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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福建省季度经济模型 ( FQEM )是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需求导向的小型动态季度经济模型。

它基于近期福建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设定方程 ,并利用国民经济季度数据估计模型。该模型对 2008

- 2009年福建省经济形势进行了预测 ,并模拟了主要贸易经济体和人民币升值对福建省经济运行的

影响。FQEM是目前少数可为省级经济运行提供预测和调控依据的季度经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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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改革开放 30年来 ,我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福建省经过 30年努力 ,从改革开放前高
度封闭、全国最为落后的省份之一 ,发展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 ,经济发展水平进入全国较

发达省份 ,外向型经济尤为发达 ,全省经济日益融入全球经济。在此环境下 ,政府决策部门亟

需把握国内外经济发展动态及其对福建经济的影响 ,在对福建省经济动态的分析与预测的基

础上 ,建立全省经济运行的预警和调控系统 ,以加强对福建省经济运行的前期指导和调控管

理。然而 ,国内通过建立模型研究省级经济运行的文献很少 ,仅有曾宪龄、孙永杰 (1999)选取

某省作为案例 ,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对该省的经济发展进行预测和分析评价。①刘巍 (2004)考察
和比较了琼粤两省经济运行中的几个主要变量 : GDP与投资、消费及政府购买之间的数量关

系模型、进出口模型、就业模型和居民存款模型等。说明了琼粤两省经济运行的效率和对国内

外市场信号的反应灵敏程度。②孙丹、冯文斌 ( 2005)建立了一个河北省的经济多部门动态模
型。③以上论文运用计量模型对研究省级经济运行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但同时也存在着不足。
如模型中均采用的是年度数据 ,样本数有限 ,并且估计的基本是单方程模型而非结构式联立方

程模型 ,没有把整个省的经济作为一个相互影响的系统来进行研究。本课题的研究则弥补了

这方面的不足 ,在理论上有其意义。同时 ,通过这一研究 ,将有助于建立福建经济的动态分析

与预测系统 ,对提高福建省的经济预测水平 ,经济调控管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有所帮助。

二、FQEM的基本框架

FQEM依据支出法核算 GDP的方式 ,从总需求的角度来刻画省域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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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揭示外部经济波动对福建省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 ,以及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 )的效应。它由四个基础模块组成 :国内需求模块、进出口模块、省际

流动模块及价格模块。连接 FQEM四个基础模块的是三条主线 :一是外部经济波动影响国内

经济的传导渠道 ;二是内部政策效应的传导渠道 ;三是福建省与其他省份的传导渠道。FQEM

包括 17个随机方程、7个恒等式 ,可以进行 8个季度含 24个主要指标的预测与相关的政策模

拟。④

1. 国内需求模块。国内需求模块由居民消费需求、政府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等行为方程

组成 ,用于分析国内需求的决定机制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假定政府消费支出为外生给定 ,

课题组构建了居民总消费、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以及进出口的随机行为方程。

我们首先利用当期和上一期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总人口作为解释变量来构建

居民总消费的随机方程 ;然后 ,利用居民总消费、上一期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作为解释变量构建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随机方程。可比价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方程中的解释变量是可比价固定资

产投资资金来源总额。以上方程还包含了季节性虚拟变量。估计结果的显著性表明 ,居民消

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及固定资产形成具有明显的季度性波动。估计结果表明 ,固定资产

投资资金来源总额每增加 1% ,将导致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平均增加 0. 72%左右。此外 ,我们还

以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总额以及季节性虚拟变量为解释变量构建了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额的随机方程。

2. 进出口模块。由于近年来福建省贸易顺差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 ,一般贸易顺差所占的

份额在快速提高。因此 ,课题组从贸易构成的角度来建立进出口行为方程 ,使其能够反映对外

贸易构成的变化对福建省经济运行的影响。

在出口行为方程方面 ,分别对美国、欧盟、日本和香港这 4个福建省对外出口的主要国家

和地区 ,建立出口随机方程 ,以进口国实际 GDP、福建省对进口国相对消费价格指数作为解释

变量。再利用对这 4个经济体出口构建出口总额方程 ,并利用汇率和价格指数计算按人民币

计算的出口总额。估计结果表明 ,福建省出口对美国 GDP的平均偏弹性为 5. 05% ,对欧盟

GDP的平均偏弹性为 8. 87% ,对日本 GDP的平均偏弹性为 1. 13% ,对香港 GDP的平均偏弹

性为 0. 64%。相比而言 ,福建省出口对欧盟 GDP的平均偏弹性最高 ,美国次之 ,香港最小。因

此 ,美国经济的衰退预期对福建省的不利影响有可能通过对欧盟出口的增加得到有效缓解。

在进口行为方程方面 ,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福建省实际 GDP和全国实际总进口为解

释变量 ,构建实际总进口的随机方程。估计结果表明 ,福建省实际总进口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

率 (滞后 7期 )的平均偏弹性为 0. 95% ,对福建省实际 GDP (滞后 6期 )的平均偏弹性为 0.

