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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ＶＡＲ模型），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中成药产量、中药材种植面积、
中草药及中成药成交额、农业生产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中药材价格指数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中成药产量、中草药及中成药成交额是中药材价格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而中药材种植面积、农业

生产价格指数不是中药材价格的格兰杰原因。对具有因果关系的各个指数再次建立 ＶＡＲ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和方
差分解等方法对该模型进行分析和价格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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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扶持中医药产

业的发展，中药材流通市场政策红利层出不穷，销

售市场前景大好，部分常用中药材的需求大幅度增

加，中药产品价格持续回暖。越来越多的医药企业

逐步提高了对中药产品的投资研发力度，根据商务

部发布的 《２０１６年中药材流通市场分析报告》统计
结果，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中药饮片加工业实现销
售收入 １４９５６亿元，中药及中成药销售总额
３０９３亿元，国内市场中药材年需求量在 ２００万吨
以上［１］。从整体上来看，近１０年来我国中药材市
场价格的走势呈现出 “短期暴涨暴跌、长期稳步

上升”的趋势，即短期内的中药材市场价格会出

现大幅度暴涨暴跌，但从长期看，中药材的市场价

格整体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２］。这种大起大落

的价格变动对整个中药产业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挑

战，严重阻碍了中药产业的健康发展。研究中药材

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对预测中药材市场走势、稳定

中药材市场价格，以及保障中药产业的健康发展都

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ＶＡＲ模型），结合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间的相关统计数据，通过数据处理分
析中成药产量、中药材种植面积、中草药及中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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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额、农业生产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

因素对中药材价格指数的动态影响作用。

１　概念界定与文献回顾

１１概念界定

向量自回归模型：简称 ＶＡＲ模型，它是 ＡＲ模
型的推广，由克里斯托弗·西姆斯（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ｉｍｓ）
首先提出［３］。它是用模型中所有当期变量对所有变

量的若干滞后变量进行回归来估计联合内生变量的

动态关系，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

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 “向量”自回归模型［４］。一般

ＶＡＲ（ｐ）模型可以写成：
Ｙｔ＝ｃ＋Ａ１（ｙｔ－１）＋Ａ２（ｙｔ－２）＋…＋

　　　　　　Ａｐ（ｙｔ－ｐ）＋ｅｔ （１）
式中：ｃ是 ｎ×１常数向量，Ａｉ是 ｎ×ｎ矩阵。

ｅｔ是 ｎ×１误差向量，应满足：１）误差项的均值
为０；２）误差项的协方差矩阵为 Ω，误差项不存在
自相关。

１２文献回顾

在以往对中药材价格影响因素的研究和讨论

中，袁盼等［５］对近１５年来道地药材的价格变动及
其影响因素和应对方法进行了描述，认为耕种面积

的缩小以及常年中药材市场价格的不景气导致了药

材价格的大幅波动。龙兴超等［６］从产业链和信息

流通的角度对中药材价格的波动进行了分析，由于

常年来中药材生产基础薄弱，流通模式落后于社会

经济快速发展，从而加大了中药材生产的供需矛

盾，导致中药材价格周期性波动。申俊龙等［７］分

析了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价格形成的特点，

提出了中药价格形成机制的体系，认为中药价格

形成机制应当保护中药资源、引导中药资源的合

理开发、降低中药价格形成中的交易费用成本。

张淑丽等［８］探讨了中药价格的相关影响因素及中

药价格涨跌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认为中药的价

格受生产总量、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影响，但是还

需要监管部门的有力监督，以维持中药价格的稳

定性。

对中药材价格的影响因素分析，大部分学者的

研究方向和形式主要以理论分析为主，缺乏相应的

实证分析。本文通过建立 ＶＡＲ模型，运用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６年共２４个季度数据实证分析各主要影响因素对

