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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更好地理解油料产品价格的波动规律，提升国内油料产品价格研究水平，以大豆、油菜、

花生为油料作物的典型代表，以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油料产业链上各个环节月度价格数据
为基础，采用三元ＶＡＲ－ＢＥＫＫ－ＧＡＲＣＨ（１，１）模型，研究油料产业链上、中、下游产品的价格溢出
效应。结果表明：大豆产业链各环节产品均存在价格均值溢出效应，油菜产业链上、中游之间没有

价格均值溢出效应，花生产业链上、下游之间不存在价格均值溢出效应；在大豆、油菜和花生产业链

中，各环节产品间价格双向波动溢出效应明显。政府应通过建立农业产业链价格监测体系、多元化

的价格监测体系、稳定的市场调节机制等措施，促进相关农业产业链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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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料作为一种重要农产品，其种植面积仅次于
粮食作物。油料产业健康发展事关人民生活稳定和

食用油供给安全，而油料产品价格对油料产业的健

康发展至关重要。２０２２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积
极推广大豆、提高油料产能等目标，而如何扩大大

豆、油菜和其他油料作物的栽培面积是各级政府工

作的焦点。油料种植面积主要是由种植效益决定

的，而油料价格是决定油料作物种植收益最主要的

因素，价格的波动不仅影响农民的种植积极性，也是

影响油料产业上游地区、下游市场利益分配的关键

因素。另外，油料价格波动对化肥市场及食用油市

场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单一油料产品价格的

急剧波动往往会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引起相关产品价

格出现波动，从而引发整个油料产品市场价格的剧

烈波动［１］。因此，厘清油料产品间横向及产业链纵

向价格传导效应，将有助于掌握油料产业链市场变

化规律。

从传递方式来看，产业链上价格传导效应可以

分为两类，即垂直传递和横向传递。垂直传递指的

是上游和下游产品之间的价格差异，而横向传递则

是指不同产品之间的价格差异，或者是不同地区之

间同一产品的价格差异［２］。国外在研究农产品价

格产业链垂直传递方面已经有相当丰富的成果，其

研究范围涵盖了广泛的农产品类型，如花生酱［３］、

苹果［４］、猪肉［５］等。有关农产品价格传递研究在我

国一直处于热点地位，其研究对象涉及粮食［６］、肉

类［７］、乳制品［８－９］以及蔬菜［１０］水果类农产品等。现

有研究肯定了农产品产业链各环节之间存在不同程

度的价格溢出效应，但在研究方法上大多利用单一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４］、ＶＡＲ模型［１０］、有限分布滞

后模型（ＦＤＬ）［７］、非对称 Ａｒｃｈ模型［１１］、ＧＡＲＣＨ模
型［１２］或 ＤＣＣ－ＭＧＡＲＣＨ模型［１１］研究农产品价格

的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未将两种价格溢

出效应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而在同一个理论框架

下讨论产业链中各个环节价格一阶矩和二阶矩方面

的关联性，可同时考虑到均值、条件方差以及协方差

等影响因素，并在残差项上剥离更多的数据，从而可

以对产业链上各个环节价格之间的溢出效应进行更

加科学合理的分析，三元 ＶＡＲ－ＢＥＫＫ－ＧＡＲＣＨ
（１，１）模型［９］可以实现这一分析。另外，已有研究

多侧重于分析单个油料产业链的价格溢出效应，鲜

有学者同时研究不同油料产业链的价格溢出效应，

并进行横向比较。

大豆、油菜和花生为国内主要油料作物，种植面

积与产量均居前三位。本文基于产业链视角，利用

三元ＶＡＲ－ＢＥＫＫ－ＧＡＲＣＨ（１，１）模型，对我国油
料产业链中不同环节的价格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

出效应进行深入探究，并横向比较大豆、油菜和花生

产业链价格溢出效应的共性和个性，以期更好地理

解油料产品价格的波动规律，从而提升国内油料产

品价格研究的水平。

１　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计量模型
１．１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油料产业链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主要环

