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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摘 要 

本文使用总产出(GDP)、政府税收(TAX)和政府支出(GCN)的三变量结构向量

自回归(SVAR)模型，对我国 1990 年至 2009 年财政政策的动态效应进行了实证

研究。在结构模型中，本文通过 Blanchard-Perotti 方法识别真实的财政政策冲击

向量，并应用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税收

冲击对于总产出的影响是负的，而且短期内负效应比较显著，但持续时间较短；

长期来看，税收冲击对总产出有较小的负向影响；政府支出冲击对产出有正的拉

动效应，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且是长期稳定的影响。本文通过中国数据的实

证研究，再次印证了凯恩斯主义关于财政政策的观点。 

关键词：财政政策  SVAR  模型识别  脉冲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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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Abstract 

We choose structural VAR model based on three variable：GDP, Government 

Revenue and Government Spending，making research on the dynamic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between 1990 and 2009 in china. We use Blandchard-Perotti method to identify 

the ture fiscal shocks. And then the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Goverment 

Revenue has large negative effect on output in the short run, relatively low negative 

effect in the long run, while Goverment Spending has positive and stable effect on 

output, even in the long run. Our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traditional Keynesian 

model. 

Keywords: Fiscal Policy; SVAR; Model Identification; Impulse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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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由于宏观经济问题较为复杂，影响经济的变量较多等的原因，任何一项经济

政策的成功，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实施该项经济政策的结果，还是经济自身运行的

必然走势，抑或是几项经济政策的综合影响结果所致。长期以来，在实现宏观经

济目标方面，经济学家们往往众说纷纭，并没有一种一致公认的理论和政策主张。

在众学说中，大致可分为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两大阵营。

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究竟是应该依靠市场，还是依靠政府的干预来达到宏观经

济的目标，即政府是否可以利用财政政策来达到宏观经济的目标。在本文中，我

们着重讨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宏观财政政策与总产出的关系。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此后愈演愈烈，成为国际金融风暴。各国政府为

了挽救和遏制危机的蔓延，尽可能地减少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纷纷采取各

种措施，陆续宣布了各自的救市计划。次贷危机爆发至今，以美国为例，政府通

过临时增加财政预算、增加国债发放等方式，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稳定金融经济环

境的政策。2008年初，时任总统乔治·布什签署了第一个以减税为核心的一揽子

经济刺激方案，总额1680亿美元；2008年3月和9月，美联储分别向摩根大通和国

际集团提供了290亿美元的担保和150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2008年7月22日，美国

众议院批准了总额达3000亿美元的住房贷款市场援助法案；2008年10月1日，美

国参议院通过了总额达85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2009年2月，美国新任总统贝拉

克·奥巴马正式签署了总额达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5000亿美元用于

政府公共支出，其余2870亿美元用于减税。 

其他国家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救市措施。2008年8月29日，日本政府出台了

名为“实现安心的紧急综合对策”，总规模达11.7万亿日元。2008年10月30日，

日本政府发布“生活对策”的追加经济对策，总规模为27万亿日元，其中政府财

政支出达5万亿日元。2009年初，日本内阁政府组织起草了《经济财政中长期方

针和10年展望》，在财政政策和改革方面实施总额为75万亿日元的紧急综合对策。

2008年底，欧盟也出台了一系列内容广泛的经济复苏方案(European Economic 

Recovery Plan)，以避免实体经济受到金融危机重创。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公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一章 引言 

 2

布了4万亿的政府救市刺激政策。到2010年底，中国政府将陆续投资4万亿元以刺

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一数字相当于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6%。 

