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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研究：世界经济变革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 ＤＯＩ：１０．３７８５／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９４２Ｘ．２０１４．１０．３０１

　　主持人语：当今世界经济正经历着深刻和复杂的变革，作为日益融入全球化潮流中的后发型大国，中国也正在开启全

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因此，世界经济变革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论题也越来越引起中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在此背

景下，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主办、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承办、《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单位协办 的“２０１４年 中 国

世界经济学会年会暨中青年论坛”聚焦这一主题，展开了深 入 的 交 流 与 讨 论，涉 及 的 具 体 研 究 领 域 包 括：世 界 经 济 理 论 与

现实问题、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中 国 开 放 型 经 济、自 由 贸 易 区 发 展 等。三 百 多 位 来 自 海 内 外 的 专

家学者共聚一堂，探讨了各自在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如世界经济长期增长中技术创新的功能定位与作用机制、发展

中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与跨越、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度与参与国的获利能力、人口结构变迁与主权债务规模管控、

中国开放型经济中收入差距与区域差距的形成机理及其调 适 等。学 者 们 提 出 的 不 少 具 有 重 要 学 术 价 值 与 实 践 意 义 的 新

观点与新思路，对提升我国的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学科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栏目选择其中三篇论

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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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１４ＹＪＡ７９００３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１４ＪＤＱＹ０１Ｚ）；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 学 重 点

研究基地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中国民营经济问题专题研究”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１．马述忠，男，浙江大学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贸易与跨国

投资研究；２．潘伟康，男，浙江大学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研究。　　

中国农业产出缺口测算及其价格效应研究

———基于劳动力有限供给视角

马述忠　潘伟康
（浙江大学 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２７）

［摘　要］城镇化和工业化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导致农业生产投入要素失衡，加剧了农 副 产

品消费需求和产出供给的矛盾，产生价格上涨压力。基于“缺口－价格”模型的实证研究显示，负向 农 业 产

出缺口对农副产品价格具有滞后１—３期的直接正效应，１８个省份分地区面板 回 归 验 证 了 直 接 价 格 效 应

的存在且滞后期为３—４期；工农业产出缺口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内两者的影响弹性不显著。由此

可知，农业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存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治理通胀要从加大农业生产扶持、协调工农业

生产和畅通农副产品流通渠道入手。

［关键词］农业产出缺口；滤波法；价格效应；劳动力；有限供给；通胀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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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ｕｔｐｕｔ　ｇａｐ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ｇａｐ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ｇａｐ，ｔｈｕｓ　ｖｅ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ｇａｐ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ｔｓ　ｔｉｍｅ　ｌａｇ．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ｇａｐ；ｆｉｌｔ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ｉ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ｌａｂｏｒ；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ｕｐｐｌｙ；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一、引　言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根基，发挥着粮食生产和向现代工业部门输送劳动力、原料以及提供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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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市场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工业资本积累基础薄弱，我国依靠实施工农业“剪刀差”
和税收等形式把大量农业资源转移到工业领域，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二元经济

结构下商品经济以及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资本部门转移，劳动力成本

优势产业的兴起加速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时也深刻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农副产品的产量、
价格以及农民收入的变化是经济波动的内在推进器，农业基础脆弱会引起工业不稳并最终影响宏观

经济的运行。因此，对农业产出和价格的关注是稳定经济增长和治理通货膨胀的关键所在。
按照我国现行的统计制度，以２００１年为基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ＣＰＩ）分类权重中，食品类约占

１／３①，而农业是食品的最主要来源，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的价格波动直接影响总体物价走势。国家统

计局公告显示，２０１２年全年物价上涨因素中，食品类价格的贡献率有８个月超过５０％②，因此，稳定物

价不可忽略对农副产品价格的管理和调控。从农副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看，短期内国际市场低价粮食

的进口可能对国内价格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但同时也会加剧国内农副产品市场受国际价格波动影

响的风险。短期波动的背后应该看到，决定农副产品价格的长期因素仍然是供求关系。城乡二元经

济中，劳动力的转移加剧了农副产品消费需求和供给的矛盾，农业生产投入要素的不均衡造成了农业

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偏离，农业劳动力成本、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传递至农副产品批发价格，并最

终体现为市场价格的上扬。因此，从理论机理上看，农业产出的偏离和变动存在着价格效应。
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偏离可以用产出缺口来衡量。相对于实际产出，潜在产出是社会经济

资源充分利用情况下的最大可持续产出，反映了经济供给面的总体情况［１］。宏观潜在产出的估计

也是判断经济体增长潜力的重要指标，而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的动态相关性即价格效应，对于经

济增长和稳定价格的政策协调具有难以替代的参考价值。从形成机理看，产出缺口之所以会造成

价格压力，是因为它会转化为要素需求缺口，进而产生要素价格压力，最终通过加成定价机制传递

到产品市场价格上。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正在逐步丧失“人口红利”，劳动力与资本一样逐渐成为

稀缺投入要素，潜在产出正在从资本制约转向资本与劳动的双重制约，治理通胀的难度增大［２］。蔡昉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数”（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研究发现，我国在１９７０—２０１０
年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高于总人口增长率，而此后则呈现相反趋势，这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不

再朝着生产性方向发展，预示着我国已经基本进入“刘易斯拐点”③［３］。农业生产劳动力流失造成

的部分地区土地荒置以及农业资本的错配，成为农业产出波动的内在动因。当前，学术界对产出缺

口价格效应的研究局限于宏观层面，研究工具主要是结合奥肯定理的“缺口－通胀”型Ｐｈｉｌｉｐｓ曲线，
也有学者将预期和外生冲击纳入分析框架之内［２，４］，尚未有文献涉及基于经济部门划分的产出缺

口价格效应。宏观经济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对经济部门间要素流动以及价格形成机制的考察对于

治理通胀是十分有益的，而传统“缺口－通胀”分析工具在此问题上存在局限性，我们需要寻找新的

理论工具来阐释。对农业而言，其产出缺口和价格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农业产出缺口会影响工

