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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rices of Chinese small-scale agricultural product market careen a larger fluctuation, 
which has seriously affected China’s small-sca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rket’s stabil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building a mechanism to indicate the price movemen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specially in the event of ab- 
normal phenomenon of prices’ shock, using price adjustment mechanism to ensure that the price level of small- 
sca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remain relatively stable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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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年中国小宗农产品市场价格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现象，严重影响了中国小宗农资产品的市场

稳定。本文致力于构建小宗农产品的价格变动机制。尤其是在出现非常态的价格变动现象时，运用小宗

农产品的价格变动机制保证小宗农产品的价格水平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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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宗农产品的价格变动 

全球化背景条件之下，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转型日益深化的今天，社会经济日渐繁荣，价格一直

是市场经济的关键要素。近几年小宗农产品的价格问

题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确定为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有所完

善，但近几年小宗农产品的价格异常问题又突出的表

现了出来，“蒜你狠”、“豆你玩”等小宗农产品价

格异常波动现象的出现，让我们意识到现行中国小宗

农产品的价格调控现状并不尽如人意。市场环境下的

供需双方直接促成了小宗农产品价格的产生，但是近 

些年的相关市场调研结果显示，价格视为包含供需关

系的更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为复杂经济系统的

一个产物，本文注重游资炒作现象的存在，在有限理

性假设并且利用反馈方法，通过政策价格限制驱除进

入中国小宗农产品市场环境中恶意炒作的游资主体退

出市场，以此来保证中国小宗农产品市场的稳定。 

2. 价格变动机制的研究现状 

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中的基本机制。所谓价格机

制，是指在竞争过程中,与供求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

市场价格的形成和运行机制。价格机制包括价格形成

机制和价格变动机制。价格机制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

价格变动与供求变动之间相互制约的联系和作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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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机制是市场机制中最敏感、最有效的调节机制，价

