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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 HP滤波法对 1952—2007年我国生猪生产波动周期进行研究 ,分

别测定了生猪年末存栏量波动周期、肉猪出栏量波动周期和猪肉产量波动周期 ,并在此基础

上分阶段分析了我国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的原因。研究认为 ,不同指标的周期测定结果既

存在差异又有密切联系 ,总体上我国生猪生产平均每 6年多就会发生一次大的波动变化 ;

1985年以前粮食丰歉是生猪生产波动的主要原因 , 1985年以后价格波动、需求变化和疫病

是生猪生产波动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生猪生产 　波动周期 　HP滤波

一、引　言

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一直困扰着我国养猪业的发展。对生猪生产波动进行研究 ,有利于增进对

生猪生产规律的认识 ,继而为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生猪生产波动强度、稳定市场、促进养猪业健康发展

提供依据。

我国学者对全国生猪生产波动进行了多角度研究 ,得出的结论有所差异。林智元 (1990)分析了

1952—1988年生猪生产波动的情况 :年末存栏头数出现 7个周期波动 ,出栏头数出现 6个周期波动 ,

饲养量也出现了 6个周期波动 ;并指出在 1949—1988年间粮食生产出现 7次波动 ,生猪生产也出现 7

次波动。刘政 (1992)使用 1952—1991年生猪出栏量数据 ,分析得出生猪生产较大的波动周期有 6

次。张空等人 (1996)的研究得出 :我国养猪业有三次大的波动和两次较明显的小波动 ,出现波峰的

为 1954年、1957年、1966年、1979年、1986年 ,波谷的为 1949年、1956年、1961年、1969年、1981年、

1987年。陈顺友等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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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则认为 : 1949—1999年我国养猪业曾出现过 13次波动 ,波动周期最长的为 5年 ,最短的为

115～2年 ,基本上平均每 4年就有一次比较大的波动。农业部生猪波动规律性研究课题组 (2007)则

运用 1980—2007年活猪价格和猪肉产量数据 ,得出生猪生产和价格的波动平均周期大约为 6年

左右。

一些学者也研究了我国部分省份的生猪生产波动周期 (张火法等 , 1996;王征兵等 , 1999;湖南生

猪生产波动研究课题组 , 2003) ,他们采用了速度法、系统动力学理论与方法、正弦函数模型等方法 ,

得出的生猪生产波动周期长度在 5～715年之间。

以上学者对我国生猪生产波动周期研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但总的来看存在以下不足 : (1)在对全

国生猪生产波动周期研究上 ,定量化的系统研究还很缺乏。现有研究中 ,部分学者是在研究相关问题时

提及生猪生产的波动周期 ,还有部分学者只进行了简单的定量分析 ,没有系统的分析方法 ,也没有说明

周期划分的标准和理由。 (2)学者们对生产波动周期研究多采用单一指标 ,缺乏多指标的比较分析 ,很

难反映生猪生产波动全貌。 (3)现有研究对生猪生产周期划分存在差异 ,尤其在全国生猪生产波动周期

上争议很大 ,让人莫衷一是 ,因此 ,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鉴于此 ,本文拟采取目前比较成熟的 HP滤

波法对我国 1952—2007年生猪生产波动进行研究 ,分别测定生猪年末存栏量波动周期、肉猪出栏量波

动周期和猪肉产量波动周期 ,并进行分析比较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的原因。

二、指标、方法和数据

(一 )指标选择

测定生猪生产波动周期采用什么指标 ,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 :一种主张采用单一指标 ,另一种

主张采用多元指标。本文认为 ,生猪生产涉及的因素很多 ,用任何单项指标去描述评价它都是很有限

的 ,应该采用多个指标从不同侧面对生猪生产状况进行描述。同时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选用

生猪年末存栏量、肉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三个指标来分析生猪生产波动周期。其中 ,生猪年末存栏量

既反映出当年生猪生产状况 ,又影响下一年的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 ;肉猪出栏量不仅受到年初存栏

