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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认识市场结构和 运 作 效 率 的 角 度#分 析 和 比 较

了近年市场整合研究文献中使用 较 多 的 两 种 方 法$$$协 整 检 验 和 状

态转换模型#对市场的 %完全整合&’%不完全整合&和 %市场隔离&
三种状况进行理论界定#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比较两种 方 法 在 提 供 关

于市场状况信息方面的功能(本文认为单纯的 %价格 整 合&既 不 是

%市场整合&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状态转换模型有着全面考查

市场效率所需的价格’交易成本和贸易量三 方 面 信 息 的 能 力#但 它

在了解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调整过程等动态分析方面尚 有 一 定

局限(
!!关键词!市场整合#协整#状态转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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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根据国家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和需要#自#$世纪%$年代 末 以 来

逐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化#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加快社会和经济发

展步伐(尤其是#$$<年底恢复世贸组织成员国地位#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在

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观上#需要尽快完善我国的市场

体制’提高其 运 作 效 率#以 迎 接 与 国 际 全 面 接 轨 后 的 机 遇 和 挑 战)客 观 上#
对于世贸组织这一全球市场经济框架中的正式成员来说#权利与义务是必须

同时面对的课题(因此#准确地分析与判断各项改革措施对我国经济的市场

化程度及其运作 效 率 的 实 际 影 响 意 义 重 大(市 场 整 合 !.*1J32()23@1*2(-)"
分析涉及商品和价格信息的跨空间’时间 !如现货和期货市场"以及产品形

式的流动 !如产品的流通与加工过程"#市场的分隔或整合与贸易的自由流动

和价格信息的传导直接相关#因此是反映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

市场效率 !.*1J323SS(,(3),5"的重要指标(比如#不了解一个市场的地域范

畴就很难了解该市场的竞争程度#相互隔离的市场因其对达到最优成本所需

的规模要求相 对 较 低 !N*11322#<DD!"#其 竞 争 程 度 往 往 也 比 较 低(再 比 如#
产品的中间流通环节过多和运输瓶颈等问题导致生产者与最终消费者之间的

交易成本过高#所造成的市场分隔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市场健康发展#同时给

社会带来无谓损失 !H3*HO3(@’24-AA"#降低整体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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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完全整 合 一 般 是 指 在 有 贸 易 发 生 或#并 贸 易 可 以 自 由 发 生 的 情 形

下$某种商品在不同市场上减去交易成本后的同一货币价格相等%市场是否

完全整合&&&即是否实现了 ’一价定律(的预期$< 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

着重要的意义%

< 本文中’完全整合(和 ’一价定律(同义%

在资本和保险市场完善的假设前提下$对一个市场整合程度的经验证据

是确认其运行是否帕累托有效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一价定律常常作为某些

经济命题的前提假设$是否有可靠的经验证据直接关系到研究结果对现实的

解释和预测能力%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成立也有赖于各单

个市场的整合程度%同样$在缺乏经验证据情况下也难以进行准确的行业加

总和宏观分析%
在政策含义方面$对政府而言$除了检验其有关政策对市场效率 的 实 际

影响之外$当需要对某个市场进行价格调控时$往往应视其开放程度采用配

套的贸易政策乃至国际间的协作$以减轻国际需求变化所带来的压力%还可根

据整合程度决定 是 否 需 要 对 某 个 市 场 产 品 短 缺 的 情 况 实 行 政 府 干 预%另 外$
从一定意义上讲$在一个大市场上进行投机操作要求其投入规模也较大$而

明显的市场动作容易被察觉$从而给政府监管带来了相对的便利%对企业而

言$确定市场的 整 合 状 况 有 助 于 制 定 正 确 的 定 价)生 产 以 及 市 场 竞 争 战 略%
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程度较高的市场$企业则有较大的余地发挥生产及销

售的规模效益$而且公司还可以选择成本最低的生产地点%一个开放的大市

场使得市场信息更加成本有效$还可以缓冲地区突发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而缩小风险溢价%

准确地判断和解释市场状况以及变化$采用的方法是否科学合理是关键%
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市场结构和运作过程都比较复杂$更需