中药材价格的作用影响强弱，并对稳定中药材价格

给出部分建议。

２　ＶＡＲ模型的构建

２１指标变量的选取

作为具有明显的第一产业特征的中药产业，其

产品价格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市场角度来看

主要可以分为供给方面、需求方面和其他方面。供

给方面主要包括中药材产量、种植成本等因素；需

求方面主要包括中药材的市场销售量；其他方面包

括通货膨胀、政策影响、气候灾害和投机炒作等因

素。由于本文是对中药材价格的短期实证分析，因

此文中不考虑长期政策变动和偶然因素对中药材价

格的影响。结合已有的对中药材价格的研究成果［９］，

本文选取的相关指标包括：以中成药产量（ＰＣＭ）、
中药材种植面积（ＰＡ）作为主要供给因素；以中草药
及中成药成交额（ＳＣＭ）作为主要市场需求因素；以
农业生产价格指数（ＡＩ）作为主要生产成本因素；以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作为通货膨胀因素，运用
以上参数对中药材价格指数（ＰＩ）进行预测，并对结
果进行分析和讨论。

２２数据的预处理

为消除各个变量间量纲的不同和可能存在的异

方差因素的影响，首先将各个变量取自然对数，得

到中成药产量对数序列 ｌｎ（ＰＣＭ），中药材种植面
积对数 ｌｎ（ＰＡ），中草药及中成药成交额对数
ｌｎ（ＳＣＭ），农业生产价格指数对数 ｌｎ（ＡＩ），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对数 ｌｎ（ＣＰＩ）和中药材价格指数对数
ｌｎ（ＰＩ）。用取自然对数后的数据序列进行 ＶＡＲ模型
的构建和分析。

２３数据来源

以上数据中除中药材价格指数来自于中药材天

地网外，其他数据均来自相关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

局网站。

２４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可知，上述数据之间存在明

显的共线性，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在建立 ＶＡＲ
模型前需要先对这些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

Ｅｖｉｅｗｓ软件进行上述数据的 ＡＤＦ检验，检验结果如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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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数据平稳性的ＡＤＦ检验
变量 ＡＤＦ检验值 ５％临界值 判断结果

ｌｎ（ＰＩ） －３３００３ －３６５８５ 不平稳

Ｄｌｎ（ＰＩ） －４２４０１ －３６３２９ 平稳

ｌｎ（ＳＣＭ） ０１１５７ －３６７３６ 不平稳

Ｄｌｎ（ＳＣＭ） －４７４７０ －３６７３６ 平稳

ｌｎ（ＰＡ） －２９１７４ －３６３２９ 不平稳

Ｄｌｎ（ＰＡ） －３２９３８ －３００４９ 平稳

ｌｎ（ＣＰＩ） －２１１６３ －３６２２０ 不平稳

Ｄｌｎ（ＣＰＩ） －５２４６５ －３６３２９ 平稳

ｌｎ（ＰＣＭ） －３０９６２ －３６９０８ 不平稳

Ｄｌｎ（ＰＣＭ） －３７５１６ －３０２９０ 平稳

ｌｎ（ＡＩ） －２５８１４ －１９５７２ 平稳

由表１数据可知，在检验精度为５％条件下，经
过取自然对数处理后的各个数据属于一阶单整数据，

满足构建ＶＡＲ模型的要求。

２５确定ＶＡＲ模型的滞后阶数

本文建立６维ＶＡＲ模型，运用Ｅｖｉｅｗｓ软件进行
滞后排除检验以确定ＶＡＲ模型的滞后阶数，检验结
果如表２。结果显示，滞后一阶有３个最优选项，滞
后二阶也有３个最优选项（包括似然估计值），根据
经验判断以及参考其他相关文献［１０］，本文选择的最

佳滞后阶数为２。

３　模型检验

３１模型系统稳定性

在确定ＶＡＲ模型的滞后阶数后，需要先对模型
进行稳定性检验，以保证所建立的ＶＡＲ模型有实际
意义。本文选择特征方程根的检验确定ＶＡＲ模型的
稳定性，如果ＶＡＲ模型中所有方程根的模的倒数在
单位圆内，即可认为该模型是稳定的，检验结果如

图１。由于图中部分特征值靠近单位圆的边缘，可
以参考特征方程根的模的倒数小于１来保证系统稳
定性，结果见表３。由表３数据可知所有特征方程根
的模的倒数都小于１，所以该ＶＡＲ模型是稳定的。

