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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蔬菜供应链价格纵向传导机制研究
———重庆的实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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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依据价格传递理论,采用统计分析和协整计量模式,研究重庆蔬菜价格的纵向创导机理．结果表明重庆

蔬菜零售价格盘旋上升,季节波动大,批零差价率高,３个环节的价格波动差异大．蔬菜价格的正向传导明显,且零

售价格受到产地价格影响大于批发价格,但逆向反馈机制不明显．基于此提出加强市场总量及结构均衡研究,夯实

稳定蔬菜价格的供应机制;支持建立新型流通模式,逐步形成充分竞争的价格形成机制;强化应急预警体系和信息

发布体系建设,逐步形成抑制菜价波动的常态化管理机制;探索蔬菜价格管理和保险制度建设,形成蔬菜生产和消

费利益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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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生产的周期性、季节性、区域性与需求的即时性、广泛性、稳定性决定了蔬菜价格波动是客观现

象,也必然长期存在．但蔬菜价格过度频繁波动直接波及消费者的权益保障、菜农的生产积极性,以至于对

国家民生建设及宏观经济面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如何保障蔬菜供应、有效调节蔬菜价格大幅波动、平抑

市场价格成为学界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２０１１年,中国蔬菜产值１２６亿元,首次超过粮食,成为我国第一大农产品,人均蔬菜拥有量达到每人

每年３７０kg;２０１３年我国蔬菜种植面积超过０２亿hm２,年产量超过７亿t,人均占有量超过５００kg,均居

世界第一位．但是蔬菜的零售价格却涨幅过大,２０１４年上半年蔬菜价格持续走低,时有蔬菜滞销现象,极

大地影响菜农的种植积极性和生产收益．这种“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的双重矛盾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民生建

设的重大问题．诚然,影响蔬菜价格波动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相互叠加而成,但从供应链视角看,有学者

主张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在蔬菜定价中流通机构具有一定的定价垄断优势,是价格的主要获利者[１]．那么

蔬菜流通体系中,这种价格是怎么传导的,传导机制如何? 基于此,本文借助重庆市物价局、重庆市农业

委员会提供的数据和课题组调研数据来检验重庆地区蔬菜价格的纵向传导机理,以期构建稳定蔬菜价格的

长效机制．

１　重庆城市蔬菜价格的波动规律

１１　重庆蔬菜产销概况及价格调控经验

重庆是蔬菜生产大市,也是我国重要的冬春商品蔬菜基地．２００９年重庆蔬菜总产量突破１０００万t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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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达到１１７７万t,超过粮食成为第一大宗农产品．“十一五”期间,全市蔬菜种植面积和总产量的增速分

别名列全国２２个总产超过１０００万t省份的第２位和第３位．２０１３年重庆市蔬菜种植面积６８万hm２,产量

１６００万t,平均产量２３４t/hm２;蔬菜总供给量１２１０万t,人均蔬菜拥有量为５４０kg,蔬菜自给率达到

９０％,均居全国前列①．
重庆市政府在蔬菜的保供稳价方面出台了诸多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已建设成“铜梁、潼南、璧山、

武隆”四大核心蔬菜生产基地,并且每年安排１亿专项资金致力建设成５３万hm２ 高标准蔬菜基地,保障

重庆主城区蔬菜供应;在流通领域中,依托“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安排近２亿资

金用于批发市场、配送中心、肉菜追溯体系信息化等建设;在零售环节出台«关于全面开展农超对接的意

见»,配套１１条优惠政策,推进社区平价店建设、开展“农社对接、农超对接、菜场超市化”等服务．
１２　重庆蔬菜价格波动规律

在这一系列蔬菜产业发展建设中,蔬菜价格波动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与发达区域相比,重庆各

部门之间缺少协同机制、尚未建立价调基金、蔬菜保险、菜价预警平台等蔬菜价格调控机制,因此突发事

件、CPI上涨等因素易引起蔬菜价格波动．考察整个蔬菜产业链,近年来重庆蔬菜价格波动主要表现为以

下特征．
１２１　零售价格波动存在“大小年”,波幅减小

根据重庆市调查总队提供的数据,蔬菜的CPI指数(图１)存在明显的“大小年”,如２００９年上涨幅度较

大,２０１０年就会有所回落,但波动幅度总体趋缓,价格逐渐收敛．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鲜蔬价格年涨幅分别为