要方法得当$检验结果才有说服力%在此基础上$另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如何

解释检验结果$探讨造成整合或隔离状况的结构性原因%两者的关系类似于

形式与内容$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检验方法缺乏说服力$其结果的准确性受

到质疑$也就失去了进一步解释的必要+如果对造成某种市场状态的原因有

比较科学的解释$那么检验结果也就有了说服力%这是一般市场整合研究的

两个主要考虑%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对中国及其中国与国际市场之间的整合状况做

了有益的摸索和探讨$如U’55*)HN02,’31!<DD"")喻闻和黄季焜 !<DD:")

I*1J!"#$B!#$$#")韩胜飞和戴金平 !#$$!"等$但着眼于研究方法方面的

讨论却不多%
本文从分析市场结构和运作效率的角度$重点讨论和比较了近年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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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较多的 协 整 检 验 ",->()23@1*2(-)23A2#和 状 态 转 换 模 型 "13@(.3>AO(2,>
’()@.-H34#$意在对我国市场整合分析方法的研究抛砖引玉%首先$从反映

市场效率的角度分层界定了市场由整合到分隔的!种不同状况&然后是对几

种主要研究方法的概述&最后$以此为基础系统详细地评价和比较了协整检

验和状态转换模型两种不同研究方法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所能提供的关于市

场整合状态的信息%

一!市场整合程度的界定

为了进一步理解市场整合检验的意义和比较近年来文献所使用的不同方

法$有必要对整合概念做出理论上的界定%市场整合程度分三个层次!完全

整合’不完全整合’市场隔离%
完全整合 "G31S3,2()23@1*2(-)#!在 两 地 市 场 之 间 贸 易 量 大 于 或 等 于 零

的情况下$价差等于交易成本$即!

7"+$! 并且 !
8,." &$$

8,." +$
.
/

0 $

"<#
"##

这里的7"X3
.
"V3

,
"VK,." $3." 和3," 分别代表商品流动目的地 ".#和出发地

",#的价格$"代表时间点$K,." 是商品由,卖到 .地的单位交易成本$8,." 是

由,到. 在"时间的贸易流量%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可以假定贸易单向流动$
但根据实际也可以运用于双向贸易存在时的情况%从 "<#和 "##可以看出$
零边际套利收益是市场完全整合的必要条件$零边际套利收益和有贸易流动

是完全整合的充分条件$而后者不是完全整合的必要条件(((比如 "##所反

映的是一种零贸易状态下的完全整合$贸易发生与不发生对套利者来说是个

无差异点 %
不完全整 合 "(.G31S3,2()23@1*2(-)#!在 两 地 市 场 之 间 有 贸 易 流 动$价

差不等于交易成本$即!

8,." &$! 并且 !
7"&$$

7"’$! %

";#
""#

在有贸易流动的情形下$边际套利收益仍大于零意味着贸易可能受到一

定的阻碍$边际套利收益小于零则表明贸易在利润为负时发生%虽然这两种

情况都说明 了 市 场 之 间 的 连 接$却 都 不 是 帕 累 托 有 效$所 以 称 之 为 不 完 全

整合%
市场隔离 ".*1J32A3@13@*2(-)#!在两 地 市 场 之 间 没 有 贸 易 流 动$价 差

不等于交易成本$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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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而且 !
7"&$#

7"’$.
/

0 %

!="
!!"

条件 !="和 !!"是指无论边际套利收益大于或小于零时#都没有贸易流

动#反映了两地市场没有连接$不同的是前者表明套利空间存在时因各种阻碍因

素而没有发生贸易#后者则表明交易成本大于价差时没有贸易发生的正常情形$
条件 !<"% !!"的界定表明#来自贸易流动和价格关系两方面 的 信 息

能够反映市场效率#后者以两地价格差异减去全部交易成本来衡量$影响两

者的决定因素首先包括两地供需状况的变化&季节性以及交易成本的变化等$
比如导致两地市场隔离的往往是由于交易成本或相对生产成本比较高等原因

!UG(4431*)H\0*)@#<D:!"$另外一个与市场效率直接相关的因素是市场内部

的竞争程度#竞争程度高的市场其贸易流动和价格关系一般更能反映 ’一价

定律(的预期 !U3?2-)!"#$B#<DD<"$第三#阻碍贸易有效流动的其他原因$
比如政府干预%%%包括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等#运输瓶颈#不 完 全 信 息 和

