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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在宏观经济中，实现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一直都是一国政府进行宏

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而如何进行通胀预测与通胀控制便成为经济学家必须思考和

讨论的重要问题。而由于统计局获取信息的不断增加、统计方法和分类标准的不

断完善，以及对可能存在误差的调整，产出数据经历着不断的修正，这可能导致

产出缺口的最终估计与实时估计存在较大差异，并进一步影响通胀率的预测。基

于此，本文从实时分析的视角，考察了基于产出缺口的菲利普斯曲线在通胀率预

测中的作用。 

本文采用六种退势方法 HP 滤波、QT 滤波、BK 滤波、CF 滤波、CL 模型与

HJ 模型得到产出缺口的最终估计、准最终估计和实时估计序列，并基于产出缺

口分别构建了固定滞后阶数—最终产出缺口 (FL-FL)、固定滞后阶数—准最终产

出缺口 (FL-QF)、变化滞后阶数—最终产出缺口 (VL-FL)、变化滞后阶数—实时

产出缺口 (VL-RT) 四类预测模型对我国通胀率进行预测，并与两类基准模型AR

模型、GR 模型进行比较，分析了产出缺口修正效应和滞后阶数变化效应对通胀

预测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产出缺口在通胀预测中的作用及菲利普斯曲线在我

国通胀预测中的适用性。 

研究结论表明，通胀率的实时预测效果要明显比基于最终数据的差，其中滞

后阶数变化效应对实时预测精度的影响大于产出缺口修正效应；尤为重要的是，

尽管根据最终数据的结果，“产出—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经济中确实存

在，产出缺口作为通胀率的格兰杰原因，能够在通胀预测中提供有效信息，但是

在实时预测中，产出缺口没有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因此“产出—通胀”型菲利普

斯曲线在我国通胀实时预测中并不适用。 

关键词：通胀预测；菲利普斯曲线；产出缺口；实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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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acroeconomics, Obtaining price 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s always 

the major object for the government. Then how to predict and control inflation 

becomes a hot topic among economists. However, Output data often revises due to 

new information, more perfect statistical method and classification, and adjustment to 

errors, which may cause the real-time and final output gap estimates to be different, 

and further affects inflation predic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usefulness of Phillips curve based on output gap in forecasting inf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time analysis. 

Based on the final estimates, quasi-final estimates, and real-time estimates of 

China's quarterly output gap derived from six detrending methods, that’s HP filter, QT 

filter, BK filter, CF filter, CL model and HJ model, this paper constructs fixed lag 

length—final output gap(FL-FL), fixed lag length—quasi-final output gap(FL-QF), 

variable lag length-final output gap(VL-FL), variable lag length—real-time output 

gap(VL-RT) forecasting models to predict China’s inflation rate, and compared to the 

two benchmark models named as AR model and GR model,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output gap revision and variations in lag length on inflation forecasting, and further 

evaluates the usefulness of output gap in predicting inflation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Phillips curve in inflation forecasting.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dicted inflation values in real time are less accurate 

than those based on final data, and time-varying lag lengths give more important 

effects than output gap revision on forecast accuracy. More importantly, although 

output gap estimates appear to be quite useful for predicting inflation in final data 

analysis, it does not provide any useful information in real time forecast, which means 

the ―output-inflation‖ type of Phillips curve is not suitable for China’s real-time 

inflation forecast.  

Key Words: inflation forecast; Phillips curve; output gap; real-tim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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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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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1 通货膨胀研究意义及菲利普斯曲线提出 

对于众多的经济主体而言，通货膨胀是经济生活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通

胀的发生会影响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一段时期内，一个经济体中的大多数商品

和劳务价格普遍连续上涨，宏观经济学就认为这个经济体正在经历着通货膨胀。

如果通货膨胀得不到有效治理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则会激发大规模的抢

购狂潮等不良现象，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在我国宏观经济中，温家宝总理曾多

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必须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

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更加注重稳定物价总水平，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

动。因此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尤其是中央银行往往密切关注通胀率的高低，将实现

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为了更好地控制通胀，

需要对未来的通胀水平进行预测，因此如何预测通胀成为政策当局与经济学家必

须思考和讨论的重要问题。 

围绕通胀问题，新西兰统计学家威廉菲利普斯[1]最早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

斯曲线 (Phillips，1958)，根据经验数据发现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化率呈反向变

动关系，即负相关关系。当失业率上升时，货币工资变化率下降；当失业率下降

时，货币工资变化率上升。Samuelson and Solow (1960)
[2]年将原来表示失业率与

货币工资率之间交替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发展为表示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

交替关系的曲线。Okun (1962)
[3]发现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呈反向变动关系，以经