业的产出水平吗？农业产出缺口对ＣＰＩ的影响有着怎样的内在逻辑？基于以上思考，本文从细分

经济部门的层面考察产出缺口的价格效应，或许能为治理通货膨胀打开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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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２００９年一季度经济述评：物价 调 控 应 标 本 兼 治》，２００９年６月２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ｚｔｊｃ／ｚｔｆｘ／ｚｇｘｘｂｊｊｐｓ／

２００９０６／ｔ２００９０６０２＿５３４９２．ｈｔｍｌ，２０１５年２月２日。２０００年以前食品类包括粮食、淀粉及薯类、干豆类及豆制品、油脂类、

水产品、烟酒等１７个子类，２００１年以后剔除烟酒，详见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ｗｏｒｋｓｐａｃｅ／ｉｎｄｅｘ？ｍ＝ｈｇｙｄ，２０１５年２月

２日。

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每月公布的ＣＰＩ涨幅、食品类涨幅以及食品类权重测 算 得 到。参 见《１２月 份 食 品 价 格 上 涨 影 响ＣＰＩ
涨幅扩大》，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ｓｊｊｄ／２０１３０１／ｔ２０１３０１１１＿７４３１３．ｈｔｍｌ，２０１５年２月２日。

刘易斯认为，在二元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劳 动 力 成 为 稀 缺 要 素。随 着 现 代 经 济 对 劳 动 力 需 求 的 增 加，实 际 工 资 开 始 上

升，农业部门必须按 照 劳 动 边 际 生 产 力 支 付 工 资，与 现 代 部 门 竞 争 获 得 所 需 劳 动 力。参 见 Ｗ．Ａ．Ｌｅｗｉ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Ｖｏｌ．２２，Ｎｏ．２（１９５４），ｐｐ．１３９－１９１。



二、农业产出缺口价格效应理论分析

（一）两部门生产函数

Ｆｅｄｅｒ运用两部门模型分析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溢出效应［５］。借鉴Ｆｅｄｅｒ的 思 想，本 文

构建工农业两部门生产函数来刻画农业与工业的联系。除资本和劳动力外，引入土地变量作为投

入要素：

Ｙａ＝ｆ（Ｌａ，Ｋａ，Ｒａ）
（１）

Ｙｉ＝ｇ（Ｌｉ，Ｋｉ，Ｒｉ，Ｙａ）
（２）

Ｙ＝Ｙａ＋Ｙｉ，Ｌ＝Ｌａ＋Ｌｉ，Ｋ＝Ｋａ＋Ｋｉ
（３）

其中Ｙａ、Ｙｉ、Ｙ 分别为农业产出、工业产出和总产出，农业产出Ｙａ 是总产出Ｙ 的解释变量；Ｌ、Ｋ、Ｒ
分别为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土地投入；ａ和ｉ分别代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

对结合（１）、（２）式的（３）式求全微分：

ｄＹ＝ｆ′ＬａｄＬａ＋ｆ′ＫａｄＫａ＋ｆ′ＲａｄＲａ＋ｇ′ＬｉｄＬｉ＋ｇ′ＫｉｄＫｉ＋ｇ′ＲｉｄＲｉ＋ｇ′ＹａｄＹａ
（４）

其中ｆ′Ｌａ表示（１）式中Ｙａ 对Ｌａ 的偏导数，其余类似。考虑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

率，其关系可表示为（５）式：

ｆ′Ｌａ
ｇ′Ｌｉ

＝
ｆ′Ｋａ
ｇ′Ｋｉ

＝
ｆ′Ｒａ
ｆ′Ｒｉ

＝１＋λ
（５）

λ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边际生产率之差，将上式带入（４）式全微分方程，并令两边同除以Ｙ 整理

得到：

ｄＹ
Ｙ ＝

（λ
１＋λ＋ｇ′Ｙａ

）Ｙａ
Ｙ
ｄＹａ
Ｙａ ＋

ｇ′Ｋｉ
Ｙ／Ｋ

ｄＫ
Ｋ ＋

ｇ′Ｌｉ
Ｙ／Ｌ

ｄＬ
Ｌ ＋

ｇ′Ｒｉ
Ｙ／Ｒ

ｄＲ
Ｒ

（６）

令农业对工业部门的产出弹性为：

ω＝
ｄＹｉ／Ｙｉ
ｄＹａ／Ｙａ＝ｇ′Ｙａ

Ｙａ
Ｙｉ

（７）

解得ｇ′Ｙａ的表达式并带入（６）式，得到（８）式：

ｄＹ
Ｙ ＝

（λ
１＋λ－ω

）Ｙａ
Ｙ
ｄＹａ
Ｙａ ＋ω

ｄＹａ
Ｙａ ＋

ｇ′Ｋｉ
Ｙ／Ｋ

ｄＫ
Ｋ ＋

ｇ′Ｌｉ
Ｙ／Ｌ

ｄＬ
Ｌ ＋

ｇ′Ｒｉ
Ｙ／Ｒ

ｄＲ
Ｒ

（８）

简化得到（９）式：

ｄＹ
Ｙ ＝

（λ
１＋λ－ω

）Ｚ２＋ωＺ１＋αｄＫＫ ＋β
ｄＬ
Ｌ ＋γ

ｄＲ
Ｒ

（９）

其中α、β、γ分别为工业部门的资本弹性、劳动弹性、土地投入弹性。以上得到的（９）式实际上就是

古典增长核算方程，被解释变量为实际经济增长率，该形式为产出缺口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以下

探讨用增长核算方程推导农业产出缺口与总量产出缺口的作用关系。
令ｄＹ＊／Ｙ＊ 为潜在增长率，则总量产出增长率缺口为：

ｙ＝ｄＹＹ －
ｄＹ＊

Ｙ＊ ＝（
λ
１＋λ－ω

）（Ｙａ
Ｙ
ｄＹａ
Ｙａ －

Ｙ＊
ａ

Ｙ＊
ｄＹ＊

ａ

Ｙ＊
ａ
）＋ωｙａ＋αｋ＋βｌ＋γｒ

（１０）

其中ｙａ 表示农业产出增长率缺口，ｋ表示资本缺口，ｌ表示劳动缺口，ｒ表示土地缺口。对于（１０）
式，我们做如下解读：总量产出缺口是农业产出缺口、总资本缺口、总劳动缺口、总土地投入缺口、农
业产出规模比例与农业增长率的乘积效应缺口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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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格效应

