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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经济理论及应用

现阶段工业产能过剩 “窖藏效应 ”
的数理分析及其实证检验

孙　巍 , 何　彬 , 武治国

[摘　要 ] 针对过剩生产能力形成原因的不同学术观点 , 我们提出了厂商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要素

窖藏行为假说 , 即认为宏观经济的波动与冲击会导致产能过剩的形成。通过利用随机动态优化的方

法建立了产能过剩形成的经济波动假说的数理模型 , 分析和刻画了由宏观经济波动引起的要素窖藏

行为所导致的产能过剩形成机理。并利用 1992— 2005年分地区工业数据 , 采用基于非参数生产前

沿面的过剩产能测度和带有异方差和自回归一致 (HAC)修正的混合回归模型对产能过剩的波动

窖藏假说进行了检验 , 验证了 “窖藏效应” 的存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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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产能过剩形成的波动窖藏假说的提出

经过 20年的快速发展 , 我国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新阶段中 , 产能过剩成为

一个普遍存在和经常发生的经济现象 。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显示 , 目前中国有近 500种产品的生

产能力利用率在 60%以下 。在机械加工和家电行业设备闲置率更是高达 40%— 50%。那么 , 是

什么原因诱发了产能过剩 ?这种状态是厂商无奈的选择还是理性的决策?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宏观

经济影响? 等等 。本文的探索期望对这些问题给出一种合理的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 。

产能过剩问题是现实经济活动中经常发生和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 因而涉及具体行业 、市场

或者情境下产能过剩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多 。
[ 1-3]
但产能过剩问题的发生有很多种复杂的深层原因

和背景 , 而从理论上系统探索产能过剩行成机理的成果并不多见 ,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形成较为完

整的理论体系。虽然有少数学者通过定义要素拥挤状态对产能过剩的基本理论意义开展了比较深

入的理论研究工作
[ 4-5]

, 但是由于产能过剩现象表现为明显的生产非有效性 , 而主流经济学领域

一直关注资源的稀缺性及其分配问题 , 针对 “脊线” 以外非经济区域的理论研究很少 , 同时也

缺乏适合的产能过剩状态的度量方法 , 所以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问题一直没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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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现有实证研究多以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劳动力的绝对过剩和产业结构大幅度调整过程中资本

的显著过剩为例
[ 1-2]

, 普遍认同的基本过剩状态也是预期偏差造成的绝对过剩 。我国现实经济活

动中经常性发生的产能过剩状态 , 从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角度一般被解释为投资过热 、 盲目投资

和重复建设等原因引发的 。如果这种推测成立的话 , 就可以认为过剩产能是厂商的一种无奈的被

动的选择。另一方面 , 以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实际经济周

期理论 , 旨在揭示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诱因 , 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进展。更具体地 , 国外有

关学者开始关注宏观经济波动对微观决策行为的影响 , 目前已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波动市场环境

中劳动力窖藏 (laborhoarding)行为的存在性 。
[ 6-8]
生产要素的窖藏行为是指在面对跨期决策问

题时 , 由于生产要素投入到形成生产能力是有一定滞后期的 , 当波动市场环境中的理性厂商预期

到下一期的需求增加时 , 就会采用预先储备的生产要素窖藏行为来应对。当然预期是带有不确定

性的 , 未来产品和要素的价格都会因为市场供求的变化而增大其不确定性 , 这无疑使得预先储备

行为变得更加复杂。 Blinder提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应对需求不确定时不仅会使用商品存

货 , 也会使用生产要素的窖藏来提高供给的灵活性。
[ 9]
如果这种窖藏现象存在的话 , 那么产能过

剩就可以理解为厂商依据对宏观经济波动和市场环境变化的预期做出的一种理性决策。

上述两种情形给我们提供了产能过剩形成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选择方式 。那么 , 生产能力

过剩到底是预期能力不足的有限理性厂商的无奈和被动的选择 , 还是厂商在应对宏观经济波动下

的理性选择 ?在高速增长和剧烈波动的现阶段中国经济环境中 , 很多产业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现

象 , 其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 本文的研究工作就是针对是否存在要素窖藏效应 , 产能过剩是否是

