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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artially closed price Model, we used the urban and rural input-output table with 
73 departments of 2007 to quantify the impact of animal products price fluctuations on na-
tional economy,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product price fluctuation and urban-rural resi-
dents’ consumption. 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From 2007 to 2013, the annual aver-
age of CPI caused by animal products price fluctuations was 0.54%, which accounted for 19.34% 
of the real annual average of CPI. Animal products price fluctuations are potential reasons for 
infl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increase of GDP caused by the fluctuations accounted for 4.18% 
of the real increase of GDP, animal products prices through cost-driven effect to affect GDP; (2) 
To remove the impact of its price fluctuations on itself, the planting industry was affected 
mostly in various industries; (3) With the rising of animal products prices, the consumption 
and remuneration for worker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creased at the same time. But 
the increase of the consumer spending was higher than the increase of the remuneration for 
workers; both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net incomes have the trend of decrease. The de-
crease of urban residents’ net income was 1.22% more than the decrease of rural residents’ 
net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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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投入产出价格影响局部闭模型，利用2007年73部门城乡投入产出表，测算比较了各畜产品价

格波动对国民经济、相关部门产品价格以及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1) 2007~2013年间，

由畜产品价格上涨引起的CPI年均涨幅为0.54%，占其年均实际涨幅的19.34%，如果出现通货膨胀，则

畜产品价格上涨是一个潜在的原因。同时由此引起的GDP涨幅是其七年实际涨幅的4.18%，畜产品价格

上涨通过成本驱动效应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国民生产总值；(2) 单个部门来说，除去自身价格波动

对自身的影响，畜产品价格波动对种植业部门产品价格的影响最大；(3) 随畜产品价格上涨，城乡居民

消费和劳动者报酬同时增加，但是消费支出的增加高于劳动者报酬的增加，城乡居民净收益均趋于减少，

城镇居民净收益减少幅度比农村居民净收益减少幅度大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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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农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种植业和畜牧业。1980 年，畜牧业只占农业总产值的 18.4%，2013 年中

国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 33.3%。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出的比重越大，畜产品价格的变动对国民

经济的影响也就越大[1]。 
2007 年到 2013 年，畜产品价格特别是猪肉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呈现波动上涨趋势。2007 年 12 月全

国猪肉均价为 24.05 元/千克，到 2013 年 12 月猪肉均价上涨为 30.52 元/千克，价格上涨了约 27%。2007
年 12 月全国牛肉均价为 26.65 元/千克，2013 年 12 月全国牛肉均价涨到了 63.45 元/千克，牛肉价格一直

保持在一个相对高位运行，这七年牛肉价格涨幅为 185%。羊肉价格的波动呈现一种近似线性的上涨趋势，

2007 年 12 月全国羊肉均价为 28.18 元/千克，2013 年 12 月全国羊肉均价涨到了 54.32 元/千克，涨幅约

93%。2007 年 12 月全国家禽肉类均价为 13.46 元/千克，到 2013 年 12 月家禽肉类均价上涨为 15.23 元/
千克，价格上涨约 18%，同时禽蛋类价格上涨约 43%，综合可知，家禽类价格平均上涨 30%。 

随着畜牧业在国民经济的地位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畜牧业这一产业部门的重要性，

针对畜牧业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描述性的分析畜牧业在我国的重要地位和发展战略、畜产品

价格预测、畜牧业产业关联、城乡居民畜产品消费的研究等方面。但是，以往的相关研究较少有针对畜

牧业产品价格变化对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部门产品价格、城乡生活消费的影响的定量分析。 
由此，基于 2007 年城乡投入产出表，本文应用投入产出价格影响局部闭模型，定量模拟畜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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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动，拟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 畜牧业产品价格波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如何？(2) 畜牧业产品价

格波动对上下游重点行业产品价格的影响如何？(3) 畜牧业产品价格波动对城乡居民消费和收入分配会

产生怎样的影响？ 

2. 数据来源和模型方法 

2.1.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数据来源于 2007 年 73 部门的城乡投入产出表，此表对农业部门进行了细化。将原来的农、

林、牧、渔等 6 个农业部门细化为了 22 个部门，其中种植业部门细化为包括稻谷、小麦等粮食作物和棉

花、麻类等经济作物在内的 13 个部门，畜牧业细化为包括猪、牛、羊和家禽等畜产品在内的 6 个部门。

与此同时，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按照国名经济行业分类归并为 51 个部门。 
这里的畜牧业产品价格波动采用猪、牛、羊、家禽 4 个主要部门产品价格的波动近似估计。 