上文利用两部门模型论证了农业产出增长率缺口、农业产出规模比例以及资本、劳动和土地投

入要素增长率缺口与总量产出增长率缺口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尚未引入价格因素，因而无法刻画农

业产出缺口的价格效应。丁守海基于劳动力有限供给的假设，推导出总量产出缺口对价格变化率

的边际影响［２］。本文认为其思路符合当前我国人口红利下降的经济特征，故以此为基础引入（１０）
式中的乘积效应，作为进一步推导的工具。

假设社会总生产函数的形式为：

Ｙ＝ＡＺＫαＬβＲγ （１１）

其中α、β、γ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和土地的投入要素份额，Ａ为全要素生产率，Ｚ是包含农业产出间

接效应的因子（用以刻画基于工农业内在供给机制的间接影响效应），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只有工

农业两部门，由于两者均需土地要素的投入，因此在总生产函数中加入土地变量Ｒ。如果不考虑技

术效率与潜在水平的偏差，参考Ｇｏｒｄｏｎ对产出缺口的定义［４］，令产出缺口为：

ｙ＝ＹＹ＊＝
Ｚ
Ｚ＊

Ｋ
Ｋ（ ）＊

α Ｌ
Ｌ（ ）＊ β Ｒ

Ｒ（ ）＊
γ

＝ｚｋαｌβγγ （１２）

其中ｚ表示农业产出间接效应的缺口形式，要素禀赋组合（Ｋ＊，Ｌ＊，Ｒ＊）处于生产技术的有效区间

内，潜在产出为：

Ｙ＊＝ＡＺ＊Ｋ＊αＬ＊βＲ＊γ （１３）

令产出缺口ｙ与价格变化率π，资本缺口ｋ和资本价格变化率ｐ，劳动缺口ｌ和工资变化率ｗ
分别存在（１４）式中的关系。由于土地价格不具有市场特征，其调整速度远远低于资本价格变化率

和工资变化率，因此短期内视土地价格为外生给定。

π＝φｌｎｙ，ｐ＝θｌｎｋ，ｗ＝ρｌｎｌ
（１４）

比例系数φ＞０，θ＞０，ρ＞０，表明随着产出缺口的增大，价格上涨率也增加。令工资为Ｗ，资本

品价格为Ｒｃ，劳动与资本的比价为υ＝Ｗ／Ｒｃ。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的投入量取决于实际产出Ｙ 和

劳动与资本比价υ，生产均衡条件下两种要素单位货币投入的边际产出相等，得到要素投入量关系

为Ｋ＝Ｌ（υα／β），两边同除以Ｋ＊ 和Ｌ＊ 得到ｋ＝ｍｌ，ｍ＝αｖＬ／βＫ＊。由于在我国农村土地资源归集

体所有，工业用地定价主要由政府主导，不具有市场特征，且土地投入为一次性沉没成本，因此，短

期内视为土地供给总量缺口给定，将资本和劳动量带入（１２）式，可以得到：

ｌｎｌ＝ｌｎｙ－αｌｎｍ－ｌｎｚ＋ｌｎγα＋β
（１５）

ｌｎｋ＝ｌｎｙ－βｌｎｍ－ｌｎｚ＋ｌｎγα＋β
（１６）

假设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获得正常利润，平均加成定价比率为ｎ。对单位产品的资本品

及劳动投入量分别为ｋ和ｌ，则单位成本Ｃ＝ｋＲｃ＋ｌＷ。根据厂商的加成定价法，定价方程为：

Ｐ＝（ｋＲｃ＋ｌＷ）（ｌ＋ｎ）
（１７）

两边对时间求导数：

Ｐ
·

＝（ｋ　Ｒ
·

ｃ＋ｌ　Ｗ
·
）（ｌ＋ｎ） （１８）

两式相除得到π＝（ｋＲｃ＋ｌＷ）／（１＋ｎ），令单位成本中资本和劳动的支出比例为ｓ＝ｋＲｃ／ｌＷ，得
到π＝（ｓｐ＋ｗ）／（１＋ｓ），结合两要素缺口的表达式得到如下工农业两部门经济系统中产出缺口的

价格效应的完整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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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ｓθ
（ｌｎｙ＋βｌｎｍ－ｌｎｚ＋ｌｎｒ）＋ρ（ｌｎｙ－αｌｎｍ－ｌｎｚ＋ｌｎｒ）

（１＋ｓ）（α＋β）
（１９）

用（１９）式分别对Ｙ和Ｙａ 求偏导，可得到农业产出缺口和总产出缺口对价格变化率的边际影响：

ｄπ
ｄ（ｌｎｙ）＝

（ｓθ＋ρ）
（１＋ｎ）（１＋ｓ）

（２０）

ｄπ
ｄ（ｌｎｙａ）＝

－（ｓθ＋ρ）
ｄｚ
ｄｙａ

（１＋ｎ）（１＋ｓ）
（２１）

上述表达式整理后为：

ｄπ
ｄ（ｌｎｙａ）＝－

ｄｚ
ｄｙａ

ｄπ
ｄ（ｌｎｙ）

（２２）

我们对（２２）式做如下解读：农业产出缺口对通胀的边际效应为总量产出缺口边际影响与基于

工农业内在供给机制的边际影响效应乘积。基于以上理论模型推导提出假设１：

假设１：农业产出缺口对物价上涨存在间接效应，即通过引致工业产出缺口来增加总量产出缺

口，从而成为通货膨胀引致因素。

结合引言中的理论分析，农业产出缺口会通过要素价格以及价格加成机制推动农副产品价格

上涨，进而引发通货膨胀，因此提出假设２：

假设２：农业产出缺口对物价上涨存在直接效应，即产生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压力，从而成为通