47% ,对全国实际总进口的平均偏弹性为 0. 30%。这说明 ,福建省进口对实际有效汇率的变

动富有弹性。

3.区域流动模块。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显著的区域不平衡。沿海省份

通过引进外资 ,发展加工贸易 ,市场经济快速发展 ,工业化进程迅速 ,不断融入全球经济 ,经济

增长较快 ,而内陆省份在市场发育、工业化进程和对外开放中则相对滞后 ,经济增长比较缓慢。

增长的不平衡使中国各省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但是 ,区域间经济是相互影响的。省际之间经

济的相互影响是通过区域间商品和服务的流动而实现。为了研究方便 ,我们把各省分为资源

省份和加工省份两类 ,资源省份主要出口原材料到海外和加工省份。加工省份进口原材料和

中间品 ,把他们加工成制成品 ,并出口给其他省份或国家。由于加工省份在加工产业上的优

势 ,他可以用更高的价格从资源省份获得原材料 ,经过加工后创造出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并把

它们卖到其他省份。所以高的价格可能导致这些省份高的区域净流出。加工省份实际区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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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受来自其他省份需求的影响 ,我们用国家水平上的 GDP作为代理变量 ,此外 ,区域间的流入

流出同时还受到国家价格水平对该省价格水平比率的影响。实际区域流入则由省实际 GDP

和该省对国家相对价格水平决定。⑤由于福建省地处东南沿海 ,对外经济联系紧密 ,因此我们

把它归为加工省份建立随机方程。⑥

4. 价格模块。价格模块包括 GDP平减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三个价格随机方程 ,旨在考察主要价格指数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用全国 GDP平减指数与滞后

4期的全国 GDP平减指数之比、滞后 3期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与滞后 7期的固定资产投资

价格指数之比、当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滞后 4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之比作为解释变量 ,构

建 GDP平减指数的随机方程。用滞后 1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滞后 5期的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之比、当期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与滞后 4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之比、当期 GDP

平减指数与滞后 4期的 GDP平减指数之比为解释变量构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随机方程。

用滞后 1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与滞后 5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之比、当期 M2与

滞后 4期 M2之比为解释变量、当期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与滞后 4期的全国固定资

产投资价格指数之比构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随机方程。

三、基于 FQEM的福建经济走势预测 : 2008 - 2009年

1. 模型主要外生变量假定。在上述模型的基本框架下 ,基于我省 2007年经济的基本表

现 ,课题组设定了以下主要外生变量的假定。

首先 ,在人民币持续现有升值趋势的前提下 ,假设人民币汇率在 2008年升值 10% ,在

2009年升值 3% ,到 2008年第四季度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突破 6. 65: 1,到 2009年第四季度 ,

将达到每一美元兑换 6. 45元人民币左右的水平。

其次 ,受美国次贷危机及国际原油价格高居不下的影响 , 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或

区域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将放缓。根据 IMF2008年 4月所作的预测 ,假定 2008年和 2009年美

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由 2007年的 2. 2%下降到 0. 5%和 0. 6% ,欧盟的经济增长速度将由

2007年的 2. 7%下降到 1. 4%和 1. 2% ,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将由 2007年的 2. 1%下降到 1.

4%和 1. 5% ,香港的经济增长速度将由 2007年的 6. 3%下降到 4. 6%和 4. 7%。然后 ,假定

2008年贷款基准利率将不会再次提高。2009年 ,由于外部经济环境不利影响将进一步加重 ,

尤其是美国经济发展放缓带来的负面冲击 ,可能将迫使央行降低利率 ,以防止经济波动过大。

假定 2009年将有两次降息 ,幅度也分别为 0. 18和 0. 27个百分点。那么 ,作为反应市场供需

的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实际有效利率的具体变化趋势。

最后 ,根据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 ———2008年春季报告 》

的预测结果 ,假设全国实际 GDP在 2008年增长 9. 93% , 2009年增长为 10. 14%。⑦
2008、2009

年全国名义 GDP、GDP平减指数以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等变量的外生假定同样来自该《报

告 》的预测。

2.福建经济走势的主要预测指标。基于上述考虑 ,课题组预测和分析了 2008 - 2009年我

省经济运行情况以及相应的政策效应。2007年 ,福建省 GDP实现了 15. 1%的高增长速度。

2008年 ,在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小幅回落 ,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背景下 ,模型预测 , 2008年我省

