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货膨胀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多大 

基于多变量结构转变模型的分析 

闫 超 金晓彤 

内容提要：本文基 于双变量及多变量结构转变模型，利用 SupF统计量检验方法、子样本估计 

方法以及UDmax、WDmax和SupF-r(z+1 I z)统计量检验方法，研究我国实际消费增长率和通货 

膨胀率等变量对我国实际GDP增长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多个结构转 

变点，我国通货膨胀率和实际消费增长率对于实际产出水平的作用在不同子样本区间内不尽相同， 

其方向和影响程度随经济发展阶段 而变化。通货膨胀防控为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 目标，同时， 

我国仍然具备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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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言 篇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已经实现了 30多年的 程以及经验积累，为经济学研究和未来 的宏观经济 

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实力也在整体上得到了显著加 政策制定提供了详实而丰富的参考依据。在这个过 

政策重心回归货币主义 ，改变 以货币政策刺激经济 

增长的传统做法，使货币政策能为经济发展提供一 

个稳定的物价环境。 

综上建议，笔者认为，面对当前比较棘手的通货 

膨胀形势，(1)政府应树立“以点带面”的物价调控 

思路，控制关键商品价格；(2)稳增长和防通胀在短 

期内无法兼顾 ，应对通胀不可一味地借助紧缩性的 

货币政策以收缩流动性，而应考虑从增加有效供给 

的思路，来抑制因居民需求扩张和供给短缺造成的 

某些商品物价上涨；(3)在调节可控的通货膨胀风 

险因素的同时，社会也应权衡通货膨胀的治理成本 

与收益，学会与通货膨胀共处 ；(4)虽然在短期 内， 

我们有必要继续执行 紧缩的货币政策 ，但是不能希 

望货币政策能立马控制住当前的通货膨胀形势，其 

意义只在于防范未来通货膨胀形势的恶化 ，从中长 

期看 ，我国应逐渐将货币政策重心回归货币主义，减 

少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 

注 ： 

① 参见 2011年 6月 i2目世界银行发 布的 2011年度《全球经 

济展望》报告，2011年6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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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消费 

无疑在我国经济运行 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而消 

费需求不足始终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难 

题 。与此同时，近一段时间 CPI的持续上升 ，引起 

了社会各界对于我 国通货膨胀问题 的广泛关注 ，新 
一 轮通货膨胀是否已经到来逐渐成为讨论的热点 。 

近年来 ，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 出发 、基于不同样 

本数据并采用不同计量研究方法对我国消费及通货 

膨胀问题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例如龙志和和 

周浩明 (2000)、万广华 等 (2001)以及杭斌和 申春 

兰 (2002)等对我国的居民消费问题进行 了深入研 

究 ，发现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对居 民消费具 

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而袁志刚和朱国林 (2002)、罗 

楚亮 (2004)以及 田青 等 (2008)学 者运用相关 数 

据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医疗和教育支 出等 因素对 

居民消费的影响 ，发现收入对我 国居 民消费具有显 

著的影响作用 。 

左大培 (1992)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 

胀之问关系的研究 ，认为在上世纪 8O年代 ，我国通 

货膨胀率水平与经济增长率及上年通货膨胀率有显 

著相关关系；汪同三 (2008)认为过快的经济增 长 

和投资增长是发生通货膨胀 的动 因，近几年应严防 

价格的结构性上涨转变为通货膨胀 ；李成等 (2010) 

通过研究发现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主要对消费有显著 

影响，同时我国市场经济转型使得消费对经济发展 

的影响越来越大，稳定通货膨胀预期成为经济稳健 

运行的重要环节 ；钱津 (2010)则认 为在经济高速 

增长阶段 ，中国的消费 品和生产资料价格 的普遍上 

涨是价格调整 ，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比价关系调整 ， 

并不是恶性 的通货膨胀表现。 

由于传统的相关研究仅局限于对我国消费或通 

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整体性研究 以及经济发展过程 

中某些特定阶段的性质分析 ，而对于三者之间动态 

轨迹形成的相关经济均衡条件还缺乏必要的分析。 

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经历 了多个经济发展阶段，经 

济运行的体制条件和市场条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因此 ，我们受 Rapach& Wohar(2006)所做研究的 