货膨胀引致因素。

具体的影响机制如图１所示：

图１　农业产出缺口对价格的作用机制

本文第三部分将对工农业产出缺口进行测算，第四部分将通过实证检验农业产出缺口的直接价

格效应和间接价格效应，鉴于直接价格效应分析的篇幅较大，按照先假设２、后假设１的顺序展开。

三、工农业产出缺口测算

产出缺口测算方法主要有总量趋势分解法、生产函数法和ＤＳＧＥ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法［６］。总量

趋势法最常用，其基本思路是将实际产出分解为以线性趋势表示的潜在产出和围绕趋势波动的产出

缺口，运用单变量随机方法即可识别产出变化的长期趋势和波动项。而生产函数法的思想源于Ｓｏｌｏｗ
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７］，利用现实数据估算出生产函数并测算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再根据趋势分

解估算潜在ＴＦＰ并代回生产函数计算潜在产出。该方法充分体现了潜在产出的供给面特征，然而在

我国由于受到资本和劳动力数据限制，测算结果不具有可靠性。ＤＳＧＥ法的思想在于工资和价格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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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导致的经济无效率与价格具有完全弹性所能达到的产出之差。该方法综合考虑了新古典主义传

统和价格粘性思想，但理论尚未成熟，估计结果与传统方法有出入［８］。本文采用总量趋势法中常用

的 ＨＰ滤波［９］、ＢＫ滤波和ＣＦ滤波来测算农业潜在产出，农业产出数据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

一产业增加值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季度数据。ＨＰ滤波时，季度数据下通常选择惩罚因子λ＝１　６００，另

外选择λ＝４０．９６作比对。三种方法测算的四组结果汇报在图２中（ＨＰ１ 选择λ１＝４０．９６，ＨＰ２ 选择

λ２＝１　６００；ＢＫ滤波选择滞后阶数为３；ＣＦ滤波选择１阶随机游走，滞后阶数为１）。

图２　三种滤波法测度的农业产出缺口

从图２可 以 看 到，三 种 方 法 得 到 的 四 个 序 列 走 势 基 本 一 致，其 中 ＢＫ 滤 波 和 ＨＰ滤 波

（λ２＝１　６００）得到的产出缺口数据几乎完全重合，表明四种测算方法基本可靠。测算工业产出缺口

时，工业产值使用工业增加值季度数据。表１汇报了用 ＨＰ滤波法（λ２＝１　６００）测算得到的农业产

出缺口和工业产出缺口。

表１　工农业产出缺口测算结果

年份
第一季度

农业 工业

第二季度

农业 工业

第三季度

农业 工业

第四季度

农业 工业

２００２　 ０．０８２　１　 ０．１６６　５　 ０．０７８　３　 ０．１０８　７　 ０．００６　３　 ０．０３９　３　 ０．０３６　１　 ０．００７　６

２００３ －０．０１７　３ －０．０１１　９ －０．０３２　４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３７　８ －０．０２９　４ －０．０３８　８ －０．０１８　３

２００４　 ０．０２５　６ －０．００２　８　 ０．０６６　５ －０．０３３　６　 ０．０６６　１ －０．０３８　８　 ０．０５５　２ －０．０１７　８

２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８　 ０．０１０　９ －０．０１６　５　 ０．０１２　９ －０．０１６　４　 ０．００７　８ －０．０１６　４　 ０．０１４　５

２００６ －０．０６１　５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５０　３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７０　１　 ０．０２３　８ －０．０６０　１　 ０．００９　２

２００７ －０．０１９　９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３１　１　 ０．０１６　８ －０．００３　１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０６　１　 ０．０１４　２

２００８　 ０．１０６　７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６６　８　 ０．００５　１　 ０．０２８　５ －０．０１０　８ －０．０２０　８ －０．０７５　４

２００９ －０．０３１　７ －０．０７２　０ －０．０３１　８ －０．０５８　７　 ０．０１０　７ －０．０２２　７ －０．０３６　６ －０．０６７　０

２０１０ －０．０４４　５ －０．０７０　９ －０．０１６　５ －０．０５１　５ －０．０２８　５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２２　９ －０．１０６　４

２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１　 ０．０９９　６　 ０．０３０　４　 ０．０５７　４　 ０．０３５　５　 ０．０４０　６　 ０．０１２　３　 ０．０９３　０

２０１２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６２　４　 ０．０１１　７　 ０．０１０　３　 ０．００２　４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８　５　 ０．０２５　１

２０１３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１３　６ －０．０２４　９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３８　２　 ０．０２３　４ －０．０１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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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业产出缺口价格效应实证分析

（一）农业产出缺口直接价格效应

１．基准模型和变量设置

宏观产出缺口和价格的关系通常用“缺口－预期通胀”型Ｐｈｉｌｉｐｓ曲线来刻画，通货膨胀率为产

出缺口、通货膨胀预期、供给冲击等变量的函数，这一函数是运用奥肯定律、合同工资理论、预期理

论对传统“通胀－失业”型Ｐｈｉｌｉｐｓ曲线的扩展。本文继承Ｐｈｉｌｉｐｓ曲线的思想，参考Ｇｏｒｄｏｎ的三角

模型［４］来检验农业产出缺口的价格效应，模型构建考虑三方面因素：需求、外生冲击、价格变化的时

间滞后。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构建基准模型：

πｔ ＝α０＋∑
ｋ

ｉ＝１
αｉπｔ－ｉ＋∑

ｋ

ｉ＝０
βｉｙｔ－ｉ＋∑

ｋ

ｉ＝０
γｉｓｔ－ｉ＋εｉ

（２３）

下标ｔ代表时间参量，本文使用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季度数据，是基于如下考虑：一是考虑数据可得性，
我国农业增加值没有月度数据，因此难以测算月度产出缺口；二是考虑到产出缺口对价格的调整通

