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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準實物制度與農產品價格穩定

一一般均衡分析法

王葳*

摘要

關鍵詞:平準實物制度、匯率目標區、蜜月效果、資產需求的利率效果

平準實物制度是各國政府為維持農產品價格穩定而行之有年的政策之一，然而鮮少

有文獻從一般均衡總體分析與事前的概念加以探討。證諸國際金融的匯率目標區理論，

吾人可發現匯率目標區的運作如同設立農產品價格目標區的平準實物操作，因此本文擬

將匯率目標區的總體模型擴充其涵蓋農業與製造業的兩部門模型，並考慮、政府實施農產

品平準實物制度，據以探討經濟體系面臨來自於不同市場的干擾時，平準實物制度是否

本質上具有安定農產品價格的作用，俾便為平準實物制度提供相關的理論基礎。

依據本文分析發現:不論經濟體系面臨來自農產品市場或非農產品市場的干擾，政

府藉由平準實物制度對農產品設立價格上下限的目標區，確實有助於穩定農產品價格;

亦即Krugman( 1991)所言的蜜月效果成立。但是農產品的平準實物制度對非農產品價格的

影響效果不確定，端視經濟體系干擾來源、農產品的相對價格效果、農產品的實質財富

效果以及非農產品價格變動所致的農產品資產需求變動的利率效果之相對大小而定。

*作者為逢甲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作者成謝逢甲大學經濟系胡士文教授的諸多提正，

研究助理陳君豪完成電腦排版工作。本文承匿名評審委員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文中若有任何疏誤，當由作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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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準實物制度與農產品價格穩定

一一般均衡分析法

王葳

壹、緒論

農產品有別於非農產品，其間的主要差異在於農產品價格的伸縮係數較非農產品為

高，或者說農產品的價格被動程度較非農產品為大;究其原因，除生物性與市場供需的

特性使然，天候等自然因素的難以掌握與預測亦是主因。因此，如何維持農產品價格的

穩定以保障農民生計，並降低消費者支出的不確定性，向來是各國政府首要的農業政策

目標。

常見的農產品價格穩定政策，主要有二，一為平準實物制度(buffer stock scheme) ，一

為平準基金制度(stabilization fund scheme) 。以台灣為例，行政院農委會為穩定國內農產

品市場供需及價格並照顧農民收益，於民國八十五年一月一日起實施「穩定農產品價格

進口認定原貝iJ J '依據該原則，農委會辦理農產品專案進口的考量有二，一為:契作農

民如不能依契約所訂數量供應時;二為:農產品月別產地價格高於當期生產成本六成或

高於契作價格三成以上而有持續上漲顧慮時;此種以進口數量的調控以維持農產品價格

的穩定方式，可謂平準寶物制度。此外，依據行政院農委會民國八十九年十月所編印的

「農產品產銷預警狀況處置表」中，更名列甘藍、結球白菜、花椰菜、大蒜、洋蔥、花

生、紅豆、茶葉、金針、蓊枝、文旦、鳳梨、芒果、青梅、香蕉、番石榴、耳目魚、毛

豬、肉雞、雞蛋、稻米及儒稻等共計二十一項農產品，於生產過剩或供應不足時，可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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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收購買?藏或拋售的方式以維持農產品價格的穩定l 。其次，就平準基金制度而言，國內

多項農產品均設有平準基金，諸如:糧食平準基金、香蕉平準基金、台灣區鰻魚價格平

準基金與農會毛豬產銷互助基金等，其運作方式多採價差操作，資金來源除價差操作收

入外，亦包括政府補助款、契作違約金與業者認捐等。此外，澳洲的羊毛價格即透過平

準實物機制以維持價格穩定，而加拿大的小麥局(the Canadian Wheat Board)則經由平準基

金的運作以固守小麥價格(Quiggin and Anderson, 1981) 。

然而，此類農產品價格穩定措施，或謂平準制度，行之已久，相關的理論探討多著

重於事後價格穩定對消費者與生產者的福利效果(Waugh， 1944; Oi, 1964; Turnovsky, 1974; 

Wright, 1979; Quiggin and Anderson, 1981; Wright and Williams, 1984; Simmons, 1988) ，卻

鮮見從總體經濟或一般均衡的角度以事前的概念，分析平準制度是否確實有助於農產品

價格的穩定。深究平準實物制度的操作方式為，當市場供應不足，導致價格有上漲之虞

時，政府即透過專案進口方式，於農產品市場拋售農產品，以使價格回穩;反之，當農

產品供給過剩，而使價格偏低時，政府則會藉由農產品的收購，以拉抬農產品價格。此

種價格區間的穩定機制(the price-band stabilization scheme)(Massell, 1970; Reutlinger, 1976; 

Quiggin and Anderson, 1981) ，猶如政府為穩定匯率而實施的匯率目標區(target zones)政

策。匯率目標區的理論文獻始自Krugman(1991) ，其利用隨機微分方程的技巧，說明匯率

目標區政策的制定，透過民眾對匯率波動的預期，而致其本質上2有助於匯率的穩定，並

稱之為蜜月效果(honeymoon effect) 。此後有許多文獻紛紛探討蜜月效果的真實性(Bertola

l 舉例而言，當稻穀產地價格低於生產成本時，農委會將鼓勵農會及糧商儲購國產稻

穀;而當稻米市價異常波動或影響消費者權益時，農委會則依「穩定糧價作業要點 J ' 

成立「穩定糧價作業執行小組 J '研擬釋出公糧時機、方式、價格、數量等措施。當

白肉雞連續十日在每 0.6 公斤 14.5 元以下，則農委會將會鼓勵收購市場過剩肉雞，屠

宰、加工、 J東存等措施。當毛豬拍賣平均價格連續十日在每百公斤 3，300 元以下，農
委會將成立計劃鼓勵冷凍肉類加工廠商、肉商公會會員及養豬農民固體收購毛豬屠宰

凍存。

本文所強調的是民眾通過農產品價格波動的預期調整，使得平準實物制度的存在，本

身就具有縮小農產品價格波動程度的功能，此 !'!p í 本質上」之謂，也是一種事前的概

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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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aballero, 1992; Kempa and Nell白， 1999) , Lai and Chang(2001)則進一步利用總合供需

圖形，提供匯率目標區政策淺顯易懂的經濟邏輯。因此本文先將產品市場區分為農產品

市場與非農產品市場3 ，再應用國際金融匯率目標區的理論，分析封閉經濟體系下農產品

價格目標區政策，藉以說明農產品平準實物制度的設立，經由民眾對農產品價格波動的

預期調整，能否使農產品價格具有穩定之效，亦即Kru伊an( 1991)所言的蜜月效果在涵蓋

農業與非農業的兩部門模型下是否依然存在。

貳、理論模型

本文旨在分析農產品價格目標區政策的實施，對農產品價格與非農產品價格的穩定

效果;因此擬建立一個包含農產品市場、非農產品市場與貨幣市場的動態理論模型，首

先設立如下假設:

(1)民眾對經濟變數的預期為理性預期形成;

(2)沿用 Franke1( 1986)模型的設立，將產品分為農產品與非農產品兩類;

(3)農產品具資產特性，因此農產品需求包括消費需求與資產需求;

(4)民眾可持有貨幣、債券與農產品作為資產。

經由上述假設可設定如下模型:

E(dpJ 
一 α(Pc-Pm)+ β(m-Pm)+Y(一一一一 + k - i) = r( P c - P m) + g c + &' α， β， y ， r>O (1) dt -', c rm 

δ(Pc-Pm)+ ρ(m-Pm)= 一η(Pc-Pm)+V δ， ρ，刁 >0

m-p= 一λi+ 你+μλ， ø>O

p=tpc+ (1 一 θ)Pm 0 <θ<1 

(2) 

(3) 

(4) 

3 最早將總體模型劃分為農產品市場與非農產品市場兩部門的文獻始自 Frankel( 1986)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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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諸式中的變數定義如下: Pc 表示農產品價格水準對數值 • Pm 表示非農產品價

格水準對數值 .m表示貨幣供給對數值 .k 為方便利益(convenience yield)與儲藏成本的

差額 • i 表示名目利率; gc 搞政府實施的平準實物量 .c 表示農產品市場的隨機平擾項;

v表示非農產品市場的隨機干擾項 .y 表示總產出的對數值 ;μ表示貨幣市場的隨機干

擾 ;P表示一般物價水準的對數值 ; E(dpJI dt 表示農產品價格水準對數值的預期變動。

式(1)為農產品市場的均衡式，該式設定農產品的需求等於農產品的供給，農產品的

需求包括消費需求與資產需求，其中消費需求其農產品與非農產品相對價格 (Pc - Pm) 的

減函數，亦為以非農產品價格平滅的實質財富或實質貨幣餘額 (m - Pm) 的增函數;資產

需求為持有農產品與持有貨幣資產相對報酬 {[E(中) / dt] + k - i} 的增函數。至於農產品

的供給則設定為農產品與非農產品相對價格 (Pc - Pm) 的增函數;此外， gc 代表初始的農

產品實物量，倘若農產品的價格介於上下限之間，則 gc 為一固定數，一旦農產品價格超

過上限時，政府可依據「穩定農產品價格進口認定原貝IJJ 專案進口農產品或自倉儲冷凍

庫中取出後於農產品市場拋售，此時平準實物量因而增加，即勾 >0 ;反之，若農產品

價格低於下限時，政府可介入農產品市場收購，此時平準實物量因而減少， IlP ~gc < 0 ; 

因此，農產品供給中包含此一進口數量或平準實物量(gc )4 0 

式(2)為非農產品市場的均衡式，該式設定非農產品的需求等於非農產品的供給，非

農產品的需求其農產品與非農產品相對價格 (Pc - Pm) 的增函數，亦為以非農產品價格平

滅的實質財富或實質貨幣餘額(m - Pm) 的增函數;至於非農產品的供給則設定為農產品

與非農產品相對價格 (Pc - Pm) 的減函數。

式(3)其實質貨幣需求等於實質貨幣供給的貨幣市場均衡條件。式(4)為一般物價的定

義式，該式定義一般物價水準為農產品價格及非農產品價格的幾何加權平均數，權數分

4 倘若期初平準實物量為 0 ，故當農產品價格高過土限價格峙，政府將拋售農產品，此

時 gc > 0 ;反之，當農產品價格低於下限價格時，政府將收購農產品，此時 gc <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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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θ與 1-0 5 。

本文假定農產品市場、非農產品市場與貨幣市場隨機干擾項的變動均服從沒有趨勢

值的隨機漫步(random walk)的形式，亦即:

d6= σ，dZ， 

dv= σvdZv 

dμ=σμdZμ 

(5) 

(6) 

(7) 

假定式(5)一(7)中的 Z，、 Zv及丸服從標準的布朗運動(standard Brownian motion) ，它們每

單位時間變動的期望值為 O(即 E(dZ，)/ dt = E(dZ.)/ 的 = E( dZ ,,) / dt = 0 ) ，每單位時間變動

的變異數為 1(即 E[(dZ， )2]/ dt = E[(dZ.)2]/ dt = E[(dZ,Y]/ dt = 1) 。據此，由式(5)一(7)可知

每單位時間ε值變動的期望值為 0 ，變異數為σ2; 每單位時間 V值變動的期望值為 0 ，變

異數為σj; 每單位時間μ 值變動的期望值為 O' 變異數為 σ; 。

將式(3)與式(4)帶入式(1)可得:

由式(2)可整理為:

(1 一 θ)r
一 (α +r+了)Pc +(α 一 β+τ一一了一)Pm

ør.. .. E(dpc) . r 
=-(β +~)m-)徒+ -'-::-Y - r一一一+一μ +gr +6 

A， λ dt λι 

(8) 

5 倘若以 p 、凡與~分別代表一般物價、非農產品價格與農產品價格，因此 p 三 lnP , 

Pm ==ln凡 ， Pc == ln~ .理論模型中式 (4) 的設定意指: lnP=OlnPc+ {l 一 θ)ln凡

=lnR8月 θ ，故 P=RORJO ，表示一般物價為農產品價格與非農產品價格的幾何加權

平均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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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刊)Pc 一 (δ+加 ρ)Pm =-pm+v (2a) 

由於 k 、 y 為既定的外生變數，為分析簡化起見，假定透過適當單位的選擇，使

沙沙/λ-)在 =0 '將此關係代入式(8)後再與式(2a)聯立，可解出經濟體系農產品價格與非

農產品價格的均衡值分別為:

(1一 θ)y
Pc =m+互卜(δ+η+ρ)gc 一 (δ+η+ρ)ε-(α-β+r一一寸于一

E(dpJ 
一一份+刁 +ρ)μ + y(δ+ 句 +ρ)一，-~r c ~ ] 

dt 
(9) 

。Y \__ Y f <" • __\ _ • __f <" • __\ E(dpJ Pm =m+一卜(δ+η)gc 一份 +η)c 一 (α +r+一)v 一一(δ+ 句)μ + y(δ+ 句)一一~] (10) 
λλ dt 