节。上游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和农机等，中游主要

涉及生产，而下游则包括采购、流通、加工和销售等

环节。上游的主体是农资供应商，如种子、化肥和农

药供应商，它们直接影响油料的生产环节，上游价格

波动必然对油料价格产生影响。为了便于分析，借

鉴李秋萍等［６］的做法，本文采用化肥作为油料产业

链上游的代表产品，并使用国产三元复合肥批发价

（单位为元／ｔ）作为参考，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和国家
统计局；在产业链中游，选择油料大豆、油菜籽和花

生仁，并以其集贸市场售价（单位为元／ｋｇ）当期值
作为参考，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在产业链下游，

选择产后加工的食用油，并使用大豆油、菜籽油和花

生油的零售价（单位为元／Ｌ）作为参考，数据来源于
商务部。各个油料产业链环节的价格数据均使用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的月度价格数据。其
中，复合肥批发价和大豆油、花生油的零售价为周度

数据，菜籽油现货价格为日度数据，本文采用均值法

将上述数据转换为月度数据。

为更好地反映油料产业链任意两环节之间动态

关联关系，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本文对转换后的数

据进行了多项处理：首先，通过消费者价格指数

（ＣＰＩ）平减所有价格数据，以抵消通胀的负面影响，
其中ＣＰＩ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其次，采用ＣｅｎｓｕｓＸ－
１２季节调整方法处理所有价格数据，以排除季节性
因素的干扰；再次，为了更好地横向比较不同油料产

业链各个环节的定价溢出效应，本文借鉴了高群

等［１３］对待畜禽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定价方式，将大

豆、油菜和花生产业链各环节价格数据统一换算为

以上月为１００的价格指数数据；最后，对油料产业链
各环节价格指数进行对数变换，以减少变量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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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从而更准确地反映市场情况。

表１为３种油料产业链各环节相关产品的价
格指数经对数化处理后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

１可知，化肥价格均值较小，且呈缓慢下降趋势；相
较于其他变量，标准差最高的是花生仁，表明在样

本区域内花生仁价格的震荡幅度范围最大；从 ＪＢ

统计量和偏度系数的角度来看，所有变量均不符

合正态分布，其中大豆油价格指数为左偏分布，而

其他可变价格指数则为右偏分布；相对于其他变

量，油菜籽、花生仁和大豆油的峰度系数较高，表

明它们的价格变化趋势较为平缓，具有一定的可

预测性。

表１　油料产业链各环节相关产品价格数据描述性统计

统计量 化肥 大豆 油菜籽 花生仁 大豆油 菜籽油 花生油

样本量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０７
均值 ４．６０２６ ４．６０４０ ４．６０４９ ４．６０４７ ４．６０３３ ４．６０４３ ４．６０５３
中位数 ４．６０２２ ４．６０３４ ４．６０４４ ４．６０１４ ４．６０３８ ４．６０３６ ４．６０４２
最大值 ４．６２１４ ４．６１７７ ４．６６５１ ４．６８７５ ４．６１７３ ４．６１７３ ４．６２３６
最小值 ４．５８７７ ４．５９３８ ４．５６１１ ４．５７５７ ４．５８１２ ４．５９５９ ４．５８６６
标准差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５８
偏度 ０．２６１８ ０．７０８７ ０．９０３４ １．８４８２ －０．７６９２ ０．８４２０ ０．９５８０
峰度 ２．９３８３ ３．５５７２ １１．５０６７ １０．０３３１ ６．８９０７ ３．８３９２ ５．４２２７
ＪＢ统计量 １．２３９６ １０．３４２５ ３３７．１７５３ ２８１．４４５６ ７８．０３９８ １５．７８２３ ４２．５３２３

（０．５３８１）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０）

　注：括号内为ｐ值

１．２　计量模型
１．２．１　三元 ＶＡＲ－ＢＥＫＫ－ＧＡＲＣＨ（１，１）模型
构建

本文采用ＶＡＲ模型和ＢＥＫＫ－ＧＡＲＣＨ模型，研
究和分析油料产业链上各个环节产品价格有无溢出

效应，通过ＶＡＲ模型和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来检验均值
溢出效应，利用ＢＥＫＫ－ＧＡＲＣＨ模型结合Ｗａｌｄ检验
分析波动溢出效应。三元 ＶＡＲ－ＢＥＫＫ－ＧＡＲＣＨ
（１，１）模型的构建方法参考文献［６］。均值方程中
的定义为：

