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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政策评价不仅是经济学研究的有机组成

部分 ,也是宏观经济管理实践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 ,我国国民经济飞速增长 ,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毫无疑问 ,这一喜人状况

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直接结果 。如

何对这一政策进行评价 ,成为摆在经济学者

和决策部门面前的重要课题。许多文章已从

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剖析 ,但利用实

际统计资料进行实证研究的前例还不多见 ,

本文拟应用干预分析模型(Intervention

Analy sis Model)从后一方面作一尝试 。

干预分析模型是由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统

计系教授博克斯(Box)和泰奥(Tiao)于 70年

代提出的经济计量模型① ,主要用来从定量

角度来评估干预事件(如经济政策的变化或

突发事件等)对经济环境 、经济过程或结果的

具体影响 ,国内也有学者将该模型应用于我

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效分析②,但他们

的模型是建立在随机时间序列 ARMA 模型

基础上的 ,由于国民经济的增长一方面缘于

政策干预调 节的影响 ,另一方面又包含自然

增长的趋势 ,因此本文把干预分析模型和一

般的时间序列增长模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在建模分析之前 ,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1 、国际上一般用 GDP(或 GNP)来反映

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但我国在 1978年以前

没有进行该方面指标的统计 ,而建立干预分

析模型需要有覆盖整个时期的统计数据 ,受

资料限制并考虑到指标调整的难度与精度 ,

本文分别采用了我国 1952 ～ 1993年的国民

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来建立模型③。

2 、1978年是我国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

措施出台的开始 ,自此 ,我国经济的发展呈加

快趋势 ,因此 ,模型确定 1978年为干预事件

发生的开始时间。

3 、由于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是按当

年价格计算的 ,不便于进行对比分析 ,所以本

文采用了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指数和

工农总产值指数(基期均定为 1952年)。文

中采用的数据全部来源于 1993年和 1994年

《中国统计年鉴》 ,并稍作调整 。

　　二 、干预分析模型的建立

在对各种时间序列增长模型进行拟合优

度的比较筛选之后 ,本文采用以下模型进行

国民经济增长的干预分析 ,即:

　　(1)　Y t=b0+b1 t+b2 t
3
+z t+et

式中 , t为自变量 ,表示时间;b 为待定参数;

Y为因变量 ,本文用国民收入指数或工农业

总产值指数表示;Z 表示干预事件对因变量

Y的影响 ,它的确定是整个模型的关键。具

体探讨如下:

1 、干预变量的形式

干预变量 It
T 是干预分析模型的基本变

量 ,有两种基本表现形式:即一旦发生就会长

期发生影响的持续性干预变量 S t
T 和变量发

生后只有短暂性影响的暂时性干预变量

Pt
T ,可用公式表示为:

(2)　S t
T=

0 , t<T

1 , t≥T 对整
　　和(3)　Pt

T=
0 , t≠T

1 , t=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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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自 94年起我国不再进行国民收入的统计。

唐宇文:《干预分析模型及中国农业改革的干预分
析》 ,《经济教学》1987年专刊。

G.E.P.Box and G.C.Tiao , Interven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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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 tat istical Associat ion , March 1975 ,
Vol.70 , No.349 , P70—79.



上两式中 , T 表示干预事件发生时间 , It
T
为

S t
T或 Pt

T 两者之一 , 易推出:(1 —B)S t
T =

Pt
T ,其中 ,B为后移算子 ,即 BS t

T=ST
t-1 。

2 、干预分析模型的建立

干预事件的影响形式归纳起来基本上有

四种类型①,经济系统受到的干预影响 ,一般

都可以用这四种形式或它们的某种组合表

达 ,可以概括为:

(4)　Z t=
ω(B)
δ(B)

It
T ,ω, δ均为待估参数 ,

It
T含义同前 。

据 1978年前后的数据对比可知 ,改革的

影响是逐渐加强的 ,其作用又是长期深远的 ,

故选用如下的模型:

(5)　Zt=
ω

1-δB
S t

T ,其中 , S t
T=

1 , 1978 年及其以后

0 , 1978村经 年以前

将(5)式代入(1)式 ,得到整个国民经济增长

的干预模型为:

　　(6)　Y t=b0+b1 t+b2t
3+ ω

1-δB
S t

T+et

3 、模型的识别与参数估计

本文将全部数字资料分为二段:第一段

为1952 ～ 1977 年 ,该段数字是干预前的数

据;第二段为 1978—1997 年 ,该段数字是带

有干预影响的数据 。另外 ,在数据处理过程

中 ,由于 1958—1963 年及 1968 年受特殊事

件影响 ,造成经济异常波动 ,这些年份的异常

数据对于建立模型不利 ,故将其删除。在对

数据做了上述处理以后 ,便可着手进行模型

的识别和参数估计 ,具体思路及步骤如下:

