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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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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采用Ｂ－Ｐ滤波对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我国农产品价格指数进行处理，观测到我国农产品价格呈现出４个

波动性周期，并且表现出明显的不可重复性和非对称性；再利用 描 述 性 统 计 分 析 与 非 对 称ＧＡＲＣＨ族 实 证 模 型 相

结合的方法检验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 非 对 称 性；实 证 结 果 表 明 我 国 农 产 品 价 格 波 动 的 非 对 称 性 具 有 稳 健 性 特

征，并且ＥＧＡＲＣＨ模型描述我国农产品价格波 动 的 非 对 称 性 更 为 有 效。最 后 绘 制ＥＧＡＲＣＨ模 型 的 市 场 信 息 冲

击曲线，进一步验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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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综述

农产品价格稳定与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有密切关联，也一

直是世界各国农业宏 观 管 理 的 焦 点 问 题。如 近 两 年 连 续 出

现的猪肉价格剧 烈 波 动，２００９年 的 广 西 香 蕉 每 斤 不 足 一 毛

钱，农民忍痛拿来喂牛，与此同时山东大蒜价格创历史新高，

２０１０年海南辣椒 价 格 一 度 下 跌 出 现 滞 销 的 惨 状，等 等。农

产品价格的反常态波 动 正 是 我 国 农 产 品 市 场 监 管 欠 缺 的 体

现，也提升了对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研究的迫切性。

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解释研究，其主要依据是供给理

论。最著名的是由Ｓｃｈｕｌｔｚ，Ｔｉｎｂｅｒｇｅｎ提出，经Ｋａｌｄｏｒ和Ｅｚｅ－

ｋｉｅｌ改进的蛛网模型，模型中的具体参数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可

进行估计。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更多的学者通过各种数

据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及传递路径进行理论探讨和

实证分析，来研究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成因及传导机制［１］。

Ｂｅｎａｖｉｄｅｓ［２］根据历史经验数据，采用时间序列模型对玉

米和小麦价格做出分 析，得 出 汇 率、库 存 是 影 响 玉 米 和 小 麦

价格波动主要 因 素 的 结 论，并 在 此 基 础 上 进 一 步 做 出 了 预

测。Ｍｉｔｒａ［３］采用非 线 性Ｃｏｂｗｅｂ模 型 进 行 研 究，其 结 果 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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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库存对粮食价格波动的重要影响。

顾国达、方晨靓［４］运用向量自回归（ＶＡＲ）模型对价格在

农产品各环节的传导进行模拟，进而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传

导机制及其非对称特征进行分析，得出农产品价格传导机制

具有非对称性的结论。Ｍｅｙｅｒ［５］在对非对称价格传递的正负

效应研究基础之上，对价格非对称传导模型进行进一步的完

善；胡华平、李崇光［６］对我国农产品市场垂直价格传递和纵向

市场联结的关系进行探究，尝试了非对称纵向价格传递的误

差修正模型（ＡＰＴ－ＥＣＭ）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基本结论：纵

向市场联结的松散程度和非对称垂直价格传递特征的微弱性

呈现正相关关系。

此外，徐高雪等［７］基于 时 间 序 列 模 型，通 过 Ｈ－Ｐ滤 波

对农产品价格数据进 行 处 理 并 根 据 处 理 之 后 的 数 据 对 农 产

品价格波动的周期进行划分。顾国达、方晨靓［８］考虑国际市

场因素对我国 农 产 品 价 格 波 动 的 影 响，选 取 国 际 农 产 品 价

格、美股市场、主要能源价格等指标，采用马尔科夫局面转移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ＭＳ－ＶＥＣＭ）进 行 实 证 分 析，实 证 结 果 表

明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局面转移特征较为明显、价格波动

存在上涨迅猛但下跌缓慢的特征。

综上所述，对农产品 价 格 波 动 的 研 究，目 前 学 者 主 要 聚

集于价格波动成因的探索及价格在各环节传导机制的模拟，

但根据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周期性特征，对价格波动周期的非

对称性研究并不十分深入。基于 此，本 文 在 利 用Ｂ－Ｐ滤 波

分析农产品 价 格 周 期 性 特 征 的 基 础 上，用 非 对 称 ＧＡＲＣＨ
族模型深入研究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性特征。