Ｐ上游ｔ ＝μ１ ＋∑
ｐ

ｉ＝１
θ１ｉＰ上游ｔ－ｉ ＋∑

ｐ

ｉ＝１
φ１ｉＰ中游ｔ－ｉ ＋

∑
ｐ

ｉ＝１
φ１ｉＰ下游ｔ－ｉ＋ε１ｔ （１）

Ｐ中游ｔ ＝μ２ ＋∑
ｐ

ｉ＝１
θ２ｉＰ上游ｔ－ｉ ＋∑

ｐ

ｉ＝１
φ２ｉＰ中游ｔ－ｉ ＋

∑
ｐ

ｉ＝１
φ２ｉＰ下游ｔ－ｉ＋ε２ｔ （２）

Ｐ下游ｔ ＝μ３ ＋∑
ｐ

ｉ＝１
θ３ｉＰ上游ｔ－ｉ ＋∑

ｐ

ｉ＝１
φ３ｉＰ中游ｔ－ｉ ＋

∑
ｐ

ｉ＝１
φ３ｉＰ下游ｔ－ｉ＋ε３ｔ （３）

向量 Ｐｔ＝（Ｐ上游，Ｐ中游，Ｐ下游）
′，其中 Ｐ上游ｔ、Ｐ中游ｔ

和Ｐ下游ｔ分别代表油料产业链上游、中游和下游的第
ｔ期价格，扰动项 εｔ＝（ε１ｔ，ε２ｔ，ε３ｔ）

′，且 εｔ～Ｎ
（０，Ｈｔ），那么扰动项 εｔ的条件方差 －协方差矩阵
Ｈｔ设定如下：

Ｈｔ＝ＣＣ′＋Ａ（εｔ－１ε′ｔ－１）Ａ′＋ＢＨｔ－１Ｂ′ （４）
公式（４）给出了 ＢＥＫＫ－ＧＡＲＣＨ（１，１）模型的

方差方程。该方程中，Ｃ是三维下三角矩阵，Ａ是三
维ＡＲＣＨ项的系数矩阵，Ｂ是三维 ＧＡＲＣＨ项的系
数矩阵。矩阵Ｈｔ、Ｃ、Ａ、Ｂ进一步展开形式如下：

Ｈｔ＝

ｈ１１，ｔ　ｈ１２，ｔ　ｈ１３，ｔ
ｈ２１，ｔ　ｈ２２，ｔ　ｈ２３，ｔ
ｈ３１，ｔ　ｈ３２，ｔ　ｈ３３，










ｔ

　Ｃ＝

ｃ１１　０　 ０

ｃ２１　ｃ２２　０

ｃ３１　ｃ３２　ｃ











３３

Ａ＝

ａ１１　ａ１２　ａ１３
ａ２１　ａ２２　ａ２３
ａ３１　ａ３２　ａ











３３

Ｂ＝

ｂ１１　ｂ１２　ｂ１３
ｂ２１　ｂ２２　ｂ２３
ｂ３１　ｂ３２　ｂ











３３

对公式（４）进行展开，可获得条件方差 －协方
差矩阵Ｈｔ各个要素的具体形式：

ｈ１１，ｔ ＝ ｃ２１１ ＋ ∑
３

ｊ＝１
∑
３

ｉ＝１
ａ１ｉａ１ｊεｊ，ｔ－１εｉ，ｔ－１ ＋

∑
３

ｊ＝１
∑
３

ｉ＝１
ｂ１ｉｂ１ｊｈｉｊ，ｔ－１ （５）

ｈ１２，ｔ ＝ ｃ１１ｃ２１ ＋ ∑
３

ｊ＝１
∑
３

ｉ＝１
ａ１ｉａ２ｊεｊ，ｔ－１εｉ，ｔ－１ ＋

∑
３

ｊ＝１
∑
３

ｉ＝１
ｂ１ｉｂ２ｊｈｉｊ，ｔ－１ （６）

ｈ１３，ｔ ＝ ｃ１１ｃ３１ ＋ ∑