常经历大于一个季度时长才能体现，因此引入产出缺口滞后项。被解释变量π为产品价格变化率。

πｔ－ｉ表示引入的ｉ阶滞后指标，以控制价格指数惯性影响。解释变量ｙｔ－ｉ为产出缺口。考虑到解释

变量中有货币供给和国际价格，农业增加值数据依然使用名义量。解释变量ｓｔ－ｉ为控制变量，控制

变量的选择要考虑农副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引入产出缺口之外的重要因素。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农副产品价格形成机理也发生了变化。总体而

言，我国农副产品价格主要有三方面影响因素：（１）农业生产成本和农副产品需求结构的变化。近

年来我国农业物质成本和劳动力成本都有较大幅度上升，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和生物质能源的

开发使农副产品中间需求迅速扩大，推动农副产品价格上涨。（２）农副产品流通主体和市场结构的

变化。加入 ＷＴＯ以来，我国农副产品市场出现多元化流通主体，与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国际

价格对国内农副产品市场的价格传导更加直接，影响程度进一步加深。（３）农业生产方式和产业组

织结构的变化。当前我国农业经营“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容易导致农副产品价格波动。农副

产品加工业发展总体能力不强，企业间的分工协作不足和无序竞争现象严重，容易导致原料价格和

农副产品价格大幅波动。从以上分析中提炼出影响农副产品价格的关键变量，为了避免变量间相

关引起共线性以及遗漏变量造成内生性，本文将在模型设置中做相关技术处理，使模型尽可能地刻

画现实经济特征。

２．变量定义和数据处理

为了识别对农副产品价格具有显著影响的内部因素和外生冲击，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ｌｎＰｄｔ ＝α０＋α１∑
ｋ

ｉ＝１
ｌｎＰｄｔ－ｉ ＋β１ｌｎＭ２ｔ＋β２ｌｎＣｏｎｆｔ＋β３ｌｎＰｏｐ＋β４ｌｎＧＤＰ＋

　　　β５ｌｎＡｇｏ＿ｐｒｏｔ＋β６ｌｎＤｉｓαｔ＋β７ｌｎＰｆｔ ＋β８ｌｎＣｒｕ＿ｏｉｌｔ＋εｉ

（２４）

模型中根据两个原则确定农副产品价格滞后阶数：一是农副产品价格的自相关系数；二是尽可

能不损耗模型自由度。本文选择农副产品价格自相关滞后阶数为４，同时引入价格滞后指标也能

较显著地剔除系统性遗漏变量导致的模型误设。变量设置和统计值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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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样本数 对数均值 标准差 预期符号

被解释变量 Ｐｄ 国内食品价格 ４８　 ４．９５２　 ０．２４２ ／

Ｏ＿ｇａｐ 农业产出缺口 ４８ ／ ／ －

Ｍ２ 广义货币供应 ４８　 １２．９８０　 ０．５８９ ＋

Ｃｏｎｆ 消费者信心指数 ４８　 ４．６７０　 ０．０４７ ＋
解释变量

（内部因素）
ＧＤＰ 人均ＧＤＰ　 １２　 ０．９３４　 ０．５１３ ＋

Ａ＿ｖａｌｕｅ 人均工业增加值 ４８　 １０．０９０　 ０．６０８ ＋

Ｐｏｐ 人口规模 １２　 １１．８００　 ０．０２６ ＋

Ａｇｏ＿ｐｒｏ 农副产品加工企业总资产 １２　 ９．１９５　 ０．６８２ －

Ｄｉｓａ 农业成灾面积 １２　 ９．８７８　 ０．３１５ －

解释变量

（开放因素）
Ｐｆ 国际食品价格 ４８　 ４．８４５　 ０．２７８ ＋

Ｃｒｕ＿ｏｉｌ 国际原油价格 ４８　 ４．１０１　 ０．４７３ ＋

Ｐｄ 为国内食品价格变量，使用国家统计局①食品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月度数据，原始数据为

同比数据（上年同期＝１００），本文根据２００１年各月度环比数据，以及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月度同比数据，
换算成以２００１年第一季度为基期的定基比数据。Ｏ＿ｇａｐ为农业产出缺口变量，由第一产业增加值

数据经过季节调整再滤波得到，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Ｍ２ 为广义货币供给，来源于中国人民银

行网站②，原始数据为月度数据，本文使用季末月份的存量作为当季的货币供应量。Ａ＿ｖａｌｕｅ为工

业增加值变量，本文使用人均工业增加值（以消除人口规模影响）刻画经济体繁荣程度，２０１０年及

之前的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③，由月度数据合并成季度数据，其中部分月份数据缺失（如２００７
年１月），则 由 上 年 同 期 数 和 本 期 同 比 增 长 率 计 算 得 到，２０１０年 之 后 的 数 据 来 源 于 国 家 统 计 局。

Ｃｏｎｆ为消费者信心指数，综合量化反映消费者对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的主观感受，数据

来源于 Ｗｉｎｄ数据库④。Ｐｏｐ为人口规模指标，Ｄｉｓａ为农业成灾面积，Ａｇｏ＿ｐｒｏ为农副产品加工企

业总资产，以上三个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Ｐｆ 为国际粮食价格变量，数据来

源于世界银行数据 库“ＦＯＯＤ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ＤＥＸ”条 目⑤。Ｃｒｕ＿ｏｉｌ为 国 际 原 油 价 格 变 量，采 用Ｂｒｅｎｔ
（北海布伦特）、ＷＩＴ（西德克萨斯）和迪拜三地原油价格的平均值。

为消除异方差，对各解释变量数据均进行对数化处理。以上选取的解释变量在理论上是显著的，
但仍存在遗漏变量造成模型内生性的可能，因此本文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以减弱内生性的影

响。为了避免伪回归，对数化处理后的各变量还要经过平稳性检验。ＡＤＦ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各变量时间序列的ＡＤＦ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ＡＤＦ值 变量 检验形式 ＡＤＦ值

Ｐｄ （１，０，３） －３．４４＊＊＊ Ｐｆ （１，１，１） －４．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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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网址为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ｗｏｒｋｓｐａｃｅ／ｉｎｄｅｘ？ｍ＝ｈｇｙｄ，２０１５年２月２日，其余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出处同此。