二　农产品价格波动周期性测度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性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本文

拟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是以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周期性为

基础，分析其周期长度（频率）和振幅上的非对称性；另一个层

面是分析农产品价格波动时间依赖上的非对称性，即价格波

动随着前期的波动程度大小而变化，也就是通常说的波动集

群性。

数据的选取以中国人 民 银 行 网 站 公 布 的 月 度 农 产 品 价

格指数为依据，考虑数 据 的 可 得 性 和 有 效 性，取 样 的 时 间 限

定在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９月 的 农 产 品 价 格 指 数。进 行

定基化处理以后，以时 间 为 横 坐 标，以 相 对 应 月 份 农 产 品 价

格指数的对数值（此时取对数值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去除数

据的异方差性并和后文实证数据保持一致）为纵坐标绘制月

度农产品价格指数的时间序列变化如图１所示：

从图１可以看出我国 农 产 品 月 度 数 据 呈 现 稳 中 有 升 的

趋势，１９９９年 到２００３年 期 间，我 国 农 产 品 价 格 波 动 呈 平 稳

并且有略微下降的 趋 势，２００３年１月 农 产 品 价 格 指 数 达 到

最低，之后开始一定 程 度 反 弹，保 持 持 续 增 长 状 态 值。２００８
年６月达到一个小高 峰，在２００９年１月 达 到 短 期 谷 底 并 开

始新一轮的持续增长。

为了对农产品价格波 动 周 期 进 行 划 分，本 文 采 用Ｂ－Ｐ

滤波法进行描述。Ｂ－Ｐ滤 波 法 最 早 是 由Ｂａｘｔｅｒ和 Ｋｉｎｇ提

出。该方法的基本思路 是 确 定 序 列 波 动 可 能 持 续 的 时 间 长

度，去除较高以及较低频率的波动。通过对权重的调节使最

佳滤波和大致最佳滤波的平方差达到最小。当频率为０时，

滤子的取值为０，从而尽量保持平稳时间序列的特征。

图１　农产品价格月度指数

对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时间数列 ｘ｛ ｝ｔ 进行变换（假定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结构为线性滤波）有：

ｙｔ ＝∑ｗｊｘｔ－ｊｊ∈ （－ !，＋ !）

其中，ｗｊ 是确定的权重序列。

ｙ｛ ｝ｔ 的功率谱密度函数可以表示为：

ｆｙ（λ）＝ Ｗ（ｅ－ｉλ）２　ｆｘ（λ）

其中ｉ是虚数，ｆｘ（λ）和ｆｙ（λ）分别是 ｘ｛ ｝ｔ 和 ｙ｛ ｝ｔ 的功

率谱密度函数。关于ｅ－ｉλ ＝ｃｏｓλ－ｓｉｎλ的指数函数Ｗ（ｅ－ｉλ）

可表示为：

ｗ（λ）＝Ｗ（ｅ－ｉλ）＝∑ｗｊｅｉｊλｊ∈ （－ !，＋ !）。

ｗ（λ）为滤波的频率响 应 函 数，通 过 对 权 重 序 列 的 适 当

设定，可以使某些区间内的ｗ（λ）等于或接近于０，在此基础

上将农产品价格 波 动 区 间 内 的 分 量“过 滤”掉，留 下 农 产 品

价格波动的主要成分。本 文 采 用 以１９９９年 为 基 的 预 处 理 后

的数据，得到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周期情况如图２所示：

图２　 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周期

结合月度农产品价格时序 图１和Ｂ－Ｐ 滤 波 显 示 的 结 果

图２可以将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分为四个周 期 阶 段，如 表１
所示：

从总体波动特征看第一阶段（１９９９．１～２００３．２）的价格

波动 为 平 稳 时 期，第 二（２００３．３～２００６．８）、三（２００６．０９～
２００９．７）、四（２００９．８～２０１２．９）阶段 价 格 上 升 明 显，四 个 阶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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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周期振幅均表现出非对称性特征。分阶段数据的描述性

