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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猪肉价格波动对CPI的影响研究

●唐梓菱

　　

[摘要]在“超级猪周期”的主导下,猪肉价格波动幅度极大,因此对 CPI的影响不容小觑,甚至有时候能主导

CPI的变化趋势.本文首先结合四川省实际数据分析了当前四川猪肉价格指数和 CPI指数的变化趋势,发现

CPI和猪肉价格走势重合度高,四川猪肉价格和 CPI存在高相关性.同时,本文更进一步利用时间序列模型

实证分析了四川省猪肉价格和滞后 CPI的相关性,发现四川省猪肉价格指数与未来两期 CPI显著相关,这可

能是因为猪肉价格的延迟效应及波动性导致了四川省猪肉价格对未来 CPI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最后本文

提出,应该合理把控猪肉价格的变动,从而为宏观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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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是以量取胜的传统生猪养殖大省，“超级猪周期”

是指猪肉价格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大幅度上涨和下跌

的周期性现象，通常会持续数年，这个周期的出现会对经济

和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CPI反映了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动，是评估通胀的关键指标。 在四

川，猪肉价格对CPI的影响较大。 以２０１９年为例，该地区

猪肉价格显著上升，CPI走势也呈现相似模式。 研究表

明，食品价格的上涨对 CPI的推动作用在６５％至７０％之

间，其中猪肉价格的年增长率介于５０％至９５％。 同时因猪

肉价格同比上涨约５０％～９５％，可知猪肉价格对 CPI影响

之大。 因此本文实证研究四川猪肉价格对 CPI的影响，并

对相关部门采取相应措施来稳定猪肉价格以保持物价稳定提

出建议，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猪肉价格和CPI波动情况

(一)四川省猪肉价格波动情况

结合数据可知自２００４—２０２１年四川省猪肉价格同比增

长率一直均值为１０％、标准差为０．３３、周期为５年左右波

动，最近一次“超级猪周期”随着２０１９年猪肉价格大幅上

涨开始，２０２１年又迎来大幅下跌。

在经历了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两年的同比增长率为负后，

２０１９年第一季度四川猪肉同比价格在２０１９年第一季度首次实

现正值，达到了１０．９％，生猪肉平均价格达到了８０３元/千

克；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猪肉价格同比增长值达到了顶峰，为

１２５．９６％，生猪肉平均价格为１５１６元/千克；接下来的时间

段，猪肉类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持续下降，２０２０年第四季度

猪肉价格同比又回跌至－０．３％；２０２１年以来，猪肉价格快

速下降，尤其是第二季度，下降幅度达到每个月每５０千克

下降１４０元以上；第三季度开始价格较为稳定，虽同比增长

值为负，但价格基本维持在７００元/千克左右；第四季度价

格有所反弹，回涨到了约９００元/千克。

(二)四川省猪肉价格和CPI波动情况

图１是２００４年—２０２１年四川省猪肉价格指数和 CPI指

数变化的趋势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从２００４年以来，四川猪

肉价格指数和CPI指数变化趋势重合度较高。

例如，２００７年四川猪肉价格同比增长率高达６７．９３％，

同时四川 CPI指数也增至５．９３％；２０２１年，四川的猪肉价

格同比增长率达到了最低点，为－３４．７８％。 这降低了四川

的食品价格指数约５个百分点，使 CPI下降约１．５６个百分

点，成为CPI下滑的主要原因。 从全年的数据来看，CPI
呈现出一种“探底—反弹—回落—再反弹—再回落”的趋

势。 ２０２１年初在负翘尾和基数效应的叠加影响下，四川的

CPI同比急速下降，特别是２月以－０．９％创下了近年新低。

３月份CPI开始反弹，到５月份上涨了０．９％，达到了阶段性

的高点。 然而，CPI随着猪肉价格的持续下跌再次回落。

８、９两月四川CPI同比再度下跌０．３％和０．４％。 １０月、１１
月由于去年同期基数较低，加之鲜菜季节性上涨，猪肉价格

反弹，CPI同比回升，其中１１月上涨２．０％，达到年内高

点。 而随着１２月鲜菜、猪肉价格回落，翘尾影响归零，１２
月CPI同比上涨１．０％，再次回落。 从全年来看，２０２１年四

川CPI仅上涨０．３％，创下２００４年以来新低，处于温和上涨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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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４—２０２１年猪肉价格指数和CPI指数变化趋势