图１　特征方程根的检验图

表３　特征方程根的检验
方程根 系数

０８８１９０９－０１６６０３２ｉ ０８９７４０２

０８８１９０９＋０１６６０３２ｉ ０８９７４０２

０５３６１４７－０３７４５１３ｉ ０６５３９９８

０５３６１４７＋０３７４５１３ｉ ０６５３９９８

０２４６５０５－０５６８５６８ｉ ０６１９７０５

０２４６５０５＋０５６８５６８ｉ ０６１９７０５

－０３９９１９９－０４３０４２７ｉ ０５８７０４９

－０３９９１９９＋０４３０４２７ｉ ０５８７０４９

－０１４８２９９－０５２０６７８ｉ ０５４１３８５

－０１４８２９９＋０５２０６７８ｉ ０５４１３８５

－０１９７１８３－０１２６８２４ｉ ０２３４４４７

－０１９７１８３＋０１２６８２４ｉ ０２３４４４７

３２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定义为 “依赖于使用过去

某些时点上所有信息的最佳最小二乘预测的方

差”［１１］，该检验是检验一个经济变量的历史信息

是否可以预测另一个经济变量的未来变动。对上

述模型中的价格指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

结果如表４。

表２　滞后排除检验结果
滞后 似然估计值 似然比检验 最终预测误差 赤池信息量准则 施瓦兹准则 汉南奎因准则

０００ ３７６３０８０ ＮＡ １９４ｅ－２３ －３５２７０００ －３４９７０００ －３５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５８３７４７ １０９４２２３０ ２８３ｅ－２５ －３９６５０００ －３７５６５６９ －３９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５０１５３１７ ０３２８８１４７ ４２８ｅ－２５ －４０３３６３５ －３６４６０００ －３９４９４３６

　　注：ＮＡ表示该项不存在；表示该检验下的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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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价格指数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排除项 卡方值 自由度 Ｐ值

Ｄｌｎ（ＡＩ） ０４１６８８９ ２ ０８１１８

Ｄｌｎ（ＣＰＩ） ６１９２１６１ ２ ００４５２

Ｄｌｎ（ＰＡ） １６２７７００ ２ ０４４３１

Ｄｌｎ（ＰＣＭ） ６５６２６２９ ２ ００３７６

Ｄｌｎ（ＳＣＭ） ６９９２６７１ ２ ００３０３

Ａｌｌ ２１４９９９８０ １０ ００１７９

由表４可知，在检验精度为５％的条件下，中药
材价格指数（ＰＩ）受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中
成药产量（ＰＣＭ）、中草药及中成药成交额（ＳＣＭ）的
滞后效应影响，而与中药材种植面积（ＰＡ）和农业生
产价格指数（ＡＩ）无明显相关性。

４　模型分析

根据对以上检验结果的分析和归纳，选择建立

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的中药材价格指数（ＰＩ），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中成药产量（ＰＣＭ），中草药
及中成药成交额（ＳＣＭ）指数构建４维ＶＡＲ模型进行
进一步的分析，根据滞后选择标准确定最佳滞后期

为２，模型通过稳定性检验。

４１脉冲响应分析

通过Ｅｖｉｅｗｓ软件得到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的
４维ＶＡ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图，即图２。

图２　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的４维ＶＡＲ模型脉冲响应
函数图

由图２可知，中药材价格指数（ＰＩ）在第１期时
就对自身具有强烈的响应，而中成药产量（ＰＣＭ）与
中草药及中成药成交额（ＳＣＭ）会在第２期对中药材
价格指数（ＰＩ）产生较强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ＣＰＩ）对中药材价格指数（ＰＩ）的影响在第５期才
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结合实际生产经验可知，中药

价格对整个中药产业具有实时的影响，而中成药产

量和中草药及中成药成交额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

才开始对中药产业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４２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分析ＶＡＲ模型中的各个变量对某一

特定变量的影响大小及组成的方法，它分析了每个扰

动因素对ＶＡＲ模型的响应程度。本文建立的具有格
兰杰因果关系的４维ＶＡＲ模型方差分解结果如表５。
由表５可知，对中药价格影响最大的是中药材价格指
数（ＰＩ）其本身，第１期影响程度达到９７９８％，但到
第２期就降至６０％，并保持这个影响程度直至第１０
期。影响程度紧随其后的是中成药产量（ＰＣＭ），虽然
第１期的影响份额很小，但在第２期就上升到了２２％
左右。中草药及中成药成交额（ＳＣＭ）和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ＣＰＩ）对中药价格的影响程度都比较低。