风险厌恶等$
上述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市场的分隔并偏离一价定律$反过来#另 一 个 需

要回答的问题是当价格关系符合一价定律的时候%%%即价差减交易成本等于

零%%%是否就意味 着 市 场 的 完 全 整 合$比 如 !#"也 反 映 了 一 种 ’完 全 整 合(
的情况#但前提是曾有过贸易发生#否则很可能存在着地区价格垄断 !U2(@431
*)HU’31O()#<D:="$所以#虽然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上的贸易流动只是市场整

合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但对整体贸易流动情况的了解对市场是否有

效的判断仍然是必要的$再比如 !#"所反映的价格关系#在买者和卖者都比

较分散&区域内运输成本比较高而且没有明显的贸易流动的情形下#也有可

能是寡头定价行为的结果 !R*.()-O*)HN3)A-)#<DD$"$因此#对一个市场

整合状况的检验是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根据不同情况一般需要三个方面的信

息%%%价格 !3." 和3,""&交易成本 !K,." "和贸易量 !8,." "$

二!市场整合检验方法的分类

市场分析可归类为两种)结构性分析和整合关系分析$前者的主 要 目 的

是找出影响价格或贸易量变化的结构性因素并测量影响程度#后者则着眼于

测定市场间的套利是否充分$与结构模型比较起来#整合分析有助于提供关

于市场是否帕累托有效的信息#同时对数据的要求也比较简单$变量的增加往

往意味着进行较多的数据加总或代理变量的采用#其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受到

不同程度的 影 响#某 些 变 量 之 间 可 能 产 生 的 内 在 相 关 也 往 往 会 造 成 共 线 性

!,->4()3*1(25"$而另一方面#整合分析模型的简单结构则难以直接揭示造成某

种市场状况的原因#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在提高检验准确性的同时#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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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以提高其分析和解释能力"探讨影响整合或隔离状况的结构性原因#
关于市场整合研究的文献一般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观察市场之间的价

格关系和差异"得出的结果在实质上往往只反映了价格整合情况$二是观察

市场之间的整体关系"力图发现市场的竞争化程度和整体运作效率及其主要

影响因素##两者 在 数 据 的 需 求 和 模 型 应 用 的 前 提 假 设 等 方 面 有 很 大 的 区 别"
因此分析结果所提供的信息和信息量也不同#前者主要包括价格相关分析法%

M*Q*44(-)模型和协整检验法"数据以两地市场价格为主$后者主要采用状态

转换模型"数据方面增加了交易成本和贸易流量#

# 相对于&价格整合’而言"此处可称为&市场整合’#

相关分析法主要 通 过 观 察 两 地 市 场 价 格 之 间 的 相 关 性 来 确 定 整 合 关 系"
而较高的相关系数有可能只是影响两地价格的因素相类似的结果"并不能说

明价格之间的影响#M*Q*44(-)模型虽然较大程度地改进了价格相关分析法在

统计推断方面的不足"但其计算结果因变量之间内生关系而存在统计意义上

的偏差 (K(*A)和不一致 ((),-)A(A23)2)#此外"这两种方法都忽视了时间序

列数据的趋向 性 (213)H()@)"因 而 检 验 结 果 有 误 导 (详 见 本 文 第 三 部 分 第

(一)节 &协整检验’中的讨论)#
协整检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上述两种方法的短处#市场之间的整合主

要表现为贸易的自由流动"因而价格之间应当存在着比较紧密的传递与连动

关系#统计学上的协整检验或格兰杰因果检验 ([1*)@31,*0A*4(25)和这一概

念比较吻合 (L1H3)("<D:D)"因此是文献中比较常用的方法"前者侧重不同

地区市场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后者侧重价格信息的流动方向#
状态 转 换 模 型 (13@(.3>AO(2,’()@.-H34)更 接 近 于 市 场 空 间 均 衡 理 论