(三)四川省猪肉价格对CPI的影响分析

根据stata分析，发现２００２—２０２１年四川猪肉价格指数

和CPI指数的相关系数为８１．７％，这说明通过具体数据分析

之后这两个指标确实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本文认为可能存

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猪肉在 CPI中权重较高。 CPI是通过对一篮子

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加权平均计算得出的，由八大项组成，

“食品烟酒”在 CPI篮子中权重最高，下有“粮食”“食用

油”“畜肉”等十项细分，猪肉属于畜肉类。 猪肉占CPI的

权重约在１．２５％～４．６２％之间，可见猪肉价格是CPI篮子中

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猪肉作为一个重要的消费品，

其价格上涨会对CPI产生直接影响。 当猪肉价格上涨时，

CPI中与猪肉相关的权重会增加，进而推动整体CPI上升。

第二，猪肉价格变化具有周期性，且变化幅度较大。

其变化轨迹一般是从猪肉价格变高，到急剧下跌，再回转的

波形图，一个周期约为５年。 且相对 CPI篮子中的其他商

品，价格波动大。“猪周期”指的是养猪业中的一种周期性

经济波动。 高猪肉价格会激励农民增加生产，导致猪肉供

应增加；随后，增加的供应又会压低猪肉价格。 当价格跌

至较低水平，农民的养殖热情受挫，生产减少，从而引起猪

肉供应短缺。 供应不足随后又推高了猪肉价格。 这样的上

涨和下跌循环往复，构成了猪肉市场的周期性波动。 猪肉

是人们日常食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价格上涨会直接影响消

费者的生活成本和购买力。 消费者在购买猪肉时需要支付

更多的货币单位，这会导致整体消费支出的增加。 猪肉价

格上涨会导致整体CPI上升。

第三，猪肉对代替品的传导效应强。 猪肉价格上涨，

消费者会选择购买羊肉、牛肉等其他肉类代替品，进而间接

推动其他肉类产品的价格上涨，从而影响整体CPI。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两次“猪周期”导致猪肉价格飙

升，高昂的猪肉价格下居民选择了禽肉作为代替品，猪肉在

肉类消费中的占比明显下降，禽肉迎来了量价齐升。

具体分析本次“猪周期”，２０１９年受非洲猪瘟的影响，

猪肉产能大幅下降导致供给减少，猪肉价格飙升，CPI上

升。 一方面，为了稳定猪市场进而控制物价，我国出台了

加大生猪生产补贴、扩大进口、调动储备的相关政策，促进

了猪肉产能恢复，导致２０２１年猪肉价格持续下跌。 另一方

面，受外部环境和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我国居民对猪肉的

需求有所减少。 特殊时期餐饮业受到较大的冲击，猪肉消

费量明显下降。 同时，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

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更加多样化和均衡的饮食结

构，猪肉在食物消费中的占比有所下降，需求的减少导致猪

肉价格的下降，CPI也随之下降。 总之，猪肉价格上涨会

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力和生活成本，同时也会通过权重调

整和影响相关产品价格的方式对 CPI产生影响。 因此，猪

肉价格的变动通常被视为CPI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猪肉价格对CPI的预测实证研究

从以上分析可知猪肉在四川省 CPI构成中占据了显著

的比重，这意味着其价格波动对整体物价水平的影响力不容

小觑。 加之受到所谓的“超级猪周期”效应的影响，猪肉

的价格波动幅度较为剧烈，通常在一个周期内，其峰值价格

可能会是谷底价格的两倍以上。 这样的巨大波动对 CPI造

成了显著的冲击，那么猪肉价格的起伏对CPI变动趋势是否

有预测作用呢？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１：在控

制宏观因素后，猪肉价格与未来消费价格指数正相关。

(一)数据选取与模型

本文选取２００４年第一季度至２０２１年第四季度四川省的

生猪肉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研究对象。 生

猪肉价格指数选取四川省价格监测局官网发布的季度数据，

四川省CPI季度数据选用四川省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总共

７２个季度观测值。 由于本文使用省级层面的数据，因此仅

使用四川省的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GROW 为控制变

量。 采用经 NWＧHAC处理后的标准差检验系数显著性以

解决时间序列回归中存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

本文选用了时间序列模型，在控制工业增加值的基础

上，检验猪肉价格指数是否与未来期间的FCPI值显著正相

关，q代表季度，k＝{１,２,３,４}，具体模型如下：

FCPIq＋k＝α１k＋α２kPIG＋α３kGROW＋εq＋k

(二)实证分析与结论

根据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可知，CPI指数的均值大约在

２．５％，标准差为１．５１７；而猪肉价格指数的均值约在９．８％，

标准差为２７．２２９，是CPI标准差的１８倍，这再一次证实了

猪肉价格变化幅度之大。 两个变量的峰度和偏度相差不

大，说明这两个变量的数据分布形状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表１为回归分析结果。 本文使用stata进行实证检验，