量的影响 ,还受到当年饲养量和出栏率的影响 ;猪肉产量受到生猪出栏量和肥猪头胴体重的双重影

响。三个指标既有联系 ,又相互区别 ,可以从不同侧面较充分地反映生猪生产波动状况。

(二 )方法选择

目前 ,经济变量波动测量方法主要有三种 :速度法、剩余法和滤波法。速度法以经济变量的年际

环比增长率来衡量波动强度 ,寻找增长率的波峰、波谷 ,以此来研究波动的规律 ,这种方法的特点是简

单易行 ,直观明了 ,缺点是测定结果具有较大局限性 ,不能有效剔除长期趋势 ,易受相邻年份数值波动

的影响。剩余法将经济变量的变动分解为长期趋势和波动分量两部分 ,利用某一方法剔除长期趋势 ,

其余部分即为经济变量的波动成分 ,剔除趋势变动的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法、移动平均法、阶段平均

法等 ,与速度法相比 ,该方法可以较有效地消除长期趋势 ,被学者们广泛使用。HP滤波法由 Hodrick2
Prescott(1980)在分析战后美国经济周期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以后被广泛采用 ,该方法是一种非线性回

归技术 ,其优点是运用灵活、拟合效果较好 ,缺点是计算比较繁琐。

在分析计算过程中 ,笔者分别采用回归分析法和滤波法剔出长期趋势 ,发现两种方法得到的波动

分量变化基本一致 ,波峰、波谷也大致相同。但是由滤波法分解出的波动分量更加平稳 ,同时考虑到

1952—2007年这 56年间生猪生产变化的长期趋势并非线性 ,故最终选用 HP滤波法对生猪生产波动

周期进行测定。

HP滤波法的基本思想 :设 { Yt }是包含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的经济时间序列 (比如生猪年末存栏

量 ) , { Yd
t }是其中含有的趋势分量 , { Yc

t }是其中含有的波动分量 ,则 Yt = Yd
t + Yc

t , ( t = 1, 2, ⋯, T)。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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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HP滤波就是从 { Yt }中将 Y
d
t 分离出来 ,即选择一个时间估计序列 { Y

d
t } ,最小化实际值和样本点的

趋势值。{ Y
d
t }常被定义为下面损失函数的最小化问题的解 :

m in∑
T

t = l
( Yt - Y

d
t ) 2

+λ∑
T

t = l
( Y

d
t+1 - Y

d
t ) - ( Y

d
t - Y

d
t - 1 ) 2 (1)

HP滤波依赖于参数λ,该参数需要先给定 ,λ越大 ,估计出的趋势线越光滑 ,反之越弯折。但该

参数的取值存在争议 ,对于年度数据 ,较为常见的取值是λ = 100 (高铁梅 , 2006) ,但也有学者 (Ravn

and Uhlig, 2002)主张λ应该取值 6125。笔者分别使用λ= 100和λ= 6125进行 HP滤波 ,发现二者各

有利弊 :前者的趋势线更加平滑 ,波动值起伏大 ,对较大的波动反映更加敏感 ;后者趋势值与实际值较

贴近 ,趋势线更加弯折 ,但波动反映更细致 ,既能反映大的波动变化 ,也能显示较小的年度起伏。经权

衡比较 ,我们认为λ= 6125时的滤波结果更能反映我国生猪生产波动的实际情况 ,因此选用λ= 6125

来进行 HP滤波。

利用 HP滤波法求得 { Yt }的趋势分量 { Y
d
t }后 ,再用 Yt - Y

d
t 求得波动分量 { Y

c
t }。进一步计算变

异率 (Ratio of Variation) : RV = Yc
t /Yd

t ,它反映经济变量在特定时间上对长期趋势的偏离幅度 ,反映经

济变量的短期波动情况。本文以变异率 (RV )作为波动周期划分的依据。

(三 )数据来源及处理

1952—1995年我国生猪年末存栏量、肉猪出栏量及猪肉产量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网页

( http: / /www1ers1usda1gov/ )。选用该数据是因为数据完整 ,并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相一致。

1996—2007年数据来源于 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鉴于 1985—1995年我国生猪产出数量存在虚

报的可能性 (钟甫宁 , 1997;卢锋 , 1998;蒋乃华 , 2002) ,本文对 1985—1995年这 11年生猪年末存栏

量、肉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根据蒋乃华 (2002)提出的方法进行了调整 3 。本文使用的其他数据均来