统计量如表２所示：

表１　 分阶段波动周期和振幅

年份分段 周期（波长）／月 振幅（波距）

１９９９．１～２００３．２　 ５０　 ５．８７
２００３．３～２００６．８　 ４２　 ８．７４
２００６．０９～２００９．７　 ３５　 ９．８９
２００９．８～２０１２．９① ２３＋ １５．４５＋

表２　 分阶段描述性统计量

１９９９．１～
２００３．２

２００３．３～
２００６．８

２００６．０９～
２００９．７

２００９．８～
２０１２．９

有效的Ｎ　 ５０　 ４２　 ３５　 ３８
极大值 ９７．０５０　 １１３．５９　 １３８．１４　 １７４．９９
极小值 ８９．４８８　 ９０．２６　 １１４．１８　 １３３．８８

均值 ９３．６７２　 １０５．１７　 １２８．６　 １５９．３４
标准差 １．７０７　 ６．５７　 ７．３８　 １３．７８

偏度 －０．３２ －１．１７ －０．７２ －０．６２
峰度 －０．３６　 ０．０７ －０．７３ －１．２３

三 　 农产品价格波动非对称性的检验

（一）农产 品 价 格 波 动 非 对 称 性 描 述 与 理 论 模

型形式

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 时 间 序 列 图 和 周 期 性 特 征 都 可 以

发现，农产品价格波动在形式上具有非对称 性 特 征，而 这 种

非对称性需要通过统计检验才能确认。为了进一步检验其非

对称性，本文采用同样的数据，先对转换以后 的 数 据 进 行 描

述统计和平稳性检验，其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描述性统计量及平稳性检验

Ｎ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有效的 Ｎ　 １６５　 ４．４９　 ５．１６　 ４．７５７１　 ０．２１２５１
Ｎ 偏度 峰度 ＡＤＦ 统计量ＪＢ 统计量

有效的 Ｎ　 １６５　 ０．５２４ －１．０２８ －０．７０８９＊ １４．７６７＊

　　＊ 表示１％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转换后的农产品 价 格 指 数 序 列，其 峰 度 和 偏 度 系 数 均