(AG*2(*43a0(4(K1(0.)"验证市场是否完 全 整 合 或 反 映 了 一 价 定 律"即 是 否 符

合本文第一部分中条件 (<)和 (#)所 表 明 的 状 况#该 模 型 的 研 究 近 年 来 进

展比较快"其中近年来被学术界广为认同和接受的一种作法是同时使用价格

和交易成本数据"最具代表性的是N*04,’ (<DD%)的均衡价界线模型 (G*1(25
K-0)HA.-H34)$另一种是在价格和交易成本数据基础上加入贸易量信息"首

次由N*11322*)H_((#$$#)提出并应用于环太平洋国家农产品市场分析 (简

称N>_模型"详细讨论见第三部分第 (二)节 &状态转换模型’)#

三!两种方法的讨论与比较

(一)协整检验

<B协整检验的产生与发展

价格和交易成本都是时间序列"而大部分时间序列数据都存在一定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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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213)H()@"性#平均值和自协方差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因此存在着不平稳

性 !)-)>A2*2(-)*1(25"$研究表明#直接用这样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有

关统计参数%%%比如T]&7#及"值等%%%具有误导性#可能会使得原本不存

在的变量之间的关系看上去存在$然而有些不平稳变量之间的变化在理论上

可能是趋于 一 致 的#比 如 短 期 和 长 期 利 率&物 价 和 工 资&家 庭 收 入 和 支 出&
现货和期货价格之间等#它们自身可能都呈现一定的趋向性#但通过一定方

式的线性结合后的误差项则可能是平稳的#因此去掉了不平稳情况下直接回

归所可能带来的误导$<D:%年#+)@43和 [1*)@31提出了表达变量间协整关

系的格兰杰定理 ![1*)@31M3G13A3)2*2(-) ’̂3-13."#通过两步回归的误差纠

正模型 !311-1>,-113,2(-).-H34"解决了这一问题$
第一步通过检验价格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来确定两者是否存在长

期均衡关系’如 果 第 一 步 的 误 差 项 通 过 了 单 位 根 检 验#表 明 协 整 关 系 存 在#
第二步用误差项的时滞点 !4*@@3H13A(H0*4A"构成误差纠正项#估算由短期非

均衡向均衡调整的动态过程$而简单的误差纠正模型在变量可能不平稳的情

况下将水平与差分数据混合在同一方程中#因此可能会产生估算结果的误导$
变量之间的协整一般被理解为反映了两者的整合与长期均衡关系$这种线性

结合后的平稳性既表现为构成误差纠正项变量之间的协整#也表现为该协整

关系的实现有一个误差纠正的过程#故而为检测某些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具有

长期平稳的均衡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短期变化的动态过程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数

学框架$根据格兰杰定理#任何一对相互协整的变量都可以用误差纠正模型

来表述$最早采用该方法的分析见于 L1H3)(!<D:D"和N*SS3A!<DD<"#之后

该方法得到普 遍 的 关 注 和 发 展#比 如I()H5,J !<DD;"#g*)(*A !<DD;"#E(>
,’*34*)H8-K*5!<DD""#_-O!"#$B!<DDD"#等$

然而#上述协 整 法 存 在 统 计 方 面 的 问 题#归 纳 起 来 主 要 有 三 点(第 一#
单一回归方程假设因变量只受自变量的影响而不影响后者#而实际上有些自

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可能互相影响%%%比如市场价格之间#; 因此会使估算结果

产生统计偏差 !\*.(42-)#<DD""$第二#做协整检验时#因变量 !H3G3)H3)2
Q*1(*K43"的选择有相当的随意性 !*1K(21*15"#只要选定了#其参数的默认值

即为<#而协整参数的估算结果对因变量的选择比较敏感$此外#当所选择的

某一因变量可能和任何其他变量都不相关时#其真实参数为$#这时将其设定

为<#则模型本身就是错误的$第三#如果等式中包含了两个以上变量#则有

可能存在多个协整关系#按一般误差纠正模型估算出的结果是所有这些反映

协整关系参数的线性结合#不能确定每一对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包括直接的

和间接的情况#因 而 不 能 确 定 这 些 变 量 之 间 的 协 整 关 系 空 间 !,->()23@1*2()@
AG*,3"$

; 前者通常被称为)外生*变量 !3?-@3)-0A"#后者称为)内生*变量!3)H-@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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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些问题"9-’*)A3)#<D::$以多维自回归模型 #Q3,2-1*02->13@13A>
A(-)$的形式构建了一个联立方程系统"由每个变量做因变量"所有其他变量