９２６％,１８５４％,８９２％,４１７％,１４５８％,７１７％,６年间累计上涨６２６３％,明显高于同时期居民消费价

格水平涨幅１７３４％和食品类涨幅４４７５％．
１２２　零售价格盘旋式上升,季节性特征明显

根据重庆市物价局重点监测的９种蔬菜的零售价格,采用简单平均算法得出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蔬菜零售

均价走势图(图２)．从绝对价格水平看,蔬菜均价从２００８年每５００kg的为１５１元上涨到２０１３年的２７６
元,累计上涨８２７８％;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涨幅最大为３３％,其余年份涨幅在３％~１６％之间．价格趋势线y＝
０２３４x＋１３８７２,预示着蔬菜零售价格每年将有２３３８％的涨幅．

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重庆蔬菜CPI指数 图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蔬菜零售均价(每５００g)

　　从月份看(图３),蔬菜价格在１－４月份价位较高,５月份开始下降,６,７月份达到谷底,主要是本地蔬菜

大量上市,８月份开始上涨,９月份达到波峰,１０－１２月份略微走低,总体上蔬菜零售价格呈横向“S”型走势;
主要是因为蔬菜生产、流通与天气紧密相关．不同年份之间的季节性波动趋于缓和,大的环节在于国家物流系

统的发展,其次在于蔬菜产业的设施化、规模化、冷链化有效调剂了供需之间的季节差异与地域差异．
１２３　批发环节与零售环节的批零差价率高,且波动大

根据重庆市物价局、重庆市农业委员会提供的生产类数据,得到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重庆蔬菜的产地价格、
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采用“顺加法”计算出蔬菜在流通环节的批零差价率,如图４所示,批零差价率高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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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数据来源于重庆市农业委员会的统计数据．



波动较大．产地到批发市场的差价率在４０％~６０％,变化尚在合理范围内;批发市场到零售终端的差价率

在８０％左右,２０１１年高达１２０％,２０１３年趋于７５％,波动幅度较大,且零售环节的批零差价率大于批发环

节,说明重庆蔬菜的“最后一公里”现象严重．
注:“顺加批零差率”,即:
(１)批发环节批零差价率A＝蔬菜(批发价格－产地价格)/产地价格

(２)零售环节批零差价率B＝蔬菜(零售价格－批发价格)/批发价格

图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蔬菜月份零售均价(每５００g)

１２４　３个环节的波动走势各异,总体趋缓

基于传统蔬菜供应链“产地→批发地→零售市场”的模式,采集到３个环节的均价．如图５所示,零售环节

的价格波动一路上扬,且波动幅度(计算公式为(波峰值－波谷值)/平均值)明显大于生产环节和批发环节．
如图６所示,通过计算零售环节和批发环节的波幅呈“L”型走势,在２００９年度较高,以后较为平缓,

生产环节的波幅呈“V”型走势,在２０１１年出现负值(－２１６６％),达到谷底．对比不同环节,从大到小依次

为零售环节(１１９８％)、批发环节(１１２２％)、生产环节(７５５％);从时间上看,蔬菜供应链上的每个环节

波动幅度趋于缓和,如２００８年,生产环节、批发环节、零售环节的波动幅度分别为２１２８％,４０９０％,

２８９０％,２０１２年,对应３个环节的波动幅度分别为４４４％,３９２％,４８３％,波动幅度明显下降,说明总体

波动趋缓．

图４　蔬菜批零差价率 图５　３个环节的蔬菜均价走势(５００kg)

２　城市蔬菜价格的纵向传导机理

根据以上分析,初步判断蔬菜价格的纵向传导存在较大的相关关系,那么其内在的传导机理如何? 本

文重点分析其价格之间的纵向传导机制,探索构建稳定蔬菜价格的长效机制,惠农惠民．
农产品价格传导机制是农产品价格体系变化的内在规律,是农产品价格机制作用于微观经济主体、发

挥资源配置功能的重要载体,它反映了农产品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纵向传导机制主要是

