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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价格与城市化进程
以食品价格为例的实证分析

 张益丰 张少军

内容提要 肉禽等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源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剧、饲料价格上涨以及人均耕

地面积下降。本文利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对猪肉价格和相关变量进行实证分

析。最后提出了加大农业投入、建立食品价格预警机制等一系列政策建议来消除消费品价格

的非正常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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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综述

农业部 !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网 ∀和国

家发改委监测数据显示, 4月份全国猪肉批发均

价为 12 99元 /公斤,同比上涨了 35 5%, 鸡蛋批

发价格为 6 05元 /公斤, 同比也上涨了 41 6% ,

花生油的价格也涨幅明显; 5月份全国 36个大中

城市数据显示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 8 3%, 猪肉

平均上涨 10 5% , 猪肉平均批发价格达到 14 5

元 /公斤,环比上涨 8 6% ,同比上涨 43 1%; 粮食

价格上涨 5 9% ,油脂价格上涨 21 4% ,鲜蛋价格

上涨 37 1%。这次猪肉、鸡蛋等食品类的价格的

非正常大幅上调, 有其偶然性的一面。有报道称

食品类涨幅居前的猪肉价格上涨是由于山东、河

南、安徽等地此前发生大面积的猪热病疫情, 以及

部分地区出现其他猪病的影响, 全国生猪供应出

现短缺所致;另外去年四季度以来,冀、鲁、豫、苏、

浙、皖、川、渝 9个主产区生猪存栏率除河北等一

些地区以外,均出现大幅度下降,猪肉的供需矛盾

导致价格猛涨。此外,近年来玉米、豆粕等猪饲料

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
饲料价格的上涨势必加重

了养殖户的投入成本,影响农民生猪补栏积极性,

间接推高了猪肉价格。

猪肉价格上涨的同时, 其它粮油产品 (如鸡

蛋、花生油等 )也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 究其原因

并不简单。虽然食品类价格上涨受外部因素干扰

很大,例如气候、供求、消费结构、疫情等均能对价

格产生短期扰动 (这方面的研究参见农业部畜牧

业司 ( 2007)就畜产品价格与饲料价格之间的关

系和走势进行的分析 )。但是从长期趋势来看,

一个缓慢变化且有非常明显的因素主导着我国粮

油价格 (包括肉价 )的逐步攀升。这个因素可以

归结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对农业生产造成的

累积负面影响。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中国的发展正在朝着 !世界工厂 ∀的工业格

局转型。工业化和城市化提高了城乡居民的收入

水平,增加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同时也改变着人们

的膳食结构。猪、羊、牛、酒类的粮食消费需求大

增;粮食消费加大的同时,粮油价格也因为供求矛

盾而趋于上升,进而推使畜类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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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 工业化与城市化使得我国的

耕地面积急剧减少, 大批良田被现代化城市的高

楼和公路所吞没。在农业科学技术和生产率水平

相对固定的短时期内, 粮食产量的下降造成粮油

价格的上涨成为必然。
∃
显然, 目前在中国, !吃 ∀

与 !住∀的矛盾已经白热化, 如果在未来的城市化

进程中,不注重结构调整, 一味扩大城市规模,势

必造成国土耕地的减少,当然农业科技的提高和

在产量上弄虚作假能提高粮食亩产, 但良田数目

的锐减带来的恶果, 最终会通过粮食价格 (包括

肉价 )的涨幅体现出来。现今的粮油等价格上涨

已经呈现出这种危险的趋势。

就消费品价格上涨的研究中, 蒋乃华等

( 2002)、辛贤等 ( 2003)分别就畜产品消费的影响

因素和畜产品对饲料市场价格的影响加以分析,

但其中并没有深入剖析消费品价格和宏观经济指

标、经济发展进程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在固定资产

投资领域研究范围内,罗来东、侯玉玲 ( 2005)分

析了固定资产投资市场与货币供应量及股票市场

之间的协整关系;符淼 ( 2007)就房地产价格和人

均 GDP等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协整检验分析;文

艳 ( 2007)提出了经济增长和市场结构的差异可

能是推动城市房价上涨和城市之间房价联动的原

因。王焱等 ( 2006)也对居民消费品价格的影响

因素进行协整分析; 但就消费品价格和城市发展

进程与宏观数据之间的相关分析尚无相关文献记

载,是否存在消费品价格与城市发展进程、收入等

宏观经济数据间的协整关系正是本文希望解决的

问题。在本文中,我们试图采用计量分析手段对

可能引起肉价上涨的一些宏观经济因素进行时间

序列分析。研究步骤可以依次分为:首先对检测

数据进行 ADF单位根平稳性检验, 然后利用协整

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来检验是否真的存在肉类价格的上涨由于可耕地

面积的减少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所导致。最后提

出自己的观点及相关政策建议。

二、数据采集与分析

在模型选取之初,我们假定猪肉的批发价格与

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关,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