启发 ，基于双变量及多 变量结构转变模 型，在利用 

Andrews(1993)提 出 的 SupF 统计 量 检验 方 法 的 

同时 ，运用 Bai& Perron(1998)提出的子样本估计 

方法 以及 UDmax、WDmax & SupFT(z+1 l z)统 

计量检验方法，将我国消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 

动态发展过程结合起来 ，系统研究表征我 国经济增 

长、通货膨胀和消费的实际 GDP增长率 、通货膨胀 

率和实际消费增长率的时间动态轨迹中存在的双变 

量和多变量结构转变点，以及 由结构转变点划分 出 

的子样本 区间，具体分析经济增长过程 中各种 因素 

的相互作用 ，这样才能够较为清晰地识别我国经济 

发展的基本脉络 ，这对总结宏观调控经验 ，选择有效 

的政策工具 ，清晰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等都具有重要 

意义。 

二、结构转变模型的构建与检验方法的描述 

我 们 借 鉴 Rapach & Wohar (2005) 以 及 

Rapach& Wohar(2006)在其研究中的观点，在此 

构建双变量结构转变模 型以及 多变量 结构转变模 

型 ，并简要描述结构转变点的识别与检验过程。 

1．结构转 变模型的构建。 首先 ，我们可 以将 

双变量回归模型具体表示为 ： 

g 一 + 1 z l+ e ，t一 1，⋯ ，T (1) 

其中，g 表示实际GDP增长率，22 代表解释变 

量 ，随机扰动项 e ～ i．i．d．N(O， )，方程 (1)可 以 

进一步用矩阵形式表示为 ： 

g = 口+e (2) 

其中，z 一 一(1，z )， 一(卢。，卢 ) 。由于回归 

模型中的截距系数p。和斜率系数 都能够影响实 

际 GDP增长率 g 的条件期望 E(g l )，因此我 

们有必要检验参数 和 的结构稳定性。假设 

和 在 k时刻存在结构转变 ，则可以将方程 (2)进 

一 步表示为： 

g 一 Xt--1 + ￡ ，t一 1，⋯ ，k (3) 

g = 1( + )+ ￡ ，t— k+ 1，⋯ ，丁 (4) 

其中， 一( ， )， 一( 。， )。而方程 (3) 

和方程 (4)式用矩阵形式表示为 ： 

g一 淞 。+ X。 + ￡ (5) 

其 中，g一 (gl，⋯，gT) ，X 一 ( o，⋯，z丁_1) 

Xo ：：=(0，⋯ ，0，z ，⋯ ， 卜1)，e一 (el，⋯ ，￡T) 

2．结构转变点的识 别与检验 。 若结构转变点 

k事先确定，我们遵循 Chow (1960)的观点对结构 

转变模型进行检验。从而可 以得到原假设 H。： 一 

0，即在 k时刻不存在结构转变点 ；备择假设 H ： ≠ 

0，即在k时刻存在结构转变点 ，在此我们将 Chow检 

验统计量表示为： 

F 一[(T一2) 一 (T一4) 1]／ ； (6) 

考虑到在无法确定模型在 k时刻是否存在转变 

点时 Chow 检 验 将 会 失 效 ，Andrev．．~，5(1993)在 

Quandt(1960)的研究基础上对 Chow 检验进行 了 

改进 ，并提出了在转变点未知 的情形下 ，F 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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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间[丌T，(1一丌)T3中上确界的极限分布 ，在此 

我们将该检验统计量表示为： 

SupF —sup ∈E T，(卜 )刀F  ̂ (7) 

其 中，万是基于渐近分布理论而得到的调整参 

数，通常将 值设为0．05，0．10或0．15。SupF统计 

量的极限分布取决于参数 ，若给定一个调整参数 

值，我们则可以根据渐近临界值对不存在结构转变 

点的原假设进行检验 ，如果原假设被拒绝，则可以得 

到转变点的一致估计： 

志一 argm in k~E T
，
(卜 )刀(￡ ￡ ) (8) 

AlldT'ews(1993)提出的检验方法仅适用于对 

模型 中是 否存 在 一个 转变 点 的判 断 ，而 Bai& 

Perron(1998)提出了一种估计和检验回归模型 中 

含有多重结构转变点的方法 ，即假设回归模型 中含 

有未知的 m个转变点 (由此得到m+1个区间)，则 

有 ： 

g ~Z t--l +￡ ， =1，⋯ ， 十1，t=T l十1，⋯ ， 

(9) 