的时滞 点 #4*@@3HQ*403A$做 自 变 量%先 用 最 大 似 然 法 #.*?(.0.4(J34(>
’--H$步骤检测协整关系空间"确定有几组协整关系存在"然后同步估算方

程组的所有参数%相对于+)@43和 [1*)@31模型的单一回归方程"这一估算

过程首先把所有变量视为内生"故而采用联立方程的形式"避免了估算结果

可能产生的统计偏差%第二"所有变量的参数均通过估算得出"没有任何限

定或默认值"因此不存在因变量的选择问题%第三"每对变量协整关系参数

的计算吸收了整个协整关系空间的信息"包括直接和间接情况下的变量关系%
第四"可以运用似然率检验法 #4(J34(’--H1*2(-23A2$通过限定的方式验证有

关理论对某些协整参数预测的合理性%第五"每个方程的估算都考虑了联立

方程系统中其他方程的信息%第六"由于该方法实际上是误差纠正模型采用

多变量&多维自回 归 结 构 后 的 一 般 形 式"近 年 来 的 协 整 研 究 大 多 先 采 用9->
’*)A3)的步骤"再根据前者的结果确定是否需要在此基础上逐步减少变量个

数%使用这种方法的有N(3143)#<DD:$和C*)@#<DDD"#$$$$等%

#B协整是市场整合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吗？

虽然9-’*)A3)的多维自回归模型从统计学角度解决了协整检验存在的一

些问题"近年来的许多研究表明"无论从技术的适用性"还是模型及其计算

结果所含经济学信息方面"协整关系的存在既不是市场整合的必要条件"也非

充分条件 #N*11322"<DD!$%
第一"价格之间的’协 整 并 不 意 味 着 整 合(#E,83O*)HR*,J431"<DD%$%

当交易成本时间序列呈不平稳状态时"通不过协整检验可能恰恰反映了交易

成本的不平稳"而价格之间是整合的"因此往往会高估市场分隔的可能性)通

过了协整检验反而有可能意味着市场处于非整合状态%第二"当价格差异小

于交易 成 本 时"市 场 处 于 自 给 自 足 的 隔 离 状 态 #参 见 本 文 第 一 部 分 条

件 #!$$"但如果影响两地价格的供求关系等因素的变化趋向一致"协整和格兰

杰检验仍然可以显示市场是整合的"因此难以区分本文第一部分中条件 ##$
和 #!$所表达的市场状态)如果该情形下协整检验显示市场隔离"则很难区

分均 衡 状 态 下 的 隔 离 #由 于 价 差 小 于 交 易 成 本 而 没 有 贸 易 发 生%参 见 条

件 #!$$和非均衡状态下的隔离 #价差大于交易成本而没有贸易发生%参见条

件 #=$$"区分这两者在政策含义方面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第三"市场在一

个时段内的整合并不说明在整个样本区间整合"而协整检验只能得出 ’完全

整合(或 ’完全不整合(的结论 #周章跃&万广华"<DDD$%第四"贸易流动

可以因供需状况或交易成本的变化在某个时段中断或逆转方向"从而使得两

地的价格呈非线 性 关 系%而 协 整 检 验 的 前 提 假 设 是 两 地 价 格 关 系 的 线 性 化%
关于最后一点"交易成本越高"供需变化的季节性越强"贸易的中断或逆转

方向问题越突出%而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般流通环节比较繁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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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高#加之运输储藏等基础设施仍有待改善$供需变化的季节性就比

较强 !比如农产品市场"$从而 进 一 步 降 低 了 协 整 检 验 结 果 的 可 靠 性#因 此$
协整关系的成立充其量只表明了 %价格整合&$而 %市场整合&的验证还有赖