表５　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的４维ＶＡＲ模型方差分解表
期数 标准误 ＣＰＩ ＰＣＭ ＰＩ ＳＣＭ

１ ０００６４２７ １９７４４３９ ０００４７３９５９７９７８１７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７２４１ １３２３８９３ ２２０５２１６０６７２１２９６ ９４１０９８９

３ ０００７５６６ １３１３１９５ ２２７７６５９０６６５７２１３ ９３３８０８１

４ ０００７８７５ １２９６９４０ ２４０３３４３０６５３０３１５ ９３６６４８４

５ ０００７９６５ ４９６５０２３ ２５１４６９００６０９６０４２ ８９２７６５７

６ ０００８００２ ４９８７４０８ ２５０１０７５０６０９５５１８ ９０４６６５４

７ ０００８０２１ ５１４０６１０ ２４８４６８６０６０９２５６０ ９０８６９２８

８ ０００８０３３ ５１４２８９６ ２４８３８９８０６０８９３１３ ９１２４９９３

９ ０００８０３８ ５１４５６６０ ２４８７０３４０６０８６１０７ ９１２２９３４

１０ ０００８０４０ ５１７５２０９ ２４９２０２６０６０７９１２９ ９１１３２３１

图３　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的４维ＶＡＲ模型方差分解图

４３价格预测
通过对上文中ＶＡＲ模型检验结果的分析，该模

型中的中药价格表达式可以写成以下形式：

ＰＩ＝－４６２７２２８３４２８９×ＣＰＩ（－１）－３４５９７５０６９９９２×
ＣＰＩ（－２）－０７０５６０８６８３１７７×ＰＣＭ（－１）－０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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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７５２４６１４×ＰＣＭ（－２）＋００１５４６８８７０６８４２×
ＰＩ（－１）－０４３８０８７７９２０７８×ＰＩ（－２）＋
０９３３７６０９２３８４２×ＳＣＭ（－１）－１２３５９７３０３０２２×
ＳＣＭ（－２）＋００２２５２９１３２２３５１ （２）

该表达式体现了中药材价格指数（ＰＩ）和中成药
产量（ＰＣＭ）、中草药及中成药成交额（ＳＣＭ）以及居
民价格指数（ＣＰＩ）间的数量关系，运用该表达式对
２０１６年１季度—２０１７年４季度的中药材价格指数进
行预测，结果如图４。

图４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中药材价格指数预测图

从预测结果来看，本模型在３个季度内的预测
精度较高，超过３个季度后的预测结果与实际值之
间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５　总结

本文从市场角度分析中药材价格的影响因素，

选取包括中成药产量、中药材种植面积、中草药及

中成药成交额、农业生产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等的主要价格影响因素，建立向量自回归模

型（ＶＡＲ模型），并运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定量方
法分析这些影响因素作用的大小，利用已知数据对

中药材价格指数进行价格预测。经过实证分析可以

发现，中药材价格指数对自身具有很强的影响作用

和很低的滞后性，即中药材价格指数极容易受到偶

然因素的影响而暴涨暴跌，很难长期维持在一个较

为稳定的范围内。中成药产量、中草药及中成药成

交额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中药材价格指数也具有

较强的影响力，但存在较高的滞后性，一般需要经过

６个月以上的时间才开始对市场价格产生较大的影
响。中成药产量影响作用大于中草药及中成药成交

额证明了中药产业的是需求弹性缺乏产业，产品市

场需求仍较低，即中药产业的发展应该侧重于提高

市场对中药产品的认同度，提升中药产品的市场需

求。从价格预测的结果来看，本文所建立的具有格

兰杰因果关系的４维ＶＡＲ模型在３个季度内的价格
预测拟合度较为优秀的，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中药

材价格指数的走势情况，对中医药企业和地方政府

判断中药材价格的走势以及中药产业发展态势提供

一定的数据支持。然而，本模型在对３个季度以后
的价格走势预测时，其结果与实际结果存在较大差

异，体现了本模型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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