GDP增长率将有所下降 ,为 14. 8%。预计 2008年四个季度的增长率将表现出倒“U型 ”的波

动态势 , GDP同比增长率将分别为 : 13. 5%、14. 6%、15. 9%、15. 2%。进入 2009年 , GDP增速

可能小幅回升 ,全年保持在 14. 9%的水平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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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8 - 2009年福建省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预测 (单位 : % )

时间
GDP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形成总额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亿元 (不变价 ) 亿元 (现价 ) 亿元 (现价 ) 亿元 (不变价 )

2008年 14. 8 28. 4 31. 1 11. 1

2008Q1 13. 5 26. 5 32. 0 12. 8

2008Q2 14. 6 27. 7 32. 8 12. 0

2008Q3 15. 9 26. 1 30. 9 9. 1

2008Q4 15. 2 33. 3 28. 5 10. 4

2009年 14. 9 32. 7 34. 2 10. 8

2009Q1 13. 6 33. 0 34. 6 11. 4

2009Q2 14. 7 32. 7 34. 2 10. 2

2009Q3 16. 0 32. 4 34. 0 10. 3

2009Q4 15. 1 32. 5 34. 0 11. 2

　资料来源 :课题组计算。

受国内宏观调控影响 ,预计 2008年全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将降至 31. 1% ,回落 7. 6

个百分点。分季度来看 ,预计 2008年第一季度投资增速依然有可能维持高增长水平 ,而在第

三、第四季度有逐渐下降的迹象。但是 ,却可能在 2009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上出现反弹 ,

为 34. 2%。2008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一定下降 ,为 28. 4% , 2009年可能回升至 32. 7%。

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 13. 0%。模型预测 , 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速将下降至 11. 1% , 2009年进一步下降至 10. 8%。分季度来看 , 200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增速将逐季下滑 ,尤其是下半年将会有明显下降 ;四个季度增长率分别为 12. 8%、12. 0%、9.

1%和 10. 4%。

图 1　2008 - 2009年福建进出口增长预测 (单位 : % )

资料来源 :课题组计算。

621

《东南学术 》2008年第 6期 　　　　　 　　　　　　　　　　　　　　　　　　　　　　　



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10. 1%。模型预测 , 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速将下降至 9. 2%。分季度来看 , 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将逐季上

升 ;四个季度增长率分别为 7. 8%、8. 9%、9. 9%和 10. 0%。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速将进一步下降至 8. 9%。

2007年 ,由于食品特别是粮食价格大幅上涨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直呈上升趋势 :同比上

涨 5. 2%。模型预测 , 2008年价格水平将继续维持上升的趋势 , CP I涨幅预计将高达 6. 5% ,高

出 2007年价格上涨水平约 1. 7个百分点 ;四个季度的走势则呈现一路缓慢下滑然后又开始上

升的态势 ,分别为 6. 6%、6. 4%、6. 5%和 6. 7%。进入 2009年 ,消费价格指数的涨幅走势还将

继续小幅上升 :为 6. 8%。

2007年福建省出口增长 21% ,进口增长 14. 6% ,贸易顺差比上年增加 55. 60亿美元 ,是三

大需求中增速最快的。模型预测 ,受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外部贸易环境恶化的影响 ,尽管 2008

年出口仍将增长 ,但是增长速度将比 2007年减缓 ,与去年同期相比 ,以美元现价计算的出口增

长速度将下降 4. 0个百分点 ,为 17. 0%。预测结果表明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出口的负面影响

将继续显现。2008年以美元现价计算 ,进口增速将上升至 19. 9% ,同比上升近 5. 3个百分点。

预测结果表明 ,由于人民币升值 ,以人民币计算的国外产品价格相对降低 ,增加了对国外原料、

能源等初级产品及设备进口的需求 ,导致进口增速上升幅度大于出口增速上升幅度 (见图 1)。

四、主要贸易经济体经济波动及人民币汇率升值
对福建省经济运行影响的模拟分析

　　受 2007年美国股市暴跌和房地产市场次级债券危机的影响 , 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可能

放缓 ,欧盟经济的增长也将受到影响。世界经济的放缓将直接对福建省的出口产生影响。人

民币汇率升值也将直接影响福建省的进出口。FQEM主要从进出口的角度来分析这一影响。

图 2　主要贸易对象经济对福建省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

1. 传导机制。根据 FQEM ,美国、欧盟、日本和香港经济的放缓将会影响到这四个国家和

地区内部的需求 ,从而影响福建省对它们的出口。福建省对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的变动最

