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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蔬菜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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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选取 2003-2017年湖南省批发市场数据，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湖南省蔬菜价格波动的

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当前湖南省蔬菜价格主要受居民消费水平、蔬菜生产成本和种植天气状况因素的影响，可以

通过引导居民消费偏好、合理控制生产成本、加强自然灾害预警等多种宏观调控措施来平稳蔬菜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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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蔬菜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波动，蔬菜作为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蔬菜产业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其价格上涨

并伴随长期波动不但增加了居民的生活负担、损害了种植者的劳动利益，而且破坏了我国的价格体系和市场体系，传导到第二、

三产业，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菜贵伤民，菜贱伤农”这一难题再次进入公众视线，蔬菜价格波动相关问题则成为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热点，通过

梳理发现主要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研究。一是以蔬菜价格波动的特征为研究方向。通过 HP滤波分析法等方法将蔬菜价格的时间

序列数据分离，得出其年度内呈现季节波动显著的特征（李建平，2017；肖小勇、李崇光，2016；罗超平，2013）。二是以蔬菜

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为研究方向。影响蔬菜价格波动的因素众多，学者们普遍认为：第一，供求关系的变化是其波动的根本因

素（杨媛媛，2017；赵仕红，2012）；第二，农资成本上涨会推动蔬菜价格上升（彭新宇、樊海利，2019；赵安平、赵友森，2012）；

第三，蔬菜流通体系的优劣直接影响蔬菜流通的效率和效益，进而影响蔬菜价格（徐茂华，2016；赵晓飞，2014），同时还有其

他因素对蔬菜价格波动起重要影响作用：如法定节假日（宋长鸣等，2017；张田苗，2016）、农户行为（宋雨河，2015）、市场

发育程度（代明慧等，2015）和货币供应量等（李靓等，2017；宋长鸣等，2014）。 

综上所述，前人的研究都极具开创性，但绝大部分都是以我国北方省市的蔬菜价格波动作为研究对象（张倩等，2019；李

伟伟，2015），而鲜有学者以我国南方省市为研究对象，虽然有少数学者针对福建省（庄稼汉，2016）、南京市（徐轻、朱战国，

2017）等地进行了案例分析，但关于湖南省的研究仍然十分缺乏。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开展蔬菜价格波动的

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以湖南省批发市场蔬菜价格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测算不同因素对蔬菜价格的影

响系数，探究蔬菜价格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缓解湖南省蔬菜价格频繁波动这一现象提供决策参考，进而对全国蔬菜价格研

究有借鉴作用。 

2 湖南省蔬菜市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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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湖南省 2003-2017年蔬菜零售价格环比指数，绘制成图 1。 

从图 1可以看出： 

(1）蔬菜零售价格指数呈现出波浪式运动走势。15 年间，蔬菜零售价格环比大于 100%的年份有 13 年，平均值为 10.67%；

环比指数小于 100%的年份有 2年，数值为-9.7%，从而形成了蔬菜零售价格波动的区间值。 

(2)2003—2017 年的蔬菜零售价格环比指数的平均值为 107.95%（年均环比增长 7.95%），最大值为 121.1%(2005 年、2008

年），最小值为 87.4%(2004年），标准差为 34.7%。呈现了蔬菜零售价格指数波动幅度大的特点。 

(3)2003—2004 年，蔬菜价格降幅最大；2005—2008 年，蔬菜价格经历了最大的涨幅，随后价格出现回落，最后升至最高

水平；2009—2011年，蔬菜价格呈明显的负增长趋势；2012—2017年，蔬菜价格出现了两次连续的明显波动。总体看来，近年

来湖南省蔬菜零售年际价格波动频繁且幅度较大，因此明确影响蔬菜价格波动的因素对于平衡蔬菜价格、稳定蔬菜供需关系、

解决“买难”与“卖难”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3 湖南省蔬菜价格波动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农产品因其明显的季节周期性，其价格变化与整体物价走势存在不一致。本文按照一定原则并通过筛选后，选取了蔬菜产

量、居民消费水平、蔬菜生产成本和蔬菜种植的天气情况这四个具有代表性且利于分析的因素，并结合微观和宏观角度逐一进

行分析。 

3.1蔬菜产量 

蔬菜产量主要从供求关系等方面来影响蔬菜价格。理论上，供大于求时，蔬菜价格下降，而供不应求时，蔬菜价格则上涨，

但是就蔬菜而言又具有其特性。目前，我国蔬菜产业还未形成规模化，大部分仍为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状态，因此信息不对称

现象普遍存在，例如盲目种植从而导致蔬菜产量和蔬菜需求量无法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进而导致蔬菜价格波动。 

 

