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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产品价格定量预测方法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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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通过文献研究#本文归纳出定量预测畜产品价格的方法模型主要有回归模型$

:*XL)&-e5-;方法和AO_模型以及神经网络模型% 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某一种方法或模型一

定优于另一种方法或模型% 在畜产品价格预测中#如果需要得到较为精确的预测结果#可供借

鉴的做法是采用两种以上的方法或模型进行比较#或者进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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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畜牧业在农业中的地位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越来越重要"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G&中的相

关数据可知!!""$ 年我国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

比重达到 HM(M[!而 #G$" 年只占农业总产值的

#$(N[!畜牧业已经从改革初期的家庭副业上升

为现代农业的支柱产业" 随着畜牧业比重的上

升!畜产品价格的变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越来越

大" !""M 年以来全国范围内生猪价格的剧烈波

动!对生猪生产者和猪肉消费者都产生了巨大的

冲击!也严重影响到了农民的收入0而 !""F 年猪

肉价格的暴涨更是直接拉动了我国1T̂指数的快

速上扬" 除生猪价格波动造成了重大影响外!价

格波动导致奶业波动#蛋鸡波动等都影响了人民

的正常食品消费" 因此!畜产品价格的频繁#大幅

变动已经对人们的食物消费结构造成了严重影

响!甚至还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不稳定!影响到我国

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畜产品价格从高点的

快速下跌更使得大量的畜禽养殖户!尤其是散养

户处于亏损状态!甚至破产" 以上现实表明!对我

国的畜产品价格进行预测研究很有必要" 本文对

已有文献中对畜产品价格预测所用的方法进行归

纳和评价!以便进一步探索我国畜产品价格的预

测方法!提高我国的畜产品价格预测精度"

一%定量预测方法和模型

相比预测理论发展的滞后!当前在进行一项

经济预测时可供选择的方法和模型非常多" 经济

预测作为经济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其方法的应

用非常广泛!可以说各行各业的供给#需求和价格

预测都使用到了现代经济预测方法" 现代经济预

测方法包括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两大类" 定性方

法用来判断价格的走势!定量方法则给出明确的

预测值" 本文的研究范围是定量方法在畜产品价

格预测中的应用" 应用于畜产品价格预测中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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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方法和模型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回归模型预测法

回归模型预测法需要清楚被解释变量受到哪

些解释变量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根据经济学理论

建立模型" 回归模型预测的优点很明显*可以清

楚地看到被解释变量的变动是由哪些解释变量的

变动所导致的" 但是!回归模型需要把一些变量

看成是内生的!另一些变量看成是外生的!具有一

定的主观性" 另外!由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要确

定一个被解释变量有多少影响它的解释变量以及

这些解释变量分别是哪些!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

事情"

回归模型最简单的是线性模型" 经典双变量

线性回归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

$

G

"

"

J

"

#

K

$

J

$

$

CC其中 +

$

为被解释变量!K

$

为解释变量!

"

"

和

"

#

为待估参数!

$

$

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

差项"

运用上述回归模型进行向前一步预测时!首

先需要确定解释变量 K

$b#

的值!代入上式后就可

以对被解释变量+

$b#

进行预测" 将上式中的单变

量换成向量形式!就是多方程回归模型"

线性回归模型是运用较早的预测模型之一!

模型的具体形式需要根据所研究问题的不同而变

化!如RE1OD6E,#GF!-

1#2在预测美国肥猪价格

时所采用的基本模型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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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上述方程组实际为蛛网模型的函数

形式"

对于回归模型来说!确定解释变量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 解释变量太少!难免遗漏有影响的

重要变量0解释变量太多!模型将变得复杂!样本

数据的获取难度也会增加" 如果是联立方程组!