高,对于生活质量提高的要求也增加, 导致人们膳

食结构的改变, 对于猪、牛、羊、鸡等肉禽消费量逐

渐增加。本文中, 我们采用 1986 ~ 2007年度全国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并

按照各自对于当年 GDP贡献度加权平均计算出各

年度全国范围的恩格尔系数,用以反映城乡居民收

入水平指标变量。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形成生猪和

猪肉期货交易市场,无法采用期货价格作为本文的

猪肉预期价格加以检测。正如辛贤、谭向勇 ( 1999)

所指出的那样, 大多数农户采用散养方式喂养生

猪,农户对下一年度生猪存栏多少基本上来自对上

一年度玉米等饲料喂养成本的适应性预期,为了体

现这种思路, 本文采用 1987年度至 2006年度的猪

肉价格进行分析,全国猪肉批发价格数据来自精讯

数据库和各年度&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 ∋。饲
料价格的上涨也是引起猪肉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本文采用玉米价格来替代饲料价格,之所以这样设

定是因为生猪 80%的产量是由散养的农户提供,散

养农户用饲料大多直接依靠玉米。玉米价格设定

为 1986~ 2006年年度数据, 数据分别采集于 1986

~ 2005年&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以及大连玉

米期货市场玉米年度交割价格作为滞后一期的饲

料价格变量。同时我们还采用人均耕地面积
(
和

城市化率
)
这两个指标同时作为影响猪肉价格上

涨的外生变量加以检测。

三、计量模型的选取与构建

为了分析猪肉价格和城市化进程以及城乡居

民收入提高的关系,建立以下简单 OLS回归方程

式:

Pz t= 9. 195
( 0. 49)

+ 0. 562
( 2. 45 )

Pct- 1 + 0. 352
( 2. 97)

cr- 0. 308
( 4. 89)

eng

- 19. 921
( - 2. 39)

rg- 0. 272
( - 0. 76)

Pn t+ 0. 475
( 0. 85)

Pjt + 0. 05
( 0. 10)

Pyt+ uit

( 1)
∗

观测值 = 21; R
2
= 0 991

注 1: 括号内为 t值大小; 5%显著水平。

在方程式中, 我们看到, 根据 1986~ 2006年

度 21个观测值进行的回归分析中, 从回归结果中

我们发现常数项、Pnt、Pjt、Py t表现出 95%置信区间

内统计非显著。而 Pct- 1项、cr、rg以及 eng项的系

数分别为 0 563、0 352、- 0 308和 - 19 21, t值

分别为 2 45、4 97、- 4 89和 - 2 39, 均大于双边

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 2 08, 表现出强烈的统

计显著;同时多元判定系数 R
2
为 0 991。似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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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饲料价格、收入恩格尔系

数、城市化率以及人均耕地面积上涨 1%, 均会引

起猪肉价格上涨或下跌 2 45%、4 97%、-

4 89%和 - 2 39%, 能够验证我们起初的结论。

同时本文还发现其他肉类价格对猪肉的替代价格

弹性很小,猪肉价格的上涨并非是其他肉类价格

上涨或下跌引起。这是因为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

普遍以猪肉作为肉食的主体, 其他牛羊肉等对猪

肉的替代效应并不明显。尤其是肉类价格涨价趋

势基本相同。在我们的下一步研究中将排除这些

因素的影响。

图一 肉类价格上涨趋势图

由于我们考虑的是一组时间序列数据, 通过

观测数据,我们发现肉类价格、城市化率以及人均

耕地面积和恩格尔系数之间均伴随着强烈的同步

上升或下降趋势, 这些数据均有两个非平稳成分

支配, 即线性确定性趋势和随机趋势 + ei。这些

带漂移项的随机游走模型并没体现出平稳性。利

用单纯的 OLS回归虽然简单明了, 但是极易出现

二个问题, 1)自变量内生性问题, 使得回归数据

有偏且不一致。 2)出现伪回归。当存在非平稳

变量时,基于 VAR模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变量间

的协整检验, 具体操作可以采用 Johansen ( 1988,

1995)、Johansen和 Juselius( 1990)所采用的似然

估计以及相关的协整和调节向量的假设检验来验

证数据协整,在非平稳性的协整数据基础上再进

行 Granger( 1981)因果检测。本文的检测过程可

以分成三步:

(一 )单位根 ( UnitRoot)检验

平稳性单位根检测通常采用 ADF检验, PP

检验 ( Ph illips- Perron Tests)等方法, 本文采用

D ickey和 Fuller ( 1979)采用的 ADF 测试 ( Aug

mented D ickey Fuller Tests)来完成。
,
在此我们建

立带有常数项、时间趋势项模型:

yt= 1 + 2 + (  - 1) yt- 1 + +
m

i= 1
!i yt- i+ ∀i

( 2)