格的变动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商

品价格的变动，会引起商品供求关系变化；而供求关

系的变化，又反过来引起价格的变动。 

2.1. 市场自然状态价格变动机制研究现状 

从市场的角度分析，Roberto Dieci[1](2006)提出了

一个简单的充满活力的市场，由一个市场实施者，在

发起者和追随者两组贸易商的模式下，按照固定和适

应性变换分量的分类场参与者的适应性信念、市场建

构模式有着明确的相关关系。对两组市场参与者分别

进行了动态的和渐进的系统仿真。结果表明，价格的

动态特征与市场参与者的适应性信念、市场建构模式

有着明确的相关关系。 

也有学者从价格波动本身进行了相关研究，

Kiyohiko G. Nishimura[2](1998)从化期望和价格敏感性

的相关关系，对比分析固定价格和变动价格对于商品

市场和资产市场的影响，利用非完美竞争和化期望的

理论框架分析和解释现象，引发异常的价格敏感度的

因素在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是不同的，在商品市场企

业决定数量和价格并决定供给、需求关系，卖者期望

引发价格敏感。在资本市场，由于高交易成本，买者

期望与价格敏感度增高存在正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

明，市场一体化会加大价格敏感度。 

程瑞芳[3](2007)提出中国粮食价格波动轨迹符合

蛛网模型，表明农产品供求弹性较小，无论源于供给

还是需求方的变化，都会引起农产品价格较大幅度的

变化。农产品价格的不稳定性，实质上反映着农业收

益的不稳定性。建立农业共生组织，通过市场主体间

的共生与协作，形成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的

互补性和资源依存性，是稳定农产品价格的一种准市

场性的资源配置方式。 

对于价格机制本身而言，学者刘心[4](2011)提出了

价格敏感性在定价策略中的应用研究，分析了中的价

格低的竞争优势和消费者信任度之间的关系，提出基

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信息商品的定价策略。 

2.2. 市场投机状态下价格变动研究概况分析 

Xue-Zhong He[5](2005)学者开发了一个涉及消费

者，生产者和投机者三者的商品市场模式，分析商品

价格波动的性质，并探讨促使价格稳定的有效性。在

该模型中，通过分析市场参与者之间的非线性的相互

作用，可以创建一个价格同宿分岔，使得不论市场行

情好坏不规则的价格波动都能得到相应调节。文章同

时对简单的政策管制作用进行了分析，如价格限制器

的作用，可能在复杂环境中意想不到改变了平均价格，

进而影响价格动态和可能引起波动集群效应。 

从价格的角度分析，Frank Westerho[6](2003)先进

行了市场主体进行类型分类及其收益函数的研究，在

基于投资商有限理性条件下，通过对价格变动涉及每

个主体的收益的改变驱除恶性竞争者，达到维持市场

稳定状态。 

胡翮[7]客观的从种植面积、自然灾害、游资爆炒

等方面进行当前小宗农产品价格暴涨现象进行深入剖

析，查找小宗农产品价格暴涨因素。 

曹利群[8]认为农产品生产周期较长，短期供给价

格弹性较小。农产品的这种特性，使得炒家很容易囤

积居奇，农产品很容易被资本猎取为炒作对象。提出

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严厉打击资本对农产品的炒作行

为，维持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农业正常发展，防止损

害农户和消费者利益。 

2.3. 政策调控状态下价格变动研究概况分析 

从政策因子在价格变动上影响角度分析，Angelo 

Baglioni[9](2007)在研究中分析了在不同银行业结构

下，考虑投资和异质性影响作用，货币政策的传导作

用。Frank Westerhoff[10](2010)利用混沌理论的分叉分

析，通过实验分析验证，市场中会出现蛛网产品市场

模型的行为，并且对政策因子在调整市场稳定性和抑

制市场泡沫出现的两方面进行了研究。 

3. 价格变动的调控机制研究 

Peter Heemeijer[11](2009)研究了正向和反向的反

馈对于价格的稳定性和变动性影响，文章利用了反馈

控制理论，通过实验方法，证明了改变输入条件，会

影响价格的变动频率，并利用仿真软件模拟出了变化

后市场的效果状态。国外学者 Guillermo Fernandez- 

Anaya et al.[12](2007)提出在经济学瓦尔拉斯假设(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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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与需求过剩迹象变化)的前提下，加入了反馈功能，

使得价格动态转换成想要的价格变动机制。其间，运

用牛顿和转雅可比方法和衍生反馈控制策略，使得经

济体系的的超额需求函数(称作 Z(p))，通过价格变动

机制(PAM)保证的解决途径 p(t, po)收敛到一个使 Z(p) 

= 0 平衡点，进而得到价格变动的合理阈值范围。 

在其他的市场相关领域内，价格变动机制的研究

大抵如下：沈悦[13](2010)基于有限理性预期，运用系

统动力学方法分析了开发商、自住性及投资性购房者

的预期与住宅价格之间的动态反馈关系及对住宅价格

的影响。研究发现：开发商和投资性购房者的预期与

住宅价格存在正反馈效应，自住性购房者的预期与住

宅价格分别存在负反馈和正反馈效应；高岭夏[14](1995)

