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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疫情对猪肉价格非线性冲击

的形成机理与检验*

苏贵芳 1 花 国俊 1 孙 珊文 1 逾李柯 2

摘要：本 对 ， 采文首先 析生猪疫情 非线性冲 理 然分 猪肉价格 击的作用机 后 用 2009年 2月至 2020

年 2 ， 阈 阈 ，月 价格相关 度数据 情宽度指 值 归 疫猪肉 月 以生猪疫 数作为 值变量构建 回 模型 研究生猪 情

对 阈 。本 ，格 动所 在的 值 应 究结 表明 滞猪肉价 波 存 效 文研 果 后 5 对期 生 情宽度指 猪肉价格增的 猪疫 数

长 存在率的影响 1 阈 ， ： 阈个 值 格波 在两种运行 当生猪疫 宽度指点 即猪肉价 动存 机制 情 数低于 值 0.35

时， 对生猪疫 动 显情冲击 猪肉价格波 无 著影响； 疫 数 于当生猪 情宽度指 高 0.35时， 对猪疫情 肉生 猪 价

波动 有显著 正 作格 具 的 向 用。 此结论据 ，本文 为认 ：一 阈 大方面要将 生猪疫情 值值作为重 防控的参考 ，

，强 猪疫情应急 机制化生 调控 提高 格预期价 管理水平； 一 力 ，另 方面要 度 立加强生猪出栏监管 建 疫情

， 大 对 ， 长准 度 解突 性重 生 疫 肉供 链的剧 影 以 猪肉价格 期期生猪标 重出栏制 缓 发 猪 情 猪 应 烈 响 促进 的

。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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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大 ， 也一 势 ， 大中 第 猪 和 猪肉在畜 序列中 直占有优 地 是国是世界上 肉生产国 消费国 产品消费 位

类主要的肉 消费众 品。猪肉价格 低 到 的高 关系 老百姓 “菜 子篮 ”，直接 居 活 量影响 民的生 质 。继 2009

年的猪肺疫、 丹猪 毒以及 2011年和 2012年的猪口 后蹄疫暴发 ，2018 大 洲 瘟对年 规模暴 非 猪发的 猪肉

了成 严市场造 重的冲击。由于 2018年 8 洲 瘟非 猪 暴发月 ， 势国猪肉市场产量整 呈 滑态近两年中 体 下 ，

2019 、年 2020年中国 肉产量环 下 分猪 比 降率 别为 21.25%和 3.34%； ， ，与 同时 价 暴此 猪肉 格出现 涨

由 2018年 8月的 21.96元/ 飙 至千克 升 2020年 8月的 59.64元/ 克千
①
， 长两年间增 率高达 171.58%。

猪肉价格作 产品 动的为农 市场价格变 风向标， 也价 是导致其 格上涨 CPI涨 重要因素幅明显的 （于爱芝、

*本文研究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美国经贸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农产品价格的冲击效应及对策研究”（项

目编号：20YJA790027）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花俊国。

①
数据来源：布瑞克农业数据库（http://www.agdata.cn）。



生猪疫情对猪肉价格非线性冲击的形成机理与检验

- 2 -

，王鹤 2016），因此 热 。猪肉价格再度 为社会各 关 点成 界 注的 2019 、年 2020年和 2021年 中央的 “一

件号文 ” ， 洲 瘟 、 ，落 扶调 抓 非 猪 生 业安全稳 持生猪生产连年强 要 好 防控 生猪 产恢复和产 定工作 实 的

；十 划 议 ， ，项政 规 建 物 系 保障粮 品供给安全 提升收 调 能各 策举措 四五 要健全动 防疫体 肉等农产 储 控

力。“猪粮安天下”， 对 义，肉和粮食 农 供 乡 民生 有 战 意 至关猪 等 产品 给 于城 居 活具 重要的 略 甚 系国

观 政策的走家宏 经济和调控 向。但是， 肉市场不确 素时猪 定因 有发生， 大产业 在生猪 发展仍存 巨 挑战。

市场供求 致等因素引 一 ， ，猪肉价格的温和 波 在 定程度上会 激生猪生 引 源 置性 动 刺 产 导资 合理配

，对 。 ，利于 升 胜 汰 生猪 发 作用 但是有 产业 级和优 劣 于 产业链的 展具有积极 等突发性事生猪疫情 件的

对冲击 响剧猪肉价格影 烈， 大 轨 ，发 价格 幅上 生猪市场偏离正常 行 甚至影由此引 的猪肉 扬会导致 运 道

。尤响居民 常生活 其正 在 大 ， 少重 疫 下 肉供 生 减 养 户非生猪 情冲击 猪 给受 猪存栏 和 殖 正常出栏行为的

双 ， 。 ，急剧下降 价格波动异 不仅 的经 且 费者的消重影响 导致猪肉 常 这 影响生产者 济效益 而 挫伤消 费

心信 ， 肉供应与消费需求 缩使猪 萎 ，对 大国猪肉市场造 巨 冲击中 成 。2018年 8 洲 瘟非 暴月 猪 的 发不仅

大导 猪肉 出 口致 供给 现巨 缺 ， 对 了且 消费 买 慌而 使 者 猪肉购 产生 消费恐 ，严重破 场供求平衡坏猪肉市 。

势， ，供求 肉价 直 升态 而短 机制自身发挥作用 程 有限 由猪肉 失衡致使猪 格呈近似 线的上 期内市场 的 度

对 了 ， 了 。此 国内 猪市场造 剧 击 猪 业链 康 展 加生 成 烈冲 影响 生 产 的健 稳定发 叠 2020 新冠年 肺炎疫情

，在 延 猪肉进全球持续蔓 出口的 确定性不 增强， ，扰 。 大供应 动猪 跌猪肉 链遭到重创 肉价格涨 不定 重

， ，大疫情暴发 价格暴涨 在价格信 为 向的作用下 量 殖者利用 场 转 利 机期间猪肉 号 导 养 市 行情 好的有 时

， 又 ， 势 。补 养 诱 后 情时 跌 肉市场发 乐观栏复 可能 将 发 疫 代价格暴 现象 更使猪 展形 不容

，本 对在各种 定因 景下 肉 有直接且 的不确定因素不确 素频发的背 文聚焦 猪 价格具 重要影响 ——生

， ，猪 情 究生猪疫情造 猪肉价格 正 动 机疫 研 成 非 常波 的转换 制 。本识别 价 波 的 警红猪肉 格剧烈 动 预 线

大 对 大 ，对有 生猪疫情 的巨 冲击 于 猪肉 动和 产文研究 助于缓解重 猪肉价格 平抑 市场价格波 维护生猪 业

义。发展具有健康 重要意

二、相关研究回顾与评述

大 、 ， ，也生猪疫情暴发具有 发 广泛性的特征 生猪产业 临 要 性 击 成重 突 性 是 面 的重 不确定 冲 为准

确 肉 场 格运 难把握猪 市 价 作规律的 题。 对 本成相 于养殖 、消费者 及相关产品 变化生活水平 价格 等因素，

对 。 ，猪肉 的 为剧烈 猪 动的实质是供需相 作 的结果 外部冲 更会加疫病 价格波动 影响更 肉价格波 互 用 击

矛 （ 、 寅 ，剧 需 学供 盾 毛 峰 曾 初 2008）。

， ，对 一 。在 给侧 疫 成 猪 病率 的 有 定程度 用 疫病供 生猪 情会造 生 发 和死亡率 增加 出栏具 的负向作

一 染 类 ， ，般先 备母 易感 母 下降将直 猪产能恢复速度 严 影感 后 猪与仔猪这 猪群 能繁 猪存栏 接减缓生 重

一 （ 才 ，下 阶段的猪肉 给 张喜 等响 供 2012）； ，加 殖 性 栏行 影再 上养 户恐慌 出 为的 响 后期生 产 产猪 业

， 少（ ，能 供 彪等削减 市场 给加速减 许 2014）。 大 ，在重 暴发初期 生 格在 出生猪疫情 猪价 产销两区会

， ， 心 大 ， ，现 变 域性特征 受阻 养殖户因恐惧 量 售 生猪价格骤 而销区价格反向 化的区 产区外运 理 抛 跌

， ； ， 杀 ， 大，无 调 猪 显 涨 在 疫 的 后 扑 数 需 生猪法 入生 价格明 上 生猪 情暴发 中 期 量上升 供 缺口明显扩

大 ，价格 幅上涨 由“ 、产区下降 销 涨区上 ” （ 双 ，演 围内 涨变为全国范 的普遍上 王 正 2020）。长 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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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疫病扩 猪死亡率升高 加上 猪 给的周期性因 影响 其生 的 效 猪 供给散蔓延 生 生 供 素 产 时滞 应导致 肉