其中 { ∀t }为白噪声, 为变量一阶差分。

表一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ADF检验统计值

H0− I( 0) H0− I( 1)

1%显著水

平临界值

5%显著水

平临界值

Py t

- 0 380

( 0 915)

- 3 974

( 0 002)
- 3 75 - 3 0

Pc i- 1

- 1 479

( 0 543)

- 3 842

( 0 005)
- 3 75 - 3 0

cr
- 1 486

( 0 995)

- 3 932

( 0 08)
- 3 75 - 3 0

rg
- 0 018

( 0 957)

- 5 771

( 0 00)
- 3 75 - 3 0

eng
- 0 489

( 0 896)

- 5 676

( 0 06)
- 3 75 - 3 0

注:括号内为 MacK innon p值。

经过对每个变量平稳性进行 ADF检测,发现

各数值均为非平稳一阶单整序列 I( 1) ,同时检测

简单 OLS回归 (公式 1)产生的残差数值, 发现

{ et }是平稳序列, 具体图例见图二。因此根据

Engle和 G ranger( 1987 )提出的观点, 这些非平稳

一阶单整变量肯定具有长期均衡 (协整 )。

图二 OLS回归残差图

(二 ) Johansen协整检验

具体采用 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的建模主要

包括预测所有需要评估其单证阶数的变量,我们可

以通过 A IC值和 SBC选择滞后长度,这一步我们

已经在前面的计量检测中实现。然后通过对模型

的估计确定 #的秩。本文采用时间序列分析软件

RATs32和 CATs软件包带有估计模型的子程序完

成。最后分析标准化的协整向量和速度调整系数。

表二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特征值
极大

似然比

临界值

5% Prob. * *

零假设协

整向量个数

0 96 132 91 69 81889 0 00 0

0 93 103 15 47 85613 0 00 至多 1个

0 83 73 56 29 79707 0 02 至多 2个

0 64 17 34 15 49471 0 14 至多 3个

0 54 3 86 3 841466 0 35 至多 4个

* * M acK innon- H aug- M ich elis( 1999 )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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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检测发现在 5%显著水平下存在 4个协整

关系。协整检验给出了标准的协整估计式:

Pyt= 2. 68
( 0. 19)

Pct- 1 + 1. 34
( 0. 06)

cr- 4. 92
( 0. 31)

rg- 0397
( 0. 04)

eng+

ut ( 3)

u t为残差项,括号内为渐进标准误差项。

Johansen协整检测是一个渐进有效的方法,

尤其是对于小样本来说,该方法倾向于认为变量

间存在协整关系。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抗干扰

性,我们对残差项 ut进行单位根检测,如果 ut是

平稳的,即说明 ( 3)式真实有效。对 ut进行单位

根检验的估计值如下:

∃t = 0. 26
( 4. 12)

- 0. 66
( - 4. 85)

∃t- 1 + 0. 14
( 3. 01)

∃t- 1 ( 4)