则在估计前需要保证可识别性!而且常常需要假

定某些变量仅出现在某些方程中!难以保证其客

观性" 应用回归模型进行畜产品价格预测的文献

更多的集中于 !" 世纪 F" 年代!如 _Eg,#GF#-#

U@@,#GF#-#%EE6@&>./(,#GFI-等1!LN2

"

"二$:*XL)&-e5-;方法和AO_模型

自从:*X和)&-e5-;的著作发表以来!用于单

变量时间序列预测的 O_]O,O+>*L_&3,&;;5=&

]*=5-3LO=&,.3&-模型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应用"

O_]O模型实际上是 ]O模型和 O_模型的综

合!模型的核心理论为沃尔表示定理 ,c*/9/ ;

,&V,&;&->.>5*- >2&*,&Y-" 沃尔表示定理的含义为*

任意协方差平稳序列的模型都可以表示成白噪声

的无限阶分布滞后1M2

" O_]O,V!4-模型的一般

化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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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待估参数" O_]O模型要

求所分析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但是原始的时序

数据中往往包含有趋势性和季节性成分导致序列

是非平稳的!所以我们常常需要运用差分的方法

来消除原始序列中的趋势性和季节性" 差分后的

O_]O 模 型 称 为 O_̂]O , O+>*L_&3,&;;5=&

-̂>&3,.>&9 ]*=5-3LO=&,.3&-模型" 进行 9 阶差分

后的 O_]O, V! 4-模型记为 O_̂]O, V! 9! 4-

模型"

在对畜产品价格的预测中!有一些文献运用

了 O_̂]O模型" 如 E/5=&5,.等 , #GFG -

1I2 运用

O_̂]O模型拟合来自不同市场的 I 种类型活牛

现货价格序列和芝加哥期货市场的活牛价格序

列!拟合样本区间为 #GF! 年 # 月到 #GFI 年 #! 月

的周价格!预测区间为 #GFF 年 # 月到 #GFF 年 $

月的周价格" 研究结果发现!对于现货价格序列

来说!O_̂]O模型的短期预测更加精确0对于期

货价格序列则是长期预测更为精确" 使用

O_̂]O模型进行畜产品价格预测的研究还有

:E<_\@,#GFG-# D̂S1E,#G$H-和 \O_:O? 等̂

,!""G-

1FLG2

" 国内也有文献运用 :*XL)&-e5-;方法

进行畜产品价格预测!如姚霞等,!""F-#傅如南

等,!""$-和刘峰等,!""G-

1#"L#!2

"

:*XL)&-e5-;方法研究的对象是单变量时间序

列!对于多变量时间序列系统的研究多运用 AO_

,A&7>*,O+>*L_&3,&;;5*--模型" AO_模型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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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AO_]O模型的简化!但是后者因参数过多带

来很多问题而少有应用" AO_,>-模型的一般形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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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和外生变量分别有 >和 %阶滞后期0

$

$

是随

机扰动项!同期之间可以相关!但不能有自相关!

不能与模型右边的变量相关"

AO_模型在畜产品价格预测研究中应用颇

多" 如SEERcD̂,#GG!-

1#H2使用变参数 AO_模

型和逐步跳跃的 AO_模型对美国牛的季度价格

,样本区间为 #GF"'#GG" 年-进行估计!发现在

样本区间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存在结构性变动" 还

有 6a_O@D 等 , !""! - 和 QOTO6O# SO_1̂O

,#GG"-

1#NL#M2运用:AO_,:.8&;5.- AO_-模型分别

对美国的牛奶价格和牛的价格进行了预测" 国内

有马孝斌等 ,!""F -

1#I2 用 AO_模型对北京市

!""" 年 # 月至 !""I 年 I 月的生猪月度价格进行

了拟合!并对 !""I 年 F 至 #! 月的价格进行了

预测"

:*XL)&-e5-;方法虽然可以很好地拟合单变量

时间序列数据!并且能得到效果不错的短期预测

值!但这种方法不是建立在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

它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滤波技术而不是经济模

型1#F2

!所以当我们用这种方法得不到理想的预测

结果时!将找不到原因何在" 此外!如果我们的目

的是为了解释经济系统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得到一

个预测结果!那么就不能使用 :*XL)&-e5-;方法!

因为这种方法没有经济理论基础!不能用来检验

复杂的经济现象的假设"

与单变量模型相比!AO_模型考虑了变量之

间的交互变化" 前述第一类回归模型需要事先区

分变量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而AO_模型不需要进

行这样的区分!这在一定程度保证了模型设定的

客观性" AO_模型的倡导者强调此方法简单而

且估计也简单!但AO_模型的批评者也指出如下

问题*AO_利用较少先验信息!所以缺乏理论基

础0AO_的重点在预测!不适于做政策分析0AO_

模型的滞后长度难以确定0在一个有 9个变量的

AO_模型中!所有的 9个变量都应该是平稳的0

AO_往往需要估计脉冲响应函数 , 5YV+/;&

,&;V*-;&0+-7>5*--"