， 对 较大。在 内 以 复 因 情 影响不会 短时间 得 恢 此生猪疫 猪肉供给的

， ，对 大 （在需 疫情暴发直 起消 慌 消 品 生巨 冲击求侧 生猪 接引 费者市场恐 费者的食 需求产 王秀清

，等 2007）。 ， ， 择 类 少 ，因此 在生猪疫情暴 初 消费者倾向选 他肉 替代 而 肉 接发 期 其 品 减 猪 需求 直 影

， 。 ，响当 肉 致 猪 价格 费 难以转变 需求不能被 替代期猪 消费量 使 肉 下跌 因消 偏好短期内 猪肉刚性 迅速

（ 、戈 ，胡浩 阳 2020）； 心 ， 门 力 ，费者 有 随政府相 和引导 度增强 消费且消 信 恢复具 弹性 伴 关部 宣传

对 心猪 消费信 重塑者 肉 ，猪 需求持续 加肉 增 ， 期 给 以及 复但短 猪肉供 难 时恢 ， 大肉 需 口扩导致猪 供 缺 ，

， 心 （ 、 ，期 随消费者 上涨 刘明月 霞因此 暴发 猪肉价格会 信 增强而 张淑 2014）。 ， 对整 情体上 生猪疫

猪 有肉价格具 “ 跌助涨助 ” ， 对的作用 肉价格影响并且其 猪 较长的持续 间时 。

了 ，猪疫情暴发增 猪肉市场 经 险生 加 的 营风 基于“ 险 酬风 报 ” ，原 肉 给 体 高猪理 猪 市场供 主 提 肉

， 长 势（ 、 庠，肉 体增 的确 千峰 张利价格 猪 价格具有总 定性趋 罗 2018）。作 多外 中的为众 部冲击因素

一种， 对 较大肉 动的贡献疫病 猪 价格波 率 ， 不容忽视其影响 ， 较长总体会造 猪 价格上涨且影 期成 肉 响 。

， 料 （ 东、 ，生猪疫 不 成 格 动 甚 击 市 胡 郭世情 仅造 猪肉价 波 至冲 上游饲 场 向 娟 2018） 类关以及相 肉 产

（ 琮琮、 ，灵芝品 段 刘 2020； ，盛芳芳等 2020） ， ，波动 将会倒 猪产 范升的价格 逼生 业各环节规 级 推

。 对 ，国 殖格局的 变 疫病等外部冲击 素 肉市场造成的 险不可估 而 机动中 生猪养 调整与转 因 猪 风 量 市场

。 ， 了 来的 节作 限 猪 业 中价 平 助市场供 节之外制自身 调 用有 因此 生 产 链 格系统的 稳运行除 借 求关系 调

（ ，王静怡等 2015；Cechura and Sobrova，2008）， 门对还需 部 猪 价 进行要政府决策 肉市场的 格风险

（ 龙、 ，识别 何伟和干预 夏 2016）。

， ， 。现实中 猪肉价 受 身调整速度与 部冲击等 素 响 短 内发 构 受格 自 外 因 的影 可能在 期 生结 性转变

本种 易成各 交 政策调控，生 格具有非 特性猪及猪肉价 线性调整 （Chen and Lee，2008；Abdulai，2002）。

东、 （胡向 王济民 2010） ， ， 一研究 格指 著 性效应 滞 价格指数超发现 猪肉价 数存在显 的非线 后 期猪肉

阈 长， 一 未 阈 ，过 值后 肉 格指数出现高 增 滞后 期 猪 格 破 时 猪 格 动猪 价 速 的 肉价 指数 突 值 肉价 指数波 相

对 ， ； 、 寅 （稳 属于 期 毛学峰 曾定 正常的周 性波动现象 初 2009） 也 ，表明 生猪价 猪肉的研究 格和 价格

长 ， 阈 一 。 、 少线性 均 态调整 但 度和 值上存在 定程 的 异 于爱芝 郑均呈非 状态向 期 衡值动 在转换速 度 差

（华 2013） ， ，究发现 猪 产 上 产 价格 非 递 象 猪价 价研 肉 业链 下游的 品 存在 完全传 现 仔 格向生猪 格传递

， 。阻滞效应 格向猪肉价 递顺 机事 价 频繁的状存在 而生猪价 格传 畅 疫病等随 件使猪肉 格呈现 态转换特

， ， （ ，征 价格向均衡值的 整 是以连续匀速 方式趋近 能 现 特 石自调 不 的 可 是呈 非线性 征 忠等 2016）。

， 双 ，在 击 作 下 农 受 和供求变 的影响 短期 格可外部冲 的 用 产品价格 到外部因素 动 重因素 内价 能发生结

（ 庠、 才，性转 喜构 变 张利 张 2011）。 （等文洪星 2020）采用平滑 修正模型分析食品 全转换误差 安 丑

对 ， 对 门闻报道 猪肉产 价格传导 关 究 品 全丑 道 销 格 冲击 槛销 的 系 研 表明食 安 闻报 猪肉产 价 的 效应存在

对 。 对 ，冲击效应 部冲击 猪肉 影响 使猪 格 调节机效应与非 称 疫病等外 价格 的时间持久 肉市场价 的自我

， （ ，制 因此需借助政府的 策 段进行有效调 张敏等作用弱化 政 手 控 2020）。

， 对 、 较 ， ，现 文 关 疫 生猪 市 及 关 品价 响 是有 献中 于生猪 情 生产 场价格 相 产 格波动影 的研究 多 但

对 较少， 对于外部 猪肉价格非 波动 有学 猪 肉价格的冲击造成 线性 的研究 且鲜 者研究生 疫情 猪 非线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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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效应 鉴于 2018年 8月 洲 瘟对非 猪 行业以及猪 肉 居民 活生 大，本 对的冲击 文 研 疫巨 重点 究生猪 情

猪肉 冲 线 效价格 击的非 性 应。本 ： 对 ，文的 在 上 关注生 猪肉价格波边际贡献 于 在研究 象 猪疫情与 动的

； ，非线 究内性关系 在研 容上 揭示 ，丰生 暴发期阶 格非线性变化的微 机 富猪肉价猪疫情 段猪肉价 观 理

； ，采 阈 对格非 性波动的 关 研 究 法上 回 测 不 区制 情线 相 理论 究 在研 方 用 值 归模型 度 同 下生猪疫 猪肉价

， 阈 ， 。响的数量 引起猪肉价 烈波 建立 提 支持格影 关系 识别 格剧 动的 值点 为 预警机制 供数据

三、理论分析

（一）生猪疫情对猪肉价格冲击的传导路径

， ，生猪 信息扩散和空间传 两 渠道影响市场 需 进而作 于 价 导 径如疫情通过 播 个 供 用 猪肉 格 其传 路

图 1 。示所

图1 生猪疫情对猪肉价格冲击的传导路径图

、 、 三 ， 双情 发 经历 发 阶段 各阶 供需 方所受 的程生猪疫 暴 需 初发期 暴 期 恢复期 个 段内猪肉 冲击 度

有所 ， 也价格 差不同 表现 存在 异。 ，因此 本文从这三 对个 分析生猪疫情 猪肉 格 击的传阶段详细 价 冲

。导路径

1.疫情初发期。 来 ， 来 。 ，猪 求 度 其影 主 息 散 猪疫 情从 肉需 变化角 看 响 源 要是信 扩 生 情暴发 疫 信

流媒体工 群体中扩散息借助主 具在社会 ， 对媒体 信息新闻 风险事件的 传播， 形由此 成“ 大放 效应社会 ”。

对 类 心 ， 少 ， 类 ，消 险事件产生恐慌 理 猪 购买量 转而增 其他肉 替 品 费 猪费者 此 风 减 肉 加 代 的消 量 致使

大 少。 来 ， ，也需求 从 给 化 度 看 既 毒传播渠 响供给 可肉 幅减 猪肉供 变 角 生猪疫情 可以通过病 道直接影

。 来 ， 一 染 ，以 信息 接影 病 渠道 看 生 具有传 性和流行性 原借助 扩散渠道间 响供给 从 毒传播 猪疫情 般 病

染 染 ，也 沫可以直接传 到 感猪群并 遗 式 代 以通 和 载 以 气传体 易 以 传形 感 到后 可 过飞 灰尘等 体 空 播或因

。 较 ， ，输 过运输工 区域传播 疫 发初 短 病 间 限运 外购猪而通 具向周围 情暴 期作用时间 毒传播空 范围有

较小， 。 ， 采 ，对 、受灾面 致部分生猪死亡 同 国 及时 取疫情防 措施 疫点 区 猪疫病仅导 时 家 控 疫 的生 进

杀， ， 较 。 ，导 生猪 量 低 影 程度 情 肉加工与 应减行扑 致 存栏 有所降 但 响 轻 因此 疫 初发期的猪 库存量相

少， 小 少。 来 ， 对猪肉供 减 从 道 看 猪 影响是产 相互作用的结给 幅 信息扩散渠 生猪疫情 肉供给 业链价格

。 一， ，果 第 生 疫情风险事件 媒体传播 及 殖 效 影响 件 信 冲 引发在 猪 随 以 受养 者同群 应 的条 下 疫情 息 击

。 ，慌 例如 受养殖者恐 性出栏行为 2018年 8 洲 瘟 ，影响 当年第 度全 量同月非 猪 的 四季 国生猪存栏 比

信息扩散

生

猪

疫

情

病毒传播

养殖者决策

猪肉需求

生猪价格

生猪存栏 生猪出栏

消费者选择

猪肉价格

猪肉加工、库存及供给

加工者决策

生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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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1.17%， 出 比增加但 栏量同 0.76%①
。生 加使猪肉加工与库 量 应增多猪出栏增 存 相 ，供给增加。第