公式 ( 4)中 SIC值为 - 1 65, 括号内数值为 t

值。由于 - 4 85要大于 ADF检验 5%显著水平

临界值 3 75,即可以拒绝残差项 ut具有一个单位

根的零假设。这就说明估计式 ( 3)是对于协整关

系较好的估计。根据式 ( 3 ), 我们得出这样的结

论,从中长期趋势来看,猪肉价格变动与城市化进

程、饲料价格因素呈正相关,与城乡居民恩格尔系

数以及人均耕地面积呈负相关的趋势, 其中尤以

人均耕地面积的变化对猪肉价格的影响最为剧

烈, 1个单位的人均耕地缺失会引起同比 4 92个

单位的肉类消费品价格的上涨。

(三 )G ranger因果关系检测

从 Johansen协整检测结果,我们已经得出猪

肉价格与城市化进程、饲料价格城乡居民生活水

平以及人均耕地面积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就可以利用 G ranger

因果检测加以判断。G ranger因果检测结果见表

三。

表三 Granger因果检测结果

零假设

滞后阶数

2 3

F值 概率 F值 概率

结论

Py t不是 Pc t- 1的 Granger原因 1 71 0 73 0 52 0 47 接受

Pc t- 1不是 Py t的 Granger原因 3 37 0 04 6 96 0 02 拒绝

Py t不是 eng的 Granger原因 0 63 0 82 0 51 0 69 接受

eng不是 Py t的 Granger原因 3 97 0 05 2 49 0 10 拒绝

Py t不是 cr的 G ranger原因 0 64 0 63 0 58 0 54 接受

cr不是 Pyt的 G ranger原因 4 66 0 03 3 90 0 07 拒绝

Py t不是 rg的 G ranger原因 0 23 0 79 0 11 0 95 拒绝

rg不是 Pyt的 G ranger原因 3 91 0 09 2 79 0 11 接受

从表三中我们可知, 城市化率 cr、人均耕地面

积 rg、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 eng与滞后一期的饲

料价格均为猪肉价格上涨的单向 G ranger原因,

这说明长期趋势来看,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人均耕

地面积的锐减以及城乡居民收入的普涨和前期饲

料价格波动均是猪肉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

四、结论性评述与政策建议

从实证结果来看,猪肉价格的变动与城市化

进程、居民收入状况、成本投入 (饲料价格 )在中

长期趋势下存在一种稳定的均衡。同时这些因素

构成了猪肉价格上涨的 G ranger原因。换言之,

猪肉价格的上涨源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和我国人

均可耕地面积的骤降; 同时饲料价格的上涨和城

乡居民收入的提高加大对肉类产品的需求均可导

致肉类产品价格的上涨。同时, 从协整检测回归

方程可知,如果饲料价格和城市化进程率上升 1

个单位,会引起肉类消费品价格上涨 2 68个单位

和 1 34个单位。同样, 如果农村耕地面积下降

1% 会引起肉类消费品价格上涨比例达到

4 92%。有趣的是居民收入的变化对肉类消费品

价格的变动影响并不剧烈, 1%的居民收入上涨

(恩格尔系数下降 )会引起 0 97%的肉类消费价

格轻微上涨。

结合当前形势,我们看到 5月份全国消费价格

指数 ( CPI)一举突破 3 3%的警戒线达到 3 4%,增

幅创二年多来的新高,而推动五月份 CPI上涨的因

素,主要是肉禽价格的上涨。猪肉、禽蛋价格的快

速攀升给我国经济发展敲响了警钟, !发展∀与 !生

存∀的矛盾日益尖锐, 合理平稳解决问题已是刻不

容缓。经济要发展, 工业要振兴,非要以牺牲自我

生存空间为代价吗? 城市不断外扩,工业与农业争

夺土地,资源的产出有限,对农业的扶植缺乏、规划

者不注意合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 !生存∀质量的

不断下降,势必造成我们的发展要背上日益昂贵的

生存代价这付沉重 !枷锁 ∀。
作者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首先我国工业

发展、城市规模化和农村城镇化同步发展的前提,

不能以一味追求扩大城市规模,把农村变成城市

的工业基地和小型城市。以粮为纲始终的基本国

策不能变,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与扶持力度必须加

大, !工业反哺农业 ∀一方面是技术的支援, 更重

30



浙江社会科学 2007年第 5期

要的是资金的支援; 一方面维持人均可耕地面积

的现有水平前提下, 国家投入资金加农业科学技

术的改造,提高生产能力。同时加大对种植户、养

殖户的资金扶持、减少农民赋税负担,加大农业财

政补贴范围与力度、提高农作物、肉产品收购价

格,切实提高农民种粮、养殖的积极性。其次, 加

大面向农村的金融保险品种, 例如推出农业种植

险、养殖业疫病等险种来增加农民对农业生产的

抗风险能力。另外,对于肉类产品也可仿效国外

金融市场发达国家推出猪肉、牛肉、肉禽类期货市

场,建立起一整套食品消费类产品价格预警机制,

利用期货产品来分散肉类产品未来价格的不确定

造成的风险。最后, 我国频频采用货币政策 (提

高准备金率、加息 )手段, 将利率工具目标盯住

CPI、企图利用货币乘数和货币传导机制来对抗通

货膨胀,但收效甚微。笔者认为只有利用稳定粮

油等消费品零售价格、加大农业基础投入的前提

下,发展金融市场 (尤其是丰富利率产品市场 ) ,

同时加快利率自由化建设,放宽人民币汇率自由

浮动幅度,才能有效抑制通货膨胀。

注释:

# 根据辛贤、谭向勇 ( 1999)研究的结果表明, 总体上

饲料成本约占总成本的 75~ 80%左右。

∃ 根据国土资源部调查数据显示: 中国 2006年底人

均可耕地面积为 1 40亩, 而 2007年预计人均耕地面积仅

为 1 36亩,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0%。

% 数据均采集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人均耕地面积的数据来源于 1987~ 2006年 &中国

统计年鉴∋和国土资源部 2007年预测报告。

) 城市化率指标我们采用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城

镇中人口与全国总人口比值来代替, 虽然这样的统计口

径有一定的偏颇, 但是还是能够反映出当年城镇扩大规

模的趋势。

∗Pzi, Pni, Pj i, cr, eng, rg分别为猪、牛、鸡、羊肉批发价

格和城市化率以及恩格尔系数和人均耕地面积; Pc i- 1代表

饲料滞后一期价格。

,平稳性测试结果同时通过 PP测试 ( Phillips- Per

ron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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