网址为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ｂｃ．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ｄｉａｏｃｈａｔｏｎｇｊｉｓｉ／１２６／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２０１５年２月２日。

网址为ｈｔｔｐ：／／ｄｂ．ｃｅｉ．ｇｏｖ．ｃｎ／ｐａｇｅ／Ｌｏｇｉｎ．ａｓｐｘ，２０１５年２月２日。

网址为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ｉｎｄ．ｃｏｍ．ｃ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Ｗｉｎｄ．ＤａｔａＦｅｅｄ．ｈｔｍｌ，２０１５年２月２日。

网址为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ｃａｔａｌｏｇ．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２０１５年２月２日。



续表３

变量　 检验形式 ＡＤＦ值 变量 检验形式 ＡＤＦ值

Ｏ＿ｇａｐ （１，０，０） －４．２６＊＊＊ Ｃｒｕ＿ｏｉｌ （０，０，１） －６．４３＊＊

Ｍ２ （１，０，０） －７．５０＊＊＊ Ｃｏｎｆ （１，１，１） －３．８１＊＊

Ａ＿ｖａｌｕｅ （１，１，１） －６．７９＊＊＊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通过单位根检验，变量对数化时间序列平稳。

３．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从模型（１）—（４）分别选取了不同的变量组合，对比４组回归结果（表４），可以看出当期农

副产品价格和上一期以及历史第四期显著相关，说明上一期价格影响市场的价格预期，从而影响当

期价格。当期价格Ｐｄ 受到上年同期价格Ｐｄ（－４）的显著影响，说明农副产品价格波动存在明显的

周期性，周期长度为１年。从其他变量的参数估计看，广义货币供给显著影响农副产品价格，流动

性是价格上涨的推动力量。刻画经济规模的人均ＧＤＰ与人均工业增加值影响不显著。另外，近十

年农业成灾面积较为稳定且近两年有下降趋势，带来的损失有限，影响不显著。农副产品加工业规

模相对于农业总产出的规模比例甚小，它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尚未对市场供求关系产生显著影响。
消费者信心指数由样本调查得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主观随机性太强。从以上分析看，影响国

内农副产品价格的主要因素是货币供应量（内部因素）和国际农产品价格（外生冲击）。

表４　我国农副产品价格影响因素识别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Ｃ －０．８９５（０．７３９） －０．７０２（０．７２１） －０．１５９＊（０．０７９） －０．１９０＊（０．０９９）

Ｐｄ（－１） ０．５５８＊＊＊（０．１８６） ０．５８４＊＊＊（０．１８８） ０．６０４＊＊＊（０．１７０） ０．５９３＊＊＊（０．１７２）

Ｐｄ（－２） －０．０１１（０．２０６） －０．０３４（０．２０９） －０．０４０（０．１９５） －０．０２７（０．１９８）

Ｐｄ（－３） ０．４０１＊（０．２２６） ０．３７２（０．２２７） ０．３２２（０．２０５） ０．３３２（０．２０７）

Ｐｄ（－４） －０．４６０＊＊＊（０．１６１） －０．４３２＊＊（０．１６１） －０．４３０＊＊＊（０．１４８） －０．４４７＊＊＊（０．１５３）

Ｍ２ ０．１９５＊＊＊（０．０７０） ０．１６１＊＊（０．０６０） ０．１７１＊＊＊（０．０４０） ０．１９１＊＊＊（０．０５５）

ＧＤＰ －０．００８（０．０７８）

Ａ＿ｖａｌｕｅ －０．０３６（０．０４１） －０．０２０（０．０３９）

Ｄｉｓａ －０．００４（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０．０１５）

Ｃｏｎｆ　 ０．１４１（０．０５１） ０．１１２（０．１０８）

Ａｇｏ＿ｐｒｏ　 ０．００３（０．０４８） ０．００９（０．０７７）

Ｐｆ ０．１４１＊＊＊（０．０５１） ０．１４９＊＊（０．０５２） ０．１４３＊＊＊（０．０４７） ０．１３９＊＊（０．０４６）

Ｃｒｕ＿ｏｉｌ －０．０１５（０．０１７） －０．０２５＊（０．０１３） －０．０１８（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０．０１６）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５

Ｆ统计值 ８３６．１４　 ８１６．４６　 １　３９２．４３　 １　１９３．８８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在下文分析中，我们参照惯例，在“缺口－价格”方程（１）中引入外生冲击———国际农产品价格。
因为引入了产出缺口的滞后期，所以我们剔除了内部因素（Ｍ２）的影响。将由不同滤波法得到的产

出缺口代入方程（１）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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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农业产出缺口价格效应

解释变量
ＨＰ滤波

λ１＝４０．９６ λ２＝１　６００
ＢＫ滤波 ＣＦ滤波

Ｃ　 ０．０６０＊＊（０．０５３） ０．０９０（０．０５９） －０．０６９（０．０５６） ０．０６４（０．０５８）

Ｐｄ（－１） ０．６２１＊＊＊（０．１９５） ０．５７７＊＊（０．２１８） ０．７３４＊＊＊（０．１７７） ０．６６４＊＊＊（０．１８８）

Ｐｄ（－２） ０．１１９（０．２１１） ０．０１７（０．２２０） ０．２１６（０．２１３） ０．１８４（０．２３２）

Ｐｄ（－３） ０．５１３＊＊（０．２２０） ０．４９８＊＊（０．２２７） ０．４５２＊（０．２１３） ０．４５３＊（０．２３４）

Ｐｄ（－４） －０．３６６＊＊（０．１６１） －０．２０６（０．１８６） －０．４６８＊＊（０．１４９） －０．４０８＊＊（０．１６２）

Ｏ＿ｇａｐ　 ０．０２３（０．１１３） ０．１８２（０．１１１） －０．３６１＊＊（０．１４８）－１．６６７＊＊＊（０．６２０）

Ｏ＿ｇａｐ（－１） －０．２５１＊＊（０．１０８） －０．１５０（０．１１１） －０．６２０＊＊＊（０．１５２）－２．９２３＊＊＊（０．８０３）

Ｏ＿ｇａｐ（－２） －０．２２０＊＊（０．１０１） －０．１６７＊（０．１０２） －０．４２４＊＊＊（０．１４６）－２．８３３＊＊＊（０．８４７）

Ｏ＿ｇａｐ（－３） －０．１１２（０．１０４） －０．０６０（０．１０４） －０．４８２＊＊（０．１４８） －１．８７７＊＊（０．８１０）

Ｏ＿ｇａｐ（－４） －０．１０１（０．１１１） －０．０７９（０．１０６） －０．１６２（０．１４６） －０．６７３（０．５６５）

Ｐｆ ０．１０６＊＊（０．０４２） ０．１０２＊＊（０．０４５） ０．０７０＊（０．０４２） ０．０９９＊＊（０．０４４）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９９６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６　 ０．９９５