二，疫情暴 导 肉 所 影响发 致猪 需求侧 受 严重，猪 下肉价格 降， 来为 止后 量 损失防 期猪肉销 下降带 利润 ，

， 长。 ，加工 价售卖猪肉 收益 如 牧企业会低 保证 的稳定增 例 原集团 2018年 10月 销售均价商品猪 环比

下降 2.39%，同期销量环比增加 42.76%②
。 三， 少 ，因 肉需求减 进而 成上游生 需 软第 猪 造 猪 求疲 生猪

， 少 ， 一 。 一 大格 降 养 为 利 损 加快 增 系列行为 供给价 下 殖者 减 预期 润 失 出栏 进 步 加供给 上述 导致猪肉

， 。幅增加 骤降价格

2. 。疫情暴发期 来 ，从需求侧 看 在 、政 等社会舆 引导作用府 媒体 论的积极 下，生猪疫 的 面消情 正

心 ， 。 ， 染 长、息促进消 者消费信 涨 量 升 在供 随 发 时 变 传费 高 需求 趋于回 而 给侧 疫情暴 传 期 播范围变

， 本 杀 大 ，一广 所导致的 和扑 量 幅增 养殖 些养 风病毒传播 身 生猪病死 加使 者损失惨重 殖者由于 险承担

力较 择 。 ， 本 又 了 ， 了 少能 弱而被 市场 此外 防疫成 上 增 潜在的养殖风 部分养殖 为迫选 退出 升 加 险 者 减

本、 ， 择 。 少 ， 一规 风 可能 缩 规 养 者的 将 存栏量 进成 避养殖 险 会选 减养殖 模 殖 这些行为 直接减 生猪 步

少。 ，猪出栏和猪 给减 散渠 猪 价格变化 改变市场参与导致生 肉供 而在信息扩 道方面 生 和猪肉 的信号将

， 。对 ， ， ，者的 策 而影响猪肉供 于养殖者 言 需 推 生猪 上 预 理决 进 给 而 生猪 求增加 动 价格 升 根据 期 论

， 必 一 。对养殖 出 多利润 因 栏下降 然进 致猪 于加者将延迟 栏以获取更 此生猪出 步导 肉供给偏紧 工企业

来 ， 长 ， ， 本 力较猪 恢复性增 链上游生猪需求增 促 生猪价格上涨 猪收购成说 肉需求 引起产业 加 使 生 压

大， 小 ， 本 力 对同 游 致 猪肉 暴 生 收 成 压 猪 的信号将时下 供 于求 使 价格 涨 上游 猪 购 以及下游 肉价格上涨

未来 。 本 ， 大 ，的 决策产生 而加 嫁成 更 会拉 供需 减加工企业 影响 工企业为转 甚至获得 多利润 缺口 相应

少 ， 对 ， 少。 大 ，出库量 则猪肉加 与 存量相 增加 猪 供给随之 在 疫 暴 阶段工 库 肉 减 生猪 情 规模 发 受 殖养

工 业者和加 企 策行决 为的共同影响， 大， 。缺口更 导 格暴涨猪肉供需 致猪肉价

3. 。恢复疫情 期 ， ， 对基 视角 得 控制的正 续扩散 消费者 猪肉于需求变化 生猪疫情 到稳定 面信息持

， 对 ，消 偏好依然存在 而 猪肉的 买 继 猪 需求 恢 超 疫 暴发的 费 因 购 欲望 续增强 肉 逐步 复甚至 过 情 前的市

。 ， 来 ， 对 本消 给变化视 传播渠道 看 传播 存栏 用场 费量 基于供 角 从病毒 疫情 于现有生猪 的冲击作 基 消

， ， 。 来 ，加之生猪 期性影响 供给逐渐 加 信息扩散渠道 生猪养殖 业 肉失 养殖的周 增 从 看 行 和猪 加工企

。一 ， 、 ，业 根据 价 调 决 方面 恢 求增加 价 猪养殖行业将 猪肉 格变化 整 策 猪肉需求 复使生猪需 格上涨 生

， ， ， 大 ，高利 会吸 殖 市场 促进 补给增加 猪肉供给 上 产进入 润时期 这将 引更多养 者进入 生猪存栏 幅 升

业链供应稳 增加步 。 一另 方面，疫 发 价 上涨 峰情暴 期猪肉 格 的高 期已过，加 企 预期 下工 业 价格趋于 跌，

少 、 。猪肉库存 给因此将减 量 增加供 ，在猪肉供 有所 下 猪 于 至出现下需均 上升的情况 肉价格趋 稳定甚

势， 。达到新的均衡价格降趋 最终

（二）生猪疫情对生猪价格非线性冲击的微观机理分析

、 ，肉 市场均衡价格 由国内供 猪 口 需 的相 用 的 猪 情冲猪 的 是 给 肉进 与国内 求 互作 而形成 生 疫 击下

①
数据来源：http://zdscxx.moa.gov.cn:8080/nyb/pc/search.jsp。比例系笔者计算所得。

②
数据来源：《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10月生猪销售简报》，http://data.eastmoney.com/notices/detail/002714/AN2018

11051235825241,%7Bgpmc%7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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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价 质是供需 果 不同严重 的疫 展的 生 栏的猪肉 格波动的实 失衡的结 程度 情和疫情发 不同阶段 猪存出

， 对 也 。 来 ， 较 ，影响 猪肉价格的影响程 会 在差异 总体 看 疫情初期 疫 的不同 进而 度 存 在 或 情 轻 情况下

较 较 ， 对 。猪 价格 冲 期 并 得以 且 动的社会 和 当疫情得肉 所受 击的时 短 能 快恢复 而 猪肉价格波 影响相 温

， 力 ，面控 期 生 供 渐恢复 同 的猪价高涨驱使恢 期 新产能到全 制进入恢复 猪产业链 给能 逐 时暴发期 复 的

大 ， ， 。 对幅扩张 肉供给逐 增 至 剩 肉价 渐 于 情 发期 业猪 渐 加甚 可能过 猪 格逐 下降 由 疫 暴 是 生猪产 及猪

来 较大 ， 本 对带 冲击 的 风险期 故 文 重点 时生 肉 线性冲肉市场 关键期和 研究 分析暴发期 猪疫情 猪 价格非

。击 理的形成机

， ， 门 、 力 ，当生猪疫情处于 发 时 在需求侧 随 生猪疫情 管 相 传 导 度 强暴 期 着 的 控及 关部 宣 引 的增

心 ， 对 。 ，情 面 息促 信 猪肉的需 回升 在供给 于疫生猪疫 正 消 进消费者 重塑 消费者 求量快速 侧 由 情的传

染 ， 一 大， 大 ； ， ，响 受 步 猪 量增加 价格上涨引致生猪 格 涨 养殖者性影 灾范围进 扩 病死 同时 猪肉 价 上

择 长 ， 一 少， 。 ，选 延 栏时间 使 猪 量 产 马太 此 市 供 应求 急出 生 供给 进 步减 生 效应 时生猪 场 不 生猪价格

， 。价格调控 局面剧暴涨 市场 陷入困难

来，本接下 文 分析 响下 行 为调整致 给产生变化的微观详细 生猪疫情影 养殖者进 决策行 使生猪供 机

理。 据边际报酬递 规律根 减 ， 未当生 养 间 定 时猪 殖时 达到特 值 ，生 际 加猪边 增重增 ； 长着 殖期随 养 加 ，

， 势素 加 生猪边 递减趋可变要 投入逐渐增 际增重呈
①
。 料 本、 本假设 猪养 成 人在生 殖所需的饲 工成 等

， ， 对 本业 影响因素 件下 若不受其他外 冲 的影响 养殖者 猪市场价 的 基产 链内部 不变的条 部 击 生 格 预期

。 大 ， ，变 性的 者 生 边 增重 点 会继续饲 际收益保持不 理 养殖 不会在 猪 际 达到最 时 时出栏 而是 养 按照边

本对 ， 大 。等于 成 生 进行 证 最 化边际 猪出栏时间 决策 以保 其利润

， ， 对未来 ，在生 发的情况下 根据预 理 养殖者 生猪市 价格的预 发 变猪疫情暴 期 论 场 期 生改 并根据

， ，预 价格 生 这 促 现有 的 生改变 从 猪价格的后 动期 调整 产决策 将 使 生猪市场 供需关系发 而造成生 续变

（孙 ，坚强等 2016）。 ， ， ， 大猪疫 生 率上升 存 猪供给弹性显著 于由于生 情的影响 猪死亡 栏下降 生 需

。 本 ， 长 对 。求 性 在消费者的 费偏好基 定 况 者 内 猪 需 养 者 期生弹 消 稳 的情 下 消费 期 肉的 求不变 殖 预 猪

、 ， 也 。 ， 长出 价格上涨 猪养殖的边 益 将 殖者 时市场会 现供不应求 的状态 生 际收 增加 此时 养 会延 养殖

， 长。 ，的养殖时 预期价格的上涨而 在 阶段 随着养殖 间间 最优 间会随着 延 此 时 t 长，加 各可 要变 素投

， 小。本 （入 生 边际 逐 用量增加 猪 增重 渐变 文 1） ：表 生猪 随 化的关系式 示 边际增重 养殖时间变

10

1
 tte

kMP （1）

（1） ，式中 0t ， 大生猪疫情等 因素 殖主 利 目标的最是无 外部 的影响时 养 体为达到 润最 化 优养殖

间时 ；k表示生猪养殖的 准 增重标 日 ；
t te 0 11 长代表在加 养殖期内的 ， 猪 效 养 时间生 增重 率随着 殖 t

的 况增加 变化情 ， 设假 0tt  （ 在无 等 响即 生猪疫情 外部因素影 ）时，生猪 为增重效率 1，此时边际利

为润 0。由于 0tt  ， ：所以有  t te  0 11 0，1 。

长， ， ：着养 生 量增加 其 数为随 殖时间加 猪总重 总重量函

①
生猪边际增重也称生猪日增重，即生猪养殖期间每天增加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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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
e