2.2. 投入产出价格影响局部闭模型 

投入产出价格影响局部闭模型是在投入产出模型基础上产生的，可以用来研究分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

间价格依存关系，测算某一种或多种产品价格变动对其他部门产品价格水平或总体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2]。 
在投入产出表中，列项的关系反映了各部门产品的价值形成过程。在投入产出价格影响局部闭模型

中，把劳动者报酬作为计算价格的内生变量，反映了价格变化影响消费支出，消费支出影响劳动者收入，

劳动者收入影响价格的客观规律。 
在数据分析前对模型做如下假设：(1) 不考虑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供需和进出口

对价格的影响；(2) 不考虑在畜产品价格变化后，企业可能采取的各种降低物耗的措施，以及其他降低成

本的措施；(3) 假设价格的影响效应是瞬间传递的，不存在时滞问题；(4) 将劳动者报酬细化为农村劳动

者报酬和城镇劳动者报酬作为内生变量考虑，即考虑价格引发工资变化，工资进一步影响价格[3]。实际

生产中，价格计算公式为： 

( )
1

1, 2, ,
n

j ij i vj mj
i

p a p a a j n
=

= + + =∑                             (1) 

其中， jp 和 ip 分别为 j 产业部门和 i 产业部门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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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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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示生产每单位 j 产品全部的物资消耗，

vj mja a+ 表示生产单位 j 产品的初始投入。 

考虑劳动者报酬细化为农村劳动者报酬和城镇劳动者报酬作为内生变量，故(1)由(2)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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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考虑工资、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变化条件下，i部门产业价格的变化对 j 部门产业价格变化的

影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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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p∆ 、 jp∆ 分别为 i ， j 产业部门价格变化的指数， ija 为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费系数。 

(3)式展开，移项、整理并用矩阵形式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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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简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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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jb 为投入产出逆系数矩阵 1( )I A −− 中的第 i 行各元素的值[4] [5]。 

当两种及两种以上商品价格变化时，其他部门商品价格变化的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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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3. 物价总水平变化幅度、CPI 变化的计算方法 

(1) 价格总水平变化幅度。价格总水平变化幅度π 的计算公式[4] [5]是： 

1 1

n n
j

j jo
j jj

P
X X

P
π

= =

 ∆  
=        
∑ ∑                                (7) 

(7)式中， jX 为第 j 种产品总产出， o
jP 为第 j 种产品原来的价格。 

(2) 居民消费品价格变化幅度。居民消费品价格变化幅度 wπ 的计算公式[4] [5]是：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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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8) 

2.4. 模拟情景说明 

根据 2007~2013 年猪、牛、羊和家禽这些主要畜产品的实际价格波动，本研究设定模拟情景如下：

猪肉价格上涨 27%，牛肉价格上涨 185%，羊肉价格上涨 93%，家禽价格上涨 30%。 

3. 模拟结果与分析 

3.1. 畜产品价格波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由表 1 数据可知，2007~2013 年间，PPI 实际涨幅为 9.06%；CPI 实际上涨 20.53%，年均上涨 2.93%；

其中 R-CPI 实际上涨 22.63%，年均上涨 3.23%，U-CPI 实际上涨 19.83%，年均上涨 2.83%，R-CPI 涨幅

大于 U-CPI 的涨幅。表 2 数据显示，2007~2013 年间，中国 GDP 实际增幅为 67.52%。 
根据城乡投入产出表测算出的畜产品上涨对各项指标的影响结果显示如表 3。2007~2013 年畜产品价

格上涨引起的 PPI 涨幅为 2.25%，占 PPI 实际涨幅的 24.83%；畜产品价格上涨引起的 CPI 涨幅为 3.97%，

占实际 CPI 涨幅的 19.34%。其中，畜产品价格上涨引起的 R-CPI 上涨幅度为 4.62%，占实际涨幅的 20.42%；

畜产品价格上涨引起的 U-CPI 上涨幅度为 3.75%，占实际涨幅的 18.91%。可见，畜产品价格上涨通过成

本驱动效应对 PPI、CPI 的影响较大，而且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对城镇居民的影响，这与 U-CPI、
R-CPI 的实际上涨幅度相符，说明畜产品价格上涨是促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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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fluctuations of each index from 2007 to 2013 
表 1. 2007~2013 年各项指标 1实际涨幅 