远大于３和０，有肥厚的尾部。且ＪＢ 统计量在１％ 的显著性

水平下拒绝农产品价格指数服从正态分布的假定。由于农产

品价格指数的月度数据属于时序高频数据，容易产生异方差

性，可对其先取对数，用对数数据进行分析或建模，减少一定

的异方差性。然后设定均值方程并 进 行ＡＲＣＨ－ＬＭ 检 验，最

后建立 非 对 称 类ＧＡＲＣＨ 模 型。这 一 处 理 符 合 非 对 称 类

ＧＡＲＣＨ 模型的建模条件。

以ＥＧＡＲＣＨ 模型为例，即指数ＧＡＲＣＨ。该模型由Ｎｅｌｓｏｎ
在１９９１年提出，并对模型残差进行了更大程度的扩展。

其均值方程：

Ｌｏｇ（ａｐｔ）＝Ｃ＋ｒ×ｌｏｇ（ａｐｔ－１）＋ｈｔ （１）

其条件方差模型：

ｌｎ（σ２ｔ）＝ω＋∑βｊｌｎ（σ２ｔ－ｊ）＋

∑αｉ ｕｔ－ｉσｔ－ｉ
－Ｅ（ｕｔ－ｉσｔ－ｉ

）＋∑γｋｕｔ－ｋσｔ－ｋ
（２）

式（２）左边是条件方差的对数，意 味 着 杠 杆 影 响 是 指 数

的而不是二次的，所以条件方差预测值是非 负 的。杠 杆 效 应

的存在通过γｋ 得到验证，只要γｋ ≠０，冲击的影响就存在非

对称性。农产品价格市场正面消息和负面消息对模型条件方

差有不同的影响：正面消息有一个αｉ 的冲击；负 面 消 息 有 一

个对αｉ＋γｋ 的冲击。如果γｋ ≠０，则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市场

信息冲击的反应是非对称的［９－１１］。

（二）农产品价格波动非对称性的实证检验

本文用与上述同样的样本数据，采用一致性的数据转化

方式，对农产品价格波动非对称性进行实证 检 验，模 型 基 本

形式为式（１）与式（２），对其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表４所示。

从表４可以看出模型拟合效果很好，修正后的Ｒ２ 达 到

９９．２９％；ＨＱ统计量值－５．３１较小，说明模型总体拟合效果

显著；在５％ 显 著 性 水 平 下，各 项 系 数 均 通 过Ｚ－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检

验，模型各项拟合通过。且"１、"２显 著 不 为 零，即 该 模 型 存 在

两个非对称性点。

表４　 模型系数及其检验表

Ｌｏｇ（ｇａｒｃｈ（－１）） # $ % "１ "２
１．０００５２ －３．９８４　 ０．５７６　 ０．６３８　 ０．５７４ －０．２９３

Ｚ－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３９７０．９３０ －３．３０７１９１　 ３．９９３２４６　 ３．５８６９３７　 ４．１６８７８４ －２．２８４９６１
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２３＊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２　 ０．９９２８９０ ＨＱ －５．３０５３９５

　　　　＊ 表示５％ 显著性水平下，系数通过Ｚ统计量检验

　　 为了检验农产品价格波动非对称性的有效性，本文继续

对拟合以后的模 型 残 差 进 行 ＡＲＣＨ 检 验。对 ＧＡＲＣＨ 类 模

型，Ｅｎｇｌｅ在１９８２年提出了检验残差序列是否存在ＡＲＣＨ效

应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ＡＲＣＨ－ＬＭ）。由于忽略ＡＲＣＨ效应

的影响可导致标准ＯＬＳ估计的有效性降低，所以ＡＲＣＨ－ＬＭ

检验可以帮助我们检验并提升模型估计的有效性。

对农产品价格波动模型的残差进一步拟合回归：

ｕ^２ｔ ＝α０＋（∑ｕ^２ｔ－ｓαｓ）＋εｔ （３）

对此回归用Ｆ和Ｅｎｇｌｅ　ＬＭ 两 个 统 计 量 进 行 检 验。前 者

是对残差平方的滞后联合显著性所做的一个省略变量检验，

其样本分布未知；后者一般情况下渐进服从自由度为ｐ的卡

方分布，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

５５

①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数据截止２０１２年９月，但笔者认为农产
品价格周期的波动第四阶段的截止时间不一定是２０１２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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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ＡＲＣＨ检验结果

Ｈｅｔｅｒｏｓｋ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Ｔｅｓｔ：ＡＲＣＨ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００４６８２ Ｐｒｏｂ．Ｆ（１，１６１） ０．９４５５
Ｏｂｓ＊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０４７４０ Ｐｒｏｂ．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１） ０．９４５１