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并以后期调整数据为准。

三、我国生猪生产波动周期的测定

(一 )长期趋势分解

应用 HP滤波法 ,分别对 1952—2007年生猪年末存栏量、肉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进行长期趋势分

解 ,结果见图 1、图 2和图 3,其中 , CUNLAN表示生猪年末存栏量 , CHULAN表示肉猪出栏量 , ZHUROU

表示猪肉产量 , Trend01、Trend02、Trend03表示各自 HP滤波的趋势值 , Cycle01、Cycle02、Cycle03表示各

自的波动值。从图中可看出 , HP滤波法对长期趋势的拟合效果较好 ,剔出趋势值后的波动值围绕零值

上下波动 ,进一步对波动值序列进行 ADF单位根检验 ,结果表明三者均为平稳时间序列。

从长期趋势来看 ,肉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 ,但生猪年末存栏量从 20世

纪 80年代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这表明改革开放以后饲养水平提高、养猪周期缩短、出栏速度加快是猪

肉产量增长的主要原因。从波动分量来看 ,周期性波动是我国养猪业的显著特征 , 2007年生猪生产

出现了异常波动。

(二 )波动周期划分

剔出长期趋势以后 ,得到反映生猪生产波动情况的波动值 ,再利用波动值除以趋势值得到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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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蒋乃华的调整方法 :假设 1998年年鉴中关于 1996年猪肉产量数据为真 ,将 1997年与 1998年两年公布的 1996年肉类产量之

差作为该年虚报的数量 ,并假设从 1985年起 ,每年的虚报数量建立在上一年虚报的基础上 ,各年的年鉴数量与真实数量的比率以指

数速度上涨 ,用公式表示 : (1 + r) n =第 n年的年鉴数量 /第 n年的真实数量。其中 r为虚报指数 ,先利用 1996年的数据求出虚报指数

r,然后分别求出各年的虚报率 ,最后得到每年的真实产量



图 1　生猪年末存栏量长期趋势分解

图 2　肉猪出栏量长期趋势分解

图 3　猪肉产量长期趋势分解

率。分别计算得到生猪年末存栏量、肉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的变异率 ,结果见图 4。

我们用“峰 —峰 ”法进行周期划分 ,具体从变异率下降年开始到回升至峰顶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周

期。周期划分的标准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如果标准高些 ,只能识别较大的波动 ,这时周期数就会较少 ;

如果标准低些 ,也能识别细小的波动 ,这时周期数就会多些。为了较全面反映我国生猪生产波动情

况 ,我们分别选用两套标准进行周期划分 ,标准 Ⅰ:每次波动变异率的“峰 —谷 ”落差和“谷 —峰 ”落差

大于 1% ;标准 Ⅱ:每次波动变异率的“峰 —谷 ”落差和“谷 —峰 ”落差都大于 2% ,且波峰大于零 ,波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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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生猪年末存栏量、肉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变异率比较

小于零。标准 Ⅰ基本可以识别我国生猪生产中所有的波动 ,而标准 Ⅱ能识别出生猪生产中较大的波

动。根据以上两个标准 ,分别对生猪年末存栏量、肉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进行周期划分 ,结果见表 1

和表 2 (表中 1952—1954年和 2007年情况没有列出 ,原因在于它们不构成完整的周期 )。
表 1　生猪年末存栏量、肉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波动周期划分结果 (标准 Ⅰ)

周期
序号

年末存栏量波动周期 肉猪出栏量波动周期 猪肉产量波动周期

起止
年份

周期长
度 (年 )

“谷 —峰 ”
落差 ( % )

起止
年份

周期长
度 (年 )

“谷 —峰 ”
落差 ( % )

起止
年份

周期长
度 (年 )

“谷 —峰 ”
落差 ( % )

