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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应用!"#$%模型逐个分析了中国&'()*+,-,年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波动性和不对称性! 再利用

."#模型验证两者之间存在的动态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样本期间!中国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自身波动性有持

续性!产出缺口存在$风险奖励%!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存在$溢出效应%!并且波动具有不对称性!产出缺口对通货膨

胀的影响滞后期为一年&

关键词!产出缺口'通货膨胀'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模型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0,--*,)*01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科研管理项目(,0-0)

作者简介!吕林(-(23*)4女4四川自贡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统计学'

蒋成林5 -()6*74男4吉林长春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统计学&

网络出版时间!0,--*6*01 网络出版地址!899:;<<===>?@AB>@C9<A?DE<FC9GBH<I->-6J3>$>0,--,30K>-,02>,,K>89DH

在全球经济从国际金融危机中缓慢复苏的背景

下"我国经济恢复并保持高位运行"我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在 (#!#年同比逐月增长"第四季度增长均

超过 ")" 年均值约 !#(*+,"(#!! 年 ! 月更是高达

!#-./,%国际上通常将 %&'作为反映通货膨胀!或通货

紧缩$程度的重要指标"持续攀升的 %&'加深了社会公

众和理论界对未来通货膨胀持续上升的担忧% 温家宝

说&通货膨胀是老虎"放出来就很难再关进去% 经济危

机过后"我国通货膨胀和经济增幅出现双高现象"保持

经济持续增长并控制通胀的增加无疑是政府宏观调控

的重点% 借助菲利普斯曲线可以从理论和实证上理清

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动态关系" 观察两者变化

特征和相互影响程度%

一$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相关性模型及其检验

'一$数据及说明

论文数据处理与 012345

6!7(8

(9:;5<5

6"8方法一致"使用

季度实际 =>&和转换后的季度 %&'数据) 目前我国公

布 %&'数据"分为同比 %&'和环比 %&'"我们所需要的

数据是环比而不是同比的 %&'数据*注意的是"我们使

用月环比 %&'进行三项平均" 再通过 ?!(法进行季节

调整后的值"作为实际的季度 %&'数据*由于我国的环

比 %&'数据从 !//+年开始公布" 分析的样本区间为

!//+年 !季度至 (#!#年 -季度"数据见表 !*

现有统计年鉴中没有直接公布实际 =>&数据"本

文所需的数据利用同比经济增长率折算得到各季实际

=>&* 首先以 !//(年为基期"根据各季的同比经济增

长率数据得出各季的实际 =>&数据"再通过 ?!(法消

除实际 =>&数据中的季节性因素" 最后采用 @&滤波

法得到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绝对量#* 我们分析的产

出缺口变量是产出缺口占实际 =>&数据的比例数据

'相对量#*

'二#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波动效应分析

我们利用变量 !

"

和 !

"

表示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

为防止异方差的出现" 导致模型预测的不平稳" 采用

=AB%@模型描述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中的波动性及

其相互影响*

!. 通货膨胀的 =AB%@'CDEF模型

=AB%@'CGEF模型如下* 第一部分是数据生成部

分"第二部分是消除条件异方差"假设条件异方差序列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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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是移动平均 AB%@项的阶数"*是自回归

=AB%@项的阶数* 运用最小二乘法建立回归"产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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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年各季 '()和 *+(数据

&统计量 概率值!'值" ()

!统计量 概率值!'值"

产出缺口 *+",-./$ 0+"!,* .+""%/$! "+"!!%

通货膨胀 $/+-.--- "+"""* $$+.$1$/ "+"""1

时 间
三项平均后

234

实际 563

!亿元"

时 间
三项平均后

234

实际 563

!亿元"

时 间
三项平均后

234

实际 563

!亿元"

#--,年 #季度 #0#7- .//1 !8"$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1$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1.

$--1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1*."

$--1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1.$

$--1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1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1."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1$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1%! !""-年 !季度 --+. /1!1,

$--.年 /季度 $""+* $!1"$ !""/年 /季度 $""+, !"1"$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1 !""*年 $季度 $""+* $1%!.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1%!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11/,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1 $/*** !"",年 !季度 --+1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1/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1年 $季度 $""+/ !"1,%

!"""年 !季度 -%+- $*,1/ !""1年 !季度 --+- !,!!-

!"""年 /季度 $""+1 $1"," !""1年 /季度 $""+! !.%*,

!"""年 *季度 $""+! $-/", !""1年 *季度 $""+1 /////

口和通货膨胀的残差图!图 $"#注意到波动的$集群%

现象&前期波动较小#后期波动幅度明显加大#这说明

误差项可能具有条件异方差性'

因此# 对回归进行条件异方差性的 9)2: ;<检

验#得到了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在滞后阶数 '=!和 '=

*时!此时 942值最小"的 9)2: ;<检验结果!表 !"#

说明残差序列存在 9)2: 效应# 然后建立并估计

59)2:!$>$?模型如下!仅给出方差方程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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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差方程估计的显著性上看# 上述模型拟合效

果较好#对模型的残差再次进行 9)2: ;<检验#残差

不再有异方差性' 上述方程 ! 和 / 中的 9)2: 项和

59)2:项的系数之和!!B""等于 87-/%和 87-*!#小于

$#满足参数的约束条件#并且接近于 $表明条件方差

所受的冲击是持久的# 说明经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波

动会在一定时期影响未来值' 此外条件异方差影响的

59)2:项比 9)2:项影响更显著# 说明无论是产出

缺口还是通货膨胀都具有显著的条件依赖性'

!7 波动性对水平值的影响

我们将试图判断产出缺口的波动加大是否会使产

出缺口的绝对值增大' 为此在均值方程中引入条件标

准差#构造 59)2:@<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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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调整系数 #C8>存在$风险奖励%#即存在产出

缺口的风险!波动性"增加将导致产出缺口的绝对水平

提高)相反#如果调整系数 #D8#则存在产出缺口带来

的$风险惩罚%' 59)2:@<模型结果为&

!

