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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采用马尔可夫体制变化模型 (Markov - Switching Model) , 对我国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

进行估计。实证分析表明 :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呈现出基本的菲利普斯

曲线关系特征 , 所构建的模型比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ADL) 具有更好的预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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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imate of Chinese Phillips Curve

PENG Yong , YANG Can

Absrtact : A“Output - Inflation”Phillips Curve is tested by applying a two - state Markov - Switching Model . The evi2
dence from china shows there exists a gap between outpout and inflation. By comparing with Auto - 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l , the paper finds that Markov - Switching Models display the better forecast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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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菲利普斯曲线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规律。表明经济变量关系的基本菲利普斯曲线主要有三种 : 第一种

是“失业 - 工资”菲利普斯曲线 , 它反映了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化率二者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 ; 第二种是“失业

- 物价”菲利普斯曲线 , 它反映了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的反向变动关系 ; 第三种是“产出 - 物价”菲利普斯曲

线 , 它反映了“产生缺口”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变动关系。所谓’产出缺口”是指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

长率的偏差 , 而潜在经济增长率反映了在一定技术水平下 , 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所能提供的总供给状

况。对于我国的情况 , 本文将只探讨“产出 - 物价”基本菲利普斯曲线 , 理由 : 一是我国的失业率数据较为欠

缺。由于统计方法的差异和操作环节上的问题 , 我国的失业统计仅有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 , 该数据与一般经济理

论在含义与算法上区别较大 , 也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真实的失业水平 (樊茂勇 2001) 二是我国的货币工资率不能

完全反映劳动市场的变化状况。长期以来 , 我国实行的工资决定机制是国家标准固定工资制 , 国有企事业单位不

能擅自改变职工的工资 , 劳动工资的变化难以真实体现劳动市场的变化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增长由供给不足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以需

求为导向的市场经济 , 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在此期间 , 我国的“产出 - 物价”菲利普斯曲线至少出现了

三种不同的形态 (刘树成 1997) , 因此 , 要准确估计我国的菲利普斯曲线 , 必须充分考虑体制结构的变化因素。

而马尔可夫体制变化模型正是考虑了体制变化因素 , 它在传统的预测模型中引入一个状态变量 , 该状态变量不可

观测 , 但遵循某一种随机过程 (比如 Markov 过程) 。市场上可能存在多个状态 , 每个状态下波动过程具有不同的

性质 , 市场就在这多个状态之间相互转换。比较传统的预测模型 , 马尔可夫体制变化模型能更准确地描述和预测

经济变量的非线性运行状态。正是基于以上考虑 , 本文试图通过在基本的“产出 - 物价”方程中引入体制变化因

素 , 研究估计我国的菲利普斯曲线。

二、模型和方法

(一) 模型的设定

一般的“产出 - 物价”方程可表示为 :

Pt = c + 6
m

i = 1
ai Pt - i + 6

n

j = 0
βjgapt - j +ε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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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Pt 表示价格上涨率 , gapt 表示产出缺口 , 它是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差额。参数αj 、βj 在

整个样本期间内为固定不变的常数。但事实上 , 由于时间序列在样本期间内发生结构性变化 , 参数αi 、βj 在不同

的子样本下可能具有不同的取值 , 因此本文考虑将一般的“产出 - 物价”方程扩展为含体制变化因素的形式 :

Pt = CSt + ∑
m

i = 1
αiSt Pt - i + ∑

n

j = 0
βjstgapt - j +εt 　 (2)

其中 , εt～ i . i . dN (0 , б2) , 而 { S t} 为不可观测体制状态空间遍历 Markov 过程 , 状态变量满足马尔可夫转移

条件 , 即 :

Prob ( St + 1 = j| St = i , S t - 1 = i1 , ⋯) = Prob ( S t + 1 = j| St = i) = P ij。对转移概率 P ij有 : ∑
M

j = 1
P ij = 1。

本文假定 { S t} 为两状态离散 Markov 过程 , 即 S t ∈ {1 , 2} 。对参数 Cst 、αist 、βjst 有 :

Cst = C1 若 S t = 1 ; 　　CSt = C2 若 St = 2

αist =αi1若 S t = 1 ; αist =αi2若 St = 2

βjst =βj1若 St = 1 ; βjst =βj2若 S = 2

(二) 参数的估计

对于一个含马尔可夫体制变化因素时间序列模型的参数估计 , 一般采用最大似然估计的方法 , 通过 EM 算法

实现。

设一个包含二状态马尔可夫体制变化因素的时间序列 Yt , 具有如下简约形式 :

yt = Cst +αstyt - 1 +βstXt +εt , 则 yt 的条件密度函数为 :

f ( yt | st = 1 , yt - 1 , Xt ; θ) =
1

2πσ
exp

- ( yt - c1 - α1 yt - 1 - β1 xt)
2

2σ2 　当 S t = 1 ;

f ( yt | st = 2 , yt - 1 , Xt ; θ) =
1

2πσ
exp

- ( yt - c2 - α2 yt - 1 - β2 xt)
2

2σ2 　当 S t = 2 ;

其中 , θ为总体参数集合。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使似然函数 L (θ) = ∑
T

t = 1
logf ( yt | xt , Yt - 1 ; θ) 最大化 , 估计出方程的参数。其中 Yt =

( yt , yt - 1 , ⋯y - m , xt , xt - 1 ⋯, x - m) 为包含至时期 t 的全部观察的一个向量。该过程一般是通过所谓的 EM 算