1 1955—1957年 3 51101 1955—1958年 4 46105 1955—1958年 4 45123

2 1958—1964年 7 33127 1959—1964年 6 51147 1959—1964年 6 59197

3 1965—1966年 2 7151 1965—1972年 8 18100 1965—1966年 2 2196

4 1967—1971年 5 21156 1973—1976年 4 1121 1967—1972年 6 16184

5 1972—1975年 4 4101 1977—1980年 4 12178 1973—1980年 8 17162

6 1976—1979年 4 6132 1981—1986年 6 5182 1981—1986年 6 7126

7 1980—1982年 3 2119 1987—1995年 9 2173 1987—1988年 2 2189

8 1983—1985年 3 5187 1996—1998年 3 5160 1989—1995年 7 2120

9 1986—1989年 4 10167 1999—2006年 8 5149 1996—1998年 3 6126

10 1990—1992年 3 1101 平均 5178 16157 1999—2006年 8 5177

11 1993—1995年 3 1107 平均 5120 16170

12 1996—1998年 3 7129

13 1999—2005年 7 3155

平均 3192 11195

　　表 1是根据标准 Ⅰ进行周期划分的结果 ,较细致地反映出我国生猪生产波动状况 ,既包括较大的

周期变化 ,也包括较小的周期起伏。可以看出 ,我国养猪业大的波动中嵌套小的波动、大周期和小周

期交替运行。

表 2是根据标准 Ⅱ进行周期划分的结果 ,仅反映出生猪生产中较大的波动变化。

18

　　陈 　蓉 :我国生猪生产波动周期分析



表 2　生猪年末存栏量、肉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波动周期划分结果 (标准 Ⅱ)

周期
序号

年末存栏量波动周期 肉猪出栏量波动周期 猪肉产量波动周期

起止
年份

周期长
度 (年 )

“谷 —峰 ”
落差 ( % )

起止
年份

周期长
度 (年 )

“谷 —峰 ”
落差 ( % )

起止
年份

周期长
度 (年 )

“谷 —峰 ”
落差 ( % )

1 1955—1957年 3 51101 1955—1958年 4 46105 1955—1958年 4 45123

2 1958—1966年 9 39135 1959—1964年 6 51147 1959—1966年 8 59184

3 1967—1971年 5 21156 1965—1972年 8 18100 1967—1972年 6 16184

4 1972—1979年 8 8166 1973—1980年 8 12178 1973—1980年 8 17162

5 1980—1985年 6 6165 1981—1986年 6 5182 1981—1986年 6 7126

6 1986—1989年 4 10167 1987—1998年 12 6183 1987—1988年 2 2189

7 1990—1998年 9 7129 1999—2006年 8 5149 1989—1998年 10 7150

8 1999—2005年 7 3155 平均 7143 20192 1999—2006年 8 5177

平均 6138 18159 平均 6150 20137

(三 )结果分析

从生猪年末存栏量来看 , 1955—2005年间发生了 13次周期波动 ,其中较大的波动 8次 ,平均每

3192年有一次周期波动 ,平均 6138年就会有一次大的周期波动。在 20世纪 70年代以前 ,生猪存栏

量波动剧烈 ,波动幅度大 ; 20世纪 70年代以后 ,存栏量波动强度减弱。从周期长度看 ,表 1显示出年

末存栏量周期长度较规则 , 13个周期中除去 2个为期 7年较长以外 ,其他周期多在 3～4年之间 ,从

发展趋势看 ,周期长度有 4年缩短为 3年的趋势 ;而表 2则显示 ,从大的波动来看 ,周期长度不规则 ,

在 4～9年之间不等。因此 ,年末存栏量周期波动表明 ,如果包括小周期的波动变化 ,我国养猪业大约

3～4年会有一个周期循环 ,并且周期长度在缩短 ;而大周期长度不规则 ,并有周期延长的趋势。

从肉猪出栏量来看 ,出栏量波动和存栏量波动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二者变异率的相关系数也高达

0179,但是出栏量波动周期更长、波动幅度更大。1955—2006年间肉猪出栏量发生了 9次周期波动 ,

其中较大的周期波动有 7次 ,平均每 5178年会波动一次 ,平均 7143年会有一次大的波动。我们发现

存栏量小幅周期变化没有引起出栏量的周期波动变化 ,例如 : 1965—1966年、1980—1982年、1990—

1992年、1993—1995年 ,这就是存栏量波动周期要比出栏量波动周期多的原因。在 20世纪 80年代

以前 ,肉猪出栏量波动剧烈 ,波动幅度大 ; 20世纪 80年代以后 ,出栏量波动强度明显减弱 ,年度变异

率落差低于 5% ,多数年份低于 2% ;但 2007年波动强度增大 , 2006—2007年肉猪出栏量变异率落差

高达 8105%。在 20世纪 90年代以前 ,出栏量波动滞后于存栏量波动的趋势明显 ,例如 : 1957年、

1971年、1979年、1985年是存栏量高峰年 ,而 1958年、1972年、1980年、1986年则是出栏量的高峰

年 ,但是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二者趋于同步变化 ,这是因为 90年代以前饲养周期较长 ,从而上年存