表中列示了自变量猪肉价格对未来三期 CPI的预测结果。

如列(１)到列(４)结果所示猪肉价格与未来一期和滞后两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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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同比增长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这种相关性在

控制了宏观经济因素之后仍然存在；列(５)和列(６)的结果所

示，在控制宏观经济因素前后，猪肉价格与未来三期CPI同

比增长不显著。 表２结果表明，猪肉价格对于未来两期CPI
均具有预测价值，即可理解为猪肉价格含有未来两期CPI的

信息。 然而猪肉价格并不能预测第三期的 CPI，这说明猪

肉价格对未来 CPI的预测是有限的。 由实证分析可以推

出，猪肉价格对于CPI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猪肉重要性较高

的地区，猪肉是居民饮食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确实使得猪

肉价格变动对未来CPI有一定的预测作用，这是由于供应链

的延迟效应，猪肉价格的变动可能不会立即反映到CPI中，

而是在未来几个季度内继续影响 CPI。 这就意味着猪肉价

格的变动可以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的CPI变动。

表１　猪肉价格与CPI预测

变量名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F１．CPI F１．CPI F２．CPI F２．CPI F３．CPI F３．CPI

猪肉价格
０．０４２∗∗∗

(８．３７)

０．０３９∗∗∗

(９．０１)

０．０２９∗∗∗

(４．７４)

０．０２６∗∗∗

(４．７１)

０．０１

(１．５９)

０．００７

(１．１８)

季度工业增加值
９．３３９∗∗∗

(５．１８)

１０．３３９∗∗∗

(４．５９)

１０．８４２∗∗∗

(４．５)

常数
２．２３６∗∗∗

(１５．３２)

０．８４１∗∗∗

(２．８３)

２．３０３∗∗∗

(１３．０４)

０．７５８∗∗

(２．０４)

２．３９２∗∗∗

(１２．７１)

０．７７１∗

(－１．９４)

数量 ７２ ７２ ７２ ７２ ７２ ７２

R值 ０．５ ０．６４ ０．２４３ ０．４２ ０．０３５ ０．２５４

(注:∗∗∗、∗∗、∗ 分别表示在１％、５％及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由于四川是猪肉大省，猪肉在CPI篮子里占比较高，因

此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全国的季度数据，并

且改变了时间区间重新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结果依然与本

文的结果相似。

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结合四川省的实际数据分析了当前四川猪肉价

格指数和CPI指数的变化趋势，发现猪肉价格存在周期性、

波动幅度大的特点，且 CPI和猪肉价格走势相似度高。 笔

者分析这是因为猪肉在消费者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且

猪肉价格存在传导效应，因此得出了四川猪肉价格和CPI存

在高相关性的结论。 接着，本文实证分析了四川省猪肉价

格和滞后CPI的关系，发现四川省猪肉价格指数与未来两期

CPI显著相关，这可能是因为猪肉价格的延迟效应以及波动

性导致四川省猪肉价格对未来 CPI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最后本文用全国数据进行了稳健性分析，证明本文结论不具

有特殊性，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的。

鉴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加强对猪肉等

农产品的价格监控，持续改进和优化激励农产品生产的财政

和税收政策。 由于猪肉具有“超级猪周期”的特点，多数

农产品也存在周期较长的特点，因此农产品和CPI之间的价

格传导是迅速且持久的。 因此，我国需要建立对猪肉价格

等农产品价格的长期监控和应对机制，并通过完善扶持农业

发展的财税政策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农产品价格，进而稳定

居民消费价格。

通过对猪肉价格的把控合理预测宏观经济。 CPI是衡

量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之一，这意味着猪肉价格的变化会通

过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开支、货币政策响应、成本推动等方式

影响我国的通货膨胀。 从本文的分析可知猪肉价格对未来

的CPI有着预测作用，因此，尤其是在猪肉消费占比较大的

国家和地区，在预测通货膨胀时，宏观预测师可以把猪肉价

格纳入指标体系，获取更多的预测信息，确保经济预测更精

准，从而为宏观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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