"三$神经网络模型

神经网络模型的应用非常广泛!在畜产品价

格的预测中也有一些文献进行了应用研究" 在神

经网 络 模 型 中! 应 用 最 多 的 是 :T, :.7e

T,*V.3.>5*--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模型的基本结构

图如图 # 所示" :T神经网络有三层前馈网络*输

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 其中的隐含层可以只包

含一层网络!也可以包含多层网络!因此 :T网络

是一种多层前馈神经网络" :T神经网络神经元

的传递函数是 ? 型函数!输出量为 " 到 # 之间的

连续量!它可以实现从输入到输出的任意非线性

映射" 经输入层输入数据样本后!模型按期望输

出与实际输出误差平方和最小化的原则进行学习

过程!通过权值矩阵和阈值向量的不断调整!可以

实现误差平方和达到所要求的范围之内"

\O_:O? 等̂,!""G-

1G2对伊朗禽肉价格进行

预测时应用了静态和动态神经网络模型!并将预

测结果和线性预测模型的结果进行了比较!所得

的结论是动态神经网络模型的预测结果最理想!

其次是静态神经网络模型!线性模型的预测结果

在三者中最差" 马雄威和朱再清,!""$-

1#$2将 :T

神经网络模型和灰色系统进行组合!使用我国

!""I 年 N 月至 !""F 年 ## 月的猪肉月度价格作为

样本!预测了我国 !""F 年 #! 月至 !""$ 年 G 月的

猪肉价格" 预测结果认为我国的猪肉价格在

!""F 年 #! 月至 !""$ 年 G 月期间虽然呈上涨趋

势!但波动幅度不会很大"

图 #C:T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当然!预测模型和方法非常多!除了上述模型

外!还有其他模型可以应用到畜产品价格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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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中 来! 如 SO_1a 模 型" _O]̂_@Q和

%OR̂SO,!""H-

1#G2就曾运用此模型来预测大豆#

高粱和小麦价格" 预测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

更多的预测方法和模型!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在

应用研究中我们如何选择合适的预测方法$

二%不同预测方法的比较

面临同样的预测研究对象时!可以有多种不

同的方法和模型可供选择!究竟选择哪一种方法

和模型是合适的$ 有没有一种选择标准提供给我

们作为指导或参考呢$ 迪博尔德,!""H-

1M2将预

测方法和模型的选择原则概括为 \̂?? 原则*(简

约但不简单),\&&V >̂?*V25;>57.>&9/8?5YV/&-" 所

谓简约原则"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简单优

于复杂" 之所以认为简单模型优于复杂模型!是

基于如下一些理由*,#-简单模型的参数易于精

确估计0,!-简单模型易于解释#理解和检查0,H-

简单模型易于把握其内在机制!有利于决策0,N-

简单模型减小了数据挖掘的范围!因为数据挖掘

往往会导致模型和数据的过度拟合" 现代的经济

预测专家普遍认同模型选择的简约原则" 在畜产

品价格预测的研究文献中!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对

不同的经济预测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

a@U]@_?和a@UR,#GFF-

1!"2使用了不同的

方法对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地区的肉牛和肉

猪价格进行了预测!比较了各种预测结果的精度"

他将所使用到的预测方法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

简单模型,;5YV/&Y*9&/;-!包含了 M 个子模型,用

上年同期的价格作为预测价格!用现期价格作为

四个月后的预测价格!随机抽取去年某一周的价

格作为预测价格!用去年的平均价格作为预测价

格!用过去 $ 个月的价格趋势预测 N 个月后的价

格-" 第二类模型利用芝加哥期货市场的相应期

货价格作为预测价格" 第三类利用经验信息进行

预测!包括两个子模型!一是利用过去成功的农场

主的预测作为预测值!二是利用 <?RO的预测价

格" 文章对不同预测方法取得的结果与实际值进

行了比较!分析了实际值和预测值之间的平均误

差和标准差!得到的结论为*不能简单地认为所用

的某一种方法比另一种方法更精确!即使是那些

(单凭经验的方法) ,,+/&*0>2+Y'-!如成功农场

主的预测!也有其可取之处"