表５显示：拟合后的ＥＧＡＲＣＨ模型，其Ｆ统计量和Ｅｎｇｌｅ

ＬＭ统计量均小于０．０５，对应的Ｐ值分别为０．９４６和０．９４５，

大于５％ 显 著 性 水 平，显 著 拒 绝 原 假 设，即 残 差 不 再 有

ＡＲＣＨ效应。ＥＧＡＲＣＨ模型的残差信息已提取充分。

四 　 农产品价格波动非对称形式

通过上 述 分 析，农 产 品 价 格 波 动 具 有 非 对 称 性 的 特 征，

其非 对 称 性 用 ＧＡＲＣＨ 族 模 型 基 本 上 都 可 以 刻 画，但

ＧＡＲＣＨ族模型具有不 同 的 形 式，基 于 此，本 文 对 不 同 的 条

件方差模型进行比较，更为客观地描述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非

对称性，且有利于确认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稳健性。

从农 产 品 价 格 波 动 的 非 对 称 形 式 来 看，一 般 可 以 由

ＥＧＡＲＣＨ、ＴＧＡＲＣＨ 、和 ＣＧＡＲＣＨ 三 类 模 型 进 行 描 述，

ＥＧＡＲＣＨ模型形 式 前 面 已 有 阐 述，在 此 不 再 赘 述，只 是 对

ＴＧＡＲＣＨ和ＣＧＡＲＣＨ两种模型形式进行简要说明。

ＴＧＡＲＣＨ 模型又 称 门 限（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ＧＡＲＣＨ 模 型，由

Ｇｌｏｓｔｅｎ，Ｊａｇａｎｎａｔｈａｎ（１９９３）和Ｚｏｋｏｉａｎ（１９９４）提 出，其 具 体

形式如下：

均值方程：

Ｌｏｇ（ａｐｔ）＝Ｃ＋ｒ×ｌｏｇ（ａｐｔ－１）＋ｈｔ （４）

条件方差：

ｈ２ｔ ＝ω＋∑
ｑ

ｉ＝１
αｉε２ｔ－ｉ＋∑

ｐ

ｉ＝１
βｊｈ

２
ｔ－ｊ＋

　∑
ｒ

ｋ＝１
γｋε２ｔ－ｉｄｔ－ｋ （５）

式（５）中ｄｔ－ｋ 为虚拟变量，当 农 产 品 价 格 市 场 有 负 面 消

息冲击即&ｔ－ｉ＜０时，ｄｔ－ｋ ＝１，否则，ｄｔ－ｋ ＝０。如此，农产品价

格市场正面消息&ｔ－ｉ&ｔ－ｉ＜０）对模型条件方差有不同的影响：

正面消息有一个"的冲击；负面消息有一个对"＋ %的冲击。如

果γ≠０，γ＞０，则价格市场存在杠杆效应，非对称效应的主

要效果是使得价格波动加大；如果γ＜０，则非对称效应的作

用是使得价格波动减小。

ＣＧＡＲＣＨ模型允许条件方差的均值趋近于一个变动的

水平：

ｑｔ ＝ω＋ρ（ｑｔ－１－ω）＋

　φ（ｕ
２
ｔ－１－σ２ｔ－１）＋θ１ｚ１ｔ （６）

σ２ｔ －ｑｔ ＝α（ｕ２ｔ－１－ｑｔ－１）＋γ（ｕ２ｔ－１－

　ｑｔ－１）ｄｔ－１＋β（σ
２
ｔ－１－ｑｔ－１）＋θ２ｚ２ｔ （７）

只要γ≠０，冲击就会对农产品价格变化的短期波动 产

生非对称的影响。在ＣＧＡＲＣＨ模型中，农产品价格变动的非

对称性只体现在短期波动中，对价格长期波动率的影响则主

要体现在系数’的变化 上。用 三 种 模 型 形 式 对 其 进 行 参 数 估

计，得到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多种条件方差模型结果比较

% %－ｚ %－ｚ－ ’

ＥＧＡＲＣＨ　 ０．６３８　 ３．５８６９３７　 ０．０００３＊

ＴＧＡＲＣＨ －１．４６８４２２ －２．６４１０９６　 ０．００８３＊

ＣＧＡＲＣＨ　 ０．３１０７６５　 ２．０１１１６３　 ０．０４４３＊

　　＊ 表示５％ 显著性水平下，系数通过Ｚ统计量检验

三个模型得出 的 结 果 %均 通 过 显 著 不 为 零 的 统 计 检 验，

即三个模型均证明了 我 国 农 产 品 价 格 波 动 存 在 非 对 称 性 的

特征。同时，ＥＧＡＲＣＨ模型对 应 的 %更 接 近１，更 能 够 刻 画 农

产品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性。

为进一步考察农产品价格应对市场信息的冲击情况，下

文绘制ＥＧＡＲＣＨ模型的冲击曲线进行研究。

利用相关软件得到ＥＧＡＲＣＨ模型的条件方差序列 (２和

残差序列)，得到ｚ＝)／(，将ｚ序列按照升序排列得到序列ｚ　ｚ；

根据样本区间Ｓａｍｐｌｅ（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１９９９Ｍ０２－２０１２Ｍ０９，利