其中，口，为第 个区间中的回归系数向量 ，m个 

转变点(T ，⋯，Tm)表示不同区间的分点 (一般而 

言，To一0，丁 一丁)。对于每个结构转变点(T ， 

⋯，T )，通过最小化残差平方和可以得到 的最小 

二乘估计值 ： 
+1 T 

ST(T1，⋯ ，Tm)一 (g 一 i ) 
It Ti

--

1+ l 

(10) 

令基于给定的 m个转变点 的回归参数估计值 

记为 ({T ，⋯，T })，其中卢一(p ，⋯，J9 )，将其 

代入方程 (10)中可以得到转变点的估计值 ： 

(T1，⋯ ，T )~argminT ，⋯， ST(T1，⋯ ，Tm) 

(11) 

在得到转变点的估计值 以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 

计算最小二乘回归参数 一 ({t ，⋯，t ))，而Bai 

& Perron(2O03)基于动态规划原理提出了关于方 

程 (11)的最小化算法，依照 Bai& Perron(2OO3) 

的方法 ，通过检验不存在结构转变点的原假设以及 

存在 一b个转变点的备择假设来识别方程 (9)中 

转变点的个数 ( )。令(T ”，T )为转变点 ，且 

T 一[n ]( ：=：1，⋯，6)。定义参数 R使得( )： 

(卢 一 ，⋯， ))， )，从而提出下述统计量 ： 

FT( 1，⋯ ， 6) 一 1／T(T 一 (6 + 

1)2／26) R [R ( )R ] (12) 

其中，J9=( ，⋯，』9 ) 是 回归模型系数向量 

的估计值， ( )是 的方差 一 协方差矩阵估计值， 
一 56 一  

且对于异方差和序列相关而言是稳健估计 。在此 ， 

不妨考虑一类与方程 (12)相联系的最大 F一统计 

量 ： 

SupFr(6)一F ( l，⋯ ， ) (13) 

其中，工 ，⋯，工 使 得全 局 残差 平方 和 最小 ， 

S (7"2 ”，n )受 限于(工 ，⋯， )∈A ，对于任 

意正数 丌(调整参数)，A 一{( l，⋯， 6)；l 汁1一 

l≥ 丌， ≥ 丌， ≤ 1— 7f}。 同时 ，双 重最 大值 

(double maximum)统计量用 以检验模型 中不存 

在结构转变点的原假设 以及与存在上确界为 M 个 

转变点的备择假设。第一个双重最大值统计量可以 

表示为： 

UDmax — max 1≤ ≤MSupFr( ) (14) 

对 UDmasc统计量应用不同的权重便得到第二 

个双重最大值统计量 WDmax，其表达式为： 

WDmaxFT(M ，q)=：=max1≤ ≤Mc(g，a，1)／c(q， 

a，m)× s“ P F( 】，⋯ ， ；q) (15) 
( j ，⋯ 一 )∈ 

其 中，c(q，a，m)表示 sup【̂1．⋯ )∈̂ ，F(a1，⋯， 

；g)统计量在显著性水平为a时的渐进临界值。 

最后 ，SupF ( 十1 f )统计量用以检验存在 1个转 

变点的原假设 H。以及存在 l+1个转变点的备择假 

设 H 。首先检验 SupF (￡1 0)统计量的显著性，如 

果显著 ，则需进一步检验 SupF (2 I 1)统计量的显 

著性，如果SupF (2 1 1)统计量不再显著，则认为模 

型中仅存在一个结构转变点，如果 SupF (2{1)统 

计量仍然显著，则需再一次检验 SupF (3 1 2)统计 

量的显著性，并重复此过程。 

三、通货膨胀和消费影响 

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我们基于上文所介绍的模型和检验方法，选取 

我国实际 GDP增长率 (g )作为被解释变量 ，同时 

选取通货膨胀率 ( )和实际消费增长率 (c )等指 

标作为解释变量，以期测度和分析我国通货膨胀、实 

际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在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所体 

现出的结构转变 ，同时详尽剖析了我国在不同经济 

发展时期通货膨胀与实际居民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 

作用方向和作用效果。样本区间为 1983年第 1季 

度至 2011年第 2季度 ，共 114个样本 ，文中所涉及的 

程序由GAUSS 9．0、Eviews 7．0以及 0X 5．0语言 

编写完成 。 

1．数据选取与描述。 我们利用中经网统计数 

据库公布的 GDP累计增长率数据计算出以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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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变价的实际值 ，此外为了获取 1994年以前的季 