窖藏效应的结果展开的。本文期望通过深入的研究工作 , 结合我国经济活动中过剩产能的实际状

况 , 对这一问题给出合理的解答。

本文拟从数理分析和计量分析两个方面对产能过剩形成的波动窖藏假说进行分析和验证。首

先使用动态递归优化方法建立厂商跨期决策时产能过剩形成机理的数理模型 , 从理论上验证本文

提出的产能过剩形成的波动窖藏效应的存在性 。再使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 , 通过中国近年来地区

工业经济的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 对过剩产能形成的窖藏效应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二 、 产能过剩形成的波动窖藏假说的数理分析

本文针对宏观经济波动与冲击下厂商面临跨期决策问题的特点 , 为了科学描述厂商的多阶段

动态决策过程 , 采用宏观经济学建立微观基础时使用的典型方法 ———动态递归优化方法 , 力求完

整揭示理性预期下的产能过剩现象的形成机理 。

1.产能过剩形成的数理模型的建立

由于短期宏观经济的波动主要表现为需求的波动。所以在数理模型中 , 采用需求的波动来刻

画厂商所面临的宏观经济波动的环境 。假设厂商的需求是一个平稳的一阶自回归过程 。用 θ代表

之 , 则有:

θt=η+ρθt-1 +εt　εt ～ iid, εt ～ N(0, σ
2
) (1)

厂商在 t期的最大供给量是上一期的存货量 , 用 St-1代表 , 加上 t期的生产量 , 用 yt代表。

假设商品的价格足够高 , 则 t期的实际销售量用 τt表示:

τt=minθt, st-1 +yt (2)

将厂商拥有的某要素 (可以是劳动力或资本)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参与实际生产称之为在

线要素 , 用 m代表 。另一部分为拥挤要素即不参与实际生产暂时处于窖藏状态 , 用 h代表 。h度

量了厂商在面临不确定需求时要素的过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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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生产函数为:

yt=mt (3)

再假设在线要素价格为 ω, 拥挤要素的价格为 δω, δ∈ (0 , 1), 则在 t期的该生产要素的存

量为:

Wt=mt+ht (4)

再假设每一期厂商均可以调整所雇佣的该要素量 , t期厂商对该要素所做的调整量为 nt。则

可以得到 Wt=Wt-1 +nt。也即:

mt+ht=mt-1 +ht-1 +nt (5)

t期的总收入为:

pτt-ω(mt+δht+nt) (6)

在每一期的投入要素的选择中 , 厂商要考虑前期的存货水平和实际需求情况 , 并且还要考虑

本期的需求波动情况 。厂商的这一行为是一个典型的带有不确定性的跨期选择行为 。所以用 β代

表折现因子 , 则可以认为厂商在面临需求波动时的在各期选择以下四个序列: nj
∞
j=t、 mj

∞
j=t、

hj
∞
j=t、 sj

∞
j=t以最大化以下问题:

max　Et-2 max
{mt+1, ht+1}

Et-1 max
{st+1}
Et ∑

∞

j=0
β
j
[ pτt-ω(mt+δht+nt)]

约束条件为:

yt=mt (7)

mt+ht=mt-1 +ht-1 +nt (8)

τt+st=st-1 +yt (9)

st≥ 0 (10)

ht≥ 0 (11)

用 λ
s
、 λ

k
代表方程 (4)、 (5)的拉氏乘子 , 用 π

s
、 π

k
代表方程 (10)、 (11)的拉氏乘子。

则相应的一阶条件可以写成:ω=Et-2λ
k
t, λ

k
t+ω=βEt-1λ

k
t+1 +π

k
t, λ

k
t+δω=βEt-1λ

k
t+1 +π

k
t, λ

s
t

=βEtλ
k
t+1 +π

s
t+1 。其互补松弛条件为:π

s
tst=0 , π

h
tht=0。

由以上的论述可知 , 方程 (7)—(11)加上两个互补松弛条件可决定 t期的 8个未知变量 ,

即:{n, m, h, s, λ
s
, λ

k
, π

s
, π

k
, }。

2.产能过剩形成的数理分析

通过上述厂商对要素过剩选择的数理模型刻画 , 可以证明厂商选择的要素过剩量 ξt=γ是下

述方程的解:

ω=(β -δ)ωΥ(
γ
σ
)-(1 -β)ω(1 -Υ(

γ
σ
))

+∫
∞

γ
[ Υ(

(1 +ρ)γ-ρst-1
σ

)+p(1 -Υ(
(1 +ρ)γ-ρst-1

σ
))] f(ε)dε

其中 Υ()是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 。这个解是理性厂商在应对宏观经济波动时的最优要素