３

ｊ＝１
∑
３

ｉ＝１
ａ１ｉａ３ｊεｊ，ｔ－１εｉ，ｔ－１ ＋

∑
３

ｊ＝１
∑
３

ｉ＝１
ｂ１ｉｂ３ｊｈｉｊ，ｔ－１ （７）

ｈ２２，ｔ ＝ ∑
２

ｉ＝１
ｃ２２ｉ ＋ ∑

３

ｊ＝１
∑
３

ｉ＝１
ａ２ｉａ２ｊεｊ，ｔ－１εｉ，ｔ－１ ＋

６１ ＣＨＩＮＡＯＩＬＳＡＮＤＦＡＴＳ　　　　　　　　　　　　　　２０２４Ｖｏｌ４９Ｎｏ５



∑
３

ｊ＝１
∑
３

ｉ＝１
ｂ２ｉｂ２ｊｈｉｊ，ｔ－１ （８）

ｈ２３，ｔ ＝ ∑
２

ｉ＝１
ｃ２ｉｃ３ｉ ＋∑

３

ｊ＝１
∑
３

ｉ＝１
ａ２ｉａ３ｊεｊ，ｔ－１εｉ，ｔ－１ ＋

∑
３

ｊ＝１
∑
３

ｉ＝１
ｂ２ｉｂ３ｊｈｉｊ，ｔ－１ （９）

ｈ３３，ｔ ＝ ∑
３

ｉ＝１
ｃ２３ｉ ＋ ∑

３

ｊ＝１
∑
３

ｉ＝１
ａ３ｉａ３ｊεｊ，ｔ－１εｉ，ｔ－１ ＋

∑
３

ｊ＝１
∑
３

ｉ＝１
ｂ３ｉｂ３ｊｈｉｊ，ｔ－１ （１０）

在上述方程中：ｈｉｉ，ｔ为油料产业链中 ｔ时刻第 ｉ
个环节价格的条件方差；ｈｉｊ，ｔ为油料产业链中 ｔ时刻
第ｉ个环节价格和第 ｊ个环节价格的条件协方差。
本文用极大似然法估算上述模型的各项参数。假设

残差εｔ符合三元条件正态分布，则对数似然函数在
Ｔ个样本下的表现形式如下：

Ｉ（θ）＝－１２（ＴＮｌｎ（２π）＋∑
Ｔ

ｔ＝１
ｌｎ｜Ｈｔ－１｜＋

ε′ｔ－１Ｈ
－１
ｔεｔ－１） （１１）
式中：θ表示待估参数；Ｔ表示样本量；Ｎ表示序

列数量。

油料产业链某一环节的价格波动影响因素，可

归结为两大因素：首先是自己前期价格与其他环节

前期价格之间的绝对残差ε２１，ｔ－１、ε
２
２，ｔ－１、ε

２
３，ｔ－１以及相

互影响εｉ，ｔ－１εｊ，ｔ－１（１≤ｉ，ｊ≤３，且ｉ≠ｊ）；其次，价格波
动包括自身前期价格波动和其他环节前期价格波动

ｈ１１，ｔ－１、ｈ２２，ｔ－１、ｈ３３，ｔ－１以及协方差ｈｉｊ，ｔ－１（１≤ｉ，ｊ≤３，且
ｉ≠ｊ）。鉴于此，为检验油料产业链中上、下游产品
价格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本文从３个维度入手，分
别是上一环节价格对下一环节价格的波动溢出效