將式(9)與式(10)代入式(3)整理後可得均衡利率值為:

i= 土←H卅(δ恥+ 刁扣+吋巾0伽枷ρ
λLl k 

E(dpJ 
一一份 +η+ ()，ρ)μ +y(8 + 刁 +θρ)一一一一} (11) 

dt 

其中Ll =ρ(α +r+ 旦旦)+(δ+ 的(β+ 主)=ρ(α + r)+ β(δ+ 句)+主(δ+ 刁 + p()) > 0 ;式(9)與
λλ 

式(10)顯示，不僅市場基要(market fundamental) g 、 m 、 ε 、 v及 μ 會影響農產品與非農

產品價格，民眾預期農產品價格的變動(E(dpJ/ dt)也是左右農產品與非農產價格的重要

因素。

在未進行求解分析前，我們擬依據式(9)說明政府所實施的農產品價格目標區的措

施。為使農產品價格固守於價格上限(五)及價格下限 (pJ 所建構的區問內，農業主管機

構會進行下述平預: (1)倘若農產品價格超過價格上限時，政府可專案進口農產品並於農

產品市場拋售農產品，以維持農產品價格上限的水準，依式(9)而言，即政府經由 gc 的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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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i1gc > 0)讓農產品價格不至超過價格上限的水準。 (2)如果農產品價格低於價格下限

時，政府可進入農產品市場收購農產品，以使農產品價格回復下限的水準，依式。)而言，

即政府經由 gc 的減少(勾c < 0)讓農產品價格不至低於價格下限的水準。 (3)只要農產品價

格介於價格上限與下限區間內，則政府不會從事任何拋售或收購農產品的措施，此時式

(9)中的 gc 係一固定的外生變數。以上所述即為目標區文獻中所稱的邊界干預(marginal

intervention) 。

此外，為說明方便起見，本文假設隨機干擾項抖，只μ)為不連續，且每變動一單位時

間其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相等，發生的機率各站的。如圖 1 所示， ]:)&為例，倘若期初

(t = to )農產品市場的隨機干擾項為吭，在變動一單位時間後(t = t1 ) ， ε。有 0.5 的機率增

加為 51 ，也有 0.5 的機率減少為吭，且上升與下降的幅度相同，即 &1 -&0 =ε。一宅。若於

t = t1 時，農產品市場的隨機干擾為 61 ，則下一個單位時間(t=t2 ) ， &1 有 0.5 的機率再增

加為鳥，但也有 0.5 的機率回復至 &0 。依此類推，可知農產品市場隨機干擾隨時間變動

的情況，且可瞭解在任一時點 E 增滅的機率與前一時點 ε 值的大小相互獨立。

{o t 1 t2 

圖 1 隨機干擾項的變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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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9)與(1 0)可知，農產品價格與非農產品價格分別受到平擾項與農產品價格波動

預期值的影響，而干擾項的來源不同會影響農產品價格與非農產品價格的走勢，因此本

文接著將分別討論經濟體系若面臨不同干擾來源時，平準實物制度的效果。

來自農產品市場的干擾、參

本節首先針對經濟體系出現來自於農產品市場的干擾時6 (即 ε*0 • v= μ= 0) .探

討政府設定農產品價格目標區，對農產品價格與非農產品價格動態走勢的影響，以瞭解

平準實物制度對農產品價格是否真有穩定的效果，亦即Krugman(1991 )所言的蜜月效果是

否存在。

一、數學分析

依式(9)與式(10)可將均衡的農產品價格與非農產品價格表示為:

_ _ . . _ E(dpJ 
Pc = m + 'l/ogc + 'I/]c + '1/2 一一一」一

dt 
(9a) 

(1 0a) 
E(dpJ 

Pm =m+nogc+ n]c+n2 一一一一
dt 

一(δ+η+ρ) 一(δ+η+ρ) _^ y(8+ η+ρ) 
式中 • '1/0- ,- /).' "<0. '1/]- ,- /).' "<0. 科= & 

(δ+η) ^ r. -(δ+η) _ ̂  _ r-" y(δ+η) 
。=一一一一-一 <0 . n\ =一一一一一< 0 . Q2 =一一一一一 >0 。

/). /). /). 

倘若經濟體象出現來自於貨幣市場的干擾，其對經濟體系的故果，與來自於農產品市

場干擾的效果類似，因此為篇幅之精簡，本文不擬討論貨幣市場的干擾。

(9) 



-28- 平準實物制度與農產品價格穩定 一般均衡分析法

由式(5)知，此為一隨機變數，因此我們可依據式(9a)的隨機微分方程式求得農產品

價格的一般解為:

Pc = m + If/ogc + If/]G + A]e'lC + A2e'2C (1 2) 

上式中 A] 及 A2~待解參數 ， S] = -S2 = ~2/1f/2 Cí了。比較式(9a)與式(啊知，式(12)的

( A]e耶+禹e'2E )即為民眾預期農產品價格變動所反映於農產品價格的部分，亦即

E(dpJ/dt = 1/ 1f/
2 

x(A]e'IE +A2e耶) ，將此式代入式(10a)可得政府對農產品設定價格目標

區時，若農產品價格位於價格目標區間內，則此時對應的非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走勢為:

Pm =m+Oogc +O]G+旦之 (A]e"& + A2e'戶)
1f/2 

(1 3) 

由於農產品價格介於上限價格(五)與下限價格(Pc )之間時，政府將不會平預市場，

農產品價格呈現式(12)的走勢，非農產品價格則對應為式(13)的走勢;若農產品價格觸及

上限價格或下限價格時，政府會藉由平準實物量的調整進行價格干預，以使農產品價格

能停留在上限價格或下限價格。倘若農產品價格因政府干預而為 Pc 時，由式(9a)可推得:

E(dpc) _ 1 
一一一一=一一(五 - m -If/ogc -If/]G) 

dt If/ 2ι 
(14) 

將上式代入式(10a)可得此時對應的非農產品價格局:

。2lf/O \ ~ , /A 02 1f/ Pm = 二LFc+(1 一二之)m+(O。一一一一)gc + (0] 一~-2Y斗)ε (1 5) 
V立If/2 If/ 2 If/ 2 

因此，一旦經濟體系出現來自農產品市場的干擾時，農產品及非農產品價格的動態

軌跡可表示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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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Pc 

Pc={m+Vogc+VIE+AldIE+A2E526 

I PC 

-+ 

E 三?&

E+ 三三 ε 三 E (1 6) 

ε 三 E

Q ,lfIo\_ , 1'-" 
Q，lfI 一

主Pc +(1一平)m+(Qo -

一一
)gc +(~一一斗)c & ~ ~+ 

'f' 2 '1' 2 于， 2 y' 2 一-

p
", =im+Q品 +Q，c+生(A，e巾 +A，e"C) 正三 ε 三& (17) 

lfI, & ~三 ε
Q, - ." Q, , . ,r.. Q ,lfIo ，~ . I r.. Q ,lfI, ..:..:L耳+(1一 .:..:L)m + (Qo 一一ι斗)gc +(Q，一一斗斗)c
lfI, lfI, lfI, lfI, 