指标 PPI(上年 = 100) R-CPI(上年 = 100) U-CPI(上年 = 100) CPI(上年 = 100) 

2007 年 103.1 105.4 104.5 104.8 

2008 年 106.88 106.5 105.6 105.9 

2009 年 94.61 99.7 99.1 99.3 

2010 年 105.54 103.6 103.2 103.3 

2011 年 106.05 105.8 105.3 105.4 

2012 年 98.28 102.5 102.7 102.6 

2013 年 98.05 102.8 102.6 102.6 

7 年实际涨幅 9.06% 22.63% 19.83% 20.53% 

注：数据来源于东方财富网数据中心：http://data.eastmoney.com/cjsj/cpi.html。 
 
Table 2. The fluctuations of GDP from 2007 to 2013 
表 2. 2007~2013 年 GDP 涨幅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 = 100)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2007 年为基年) GDP(亿元) 七年增长率 

2007 114.2 100 265810.3 - 

2008 109.6 109.6 314045.4 - 

2009 109.2 119.7 340902.8 - 

2010 110.4 132.1 401512.8 - 

2011 109.3 144.4 473104 - 

2012 107.7 155.5 519470.1 - 

2013 107.7 167.5 568845 67.52%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 
 
Table 3. The impact of animal products price fluctuations on GDP and overall price level from 2007 to 2013 
表 3. 2007~2013 年畜产品价格上涨对 CPI 和物价总水平的影响(单位：%) 

部门 PPI R-CPI U-CPI CPI 物价总水平 GDP 

种植业 1.81 1.79 1.81 1.80 8.24 - 

林业 1.80 1.80 1.80 1.80 1.80 - 

畜牧业 51.86 30.24 32.98 31.88 42.50 - 

渔业 2.41 2.41 2.41 2.41 2.41 - 

农林牧渔服务业 2.68 2.68 2.68 2.68 2.68 - 

第一产业(合计) 14.48 11.21 15.09 13.30 21.61 - 

食品加工及制造业 6.76 6.76 6.76 6.76 6.76 - 

纺织业 5.68 5.68 5.68 5.68 5.68 - 

纺织服装、皮革 7.38 7.38 7.38 7.38 7.38 - 

其他工业 0.91 1.13 0.27 0.95 0.94 - 

第二产业(合计) 1.52 4.71 4.40 4.47 1.77 - 

住宿餐饮业 4.17 4.17 4.17 4.17 4.17 - 

其他服务业 8.00 0.79 0.88 0.86 0.92 - 

第三产业(合计) 10.45 1.22 1.29 1.27 1.17 - 

合计 2.25 4.62 3.75 3.97 2.44 2.82 

 

 

1PPI：生产者物价指数，CPI：消费者价格指数，R-CPI：农村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U-CPI：城镇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 

http://data.eastmoney.com/cjsj/cpi.html
http://www.stats.gov.cn/tj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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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价格上涨处于合理范围时，不会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而 CPI 年均涨幅超过 4%或物价总水平年均

上涨幅度超过 5%时，会导致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4]。2007~2013 年，CPI 年均实际涨幅为 2.93%没有达

到通货膨胀临界点，这 7 年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通货膨胀。同时，由畜产品价格上涨引起的 CPI 年均涨

幅 0.54%，畜产品价格上涨引起的 CPI 年均涨幅占 CPI 实际年均涨幅的 19.34%，说明畜产品价格波动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CPI。如果出现通货膨胀，畜产品价格的上涨会是一个潜在的因素。  
2007~2013 年，畜产品价格上涨引起的物价总水平上涨约 2.44%，年均上涨 0.35%。畜产品价格上涨