于进一步了解交易成本和贸易流动等方面的信息#

!二"状态转换模型

<B同时使用价格和交易成本数据

针对上述问题$自上世纪:$年代后期$学术界在市场整合研究中开始认

识到价格模型 中 加 入 交 易 成 本 信 息 的 重 要 性#UG(4431*)H\0*)@!<D:!"和

U3?2-)!"#$B!<DD<"等最早运用由随机生产边界模型转化而来的状态转换模

型分析美国国内原油和芹菜市场$以内生变量的方式加入交易成本因素$运用

最大似然法将模型预测的误差项以三种不同结构 !即价差减去交易成本等于’
大于和小于零"分别考虑$解决 了 时 间 序 列 可 能 存 在 的 不 平 稳 性 问 题$提 高

了模型对各种不同市场状态的分辨和解释能力$包括市场的整合程度’套利

效率’市场的竞争程度以及产品的可替代性和市场调整的动态分析#样本区

间还可以包含整合和非整合等不同市场状态$摆脱了协整检验只能得出 %完

全整合&或 %完全不整合&结论 的 局 限$从 而 反 映 出 因 供 需 状 况 等 因 素 的 变

化在不同阶段对市场的影响#
然而$贸易流动的连续性和交易成本不变等前提假设限制了该模型的应

用范围$而且只适用于 时 间 跨 度 较 短 的 样 本 分 析#N*04,’ !<DD%"使 用 %真

实交易成本&$构建了平衡价界线模型$解决了上述前提条件的限制#其主要

思路是$采取直接向贸易商了解等方式获取在某些时间点上的实际交易成本$
再通过一定的物价指数推算出整个交易成本的时间序列(然后把某个时间点"
上两地市场的价差对交易成本的偏离项分为三个部分)平均值为零的对称项

!G""$平均值 大 于 零 !G"ZF""或 小 于 零 !G"VF""$分 别 表 示 市 场 的 完 全 整

合’隔离和自给自足状态 !*02*1J5"#F"为 单 边 正 值 误 差 项$呈 半 正 态 分 布#
平衡价界线模型的基本表述如下)

7"+(."-(,"-K"$ !%"

其中(."和(,"分别为"时间商品流动目的地 !."和出发地 !,"的价格$K"
为套利交易成本#假 设7"的 产 生 过 程 为 正 态Z半 正 态 的 混 合 分 布$其 定

义为)

7"+

G".F"$(S7"&$$

G"$ (S7"+$$

G"-F"$(S7"’$
.

/

0 $

!:*"
!:K"
!:,"

其中G"为独立同等分布!(B(BH"误差项$平均值为零$方差为$#G#F"为一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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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误差项"呈半正态分布"方差$#F#此处假设F"和G"均不存在时间序列方面

的自我相关"从而大大简化了模型#R15H.*)$<D:$%证明了即使误差项自我

相关"最大似然法估算结果仍具有统计上的一致性#
等式 $:*%& $:,%分 别 表 示 未 获 取 的 利 润 为 正 $两 地 价 差 大 于 交 易 成

本%’零 $两地价差等于交易 成 本%’负 $两 地 价 差 低 于 交 易 成 本%时 的 市 场

状态"反映这三种分布的密度函数分别为!

9
.

" +
#

$$#G.$#F%<
(! "# 1 7"-@

$$#G.$#F%<
(! "# <-*

- 7"-# $@$F($G
$$#G.$#F%<

(! "! "#
$D*%

9
$

"+
<
$! "G 1 7"-@$! "G

" $DK%

9
-

" +
#

$$#G.$#F%<
(! "# 1 7"-@

$$#G.$#F%<
(! "# <-*

$7"-@%$F($G
$$#G.$#F%<

(! "! "#
" $D,%

这里的1 $)%和* $)%分别代表标准正态密度和正态累积函数"截距@反映

了价差中未被已知交易成本 $K"%涵盖的任何常量部分"上标 Z"$"V 分

别代表套利空间大于$"等于$"小于$#所表三种状态的发生概率用最大似

然法估算得出#
实际交易成本的引入使平衡价界线模型脱离了之前状态转换模型文献中

贸易流动连续性和交易成本不变等前提假设的限制"扩大了状态转换模型的

应用范围和样本的时间跨度"交易成本不平稳等因素所带来的问题也自然解

决了#
平衡价界线 模 型 虽 然 提 出 了 一 个 很 好 的 概 念"但 也 有 以 下 问 题!第 一"

