时相对完

全竞争参照系而放大"表#显示#在规模报酬不变情况下#市场力量的作用

效果相对容易确定#而规模报酬可变情况下市场力量与规模报酬交叉作用的

效果很难确定"从总体趋势来看#规模报酬递增与市场力量相结合容易导致

价格传递弹性相对完全竞争而缩减 %尽管也存在放大的可能&#而规模报酬递

减与市场力量相结合容易导致价格传递弹性相对完全竞争而放大 %尽管也存

在缩减的可能&"

表!!市场力量和规模报酬对价格传递弹性的影响!!"#"

农产品供给函数与食品需求函数特征

与参照系的价格传递弹性比较

买方寡占和卖方寡占相结合%%&$#1&$&

3N< 3(< 3’<

线性农产品供给与线性食品需求

1(%且1@O+ O O ？

1N%且1@O+ $ O Q

1’%且1@O+ Q ？ Q
固定弹性农产品供给与固定弹性食品需求 "N-N$#1@O+ Q ？ ？

固定弹性食品需求与线性农产品供给 1@O+ Q ？ ？

线性食品需求与固定弹性农产品供给

1(%’*且1@O+ O O ？

1N%’*且1@O+ $ O Q

1’%’*且1@O+ Q ？ Q
注!相对于完全竞争的参照系而言#O表示弹性缩减#Q表示弹性放大#$表示弹性不变#？表示结果

不确定"

四!结""论

本文研究了市场力量和规模报酬对纵向关联市场间价格传递的影响"所

得出的价格传递弹性模型适用于以下市场特征!农产品收购环节存在买方寡

占力量$食品零售环节存在卖方寡占力量$生产同质产品并从事数量竞争的

一体化营销企业拥有规模报酬可变的技术$农产品和营销投入之间存在一定

替代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力量和规模报酬对价格传递的影响十分复 杂#其 结

果一方面取决于农产品供给函数和食品需求函数的具体形式#另一方面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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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外生冲击作用下农产品收购环节与食品零售环节市场力量变化的相对幅

度#在不了解农产品供给函数和食品需求函数具体形式情况下$很难为竞争

政策的制定给出确定性的结论#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场力量的存在常常

导致价格传递偏离完全竞争的轨道$但在农产品营销企业具有规模报酬不变

的技术特征情况下$仍然存在收购环节买方寡占力量与零售环节卖方寡占力

量相互抵消从而使价格传递接近完全竞争效果的可能性#我们既不能因为价

格传递接近完全竞争的效果而否认市场力量的存在$也不能因为存在市场力

量而断然认定价格传递必然偏离完全竞争的效果#
有关农产品供给函数和食品需求函数的四种不同组合分析结果表明$从

总体趋势来看$规模报酬递增技术与市场力量相结合容易导致价格传递弹性

相对完全竞争而缩减 !尽管也存在放大的可能"$而规模报酬递减技术与市场

力量相结合容易导致价格传递弹性相对完全竞争而放大 !尽管也存在缩减的

可能"#

附"录

当外生冲击来自食品零售需求时$H5*̂ N$$H5*O&$#对初始系统求全微分并用对数

形式表示变量的变化率可以得到以下六个新的方程%

H5*W!+H5*$"6H5*O$ !:<"

H5*W!(H5*C")H5*R$ !:#"

H5*K! <*
H5*C$ !:""

H5*A!’H5*R" 或 "H5*A ! <7>
H5*R$ !:&"

H5*K!<"-<""
H5*$" <

!<"""
!3#<"#

<"0!3#<"
03! ") H5*C

""<"0
!3#<"

!<"""03)
H5*R$ !:@"

H5*A! !<"-"H5*$"
<"0!3#<"

03
(H5*C" !3#<"#

<"0!3#<"
03! "( H5*R*!:!"

由食品需求 !O"方面的外生冲击所导致六个内生变量!W$C$R$$$K$A"的短期变化

率可以通过求解上述方 程 组 而 获 得#把!:<"&!:""和!:@"式 分 别 代 入!:#"&!:&"和!:!"

式并经过一些变换$可以得到以下三个系统方程%

#+H5*$"(*H5*K")’
H5*A !6H5*O$

<"-
<""

H5*$" 03!3#<"#’<"0!3#<"()
!<"""03

*#! "< H5*K"’<"0!3#<"()!<"""03’
H5*A !$$

!<"-"H5*$"
’<"0!3#<"((*

03
H5*K" 03!3#<"#’<"0!3#<"((

03’
#! "< H5*A !$*

运用克莱姆法则 !’2+/42#C2154"求解上述联立 方 程 组 可 以 得 到 外 生 冲 击 所 导 致 的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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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零售 价 格 变 化 率 "H5*$#$农 产 品 收 购 价 格 变 化 率 "H5*K#和 营 销 投 入 品 价 格 变 化 率

"H5*A#%根据这些变化率可以推导得出价格传递弹性公式如下!

2$/K! 3"<"-#"<"0’#
"<""#&"("30’##0"3#<#)’#*&"3"(0’#"3#<##)’’

!
"<"-#"<"0’#

"<""#&"4C "0’##0"3#<#"<#4C#’#*&"<"4C0’#"3#<##"<#4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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