纵观各国出台的应对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基本都以减税、扩大政府支出等

手段为主，体现了经济衰退时期政府宏观干预的重要性，以及市场对政府调控需

求的提高。因此政府实施的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究竟如何日渐成为宏观经济领域一

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1.1 研究背景 

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一直是宏观经济学中比较有争议的问题，至今尚无定论。

20世纪30年代之前，自由主义流派的古典宏观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几乎所有的

经济学家都认为财政支出或税收数量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化，而不会

对经济的总产出有任何影响。但是在30年代发生经济大萧条之后，凯恩斯及其追

随者从现实出发考证，提出了对后来宏观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凯恩斯主义——总

需求模型。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由于存在经常性失业，财政收支的变动可以立即引

起总需求的改变。因此，他们认为财政政策是有效的，主张大力采取财政政策来

宏观调控国家经济的发展。从此，以政府调控为主导的凯恩斯主义盛行，很多国

家都采用扩大政府支出或减税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发展，这一改变帮助西方国家从

大萧条中逐渐复苏，并且在“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维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主要西方国家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滞胀”

问题，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不再有效。提倡“自由经济”的古典主义重新复苏，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崛起，该理论质疑凯恩斯主义关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的论点，

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然而凯恩斯主义也没有就此销声匿迹，在与古典主义和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论战中，凯恩斯主义者吸收了新古典主义的研究方法，发

展和完善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新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认为财政政策是一

种短期总需求调控手段，即在短期内对经济总量具有调节作用，长期来看对经济

总量不产生作用。与此同时，其他西方经济学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

济学理论等也都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各执己见。由此可见，当前西方经济学关于

财政政策有效性问题的研究仍然悬而未决，没有任何一种学说能够得到普遍的认

可。财政政策是否有效，还有待于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及实证研究的详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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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文以Alesina等[1] (2002)的研究为基础，该研究基于实证的观测，发现了与

传统凯恩斯理论总需求模型相背离的“非凯恩斯效应”现象——政府采取紧缩性

财政政策引起产出加速增长，而快速财政扩张政策则伴随经济活动的衰退，即使

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也是如此。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OECD国家在过度实施

积极财政政策后，开始逐步调整其财政政策目标，试图稳定并降低财政赤字在

GDP中所占的比例，但这时却出现了典型的“非凯恩斯效应”。Alesina等(2002)

对18个OECD国家1960年至199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后，发现政府支出

增加引起整个国家实际工资水平上升，进而导致商业部门回报率下降， 终引起

投资率下降，经济衰退。但是在模拟文章的估计过程中，笔者发现当尝试单独对

每个国家进行回归时，其中的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依然表现出十分显著的“凯

恩斯效应”。随后Blanchard和Perotti[3] (2002)专门研究了美国的财政政策有效性，

他们采用了美国1946年至1997年的季度财政数据，通过SVAR(结构向量自回归)

的方法，他们得出同样的结论，即美国政府支出增加对经济总产出有正的影响，

而税收的增加对经济有负的影响。随后在Perotti[20] (2005)的研究中进一步拓展了

这一模型，通过在模型中加入货币变量，作者分析了5个OECD国家的宏观财政

及货币政策的效果①。 

近年来中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也逐渐引起学界关注，中国是与OECD国家一

样，存在着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还是像美国一样存在“凯恩斯效应”。这一

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以往对于财政政策的研究，大多是通过联立方程模型的方法来实现。近年来，

随着VAR(Vector Autoregression) 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宏观领

域，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证研究领域中，该模型已得到广泛的应用，越来越多的

学者开始用VAR模型来实证研究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但VAR模型面临的一个

主要问题就是缺乏经济理论的支持，因为它不基于特定的经济理论，也没有在理

论上做出重要贡献，所以被传统的计量经济学家批评为“乏理论的(atheoretical)”，

详见Cooley和Leroy[7] (1985)。因此，SVAR(Structural Vector Autoregression)结构

向量自回归模型应运而生，它实质就是VAR模型的结构式，在VAR模型的基础上

                                                        
① 作者认为美国是一个“例外”，不代表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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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了相关的经济理论。然而SVAR模型并不完美，和传统联立方程模型一样，