kGG
t

t tt 
0 0 10

1
（2）

（2）式中，G 头是每 生猪 产 期内的总重量生 周 ； 0G 示在没有 部 的表 外 因素 影响下，养 主体殖 在

大 计 。常 根 利 最 化 的 猪重量正 情况下 据 润 目标所 算 出栏时的生

大 ， ：养 产目标是利 化 其 函数殖者的生 润最 决策的目标 为

tVCFCdt
e

kGP
t

t tt 





   

0 0 10
* 1 （3）

（3）式中， 头 来养 猪所带 的为 殖每 生 利润；
*P 猪疫情发生后养殖 预 的生猪市场价为生 者 期 格；

FC 头 本；为每 生猪 养 内 定在 殖期 总的固 成 VC 头 本， 料 本、为每 每 耗 变 成 包生猪 天所消 的 动 括饲 成

本、 、 。工 疗防疫费 期内消耗的 费用人 成 水电费 医 等在养殖 各种

（将 3） 对式 t ：可得求偏导

VC
e

kPd tt  1
*

0

1 （4）

当 0d ， 大 ， ：函 极 值 即时 目标 数存在

VC
e

kP tt  1
*

0

1
（5）

头 本 ， ， 择 长 ，在 天耗费变动成 不变 前 下 若生猪价格 涨 养殖者 选 殖每 生猪每 的 提 上 会 延 养 时间 使

本 ， 大 。边 收益 动 从 实 利润 假际 与变 成 相等 而 现 最 化目标 设 1t ，疫情的影 主体由于是在生猪 响下 养殖

。 （预 猪价 迟出 优 间 由期生 格上涨而延 栏后的最 养殖时 5）式可知 长延 的变异系数为养殖期
①
：

1ln
*

0

1 



VC
kP

t
t

（6）

， 对在 他 变投入要素市 价格不变 情 养 猪 情发其 可 场 的 况下 殖者 生 疫 生后
*P ，的 好预期越 殖养 期

长 也 大延 的 就变异系数 越 ， 间则养殖时 长会更 。由此，生猪 少栏量将逐渐出 减 ， 也给量供 将随之下降。

， ，生猪 下 栏时间的 在正常生猪出栏量 础 的延迟 而正常 猪出栏量疫情冲击 生猪出 延迟只是 基 上 生

疫 直受 情的 接影响，本文用width表示 疫 指生猪 情宽度 数
②
。 义根 生猪 指据 疫情宽度 数的含 ， 生猪假定

，疫情 发生单位变 引起 单位宽度指数 化会 出栏量发生 变化 则 情疫 暴发后 ：正常生猪出栏量为

  001 / SwidthwidthS  （7）

（7） ，式中 0width ，是处于正常水 时 猪疫情宽度指 值平 生 数 width 是疫情 生 的 情发 期内 生猪疫

，度指 际宽 数实 值 0S 。情 发 生猪 常是疫 暴 前 市场的正 供给量

①
生猪养殖期延迟的变异系数指受生猪疫情冲击后的最优养殖时间与无外部因素影响时的最优养殖时间的比值。变异系

数越大，表明在生猪疫情冲击下养殖期延长的时间越长。

②
生猪疫情宽度指数，反映生猪出现疫病的范围情况。该指数是布瑞克农业数据库通过监测各地生猪疫病（主要包括蓝

耳病、猪瘟、急性腹泻、高热）情况，然后从暴发范围、严重程度、传播速度等方面量化打分，综合得出的指数序列，

反映疫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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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行为易 相同经营主 影响 殖者决策 受到周围 体的 生猪市场养 因“ 应同群效 ” ，均趋向于的作用

长 ， 。 双 ，间 以获得超额利润 生 疫情冲击和养 者延迟出 的 响 生 供给延 养殖时 在 猪 殖 栏 重影 下 国内 猪 函

：表数 示为

0
1

00 S
t
t

width
widthS  （8）

少猪 给 总量生 供 减 S （可以由 6）、（8） ：推式 导得出












)(ln1

11 *
0

0 VCkPwidth
widthSS （9）

（由 9） ，可知 生猪 指数式 疫情宽度 width 大， ， 少越 价格 越高 总量上涨 生猪供给减 S 大；越 而

， 对 。 大，求 者 猪肉的 逐渐恢复 生猪供需 口 而逐渐扩 生猪 场均衡价 继在需 侧 消费 需求量则 缺 因 市 格 续

， 一 长。 一 大升 猪 养周 步 供 缺 进 步 生 并进入高上 引致生 饲 期进 延 生猪 需 口 加 将导致 猪价格上涨 机制运

。 ， 。水平 由此可 猪价 重程 呈 性波动特行 见 生 格随疫情严 度不同而 现非线 征

（三）生猪疫情对猪肉价格非线性冲击的微观机理分析

对 ， 也环节疫情 生猪价格 非 性影响外 加工 节 会产生 同除养殖 的 线 环 不 程度“压库惜售”的 应链供

， 。 、 ，效 猪 价 出现 涨 供给紧缺 上涨的前提 工企阻滞 应 致使 肉 格 非线性上 现象 在生猪 出栏价格 下 加 业

本 ，必 。 ， 、的成 推 零售价格 在猪肉供不应求 预 市 价格上涨的收购生猪 上升 定会 动猪肉 上涨 同理 期 场

， 也 ， ， 一 。条 下 加工企 会 经 适 延迟 从 猪 供 短缺 恶件 业 调整 营决策 当 销售 而导致 肉 给 现象进 步 化

较长， 小， 。的周期性 肉供给弹性 通过 全弥 需生猪养殖 短期内猪 难以 进口渠道完 补猪肉供 缺口 因

， ， 。 未来 ，此 在国内 应求的条件下 卖方 市 中起主导作用 工企业预 猪 格市场供不 在 场 加 期 肉价 上涨 将

囤 ， 。会 猪肉 供积 限量 应 受 2018年 8 洲 瘟 ， 也 了月 猪 件的 市 程度的非 事 冲击 猪肉 场 出现 不同 “抢肉”

和“囤肉” （ ，象 石自忠等现 2020）， 少 ， 较大 对猪出 接影 加 后市的受生 栏量减 的直 响 规模 的 工企业

较 ， 囤 冻行 普遍存在 积冷 肉的 作情比 看好 操
①
。 ，在消费者收入 束的条件 加 业 释但 约 下 工企 会适当 放

， 力 ， 。供给 免 猪 价 超过 承 肉价格再 猪肉滞销的以避 当预期 肉 格 消费者可 受的能 时 猪 上涨导致 现象

一 ， ，假定 符合 经 在不受生 冲击时 每天的猪肉 售 为单 加工企业 可持续性 营条件 猪疫情的 销 量 Q，

每单位猪肉的销售价格为P， 本销 为售成 sC ；当 ，生 疫情出现 猪 时 库压 率为， 企 每 的压则 业 天 库

量为 Q 。 少 ，业 量 每单位 望价格增量企 由于减 出库 猪肉的期 为 P ， 么企那 业 所获每天压库 得的

：收边际 益为

PQMR   （10）

冻 、 ， 一 本。 采肉存储需 库 消耗电费 还需占 定 资金成 这里 用冷 要占用仓 用 的 dC 示压库销 期表 售

业 猪间企 每单位 肉所 本（耗 成费的 包括 本、 本、 本 ）。 ，库 行 维护 等 迟出冷 运 成 成 资金成 同时 企业延

售猪 是逐渐累积肉的总量 的。 猪疫生 情发生后， 定加 第假 工企业在 0h 按照压库天开始 率囤积猪肉，

待第h 来 囤 。天达到最高价 后 售原 的 积量格 出 则从 0h 到h ，期间 企 获 总业 得的 利润= 库 量以总 存 涨价

①
资料来源：《猪肉价格上涨 销量稳定 行业集中度或进一步提升》，http://www.ce.cn/cysc/sp/info/201908/27/ t20190827

_330134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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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销 所 得的的价格 售 获 利润+ 囤 ， ：量 价格销售 增量利润 其 函数总 积 以涨价后的 所获得的 利润 为