应、下一环节价格对上一环节价格的波动溢出效应

以及两者相互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为了挖掘油料

产业链各个环节之间一体化水平，提出如下假设。

（１）考虑在油料产业链中，不同环节相关产品
的价格是否存在均值溢出效应的假设：

假设１．在油料产业链中，ｊ环节价格不受 ｉ环
节价格的均值溢出效应影响，即Ｈ０：ａｊｉ＝ｂｊｉ＝０；

假设２．在油料产业链中，ｉ环节价格不受ｊ环节

价格的均值溢出效应影响，即Ｈ０：ａｉｊ＝ｂｉｊ＝０。
（２）考虑在油料产业链中，不同环节相关产品

的价格是否存在波动溢出效应的假设：

假设３．在油料产业链中，ｉ环节价格不受ｊ环节
价格的波动溢出效应影响，即Ｈ０：ａｉｊ＝ｂｉｊ＝０；

假设４．在油料产业链中，ｊ环节价格不受ｉ环节
价格的波动溢出效应影响，即Ｈ０：ａｊｉ＝ｂｊｉ＝０；

假设５．油料产业链中，环节 ｉ的价格与环节 ｊ
的价格之间没有双向波动溢出效应，即 ａｉｊ＝ｂｉｊ＝０
且ａｊｉ＝ｂｊｉ＝０。
２　实证分析
２．１　均值溢出效应检验

研究价格均值溢出效应时，首先采用 ＡＤＦ单位
根法，检验油料产业链中不同环节价格指数序列的

平稳性，随后运用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分析法验证油料产
业链各环节是否具有长期整合关系。若序列通过

ＡＤＦ单位根检验，且具有长期整合关系，则利用
ＶＡＲ模型及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判断油料产业链各
个环节产品价格间是否具有显著的均值溢出效应。

变量ＡＤＦ单位根法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变量ＡＤＦ单位根法检验结果

变量 结果

化肥 ０－５．０３２８

油菜籽 －１２．５９８７

花生仁 ０－４．２２８５

大豆 ０－５．０４４２

菜籽油 ０－３．９６３３

花生油 ０－３．７３２４

大豆油 ０－７．１５６６

　注：表示１％水平下显著

由表２可知，经过对数处理的所有价格指数序
列均在１％显著性水平上平稳。运用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
整分析法检验油料产业链中各价格序列是否存在

协调性，结果表明，３种油料产业链都存在协整关
系。建立 ＶＡＲ模型，利用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分析
上、中、下游油料产业链价格均值溢出效应，结果

如表３所示。

表３　油料产业链上、中、下游价格均值溢出效应原假设检验结果

产业链
上游与中游 中游与下游 上游与下游

假设１ 假设２　 假设１　 假设２ 假设１　 假设２

大豆 １．１８４３ ６．８９３１ ２．６１７２ １．９６９６ ５．１２５９ ０．９８８４

油菜 ０．４３７１ １．８９４８ ４．１２０６ ０．４５２０ ３．８７７８ ５．６１５６

花生 １．０３９６ ８．１７５８ ７．２１１５ ４．４３８３ １．４８５２ ０．７０５３

　注：表示在１０％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５％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１％水平下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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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３可见：对于大豆产业链，在上游与中游价
格间，在１％的水平下原假设２不成立，说明大豆价
格（中游）对于化肥价格（上游）有均值溢出效应，大

豆价格的上涨会刺激化肥价格上涨，而且这种影响

是单向的，同理，大豆价格与大豆油价格之间存在双

向均值溢出效应，显著性水平分别为５％和１０％，化
肥价格与大豆油价格之间存在单向均值溢出效应，

化肥价格对大豆油价格具有均值溢出效应，显著性

水平为１％；对于油菜产业链，在上游与中游价格间
不存在均值溢出效应，在中游与下游之间存在单向

均值溢出效应，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油菜籽价格
对菜籽油价格存在均值溢出效应，在上游与下游价

格间存在双向均值溢出效应，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５％和１％；对于花生产业链，化肥价格与花生价格
存在单向均值溢出效应，花生价格对化肥价格存在