SVAR模型也同样面临着模型的识别问题②。 

本文旨在通过构建一个三变量(总产出、政府支出、政府税收)的SVAR模型，

使用一种较新的结构方程识别方法，研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宏观财政政

策与总产出的关系以及财政政策在中国的有效性问题。 

1.3 文献综述 

本文的文献综述主要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文献综

述，第二部分是采用VAR模型研究财政政策的文献综述。 

1.3.1 财政政策有效性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分别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财政政策有效性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

研究。他们认为财政政策对经济总产出的影响，不仅与财政支出和税收的数量有

关系，同时也与财政支出和财政税收的结构有关③。 

大多数理论、模型和研究都倾向于认为税收与总产出呈负的相关关系，增加

税收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凯恩斯理论认为税收对总产出具有负效应；供给学派则

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会阻碍经济活动水平和增长率，主张大力削减边际税率；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也认为税收会降低产出水平的路径及向稳态转型期间的经济

增长率。 

但学界就财政支出政策对总产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未达成一致：大多数理

论模型和实证分析都显示财政支出对经济总产出有正向的影响，并且促进经济的

增长；但是有学者认为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也有学者认为财政支出

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Friedman[12] (1979)认为由于政府集权、缺乏竞争压力以及

利润动机等，政府产出的生产成本相对私人部门较高，政府支出的增加会阻碍经

济的增长，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负效应。Karras[16] (1994)通过对37个

国家1955-1984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政府支出对产出有负影响的结论。

Alesina等[1](2002)利用18个OECD国家从1960-1996年的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表

明：政府支出增加会通过劳动市场渠道增加私人部门的实际工资率，进而引起利

                                                        
② 本文第三部分将详细介绍传统联立模型和 SVAR 模型的识别问题。第四部分介绍本文采用的识别 SVAR
模型的方法。 

③ 本文只研究前者，即总产出与财政支出和财政税收数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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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和投资率下降， 后导致经济衰退。Conte和Oarrat[6](1988)尝试格兰杰因果关

系法(Granger causality)分析了22个OECD国家1960-1984年政府支出和总产出的

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其中19个国家政府支出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既政府

支出与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关系。Evans[8] (1997)通过一个简单的随机增长模型，结

合92个国家1960至1989年的数据，也得出产出的增长与政府支出不显著相关的结

论。 

 自1998年中国宏观经济出现通货紧缩以来，财政政策逐渐成为了我国宏观调

控的主要工具，国内学者对财政政策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张清[34] (2002)通过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分析的方法，对中国1952-2000年间的财政支出总量

与GDP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财政支出总量的变动和GDP的变动互为因果关

系，并且财政支出对GDP具有长期均衡的正向影响的结果。马拴友[29] (2002)对

1981至1999年间我国各项税收和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

果表明，几乎所有的税收项目都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这说明增加各种税收对经济

增长都产生了不利影响。在财政支出方面，国防支出、基本建设和挖潜改造及科

技三顶费用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效果不显著；支援农业和农业事业费支出、行

政管理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政策性补贴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不显著；

地质勘探和工业、交通、商业部门事业费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支援农业和农

业事业费支出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张海星[33] (2003)利用我国1978-2001年的

数据，对实际GDP增长率与各项财政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发

现我国基本建设、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费用、农业支出、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增拨流动资金、地质勘探与工交商事业费、行政

管理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及财政补贴等转移性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郭庆

旺和贾俊雪[26] (2006)在考察了我国近几年从积极财政政策转向稳健财政政策的

财政收支调整或财政稳固方式之后，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探究了积极财政政策转向

稳健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由于我国财政收入政策存在

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因此现阶段实施的以增收为主要方式的稳健财政政策

没有对宏观经济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1.3.2 VAR 模型研究方法文献综述 

在Sims[4] [5] (1972，1980)的研究中，他指出了联立方程模型存在的不足，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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