      000
0

hhCQhhPQhhCPQR d

h

hs    （11）

（将 11） 对式 h ：导可求偏 得

    00 hhCQPQhhCPQ
dh
dR

ds   （12）

（12） ，式中 当 0
dh
dR

， 大 ，时 数存在极利润函 值 由此 ：得可

 


s
d

CP
hhCP


 0 （13）

从（13） ， 一 ， 长，式可以看出 在 库 定的情况下 压 时间越压 率 库 P 大， 囤越 工 越加 企业 增加 积

，对量 场上 价 的 动 用市 猪肉 格上涨 推 作 就 大越 。 一 囤作 个企业 积 效应实现这 推动 用是通过各 量的累加

。的 较小， 少 ， ， 。猪肉 市场 量 况下 猪肉 导致价格上涨 此时因为 需求弹性 在 上总供给 减 的情 供不应求

， 。工 业倾向于压库 售 从而形 恶 环加 企 惜 成 性循 迟 售但在延 销 的 ，中 价 上过程 当猪肉 格 涨达到消费者

心 ， 。 又 ， 大最 市场消费 降 这时加工 会适 出库 并的 高 理价位时 量将会下 企业 当增加猪肉 量 增 供给 保持

。 ， 。 一 又 一稳定水平 的动态调整后 最终 格 到新的均衡点 工环节的 调 程在 经过供需 价 达 加 这 整过 进 步

了 。剧 肉价 非 动加 猪 格的 线性波

， ， 对之 生猪 期 格冲击的 生猪生产和 加工 累积总 在 疫情暴发 疫情 猪肉价 总效应是 猪肉 两个环节的

。 一 了 ， 长 势。这 用共同推 格的剧烈波动 从而 猪 价格出现爆炸 的增 态效应之和 叠加作 动 猪肉价 使 肉 式

四、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2009 、 、 较 ，年 丹 肺 病 现的 高猪 毒 猪 疫 蓝耳 出 频率 2009 较 ；猪 情 严重 情年的生 疫 为 且生猪疫 宽

度指数自 2009年 2 布。 ， ，本月公 因 的可得性与 疫情 情形 虑此 从数据 生猪 暴发的现实 两方面考 文选

本数据样 区取 间为 2009年 2 至月 2020年 2 。月的时间序列 据数

1. 。因变量 本 对 ，文的研究 的是测度 同 下 情 肉价 影 选 猪目 不 区制 生猪疫 猪 格的 响 因此 取 价格肉

（ pork ） ， 。 来 布量 猪肉集市 猪肉价格的 变量 克农作为因变 以去皮带骨 价格作为 代理 数据 源于 瑞 业

数据库
①
。

2. 心 。自变量核 （生猪疫情宽度指数 width ），选取生猪疫情宽度 数 为衡量生猪疫 暴发情指 作 情

。 ， 、 、况 代 量 可 综合 全 内 猪 情暴 要 严重程度的 理变 该指数 以 衡量 国范围 生 疫 发情况 主 从暴发范围 传

， 来 布 。等几方面量 分综 自 瑞 据播速度 化打 合得出 数据 克农业数 库

3. 。控制变量 ，本 。参考 猪肉价格变动的相 文 文选取以下控 变量现有关于 关 献 制 ① 本。养殖 生成

（ ，殖 发 的费 导 价 变 的主 磊猪养 环节中 生 用是 致猪肉 格 动 要因素 张 等 2008）， 本 料 本饲 成 是仔猪成 和

本 ， 本生 的重要组成 占饲猪养殖成 部分 养总成 的 80% （ ，上 张以 敏等 2018），本 仔 价格文以 猪集市

①http://www.ag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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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glet） 料 本（和饲 成 fc） 本 。量养殖成 的关键性 标作为衡 指 ② 猪存栏量生 （ stock ）。生猪存

，栏是决定 肉 量 性 标 从 侧 肉 格猪 供给 的基础 指 供给 影响猪 价 。③ 。 、代品 羊 为替 价格 牛肉 肉和鸡肉作

类 ，对 ， 必 。主要的 猪肉具有替 用 其 影响 由 是中国仅肉 消费品 代作 价格变化 然 猪肉价格 于鸡肉 次于猪

二大 类 ， 又 较 ， 对 ，的第 肉 消费品 同时 于 肉和羊肉的价 普遍 高 因 鸡 肉 效 明显肉 鉴 牛 格 此 肉 猪 的替代 应

猪 要 代成为 肉的主 替 品（石自忠等，2013）。本 取 价格文选 白条鸡集市 （chicken）衡量 格替代品价

对 。变动 猪肉 的影价格 响作用 ④ 。 ，经济 价 化与宏观 情况密切相关 国民国民 水平 猪肉 格的变 国民经济

必济 平的提高 然会 动内需经 水 拉 ，进 推 价而 动物 上涨（ 静杨 、 会明姜 ，2015）。本 取 产 值文选 国内生 总

（ gdp ） 长 ，量经 作 价格的宏 素衡 济增 水平 为影响猪肉 观经济因 ，同时采用插 将值法 GDP季度数据

，为月 率 过转换 度数据 频 转换通 Eviews 9.0软件实现
①
。 来 ，变量的数据 源中在控制 GDP 来数 源据 于

计国家统 局
②
， 来 布 。其他 据均 自 瑞 数数 克 据库

，本 采为 节 因素 响消除季 性 的影 文 取X-13 对 、 料 本、 、方 猪 价格 集的 法 肉 饲 成 仔猪 市价格 生猪

、 。 采存栏量 白 价格和国内 总值 以货 的 消费者物 行条鸡集市 生产 做季节调整 币为单位 数据 用 价指数进

， 对 对 ， 。价格平减 并 所有 量 数处理 以消除 方差性影变 取 异 响

计所 量 性 如表有变 的描述 统 1 。从所示 表 1 ， 较大，以 出 猪疫 数 明中可 看 生 情宽度指 的标准差 表

较 。生猪疫 况 为剧烈情波动情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义变量含 均值 差标准 小最 值 中位数 大最 值

porkln （ 对 ）带骨猪肉 取 数去皮 集市价格 3.052 0.175 2.817 3.024 3.714

widthln 生猪疫情宽度 数指 （ 对 ）数取 -1.308 0.392 -2.526 -1.328 -0.301

fcln 料 本（ 对 ）饲 成 取 数 6.397 0.165 6.090 6.476 6.606

pigletln （ 对 ）仔 集市价格 数猪 取 3.197 0.312 2.667 3.175 4.155

stockln （ 对 ）存 数生猪 栏量 取 10.670 0.100 10.299 10.701 10.761

chickenln （ 对 ）条鸡 价白 集市 格 取 数 2.733 0.070 2.608 2.735 2.989

gdpln （ 对 ）国 生 总值内 产 取 数 10.753 0.355 10.033 10.767 11.246

（二）模型设定

阈 一 ， 找 阈 本 ，归 要的结构 通过模型预 值并 不同值回 模型是 种重 变化模型 测 到 将样 分割在 区间 当

未 阈 ， ， 。阈测 过 知 值时 具有分线段特征 且 生 制变化 值回归 型不仅可 测观 变量通 函数模型 发 区 模 以 度

阈 ， 阈 对 ， 本值 可 清楚 测 区 内 变量 量 程度 明确出 点 而且 以 地观 到不同 制 值 被解释变 的具体影响 考察 研

中生猪疫情 猪肉 变化 换究 造成 价格非线性 的机制转 点，对 一猪疫情的 具有 定的参考价值于生 风险防控 。

，本此 借助因 文 Tong（1983）和Hansen（2000） 阈 对提出的 回归模型 析 疫 价 的冲值 分 生猪 情 猪肉 格

。阈 本 ：应 严 程 变化 非 回归模型 形式设定为击效 随疫情 重 度 而呈现的 线性特征 值 的基 表达

①
依据高铁梅（2009）提出的经济数据频率由低频到高频的转换方式，本文将GDP 季度数据经过季节调整后再进行频率

转换。

②https://data.stat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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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k

m

k
ki eqIxy  



 ,
1

0 （14）

（14） ，式中 iy ，为被解释变量 ikx ， ，解释为 变量 其中 i 本为观测样 的序号，k 为 的解释变量

。 义个数 定  ,iqI ，阈为指示性 数 变量函 值 iq 在 ，集合上 ie 扰 。动项为

一 阈 ， 划 ， ：若存 个 分 区 模型 式在 值 则 为两个 制 表达 为

    ii

m

k
ikki

m

k
ikki eqIxqIxy 

















 


1

1
01

1
0  ＜ （15）

（15）式中，被 释 量解 变 iy 本在 去 集市价格研究中指 皮带骨猪肉 （ pork）。阈值变量 iq 解释为

变量 ikx 一的 素个元 。 1 阈为 值参数，区制 1、区制 2 件的转换条 分别为： 1＜iq ， 1iq 。参数 k
阈 小 阈为 值 参数变量 于 值 （即 1＜iq ）时的自回归 率斜 ， 数参 k 阈 大 阈为 值变量 于 等于 值参或 数（即