法反复迭代加实现的 (见 Hamilton1999) 。

三、实证分析

估计“产出 - 物价”菲利普斯曲线方程 (2) , 必须先估计出潜在经济增长率。估计潜在经济增长率常用的方

法有三种 : 其一 , 线性趋势方法。该方法将实际 GDP 的趋势项进行回归 , 得到潜在 GDP 增长率。其二 , HP 滤

波方法。该方法将实际 GDP (经过对数变换) 进行 HP 滤波 , 得到潜在 GDP 增长率。HP 滤波的计算方法为 :

min| ∑
T

t = 1
( yt - st)

2 +λ∑
T - 1

t = 2
( ( st + 1 - s1) - ( st - st - 1) ) 2| 其中 , yt 为需要滤波的序列 , st 为趋势项 , 对年度序

列 , λ一般取 100。其三 , 状态空间 - Kalman 滤波方法。该方法通过建立状态空间方程 , 得到潜在 GDP 增长率。

本文采用 HP 滤波方法 , 对 1978 - 2001 年的我国 GDP 进行 HP 滤波 , 得到潜在 GDP 增长率 , 其中 GDP 为以 1952

年为 100 计算的实际 GDP (经过对数变换) 。将实际 GDP 与潜 GDP 两者相减得到产出缺口 gap 数据 , 产出缺口与

物价走势如图 1 所示 , 其中 , 物价数据为消费价格指数。从图 1 直观看 , 产出缺口与物价走势还是存在较为明显

的互动关系。

借助 OxMetrics 软件 , 对方程 (2) 进行参数估计。在不考虑价格滞后因素及产出缺口滞后项对物价的影响

( m = 0 , n = 0) , 估计得到模型 1 ; 考虑价格滞后因素及产出缺口滞后项对物价的影响 ( m = 1 , n = 1) , 可估计得

到模型 2 (见表 1) 。

从模型 1 来看 , 参数系数β项在各状态统计检验均显著 , 并且β> 0 , 表明产出缺口与物价上涨率存在正相

关关系。产出缺口每上升 1 个百分点 , 在状态 1 和状态 2 将分别引起物价上涨0. 64 和1. 67 个百分点。该模型说

明 , 在我国 , 基本的“产出 - 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关系是存在的。而对于模型 2 , 参数系数α、β各项的统计检

验均显著 , 并且∑βj > 0 也保证了估计的菲利普斯曲线从经济解释上的合理性。

为了进一步分析马尔可夫体制变化因素模型的预测效果 , 我们将所得到的两个模型与不含体制变化因素的方

程 (1) 进行比较 :

按照从“一般到简单”的建模过程 , 剔除不显著变量 (10 %水平) , 得到不含体制变化因素的方程 (1) 的估

计结果 (模型 3) :

Pt = 2. 41 + 0. 67 pt - 1 + 1. 32 gapt - 0. 89 gapt - 1 +εt

[1. 58 ][3. 95 ] 　[3. 14 ] 　[ - 1. 87 ] 　　R2 = 0. 67 　F = 9. 83 　D. W = 1. 46

计算模型 1、模型 2 和模型 3 的均方根误差 RMSE 项分别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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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SE1 = 2. 87 　　RMSE2 = 1. 89 　　RMSE3 = 4. 70

由此可以看到 , 马尔可夫体制变化因素模型比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 ADL) 具有更好的预测效果。

四、结语

对在样本期间内发生了结构改变的时间序列 , 如果已知发生“中断”的时刻 , 则一般是通过引入虚拟变量的

方式对该序列进行建模描述 , 但现实生活中 , 这种“中断”的发生往往是不可观测的随机过程 , 因此 , 通过引入

虚拟变量的方式描述发生体制变化的时间序列 , 并不总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鉴于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年间 ,

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 本文尝试将基本的“产出 - 物价”方程扩展为含体制变化的马尔

可夫体制变化模型 ( Markov - Switching Model) , 研究估计我国的菲利普斯曲线。从实证结果来看 , 我国的经济增

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呈现出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特征 ; 马尔可夫体制变化因素模型比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

后模型 ( ADL) 具有更好的预测效果。当然 , 在模型的设定上 , 本文未考虑标准误项σ也随体制的改变而变化的

情况。同时 , 也未运用该方法研究’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这些都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表 1 含体制变化因素的菲利普斯曲线估计结果

参数
模型 1 模型 2

状态 1 状态 2 状态 1 状态 2

C 3. 32[4. 54 ] 13. 58[13. 06 ] 0. 94[1. 21 ] 5. 29[2. 85 ]

α- 1 0. 51[60. 8 ] 0. 92[4. 76 ]

β 0. 64[2. 60 ] 1. 67[6. 44 ] 0. 90[4. 10 ] 1. 93[5. 25 ]

β- 1 - 0. 67[ - 2. 68] - 0. 86[ - 2. 19]

P11 0. 93 0. 93 0. 78 0. 78

P22 0. 85 0. 85 0. 47 0. 47

σ 2. 88 2. 88 2. 03 2. 03

AIC 6. 13 6. 13 5. 91 5. 91

SC 6. 48 6. 48 6. 45 6. 45

注 : [ ] 内数据为 t 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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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资料·

授权经营制度。指国有资产出资人将由其行使的部分权利授予其所出资企业中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企业行使

的制度。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进行的授权经营的试点 ,对于解决政企不分和出资人缺位问题 ,落实企业

生产经营自主权 ,明确国有资产的经营责任主体等 ,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 ,授权经营

制度应当继续探索和完善。根据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授予其所出资企业行使

部分出资人的权利 ,并明确被授权企业的条件、授权程序及相关责任等。被授权企业对其全资、控股、参股企业

中的国有资产依法进行经营、管理和监督 ,并承担相应的保值增值的责任。

(转自中国商业联合会《商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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