上二式中m與 gc 搞經濟體系期初對應的貨幣供給量與農產品的平準寶物量，且假設期初

農產品價格介於上下限之間， &與 ε 分別為政府進場收購農產品與拋售農產品所對應的

ε ， &與F 代表E 的左極限值和右極限值， &與/則是E 的左極限值和右極限值。由

式(1 6)與(1 7)觀之，吾人將可發覺，當農產品價格介於上下限之間，農產品價格的走勢與

民眾對農產品價格波動的預期值密不可分，此將為平準實物制度是否具有蜜月效果的關

鍵。

然而，為求得農產品價格及非農產品價格於價格目標區內明確的動態走勢，須利用

理性預期的連續條件與目標區的平滑相接條件解出待解參數 A1 及 4 。理性預期的連續條

件要求政府進行價格干預之際，農產品價格不得跳動，其乃因民眾已事先知悉政府於農

產品價格上限與價格下限的平預措施，因此會事先因應，亦即連續條件為:

PC+=PCE ( 18) 

Pc + 
= PC • 

(19) 

、
l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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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平滑相接條件意指目標區體制下農產品價格動態軌跡線會與五和 Pc 的水平線

相切，因此可表示其7

將式(16)分別代入式(18)-(21)即得:

dpc_ 
一_!::_ = 0 

dE: 

dpc 令
一____f_一 =0

dE: 

Pc = m + 'l/ogc + 'I//f + Aje"< + A2 e" ε 

m+ 平'1/og c + 'l/j 互 +Aj戶e'咕 + A2e叫 = Pc 

'l/j +s]Aje"E -sjA2e-"< =0 

'1/] +s]Aje"f -SjAZe-',f =0 

(20) 

(21) 

(22) 

(23) 

(24) 

(25) 

基本上應由以上四個方程式求解爪 ， Az ' "&與立，但因上四式過於複雜，無法解得

這些變數的明確數值，因此，本文將依循 Froot and Obstfeld( 1991)以隱函數方法求解。由

式(24)與式(25)可將 A] 與 4表示為 E與主的函數如下﹒

7 由式(16)可知 ， dpc一 IdE: =dPc1dE: =0 且 dpc I dE: = 布c I dε=0 '將此兩個關條式結

合式(1 8) 、 (19) ，可推得如下關條:

dpc dpc • 

一一f_-一一ι=0
dE: dE: 

(Bl) 

dpc dpc L 

一，-一=一_L =O
dE: dE: 

(B2) 

式(Bl)與(B2)即表示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軌跡達於價格上限與下限水準時，將與 Pc 和 Pc

的水平線中目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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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 -S，I: 、- _, '1/ ， ~e -，斗 - e ' ) 
A, = A ，(l"， 三) = _T_，、，

J" '-" .... I...Sj(f- E ) ....Sj(E可主)、
s ， ~e-""-'-e' "') 

(26) 

-::: _\ '1/, (e"f -e刑)
A2 = A2 (& ， 至)=--'-'一

... .t." "-" n / ....sl(f-c) ....SI(ε-f) 、
51~e"~ -, -e" ~') 

(27) 

再將式(26)與式(27)代入式(22)與式(23)可得 E 與互為民、 Pc 、 gc 與 m 的函數，即:

ë = ë(pc' pc ,gc ,m) 

主=互(丘，孔，瓦 ， m)

(28) 

(29) 

式(28)與式(29)顯示，在 gc 與 m 固定不變的前提下，就一上限價格 Pc及下限價格 Pc 的組

合，則有一上限隨機性市場基要 E及下限隨機t性市場基要 E 與其對應，因此，我們可將

農產品價格於 Pc 及 Pc 區間內的限制有如座標轉換般地改為隨機性市場基要於E 及至區

間內的限制。

假如我們將農產品價格的區間限制已經轉換成市場基要的區問限制(亦即已經找出

E 及至) ，則式(26)與式(27)就是爪 ， A2 的真正解值。最後將式(26) 、 (27)代入式(1 6)及式

(1 7) ，可得政府設定農產品價格目標區時，農產品價格及非農產品價格的明確動態調整軌

跡如下:

IPc 
1___ . . _ _ _ . If卅e 吧 -e s仆e刊c . '1/, (eS1f - e刊')e寸"

= í m + 'l/ogc + 平伊+ - sl(fE) ( 5) + SHE-E) SI(E1) 
|l(e--ESIE-)51(ε-e 

I Pc 

) 
必
U

LU -A 
'
，z
﹒
‘
、
、

+
一

-E-EE 
〉
一
〈
一
<
-

EEE 

〈
一

+ 
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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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1'0 \_ , r r. O2'1' 二L Pc + (1 一二L)m + (0。一一1!:..Q_)gc + (0，一一斗斗)&
'1'2 一- '1'2 '1'2 '1'2 

。2 r '1'， 廿一句f _ e-StE)e研 'I'， (e咕_ eSIC)e -SI& 
Pm = ~m+O品 +QIHZ(51(eM)-JQ)+SI(EM}-esMθ)

O 2'1'0\_ , r r. O 2 '1' 一:L Pc + (卜二L)m+(Oo 一一-斗)gc + (0，一 "~2 'f斗)&
'1'2 '1'2 '1' 2 '1'2 

-+ 

G~E 

E+ SG ~三 E (17a) 

E 三三 ε

相反地，若政府對農產品的價格未採行任何管制措施時，即農產品價格可自由波動，

在此情況下，農產品價格及非農產品價格控動的軌跡為8

Pc = m + If/ogc + If/,G (9b) 

Pm =m+Oogc +O]G 
) .O AV -a 

r
a
z
-
-

、
、

經由數式推導，確定農產品價格與非農產價格的走勢後，我們將配合圖形說明式

。b) 、 (10b) 、(1 6a)與(17a)所描述的農產品價格及非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軌跡。

二、圖型解釋

首先分析政府未對農產品價格設立目標區時，農產品價格與非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走

勢。假設期初的貨幣供給量為慌，農產品的平準實物量為 g~ ，則依據式。b) ，可在 Pc 與

E 由#于:

lim A, e5 ,t' = 0 
ε 一司.x

(B3) 

ε一午， 勻E

lim A, e -5,C = 0 
C->X 

(B4) 

C_'妙-，民

表示農產品價格若無上、下限的限制峙 ， E(dPc)/dt=O ' 因此式(9a)與(10a)可改寫為

式(9b)與(10b)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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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的座標平面上繪出農產品價格的走勢，為一負斜率(其斜率值為 1fI， < 0 )的直線，即圖 2

的 FFc(mo ， g~) 線;同理，由式(10b)可知，非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走勢亦為負斜率(其斜率值

為0， <0)的直線，如圖 3 的 F凡(吭 ， g~) 線。

Pc 

ε 

FFc(mo ， g~) 

圖 2 贖產品價格的動態走勢(未設立目標區，農產品市場干擾)

Pm 

ε 

FFm仇 ， g;)

圖 3 非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走勢(未設立目標區，農產晶市場干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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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再依據式(l 6a)與式(17a)說明政府對農產品價格設立目標區時，農產品價格與非

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軌跡。為分析方便起見，我們定義 ha = A)e S
)& , hb = A