1iq ） 。自 率时的 回归斜 ie 扰 。动项为

本 阈值文将 变量 iq （为 猪 情宽设 生 疫 度指数 width）， 释解 变量 ikx 猪疫情宽包含生 度指数

（width）、 猪集市价格仔 （ piglet）、 料 本饲 成 （ fc）、生猪存栏量（stock）、 鸡集白条 市价格

（chicken）、 （民 平国 经济水 gdp）6 。 （个变量 则 15） ，式中 6m 。

本 文 选 用 iX 和  iX ， ：作 为 替 代 向 表 为量 示  65432 ,,,,,1 iiiiii xxxxxX 
，

      '1
'

1
'   iiiii qIXqIXX ＜ ，分别替代（15）式 的所有解 变中 释 量。则（15）式 示可以表 为：

    iiiiii eqIXqIXy  1
'

1
'  ＜ （16）

或表示为：

  iii eXy   '
（17）

（17）式中， 要 是最重 的  、 的确值 定，其中，  '''  。 布残 分 的假定在 差为独立同 条件

， 采 大 计 。 阈 ， 采 计取最 似然估 鉴于 是非 连 用序列条 方下 应 方法 值回归方程 线性及不 续的 则 件似然估

。法结果最优 在� ， 计值 定 似然估 的给 时  ：为

        















 







n

i
ii

n

i
ii yXXX

1

1

1

'ˆ  （18）

（根据 18） 计 ，计 ：式 算残差 式算 为     ˆ iii Xye 。 ：残 为则 差方差

   2
1

2
n n

1  



n

i
ie （19）

定假  一被 在 集限制 个有界 合 ， ， （内 使则 19） 小 ：式 达最 化的表 式为

  2
nminargˆ 

（20）
将 阈化为 值变具体 量 iq ， ：则有

 iq2
nminargˆ  

（21）
阈 阈 计据 值回归模 值变根 型的 量估 原理， 小残差即 方差最 （Tong，1983）， 阈 计得 估 值可 值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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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继而 参数估 值得到其他

五、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一）生猪疫情与猪肉价格的动态关系分析

阈 ，本 势 （在 值回归 果 析之前 文先刻 生猪疫情 猪 格 趋 见图结 分 画 与 肉价 的变动 图 2）。从图 2中

出可以看 ， 势肉 格随 宽 加而呈现 涨的态猪 价 生猪疫情 度指数的增 滞后性上 。其中，2009年 6月、2011

年 1 、月 2019年 1 三 ，对疫情 的 应的生猪 指数分别为月是生猪 宽度指数 个峰值 疫情宽度 0.55、0.39、

0.74。这与 2009年 肺猪 疫、猪丹毒，2011年、2012年口 疫以及蹄 2018 大 洲 瘟年 模 的 有规 暴发 非 猪 具

较大 相关的 性。 三这 之在 个时点 后，相 的猪 逐 值点应 肉价格均 渐上涨至极 。如 2011年 1 情宽月生猪疫

，度指数 峰值 开始 并达到 后 猪肉价格 迅速上涨 在 2011年 7 ，对达到极值月 应价格为 27.62元/ 。千克

此外， 2018年 9月至 2019年 6月 生猪疫情宽度 数的最高 期为 指 时 ， 洲 瘟大正 规 暴发此时 值非 猪 模 阶

， ， 也随 疫 宽 指数 价段 着生猪 情 度 变化 猪肉 格 自 2019年 2月的 17.20元/千克暴涨至 2020年 2 的月

42.42元/ ，一 长千克 年 格增内价 率高达 146.63%， 。 ，价格 状 可见 生猪出现 高位运行 态 由此 疫情宽度

一 ， 。指数与猪肉价格之 具 定的动态相关关 且两者在 化 上 滞 规律间 有 系 变 形式 存在时 性

图2 生猪疫情与猪肉价格变化趋势图

（二）平稳性检验

， 对 ， ： 。型 前 先 间序 稳 设为 被检 在单位根 检在模 回归之 首 时 列进行平 性检验 原假 验序列存 验结

果如表 2 ：所示 在 5% ， 、 类 ，显著 生 宽度指数 者物价指数拒绝原 设的 性水平上 猪疫情 食品 消费 假 即

， ； ， ，不存在单位根 明原序列 平 列 量 拒绝 设 单 根 明原 平表 为 稳序 其他变 不 原假 即存在 位 表 序列为非

。本 一 对 一步 非平稳 分后的数据 单位稳序列 文进 序列 阶差 进行 根 ， ， 一均拒 表检验 结果 绝原假设 明 阶

。分序列为差 平稳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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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平稳性检验（ADF检验）

（三）非线性检验

为 格波动存 性效应验证猪肉价 在的非线 ，本 采文 用BDS 计 检验 动是 线统 量 猪肉价格波 否存在非 性

特征，BDS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BDS 计统 量检验的原假设为： 布时 序列为独立同 过程间 分 。如果检

验 拒 设结果 绝原假 ， 表明 序 非 性 系则 时间 列存在 线 关 。从表 3 出可以看 ， 大度增随着嵌入维 ，BDS统

计 大量逐渐变 ，z 计 布量服从标准 分统 正态 ，且是BDS 计 布限分统 量的极 。BDS 计 的统 量检验 概率值

小均 于 0.01，因此在 1% 均拒绝原假设水平上 。该检 结 表明验 果 ，猪肉价格 间序列存 非 关时 在 线性 系。

表 3 猪肉价格时间序列的非线性检验结果

：注 在BDS 计 ，验 距离统 量检 中 设置维数 7.0 ，嵌入维度 5n ， 行自举抽样并进 10000 增强次以 测试结果的

。准确性

（四）阈值变量滞后期数的确定

阈 ， 对 ，值 作时 考虑 猪肉价格具有滞后 影 同时依据在进行 回归操 生猪疫情 性 响 AIC 小最 准则和

SSR 小 阈最 准则 定 量 期确 值变 的滞后 数，阈值变 后 检 结 如表量滞 期数的 验 果 4所示。由表 4可知，当

情宽度指生猪疫 数滞后 5 ，时期 AIC值和 SSR 小， 阈值均 此确 滞后最 因 定 值变量的 期数为 5期①
。

表 4 阈值变量滞后期数的确定

阈值变量 AIC值 SSR值 区制

)1(ln width -5.012 0.046 1

)2(ln width -4.992 0.047 1

)3(ln width -4.941 0.049 1

)4(ln width -4.927 0.049 1

①
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为月度时间序列数据，滞后 5期即为滞后 5个月。

变量
原序列 一阶差分 列序

ADF 5% p值 平稳性 ADF 5% p值 平稳性

porkln -1.542 -3.444 0.810 不平稳 -5.469 -1.943 0.000 平稳

widthln -5.594 -2.884 0.000 平稳 — — — —

fcln -2.476 -3.444 0.340 平不 稳 -10.086 -1.943 0.000 平稳

pigletln -2.323 -3.444 0.418 不 稳平 -5.247 -1.943 0.000 平稳

stockln -1.145 -1.943 0.229 平不 稳 -6.284 -1.943 0.000 平稳

chickenln -2.778 -2.884 0.064 不 稳平 -6.474 -1.943 0.000 稳平

gdpln -1.854 -3.446 0.672 不平稳 -2.353 -1.943 0.019 平稳

维嵌入 度 BDS 计统 量 量标准 z 计统 量 p值 自 抽举 样p值

2 0.062 0.006 9.677 0.000 0.000

3 0.109 0.010 10.673 0.000 0.000

4 0.131 0.012 10.800 0.000 0.000

5 0.135 0.013 10.667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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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n width -5.016 0.040 2