图 1 2003-2017年湖南省蔬菜价格波动情况 

3.2居民消费水平 

居民消费水平即居民在物质生活中被满足的需求的程度，具体体现为物质产品和劳务的数量与质量。整体消费水平与蔬菜

价格具有线性关系，整体消费价格水平的提高对蔬菜价格的变化有着正向影响作用。例如，化肥、地膜、农药等农业用品价格

的上升使得蔬菜生产成本上升，进而导致蔬菜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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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蔬菜生产成本 

化肥、地膜、农药、灌溉用水等物质资料和人工成本共同构成了蔬菜生产成本。CPI指数的不断上升主要表现为物质资料成

本的增加，同时伴随农村剩余劳动力短缺带来的人工成本上涨，使得农户收益锐减，只能通过提高蔬菜的销售价格来保障自身

利益。所以蔬菜生产成本的高低对种植户的收益有着直接的影响，也对种植户的生产积极性有着间接的影响，并最终影响蔬菜

市场的供给情况和价格走势。 

3.4蔬菜种植的天气状况 

由于湖南省蔬菜产业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尤其是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的突发性、不确定性等特性使得自然灾害难以

避免，同时湖南省蔬菜种植户多为分散小农户且缺乏农业保险保障意识，因此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蔬菜种植业受天气等

不可控因素影响较大，蔬菜产量波动较大，最终使蔬菜价格波动较大。 

4 蔬菜价格波动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4.1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 

蔬菜价格波动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为分析各因素对蔬菜价格的影响程度，本文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逐一分析蔬菜

总产量、居民消费水平、蔬菜生产成本及种植天气状况这四大因素。 

 

其中α为截距项，β为偏回归系数，μ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Y）为蔬菜零售价格指数。综合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合理性，故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是蔬菜总产量、

居民消费水平、蔬菜生产成本、蔬菜种植的天气状况等影响因素，并将其量化。其中蔬菜产量（X1）用蔬菜总产量表示，居民

消费水平（X2）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表示，蔬菜生产成本(X3)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表示，种植天气状况(X4)用农作物受灾

面积表示。本文采用 2003-2017 年数据，以上一年为基期并取对，蔬菜总产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及

种植天气状况等原始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4-2018》、《湖南省统计年鉴 2004-2018》。 

4.2结果讨论 

4.2.1因子分析结果。 

数据并运用 SPSS25.0软件，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公共因子，以检验影响蔬菜零售价格指数的各个因子之间的共线性。因子

分析结果如下：Bartlett球形检验得到近似卡方值为 21.842，自由度为 6,Sig值为 0.001，结果显著，KMO值为 0.611，表明各

解释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做因子分析效果较好。 

按照特征值大于 1的原则选取因子，形成了 2个公共因子 F1、F2。看出因子 F1在 X2、X3、X4上的载荷值分别达到 0.945、

0.933、0.267，这些指标主要反映了居民消费水平、蔬菜生产成本、蔬菜种植的天气状况对蔬菜零售价格指数的影响；因子 F2

在 X2、X3、X4 上的载荷值分别达到 0.201、0.229、0.794，反映了居民消费水平、蔬菜生产成本、蔬菜种植对蔬菜零售价格指

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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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PSS.25.0 中可以直接得出 4 个影响因素的主因子得分，湖南省零售蔬菜价格指数与其影响因素综合评价值 F 可用

F=2.418F1+0.914F2来表示。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蔬菜零售价格指数的影响最为显著。CPI是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晴雨表”，由于农产品价格和外部经

济环境密切相关，非农产品价格变动导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化时也会影响到农产品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农作物受

灾面积这两个因素对蔬菜价格指数影响次之，农资成本的全面上涨及受灾面积增加使得蔬菜产量减少，这理当会使蔬菜价格变

动较大。而蔬菜总产量对湖南省蔬菜零售价格指数的影响最不显著，可能是因为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蔬菜需求的弹性相

对肉类产品减小。 

4.2.2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运用 SPSS25.0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计算各因子对湖南省蔬菜零售价格指数的影响显著性及其大小，结果如下。 

R²为 0.608，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比模型 1略好。可以看到“模型 1”中的“回归平方和”为 0.07，“残差平方和”为 0.045，

残差平方和与总平方和的比为 38.79%，由此可见，该线性回归模型能够解释总平方和的 61.21%，解释力度相对较高。从 F检验

值和 t检验 Sig值来看，模型在 10%具有显著性。 

4.3关于湖南省蔬菜价格波动的原因 

4.3.1蔬菜总产量对蔬菜价格的影响。 

蔬菜产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市场供给的变动。从理论上说，蔬菜产量与蔬菜价格成负相关关系，得出蔬菜产量对价格