度 数 据 ，我 们 参 考 Abeysinghe& Gulasekaran 

(2004)的方法对 1994年以前的实际年度 GDP数据 

进行 了季度分解，从 而得 出实际 GDP 季度增长率 

(g )。我们选取 CP 来度量我 国通货膨胀率 ，并利 

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 CPI计算 出我 国实际消 

费季度同比增长率数据 。我们在图 1至图 3中，分 

别对我国实际 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实际消费 

增长率的时间动态轨迹及其各 自的趋势成分和波动 

成分 予 以 刻 画。 其 中，各 变 量 的 趋 势 水 平 由 

Hodrick＆ Prescott(1997)提 出 的 Hodrick— 

Prescott(简称 H—P)滤波技术计算得到 ，图中的 

虚线柱形图表示各变量与其趋势水平之间的差距 ， 

用以度量各变量的波动成分 。 

一 实际 3臣)P增 率 
： 

- 波动 戏分 
一

趋势 戏分 铲- f 

． ：．． l 

I i。lIl i I‘ —i ·： 。。 

； ； I I ‘： 
I 

图 1 实际 GDP 增长率序 列时间动态轨迹 

由图 1可 以看出，在我国经济运行进程 中历经 

了三次显著的高速增长阶段，实际 GDP增长率分别 

在 1985年，1992年和 2007年达到峰值 。自1983年 

至上世纪 90年代 中期 ，我国实际 GDP 增长率呈现 

出较为剧烈的波动态势 ，而在 1996年底我国经济顺 

利实现“软着陆”以后，经济增长的波动程度明显降 

低，呈现出较为平缓的发展态势 。 

从 图 2可以发现 ，从 1983年第 1季度至 2011年 

第 2季度期间 ，我 国经济 中曾出现 了五次较为显著 

的通货膨胀过程 ，通货膨胀率分别在 1985年 、1989 

年、l994年 、2004年 以及 2008年 达 到 峰值 ，其 中 

1989年初 以及 1994年底形成 了两次较为严重的高 

通货膨胀。特别是我们可以从图中的趋势成分和波 

动成分发现 ，在 1983年第 1季度至上世纪九十年代 

中期 ，我国通货膨胀出现了大起大落的波动态势，同 

时通货膨胀率也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 自 1996年经 

济实现“软着陆”以后 ，我 国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 ， 

同时也平稳的保持 了较低的通胀水平 。 

√  

通 货膨肿 率 
⋯  

动成岛 
一  势成蜀 

J 

， 各 疑 l l 黼； ． 
“。。 l r ⋯i：i I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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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通货膨胀 率序 列时间动 态轨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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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实际消费增长率序列时间动态轨迹 

由图 3可以看 出，我国实际消费增长率序列在 

1983年第 1季度至 2011年第 2季度的样本区间内， 

出现了四次峰值 ，分别为 1984年 ，1988年，1994年 

和 2008年。同样 ，自 1983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 

期 ，我国实际消费增长率呈现 出较为剧烈 的波动态 

势 ，而在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经济增长的波动 

性减缓 ，并呈现出平稳上升的势头 。 

2．双变量结构转变模型估计。 我们分别将通 

货膨胀率 (i )和实际消费增长率 (c )这两个变量 

作为实际 GDP增长率 (g )的解释变量 ，从而构建 

双变量结构转变模 型并得到如表 1所示 的估计 

结果 。 

表 1 双 变量结构转 变模型估计 

A 属 $upF 转变 点 
1O．1842 0 2974 0

．0920 202 82● 1996D1 ‘ r0
．3856) r0．2978) 
7 4038 l 6160 0 2701 257

．O3· 1996Q1 r0
．5425) r0．2557) 

注：括号 中的数值 表 示对应参 数估 计值 的标 准差 ； 

*和 ** 分别表 示在 5％ 和 1％ 水平下显著。 

由表 1可以看出，在全样本 区间内，通货膨胀率 

和实际消费增长率的系数为正 ，即从总体上看 ，从 

l983年第 1季度至 2011年第 2季度的样本期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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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和实际消费对实际GDP都具有正向影响， 