均值溢出效应，显著性水平为１％，花生价格与花生
油价格之间存在双向均值溢出效应，显著性水平分

别为１％和５％，而化肥价格与花生油价格之间不存
在均值溢出效应。

从大豆产业链来看，中游大豆价格对于上游化

肥价格具有明显的均值溢出效应，但上游化肥价格

与大豆价格并不存在均值溢出效应，由此可见，上游

和中游间的价格波动以产品需求拉动型为主。究其

原因，在于国内大豆需求具有刚性的特性，大豆消费

量连年上升，对化肥的需求也在不断上升，因此大豆

价格对化肥价格存在均值溢出效应。但化肥价格

并没有对大豆价格产生均值溢出效应，这主要是

因为化肥成本在大豆生产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小，

通过计算可知，化肥投入在大豆生产成本中占比

约为５％，由此可见，大豆价格变动对化肥价格变
动的敏感性较弱，大豆价格受化肥价格变动的影

响有限。中游和下游价格具有双向均值溢出效

应，大豆油价格会随着大豆价格的变动而发生变

化，反之亦成立。

从油菜产业链来看，上游化肥价格对中游油菜

籽价格无均值溢出效应。在成本方面，化肥投入在

油菜籽生产成本中占比约为６％，故化肥价格对油
菜籽价格变化影响甚微。油菜籽价格对菜籽油价格

存在均值溢出效应，而菜籽油价格对油菜籽价格不

存在均值溢出效应，这说明中游与下游之间价格波

动特征主要是产品成本推动型，其可能存在的原因

有两点：其一是中国采取临时收储政策对油菜市场

进行直接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信号，延缓

了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菜籽油市场到油菜籽市场

的价格传导关系断裂；其二是国内油菜产能一直难

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国内油菜市场需求主要依赖

进口，国内油菜籽价格与进口油菜籽成本紧密相联。

综上，受成本占比、临时收储政策、进口冲击等因素

影响的化肥价格和菜籽油价格均对油菜籽价格的均

值溢出效应不显著，但这只是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

著，不能认为在实际产业链中化肥价格和菜籽油价

格对油菜籽价格无任何影响。

从花生产业链来看，上游化肥价格对中游花生

价格并没有均值溢出效应。在影响花生价格变动的

多种因素中，生产成本和供需状况是最为显著的。

一般情况下，生产成本提高，花生价格上涨。生产成

本包括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物质与服务费用等，其

中化肥费用的占比较小，约占生产成本的１％，这与
花生的施肥特征有关，其主要施用有机肥料，辅以化

学肥料，由此说明化肥价格变动对花生价格影响可

忽略，因此化肥价格对花生价格并没有均值溢出

效应。

２．２　波动溢出效应检验
基于 Ｂｅｒｎｄｔ－Ｈａｌｌ－Ｈａｕｓ算法，本文使用

ＷｉｎＲａｔｓ软件计算了油料产业链价格的 ＢＥＫＫ－
ＧＡＲＣＨ（１，１）模型参数，该模型采用的是极大似然
法进行参数估计，在选择默认操作的情况下，最后模

型参数估算结果（未对参数施加任何限制）见表４。

表４　油料产业链ＢＥＫＫ－ＧＡＲＣＨ（１，１）模型参数估算结果

参数 大豆产业链　　　 油菜产业链　　　 花生产业链　　　
ｃ１１ ０．０００９（０．１９３９） ０．００４０（５．４５８５） ０．００４２（４．９８８５）
ｃ２１ ０．００１２（０．２８２６） －０．００１９（－１．９８１８） ０．００４１（１．６４０５）
ｃ２２ ０．００１１（０．３６２８） ２．４Ｅ－０７（１．１９Ｅ－０４） ０．００４５（１．６８００）
ｃ３１ ０．００１９（０．３２６５） ０．０００４（０．９７９１） ０．０００７（１．１０８６）
ｃ３２ ０．００１９（０．３４８１） １．４Ｅ－０７（１．２８Ｅ－０４） ０．０００４（０．４３６７）
ｃ３３ －１．５８Ｅ－０５（－０．００８２） ２Ｅ－０８（１．７５Ｅ－０５） １．２２Ｅ－０７（１．０３Ｅ－０４）