３第１期　　　　 　高　静,等:城市蔬菜供应链价格纵向传导机制研究———重庆的实证



图６　３个环节的蔬菜价格波动幅度

指农产品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产品之间

的价格传导．
国内外学者在农产品及蔬菜价格传导

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Farrel[２]开启了

对价格传导过程中的非对称性实证研究的

大门．Lele[３]运用相关系数法对印度西部高

粱市场价格机制进行研究．Cushing等[４]通

过实证分析美国的价格传导机制表明从生

产者价格到消费者价格的传导机制比从消

费者价格到生产者价格的传导机制更重要,
价格传导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Willett等[５]对食用油、水果、肉制品供应链不同环节价格的传递进行了实

证研究,得到价格在供应链中传递具有非对称性的特点．Aguiar等[６]通过对法国两种大众蔬菜的周价格数

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地价格与零售价格之间价格传递的不对称性难以得到证实,这是由于新鲜蔬

菜没有保险造成的．Cudjoe等[７]提出全球化背景下,距离和消费市场的规模会影响地区间蔬菜价格的传递．
借鉴国外的理论基础,国内学者也展开了蔬菜和农产品价格的纵向传导机制研究．孔祥智等[８]指出农

业产业链条的价格传递以“需求拉动”为主,以“供给推动”为辅,食品加工企业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价

格的纵向传导存在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主要表现为生产对零售价格传导存在时滞,零售对生产价格传

导畅通[９];价格上涨要比价格下降的传递更为迅速和充分,纵向市场联结越松散,非对称垂直价格传递特

征越微弱[１０];上中游传导和中下游传导作用程度、时滞、方向均存在不对称[１１]．其价格传导不对称的原因

主要在于:微观层面上,蔬菜零售商对市场的支配力要高于批发商[１２],或者经营过程中高昂的流通成本、
信息沟通障碍适应性困难等影响蔬菜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的合作关系[１３－１４];中观层面看,其主要原因是中

间商和零售主体的垄断性[１５],主要有蔬菜产业市场不完善、效率低、内部传导存在明显滞后,纵向传导渠

道中各个环节主体的相对市场力量等[１６]．也有研究与上述观点有异,宋长鸣等[１７]基于 VAR模型研究发现

生产和零售市场联合机制稳定,整合程度高,且不易受外界因素影响,蔬菜价格波动传导的内生性极强．已
有研究为本文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国内外关于蔬菜价格的传导并没有定论,可能主要原因在于蔬菜

产业链的区域性特点差异较大．因此,本文基于重庆市的统计数据实证来探究蔬菜的内在价格传导机理,
以期建立稳定蔬菜价格的长效机制．

３　方法选择与实证结果讨论

３１　方法选择

目前,协整检验是市场整合、价格纵向传导研究的主流方法．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变量间有可

能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依此作为研究基础,首先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对于具有非平稳的变量使用差

分处理使之平稳,对具有同阶平稳的变量可采用Johanson提出的协整检验来检验这些变量之间的均衡关

系,最后采用方差分解,以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度．
３２　数据来源及处理

根据蔬菜供应量形式,本部分从价值链的角度来分析蔬菜价格波动情况．本部分选取重庆市农业委员

会１０个重点区县监测的９个蔬菜产地的平均价格作为生产价格P１、选取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对重庆盘溪观

农贸蔬菜批发市场、九龙坡毛线沟市场日均百吨以上大宗品种加权均价作为批发价格P２、选取重庆市物价

局３９个零售市场监测的１０种蔬菜零售均价作为零售价格P３,时间从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以周为

一个计算周期,共５１个时间周期．３种价格的周价格趋势如图７所示．
从图７中可以看出,产地价格和批发价格走势趋同,且差价空间较小,批发价格呈季节性波动上升,

且与批发价格之间差价空间极大．产地价格P１ 在２０１３年第８周出现波谷每５００g０５元,波动幅度为

８９７７％,批发价格P２ 的曲线较为平稳,波动幅度为４８４７％,维持在每５００g１５元左右．零售价格P３ 的

曲线呈无规则状态,波动较为剧烈,波动幅度为４３８８％,在２０１３年第４周达到波峰,分别于第９周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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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周达到波底,为２５元/斤,且在２０１３年末有翘尾趋势．

图７　３种价格的趋势图(每５００g)

３３　实证结果分析及讨论

３３１　单位根检验

由于协整检验主要是检验非平稳序列之间的因果关系,为避免伪回归,首先采用Dickey&Fuller提出

的 ADF单位根检验来对解释变量及被解释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３种价格在原始序