济增长率代替了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菲利普斯曲线便进一步扩展为“产出

—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 

“产出—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通货膨胀与实际产出水平对潜在产出

水平的偏离即“产出缺口”间的稳定关系，从而为决策者权衡通货膨胀和经济增

长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根据“产出—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当总需求

大于潜在产出时，整个经济体面临通胀压力，通胀预期增加，决策者希望采取政

策抑制总需求以控制价格攀升。同样，当总需求小于潜在产出时，整个经济体面

临通货紧缩压力，通胀预期下降，决策者希望采取扩张政策以维持经济稳定。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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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现有文献还提出了其它一些可用于描述和预测通胀率的方法，但由于菲利普斯

曲线的预测效果更胜一筹 (Stock and Watson，2008
[4]

)，因而它在通胀率的预测

中仍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1.2 实时数据对产出缺口的影响 

菲利普斯曲线表明，通胀率与产出缺口呈正相关关系，即当产出缺口为正时，

整个经济体面临着通胀压力；反之，存在通货紧缩压力。在运用菲利普斯曲线预

测通胀率前，由于产出缺口不可观测，决策者需要根据当时可获得的 GDP 数据

信息对产出缺口进行估计。而包括 GDP 数据在内的许多宏观经济指标都会存在

不断修正的情况，这种跟踪经济指标修正轨迹，按照时间顺序存储宏观经济指标

的时间序列数据成为实时数据。实时数据具有许多不同的统计性质，对许多宏观

经济指标产生影响，并使得产出缺口估计的时效性受到挑战，进而影响通胀预测。 

最早对实时数据进行研究的是 Gartaganis-Goldberger (1955)
[5]，Gartaganis 

-Goldberger 研究发现与 1951 年的数据相比，1954 年修订后的 GNP 和 GDP 数据

之间的差额具有不同的统计性质。数据修订的存在促使当局者制定政策时需要在

及时性与准确性之间进行权衡。欧盟货币委员会成员 Marian Bell (2004)
[6]指出数

据修正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但在制定政策时需要权衡及时性和准确性，

通常情况下他们会选择具有及时性特点的实时数据。英格兰副行长 Rachel Lomax 

(2004)
[7]表示如果 ONS 将数据初步发布的时间推迟两三年，会得到更完整的信息。

但是宏观经济指标估计的滞后会影响政策制定，因此他们使用反映经济活动的即

时数据，即实时数据。与最终数据相比，采用实时数据能够更为准确地刻画决策

者的决策行为。  

数据修正后，宏观经济实证研究的结果可能会发生显著变化，模型的估计系

数可能不够稳健，甚至引起重要解释变量及其影响程度的变化。Croushore and 

Stark (2003)
 [8]在很多重要的经济研究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国学者许宪春[9]、

沈利生[10]等较早对我国的实时数据进行了研究。徐宪春 (2006)
[9]分析了数据修正

对若干重要经济指标的影响，发现数据修正后，1993~2004 年的宏观税负、单位

GDP 所需要的广义货币数量、对外贸易依存度及对外贸易弹性系数均低于原来

的税负表现。沈利生等 (2008)
[10]通过比较数据修正前后 GDP 平减指数与居民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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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发现数据修正后 GDP 平减指

数普遍偏大，GDP 平减指数修正不合理。 

实时数据对产出缺口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Orphanides and van Norden
 
(2002)

 