ａ１１ ０．２００６（１．４５２９） ０．７５０３（４．６７６５） ０．６３５９（３．５５９１）
ａ１２ －０．２８８１（－３．１８３９） －０．１３９９（－１．２３０２） －０．０６９１（－０．３６９９）
ａ１３ ０．０８８１（１．２２５７） ０．１５７４（２．７３７７） ０．１２０８（１．３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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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参数 大豆产业链　　　 油菜产业链　　　 花生产业链　　　
ａ２１ －０．４１７３（－２．４２５８） ０．１９８７（２．５０８５） ０．０３７１（０．５９６２）
ａ２２ ０．３９２５（３．０６８５） ０．７１６３（５．６８０１） １．２９５５（５．７８０１）
ａ２３ －０．２７７１（－２．９３５５） ０．０３０９（０．６７０５） －０．０３３０（－０．７６８０）
ａ３１ １．１２３８（３．３８４９） －０．５００５（－１．８６１２） －０．２６３４（－１．６９２２）
ａ３２ ０．４７３８（３．０６２８） ０．２３１６（０．９１６５） －０．３４８２（－１．５３８４）
ａ３３ ０．９２８１（５．０１５６） ０．４００１（３．０４９５） ０．４２７９（３．２３７４）
ｂ１１ ０．６９１４（４．０４１３） ０．５４６９（３．７７５５） ０．４８８６（３．９２９４）
ｂ１２ ０．０７１９（０．３５２７） ０．４１５２（３．２８２４） －０．２７７７（－０．９２３５）
ｂ１３ －０．１１９１（－０．３３１２） ０．００５２（０．０８２０） －０．１８５０（－２．２５９７）
ｂ２１ ０．１３７９（０．７９３９） ０．０７２０（０．７７３５） ０．１４５１（２．６８３７）
ｂ２２ ０．７９９１（８．８２１４） ０．４５６１（５．１９９９） ０．０８９７（０．８０３０）
ｂ２３ ０．０８４４（０．７５１６） ０．３１０２（７．４５５７） ０．１９８１（５．２１５５）
ｂ３１ －１．４１４５（－５．８６５２） －０．３４８９（－１．５７７６） －０．１０８１（－１．０８１８）
ｂ３２ －０．２９９８（－１．１０５６） －１．５３８７（－６．５１４３） －０．０９３８（－０．３６３９）
ｂ３３ －０．０７８２（－０．１６８２） ０．２７３８（２．５４８６） ０．７１０２（９．４３５９）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Ｔ值

　　运用ＡＲＣＨ模型和ＧＡＲＣＨ模型系数矩阵Ａ和
矩阵Ｂ的对角线元素，了解前期价格对当前价格的影
响程度。由表４可知：大豆产业链各环节中除了矩阵
Ａ的对角线元素ａ１１和矩阵Ｂ的对角线元素ｂ３３不显
著异于零外，其他的对角线元素均在１％水平上显著
异于零；油菜产业链各环节中矩阵Ａ的对角线元素
ａ１１、ａ２２、ａ３３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异于零，矩阵 Ｂ的
对角线元素ｂ１１、ｂ２２、ｂ３３分别在１％、１％和５％的水平
上显著异于零；花生产业链各环节中矩阵Ａ的对角线
元素均显著异于零，矩阵Ｂ的对角元素ｂ１１和ｂ３３也显
著异于零，显著水平均为１％。这表明，大豆、油菜和
花生产业链的价格波动受到前期波动的影响，具有集

聚性，其中油菜产业链的波动集聚性最强。

利用ＡＲＣＨ模型和ＧＡＲＣＨ模型系数矩阵Ａ和
矩阵Ｂ的非对角线元素，分析大豆、油菜和花生产
业链的上、中、下游间是否存在价格波动溢出效应。

由表４可知：在大豆产业链中，矩阵 Ａ的非对角线
元素ａ１２、ａ２１、ａ２３、ａ３１、ａ３２和矩阵 Ｂ的非对角线元素
ｂ３１显著异于零，显著水平均在５％及以上，这表明大
豆产业链中不同环节的产品之间存在显著的价格波

动溢出效应，即价格的波动在不同环节之间传递和

影响；在油菜产业链中，矩阵 Ａ和矩阵 Ｂ的非对角
线元素ａ１３、ａ２１、ａ３１和 ｂ１２、ｂ２３、ｂ３２均在１０％及以上的
水平上显著异于零，这意味着油菜产业链上、中和下