通货膨胀率的系数为 0．2974，小于实际消费增长率 

的系数 1．6160。R 值可以度量通货膨胀率 i 和实 

际消费增长率 C 这两个变量对实际GDP增长率 g 

的解释能力。就双变量结构转变模型而言 ，通货膨 

胀率 i 对实际GDP增长率g 的解释能力较为微弱， 

为 0．0920，而实际消费增长率 C 对实际 GDP 增长 

率g 的解释能力较强，为 0．2701。同时，我们应用 

SupF统计量对模型中不存在结构转变的原假设进 

行检验的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率 i 和实际消费增长 

率ct均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由此可以 

说明通货膨胀率 i 和实际消费增长率C 序列在样本 

区间内都存在结构性转变，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说明， 

两个解释变量 序列的转 变点同为 1996年第 1季 

度 。 

表 2 双变量结构转 变模型的子样本估计 

l 

样本区问 SupF 转变点 样本区问 SupF 转变点 

1983Q1~2011Q2 42 282** 1996Q1 1983Q1~201lffZ 19 534** 1粥H60l 

1985Q1~1996Q1 16．184"* 1988D1 1983Q1~1996Q1 22 638** 1988D1 

1996Q2~2O11Q2 l5．825** 200702 1996 ~2011Q2 70688** 200703 

注 ：**表 示在 1％ 水平下显著 。 

为了检验模型中是否存在多重结构转变点 ，我 

们进一步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其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可以看出，根据子样本估计方法分别对通货 

膨胀率i 和实际消费增长率c 这两个解释变量进行 

检验 ，可以得出基于全样本 区间的转变点检验结果 

与表 l中双变量结构转变棋型检验结果相一致 而 

当我们对由转变点划分的各子样本区间进行检验 

时，发现通货膨胀率 i 和实际消费增长率 C 均显著 

存在多重结构转变点 。具体而言 ，通货膨胀率 i 序 

列存在 3个显著的结构转变点，我们检验样本 区间 

1983年第 l季度至 2011年第 2季度的SupF统计量 

在 1％ 水平下显著，结构转变点为 1996年第 1季度 ， 

随后 ，对 1983年第 1季度至 1996年第 1季度的子样 

本区间进行检验，发现在 1988年第 1季度存在显著 

的结构转变 。而对 1996年第 2季度至 2011年第 2 

季度的子样本区间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在 2007年第 

2季度存在显著的结构转变点，SupF统计量依然在 

1 水平下显著 。依照相同的方法，我们对实际消 

费增长率 序列进行结构转变点检验 ，结果发现，我 

国实际消费增长率 C 序列与通货膨胀率i 序列呈现 

出相似的结构转变。即，在 1983年第 1季度至 2011 
⋯ 58 一  

年第 2季度的总样本区间内发现结构转变点为 1996 

年第 1季度 ，SupF统计量在 1 水平下显著。在对 

以 1996年第 1季度为分界点的两个子样本区间进 

行结构转变点检验 时发现 ，在 1983年第 1季度至 

1996年第 1季度和1996年第 2季度至2011年第2季 

度的两个子样本区间内分别存在两个显著的结构转 

变点 ，分别为 1988年第 1季度和 2007年第 3季度 ， 

其 SupF统计量均在 1％ 水平下显著。 

表 3 子样本区间参数估计检验结果 

变 量 ～ cj 

子样本区闻1 19船fll-19u 158．321一l螂 Ql 
^  

12 3553(1．3252) 11 7014(1 7199) 
^  

矗 0 4l56(1 5034) 0 0921(0 727日 

R 0 80ll 0．77l4 

子样本区闻2 1，翻( ～I，％ Q1 19m Q2．-19S O1 
^  

7 1520(1 4453) 3 1763(0 8298) 
^  

届 -0 0570(o 7084) 4 5780(0．506 

R 0 8856 0．9028 

子样本区何3 1996~ zooTgt l，96 gz．-zooTos 
^  

14 7511(0 9,649) 7 4075(0 3009) 
^  

A ·0 7787(0 4124) 1 2430(0 1381) 

R 0．8739 0 8752 

子样本区闻4 2007Q3．-2011(12 2007~,．-2Oll Q2 
^  

8 3820(01623) 16 6362(2．o366) 
^  

届 1 3741(0 3003) 2 6918(1 0064) 