具有正向影响，变量系数为 0.033，且 sig 值=0.74，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我国蔬菜种植户种植规模小，尚未形成规模效应，

同时市场上存在大量的投机者，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发布虚假的价格信息，投机者借机囤货，导致产量小于供给，价格上涨，

也就与产量越多，供给就越多，价格就越低的理论背离，再加上蔬菜销售渠道单一、运输条件有限等因素，影响了市场供给，

所以蔬菜产量与蔬菜价格呈正相关。 

4.3.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蔬菜价格的影响。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统计范围中包含了全国城乡居民食品烟酒、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

疗保健等八大类。其变量系数为-0.5678,sig值为 0.017，表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蔬菜价格有负的显著影响，与预期方向不一

致，可能的原因在 CPI涵盖广泛及人们消费偏好变化这两大方面。CPI上升可能是受其他产品的影响，不一定完全因为蔬菜价格

上涨，此外近年来，居民对娱乐、文化教育、医疗保健等的支出大幅增加，对蔬菜消费支出基本维持在一定水平或略有下降。 

4.3.3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对蔬菜价格的影响。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每上涨 1%会带动蔬菜价格上涨 1.146%。且 sig值为 0.05，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指数对蔬菜价格有显著的正影响。究其原因，生产成本是影响蔬菜价格的主要因素之一。农业生产投入要素价格上涨会推动农

产品价格上涨，生产者会考虑重新配置投入要素，若在重新配置要素后仍不能降低成本，必然会使农产品价格上涨。蔬菜生产

所需的化肥、农药、农膜、工价等成本的全面上涨，会拉动蔬菜价格进一步上涨，而且生产成本上升还会影响到蔬菜种植户的

积极性，减少生产和供给。 

4.3.4农作物受灾面积对蔬菜价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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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价格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自然灾害必然导致蔬菜产量下降，从而使蔬菜价格上涨。受灾面积与蔬菜价格呈正相关，

其变量系数为 0.134，即受灾面积每增加 1%，蔬菜价格上涨 0.134%，且 sig 值=0.014，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全球变暖，自

然环境进一步恶化，使得干旱、暴雪、暴雨等极端天气频繁出现，又由于这类灾害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导致蔬菜产量大幅减少，

农户收益减少，进而蔬菜价格上涨。 

5 政策建议 

结果表明，当前对湖南省蔬菜价格起决定作用的是居民消费水平、蔬菜生产成本和种植天气状况。针对以上研究结论并结

合湖南省现状和前人研究成果，故提出关于稳定湖南省蔬菜价格波动的以下政策建议。 

5.1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加强引导消费偏好 

有关部门应从生产、收入、物价和消费观念四个方面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生产决定消费，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收入是消

费的前提，增加就业保障当前可支配收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稳定未来收入预期，坚持基本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物价影响

居民购买力，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保持合理供给；消费偏好影响消费水平，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追求健康的

消费观念，政府和社区协会等也应多加宣传，引导居民均衡消费。 

5.2控制蔬菜生产成本，提高农户种植积极性 

首先，各部门应该严格落实农资专营政策，对农资价格实行最高限价，防止市场哄抬价。其次，应通过减免税收等措施加

强对农资企业的扶持力度。此外，政府需加大对农户购买农资材料、农机设备、农业保险等的资金扶持并进一步扩大帮扶范围，

从而减轻农户在生产成本方面的经济负担，带动更多农户开展蔬菜生产，进而保证湖南省蔬菜供给量，稳定蔬菜价格。 

5.3加强自然灾害预警，减轻受灾损失 

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蔬菜产量，因此有关部门应建立更完备的灾害预防系统，做好事前预警的防灾工作，及时为农户提供

气象信息以减少其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还应通过建立高水准的灾害维护系统，做好抗灾工作。另外，建立以政府救济、农业

保险、社会捐赠为主的农业灾害补偿机制，也对降低农户的损失起到重要作用。 

5.4依托农业合作组织，提升规模化产业化水平 

尽管蔬菜产业在湖南省农业中占主体地位，但由于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普遍性，导致蔬菜生产与专业化、规模化生产仍存

在较大差距。政府推行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带动分散农户的政策，减少蔬菜生产的盲目性，提高农户生产种植技术的专业性，并

通过农超对接的形式形成稳定的销售渠道，帮助农户有效规避蔬菜产业的风险。 

5.5建立蔬菜价格监督机制，严厉打击投机行为 

物价局应通过及时汇总蔬菜价格变动的有关数据，科学预测市场价格走势，从而建立合理合法的定价机制。同时，有关部

门还应开展定期的蔬菜市场调研和不定期的价格专业检查，依据《价格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条款，严厉打击垄断蔬菜货源

和农产品炒作等违法行为，维护湖南省蔬菜市场秩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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