栏量波动对下年出栏量波动影响显著 ; 90年代以后养猪周期缩短 ,从仔猪出生到上市出售只需 5～6

个月 ,人们能在一年内调整生猪产量 ,故出栏量受上年年末存栏量的影响不再那么明显。

从猪肉产量来看 , 1955—2006年猪肉产量发生了 10次周期波动 ,较大的周期波动 8次 ,平均 512

年会波动一次 ,平均 615年会有一次大的波动。猪肉产量和出栏量波动变化基本一致 ,二者变异率的

相关系数也高达 0193,只是猪肉产量要多 1次周期变化。猪肉产量变异率和存栏量变异率的相关系

数达到 0180,并且猪肉产量的 8次大的波动和存栏量的 8次大的波动的划分是一致的。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前 ,猪肉产量波动剧烈 ,波动幅度大 ; 20世纪 80年代以后 ,猪肉产量波动强度明显减弱 ;

2007年生产波动强度增大。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 ,三个指标测定出的我国养猪业的周期波动 ,既存在区别 ,又有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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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栏量周期波动最为频繁 ,也能反映出我国养猪业大约 3～4年一个周期循环的事实 ,但是存栏量小

幅周期波动并没有引起出栏量和猪肉产量的周期波动 ,因此其周期数目更多。从大的波动看 ,三者周

期划分较为一致 ,反映三者协同变化的趋势。总的来看 , 1955—2006年间我国生猪生产经历了 8次

大的周期波动 ,平均每 6年多就发生一次 ,并且 20世纪 80年代以后波动强度明显减弱 ,但 2007年生

猪生产出现了异常波动 ,波动强度增大。

四、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分析

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受到价格、粮食、疫病、政府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

段 ,由于体制环境、政策制度、技术条件等方面的差异 ,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不同 ,本文以

1985年为界线 ,分两个阶段分析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的原因。

(一 ) 1985年以前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分析

1985年以前 ,我国生猪生产主要受粮食丰歉和政策的影响 ,价格在生猪生产波动中作用有限。

这一时期 ,粮食总体上供不应求 ,粮食的丰歉直接影响到养猪饲料粮的可获得性 ,农户一般采取

“粮多则多养猪 ,粮少则少养或不养猪 ”策略 ,这使得生猪生产波动和粮食生产波动变化较为一致。

例如 : 1959—1961年 ,粮食大减产 ,生猪生产也连续滑坡 , 1961年猪肉产量不到 1958年的 1 /3;

1962—1966年粮食生产连年增加 ,同期猪肉产量也大增。价格对生猪生产的周期性波动虽未起到

主要作用 ,但生猪收购价格变化对产出的激励也相当明显。例如 : 1955年国家对生猪开始实行计

划价格收购政策 ,生猪收购价过低 ,使农民不愿意养猪 ,在粮食增产的情况下 ,我国生猪出现了大

减产 ; 1956年国家提高生猪收购价格 15% ,引起 1957年生猪产量增长 1118% ; 1979年国家两次

提高猪价 ,引起生猪生产大幅增长 ;但 1961年生猪价格上涨 ,而生猪生产受到粮食的约束出现了

大幅减产 ,这说明粮食是我国养猪业发展的约束条件 ,只有在粮食生产达到一定水平 ,价格对生猪

生产的刺激才会发生作用。这一时期 ,政府政策对粮食和生猪生产波动都有重要影响 ,如 1958年

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1963年国民经济调整、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 1978年的改革开放 ,进

一步分析 ,我国生猪生产的大波动和政府政策变化也较一致 ,表明政策变动是粮食和生猪周期变

化的深层原因。

为了验证粮食生产和价格对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的影响 ,我们以粮食产量和生猪收购价格指数