引起的 GDP 涨幅约 2.82%，年均上涨 0.4%，占 GDP 七年实际涨幅的 4.18%。畜产品价格上涨会通过成

本驱动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但是影响不大，占实际涨幅的 4.18%。 

3.2. 畜产品价格波动对相关部门价格的影响 

2007~2013 年，畜产品价格上涨对相关部门产品价格的影响显示如表 4。据测算，就单个部门来说，

除去自身价格波动对自身的影响，畜产品价格波动对种植业部门的影响最大，使种植业价格上涨 8.24%。

种植业、畜牧业为农业的两大主要部门，畜牧业为种植业提供有机化肥、生产动力和资金成本，所以使

得种植业产品价格显著上涨。 
对第二产业来说，畜产品价格上涨对纺织服装及皮革、食品加工及制造业、纺织业的产品价格有显

著影响，三部门产品价格分别上涨 7.38%、6.76%、5.68%。食品加工及制造业的产品的原材料直接由畜

牧业部门提供，纺织业和纺织服装、皮革制造业靠畜牧业提供动物纤维原料[6]。三个部门都与畜牧业部

门有直接联系，所以畜牧业产品价格的波动会导致这三个部门产品价格显著上涨，这符合实际情况。 
第三产业中的住宿餐饮业的产品价格也有了显著提高，涨幅明显，为 4.17%。住宿餐饮业的产品部

分来源于畜牧业，这也是住宿餐饮业的产品价格的上涨的原因之一。 

3.3. 畜产品价格波动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在投入产出价格影响局部闭模型中，城乡劳动者报酬和城乡居民消费成为内生变量。畜产品价格上

涨对城乡劳动者报酬和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该产业价格上涨影响各行业产品价格上涨，致使

物价总水平上升，进而使得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增加。如果价格上涨带来的城乡劳动者报酬增加的幅

度不能抵消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增加的幅度，城乡居民净收益将趋于减少。计算结果显示如表 5。随

畜产品价格上涨，城乡居民消费和劳动者报酬同时增加，但是消费支出的增加高于劳动者报酬的增加，

城乡居民净收益均趋于减少。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加总额为 2712 亿元，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加总额为 1123 亿元，城镇居民的消

费支出增长大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并由表 5 可知，城镇居民的消费在绝大部分行业都大于农村居民消

费。农村居民消费人均为 157 元，而城镇居民消费人均为 447 元，虽然城镇居民消费远大于农村居民消

费，但是按增幅看农村、城镇分别为 4.62%、3.75%，农村居民消费增幅大于城镇居民消费增幅。 
城镇劳动者报酬增加总额为 919 亿元，农村劳动者报酬增加总额为 847 亿元，城镇劳动者报酬增长

大于农村劳动者报酬。农村劳动者报酬主要体现在农业部门所提供的报酬上，为 539 亿元，而农业部门

的报酬又以种植业部门报酬增加最多，为 301 亿元，占农业部门报酬增加值的 55.84%。农村劳动者报酬

在第二、三产业所增加的报酬远少于城镇劳动者报酬，城镇劳动者报酬主要体现在第二、三产业所增加

的报酬上。工业、服务业的报酬增加值分别为 463 亿元、456 亿元，而城镇劳动者报酬在第一产业没有

明显体现。农村劳动者报酬、城镇劳动者报酬人均增加值分别为 119 元、151 元，农村劳动者报酬增幅

(1.99%)大于城镇劳动者报酬增幅(1.36%)。 
城镇居民净收益减小总额为 1794 亿元，农村居民净收益减少总额为 276 亿元，城镇居民净收益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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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impact of animal products price fluctuations on departments’ product price from 2007 to 2013 
表 4. 2007~2013 年畜产品价格上涨对各部门产品价格的影响(单位：%) 

部门 PPI R-CPI U-CPI CPI 物价总水平 

种植业 1.81 1.79 1.81 1.80 8.24 

林业 1.80 1.80 1.80 1.80 1.80 

畜牧业 51.86 30.24 32.98 31.88 42.50 

渔业 2.41 2.41 2.41 2.41 2.41 

农林牧渔服务业 2.68 2.68 2.68 2.68 2.68 

 食品加工及制造业 6.76 6.76 6.76 6.76 6.76 

纺织业 5.68 5.68 5.68 5.68 5.68 

纺织服装、皮革 7.38 7.38 7.38 7.38 7.38 

其他工业 0.91 1.13 0.27 0.95 0.94 

住宿餐饮业 4.17 4.17 4.17 4.17 4.17 

其他服务业 8.00 0.79 0.88 0.86 0.92 

合计 2.25 4.62 3.75 3.97 2.44 

 
Table 5. The impact of animal products price fluctuations o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net income from 2007 to 2013 
表 5. 2007~2013 年畜产品价格上涨对城乡居民净收益的影响 