列均不平稳,一阶差分后均在α＝１％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３种价格同阶单整,所以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表１　单位根检验

检验形式(c,t,k) ADF统计量 ５％水平 Prob∗ 检验结果

P１ (c,t,１) －１２６５ －２８９ ０１２０８ 不平稳

P２ (c,０,１) －１８６９ －２８９ ０１１０６ 不平稳

P３ (c,０,１) －１０２９ －２８９ ０２０１６ 不平稳

ΔP１ (０,０,０) －３４７２８４４ －２８９ ０００３１ 平稳

ΔP２ (０,０,０) －４０９３４９０ －２８９ ００００２ 平稳

ΔP３ (０,０,０) －３１９７６９０ －２８９ ０００６４ 平稳

　　注:(c,t,k)中,c为常数项,t为趋势项,k为滞后期,Δ 为差符号．

３３２　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多变量协整检验应用广泛的Johansen(JJ)协整检验．从表２的检验结果得到,在α＝５％的

显著性水平下,迹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均拒绝没有协整和最多存在一个、最多存在２个协整关系的原假

设,表明３个变量之间存在至少３个协整关系,因此蔬菜价格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根据协整检

验的结果,分别选取P１,P２,P３ 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以P１,P２,P３ 及差分序列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分析．通过对实证模型的多次调整,在t检验、F 检验、D－W 值检验均通过的前提下,获得最终的回归

结果见式(１)、式(２)、式(３)．
表２　３个变量之间的协整检验结果

H０:协整方程的个数 特征值 迹统计量 临界值(α＝５％显著水平) P 值

０ ０８６５９ ３４２５ ２６２１ ００３２６
至多１个 ０４２１５ １６２８ １４２６ ００３２８
至多２个 ０２１０６ １３２７ １１２５ ００４９６
至多３个 ００１５９ ９４９ ５６７ ０２３６４

P１＝２２３６３＋０７７１８AR(１)－０５４７１AR(２) (１)

P２＝０２５８０P１(－１)＋０３５２０P３(－１)＋０５１５９AR(１) (２)

P３＝３８６７０＋１１７５１P１＋０５２６０P３＋０７９３４AR(１) (３)
从式(１)中可以得出,蔬菜生产环节的价格主要是受到自身的影响,P２,P３ 对其无显著影响,且上一年

的价格对今年有较强的正向影响．可能原因有三:① 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信息流通不畅,因为后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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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的市场化程度较为完善,而第一个阶段主要在农村,菜农信息获取能力弱,同时市场发育也不够充

分;② 蔬菜生产过程的生物特性决定了其周期较长,即使获得了零售环节的信息也无法及时调整生产

计划和生产结构;③ 蔬菜生产者的生产计划主要是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
从式(２)中可以看出,蔬菜流通环节的价格主要是受到自身的影响,但同时也受到P１,P３ 前一期影响,

但并不受的当期影响,且前期零售价格每增加一单位,则会增加批发价格０３５单位．主要原因是由于流通

环节的蔬菜周转速度快,批发和零售市场的联系较为紧密,而对时空相隔较远的前导性生产环节的产地价

格变动不敏感．
从式(３)中可以看出,重庆市蔬菜零售环节的价格同样是受到自身的影响,但也受到P１,P３ 当期影响,

且生产价格的影响大于批发价格的影响,可能主要是由于重庆蔬菜的产业链正在由传统的“四站式”、“五
站式”向现代直采直销模式转变,２０１２年重庆市蔬菜的直采率为２２％,高于全国平均数４个百分点．以永

辉超市为例,直采率一直高达９５％,菜价长期低于一般零售终端１０％~１５％①．
３３３　方差分解

为了说明变量之间的强弱关系,本文利用前面确定的协整关系进行方差分解,从而了解各方差信息对

模型内生变量的重要性,三组变量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３~表５．分解结果表明,总体而言,P１,P２,P３ 主

要是受到自身影响,在滞后１０期时３个变量对自身的贡献率分别稳定在７５％,５３％,６２％,产地价格受自

身影响最大,与协整分析中式(１)的分析结果吻合．P１ 受到P３ 的影响大于P２(贡献率１５４５％＞９７５％);
P２ 受到P１ 和P３ 的影响相当(贡献率分别为２６％,２０％),且均在滞后７期处于稳定状态;P３ 受到P１ 的影