(1)利用干预事件发生前的第一段数据 ,

建立一个一般时间序列增长模型;然后利用

模型进行外推预测 ,把得到的预测值作为不

受干预影响的数值;再将第二段实际数据减

去预测值 ,得到干预影响的具体数值;最后根

据这些数值求估干预模型 Z t的参数ω,δ。

(2)利用排除干预影响后的净化数列建

立时间增长模型 。

(3)综合(1)、(2)组建干预分析模型 。

　　三 、干预分析模型的建模计算

1 、对 1952 ～ 1977 年的国民收入指数

(N)建立时间增长模型 ,结果如下:

(7)　 N t=94.2702+7.8744t+0.01788t
3

(10.4535)　(4.7146)　(5.2381)
R2=0.972　 R2=0.969　F=278.084

该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可以通过参数的

显著性检验和整个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2 、分离出干预影响的具体数值 ,求估干

预模型的参数

运用通过检验的模型式(7),进行 1978

～ 1993年国民收入指数预测 。然后用实际

值减去预测值得到的差值就是改革所产生的

干预值 ,记为 NZ。求得具体数值为(见表

一):

表一

时间 1978 1979 1980 1981

NZ 3.80 5.15 3.73 -6.04

时间 1986 1987 1988 1989

NZ 133.04 172.89 229.94 212.28

时间 1982 1983 1984 1985

NZ 0.83 19.23 64.25 117.49

时间 1990 1991 1992 1993

NZ 209.60 237.50 354.96 404.24

　　运用上列数据可估计出干预模型:NZt

=
ω

1-δB
的参数 ω与δ,实际上即为自回归方

程 NZ t=ω+δNZ t-1的参数。

估计结果 , ω=14.3361　　 δ=1.1137

3 、计算净化序列(NN):即消除干预影响

后的序列 ,计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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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见冯文权《经济预测与决策技术》P357 ,武汉大
学出版社 , 1990年版)



(8)　NNt=
Nt-

 ω
1- δB

　(1978 年及以后)

Nt　　　　(1978 年以前)

4 、对 NN建立时间增长模型 ,结果为
(9)　 NNt=96.5956+7.5925t+0.0182t3

(8.197)　(10.393)　(24.589)　　

R2=0.9932　 R2=0.9928　F=2274.878

显然 ,该模型可以通过参数显著性检验

和整个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因此 ,该模型是合

理的 。

5 、组建干预分析模型

有了以上各步的参数估计后 ,可建立干

预模型如下:

(10)　 N t=96.5956+7.5925t+

0.0182t 3+
14.3361

1-1.1137B
S t

T

其中　S t
T=

0　1978年以前

1　1978年及以后
应用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步骤 ,可估计出

工农业总产值指数(P)的增长干预分析模型

如下:

(11)　 P t =82.5724 +12.4782t +

0.440t3+ 19.8943
1-1.3222B

S t
T(S t

T 含义同前)

改革对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产生的干预值

PZ 为

表二

时间 1978 1979 1980 1981

PZ 4.31 3.12 -6.63 -43.52

时间 1986 1987 1988 1989

PZ 194.10 327.04 534.12 570.58

时间 1982 1983 1984 1985

PZ -45.01 -30.35 44.90 157.57

时间 1990 1991 1992 1993

PZ 616.67 780.71 1275.04 1704.26

　　二个干预分析模型(10)和(11)中的参数

ω都为正数 ,可见改革的干预影响是正向的 。

　　四 、运用干预分析模型进行预

测

　　对干预分析模型式(6)进行适当的变换 ,

于是有:

当 t<T 时 ,S t
T
=0 ,  Y t= b0+ b1 t+ b2 t

3
;

当 t>T 时 , S t
T
=1 ,(1 - δB) Yt =(1-

 δB) b0+(1- δB) b1t+(1- δB) b2t
3 + ω;进一

步推导 ,得到:

 Yt= δY t-1+(1- δ) b0+ b1t- δ b1(t-1)

+ b2 t
3- δ b2(t-1)

3+ ω

经过上述变换后 ,便可得到国民经济增

长的干预分析模型的预测公式:

　(12) Y t=
 b0+ b1t+ b2t

3
, t<26

 δY t-1+(1- δ) b0+ b1t- δ b1(t-1)+ b2t
3- δ b2(t-1)

3+ ω, t≥26 .
相应地 ,运用干预分析模型进行国民收入指数和工农业总产值指数的具体预测公式为:

(13)　 N t=
96.5956+7.5925t+0.0182t3 , t<26

1.1137N t-1-10.9829+7.5925t-8.4557(t-1)+0.0182t3-0.0203(t-1)3 , t≥26

(14) P t=
82.5724+12.4782t+0.0440t3 , t<26

1.3222Pt-1-26.604+12.4782t-16.4985(t-1)+0.04401t3-0.0582(t-1)3 , t≥26设

对 1994 ～ 2000年的预测值为(见表三):

表三

时间　

指数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国民收入指数 1799.024 1906.96 2019.63 2489.13 2651.60 2823.65 3005.90

工农业总产值指数 3862.488 4177.44 4527.56 4848.03 5195.31 5574.48 5992.15

　　可见 ,干预的影响在今后几年内仍然存在 ,但增长速度已有所减慢 ,这和人们进行纯理论

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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