R 0 5952 0 6433 

基于子样本估计方法所得到 的实证结果说明 

我国通货膨胀率i 和实际消费增长率c 序列当中存 

在着多重结构转变点。我们利用子样本估计方法对 

上述双变量结构转变模型在以转变点划分的多个子 

样本区间内进行参数估计，其结果如表 3所示。可 

以看出对于我国通货膨胀率 i，和实际消费增长率c 

序列在不同的子样本区间内对我 国实际 GDP 增长 

率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差别。通货膨胀率 i 的斜率系 

数估计值 在子样本区间 1和子样本区间 4为正， 

而在子样本区间 2和子样本 区间3为负，其中，R 在 

第 2个子样本区间内，也就是从 1988年第 2季度到 

1996年第 1季度的时域区间内解释能力最强，为 0． 

8856，但在此区间内，通货膨胀率 i 对实际GDP增 

长率 g 具有微弱负向影响。通货膨胀率 i 在 2007 

年第 3季度到 2011年第 2季度的时域区间内对实际 

GDP增长率g 的解释能力最弱，为 0．5952，但是此 

时的斜率系数估计值 则最大，为 1．3741。实际消 

费增长率 序列对我国实际GDP增长率g 的斜率 

系数估计值 在 4个子样本区间中都为正，在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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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子样本 区间，即 2007年第 4季度到 20l1年第 2季 

度的时域区间内，实 际消费增长率 C 序列 的R。最 

小 ，为 0．6433。在第 2个子样本区间内，即 1988年 

第 2季度到 1996年第 1季度，实际消费增长率 C 序 

列的R 最大，为 0．9028，同时在此样本区问内，实际 

消费增长率 ct的斜率系数估计值 也达到 4．5780 

的最大值 。 

3．多变量结构转 变模型估计。 我们把我 国通 

货膨胀率 i 和实际消费增长率c 联合起来作为实际 

GDP增长率 g 的解释变量进一步构建多变量结构 

转变模型 ，并利用 UDmax、WDmax和 SupFT(z+ 

1 l￡)统计量对模型中可能存在多重结构转变点进 

行检验的结果如表 4所示 。 

表 4 多变量结构转变模型估计 

注：a表 示检验 原假 设 为不存在 转变点 的单边 统计 

量 ，b表 示检验原假设 为存在 1个转 变点的单边统计量 ，C 

表 示检验原假 设为存在 2个转 变点的单边统计 量 ，依此 

类推 d和 e；**表 示在 1％ 水平 下显著 。 

我们发现，UDDlax和 WDmax统计量结果均 

为 124．7192，在 1％ 水平下显著 ，而 SupF (3 l 2)统 

计量的检验结果说明在多变量结构转变模型中存在 

3个显著的结构转变点，而 SupF (4 I 3)的检验结 

果说 明多变量结构转变模 型不存 在 4个结 构转变 

点 ，因此 ，可以认定 由通货膨胀率 i 和实际消费增长 

率 C 共同作为解释变量的多变量结构转变模型具有 

3个显著的结构转变点。接下来 ，我们对总样本 以 

及由结构转变点划分的四个子样本区间进行模型的 

参数估计和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 

从表 5我们可以看出，在多变量结构转变模型 

中，SupF的统计结果 33．8961说明模型中存在显著 

的结构转变。在通货膨胀率 i 和实际消费增长率C 

共同作为解释变量 的多变量模型估计结果 中，我们 

发现通货膨胀率 i 的系数符号与双变量模型保持一 

致 ，即在 1988年第 2季度至 1996年第 1季度与 1996 

年第 2季度至 2007年第 2季度的两个样本区间内为 

负值，而在其他样本 区间内均为正值 ，实际消费增长 

率 c 在总样本区间和所有子样本区间内的系数均为 

正值，即在整个样本 区间内，我国实际消费对于经济 

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 。同时，我们可以看 出，R 在 

各子样本区间内的取值区间为0．9231至0．7973，将 

我 国实际 GDP增长率g ，通货膨胀率 i，和实际消费 

增长率 C 联合起来构建的多变量结构转变模型 ，其 

对实际 GDP增长率g 的解释能力与分别构建双变 

量结构转变模型相比有所提高。 

表 5 多变量结构转 变模 型总样 本 以及 子样 本估 计及 

检验 结果 

^  ^ 

属 且 R &tpF 

总样本区闻 6 6802 0 5l25 26 8486 0 9009 
33 8961’ 1983 Q1

~ 2011 Q2 (0 5159) f0 3209) (o 321 0) 