响远大于P２(贡献率３２％＞５２％)．以上数据表明,蔬菜产地价格对批发价格、零售价格的影响都大于其

反向影响．零售价格的上涨受到产地价格的影响大于批发价格,与式(３)的回归结果相吻合．
表３　P１ 的方差分解结果滞后期

滞后期 SE P１ P２ P３ 滞后期 SE P１ P２ P３

１ ０１５７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６ ０４４９８ ８２８７７２ １０２１５５ ６９０７３
２ ０２６６９ ９７８６３５ １９６８６ ０１６７９ ７ ０４６０９ ７８９６５６ １０６０１２ １０４３３２
３ ０３４９４ ９５１９５８ ４５９２２ ０２１２０ ８ ０４７０５ ７６３７２５ １０４１３７ １３２１３８
４ ０４０２７ ９１７３４１ ７０４３０ １２２２９ ９ ０４７９５ ７５１３１０ １００３７３ １４８３１７
５ ０４３３１ ８７４３５１ ９０１１１ ３５５３８ １０ ０４８７１ ７４７８９８ ９７５４０ １５４５６２

表４　P２ 的方差分解结果滞后期

滞后期 SE P１ P２ P３ 滞后期 SE P１ P２ P３

１ ０２１４７ ２１３４９ ９７８６５１ ０００００ ６ ０３６０１ ２４７５１２ ５４２１１５ ２１０３７３
２ ０２５２９ ３４５５９ ８７１４７９ ９３９６３ ７ ０３６７８ ２６３０６５ ５３１２９８ ２０５６３７
３ ０２８８７ ９２８９０ ７３９５７１ １６７５４０ ８ ０３７０８ ２６７４６２ ５２９８５３ ２０２６８５
４ ０３２０８ １６１０６０ ６３４６２９ ２０４３１１ ９ ０３７１７ ２６７２３３ ５３０９５１ ２０１８１７
５ ０３４５０ ２１４５１８ ５７２３８８ ２１３０９４ １０ ０３７２０ ２６６９５４ ５３１１６６ ２０１８８０

表５　P３ 的方差分解结果滞后期

滞后期 SE P１ P２ P３ 滞后期 SE P１ P２ P３

１ ０３９１１ ００２３４ ０７３４３ ９９２４２３ ６ ０８１９４ ３１６７１７ ３９６０２ ６４３６８１
２ ０５３５５ ７６０２９ １３１４８ ９１０８２３ ７ ０８３１１ ３２６１７８ ４６２５７ ６２７５６６
３ ０６５３６ １６７４５８ １６３５８ ８１６１８４ ８ ０８３４５ ３２７１８２ ５０４２４ ６２２３９５
４ ０７３７９ ２４１８９２ ２３０８６ ７３５０２２ ９ ０８３５６ ３２６３９１ ５２１９９ ６２１４１０
５ ０７９１２ ２９０８４２ ３１３５０ ６７７８０８ １０ ０８３６９ ３２７２５８ ５２４５０ ６２０２９２

４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４１　研究结论

根据重庆政府主管部门提供的数据及作者实地调研获取的一手数据,首先梳理了重庆市蔬菜产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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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总体上蔬菜产量、自给率、人均消费量稳步上升,均居全国前列．其次,从蔬菜产业链上截取生产环

节、批发环节和零售环节,研究其价格波动趋势,发现零售价格波动存在“大小年”、螺旋式上升,季节性特

征明显,批零差价率高且波动大,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和零售环节的价格波动幅度差异较大．最后运用协整

计量分析得到:从生产到零售环节,蔬菜价格的正向传导(从生产→批发→零售)机制明显,零售价格受到

批发价格和生产价格的影响,且产地价格对蔬菜价格的影响程度大于批发环节,而零售价格对生产价格的

反馈作用不够明显,零售对批发的指导也存在时滞．
４２　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研究结论,根据«全国蔬菜产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的指导思想,结合«重庆蔬菜产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以下稳定重庆城市蔬菜价格的长效机制．
４２１　加强市场总量及结构均衡研究,夯实稳定蔬菜价格的供应机制

蔬菜生产的季节性、区域性和生物特性决定了生产供应的管理难度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根据重庆地