2
e- S

)& , 

hC = ha + hb ; 由於'1/) < 0 '依據式(26)與(27)可得 A) >0 ' A2 < 0 '因此 h" 與 h b 的性質

符號如下:

ha = A)eS
)& > 0 (30) 

(31) hb=Aze-SIE<O 

據此式(16a)可改寫為:

AU 'n + a 
'
內

+ E V + 
c 

pb 
AV 

V 扎
一
如-n
h

rlIlli--

<
1iIII-ltk

= 
c 

p 

一+

ε;三 E

E+ S E ~三 E (l 6b) 

E 三 E

上式表示於目標區域內 'm 、 gc 與 ε 分別是非隨機性的市場基要與隨機性的市場基

要表現於農產品價格的部分，而 ha 及 hb 則係面對政府實施農產品價格目標區政策，民眾

對農產品價格變動的預期所反映於農產品價格的部分。其中 'h"(>O) 函數是民眾預期農

產品價格上漲反映於農產品價格的部分，而 hb (< 0) 函數則是民眾預期農產品價格下降反

映於農產品價格的部分，故 hC 函數為民眾預期農產品價格變動的淨額反映於農產品價格

的部分。

為繪出明確圖形，須進一步瞭解 h" 函數及 hh 函數的特性，將 ha 函數及 hh 函數分別

對ε 作一次微分及二次微分可得:

h; = s)A)eS
)& > 0 h;~ = S)2 A)eS)ε> 0 ; lim h" = 0 (32) 

ε一句望已

hh =-s.A, e-S
)& >0 hb

_ =s.2A, e- sJ
& <0 limhh =0 )"2 “一) "2 

E→文

(33) 

由式(30)-(33)我們可畫出 ha 線、 h b 線及 hC 線，如圖 4 所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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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 

hb 

ε 

圖 4 民軍預期農產品價格變動對農產品價格的影響

(設立目標區，農產品市場平擾)

一35一

接著我們將圖 2 中的 FFc 線與圖 4 中的 hC 繪於圖 5 中，然後將 FFc 線與 hc線垂直加

總可建構出 TZc 線，該線即為政府對農產品價格設定目標區時，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軌跡。

此外，根據平滑相接條件，我們可知 TZc 線將與 PC及 Pc 的水平線相切。

E 

圖 5 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走勢(設立目標區，農產品市場平擅)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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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政府設立農產品價格目標區時的 TZc 線與農產品價格自由波動時的 FFc 線可

知，倘若期初農產品市場的干擾項為圖 5 中的吭，則政府實施農產品價格目標區政策會

使農產品價格的變動幅度較農產品價格自由波動時的變動幅度小，表示經濟體系若出現

來自農產品市場的干擾時，農產品價格目標區的設立，確實真有穩定農產品價格的功能。

接著再討論政府設立農產品價格目標區時非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軌跡。我們可依據 hO

與 hb 的定義將式(17a)改寫為:

0. 2'1/0' _ . /r. 0. 2 '1/ 立之 Pc +(1 一立之)m + (0.。一 ~~2'1' 0 )gc + (0. 1 一一斗斗)&
'1/2 一- '1/立 V立'1/2

Pm = ~ m + o.ogc + 0.1& +旦l.. (h" + hb
) 

'1/2 

0. 2 '1/0 \ _ • /r. 0.2 '1/ 主Lpc+(1 一立之)m + (0. 0 一 ~~2 'f土地c + (0. 1 一 ~~2Y斗)&

'1/2 '1/ 2 '1/ 2 '1/ 2 

、
E
Y

LU 
『
/

-A 
r
.
、

+ -E-EE 
〉
一
〈
一
〈


EEE 

〈
一

+ E 

將上式中 0.2(h O +h b )/'l/ 2 的軌跡描繪於圖 6 中的 hm 線，它代表民眾對農產品價格變

動的預期反應於非農產品價格的部分。至於圖 6 中的 Pm 與 Pm 為對應農產品價格上下限

的非農產品價格，接著再將圖 3 中的F凡線重繪於圈 6. 並與 hm 線垂直加總，則可建構

出 TZm 線，該線代表政府實施農產品價格目標區時，非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軌跡。比較農

產品價格可自由渡動時的 F凡線與設立農產品價格目標區之下的 TZm 線可知，倘若期初

農產品市場的干擾項為圖 6 中的吭，則政府實施農產品價格目標區政策亦同時使非農產

品價格的變動幅度縮小，表示經濟體系若出現來自農產品市場的干擾時，農產品價格目

標區的設立，有助於穩定非農產品的價格。綜言之，如果經濟體系面臨來自農產品市場

的干擾時，平準實物制度本質上具有安定產品價格的功能九

9 此結論所代表的經濟邏輯，我們將於附錄說明。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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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非鷹產品價格的動態走勢(設立目標區，廣產品市場干擾)

肆、來自非農產品市場的干擾

本節將繼續探討經濟體系若出現來自於非農產品市場的干擾時(即 v:;t:o， &=μ=0) , 

政府設定農產品價格目標區，對農產品價格與非農產品價格動態走勢的影響，以瞭解平

準實物制度面對來自非農產品市場的平擾衝擊時，對農產品價格與非農產品價格是否仍

具有穩定的效果。

一、數學分析

依式(9) 、 (10)可將均衡的農產品價格與非農產品價格表示為:

I-EE(dp) 
Pc =m+ lf/ogc + 叭V+ 1f/2 一一一」

dt 

(19) 

(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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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pJ 
Pm =m+Oogc +03V + 吭一一一一dt 

(1 一 θ)r
一 (α 廿一β 一一「一一) 一 (α+r+":::-)

式中，帆= A , Q3= A A 〈 0 。
A 

(1 0c) 

由式(6)知 ， dv 為隨機變數，因此可依據式。c)的隨機微分方程式求得農產品價格的

一般解為:

Pc = m + If/ogc + 1f/3V + BjeS3Y + B2e
S4V (12a) 

上式中的 Bj 及 B2 為待解夠 ， S3 = 一九 = ~2/1f/2a了。比較式(9c)與式(12a)可知，式(山

的( BjeS3V + B2e
S4V )即為民眾預期農產品價格變動所反映於農產品價格的部分，亦即

E(dpJ/dt=I/ 1f/2x(BjeS3V+B2eS4V) ， 將其代入式(10c)可得政府對農產品設定價格目標

區，若經濟體系出現來自非農產品市場的干擾時，非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走勢為:

Pm = m +Oogc +03V + 全之 (Bj eS3V + B2e
S4V ) 

1f/2 

(13a) 