部门 农村居民消费 城镇居民消费 农村劳动者报酬 城镇劳动者报酬 农村居民净收益 城镇居民净收益 

种植业(亿元) 52 45 301 0 249 −45 

林业(亿元) 0 0 24 0 24 0 

畜牧业(亿元) 513 837 146 0 −367 −837 

渔业(亿元) 13 23 52 0 39 −23 

农林牧渔服务业(亿元) 0 0 16 0 16 0 

食品加工及制造业(亿元) 298 831 22 27 −276 −804 

纺织业(亿元) 11 15 17 14 6 −1 

纺织服装、皮革(亿元) 75 344 15 15 −59 −328 

其他工业(亿元) 38 159 185 407 147 248 

住宿餐饮业(亿元) 54 186 14 12 −40 −174 

其他服务业(亿元) 71 273 56 444 −15 171 

合计(亿元) 1123 2712 847 919 −276 −1794 

人均(元) 157 447 119 151 −39 −296 

变化幅度(%) 4.62% 3.75% 1.99% 1.36% −0.93% −2.15% 

 

总额大于农村居民净收益减少总额。农村居民净收益主要体现在种植业(249 亿元)，而城镇居民净收益则

主要体现在工业(249 亿元)、服务业部门(171 亿元)。农村居民净收益、城镇居民净收益人均减少额分别

为 39 元、296 元。农村居民净收益、城镇居民净收益人均缩小 257 元，说明畜牧业产品价格上涨有利于

缩小城乡差距。城镇居民净收益减少 2.15%，农村居民净收益减少 0.93%，城镇居民的净收益受畜产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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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上涨的影响大于农村居民。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研究测算结果很好的解释了开篇提出的三个问题。第一，2007~2013 年，CPI 年均实际涨幅为

2.93 %未达到通货膨胀临界点，这七年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通货膨胀。但是，由畜产品价格上涨引起的

CPI 年均涨幅占 CPI 实际年均涨幅的 19.34%，这说明畜产品价格波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物价指

数，如果出现通过膨胀，畜产品价格的上涨会是一个潜在因素。同时由畜产品价格上涨对农村居民消费

的影响大于对城镇居民的影响，这与 U-CPI、R-CPI 的实际上涨幅度相符，说明畜产品价格上涨是促成这

一现象的原因之一。畜产品价格上涨引起的 GDP 涨幅是其七年实际涨幅的 4.18%，畜产品价格上涨通过

成本驱动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国民生产总值。 
第二，就单个部门来说，除去自身价格波动对自身的影响，畜产品价格波动对种植业部门的影响最

大，价格上涨 8.24%。畜产品价格上涨对食品加工及制造业、纺织业和纺织服装、皮革制造业等的价格

都有显著影响，价格分别上涨 6.76%、5.68%、7.38%。第三产业的住宿餐饮业的产品价格有显著提高，

涨幅为 4.17%。 
第三，2007~2013 年间，随着畜牧业产品价格上涨，城乡居民消费和劳动者报酬同时增加，但是消

费支出的增加高于劳动者报酬的增加，城乡居民净收益均趋于减少。农村居民净收益减少幅度小于城镇

居民净收益减少额，农村居民净收益减少幅度比城镇居民净收益减少幅度小 1.22%。农村居民净收益、

城镇居民净收益人均减少额分别为 39 元、296 元，农村居民净收益、城镇居民净收益人均缩小 257 元，

说明畜牧业产品价格上涨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综上所述，畜牧业产品价格波动对国民经济、相关部门产品价格和城乡居民生活消费具有重要影响。

畜牧业日益成为承前启后的大产业，前驱种植业、后带加工业，不仅为人们提供优质的肉蛋奶，而且还

承担着为食品工业、医药及其他相关产业提供原料的重大功能[7]。畜产品价格波动将影响种植业、食品

加工及制造业、纺织服装和皮革制造业、住宿餐饮业的产品价格，进而影响物价总水平、CPI 和城乡居

民净收益。畜产品上涨导致城乡居民净收益均减少，但是农村居民净收益减少幅度比城镇居民净收益减

少幅度小 1.22%，人均净收益差距缩小 257 元，能够缩小城乡差距。因此，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

体化，需要高度关注畜产品价格变化对城乡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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