用ＥＧＡＲＣＨ模型的系数%、"１、"２，通过以下命令生成序列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ｌｏｇ（ｓ）＝γ×ａｂｓ（ｚｚ）＋α×ｚｚ
因本文设置 了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为２，得 到 两 个 门 限 系 数α１

＝－０．５７４，α２＝０．２９３

Ｓｅｒｉｅｓ　ｌｏｇ（ｓ）＝０．６３８×ａｂｓ（ｚｚ）－０．５７４×ｚｚ

Ｓｅｒｉｅｓ　ｌｏｇ（ｓｓ）＝０．６３８×ａｂｓ（ｚｚ）＋０．２９３×ｚｚ

Ｓｅｒｉｅｓｌｏｇ（ｓｓｓ）＝０．６３８×ａｂｓ（ｚｚ）－０．５７４×ｚｚ＋０．２９３×ｚｚ
以序列ｚｚ为横坐标，序列ｓ为 纵 坐 标，得 出 非 对 称 信 息

冲击曲线如图３所示。

从图３可以更为直观的看出，该信息冲击曲线具有明显

的非对称性特征。从 拐 点 对 应 的 横 坐 标 可 以 看 出 此 模 型 具

有两个非对称点。

五　基本结论

（一）农产品价格指数波动的振幅和周期均存在

非对称性

农产品价格波动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这种周期性与众

多影响因素有关，而 从 市 场 供 需 来 看，与 农 业 生 产 周 期 理 论

上具有相关性或者一致性。而由于市场的干扰，流通环节囤

积等市场行为的发生，使得周期波动的频率和幅度均出现不

一致，主要表现在时间长短和时间前后的滞后性。按照农产

品价格指数时序图体 现 出 来 的 数 据 特 征，进 一 步 运 用Ｂ－Ｐ
滤波法将农产品价格波动整理为四个周期阶段，即第一阶段

的平稳期和第 二、三、四 阶 段 的 价 格 上 升 期。四 个 阶 段 的 周

期频率和振幅均表现出非对称性。

（二）农产品应对市场信息冲击非对称性

农 产 品 价 格 波 动 对 于 不 同 的 政 策 干 预 和 信 息 冲 击 具 有

不同程度的反应。“正 面 消 息”对 农 产 品 市 场 的 刺 激 作 用 仍

然需要其他市场干预的配合才能发挥出来。而市场上的“负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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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消息”，可以直接 通 过 市 场 传 播 进 而 影 响 消 费 者 对 未 来 经

济的预期。我国价 格 市 场 波 动 对 市 场 信 息 的 非 对 称 反 应 模

式，不仅可以揭示我 国 经 济 市 场 的 风 险 特 征，也 可 以 解 释 消

费者的风险管理行为。在非对称ＥＧＡＲＣＨ 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得到非对称项系数显著不为零，且有两个非对称点，验证

了农产品对市场信息冲击具有非对称性，同时也为我国的农

产品市场的宏观政策 制 定 提 供 参 考 性 依 据，是 否 要 加 强“正

面消息”加强“政策 救 市”、政 策 的 执 行 力 度 和 程 度 要 如 何 把

握等。

图３　农产品价格指数的信息冲击曲线

（三）农产品价格指数波动稳健性

本文采用多种形式的条件方差模拟样本区间数据，来描

述和检验市场信息冲击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性，以便

验证所获结论的稳 健 性。多 种 形 式 的 非 对 称 ＧＡＲＣＨ 族 模

型通过同一数据得到一致的实证结论，模型的非对称项系数

均通过显著不为零 的 统 计 检 验，得 到 一 致 的 结 论，证 明 了 我

国农产品价格指数波动是具有稳健性的，而不是特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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