依據上述分析，我們可探討政府設立農產品價格目標區與否，對農產品價格與非農

產品價格動態走勢的影響。如果農產品價格介於上限價格(五)與下限價格(Pc)之間，政

府不會對農產品市場進行干預，此時農產品價格的走勢如式(12a)所示，而對應的非農產

品價格為式(13a)所示;但是當農產品價格超過上限價格或低於下限價格時，政府將會經

由平準實物量的調整以固守價格區間，因此一旦經濟體系出現來自於非農產品市場的干

擾時，農產品及非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軌跡可表示如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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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 v 注 V

Pc = i m + 'l'ogc + 'l'3V + B1戶e叩 + B2e' 

\PC V 三 v

0. 2 '1'0 \ _ . ,r. 0. 2 '1' 三LPc+(1 一立之)m+(o.。一 ~)gC+(o.3 一 .~2Y斗)v
'1'2 一- '1'2 '1'2 '1'2 

Pm =~ m+ o.ogc +o.3v+ 旦之(B1 e')Y + B立eS4Y )
V立

旦LFc+(1 一二之)m+(o.。一 .~2~斗)gc + (0. 3 一 .~2Y斗)v0. 2 '1'0 \ ~ . ,r. o.?'I' 
'1'2 '1'2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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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c) 

v;?:v 

V+ 三 v 三 v (17c) 

V~V 

上二式中 'V 及主分別為政府進場收購農產品及拋售農產品所對應的 v ' v-及T分別為

歹的左極限值及右極限值，而 v- 及 v+ 分別代表V 的左極限值及右極限值。

為求得農產品價格及非農產品價格於價格目標區內明確的動態走勢，須解出待解參

數 B1 及 B2 。首先利用平滑相接的條件，可得:

(34) 

(35) 

將式(12a)代入式(34)及式(35)可得:

'1', + s,B1e']V - s,B2e-']V = 0 3 ' ~3~1~ ~3~2 (36) 

'1'3 + s3Ble']~ - S3 B2e
→

']~ = 0 (37) 

由上二式可解得: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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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o-S3!:: _0-S3"'\ 

B, = B， (v ， 巨) =____!:.3γ 一、心， F、
-- S3 (esJ\~-V) - e丹\V-~) ) 

V3(e把 -e可)
B

2 
= B2 (v， 主) = T j ,-
ιι (nSJ(~-V) nS3(ν-~) 、

S3te 0'_ '-eo' ~'} 

(38) 

(39) 

將式(38) 、 (39)代入式(16c)及(17c) ，可得在政府對農產品價格設立目標區之下，經濟

體系若出現來自非農產品市場干擾時，農產品價格及非農產品價格的明確動態調整軌跡

如下:

I Pc 
1 ,,__ ，'___，1fI3(e一句 !::-e 句ν )eSJV

, 1f13 (e把一 eS3V
)e -s3

v 

Pc = • m + lfIogc + 帆v+ ~ "(~S3( 也)(-v)+J3(-F) 丹(v-~)
1 'V~< ， " s3(eS3\~-VJ _ eSJ ν 一 ) S 3 ( e SJ \!::-v J - e 

IPc 

o. 21f10 ,_ ， E~ o. 21f1 立之Pc +(1 一二l.)m+(o.。一 .~2 Y' O )gc +(0.
3 

- .~2 Y' 3)V 

v立 - 1f12 lfI立 1f12

Pm = 
0.

2 
E 1f13 (e←叫- e -sJcv )esJv , 1f13 ( e吧 _ eS3V )e -5)'" 

m+ o.ogc +o.3v+一一(3V253(ES山 ν)-e削FT))53(es3(EJ)-es3{F1))

。 2 ， _ E~ o.,lfIo , ， E~ 0. 2 1fI, 二Lpd+(1 一 .:2.)m+(o.。一 -~2 Y' 0 )gc + (0.3 一~)v
1f12 1f12 1f12 1f12 

v;::v 
V+ 三 V 三~- (16d) 

v!三 v

v;::v 
v+ 三 v 三~- (1 7d) 

v :O; v 

反之，若政府對農產品的價格未採行任何管制措施時，則農產品價格及非農產品價

格波動的軌跡分別為:

Pc = m + lfIogc + 1f13V (9d) 

Pm =m+nogc +o.3v (10d) 

(22) 



農業經濟半年刊， 71 期，民國 91 年 6 月 一41 一

接著我們將配合圖形說明式(l6d) 、(l 7d) 、 (9d)與(10d)所描述的農產品價格及非農產

品價格的動態軌跡。由式(9d)可知，由於帆之值可正可負，因此須分為兩種情況加以說

明。

二、圓型解釋

(一)α+τ 〉戶+丹江 10

首先說明政府未設立農產品價格目標區時，農產品與非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走

勢。假設期初的貨幣供給量為 mo ' 農產品的平準實物量為 g~ ，由於此時帆 <0 ' 

依據式(9d) ，我們可將農產品價格的走勢繪於 Pc及 v 的座標平面，其為一負斜率的

直線，如圖 7 的 FFc 線所示。復由式(10d)知，因為 Q3 <0 '所以於Pm 及 V的座標

平面上所繪出的非農產品價格走勢，為負斜率的直線，如圖 8 的 F凡線所示。

10 由式(1)可將農產品市場的超額供給函數表示為:

E(dpJ 
ESc =(α+τ)(Pc - Pm卜 β(m - Pm) - y(一一一一 +k 一 i) + gc + G (B5) 

m/ 1" dt 

由華令 。IESc / θ(Pc - Pm) = α +r 

。IESc / δ(m-Pm)= 一β

。IESc / ðPm = (ðESc / θi)(θi / ðp )( ðp / ðp m ) = (1 一 θ)y / λ 

因此(α +r)代表農產品市場的價格效果 ;β 代表農產品市場的實質財富或實質貨幣餘

額效果; (1- B)y / λ 為非農產品價格變動所致的農產品資產需求變動的利率效果。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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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ν 

F~ 

圖 7 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走勢(未設立目標區，非農產品市場的干擾)一

+r> β(1 一 θ)y
α ρ+ 一一一一一一

， λ 

Pm 

ν 

F凡

圖 8 非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走勢(未設立目標區，非農產品市場的干擾)一

α +r> β (1一 θ)y川+一一一一一
， λ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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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再根據式(16d)與(17d)探討政府設立農產品價格目標區之下，農產品價格與

非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走勢。其分析方便起見，我們定義悅。 =B1e叩， , hh b = B2e~阱，

hhC 
= hh a + hhb ; 由於 1f13 <0 '因此:

hh a 
= B1e

SJv > 0 

hhb = B2e~sJv < 0 

將 hha 函數及 hhb 函數分別對 v 作一次徵分及二次徵分可得:

hhJ=sJIESY > 0;hhL=sjAES3V > 0;lim hr=0 
&-+~"X 

hh: = -S3B2e 可> 0; hh! = s; B2e吋< 0; limhh b = 0 
E→今r.