子样本区问 1 2 78．78 5 6748 4 0388 0 923l 

1983 Q1~1988 Q1 f0 0023) f0 0009) (O 001 2) 

子样本区问 2 1l 1672 ·4 5826 l】9737 0 9133 

19昭 Q2—1996Q1 (0 0020) (o 001 5) (0 001 o) 

子样本区问 3 18 7637 ·1 3874 2 3789 0 8l89 

1996Q2-2007Q2 (o 002 0] (o 0016) (0 0016) 

子样本区间 4 19 6475 O 9267 4 3475 0 7973 

2007 Q3,~2011 Q2 f0 008 21 (0 0069) (0 0070) 

注 ：括号 中的数值 表示 对应参 数估 计值 的标 准差 ； 

* *分别表示在 1％ 的水平下显著 。 

四、结构转变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我们基于双变量和多变量结构转变模型对我国 

经济增长、实际消费和通货膨胀进行了实证检验 ，双 

变量模型和多变量模型 的检验结果都表明 ，实际消 

费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 1983 

年第1季度至2011年第 2季度的样本区间内可以识 

别 出三个结构转变点 ，分别 出现在 1988年、1996年 

和 2007年。我们认为任何经济态势的形成和发展 

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我们 的研究也不仅仅是为 

了单纯讨论结构转变点所发生的具体时刻 。我们发 

现结构转变点将总样本划分为四个 区间，这 四个不 

同的样本区间体现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 

不同阶段 ，并且在每个阶段 中我国实际 GDP 增长 

率 、通货膨胀率和实际消费增长率的运行轨迹均生 

动的体现出不 同历史阶段的经济运行特点，而认识 

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 的轨迹和形态 ，对于现阶段经 

济政策的把握和未来经济发展方 向的展望都是不无 

裨益的。 

为了更加清晰地洞悉文中所涉及的三个变量所 

呈现出的动态轨迹 ，我们 在 图 4中给出我 国实 际 

GDP增长率 、通货膨胀率和实际消费增长率的多变 

量结构转变区间划分 ，其中，我们用白色和灰色的底 

色来区分四个不同的子样本 区间，每个 白、灰色底色 

交界处即对应多变量模型的结构转变点。从总体上 

看 ，这三个变量的时间路径大体上近似 ，尤其是通货 

膨胀率和实际消费增长率呈现出非常相似的动态发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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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过程 。 

图 4 多变量结构 转变点子样本 区间划分 

在 1983年第 1季度至 1988年第 1季度的第一 

个子样本区间内，三个变量都呈现出波动中上扬 的 

态势，从上文中的实证结果可知通货膨胀率与实际 

消费增长率对我国实际GDP增长率的斜率系数估 

计值 分别为5．6748和4．0388，R 为0．9231，这说 

明我国通货膨胀率与实际消费增长率对实际GDP 

增长率的解释能力较强 ，并且在这一 阶段通货膨胀 

率比实际消费增长率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根据结构转变点的估计结果，我们将 1988年第 