"

=878*/B87!-%*!

!

"

B871!*!

"@$

!!!!$7*%" !/7$1" !.7!%" !,"

$

"

=!87-%B87/1/*!

$

"

B87-$%$

"@$

!!!!!/7.1" !$7/!" !!7!," !1"

上述估计结果表明# 产出缺口序列调整系数 #=

图 , 产出缺口回归残差图

表 % 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 -.'/ 01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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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通货膨胀脉冲响应函数

图 " 产出缺口脉冲响应函数

吕林等!中国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的动态关系

$%&'(且 )检验 *%+"表明存在显著"风险奖励#$说明适

度的产出缺口波动性会拉大产出缺口% 通货膨胀序列

调整系数 !,$%*"*表明存在正的"风险奖励&$但系数

),+%*&不显著说明价格紧缩阶段的稳定性导致的%

*% 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中的波动成分波动性的互

动影响

分别估计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相互的'溢出效应&

模型% "

&

- ).+

为表示前期出现在产出缺口的冲击或者扰

动$如果系数为正$说明存在产出缺口向通货膨胀的溢

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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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结果表明产出缺口对于通货膨胀没有显著

*溢出效应&$即使产出出现波动$价格水平却存在一定

程度的粘性+ 相反$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存在"溢出效

应&$价格波动性将导致产出波动性$这是价格机制的

实际体现% 综合两者的关系$说明出现需求冲击时$市

场先进行数量调整$随后才出现价格调整$我国现阶段

经济的高位运行伴随着通货膨胀高涨$是后者的调整%

1% 非对称性的 45678模型

通过门限 5678模型(945678)可以观察价格波

动的"杠杆效应&% 对于价格调整$通货膨胀对于产出缺

口的正向和反向冲击的程度不同% 其中变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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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对称效应出现$并且如

果系数 <显著小于 $$则波动性对正项冲击的反应大于

对反项冲击的反应$体现波动程度存在非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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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结果表明 <均显著为负$ 说明产出缺口和通

货膨胀的波动性中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 反向

冲击将降低市场的波动程度$ 而正向冲击将加剧市场

波动程度% 为更加直观的刻画非对称程度通过图 &和

图 3描述% 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一旦出现正向冲击$

随后导致的*追涨效应&和*示范效应&将非常明显$主

要原因可能与正向冲击带来的投资扩张和通货膨胀预

期有关%

二!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间的动态相关性

向量自回归模型(=56)可以很好的解释经济变量

间的动态性$建立模型之前$对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分

别进行 5>?单位根检验$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均为一

阶单整序列% @ABCDEFD检验结果在 2G的显著水平上存

在唯一的协整方程$即变量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采

用滞后长度标准 (HC- HFD-)B 7IJ)FIJC) 检验$?KL-5M7

和 8N标准均显示最优滞后阶数为 1$模型经过滞后结

构(56 6AA) 9COPF)检验$所有根模的倒数都小于 +$这

说明 =56模型的建立非常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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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方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通货膨胀滞后四期为

最大$ 季度数据说明第一年通胀很大程度推动第二年

通胀$产出缺口滞后一期为最大$说明产出自身有短期

相关性+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的影响参数值由小变大$

说明通货膨胀对产出的影响是逐渐加强$ 产出缺口对

通货膨胀的影响参数值由小变大$ 但在滞后四期急剧

降低$说明产出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短期性+

脉冲响应函数描绘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

=56模型中内生变量当期值和未来值的影响+ 从图 1

和图 2可以看出$ 给产出缺口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

时$将在未来一年和两年产生影响,给通货膨胀一个标

准差大小的冲击时$将在未来一年产生影响+方差分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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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产出缺口波动的非对称性

图 " 通货膨胀波动的非对称性

可以分析每一种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程

度#得出通货膨胀对产出缺口的贡献更大#这符合经济

学中适度通货膨胀带动经济发展的理论$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

实证检验#得出以下重要的结论$ !$"菲利普斯曲线角

度引入了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这一对变量# 可以看出

变量自身波动性具有持久性和条件依赖性# 波动性之

间的影响关系通过刻画%溢出效应&和%风险奖励&等非

对称性# 从增量角度和风险角度度量通货膨胀和产出

缺口之间%互动&'%反馈&'%引导&等关系$ 由此说明产

出的波动可以并不一定是%坏事&#启示是在收缩阶段

将继续经济反弹的能量# 但是经济增速过快将会导致

通货膨胀的溢出效应# 经过一定时滞产生更高的通货

膨胀预期$ !!"&'(模型动态分析产出缺口与通货膨

胀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通过控制产出来降低通胀效

果更明显# 其时滞约是一年# 在抑制非理性投资的同

时# 由于结构不平衡引起的产能过剩要注意时滞的效

果#在进行结构调整时力度不能过大#避免后期造成经

济低迷!)"我国经济发展已从经济危机中回暖#带来的

通货膨胀除翘尾因素外# 仍要警惕产出波动对通货膨

胀的影响#应该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着力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拉动内需#这样才能有效地管理通胀预期#降

低由于通货膨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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