由式(40)-(43)我們可畫出 hha 線、 hhb 線及 hh C 線，如圖 9 所示。

(40) 

(41) 

(42) 

(43) 

倘若農產品價格位於價格目標區內，由式(16c)可知 ， m + 'l'ogc 及帆v 分別為

非隨機性的市場基要及隨機性的市場基要表現於農產品價格的部分;因此，將圖 7

中的 FFc 線與圖 9 中的 hhC 線繪於圖 10 後垂直加總可建構出 TZc 線，該線即為政府

對農產品價格設定目標區時，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軌跡。此外，根據平滑相接條件，

我們可知 TZC 線將與 Pc及 Pc 的水平線相切。

比較農產品價格目標區之下的 TZC 線與農產品價格自由波動時的 FFc 線可知，

倘若期初非農產品市場的平擾項為圖 10 中的 vo' 則政府實施農產品價格目標區政

策會使農產品價格的變動幅度較農產品價格自由波動時的變動幅度為小，表示農產

品價格目標區政策，對農產品價格具有穩定的作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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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平準實物制度與農產品價格穩定一一般均衡分析法

hhb 

ν 

民眾預期農產品價格變動對農產品價格的影響(非農產品市場平擅)一

+T> β (1- ())y 
一+-'--一一

圖 10

-v 

， λ 

Pc 

v 

‘"FF 

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走勢(設立目標區，非農產品市場干擾)一

+T> β(1 一 θ)y
口+一一一一一一
'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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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再討論非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軌跡，圖 11 中的 hh m 線描繪式(17c)中

Qz(hh a + hhb)! lf/z 的軌跡，它代表民眾對農產品價格變動的預期反應於非農產品價

格的部分。將圖 8 的 FFm 線重繪於圖 11 '並與 hhm 線垂直加總，則可建構出 TZm 線，

該線代表政府實施農產品價格目標區時，非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軌跡。比較農產品價

格可自由波動時的F凡線與設立農產品價格目標區之下的 TZm 線可知，倘若期初農

產品市場的干擾項為圖 11 中的 v0 ，則政府實施農產品價格目標區政策亦同時使非

農產品價格的變動幅度縮小，表示經濟體系若出現來自農產品市場的平擾時，農產

品價格目標區的設立，有助於穩定非農產品的價格。

ν 

圖 11 非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走勢(設立目標區，非農產品市場干擾)一

α +r> β(1 一 θ)r
IJ+ 一-一一一一
， λ 

(二)α +r< β+丹江

此時叭 >0 '由式(9d)可知，農產品價格可自由波動時，於 Pc 與 v的座標平面

上，農產品價格的走勢為正斜率直線，如圖 12 所示。而由式(10d)知，非農產品價

格的走勢仍為圖 8 的 F凡線所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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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FF , 

ν 

圖 12 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走勢(未設立目標區，非農產品市場干擾)一

β +Q 一 θ)r
一

λ 

我們重新定義 hh" = B1e
S3V , hhb = B2e -s3v , hh c = hh" + hhh ; 由於帆 >0 因此:

hh" = B1e
S3V < 0 

hhh = B2e- S3V > 0 

hh~ = sß,eS3V < 0; hh“= s~ B.eS3ν <0; 3 ，I.J 1~ ..... 'V, '~'.vv -....3 ß.J} lim hh" = 0 
v 一今 3亡

hh: =-s3B2e-S3V <0; hh: =S~B2e 可> 0; lim hhb 
= 0 

V-->X 

由式(44)-(47)我們可畫出叫“線、 hhh 線及 hh C 線，如圖 13 所示。

(44) 

(45) 

(46) 

(47) 

將圖 12 中的 FFC 線與圖 13 中的 hh C 線垂直加總可建構出圖 14 中的 TZC 線，該

線即為政府對農產品價格設定目標區時，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軌跡。此外，根據平滑

相接條件，我們可知 TZC 線將與五及 PC 的水平線相切。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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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 

hh C 

hha 

圖 13 民眾預期農產品價格變動對農產品價格的影響(非農產品市場干擾)一

叫
一
λ

+ RU' < T. + 
α
 

v 

圖 14 農產品價格的動態是勢(設立目標區，非農產品市場干擾)一

+τ<β (1一 θ)r一+一一一一一一
， λ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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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農產品價格目標區之下的 TZc 線與農產品價格自由技動時的 FFc 線可知，

倘若期初非農產品市場的干擾項為圖 14 中的呵，則政府實施農產品價格目標區政

策會使農產品價格的變動幅度較農產品價格自由波動時的變動幅度為小，表示農產

品價格目標區政策，對農產品價格具有穩定的作用。

接著再討論非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軌跡，圖的中的 hhm 線描繪式(17c)中

n2 (hh a +hhb )/ 'f/2 的軌跡，它代表民眾對農產品價格變動的預期反應於非農產品價

格的部分。將圖 8 的 FFm 線重繪於圖的，並與 hhm 線垂直加總，則可建購出 TZm 線，

該線代表政府實施農產品價格目標區時，非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軌跡，比較農產品價

格可自由波動時的F凡線與設立農產品價格目標區之下的 TZm 線可知，倘若期初非

農產品市場的平擾項措圖的中的vo' 則政府實施農產品價格目標區政策亦同時使

非農產品價格的變動幅度擴大，表示經濟體系若出現來自非農產品市場的平擾時，

農產品價格目標區的設立，反加劇非農產品價格的不穩定。

v 

圖 15 非農產品價格的動態走勢(設立目標區，非農產品市場平擾)一

α +T< β (1- 8)y 
IJ+ 一一一一一一
，

λ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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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可知，倘若經濟體系出現非農產品市場的干擾，且農產品的相對價格效果

較小或農產品的實質財富效果與非農產品價格變動所致的農產品資產需求變動的利率效

果相對較大，則農產品目標區的設立反使非農產品價格的波動加大。

伍、結論

農產品價格的穩定向來是農政單位的主要目標，相關的穩定政策中，平準實物制度

的實施，行之有年，此一政策對農產品價格的穩定效果如何，並未見諸文獻從事總體理

論基礎的探討。有鑑於此，本文藉由國際金融文獻中的目標區政策，結合 Frankel(1986)

的兩部門模型，嘗試為平準實物制度建立理論基礎。在分析過程中，吾人可清楚地發現，

民眾對農產品價格波動的預期，是影響農產品價格走勢的主因之一，也是平準實物制度

是否具有蜜月效果的關鍵，透過平準實物制度的設立，將可左右人民對農產品價格波動

的預期，進而先行主導農產品價格的路徑;經由本文的分析可獲如下結論:

1.不論經濟體系面臨來自農產品市場或非農產品市場的干擾，政府藉由平準實物制度對

農產品設立價格上下限的目標區，確實有助於穩定農產品價格;亦即Krugman(1991)