在很早就提出了建立与成本变化相适应的生猪收购价

格反馈机制，文章分析了在当时市场变化频繁的环境

下，原来的价格体制的滞后性带来的收购机制的不合

理性，提出将重要饲料的价格变动，动态且实时的反

应在生猪的收购价格体系中，解决原来体制的相对滞

后性问题。 

另外，国内学者陶承怡[15](2004)从经济学原理和

电信资费理论入手，引用博弈论中的古诺模型重点模

拟了竞争型寡头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并结合中国电

信业实践对目前资费体系混乱的成因进行实证分析，

在借鉴国外资费体系建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性

的资费变动思路和方案。张松[16](2005)提出了建材价

格波动时施工合同价格变动方法，李东云[17](2005)给出

了关于自来水价格变动的研究分析，均具有借鉴意义。 

就产品价格变动机制的研究前沿来说，国外学者

对于产品和市场稳定性的关联性的研究是前沿热点。

Xue-Zhong He[18](2009)从信念分析金融市场稳定性问

题。Carl Chiarella[19](2010)从金融市场的波动性问题入

手，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的市场的稳定性的研究进行

相关研究。国内对近些年比较惹人关注的物价过高问

题已经有了一些研究，尤其是关注了小农产品的异常

价格问题[20-34]。其中樊端成[29](2011)分析了中国应加

强小宗农产品市场建设的问题。白彦锋[30](2011)提出

了应建立基于蛛网模型的中国小宗农产品价格变动,

邵作昌[32](2011)以大蒜价格波动为例，提出了基于经

济学解释的农产品价格波动稳定对策。 

4. 小宗农产品的价格变动机制模型 

在价格变动机制的构建模型方面，D. Saariand 

Simon[35](1978)发现的价格变动机制只在适当的市场

超额需求的依赖是不够的，整个雅可比矩阵必须使用，

以达到收敛到满足几乎所有的初始条件一个均衡价

格。事实上，雅可比矩阵包含在重要信息，用于指导

在过度需求下的价格变动[36]。Cars Hommes[37](2011)

从实验验证期望的理论假设，采用学习–预测实验验

证在考虑主观偏好的假设条件下，预测市场价格变动

范畴，在微观层面上考虑个体期望，聚合为群体期望

后，在宏观上涌现为群体偏好。将特征以微观聚合为

宏观的方式通过实验手段加以验证，并分析对于价格

形成的影响作用。Henrik Amilon[38](2008)采用的是智

能主体的理论和实验分析方法，利用代理人模型分析

适应性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机理。 

从价格变动机制模型建构的研究方法角度来讲，

Guillermo Fernandez-Anaya[12]对于实验手段分析市场

关键要素对于价格形成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Juergen Huber et al.[39](2010)利用遗传算法和智能主体

实验研究分析市场的构成要素相关关系，也有运用反

馈控制[11,12,39,40]方法构建价格变动机制，对本研究有着

借鉴意义。 

在中国现有的背景下，价格不仅是供给和需求关

系的产物，更是市场参与者博弈的结果，是复杂适应

系统[41]的产物，同时价格与其他市场条件一起作为系

统的输入条件循环参与博弈过程，循环的时间周期决

定价格的变动周期、变动频率和变动阈值。 

对于价格生成机理和价格变动机理的研究已经有

所研究[42]，但是更为细致实用的价格机理尤其是变态

价格变动机理的研究尚不够深入。郑文[43](2010)在《网

络产业的模拟分析》一书中对产品价格进行了 Swarm

仿真分析。对诸如类似小宗农产品性质的产品，尤其

是针对现存的价格异常波动的变动现象，本文致力于

价格变动机理上的研究，如图 1 所示。 

游资资本注入小宗农产品自然市场，引起的价格

波动的成因分析，市场信息反馈到政府价格管制机构，

在有限理性假设[44]下管制政策价格限制驱使投机激进

主体向保守投资主体转化，驱除恶性游资投机者，使

得小宗农产品投机市场在政府价格限制作用下恢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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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model of price adjustment mechanisms focus on 
Small-sca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图 1. 小宗农产品价格变动机理模型 

 

理性市场。以此探求非常态价格变动机制的形成机理

以及国家管制机构对投机市场回归自然市场政策调整

机制的模型研究。 

本研究着眼于小宗农产品价格变动和政策价格限

制的反馈环的构建，当市场出现超额货币量，我们可

以认为有游资进入市场，引起的价格异常波动，在反

馈到价格管控部门时，通过价格限制逆向反馈到小宗

农产品市场，改变游资主体投资类型，促使游资流失

或者游资退出市场。这个反馈环的构建是通过事中控

制来实现价格调控的。在市场反馈机制具有一定预见

性的前提条件下，本研究也可以构建一个可以事前控

制的价格变动机制，在市场刚刚出现炒作迹象的时候，

政策因子的导入来确保游资主体的流失，以此来维持

市场的稳定。 

5. 结论 

如何更好的把握小宗农产品的价格，对于国家经

济的稳定运行、消费者自身的利益保护都有着极其重

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政府变动设置价格限制，使得进

入中国现阶段环境中恶意炒作的游资主体退出市场，

进而得到市场由于炒作引发的价格剧烈变动的对应调

控机制。由于中国小宗农产品尚未进入国家储备计划，

本文致力于此类产品在在遭遇恶性炒作时的价格变动

机制研究，进而为国家管制机构针对小宗农产品价格

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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