:E<_\@,#GFG-

1F2比较了 :*XL)&-e5-;方法

和线性回归方法在预测美国牛肉价格的表现" 他

的线性回归模型包含的自变量非常多!有牛肉消

费量#羊肉消费量#猪肉消费量#烤肉消费量#火鸡

肉消费量#上一期的可支配收入#失业率#时间变

量#季节,或月度-虚变量" 用来比较的统计量有

根均方误,_**>]&.- ?4+.,&9 @,,*,!_]?@-和希

尔不等系数,62&5// ;̂-&4+./5>81*&00575&->-!还有

一个对转折点,6+,-5-3T*5->;-判断能力的比较"

:*+,e&认为如果在序列中存在转折点!那它就会

改变预测的方向或者是实际序列的变动方向" 研

究结果表明!:*XL)&-e5-;方法不论是在预测精度

方面!还是在转折点判断方面都要优于所用的线

性回归模型" 而且他在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预测

时!自变量的取值是实际值!但我们在真正做预测

时!必须首先对自变量的值进行预测!然后才可能

得到因变量的回归预测结果!这意味着因变量的

预测误差将会更大"

\O_:O? 等̂,!""G-

1G2对当前较为流行的动

态非线性模型#静态非线性模型和线性模型的预

测表现进行了比较研究" 他用含输入的神经网络

自回归模型,D&+,./D&>W*,e O+>*L_&3,&;;5=&Y*9&/

W5>2 &X*3&-*+;5-V+>;!DDO_f-代表动态非线性模

型!用人工神经网络模型,O,>50575./D&+,./D&>W*,e

Y*9&/!ODD-代表静态非线性模型!用 O_̂]O模

型代表线性模型!分别用这三个模型拟合伊朗

!""! 年 H 月到 !""I 年 H 月的禽肉市场价格周序

列做向前一周#两周和四周的预测!并用 !""I 年

N 月到 !""F 年 #! 的价格进行预测结果检验" 所

用的比较统计量为判定系数 _

!

#平均绝对误差

]OR#均方误,]?@-和根均方误,_]?@-" 结果

发现!DDO_f和 ODD模型的预测结果要优于

O_̂]O模型!而 DDO_f模型要优于 ODD模型"

他的研究结果似乎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复杂模

型的预测结果要好于简单模型"

随着预测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畜产品价格进

行预测时可供选用的方法和模型也愈加丰富!同

时也会有更多的研究比较不同方法和模型的预测

效果" 就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并没有确凿的证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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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显示某一种方法一定优于另一种方法" 在具体

应用中!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不同的

预测方法和模型" 更复杂的模型所需要的成本更

高!如果需要的预测结果并非那么精确!则可以选

择相对简单的方法和模型" 倘若预测失误会导致

重大的损失!则可以同时选用多种方法并进行比

较!以便使最终的决策得到更多的支持"

三%总结和评论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归纳!发现对畜产

品价格进行定量预测的主要方法可以分为三类*

回归模型预测法#:*XL)&-e5-;方法和 AO_模型#

神经网络模型" 当然!定量预测方法和模型有许

多!并且正处于快速发展之中!具体用什么方法对

畜产品价格进行定量预测更合适!需要结合具体

情况来定!而非只有以上三种方法可用!本文只不

过是在文献研究中发现使用这三种方法的研究者

比较多而已"

当应用不同的方法和模型对畜产品价格进行

预测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说某一种方法一

定优于其他方法!因此在研究中采用哪一种方法!

依然强调需要根据所研究的具体对象来进行确

定" 有时两种以上预测方法的组合!即组合预测

也是可供选择的方法之一"

本文研究的是定量预测方法在畜产品价格研

究中的应用!而在实际预测中!作出定性判断是必

要的" 不论采用什么方法!定量预测结果必须和

定性判断的结果相一致!否则需要查找原因!重新

进行预测" 具体对畜产品价格而言!因为畜产品

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比较低!同时畜产

品的生产又需要一定的周期,牲畜的自然生长过

程-!这可能导致畜产品价格的波动幅度具有不

断扩大的趋势"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许多与

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制度建设尚待建立和完善!当

前出现的价格波动有可能是市场本身造成的!也

有可能是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 市场造成的畜产

品价格波动可以通过定量预测方法寻找规律!得

到较好的预测结果0而市场不完善导致的价格波

动!则需要更多的定性判断来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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