[11]利用多种方法对美国实时数据进行了产出缺口估计，发现事后信息修正在产出

缺口总修正中占主要成分，与估计的产出缺口同阶，而且不同方法的估计结果差

异很大。他们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由于实时估计的产出缺口可靠性较低，基于产

出缺口的政策建议可能是不可信的。Cayen and van Norden (2005)
 [12]类似地对加

拿大产出缺口进行了实时估计，研究发现产出缺口的修正尺度较大，实时估计与

最终估计的产出缺口相关性较低，对于大多数估计方法，实时数据估计结果在

40%以上的时段与最终数据估计结果符号相反。Morande and Tejada (2009)
 [13]对

智利数据的研究表明产出缺口的最终估计与实时估计差异较大，且二者相关性较

低，但在比较多种产出缺口的估计方法时，他们发现基于不可观测成分模型的

Clark (1987)
 [14]方法得到了最优的结果，而常用的滤波 (如 HP 滤波) 会产生误导。

最近，Marcellino and Musso (2010)
 [15]采用欧元区实时数据进行产出缺口的估计，

认为产出缺口的实时估计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由模型参数的不

稳定性引起。 

郑挺国、王霞 (2010)
[16]研究发现实时数据有时会使特定年份产出缺口的估

计值产生很大幅度的变化，产出缺口的实时估计和最终估计因为数据修正效应、

事后信息效应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很大差异，这可能会导致基于产出缺口最终估

计对通胀率的预测与基于实时估计的结果有所不同。同时，随着决策者获得数据

信息的增加，其会更新对模型参数 (包括滞后阶数和系数) 的估计，这将可能进

一步导致通胀率的实时预测结果和最终预测结果会有所不同。 

总的来说，以上文献结果显示产出缺口的实时估计与最终估计存在较大程度

的差异，产出缺口估计方法可靠性较差，这表明进行经济政策分析时我们应谨慎

使用产出缺口的最终估计来代替实时估计。 

1.3 对基于产出缺口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实时预测可靠性的研究 

使用实时数据进行预测能够准确刻画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鉴于通胀率的实时预测与基于最终数据分析结果可能存在的较大差异，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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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出缺口在通胀率实时预测中作用的质疑，国外学者对基于产出缺口的菲利普

斯曲线的实时预测可靠性进行了广泛研究。 

例如，Robinson et al. (2003)
[17]采用 1961 年 1 季度到 2002 年 4 季度的数据对

澳大利亚的通胀率进行实时预测时发现，基于产出缺口的模型预测精度与自回归

模型没有显著差异，由于产出缺口的实时估计缺乏精确性，产出缺口的引入并没

有提高通胀率的预测精度，并进一步认为产出缺口在通胀率预测中的作用和价值

十分有限；Paloviita and Mayes (2005)
 [18]采用 1976 年 1 季度至 2002 年 4 季度的

数据，运用 GMM 方法对欧盟国家进行前瞻性菲利普斯曲线实时预测，发现在

GMM 估计过程中使用实时工具变量与最终数据工具变量有较大区别，实时数据

与最终数据的实证结果差异很大，基于产出缺口实时估计的菲利普斯曲线并不能

改善预测效果。Orphanides and van Norden (2005)
 [19]使用 1965 年 1 季度至 2003

年 3 季度的美国数据讨论了基于产出缺口实时估计对通胀率进行预测的可靠性，

发现尽管产出缺口最终估计在通胀率预测中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但是产出缺口

实时估计对提高预测精度没有帮助，基于实时产出缺口对通胀率的预测不可靠；

Clausen and Clausen (2010)
 [20]对德国 1973 年 1 季度至 2007 年 4 季度，英国 1976

年 1 季度至 2007 年 2 季度，以及美国 1965 年 4 季度至 2008 年 2 季度的通胀率

进行样本外预测时发现，由于产出缺口的实时估计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其在通胀

率预测时无法提供有效信息，并认为基于产出缺口最终估计的分析会高估菲利普

斯曲线在通胀率预测中的价值。 

以上文献表明采用实时数据进行分析时，产出缺口在通胀预测中的作用下降，

基于实时数据的通胀预测结果与基于最终数据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菲利普斯曲

线在通胀率实时预测中的适用性值得商榷。 

对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的关系，以及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宏观经济分析

中的应用，国内学者也展开过大量的讨论。 

刘树成 (1997)
 [21]采用 1953—1996 的年度数据证明了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

确实存在，同时发现实际产出增长率对潜在产出增长率的偏离上升与下降，会引

起通胀率在滞后时间内的上升与下降。范从来 (2000)
 [22]根据我国 1953—1998 年

的经济周期划分情况和物价波动情况，认为经济增长率和价格水平之间存在同向

变动关系，基本的“产出—物价”型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成立。许召元 (200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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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Kalman 滤波估计 1979—2004 年间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和产出缺口，发

现我国通货膨胀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会丧失 0.35 左右的产出百分比，该值显著

不为 0，说明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与潜在产出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变动关系。

王煜 (2005)
 [24]

 运用 HP 滤波得到我国 1994—2003 年的产出缺口，通过基于向

量自回归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实证分析了产出缺口与通胀率的关系，认为

1994 年以来我国存在传统型的菲利普斯曲线，而非预期型菲利普斯曲线。刘金

全等 (2006)
 [25]采用具有区制转移的状态空间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 1990-2004 年

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主要表现为长期形

式。赵留彦 (2006)
 [26]采用不可观测成分模型估计了我国的核心通胀率和产出缺

口，并进一步分析认为我国非核心通胀率 (通胀率与核心通胀率之差) 与产出缺

口显著相关。陈彦斌 (2008)
 [27]基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和 2000—2007 年季度

数据的分析认为在通胀的四个决定因素中，通胀预期对当前通胀的影响最显著，

其余依次为通胀惯性、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 

以上文献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推动了我国宏观经济中产出波动与通货膨胀

间关系的研究，也为我国通胀率的预测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然而，国

内文献都是基于最终数据研究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是否成立，对实时数据的菲利

普斯曲线，以及通胀率实时预测的探讨，据笔者了解，目前很少有相关文献涉及。 

1.4 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近年来，随着我国 GDP 数据核算制度的不断完善，数据修订和发布程序的