Ｆ统计量 ９８１．２７　 ８９５．６０　 ９９０．８３　 ８２９．５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从模型的检验结果来看，４组数据结果都证明了农业产出缺口对农副产品价格的影响显著，且
符号与预期相同，即负产出缺口会产生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压力。从第一组（λ１＝４０．９６）结果来看，

当期负产出缺口上升１个百分点，会引起下一期农副产品价格上升０．２５１个百分点，同时引起往后

第二期农副产品价格 上 升０．２２０个 百 分 点；受 国 外 农 副 产 品 价 格 冲 击，其 变 动 弹 性 为０．１０６。取

λ２＝１　６００时，当期负产出缺口上升１个百分点，引起往后第二期农副产品价格上升０．１６７个百分

点。在ＢＫ滤波法下，当期负产出缺口上升１个百分点，会引起当期农副产品价格上升０．３６１个百

分点，往后一期农副产品价格上升０．６２０个百分点，往后第二期价格上升０．４２４个百分点，往后第

三期价格上升０．４８２个百分点；国内价格受国际价格冲击弹性为０．０７０。在ＣＦ滤波法下，当期负

产出缺口上升１个百分点，会引起当期农副产品价格上升１．６６７个百分点，往后一期农副产品价格

上升２．９２３个百分点，往后第二期价格上升２．８３３个百分点，往后第三 期 价 格 上 升１．８７７个 百 分

点；国内价格受国际价格 冲 击 弹 性 为０．０９９。从 统 计 角 度 来 看，参 数 大 小 并 不 能 代 表 变 量 作 用 强

度，因而我们无须判断哪种滤波法对现实中产出缺口价格效应的预测能力更强，但可以确信的是，
负农业产出缺口确实对农副产品价格产生了推动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存在１—３期的滞后。从外部

冲击看，国际价格影响的冲击弹性在［０．０７０，０．１０６］区间内，结果较为稳健。

４．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同时考虑到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期间的数据完整性，本文运用１８个省份

分地区的面板数据进一步验证。价格使用省会城市的食品价格指数月度同比数据，转化为定基比

数据，选取每期季末值组成季度定基比数据。由于分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季度数据不可得，广义农

业产出使用各省农林渔牧总产值季度数据代替。考虑到沿海地区省份和中西部省份受国际粮食价

格冲击的影响可能不同，本文将１８个省份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东部地区省份样本包括河北、
山东、江苏、浙江、吉林、广东；中部地区省份样本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陕西；西部地区

５１第２期 马述忠　潘伟康：中国农业产出缺口测算及其价格效应研究———基于劳动力有限供给视角



省份包括四川、云南、重庆、贵州、广西、新疆。第四个样本为１２个农业大省（一般指农业产值占本

省ＧＤＰ　５０％以上），包括浙江、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江苏、江西、山东、四川、安徽。
面板回归之前要检验其个体与解释变量间是否相关，因此先做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限于篇幅，不汇报

检验结果），结果显示模型存在强的固定效应。
从省际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表６）看，当期农业产出缺口的价格效应通常在第三期和第四期表

现出来，符号与预期相同，即负产出缺口会产生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压力。从东部六省结果看，负产

出缺口上升１个百分点，会引起往后第四期农副产品价格上升０．１２２个百分点；国内价格受国际价

格冲击弹性为０．０３４。中部六省的结果显示，当期负产出缺口上升１个百分点，往后第三期农副产

品价格上升０．０９２个百分点，往后第四期价格上升０．１４７个百分点；国内价格受国际价格冲击弹性

为０．０２５。西部样本的结果显示，当期负产出缺口上升１个百分点，往后第四期农副产品价格上升

０．０４１个百分点；国内价格受国际价格冲击弹性为０．０４５。１２个农业大省样本显示，当期负产出缺

口上升１个百分点，往后第三期农副产品价格上升０．０４１个百分点，往后第四期价格上升０．１０３个

百分点；国内价格受国际价格冲击弹性为０．０３３。分地区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农业产出缺口对农副

产品价格的作用通常在滞后第３—４期显示出来，这与前文全样本总量回归的结果（１—３期滞后）
有一定出入，可能是因为省际产出缺口对价格的作用易受到跨省农产品调配流动的缓冲，因此，价

格效应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显现。从国际价格的冲击效应来看，分地区样本的冲击弹性在［０．０２５，