后最终影响到总出口。人民币升值同时也将影响福建的进出口 ,最后净出口的变动直接影响

了 GDP的变化。美国、欧盟、日本和香港经济对福建省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可参见图 2。

2. FQEM的分析结果。根据 FQEM的模拟结果 ,美国经济增长下降 0. 5%会导致福建省

总出口下降 1. 0% ,最终使福建省实际 GDP增长率下降 0. 3% ;欧盟经济增长下降 0. 5%将导

致福建省对欧盟的出口下降 1. 8% ,最终使福建省实际 GDP增长率下降 0. 6%。日本或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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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下降 0. 5%会导致福建省总出口下降 0. 6%或 0. 3% ,但最终对 GDP增长率的影响不

明显。假设人民币 2008年多升值 3% ,将导致总出口下降 0. 4% ,最终使福建省 GDP增长率

下降 0. 5%。

五、主要结论

本文针对 2007年福建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攀升 ,达到 5. 2%的较高水平 (涨幅比上

年提高 4. 4个百分点 ) ,以及受美国次贷危机及国际原油价格高居不下的影响 , 2008年世界主

要经济体国家或区域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将放缓。从福建省经济是否能继续保持稳健的增长这

一现实问题入手 ,利用福建省季度经济模型 ( FQEM )预测了 2008 - 2009年福建省 GDP的走

势。模拟了在人民币短期加速升值假定下对经济增长率以及贸易顺差增长速度的影响。在此

基础上 ,重点模拟分析了美国、欧盟、日本及香港经济对福建省经济运行的影响。主要结论有 :

一是假定 2008年人民币升值幅度为 10% ,其所造成的宏观紧缩效应将不是非常明显。2008

年福建省的 GDP增长率将下降 0. 3个百分点 ,仍维持在 14. 8%的水平。到了 2009年 ,人民币

升值对 GDP增长率的负面效应减弱 ,全年增长率将回升至 14. 9%。二是美国经济短暂放缓对

福建省的影响是有限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福建省出口对欧盟 GDP的弹性很大 ,当美国经济短

暂放缓时 ,如果欧盟的经济增长势头不减 ,可以通过加强对欧盟的出口抵消美国经济短暂放缓

对福建经济运行的不利影响。三是 2008年物价上涨将延续 2007年通货膨胀的态势 ,并可能

使这一态势在 2008年得到进一步强化。

基于上述分析 ,课题组提出在预期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前提下 ,福建省经济在 2008年虽然

仍可以继续维持高增长的态势 ,但增速将略有下降 ,必须充分重视短期内人民币快速大幅升值

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 ,在外部需求的带动下 ,出口有望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

度 ,但出口企业的成本压力也不可忽视。由于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环保成本同时上升 ,外

部需求下降与成本上升的夹击使企业不堪负荷。因此 ,在国家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同时 ,地方

政府当局应当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 ,扩大内需 ,并运用产业政策 ,对应当予以鼓励支持的出口

企业在研发等方面予以经费等方面的支持。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 , 2008年人民币升值的趋势

不断加强 ,导致进口增速大幅提高。同时 ,由于国内从紧的货币政策和 GDP, 2008年下半年投

资需求速度可能会有所降低。因此 ,地方政府在进行经济运行调控时 ,就必须谨慎选择适当的

政策工具和把握政策力度 ,既要保证省内经济平稳增长 ,又要减轻人民币升值紧缩效应对宏观

经济的负面影响。一些可考虑的缓解人民币升值负面效应的政策可供参考 ,加大重视供给调

整 ,把提升本省经济竞争力、增加有效供给能力、提高收入水平放在经济政策的首位。⑧⑨

注释 :
①曾宪龄、孙永杰 :《省级经济计量模型的建立与预测分析》,《东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1999年第 5期。
②刘巍 :《对琼粤两省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数量化比较分析》,《海南金融》2004年第 8期。
③孙丹、冯文斌 :《多部门动态模型与“十一五”规划指标预测》,《价值工程》2005年第 12期。
④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福建统计局网站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⑤Q ingyang Gu, Kang Chen. A multiregional model of China and its app lication[ J ]. Econom ic Modelling, 2005, (22) : 1020

– 1063.

⑥由于省际流出数据无法获得 ,这里采用了 Q ingyang Gu, Kang Chen ( 2005)的方法 ,采用校准得到福建省固定效应大
小 ,然后利用估计的方程“预测”区域流出值。省际流入则根据 GDP恒等式的残差获得。

⑦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 “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 ( CQMM ) ”
(05JJD790093)第四次发布结果。

⑧李文溥主编 :《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2007》,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年版。
⑨李文溥主编 :《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2006》,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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