逐步规范，我国产出数据经历了频繁的修正，这为我国宏观经济与政策的实时分

析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条件。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实时分析的角度考察产出缺

口在通胀预测中的作用以及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通胀率实时预测中的适用性。 

郑挺国、王霞 (2010)
[16]研究了我国产出缺口的实时估计及其可靠性，本文

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扩展，进一步对基于产出缺口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估计，

预测我国通胀率，并检验菲利普斯曲线在通胀率实时预测中的适用性。文章首先

阐明通胀预测的重要意义，以及在通胀预测过程中考虑实时数据的必要性；其次

综述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方法，包括统计调查方法与计量建模方法；再次对实时数

据进行收集处理，根据郑挺国、王霞 (2010)
 [16]的研究，选取六种单变量退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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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得到我国产出缺口的实时估计、最终估计和准最终估计；然后构建相应的产出

缺口模型 (即基于产出缺口的通胀预测模型，见第四章)；再分别运用固定滞后

阶数—最终产出缺口 (FL-FL)、固定滞后阶数—准最终产出缺口 (FL-QF)、变化

滞后阶数—最终产出缺口 (VL-FL)、变化滞后阶数—实时产出缺口 (VL-RT) 四

类模型对我国 2006 年 1 季度之后的通胀率进行预测，比较产出缺口模型与基准

模型 (即通胀自回归的AR模型和基于产出增长率的GR模型) 预测精度的差异，

分析产出缺口修正效应和滞后阶数变化效应对通胀率预测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

产出缺口在通胀率预测中的作用以及产出缺口模型在通胀率实时预测中的可靠

程度。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不能获得最终数据，实时数据才是我们进行决策时真正

依赖的数据，采用实时数据进行分析能够准确刻画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因此本文

的创新之处在于在我国通胀率预测过程中考虑到实时数据的应用，并进一步考察

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的适用性。 

1.5 写作框架与主要观点 

本文的写作框架安排如下： 

第一章 绪论 

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阐明通胀预测的重要性，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发展进行 

概述并指出其在实时数据环境下预测通胀率存在是否可靠的问题，引出本文的研

究课题，并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创新之处、写作框架与主要观点。 

第二章 通货膨胀预测方法 

    介绍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历次通货膨胀，并进一步综述国内外的通货

膨胀预测方法，包括统计调查方法与计量建模方法。其中统计调查方法包括

Michigan 预测法、Livingston 预测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采用的 PPS 抽样调查方

法；计量建模方法包括自回归模型、结构化模型以及联立模型三种。 

第三章 实时数据处理及产出缺口估计 

简要回顾我国的 GDP 数据修正情况，描述我国 GDP 数据搜集过程与处理 

方法，并根据六种单变量退势方法得到产出缺口的最终估计、准最终估计以及实

时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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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通货膨胀预测模型设定 

分别构建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与两类基准模型。由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演变 

出四种通胀率预测模型：FL-FL(固定滞后阶数—产出缺口最终估计)模型、

FL-QF(固定滞后阶数—产出缺口准最终估计)模型、VL-RT(变化滞后阶数—产出

缺口实时估计)模型、VL-FL(变化滞后阶数—产出缺口最终估计)模型。两类基准

模型包括 AR 模型与 GR 模型。 

第五章 实证结果 

根据第四章构建的四种通胀率预测模型与两类基准模型，估计我国

2006Q1-2010Q4 的通胀率，比较通胀率的实时估计与最终估计，检验产出缺口在

通胀率预测中的作用，并进行稳健性分析，从而考察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通胀实

时预测中的适用性。 

第六章 结语 

在上述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本文的研究结果，并指出本文研究中存

在的不足之处。 

本文的主要观点概括为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产出缺口最终估计在通胀

率预测中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根据最终数据的结果，“产出—通胀”型菲利

普斯曲线在我国经济中确实存在，产出缺口作为通胀率的格兰杰原因，能够在通

胀预测中提供有效信息。第二，与最终数据的预测效果相比，通胀率的实时预测

精度降低。两种基准模型和基于六种退势方法的产出缺口模型在采用实时数据—

变化滞后阶数 (VL-RT) 模型进行预测时，相对于最终数据模型，其预测能力均

下降，其中滞后阶数变化效应对预测精度的影响大于产出缺口修正效应的影响，

这说明模型不稳定性对预测结果的影响比产出缺口修正更大；第三，实时产出缺

口在通胀预测中没有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产出—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

通胀率实时预测中并不适用。将产出缺口模型与两类基准模型相比，尽管在

FL-FL 模型中，产出缺口的引入提高了模型的预测精度，但是当采用 VL-RT 模

型时，产出缺口模型的预测精度甚至比自回归模型更差，这表明在实际操作中，

产出缺口在通胀预测中没有提供有效信息，甚至恶化了预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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