(1952 = 100)作自变量 ,猪肉产量作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计算出弹性 ,我们对所有变量均取对

数值。模型中各变量定义如下 : Yt :当年猪肉产量对数值 ; Xt :当年粮食产量对数值 ; Xt - 1 :上年粮食产

量对数值 ; Pt :当年生猪收购价格指数对数值 ; Pt - 1 :上年生猪收购价格对数值。由于模型拟合结果存

在明显的序列相关 ,因此采用二阶自回归模型修正序列相关 ,最终模型拟合结果如下 :

Y = 16186 + 1117X t + 0183X t - 1 + 0124Pt + 0133Pt - 1 +μt (2)

　 ( - 7157) 　 (3152) 　 (2153) 　 (0167) 　 (0197)

μt = 1127μt - 1 - 0163μt - 2 +εt (3)

　　 (8138) 　 ( - 4135)

R
2

= 0197　　　D1W 1 = 1157　　　F = 159180

修正后的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调整后的可决系数达到 0197, F统计量显示各参数总体上显著 ,同

时 ,模型中新的残差序列εt 经 LM检验不存在序列相关性。从 t统计量来看 ,当期粮食产量和上期粮

食产量对生猪生产影响显著 ,而价格因素对生猪生产的影响不显著 ,这表明 1952—1984年间粮食丰

歉是我国生猪生产波动的主要原因。模型结果表明 ,当上一年粮食增长 1% ,会引起当年猪肉产量增

长 0183% ;当年粮食增长 1% ,则会引起当年猪肉产量增长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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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1985年及以后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分析

1985年 ,国家取消了生猪的派购统销政策 ,生猪生产改由市场调节 ,市场价格波动成为生猪生产

波动的主要原因 ,而粮食对生猪生产的影响退居次要地位。一方面 ,自 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大大

解放了生产力 ,粮食产量的快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饲料基础 ;另一方面 ,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民是经济

人 ,什么赚钱就养什么 ,当生猪价格高、利润大时就多养 ,反之则少养或不养 ,因此 ,市场价格开始在生

猪生产周期波动中起主导作用。在市场机制下 ,分散的农户按市场价格统一行动 ,当市场价格高时 ,

农户增加母猪存栏量和母猪产仔数 ,大约经过 13～15个月 (母猪从被选为后备母猪到产仔、再到育肥

出售需要 13～15个月 )后迅速增加猪肉数量 ,猪肉供给大增、价格暴跌 ,随后农户开始宰杀母猪 ,减少

仔猪数量 ,又经过一段时间 ,猪肉供给量急剧减少 ,猪价再次上升 ,又开始了下一个周期循环 ,这种内

在传导机制决定了生猪生产和价格的循环往复运动。另外 ,粮食产量、猪肉需求、疫病、政府政策等对

生猪生产也有重要的冲击 ,例如 : 1989年开始 ,宏观经济不景气 ,城市购买力下降 ,对农产品需求不

足 ,猪价低迷 ,导致 1990—1993年生猪生产徘徊不前 , 1993年达到谷底 ,当年生猪存栏量绝对下降 ,

1994年国民经济开始高涨 ,猪肉需求增加 ,猪价上升 ,引发 1994—1995年生猪产量大幅增加 , 1995年

即短期“卖猪难 ”,但由于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扶持措施致使 1996年、1997年猪价再次上涨 ,加上粮食

增产降低了饲料成本 ,使养猪业维持较高利润 ,刺激了生猪生产的连年扩张 ,到 1998年达到顶峰后 ,

随即生猪生产供过于求 ,价格开始暴跌。进入 21世纪 ,疫病对生猪生产冲击愈加严重 ,特别 2006年

的猪蓝耳病直接导致了 2007年生猪生产大幅减产。由此可见 ,我国生猪生产的周期变化是养猪业内

部传导和外部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建立如下蛛网模型描述养猪业波动 :

Q
s
t =α0 +α1 P

3
t +μt

P
3
t - P

3
t - 1 =γ( Pt - 1 - P

3
t - 1 )

Q
d
t =β0 +β1 Pt +νt

Q
d
t = Q

s
t

(4)

(5)

(6)

(7)