过剩量 。

证明:由于 Et-1λ
s
t=∫

Zt

-∞
f(ε)dε+∫

∞

Zt
pf(ε)dε=∫

yt+st-1-Et-1θt

-∞
f(ε)dε+∫

∞

yt+st-1-Et-1θt
pf(ε)dε, 因

为 yt(=mt) =mt-1 +ht-1 +nt, 如果 ht=0 , 则 εt-1 >ξ, st-1 =0。如果 εt-1 >k, 在条件 εt-1 >ξ

和假设 ξ≥k下 , 上述方程的第三项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
∞

ξ ∫
m
t-1
+h
t-1
+n
t
-E
t-1
θ
t

-∞

f(ε)dε+∫
∞

mt-1+ht-1+nt-Et-1θt
pf(ε)dεf(ε)d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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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ξ ∫
(1+ρ)ξt-ρεt-1

-∞
f(ε)dε+∫

∞

(1+ρ)ξ
t
-ρε
t-1

pf(ε)dε

=∫
∞

ξ
Υ[
(1 +ρ)ξt-ρεt-1

σ
] +p[ 1 -Υ[

(1 +ρ)ξt-ρεt-1
σ

] ] f(ε)dε

所以有:

ω=(β -δ)ωΥ(
ξt
σ
)-(1 -β)ω(1 -Υ(

ξt
σ
))

+∫
∞

γ
[ Υ(

(1 +ρ)γ-ρst-1
σ

)+p(1 -Υ(
(1 +ρ)γ-ρst-1

σ
))] f(ε)dε

记 F (γ, σ, εt-1 ) = [ β (1 - δ) ωΥ (
(1 +ρ)γ-ρst-1

σ
) + P (1 - Υ

(
(1 +ρ)γ-ρst-1

σ
))] 。上述方程可以被写成:

(2 -β)ω=∫
γ

-∞
(1 -δ)ωf(ε)dε+∫

∞

γ
F(γ, σ, εt-1)f(ε)dε

上式的右端是 β (1 -δ)和 F(γ, σ, εt-1)的凸组合。因为 F(γ, σ, εt-1) > (2 -β)

ω>(1 -δ)ω。

如果 F(γ, σ, εt-1) >(1 -δ)ω, 则当 F(γ, σ, εt-1)与 γ负相关时 , 上式明显与 γ

负相关 。当参数 {σ, β, δ, ρ}改变时 , 上式右端与 F(γ, σ, εt-1)的变化方向相同 。

可以证明厂商对要素过剩的持有水平与需求波动的方差成正比。具体证明如下 。

证明:通过前面的论证可以知道 F(γ, σ, εt-1)是 γ的减函数 , σ的增函数。因为有 β

(1 -δ)ω<P以及
 F
 γ
>0 ,

 Υ
 σ
<0。对 F(γ, σ, εt-1)求关于 γ、σ的偏导数可得:

 F
 γ
=(β (1 -δ)ω-P)

 Υ
 γ
<0 ,

 F
 σ
=(β (1 -δ)ω-P)

 Υ
 σ
<0

由于在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对厂商决策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需求的波动 , 所以这个结果也证

明了要素过剩量是厂商要素窖藏行为的理性决策的结果 , 且与宏观经济的波动存在一定的正向相

关关系 。至此 , 本文提出的产能过剩形成的波动窖藏假说得到了动态递归优化数理分析结果的证

明 。值得注意的是 , 这里通过数理分析证明的波动窖藏假说有一个与直观判断不同的令人吃惊的

结果 , 即经济波动和窖藏水平的正向相关关系意味着 , 经济扩张期的经济繁荣程度越高产能过剩

程度越高 , 而经济萧条期的经济收缩程度越大产能过剩程度越低 。这与我们简单的思维判断结果

刚好相反。下面的实证研究会对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 , 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做出检验 。

三 、 测度产能过剩的非参数方法

在利用实证方法检验产能过剩形成的经济波动假说之前 , 必须要解决的是产能过剩的测度问

题 。国内外学者已经就测度过剩产能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1.过剩生产能力测度方法的介绍