０．０４５］区间内，较之全样本总量回归结果［０．０７０，０．１０６］数值要小。

表６　农业产出缺口价格效应（省际分地区面板）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农业大省

Ｃ　 ２．４６９＊＊＊（０．３０６） ２．４９３＊＊＊（０．２９１） ２．３９６＊＊＊（０．３３６） ２．４３２＊＊＊（０．１８８）

Ｐｄ（－１） ０．．５７７＊＊＊（０．０６１） ０．５６６＊＊＊（０．０６１） ０．４５６＊＊＊（０．０６２） ０．６１５＊＊＊（０．０４３）

Ｐｄ（－２） ０．０３４（０．０７０） ０．０３８（０．０７０） ０．０８３（０．０６８） ０．０３１（０．０５０）

Ｐｄ（－３） －０．１３３＊（０．０７０） －０．０４４（０．０７０） －０．１４１＊＊（０．０６７） －０．１０６＊＊（０．０５８）

Ｐｄ（－４） －０．０４１（０．０５９） －０．１２１＊（０．０５８） ０．０４１（０．０６０） －０．０９６＊＊（０．０４２）

Ｏ＿ｇａｐ　 ０．０９９＊＊＊（０．０３６） ０．０９８＊＊＊（０．０３５） ０．０４５＊＊＊（０．０２５） ０．０９３＊＊＊（０．０２４）

Ｏ＿ｇａｐ（－１） ０．０１０（０．０３６） ０．０５０（０．０３２） ０．０３４（０．０２４） ０．０４２＊（０．０２２）

Ｏ＿ｇａｐ（－２） ０．０１５（０．０３７） －０．０１３（０．０３２） ０．０１４（０．０２４） ０．０１９（０．０２２）

Ｏ＿ｇａｐ（－３） －０．０２２（０．０３２） －０．０９２＊＊＊（０．０３１） －０．０２３（０．０２３） －０．０４１＊＊（０．０２１）

Ｏ＿ｇａｐ（－４） －０．１２２＊＊＊（０．０３２） －０．１４７＊＊＊（０．０３０） －０．０４１＊（０．０２３） －０．１０３＊＊＊（０．０２１）

Ｐｆ ０．０３４＊＊＊（０．０１１） ０．０２５＊＊（０．０１０） ０．０４５＊＊＊（０．１５６） ０．０３３＊＊＊（０．００８）

Ｆ统计量 ２５．１９　 ３８．４３　 １３．５３　 ６０．８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二）农业产出缺口间接价格效应

图３给出了 ＨＰ滤波法（λ２＝１　６００）得到的工农业产出缺口，可以看出农业产出缺口和工业产

出缺口序列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从理论上看，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提供粮食、劳动力、原材料以及

非农产品市场，必然与工业部门有很强的内在联系。在刘易斯拐点下，劳动力供给条件从无限供给

转化为有限供给，一方面，人口高峰期过后劳动力数量明显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劳动密集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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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生很大冲击；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竞争下企业技术升级对劳动力产生更高要求，劳动力质量

需求的提升造成结构性失业，工业部门出现了“用工荒”，资本和劳动投入失衡，引起工业部门的产

出波动。

图３　农业产出缺口和工业产出缺口

图３给出的是直观走势图，从统计上检验农业产出缺口和工业产出缺口的协整关系是十分必

要的。协整检验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Ｊｏｈａｎｓｅｎ检验，即在ＶＡＲ模型基础上确定滞后阶数，适用

于多变量情形；二是基于回归残差的ＥＧ两步法协整检验，适合两个变量的情形。本文采用ＥＧ方

法，在协整检验之前先通过ＡＤＦ单位根检验，发现农业产出缺口和工业产出缺口均为０阶单整平

稳时间序列，然后将两者做回归得到残差序列，进一步检验残差序列的平稳性，汇报的 ＡＤＦ值为

－４．４８７，小于１％置信水平下的ｔ临界值－３．５７８，残差序列平稳，说明工农业产出缺口的时间序列

具有协整关系，长期内两者存在稳定的均衡趋势。
根据Ｇｒａｎｇｅｒ表述定理［１０］，如果两个时间序列协整，则它们之间的短期非均衡关系总能用一

个误差修正模型（ＥＣＭ）表述。对于两者短期内的波动特性，用误差修正模型检验：

ΔＹｔ＝β１ΔＸｔ－λ（Ｙｔ－１－α０－α１Ｘｔ－１）＋εｔ
（２５）

（２５）式中Ｙｔ 用工业产出缺口代入，Ｘｔ 用农业产出缺口代入，Ｙｔ－１－α０－α１Ｘｔ－１为简单回归残

差的滞后项，ＥＣＭ估计得到的长期弹性α１ 为０．４２７，误差调整项回归结果ｐ值为０．０１７　５，在５％
的置信水平下结果显著。短期弹性β１ 为０．２０４，ｐ值为０．２２５，未通过１０％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说

明农业产出缺口对工业产出缺口的短期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农业产出缺口的间接价格效应也存在

着时滞，短期内农业产出缺口对工业产出缺口的作用只有在一定时间跨度的时期内才能体现出来。
基于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农业产出缺口和工业产出缺口的变动几乎是同步的，两者在长期内存

在稳定的均衡关系，两者加总构成总量产出缺口，从而产生通货膨胀压力。

五、结论和启示

本文运用ＨＰ滤波、ＢＫ滤波和ＣＦ滤波法测算了我国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季度农业产出缺口，回归分

析识别出影响农副产品价格的因素主要是货币流动性因素和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外生冲击。“缺口－价
格”模型检验发现，负向农业产出缺口对农副产品价格具有直接正效应，且这种影响存在１—３期的滞

后。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直接价格效应的存在，但影响作用的滞后期为３—４期。工农业产出缺口存

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短期农业产出缺口对工业产出缺口的影响弹性不显著。工农业产出缺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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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总产出缺口，产生通货膨胀压力，即农业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存在间接价格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引申出以下几点含义：
第一，劳动力有限供给下，传统劳动密集型农业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保持农业

稳定增长必须加快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步伐，构建以“生产机械化、组织产业化、加工标准

化”为特征的现代农业体系，通过集约化生产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第二，农业产出的偏离“损失”造成农副产品生产价格上涨压力，通过市场流通渠道传递至市场

价格。因此，需要健全农副产品市场体系，发展农副产品现代流通方式，减免运销环节收费，加快形

成流通成本低、运行效率高的农副产品营销网络。
第三，农业部门是工业部门的基础，农业产出波动会造成工业部门产出的不稳定。因此，必须

协调工农业生产，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从科技、设备、资本等领域着手，培育高度资本化的现

代农业，形成工农业良性互动发展模式。
第四，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会对国内价格造成冲击，从而影响我国粮食安全和物价稳定。因

此，需要巩固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真正将农业视为衣食之源、生存之本，从资金、科技、流通体系等

方面保障农业生产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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