其成功的关键是获得完整的交易成本数据"同时它也有自身的前提假设&&&
市场完全竞争#有些数据很难获 取 或 获 取 成 本 太 高 $比 如 风 险 升 水’价 格 和

运价折扣率及某些沉没成本等%"市场结构也往往是复杂的#因此很难准确判

断诸如等式 $:*%是否表示有 未 计 入 交 易 成 本"或 判 断 $:K%是 否 显 示 了 地

区价格垄断等 $参见本文第一 部 分 关 于 条 件 $#%的 讨 论%"这 时 往 往 会 低 估

市场分隔的可能#第二"商品市场价格的调整往往需要一定时间"而平衡价界

线模型不能像格兰杰因果检验那样提供有关市场调整的信息#第三"模型本

身的分析功能比较弱"所提供的信息很难解释造成整合或隔离状况的结构性

原因#所以"无论从可操作性还是前提假设所带来的局限来看"平衡价界线

模型都有尚待完善之处#第四"市场是否完全竞争本应是需要检验的原假设

$)044’5G-2’3A(A%之一"而不应是前提假设 $*AA0.G2(-)%#

#B在 *价格Z交易成本+的基础上加入贸易流动信息

如本文第一部分中所指出"对一个市场整合状况的检验是个比较复杂的

过程"一般需要价格’交易成本和贸易量三个方面的信息#平衡价界线模型

所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贸易流动信息#加入贸易变量可以间接地提供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有关交易成本的信息#作为数据不足的补充$比如当价差减去观察到的交易

成本为负值时#如 果 没 有 贸 易#一 般 会 认 为 两 个 市 场 处 于 隔 离 式 均 衡 状 态$
但如果 存 在 交 易 收 益 !相 对 于 交 易 成 本 而 言"%%%如 防 脱 销 收 益 !,-)Q3)>
(3),35(34H"等观察不到的因素时#即使存在负利润#贸易也可能发生$再比

如当价格关系处于等式 !:*"的 状 态 下#有 贸 易 发 生 和 没 有 贸 易 发 生 所 表 明

的状态是完全不 同 的#前 者 可 能 反 映 了 不 完 全 整 合 或 存 在 未 计 入 交 易 成 本#
后者则反映了市场隔离$加入贸易流动信息还可以不受贸易定向流动或市场

完全竞争前提假设的限制#比如等式 !:K"是反映了完全整合还是由于地区

价格垄断的出现则比较容易判断$因此贸易信息的引入扩大了我们对市场状

态的理解范畴#既提高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也为解释造成整合或隔离状况

的原因提供了途径$如本文第二部分提到的#学术界第一次把价格&交易成

本和贸易流动三方面信息同时放在一个模型里的是N*11322*)H_(!#$$#"#他

们把贸易量分为 ’有(和 ’没 有(两 个 类 别 变 量#在 等 式 !:*"% !:,"的

基础上反映出本文第一部分中所界定的!种市场状态#分别算出两种贸易情

况分别与三种价格关系 ’共同(发生的概率#" 即表<中的-<至-!)

表!

价差减去交易成本&$ 价差减去交易成本X$ 价差减去交易成本’$

贸易量&$ -< -; -=
贸易量X$ -# -" -!

!!以8"代表贸易量#-<%-!可以表述如下)

-< +I1-K*7"-@&$且8"&$+#

-# +I1-K*7"-@&$且8"+$+#

-; +I1-K*7"-@+$且8"&$+#

-" +I1-K*7"-@+$且8"+$+#

-= +I1-K*7"-@’$且8"&$+#

-! +I1-K*7"-@’$且8"+$+%

由上述等式组成的状态转换系统可以表达为)

5+B
/

"+<

*R"!-<9
.