游间存在显著的价格双向波动溢出效应；在花生产

业链中，矩阵Ａ和矩阵Ｂ的非对角线元素ａ３１和ｂ１３、
ｂ２１、ｂ２３显著异于零，显著水平均在１０％及以上，表明
花生产业链中的不同环节产品间存在出明显的价格

波动溢出效应。

利用 Ｗａｌｄ检验考察大豆产业链、油菜产业链
和花生产业链上、中、下游之间价格波动溢出效应的

方向，结果见表５。

表５　油料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单、双向价格波动溢出效应假设检验结果

产业链
上游与中游 中游与下游 上游与下游

假设３　 假设４　 假设５　 假设３　 假设４ 　 假设５　 假设３　 假设４　 假设５　

大豆 ０６．０９００ １１．０３５９ １６．８０１０ ５２．２２０６ １．５０２５ ６９．９６８５ ０９．４２３０ ０９．１２９３ ０１６．１６５６

油菜 ０７．７８１６ １１．０９６３ ２１．３１９２ ０９．９３４４ ８．０８０３ １５．０５９７ ４２．４４９０ ６５．６９２５ １５６．０４２３

花生 １１．５０８０ ００．９９４６ １２．６８８４ ０６．１９１３ ５．４９４４ １１．３９３２ ０２．８３２４ ２７．４３７５ ０３３．５８７３

　　由表５可见：对于大豆产业链，除了中游与下游
价格间的假设４成立外，其他假设均在５％及以上
显著水平不成立，说明大豆产业链中任何两个环节

之间的产品价格都有明显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对

于油菜产业链，在１％、５％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所有

原假设，表明油菜产业链上、中、下游之间存在显著

的价格波动溢出效应；对于花生产业链，在１０％的
显著水平下上游与中游价格间的假设４和上游与下
游价格间的假设３明显成立，说明花生价格对化肥
价格和化肥价格对花生油价格均没有波动溢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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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其他假设在１０％及以上显著水平下不成立，说
明花生产业链体系中的其他环节仍然具有价格波动

溢出效应。综上可知，相较于花生产业链，大豆和油

菜产业链上、中、下游价格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更加

显著。

３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３．１　研究结论

大豆、油菜和花生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之间存

在的价格均值溢出效应各不相同。其中，大豆产业

链上、中、下游之间均具有价格均值的溢出效应，而

油菜产业链的上游与中游之间以及花生产业链的上

游与下游之间则不存在价格均值溢出效应。这表明

大豆市场化程度高，大豆产业链任意环节价格的变

动都可能会引起其他环节价格的变化。另外，大豆、

油菜和花生产业链上、中、下游之间均具有显著的双

向价格波动溢出效应，且大豆和油菜产业链的双向

波动溢出效应更加显著。

３．２　政策启示
油料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之间紧密相连，在这些

环节中，有一个环节的价格变动，有可能导致其他环

节乃至全产业链价格的变化。所以，仅仅考虑一个

产品或者一个市场上价格的变动并不完全，需要掌

握产业链视角下各主体价格变动情况。同时，大豆、

油菜、花生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间的价格波动特点

各不相同，具有各自的特征。基于此，政府应采取以

下措施：①建立农业产业链价格监测体系，包括建立
监测指标体系、制订监测标准和方法、建立价格监测

平台和数据库，加强信息公开和共享，建立价格预警

机制，以解决农业产业链价格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

问题，保障农民利益和促进农业产业链的协调发展。

②建立多元化的价格监测体系，从产业链的角度全
面监测油料产品价格的变动，包括上游原材料、中游

加工环节和下游销售环节，以及不同产品之间的相

互影响。同时，通过市场调研和实地走访，及时了解

各个环节的价格动态和市场需求，为决策提供依据。

③针对油菜产业链的上游与中游之间以及花生产业
链的上游与下游之间不存在价格均值溢出效应的情

况，应加强上游与中游或下游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促

进资源配置和信息共享，提高油菜和花生产业链的

效率和效益。④针对大豆、油菜和花生产业链上、
中、下游之间均具有显著的双向价格波动溢出效应

的情况，应完善粮食市场体系，建立稳定的粮食市场

调节机制，提高粮食市场的透明度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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