2季度至 1996年第 1季度划分为第二个子样本区 

间，在此期间我国实际GDP增长率g 、通货膨胀率 

i 和实际消费增长率c 都经历了剧烈的波动过程， 

三个变量 先后在 1989年和 1994年左右出现了峰 

值，又在 1990年左右出现了低谷。这是我国经济发 

展历程中所经历的波动起伏最大、经济形势也最 为 

复杂的一个时期 。 

1996年第2季度至2007年第2季度的第三个子 

样本区间所呈现出的主要经济发展特点为稳中有 

升 。自1996年至 1998年三个变量都出现了短暂的 

下降趋势后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实际 GDP增长 

率g 、通货膨胀率 和实际消费增长率c 呈现出缓 

慢平稳上升的趋势，其中，通货膨胀率 的斜率系数 

估计值西 为一1．3874，实际消费增长率c 的斜率系 

数估计值 为 2．3789，虽然这一 时域 区间内，通货 

膨胀率 i 和实际消费增长率 C 对实际GDP增长率 

g 的作用方向相反 ，但作用程度却较 为接近 ，在这 

一 阶段 已经打下了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 。 

在 2007年第 3季度至 2011年第2季度的第四 

个子样本区间内，通货膨胀率 i 和实际消费增长率 

c 出现了近乎相同的动态轨迹 ，均在 2008年达到最 

一 6O 一  

高值之后下降，在 2009年达到最低点后 ，又呈现出 

上扬趋势 。而实际GDP增长率g 在 2009年降至最 

低值后 ，上升至 2010年再次出现微弱下降。在这一 

子样本区间内，通货膨胀率 和实际消费增长率 c 

对实际GDP增长率g，表现为同向作用，通货膨胀 

率 的斜率系数估计值 。为0．9267，实际消费增长 

率 c 的斜率系数估计值西 为4．3475。从 2007年第 

3季度至今我国通货膨胀率、实 际消费增长率和实 

际 GDP增长率在这个 阶段表现出与第三子样本区 

间不同的波动迹象。随着石油价格急剧攀升、世界 

范围内粮食供给短缺、全球金融危机迅速蔓延 以及 

汶川大地震的影响，我国实际 GDP增长率在 2007 

年下半年至 2008年 出现下滑，同时，通货膨胀率和 

实际消费增长率也出现了明显下降。从 2009年开 

始在投资和消费扩张的引领下，实体经济反弹，而通 

货膨胀也再次抬头。 

五、基本结论和政策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和检验 ，我们发现无论是双变量 

结构转变模型还是多变量结构转变模型的估计结果 

都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率和实际消费增长率在对实 

际 GDP增长率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存在着多重结构 

转变点。在由结构转变点所划分的子样本区间中， 

我 国通货膨胀率和实际消费增长率对于实际产出水 

平的作用不尽相同，其影响方向和程度 随经济发展 

阶段的不同而变化 ，并且通货膨胀率 、实际消费增长 

率和实际 GDP增长率在不同阶段也呈现 出迥然不 

同的波动性特征。这些实证检验结果不仅反映了中 

国经济发展所历经 的变化进程 ，还生动刻画出在中 

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价格机制、居民消费与 

实际产出之间的动态关联轨迹，同时，我们对于所捕 

捉到的这些结构转变的形成背景和原因进行深入思 

索和探寻也为我国未来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带来了 

启示。 

我们对我国 1983年以来通货膨胀率、实际消费 

增长率和实际 GDP增长率多结构转变状态的回顾 

和分析 ，其 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地展望和憧憬未来。 

根据计算结果和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我国市场深度 

和广度都 留有巨大潜力 ，我国居民消费的基尼系数 

尚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第三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余 

地 ，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程仍然富有发展空 

间。这些因素表明，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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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仍然具有一定 的制度条 

件、市场条件和资源条件 。然而现实经济的发展不 

是依照经济理论进行的翻版 ，2011年以来我 国经济 

发展态势已经悄然发生 了显著变化，不仅给现阶段 

经济发展特征的识别制造 了困难 ，而且也为宏观经 

济调控提出了新的 目标和要求 。在国际化和市场化 

的经济背景下 ，“保增长 、扩内需 、调结构”成为当前 

宏观调控的主要工作 目标 ，金融危机后 国外需求 的 

急剧减少证明 了外源性经济增 长动因 已经逐渐 减 

弱，而国内市场的规模和容量仍然可 以满足经济增 

长的要求。通过“刺激需求 、培育需求、管理需求”充 

分发挥市场作用，将扩大内需的需求管理与结构调 

整的供给管理相结合，以实现保持经济增长的战略 

目标 。2011年 7月我 国 CPI同比上涨 6．5 ，高于 

6月 的 6．4 ，并创下 37个月以来 的新高。通货膨 

胀防控再次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 目标 。这不仅 

是通货膨胀动态变化的周期性体现，也是我国经济 

增长阶段交替性 的体现。本轮通货膨胀伊始 ，央行 

已多次加息，但名义利率依然远低于通货膨胀率。 

从短期来看，紧缩的货币政策会提高融资成本，抑制 

投资和消费 ，导致经济增速放缓 。事实上 ，从 2010 

年第 1季度到 2011年第 2季度，GDP增长率 已从 

11．9 下降至 9．5 。但从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 

胀的长期历史发展轨迹来看，通货膨胀的持续上行 

不仅会在一定程度抑制 经济增长 ，还会进一步引发 

通货膨胀程度的加深 。因此，在宏观经济调控 中，要 

将保持经济增长的长期 目标和短期 目标、长期因素 

和短期因素、局部和全局 、重点和一般、实际经济和 

名义经济之间的矛盾有机地结合起来，审慎选择 匹 

配的宏观调控方式和社会 资源配置模式，从而在 控 

制通胀的基础上，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 良好的经济 

物质基础 ，也确保实现我 国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 长 

的中长期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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