形地貌特点,科学规划蔬菜生产布局,继续加强重庆三级蔬菜生产基地建设,同时加大科技投入、劳动力

市场建立和土地流转政策配套,促进生产基地的规模化、多元化和设施化发展,大力提高蔬菜生产总量和

均衡供应能力．
４２２　支持建立新型流通模式,逐步形成充分竞争的价格形成机制

流通渠道创新能够充分发挥蔬菜供应链的价值创造潜力．由于城镇化进程,“菜园子”离城市越远,产

业链条长,流通成本高,进而推高菜价．对比美国,蔬菜的直销率在８０％左右,因此克服流通环节过多的弊

端,必须建立高效、畅通、便捷的农产品流通机制．在继续落实产销对接基础上,鼓励超市直采、基地直销,
借助电子商务开展网上直销模式;引导采用和经销大户建立长期合作机制,探索合同价和市场价相结合的

合理浮动机制,确保菜农合理收益和市民的基本权益．
４２３　强化应急预警和信息发布体系建设,逐步形成抑制菜价波动的常态化管理机制

２００５年上海首次拉响蔬菜价格预警,应对蔬菜价格的过度上涨．２００７年成都、２０１１年山东寿光、２０１３
年北京均建立了蔬菜预警平台,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重庆市农业委员会２０１３年初开始发布的“市场行情”
天天报,每天实时播报２３个蔬菜的产地价格和批发价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引导蔬菜的流通和生产．但

目前重庆尚未启动蔬菜价格的监测预警平台．建议成立蔬菜预警管理小组,规划蔬菜预警平台,主要发布

蔬菜产地价格、批发价格、零售价格、蔬菜播种面积、交易数量等,并设立警戒等级,根据不同情况设立不

同警示区域,实施相应的预警方案,及时应对蔬菜价格的大幅度波动．
４２４　探索建立蔬菜价格管理和保险制度建设,形成蔬菜生产和消费利益补偿机制

开展蔬菜保险能够有效应对农业生产面临的自然灾害和市场变化带来的价格风险．２０１３年重庆市推出

的２４类农业产业保险发展态势良好,但针对蔬菜种植的较少,仅有马铃薯．成都于２０１３年推出１１个大宗

的蔬菜保险,上海早在２００８年因雪灾就推出了蔬菜价格保险,均收效良好．因此,重庆市设立蔬菜保险迫

在眉睫．初步建议“设立品种、设定面积、设定主体”,全面推开蔬菜种植保险和价格保险,成立专业农保公

司专业化运作、市场化收费、财政性补贴,提高蔬菜保险的质量,稳定菜农和市民的种植、消费预期,增强

蔬菜产业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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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VerticalTransmissionMechanismof
UrbanVegetableSupplyChainPrice
———anEmpiricalAnalysisofChongqing

GAO　Jing１,　LIXiuＧying２,　XIE　Peng１,　LIUYuＧsong１

１SchoolofEconomics& Management,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７１５,China;

２TheFacultyofPublicAdministration,Chongqing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１３３１,China

Abstract:Basedonthetheoryofpricetransmissionandusingthecointegrationmeasurementmodeland
statisticalanalysis,this paperresearchesthelongitudinalguide mechanism ofvegetable pricesin
Chongqing．TheresultsshowedthatvegetableretailpriceinChongqingspiraledupward,fluctuatedseaＧ
sonallyandhadahighwholesaleandretailpricedifferential．Alargedifferenceexistedinpricefluctuation
ofthethreelinks．Vegetablepricesexhibitedanobviousforwardconduction,andtheoriginpricehadgreaＧ
terinfluenceonretailpricethanonwholesaleprice,butnoobviousreversefeedbackwasnoticed．Basedon
theabovefindings,thispaperputsforwardthefollowingproposals:strengthenthemarketvolumeand
keepthebalanceofthestructureresearchsoastostabilizethesupplyofvegetablepricemechanism;give
supporttotheestablishmentofanewmodeofcirculation,soastograduallyformafullycompetitiveprice
formationmechanism;strengthentheconstructionofanemergencyearlywarningsystemandaninformaＧ
tionreleasesystem,soastograduallyformanormalizedmanagementmechanismforinhibitingvegetable
pricefluctuation;andexplorethepathforconstructingavegetablepricemanagementandinsurancesysＧ
tem,soastoformabenefitcompensationmechanismofvegetableproductionandconsumption．
Keywords:vegetableprice;verticaltransmission;Chongqingregion;empirical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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