其中 : Q
s
t 为 t时期生猪供给量 , Q

d
t 为 t时期生猪需求量 , P

3
t 为 t时期预期价格 , P

3
t - 1为 t - 1时期预期

价格 ,γ为调整系数 , Pt - 1为 t - 1时期生猪实际价格 , Pt 为 t时期生猪实际价格 ,μt 和νt 均为随机扰动

项。

模型中 ,生猪供给是预期价格的函数 ,预期价格的调整规则是 :当前一期实际价格大于同期期望

价格 ,现期期望价格向上调整 ,反之向下调整。γ是调整系数 ,当γ= 1时 ,模型转化为传统蛛网模型 ,

预期价格是上一期价格 ;当γ= 0时 ,预期价格一直保持不变。将方程 (5)带入方程 (4) ,整理得到方

程 (8) ,生猪供给是上期供给量和上期价格的函数。

Q
s
t =α0γ + (1 - γ) Q

s
t- 1 +α1γPt - 1 +μt - (1 - γ)μt - 1 (8)

以上模型反映了生猪生产波动的内在传导机制 ,考虑到粮食产量、猪肉需求、疫病等外部因素对

生猪生产的冲击 ,我们将模型扩展为 :

Q
s
t =α0γ + (1 - γ) Q

s
t- 1 +α1γPt - 1 +α2 X t +α3 X t - 1 +α4 D t1 +α5 D ( t - 1) 1 +εt

Q
d
t =β0 +β1 Pt +β2M t +β3M t - 1 +β4 D t2 + vt

Q
d
t = Q

s
t

(9)

(10)

(11)

其中 : Xt 为 t时期粮食产量 , Xt - 1为 t - 1时期粮食产量 ,M t 为 t时期人均收入 ,M t - 1为 t - 1时期人均

收入 , D t1为 t时期生猪疫病虚拟变量 , D ( t - 1) 1为 t - 1时期生猪疫病虚拟变量 , D t2为动物疫病虚拟变

量 ,εt 和 vt 为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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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包含两个虚拟变量 :生猪疫病 (D1 )和动物疫病 (D2 )。D1 反映生猪疫病对生猪生产的影

响 ,由于我国几乎每年都会遭受不同程度的生猪疫病的影响 ,则只能根据发生较严重疫病的年份选取

虚拟变量 : 1989年疫病流行 ,死亡上百万头生猪 , 1999年全面暴发口蹄疫 , 2003年因非典大量宰杀生

猪 , 2005年四川猪链球菌和口蹄疫流行 , 2006年、2007年全国 26省暴发高致病性猪蓝耳病 ,因此 ,

1999年、2003年、2005年这 3年生猪疫病虚拟变量取值 - 1, 1989年、2006年、2007年取值 - 2,其他

为 0。D2 反映动物疫病对生猪需求的影响 ,当暴发生猪疫病时 ,全社会对生猪需求会降低 ,当暴发其

他动物疫病时 (如禽流感 ) ,社会对生猪需求会上升 ,因此 , 2003年、2005年动物疫病虚拟变量取值为

- 1; 2006年、2007年取值为 - 2; 2004年的高致病性禽流感导致生猪需求上升 ,故 2004年取值为 1;

由于近年来信息透明化 ,动物疫病对猪肉需求的影响比以往更大 ,故 2003年以前的年份 D2 取值均

为 0。

笔者采用 1985—2007年猪肉产量、生猪生产价格指数 (1985 = 100)、粮食产量、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数据并进行对数转换 ,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得到如下估计结果 :

Q
s
t = 1159 + 0187Q

s
t - 1 + 0112Pt - 1 + 0103X t - 0114X t - 1 + 0102D t1 + 0102D ( t- 1) 1 　　　 (12)

(1124) (30114) 　 (3174) (0121) 　 ( - 1124) (2140) (2109)

R
2

= 0199　 D1W 1 = 2145

Q
d
t = 4195 - 0109Pt - 0134M t + 0179M t - 1 + 0105D t2 　　　　　　　　　　　　　　 (13)

(38170) ( - 1186) ( - 2128) (5174) (3127)