"<.-;9
$
";.-=9

-
"=".!<-R""!-#9

.
"#.-"9

$
"".-!9

-
"!"+#

!<$"

这里的R"为虚拟变量 !H0..5Q*1(*K43"#其定义是)当8"&$时#R"X<,8"
X$时#R"X$$也就是说#等式 !<$"中的第一项包括了有贸易时的三种价

格关系#第二项是无贸易状态下的三种价格关系$

" 在文献中称为’共同概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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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_认为套利空间大于$时的状态< "有贸易#显示了市场可能处于暂时

非均衡$也有可能存在贸易壁垒或未计入的交易成本%套利空间大于$时的

状态# "无贸易#可能意味着存在贸易壁垒或未计入的交易成本%套利空间等

于$时的状态; "有贸易#和状态" "无贸易#显示了市场的有效运作%有贸

易和利润小于$时的状态=$则意味着市场因信息或贸易合同滞后或存在交易

收益而处于暂 时 非 均 衡&最 后$在 第!种 状 态 下$利 润 小 于$而 没 有 贸 易$
是典型的市场分离状态下的均衡&

以显性变量形式加入贸易流动信息至少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弥补原有方

法的不足&第一$可以间接地提供交易成本信息$作为对某些成本难以测量

或获取的补充$降低了判断和分析检验结果的难度&比如当存在套利空间时$
如果有贸易流动发生而且流动量上升$则市场处于暂时非均衡状态的可能性

较大$如果没有贸易发生$则很可能有未观测到的交易成本或贸易壁垒&第

二$可以不受贸易定向流动或市场完全竞争前提假设的限制&第三$贸易变

化信息的加入有助于观察和分析市场的发展和变化&第四$增加了关于市场

经济效率方面的信息含量&

四!结!!语

毋庸讳言$我国由多年的计划经济向市场化过渡与完善是个需要相当时

期探索的过程$因此科学地判断和估价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以来我国市场的形

成和发展’运作效率以及竞争程度方面的变化是摆在学术界(((尤其 是 国 内

学术界(((面前的重要课题&特别是恢复世贸组织成员国地 位 以 后$对 中 国

经济的市场化从主客观两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整合分析主要研究

市场间价格信息是否能够有效传导以及商品是否能够按照价值规律有效流动$
因此是衡量市场化和市场效率的重要指标之一&

协整关系因其概念上接近市场整合的情形$且对数据的需求也比较简单

(((只要有两个市场的价格即可$所以仍被广泛使用和接受&但大量 研 究 表

明$价格整合既不是市场整合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 件$其 前 提 假 设(((交

易成本平稳’贸易的连续性和市场间价格关系为线性等$限制了该技术的适

用范围$而且难以反映在数据样板期间可能发生的市场状态的转换$削弱了

检验结果的可靠性&状态转换模型引入交易成本和贸易流动信息$在一定程

度上摆脱了有关前提假设的限制$扩大了检验的适用范围$并且可以分辨样

本区间可能存在的整合和非整合等不同市场状态$在提高对市场考量的准确

度和增强分析结果的政策含义两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尤其加入贸易变量后$
对各种市场状态 的 划 分 更 加 清 晰$为 判 别 市 场 运 行 效 率 提 供 了 进 一 步 信 息&
但也应当指出$虽然状态转换模型作为一种市场分析方法在多数情形下有整

体优势$它在了解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调整过程等动态分析方面尚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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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局限#比如价格信息的流动方向和自我调整速度$本文第三部分对状态转

换模型的讨论中提到#U3?2-)!"#$B !<DD<"和 N*11322*)H_(!#$$#"就此

做了一些尝试#但仍有待进一步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协整检验或格兰杰

因果检验则有其方法功能上的长处$
由于我国经济仍处在转型期#市场竞争结构和市场运作过程都比较复杂#

流通环节 繁 冗 和 运 输 瓶 颈 等 原 因 也 进 一 步 导 致 了 交 易 成 本 过 高 !王 宪 魁#

#$$!"#这些都增加了对市场状况以及各种影响因素做出准确判断的难度#因

而研究方法的选择尤为重要$加之在数据收集科学化%系统化和公开化方面和

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也还有一定距离#使得交易成本以及详细贸易量等时间序

列数据的可获取性问题更为突出$另外#在研究我国问题时不能忽视我国现

阶段的整体经济体制和结构#探索在资本与保险市场尚待完善的情况下市场

整合和贸易流动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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