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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分别在中周期和短周期视角下，通过测算中国和美国GDP增长率的滚动相关系数研究中美经 

济同步性特征。在中周期视角下，我国与美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在21世纪后表现出持续显著的同步性特征，通 

过可变参数模型求解FR方程，认为中美双边贸易强度的增加导致了两国经济同步性的提高。但基于短周期视 

角，发现中美经济周期波动同步性并不稳定，来自中国经济自身的特殊冲击会导致两国经济短期内出现反向波 

动。当前，在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外部冲击下，我国经济增速出现同步下滑，但只要我国仍然采取适度宽松的 

经济政策拉动内需，我国经济仍然可能实现平稳健康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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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我国出口受到很 

大的冲击，GDP增速出现回落。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出现 

同步波动，我国经济是否会出现大幅回落成为人们十分关 

注的问题，为此，需要对我国与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关联 

性进行细致的计量研究。由于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和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本文将对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周 

期波动同步性进行计量研究，并分析中美贸易对两国经济 

周期同步性的影响。 

1 中美经济周期波动同步性的动态变化 

本文采用中美两国1992年 1季度 2011年4季度的 

GDP增长率数据对中美两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进行 

分析。中国公布的GDP同比增速是累计增速，为了指标 

间对 比的合理性 ，本文将美国季度实际GDP转化为累计 

值并计算累计增速，两个序列均用x一12方法剔除了季节 

因素和不规则要素，如图l所示。 

图1美国GDP增速f实线．左坐标)和中国GDP增速(虚线．右坐标) 

1．1 滚动相关系数 

图l表明，中美两国GDP增速并没有呈现出很有规律 

性的协同变化，即从增长率周期角度看，中美经济周期波 

动的同步性并不强，1992年 1季度至2011年4季度的数据 

期间中二者的同期相关系数仅为0．12，小于0．22，因此，从 

整个样本期间看，二者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 

不过，我国处在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经济结构不断 

发生变化，这意味着中美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也可能随 

时间推移发生改变。因此，不应该在较长的区间中考察中 

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特征，而应细致地分析中、短期中 

两国经济关联。并且，为了反映出随时间推移两国经济周 

期波动关联的动态变化，本文考虑计算不同时窗长度下的 

滚动相关系数。刘金全等(2005)基于滚动相关系数分析 

了实际产出波动性的动态模式，在样本区间{1，⋯⋯，Tl上 

给定滚动时窗长度m，在t时刻(tg,m到T变化)的滚动相 

关系数定义为从 t—m+1时刻到t时刻m个样本的相关系 

数，在时窗长度为1TI的设定下，中美GDP增速的滚动相关 

系数序列计算为： 
— — — —  

2l一 ( cf—ycf)(YUi—yu，) 
rt =  i=

=

t-

=

m +

=

1

====亍===一  (1) 

／∑ (yc 一 ) ·∑ ( 一瓦) 

其 中 ， =1 
，： + 

c ，一YU
t 

1 

： + 

， f= ， 

+1，⋯， ，yc。和yu，分别表示i时刻中美两国的GDP增 

长率。 

1．2 中周期视角下中关经济周期波动同步性的动态变化 

相关系数的计算依赖于区间长度，经典的经济周期理 

论认为，短周期(基钦周期)长度约为40个月，中周期(朱 

格拉周期)长度为8～10年。为了较为全面地反映中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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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进行极大似然估计 ，经过反复测算最终得到了下面 

的模型形式(系数下面括号中为相对应的z值)： 

j 
／  

／  

1tt4 FR方程中的动态影响系数 ， 

， =一1-33+ ×wtm +ef (5) 

(一11．8) (53．1) 

对数似然值=7．16 Akaike信息准则 一0．28 

中美平均双边贸易强度对两国GDP增速相关系数的 

动态影响 ，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强度对两国 

GDP增速的相关系数的影响一直显著为正，表明双边贸易 

强度增加 ，能够显著提高两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 

1995年 1季度至2002年4季度区间的平均贸易强度为 

2．97％，相关系数为一0．15，而2004年1季度至2011年4季 

度区间的平均贸易强度增加为5．69％，相关系数也相应上 

升为0．5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这导致 

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周期同步性上升，这解释了中美 

双边贸易强度提高对两国经济周期同步性的正向驱动效 

应。不过，中国加入WTO后，中美双边贸易迅速增加，我 

国具有明显价格优势的服装等杂项制品大量出口到美国， 

同时，从美国进口高技术含量的机械设备等产品，两国的 

差异性需求导致产业间贸易有所提高，这种贸易结构的变 

化导致FR方程中的影响系数出现总体下降的态势，即虽 

然双边贸易强度增加仍然使得经济周期同步性增强，但驱 

动效应有所减弱。在当前美国和全球经济低迷时期，为了 

减小国际经济负面冲击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应该继续 

努力扩大产业间贸易。 

3 结论 

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本文试图对中美 

经济周期同步性进行定量研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 

程的推进，各国经济波动同步性有增强的趋势，但由于中 

国处在剧烈的变革时期，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仍然是处在 

工业化时期的发展中国家，这决定了中美两国经济波动的 

关联性比较复杂。本文基于滚动相关系数方法，根据中国 

和美国1992年 1季度至2011年4季度GDP增长率序列， 

从中周期视角对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周期同步性进行了细 

致的定量研究。 

基于中周期视角，按照朱格拉中周期的思想将滚动时 

窗长度设定为32个季度 ，中美经济周期同步性在不同时 

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可以大致划分为两段区间：1992年 

1季度至2001年2季度 ，中美两国GDP增速显著负相关； 

2001年3季度至2011年4季度，中美GDP增速正相关。本 

文对于双边贸易强度对中美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影响进行 

了动态分析，发现FR方程中的影响系数一直显著为正，表 

明随着双边贸易的扩大，中美贸易强度的上升显著拉动了 

两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波动程度。但加入WTO后产业 

间贸易有所提高，这导致贸易对经济周期同步性的驱动效 

应有所减弱。在当前美国和全球经济低迷时期，应该努力 

扩大产业间贸易，以减小美国和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冲 

击。 

当前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的外部冲击已经 

影响到中国，但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仍然处于城市化进 

程中，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国内市场是巨 

大的，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处于升级阶段，尤其是农村 

居民消费的增长空间更大，我国采取的一系列财政和货币 

政策必将有力地拉动内需，避免出现增速的进一步下滑。 

不过，需要关注的是，为了应对短期经济增速下滑，不能通 

过增加高能耗、高污染的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重蹈粗放型 

增长覆辙，而应该通过扶持高科技等新兴行业实现产业结 

构升级，从而在保证我国短期中经济增速平稳的同时，实 

现长期中持续健康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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