R
2

= 0198 D1W 1 = 1183

从估计结果看 ,模型整体的拟合效果好 ,调整后的可决系数在 0198以上。从 t统计量来看 ,除粮

食以外 ,其他的变量影响显著 ,表明 1985年以后粮食对生猪生产影响不明显。进一步 ,可计算出参数
λ= 0113,α1 = 0192,表明预期价格上升 1% ,猪肉供给量会增加 0192% ,价格变化对生猪生产波动具

有重要影响。从生猪疫病虚拟变量 (D1 )系数来看 ,α4 = 0102和α5 = 0102,表明疫病对当年和下年猪

肉产量均有较显著的影响。

反解出方程 (13)中的 Pt ,得到方程 (14) :

Pt = 55100 - 11111Q
d
t - 3178M t + 8178M t - 1 + 0156D t2 (14)

将方程 (14)滞后 1期带入方程 (12) ,并假定 Q
s
t - 1 =Q

d
t - 1 ,整理得到方程 (15) :

Q
s
t = 8119 - 0146Q

s
t - 1 - 0145M t - 1 + 1105M t - 2 + 0103X t - 0114X t - 1 + 0102D t1

+ 0102D ( t - 1) 1 + 0107D ( t- 1) 2 (15)

方程 (15)显示 ,收入通过影响猪肉需求和价格 ,进而影响生猪生产 ,从滞后 2期收入总效应来

看 ,收入增加 1% ,猪肉产量会增长 016% ,表明总体上收入增长对生猪生产有带动作用。从滞后 1期

收入效应来看 ,当前收入增长 1% ,则会使猪肉产量减少 0145% ,这也表明对城市居民而言 ,生活水平

较高 ,收入增长后增加其他肉类商品的消费 ,猪肉需求开始减少。方程 (15)还表明 ,猪肉产量受到疫

病虚拟变量 D1 和 D2 的双重影响 :一方面 ,生猪疫病导致大量生猪死亡 ,直接减少猪肉产量 ;另一方

面 ,生猪疫病通过影响社会需求和猪肉价格 ,进而影响到猪肉产量 ,因此 ,总体上生猪疫病对猪肉产量

影响的弹性系数可达 0111。

以上模型表明 , 1985年以后生猪生产波动主要受到价格波动、需求变化和疫病的影响。

五、结论

11本文采用生猪年末存栏量、肉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三个指标来分析我国生猪生产波动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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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指标既有联系 ,又相互区别 ,可以从不同侧面较充分地反映生猪生产波动状况。HP滤波法是以

一种单变量工具法 ,从单纯的时间序列来分析 ,较容易找出数据的趋势变化 ,能够较好地拟合数据。

结合我国生猪生产波动的实际情况 ,这种方法在生猪波动周期的测定上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21周期划分标准对周期测定有较大的影响 :当采用较小的标准时 ,生猪生产波动周期数目较多 ,

并呈现出大波动嵌套小波动的特征 ,三个指标中存栏量周期波动最频繁 ,平均周期长度 3192年 ,和养

猪业 3～4年一个周期循环比较一致 ,而肉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周期长度要长一些 ,平均在 5年以上 ;

当把周期划分标准提高以后 ,生猪生产较大的周期波动显现出来 ,这时三个指标的周期划分也趋于一

致 ,总体上我国生猪生产平均每 6年多就会发生一次大的波动变化。从波动幅度看 , 20世纪 80年代

以后我国生猪生产波动强度明显减弱 ,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生猪的规模化养殖、养殖技术的改进、

猪肉加工和营销业的发展增强了生猪生产的稳定性 ,但是 2007年生猪生产的异常波动则表明疫病已

成为养猪业发展的严重威胁。

31经济发展不同阶段 ,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原因不同。1985年以前 ,我国农产品总体上供不应

求 ,养猪业发展主要受到饲料供给的约束 ,粮食的丰歉成为生猪生产波动的主要原因 ,而价格的激励

作用极为有限 ,进一步分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粮食生产的波动以及生猪收购价格的调整都和政府

政策密切相关 ,政策变动是粮食和生猪周期变化的深层原因。1985年以后 ,市场机制的引入和粮食

生产的发展使养猪业进入一个新阶段 ,养猪业开始受到供需双方的约束 ,生猪生产和价格的内在传导

机制是生猪周期性波动的内在原因 ,需求、疫病等外部因素冲击是养猪业周期性波动的外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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