过剩产能的度量是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没有过剩产能的直接统计数据 , 所以产

能过剩状态必须依靠间接的度量方法才能实现 。到目前为止 , 产能过剩状态的度量方法大致上可

以分为峰值分析法 、 随机参数生产前沿面方法 、非参数生产前沿面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以及以第

三种方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要素拥挤度 (或称为可处置度)方法四大类 , 这四类方法的共同原

理都是以实际生产状态和最好或者有效生产状态的比较作为过剩状态的度量。峰值分析法 (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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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eakanalysis)是一类早期研究过剩产能问题的方法
[ 10]
, 它利用统计得到的一定时期内峰值产

量之间最高产量和实际产量的比较去度量过剩产能 , 这种方法由于过于粗糙现在已很少使用。随

机参数生产前沿面方法
[ 11-12]

和非参数生产前沿面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 13-14]

都是以生产前沿面方

法为基础的效率度量来刻画产难过剩状态的 , 不同之处在于生产前沿面的刻画用的是参数方法还

是非参数方法。要素拥挤度
[ 4-5]
的度量方法源于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 是生产效率测算结果

进一步分解后得到的要素不再发生替代而是按相同比例增减的部分的非参数度量。
[ 15-16, 1]

由于后

三种方法各有其自身特点 , 因而在现有研究成果中都有应用 。不过总体上来说 , 过剩产能的度量

方法都对数据的要求较高 , 每种方法的局限也都很明显 , 所以要求研究者对这些方法有比较透彻

的了解 , 否则经常出现应用不恰当的情况 。鉴于本文所研究问题的特点和数据情况 , 同时考虑结

果的可比较性 , 选取基于非参数生产前沿面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要素拥挤度两种方法来测度过

剩产能 。

2.产能过剩度量的非参数效率和要素拥挤度测度模型

产能过剩的非参数效率模型实际上是把生产效率损失的根源理解为生产能力没有得到有效利

用 , 因而用效率损失的大小直接作为过剩产能程度的代理指标。假定有 k=1 , … , K个生产厂

商通过 n=1 , …, N种投入生产 m=1 , … , M种产出 , 投入参量 xkn表示第 k个生产者第 n种投

入的数量 , 产出参量表示第 k个生产者第 m种产出的数量 。为方便描述 , 可以用投入矩阵 N和

产出矩阵 M来简化模型描述 。生产效率水平是由决定生产过程投入产出关系的技术水平或技术

状态决定的 。因此 , 既定产出下现有投入水平在投入可行域中的最大压缩程度称为基于投入的技

术效率 。考虑规模收益不变 (CRS)且投入可以自由处置 (StrongDisposability)的投入集 (简

称为 (C, S)投入集), L(u C, S) ={x:u≤zM, zN≤x, z∈ R
K
+}, u∈ R

M
+。用 (xk, uk)

表示第 k个厂商的投入产出向量 , 则基于 (C, S)投入的生产效率测度模型
[ 17 ]
为:

Fi(u
k
, x

k
 C, S) =min{λ:λx

k
∈ L(u

k
 C, S)}　k=1 , … , K

实际技术效率的测算中 , 由于要多期的动态条件下的可比性问题 。已有研究成果表明 , 跨期

效率变化的比较可以使用各期的生产效率直接比较来完成①。这大大简化了过剩产能测算的工作

量 。但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 上述模型得到的效率值 , 是产能的利用程度而不是过剩程度 , 本

文需要的产能过剩程度的度量 , 按照这种相对的度量方法可以通过模型的简单变换来完成 , 即转

换为 1 -Fi(u
k
, x

k
 C, S)即可。

如果更严谨考虑问题 , 产能过剩程度的度量不把规模经济性和纯技术效率的损失考虑在内 ,

而只考虑要素之间不能发生替代且同时发生增减的要素拥挤程度 , 就可以考虑使用要素可处置度

指标来度量 。同理 , 以生产效率模型为基础进一步分解得到的基于投入的要素可处置度模型为:

Ci(u
k
, x

k
) =Fi(u

k
, x

k
 V, S) /Fi(u

k
, x

k
 V, W)　k=1 , …, K

其中 Fi(u
k
, x

k
 V, S)和 Fi(u

k
, x

k
 V, W)分别代表规模收益可变条件下 , 要素强可处置

与要素弱可处置两种情况下的技术效率值 。与生产效率模型相类似 , 多期的比较问题同样可以使

用上式的直接比较来完成。
[ 18]
还是因为这个指标表示的是要素的可处置程度 , 而我们希望得到的

是与此相反的过剩程度或叫做拥挤程度 , 因而同样要使用变换 1 -Ci(u
k
, x

k
)调整后即可。至

此 , 就得到了度量产能过剩的两种非参数生产前沿面的生产效率测度模型和要素拥挤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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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规模收益恒定且要素自由处置 (C, S)的生产前沿面条件下 , 基于投入的资源配置效率变化率为 ACt+1

ut+1 , xt+1 , ut, xt =
Ft+1i ut+1 , xt+1  C, S

Fti u
t, xt C, S

。据此推算各期的效率变化刚好是各期静态效率的直接比较。详细推导过程参

见文献 [ 18] 。



四 、 波动窖藏假说的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1.指标 、 数据的选取和计算

本文实证部分选取 1992— 2005年平减后的分地区 (包含 30个省区 , 重庆并入四川)工业数

据 , 用工业增加值作为产出指标 , 流动资金年平均余额和劳动力人数作为投入指标 , 测算得到了

各年的 30个省区的工业产能过剩情况。

国内生产总值 (GDP)不仅能够在总体上度量国民产出和收入规模 , 也能够在整体上度量

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状态 。提取 GDP序列的周期成分就可以度量宏观经济的波动。所以在实证

研究中 , 如何对于 GDP序列进行各种成分的分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 19]
对于非平稳时间

序列而言 , 如何将其中可能含有的趋势成分分离出来 , 这不仅是一个统计技术问题 , 而且也是一

个复杂的经济问题。目前主要的分解方法有结构性分解和状态性分解两种 。
[ 20]
结构性分解需要通

过其他经济变量 , 通过变量之间的替代和影响关系 (例如 Okun分解和 Phillips曲线关系等), 将

GDP序列当中的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分离出来。状态性分解是通过实际 GDP序列的时间序列性

质 , 将其分解为趋势成分 (确定性趋势或者随机性趋势)和周期成分 (序列当中的奇异成分)。

其中状态性分解还可以分为状态域分解和时频域分解等 。状态域分解是直接将时间序列分解为状

态空间当中的不同取值 , 例如 Kalman滤波分解和 H-P滤波分解 。时频域分解是将时间序列分解

为具有各种时间频率的周期成分 , 其分解是在频率时域当中进行的 , 例如常用的谱分解和 Band

Pass分解等 。根据中国 GDP数据的特点 , 本文采取 H-P滤波方法来提取了 1992— 2005年中国各

省区的 GDP对数值中的周期成分 , 作为宏观经济波动的度量 。

通过计算各省区的产能过剩情况和宏观经济波动情况 , 整理结果可以大致上判断工业产能过

剩状态与各省经济的波动呈现了一定的相关关系 , 并且产能过剩的程度与经济波动的幅度呈现正

向变化关系 , 这与本文的数理模型推导的结果是一致的 。当然工业产能过剩与各省经济的波动是

否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还需要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的检验。

2.计量模型的构造及实证检验结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经济的波动是形成工业产能过剩的原因 , 考虑当前生产能力过剩度量的生产

效率模型和可处置度模型都被国外相关学者的研究中使用过 , 本文分别将这两个产能过剩的度量

指标都作为被解释变量 , 分别建立两个混合数据回归模型 , 验证本文数理模型所得到的结论。混

合回归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模型 1:yit=β0 +β1xit+uit
模型 2:zit=α0 +α1xit+εit

其中 yit、 zit分别表示第 i个地区 t时期用生产效率和要素可处置度测算的产能过剩水平;xit表

示 t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序列;uit、 εit是随机扰动项。模型中 , 参数 β1和 α1度量了宏观经济波动

序列对要素窖藏水平的影响。而模型中的待参数的显著性检验是检验本文数理模型结论正确与否

的关键 。考虑到由于混合回归中利用了大量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的信息 , 有可能存在着异

方差和自相关的问题 , 而出现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会使有关检验统计量产生失真问题。所以我们

选用了由 Newey和 West提出的异方差和自相关一致的协方差估计量 (HAC)
[ 21 ]
来计算有关的检

验统计量 (结果见表 1)。

从表 1中的结果中可以看到利用异方差和自相关一致的协方差估计量计算得到模型 1和模型

2的估计参数的统计量均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 。这一结果表明产能过剩与经济波动确实存在