（五）阈值回归结果

根据Bai-perron 阈 ，阈法确定 值个数 值个 测 结果如表测定方 数 定 5 。所示 在 5%的显著性 平水 上，

1 阈 择。值 选 滞后个 为最优 以 5 阈生 宽 指 为 值 到期的 猪疫情 度 数 变量时得 1 阈 计 ，即表个 值估 参数 5

中的分割值（-1.050）， 对值 应的实际 疫情该 生猪 宽度指数为 0.35①。 阈 本 划该 值 分 区将样 数据 为两个

，阈制 值回 表归结果如 6 。所示

表 5 以生猪疫情宽度指数为阈值变量的阈值个数测定结果

：注 “0vs.1”表示 0 阈 和个 值 1 阈 对 ，值的个 比 ** 示表 1 阈个 值在5%的 著 水平显 性 上优于 0 阈 。值个

表 6 以生猪疫情宽度指数为阈值变量的模型回归结果

：注 ***、**、*分别表示 1%、5%、10% 。著性的显 水平

，本 对 了 对 一 ，到 列 文 猪肉 取 数及 阶差分处理 此 解释变量为猪 价格增为得 平稳序 价格进行 因 被 肉

长 。率 表从 6 计 来 ，果 回 结果 后估 结 看 线性 归 中滞 5 ，猪 情 度指期的生 疫 宽 数不显著 且 于拟合优度低

阈 。 ，值回归 合优度 这表 后结果的拟 明 滞 5期 宽度 肉 间不存在 性的生猪疫情 指数与猪 价格之 显著的线

， 采 阈 。关系 因此 用 值回 更 科学性归 具

表 6 ，中 区制一阈值回归的 数 为系 之和 1.042，区制二阈 回 的系 和值 归 数之 为 3.561， 高 前后者 于

，者 并且 的约是前者 3 。 ，倍 这表明 制区 二 较大。的猪肉 幅度 当实际 疫情 于价格波动 生猪 宽度指数低

阈值 0.35时， 本格 平稳状态猪肉价 基 处于 ； 阈情宽度指数高于 值当生猪疫 0.35时，猪 价格处于剧烈肉

。动的状态波 在区制一 ，滞中 后 5 生 疫情 指期的 猪 宽度 数对 长价 增 的影猪肉 格 率 响作用 ，显不 著 表明

较 ， 对 ，情程度 轻 击 猪肉价格 动无 关系 近 平稳的运在疫 时 疫情冲 的波 明显的影响 猪肉价格 似处于 行状

①
由于在进行阈值回归操作时将生猪疫情宽度指数取对数，因此阈值点对应的实际生猪疫情宽度指数为

050.1e 。

阈值变量 阈值测定 阈值 量数 F 计统 量 S-F 计统 量 临 值界 序贯值 割分 值

)5(ln width 0vs.1** 1 3.593 25.153 21.870 -1.050 -1.050

1vs.2 2 1.758 12.303 24.170 — —

线性回归 p值
阈 （值回归 区制一）

)5(ln width < -1.050
p值

阈 （归值回 二区制 ）

)5(ln width ≥-1.050
p值

)5(ln width -0.003 0.559 -0.014 0.106 0.078*** 0.010

pigletd ln 0.550*** 0.000 0.518*** 0.000 0.455*** 0.000

chickend ln 0.218** 0.050 0.213* 0.067 0.731** 0.025

fcd ln 0.191*** 0.005 0.130* 0.068 -0.225 0.405

gdpd ln -0.071 0.421 -0.047 0.573 2.710*** 0.007

stockd ln -0.112 0.429 0.242 0.228 -0.188 0.410

常数项 -0.004 0.662 -0.018 0.135 0.040* 0.087

F-statistic 71.043 39.643

R2 0.779 0.819

AdjustedR2 0.768 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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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在区制二中，滞后 5 对 长期的生 疫 宽度指数 猪肉 格增 率的 响 为猪 情 价 影 系数 0.078，且在 1% 水的

， 阈 ， 对 。上显 明 疫 宽 指数 其 动存在显 影响平 著 表 当生猪 情 度 超过 值时 猪肉价格波 著的正向

对生猪疫 肉价 在明情 猪 格的影响存 显的区制 ，变化特征 一 ，在区制 中 滞后 5 生猪疫情宽度指期的

对 。 较小 ， ，数 肉 格的影响不显 主要原因 生 情 数 疫情 范 疫 防 措猪 价 著 是 猪疫 宽度指 时 传播 围有限 病 控

较 ，对小 较 势， 染施 分 间进行隔 控制疫病蔓 因此 而 病易实施 部 疫区养殖空 离能够 快 延趋 受疫情影响 的

较小， 少 也较小。 ， ，数 栏及后代 幅度 同时 非疫区生 存 量保持稳定 总 供生猪基 生猪存 商品猪减 猪 栏 体

， ， ， 对给量在 期 下 消 者需 疫 有 下 整体 均 保持相短 略有 降 此时 费 求受 情影响 所 降 供需处于 衡水平 价格

。 ，小 ， 对稳 情防控措施 效实 得到 量 下降 后代 影响定 随着疫 的有 施 规模疫情 控制 存栏 的微幅 商品猪的

大， 。 ，小 对不 生猪供给量 迅 恢复至疫情暴 前的水平 此 疫 发 肉市 冲可 速 发 因 规模 情的暴 猪 场的 击可在

， 。 ， 又市 机 自我 用 猪肉价格 剧烈震动 同 归模 疫情场 制 调节的作 下恢复常态 不会出现 时 回 型中 将生猪

滞宽度指数 后 5 ， ， 对 本 。此时点生 全面控制 生猪疫情 肉 格的影响基 消期 在 猪疫情已 猪 价 失

二 ，在区制 中 较大 ，生 情 数 滞后当 猪疫 宽度指 时 5 对 长生 宽 指 猪肉 有期的 猪疫情 度 数 价格增 率 显

影响著的正向 。这表明， 情程度严重生猪疫 时， 情扩 面积疫 散导致受灾 广、 度影响程 深、 长时间持续 ，

染 ， 也较 ， 大 。受疫 感 的生猪数量多 能 母 死亡率 高 因此 体存栏量 下 严 到情影响而 繁 猪 整 幅 降 这 重影响

力， 较长，大 少 ，期生 繁 加 生 养殖 猪 水平下降 量在短后 猪的 殖能 再 上 猪 周期 量种 减 造成生产 生猪供给

。 ， ，期内 恢复 预期 求 暴发后将 复 生猪市场供不应 将 动难以 此外 养殖户 消费者需 在疫情 会逐步恢 求 推

， 择 长 ， 少 。生猪价格上 因此选 延 栏 减 应 以致 供 除 殖 延迟涨 出 时间 生猪供 量 猪肉 给紧张 养 者 出栏行为

， ， 了 。外 业延迟销 格高峰期出 肉的 加剧 短 面 从猪肉加工企 售 等待价 售猪 决策行为更 猪肉供给 缺的局

来需求侧 看， 心疫情发生初期消费 的 费信 不足虽在 者 消 ，但随 疫情防控 施 传着 措 及宣 、 力 增引导 度 强，

对 心 ，消费 肉 信 塑 费偏者 猪 的消费 重 消 好影响 ，至 求量超过 前甚 导致市场需 疫情暴发 猪肉市场 明出现

， ， 。显 和需 现 造成猪肉 进而波及生猪产业 上 游的产品价格的供给不足 求回升的 象 因此 价格暴涨 链 下

表从 6 ，的回归 果 看结 可以 出 二 ，制在区 中 对 较大， 大仔猪 猪 的 向 响 说 猪价格 肉价格 正 影 明在重 生 疫

， 大， ， 。生猪产量 产业链价格 顺畅 格上 动 格上扬情冲击下 缺口 因此 传导 上游仔猪价 涨能够推 猪肉价

当 滞后生猪疫情 5 ， 对期后 鸡肉价格 肉 格具有明显的 向影响猪 价 正 。这 明说 ， 疫生猪 情暴发 ，期 肉鸡

， 大作 肉 替 品 肉价 可 者转而增为猪 的最佳 代 猪 格的上涨 能使 量消费 加对鸡肉的需求。但当生 情猪疫 暴

发 5 ， 一 ， 了 ，肉需 恢 鸡肉价格 加推动 猪肉需求量 增 因此鸡肉个月后 猪 求得到 定 复 此时 的上涨更 的 加

对 较大。价格 化 猪肉价 的变 格 影响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 了 对 。 ，本文 理 猪疫 肉 击 传 路径首先梳 生 情 猪 价格冲 的 导 其次 文 、于 减规律 利基 边际报酬递 润

大 了 、衡条件和预 论构 量函最 化均 期理 造 生猪总重 数 和 业的养殖者 加工企 ，利润 理论分析表函数 通过

明不同 重 度的严 程 对生猪疫情 肉价格猪 的 ， 对响 差 猪 情 猪 格 有 线 冲击影 存在 异 即生 疫 肉价 波动具 非 性

效应。最后，依据 2009年 2月至 2020年 2 本月的样 数据，本 采 阈 回归模型分 同疫文 用 值 析不 情影响

。 ： 一，肉价 反 结果表明下猪 格的不同 应 研究 其 当 后以滞 5 阈期的生猪疫情宽 指 作为 值变量时度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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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猪疫情 猪 价 影生 肉 格的 响存在 1 阈个 点值 ； 二其 ， 阈际 情 度 数低当实 生猪疫 宽 指 于 值 0.35时， 情疫