所言的蜜月效果成立。

2. 當經濟體系面臨來自農產品市場干擾時，農產品價格目標區的設立，不僅對農產品價

格具穩定之效，亦可縮小非農產品價格的波動幅度。

3. 當經濟體系面臨來自非農產品市場的干擾時，農產品價格目標區的設立，仍可穩定農

產品價格，但對非農產品價格的影響效果則未定。倘若農產品的價格效果相對較大，

或農產品的實質財富效果與非農產品價格變動所致的農產品資產需求變動的利率效

果相對較小，則農產品目標區的設立仍有助於非農產品價格的穩定;反之，如果農產

品的價格效果相對較小，或農產品的實質財富效果與非農產品價格變動對農產品資產

需求的利率效果相對較大，則農產品目標區的設立反使非農產品價格的波動擴大。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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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將式(3)代入式(1)整理後可得:

(1一 θ)y
(α +r+一)Pc = (α 付一β 一一一一一)Pm +(β+一)m _ gc +(卅一 7Y)

λm 

+Y且生斗_Lu
dt λ' 

(A1) 

假設卅一￠汐/λ= 0 'μ=0 '由式(A1)可推得滿足農產品市場與貨幣市場均衡的所

有 Pc 與 Pm 組合的軌跡，令其為 cc 線， cc 線的斜率為:

一 _ 0 (1 θ)y 
…一一一

些|ccJ. ，.， J 三o
rm α+τ+_._ 

λ 
叫
一
λ

+ RY ><
伊
&

+ 
α
 

若 (A2) 

此外，將式(2)整理可得:

(8 +η)Pc = (δ+η+ρ)Pm 一 ρ'm +V (A3) 

由式(A3)可推得滿足非農產品市場均衡的所有 Pc 與 Pm 組合的軌跡，令其為 MM

線 ， MM 線的斜率為:

ðpc 1.... =主士立土主 >1
ðPm I 川川 δ+η 

(A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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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cc 線的斜率值可正可負，因此，我們須區分為兩種狀況加以說明。然而，為

篇幅的精簡，在此僅討論cc 線正斜率的情況。

β 凡 1、+一一丘，此時 cc 線的斜率值雖大於零但小於一，因此較MM 線平

坦，如圖 Al 所示。

PC 
MM仰， v)

( m， gc ， e，也)
dt 

Pm 

圖 Al 均衡鷹產品價格與非農產價格的決定

依據式(12)與(13)可得 ÕPc/θ'm = õPm/õm = 1 '表示長期貨幣具中立性，因此圖 Al 中

cc 線與MM線交點，須通過的。線。倘若期初貨幣供給量為悶，平準實物量為 g~ ，農

產品市場的干擾項為吭，非農產市場的干擾項為 V日，農產品價格變動的預期值為

E(φJ/ dt = 0 。如圖 A2 所示 ， cc(吭 ， g~ ， eo ， E(dpC>/ dt = 0)線與 MM(n:州)線的交點對應

期初均衡的農產品價格為 p~ ， 非農產品價格為叭。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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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Pc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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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p;p; 

ccMA EOAE(中'J =oì \ mA. f!:.& 一--一一 l 
今工 υ dt ) 

( 0 _ E(dpJ _ "ì CCI mA. f!~.&，一~>Ol
{\OU)Ridpldtlj 

CCI mA. f!~ .&.一 '-r一 =0 I 
lυ_c .. dt ) 

cdm仇宮。 司 E(φJ=o ì , rr. 01 ε -一一一一一 =UI
~ V' _c ". dt } 

Pm 

圖 A2 農產品與非農產品價格的走勢(農產品市場平擾)

如果 1 = I 1 時，經濟體系出現農產品市場的干擾，干擾值由 ε。增加為吭，由式(Al)可

知 ， òp)θ& <0 '故 CC(吭 ， g~ ,&o ,E(dpJ/dt = 0) 線將下移至 CC(吭 ， g~ ,&pE(dPJ/dt = 0) 

線。在無農產品價格目標區的制度下，民眾知道下一時點。= 12) ，農產品市場的干擾值 &1

有 0.5 的機率繼續上升至月，亦有 0.5 的機率回復仇的水準，以圖A2 言，表示農產品價

格 p: 有 0.5 的機率下降為 P; ， 有 0.5 的機率上升為 p~ ， 且 pJ-M= 一(p; 一 P:) ， 因此，

E(dpJ/dt = 0 '所以對應干擾值 El' 新均衡點為圖 A2 中的B點，農產品價格與非農產品

價格分別為 pJ 與此。

如果政府對農產品實施平準實物制度，且設定農產品的價格須介於 Pc 與互之間。因

此，當 1 = 1 1 時，經濟體系的農產品市場干擾值變動至吭，民眾知道一旦干擾值再增加至向

政府不會放任農產品價格下跌至 P; ， 超過價格下限;此時政府應採產品收購措施，即令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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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 減少，此舉由式(Al)可知，將造成CC(吭，gJ ，肉 ， E(dPJ/dt = 0) 上移而與MM(mo ， vo ) 相

交於圖 A2 的D點。因此政府設有農產品價格目標區政策之下，經濟體系出現來自於農產

品市場的平擾，干擾值由 ε。增加為 E1 ，民眾知道農產品價格有 0.5 的機率下降至孔，有

的的機率上漲為 p~ ， 故此時 E(dPJ/dt=0.5(p~-p~)+0.5(pc-p~)>0 ' 亦即農產品價

格目標區的設立，使人民預期農產品價格的變動產生變化，造成

CC(吭 ， g~ '&1' E(dPc)/dt = 0) 線將上移至 CC(悶 ， g~ , &1' E(dpJ/dt > 0) 線，均衡點為

CC(悶 ， g~ ,&1' E(dpc )/dt = 0) 線與 MM(mo ， vo ) 線的交點E點，對應的農產品價格與非農產

品價格為 p:與 p; 。比較圖 A2 中的B點與E點可知，倘若經濟體系出現來自農產品市場

的干擾，平準寶物制度或農產品價格目標區的設置，本質上即具備穩定價格的功效。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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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ffer Stock Scheme and Stability of 
Agricultural Prices 

VeyWang* 

Abstract 

Keywords: buffer stock scheme, exchange rate target zone, honeymoon effect, interest rate 
effect of asset demand 

Although the buffer stock scheme is a popular policy to stabilize agricultural prices, 

among literature it is seldom discussed from general equilibrium view with macroeconomic 

and ex ante concepts. According the target zone theory of exchange rate we can find that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buffer stock scheme is the same as target zone. We attempt to develop 

a macroeconomic model including agricultural and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and consider the 

buffer stock scheme on agricultural product. The pu中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nsure the 

honeymoon effect of our model and while provide a theoretical support to buffer stock sche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no matter the resources of random come 企om the buffer stock 

scheme has the stability function for agricultural prices. That means the honeymoon effect still 

exists in our model. But the effect of buffer stock scheme on non-agricultural prices is 

ambiguous and it depends on the resources of random, the relative prices, the real wealth effec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and interest effect of asset demand.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Economics, Feng-Ch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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