着显著的关系。而从模型 1和模型 2的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解释变量系数分别为 0.362047和

0.228874 , 均为正数 。这表明生产者的产能过剩情况和经济波动的幅度和方向是一致的 。生产者

的产能过剩情况与经济波动的幅度相一致的 , 表现为当经济波动的幅度增大的时候 , 生产者也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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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增加要素的窖藏量。这与本文数理模型所推导的结论———当经济波动的程度增加时 , 生产者

会增加要素的窖藏量 , 以增加生产的柔性 , 减少经济中不确定性对其的影响———是一致的。生产

者的产能过剩情况与经济波动的方向相一致 , 表现为当经济处于扩张期 , 生产者会选择增强拥挤

状态的储备过剩决策;当经济处于收缩期 , 生产者会选择减弱拥挤状态的储备不足的决策。这是

由于经济处于扩张期时 , 生产者的投资需求旺盛 , 过度增加要素投入量 , 从而造成产能过剩;而

经济处于收缩期时 , 生产者的投资需求不足 , 减少要素投入量 , 从而使产能过剩降低。由于经济

波动是造成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 , 但不是唯一原因 , 所以经济波动这一解释变量 , 不能完全

解释产能过剩的变化 , 这造成模型的可决系数不高 , 但这并不影响模型中有关参数的显著性

检验。

表 1　模型估计结果①

模型 1估计结果 模型 2估计结果

系数估计值 标准差 T统计量 P值 系数估计值 标准差 T统计量 P值

β0 0.172904 0.014387 12.01831 0 α0 0.107007 0.011877 9.009779 0

β1 0.362047 0.096148 3.765221 0 α0 0.228874 0.081135 2.820915 0.005

R2:0.037588　调整 R2:0.035285　F值:16.32523 R2:0.021977　调整 R2:0.019637　F值:9.392877

上述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 , 如果考虑了经济活动中的市场反应行为 , 那么产能过剩的市场表

现会和常规的直观判断结果截然不同 。在波动的市场环境中 , 工业领域的厂商会选择要素窖藏行

为根据市场或经济环境的变化 , 做出产能过剩的理性决策。近年来我国高速增长和剧烈波动的经

济环境中经常出现的经济繁荣时期的投资过热和经济紧缩期的资产超低价格处置行为 , 可以认为

是这种经济个体市场反应行为的具体表现 。因此 , 工业领域实证研究的结果支持产能过剩的波动

窖藏假说 , 亦即现阶段我国工业经济领域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 “窖藏效应 ”。

当然本文给出的生产能力过剩的波动窖藏假说和 “窖藏效应 ” 解释还有待于进行进一步的

细致研究。比如 , 既然厂商的产能过剩是基于对市场的理性预期做出的选择 , 那么预期的偏差总

是存在的。亦即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不确定性决策 , 可能会使过剩产能随着宏观经济的波动呈现

不同步的波动规律。作为这一问题研究的关键 , 过剩产能的度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 针对不同情

形下的过剩产能度量方法的实现也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关键瓶颈。

五 、 结　论

本文针对生产能力过剩形成原因的不同学术观点 , 从数理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展开了研

究 , 得到如下结论:

1.动态递归优化的数理分析结果表明 , 要素过剩量是厂商要素窖藏行为的理性决策的结果 ,

且与宏观经济的波动存在一定的正向相关关系 。亦即波动窖藏假说意味着 , 经济扩张期的经济繁

荣程度越高产能过剩程度越高 , 而经济萧条期的经济收缩程度越大产能过剩程度越低。这种正相

关关系是生产要素 “窖藏效应 ” 的典型特征。

2.利用现阶段省际工业经济的数据 , 分别采用基于非参数生产前沿面理论的生产效率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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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中有关检验统计量值均是异方差和自相关一致稳健统计量。



素可处置度模型作为产能过剩程度的度量 , 通过滤波后各省过剩产能和工业经济之间的波动规律

的混合回归分析 , 实证检验了剔出增长趋势以后的经济波动会影响厂商的跨期决策行为 , 1992—

2005年期间 , 工业产能过剩水平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这一检验结果

从实证上支持了本文提出的产能过剩形成的波动窖藏假说 , 亦即现阶段我国工业经济领域产能过

剩的 “窖藏效应 ” 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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