对 ， ； 三，格波动无 向影响关系 价格 运行 实 疫情冲击 猪肉价 明显的正 猪肉 处于平稳的 状态 其 当 际生猪

阈宽度 值指数高于 0.35时， 对生猪疫情 猪肉 格 动存在显著的 向影响价 波 正 。综 表上 明， 对猪生 疫情 猪

阈 。肉 格波 击 显 值 应价 动冲 具有明 的 效

，本 。 一， ，基 论 政策启示 猪疫情应急 体系 格干于研究结 文得出以下 第 强化生 管理 完善猪肉价 预

机制。 对 阈用 情宽度指 格影响的 值点运 生猪疫 数 猪肉价 ， 门畜牧 理 要强化生猪疫 应急管理 施管 部 情 措 。

， ，发 储 制度 用 时 放 备猪高效 挥猪肉 备 的作 精准适 投 储 肉 增强“ 池水蓄 ”和“缓冲器” 。调节作用的

， ， 本 ，疫情风险下 肉价 依据 公 原则 养猪 应积极引此外 完善 的猪 格干预机制 成 导向和 平公正 行业协会

导多方参 协 定价与 商 ，避免因个 企业借机 抬 而 跟 自利 助 普 高别 哄 猪价 引致的 风 行为 推价格 遍 涨。 二第 ，

， 。 大 术 ，充 肉 据 提高价 理水平 充分 数据 更新分利用猪 价格监测数 格预期管 利用 技 实时监测 猪肉价格

， ， 心 。构 的预警分 理引导市场预期 避 生 养殖者的盲目 策行为和 费 慌建有效 析系统 合 免 猪 决 消 者恐 理

完 猪肉逐步 善 “保险+期货” ， ，借 金 市场 理 肉价格 利 场的价模式 助 融 的风险管 工具稳定猪 用期货市

。 三，格发 能引 第 建 生现功 导供求平衡 立疫情期 猪标准重 ， 。出栏制 业履行社会责任 畜 管度 倡导企 牧

门 ，部 应根据不同 种生猪制 不 标 重 制实 准理 品 定 同的 准出栏 强 施标 重 ， 力制 加 生猪出栏 度 强 出栏监管

，对度 于按标准重 一 ， 。 ，出栏的养 定政策补贴 养殖 出栏 栏殖者给予 促使 者按照标准 重及时出 另外 市

门也 对 力 ， 囤 、 扰场监管部 肉加工企业的监管 避 出现 积居奇 串 涨价等 乱 场 的应加强 猪 度 免 通 市 秩序 行

， ， 长 ， 力。导 业履 会 顾 利 减缓 暴 肉供给压为 倡 企 行社 责任 兼 远 益 生猪疫情 发期间的猪

参考文献

1. 琮琮段 、刘灵芝，2020：《 洲 瘟非 猪 疫情影 我国 格波 关响下 畜禽产品价 动的动态 系研究——基于舆情管理视角》，

《 》农业现代化研究 第4 。期

2. 、戈 ，胡 阳浩 2020：《 洲 瘟 对 》，《 杂 》非 猪 疫情 我 生猪生产 市 影 畜 志 第国 与 场的 响 中国 牧 1 。期

3. 东、 ，向胡 郭世娟 2018：《 对疫 生 市场 研情 猪 价格影响 究—— 洲 瘟对 对 》，《产业冲击 价格理兼析非 猪 及应 策略

》论与 第实践 12 。期

4. 东、 ，胡向 王济民 2010：《 门 》，《 术 》中国 指 效应及政 业技 经济 第猪肉价格 数的 限 策分析 农 7 。期

5. ，高铁梅 2009：《计 ：量 济分析方法与 模经 建 Eviews （ 二 ）》， ： 大 。应用及 例 北 学 版社实 第 版 京 清华 出

6. 、 ，月刘明 张淑霞 2014：《 对 》，《 计 》禽 感 情事 蛋 效应分析 第流 疫 件 新疆鸡 价格的冲击 统 与决策 15 。期

7. 、 庠，罗千峰 张利 2018：《基于B-N 》，《 术 》国生 动 究 农业技分解法的我 猪价格波 特征研 经济 第7 。期

8. 、 寅 ，毛学峰 曾 初 2008：《 》，《 村 》基于时 序 分解的生猪价 周期识别 国 济间 列 格 中 农 经 第12 。期

9. 、 寅 ，学 曾 初毛 峰 2009：《 生 价 动 变动我国 猪市场 格 态 规律研究—— 》，《基 非线性模 业技于月度价格 型分析 农

术 》经济 第3 。期

10. 芳芳盛 、张玉梅、陈志钢，2020：《 洲 瘟 对非 猪 易 国猪肉市 的影响分析与中美贸 摩擦 中 场及贸易 》，《 村农 经济》

第12 。期

11. 、 、 东，自忠 王明利 胡石 向 2016：《 》，《 术 》中国畜产 市 态 征 析 农 经品 场状 转换特 分 业技 济 第7 。期



生猪疫情对猪肉价格非线性冲击的形成机理与检验

- 17 -

12. 、 、 ，石 忠 明利自 王 刘玉凤 2013：《 对 类 》，《 》肉 他畜禽肉 响 农业展望猪 价格变动 其 价格的影 第 5 。期

13. 、 、 东，石自忠 周慧 胡向 2020：《 对 》，《 》疫病 畜 格波动的 现代化研究 第冲击 中国 产品价 影响 农业 5 。期

14.孙 、 小 、 ，坚 崔 蔡玉梅强 梅 2016：《PPI和CPI ： 》，《 》的非 性传导 产 链 格 制 济研线 业 与价 预期机 经 究 第 10

。期

15.王静怡、 珏陈 颖、秦富、刘合光，2015：《 肉 价格传导中国猪 产业链市场 机制》，《 大农业 学学报中国 》第 2期。

16. 双 ，正王 2020：《 ： 》，《 》我 发展 控 前瞻 价格 践 第国生猪产业 与市场调 反思与 理论与实 4 。期

17.王秀清、H.T.Weldegebriel、A. J.Rayner，2007：《纵向 联 场间的价格传关 市 递》，《经济学（季刊）》第 3期。

18. 洪文 星、韩青、刘 怡锦 ，2020：《食 全 道 产 价格品安 丑闻报 与 销 传导—— 中 的经验研基于 国猪肉市场 究》，《农

术 》经济 第业技 2 。期

19. 龙夏 、何伟，2016：《基于 生猪 风 与预警研极值理论的 市场价格 险识别 究》，《 大业 学学报华中农 （社会科学版）》

第1 。期

20. 、 、 ，彪 施亮 刘洋许 2014：《 》，《 》我 生猪价格 测 证 业 济问国 预 及实 研究 农 经 题 第8 。期

21. 、 ，会杨静 姜 明 2015：《 》，《 杂 》吉 省猪 动 因素评价 志 第林 肉价格波 现状及影响 中国畜牧 6 。期

22.于爱芝、 鹤王 ，2016：《 阈基 我国 与于 值协整的 猪肉价格 CPI 究关系研 》，《 大华中农业 学学报（ 会科学版社 ）》

第3 。期

23. 、 少 ，于爱 郑芝 华 2013：《 对 》，《 术 》我国猪肉产业 价格的非 传 究 经 第链 称 递研 农业技 济 9 。期

24.张磊、王娜、 勇谭向 ，2008：《 本肉 格形 产 成 收益分猪 价 成过程及 业链各环节 析—— 市为例以北京 》，《中国农

村 》济 第经 12 。期

25. 庠张利 、 才张喜 ，2011：《 对外部 农 格波动的冲击 我国 产品价 影响研究——基于农业产业链视角》，《管 世界理 》

第1 。期

26. 、 、 ，张敏 思维 刘凤柳 根 2018：《 》，《 》中 肉 动 时空 经 第国猪 价格变 的 效应 济地理 12 。期

27. 、 、 ，张 余乐敏 安 刘凤根 2020：《 》，《生 格的区制 线性动态调 为研 科学猪产业链价 转移与非 整行 究 中国管理 》

第1 。期

28. 才张喜 、 庠张利 、卞秋实，2012：《 对外部冲击 链价格波动的影响 调 机制研究生猪产业 及 控 》，《 术农业 经济技 》

第7 。期

29.Abdulai, A., 2002, “Using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to EstimateAsymmetric Price Transmission in the Swiss Pork Market”,

AppliedEconomics, 34(6): 679-687.

30.Cechura, L., and L. Sobrova, 2008, “The Price Transmission in Pork Meat Agri-food Chain”, Agricultural

Economics-ZemedelskaEkonomika, 54(2) : 77-84.

31.Chen, P. F., and C. C. Lee, 2008, “Nonlinear Adjustments in Deviations from the Law of One Price for Wholesale Hog

Prices”,Agricultural Economics, 39(1): 123-134.

32.Hansen,B. E., 2000, “Sample Splitting andThresholdEstimation”,Econometrica, 68(3): 575-603.

33.Tong, H., 1983, Threshold Models in Nonlinear Time Series Analysis: Lecture Notes in Statistics, Berlin: Springer,

https://link.springer.com/book/10.1007/978-1-4684-7888-4.



生猪疫情对猪肉价格非线性冲击的形成机理与检验

- 18 -

（ ：作 单位者 1 大 ；南农业 经 管理 院河 学 济与 学

2 大中国 业 经 理学院农 学 济管 ）

（ ：责 编辑 黄任 易）

The FormationMechanism andTest of the Non-linear Impact of Pig
Epidemics on Pork Prices

SUGuifang HUAJunguo SUNWenshan LI Keyu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the non-linear impact of pig epidemics on pork prices, collects the monthly data

related to pork prices from February 2009 to February 2020, and constructs a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with width index of pig

epidemics as the threshold variable to examine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pig epidemics on the fluctuation of pork pri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threshold point for the impact of pig epidemics width index with a lag of five-period on the growth rate of pork

prices. There are two operating mechanisms for the fluctuation of pork prices. When the actual pig epidemics width index is lower

than the threshold value of 0.35, pig epidemics generate no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fluctuation of pork prices. When the

actual pig epidemics width index is higher than the threshold value of 0.35, pig epidemic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fluctuation of pork prices. Based on these conclusions, on the one hand,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the threshold as a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ajor pig epidemics, strengthen the emergency control mechanism of pig epidemics, and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price expec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pig slaughter and

establish standards for pigs during the period of epidemics. The above measures can alleviate the severe impact of the sudden major

pig epidemics on the pork supply chain, so as to promote the long-term and stable operationof pork prices.

Keywords: PigEpidemic; PorkPrice; Non-linear Impact; Threshold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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