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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经济理论与经济问题 

由理论到数据 ■ 一 

实证宏观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演进 

丁志国，赵宣凯 
(吉林大学 数 量经 济研究 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模 型是 实证宏观经济学研 究的一项标 志性成果 ，用于分析经济系统 的因果关 系，关注的是 宏观经济冲 

击的识别问题。早期传统的结构方程从经济理论出发对宏观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但由于在预测现实经 

济方面结果并不稳定 ，遭致理论界的批评 。西姆 斯在指 出传统方法缺陷的基础上 ，以客观 数据 为对象提 出了模 

型，打破 了经济学的传统实证研 究范式，成 为实证宏观经济学 因果分 析的经典方法 ，并 因此获得 2011年度诺 

贝尔经济学奖。文章通过分析 比较 主要宏观经济计量 方法的原理 与应用 ．系统地梳理 了模型 的经济学 思想及 

其演进 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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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向量 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是实 

证宏观经济学(Empirical Macroeeonomics)研究方 

法上的一项重大突破．已经成为分析宏观经济因 

素变化和经济政策影响等经济问题不可或缺的 

重要工具之一 。2011年 l0月 10日，诺贝尔委员 

会将 201 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纽约大 

学的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和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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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的 克里斯 托弗 ·西姆斯 (Christopher A． 

Sims)．以表彰他们在“实证宏观经济学”领域作出 

的突出贡献。西姆斯被学界公认为是系统地提出 

并应用模型的学者，而他捧得诺贝尔奖也正是得 

益于模型在探究复杂宏观经济环境内部“因果关 

系”(Causality)以及其他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早期宏观经济实证研究所采用的传统结构模型 

(Structural Mode1)遵循已有宏观经济理论 的假 

设。利用数据进行结构参数求解 。即根据现有“经 



济理论 ”对“观测数据”进行分析。Sims(1980)对 

传统结构模型的解释能力、预测能力及其实证结 

论提出质疑和批评 ，认为传统方法中线性系统的 

参数估计所依赖的识别条件 “不可靠”(Incredi— 

ble)，并建议以“客观数据”为导向进行实证分析， 

并给出了更加有效的分析工具——模型。[1]模型 

的提出对当时宏观经济的实证研究范式产生了 

巨大的冲击 ，并对后续的实证宏观经济学分析范 

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的主要 目的就是从 实证宏 观经济学发 

展历程出发，通过分析比较主要宏观经济计量方 

法 的原理及应用 ．分析模 型出现的背景 ，解决 了 

什么样的问题 ，具有怎样的重要科学价值 ．是对 

模型的经济学思想及其演进路径的系统梳理。 

二、经济理论：Cowles Commission方 

法的基石 

宏观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发展起步于 20世纪 

30年代中后期，并随着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不 

断改进。宏观经济计量方法根据经济理论所占重 

要程度 。以及经验数据特征与理论之 间的关联 ， 

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主要包括：CoMes Com． 

mission方法 ，LSE方法 ，VAR方法以及参数校准 

(Calibration)方法[2l。 

1936年凯恩斯的著作《就业 、利息、货币通 

论》问世，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端 ，消费、 

需求、投资、货币工资和价格等概念为宏观经济 

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逻辑框架。从经济理论出发构 

建经济计量模型的想法源于Frisch[3]N]。早期宏观经 

济计量分析的核心就是利用各种内生变量(En． 

dogenous)和外生变量(Exogenous)分析和完善凯 

恩斯所描述的经济系统。也是在 1936年，荷兰经 

济学家丁伯根O)(Jan Tinbergen)构建了第一个宏 

观计量模型来解释荷兰经济发展。在 2O世纪 

40—50年代 。构建系统的(Systematic)经济模型 

进行政策评价和经济预测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研 

究范式。美国研究机构 Cowles Commission~聚集 

了大批经济学家致力于构建复杂庞大的系统性 

模型 (Large—Scale System Equations)来刻 画本 国 

经济的发展．研究结果得到了历史经济数据的验 

证，例如被广泛使用的 Klein模型[5l。发展至 60 

年代末期，基于回归方法的宏观经济实证方法已 

经完全确立[6l。Cowles Commission早期的工作奠 

定了结构性模型构建、识别和经验估计的传统范 

式。其特点是注重经济理论与数据之间的逻辑关 

联。具体研究思想是在宏观经济理论框架下，把 

经济决策行为参数融人数学模型之中，利用历史 

数据进行经验取证。 

从经济学的学科角度看．传统方法认为经济 

学家和经济计量学者承担着不同的任务，理论模 

型的构建属于经济学家，而根据现有理论设定和 

估计结构模型是计量经济学者的工作范畴，所以 

常常忽视 “模型选择 ”(Model Choice)问题 ，而将 

精力集中在从统计方法出发估计求解模型未知 

的结构参数[7][8l。具体而言，Cowles Commission 

的方法高度依赖经济理论对回归方程系统的形 

式施加约束．保证实证模型能够完全从观测数据 

中得到识别 (Identification)。并且 ．该方法的倡导 

者 Koopmans还坚决认为经济理论必须在数据之 

前，没有经济理论前提，数据就无从解释。这就意 

味着计量学家的任务就是“度量”．而非从客观数 

据中发现并解释问题 Hoover，2005)。传统方法的 

影响一直持续到 70年代，实证经济学的研究以 

经济理论模 型为基础 ，识别复杂的方程系统 ，然 

后进行系数估计。推断经济系统之间的因果关 

系，这样的研究思路已经成为实证经济学的标准 

范式 。 

然而传统方法过度依赖经济理论 。忽视从客 

观数据出发。利用统计手段发现和分析问题 ，导 

致模型的估计、预测和政策评价效果较差 ，成为 

学者们批评的焦点．基于经济理论进行实证经济 

分析的基石开始动摇。进人 20世纪70年代，受 

到石油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呈现出持续的低增 

长、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的 “滞涨”(Stagflation)局 

面，围绕凯恩斯经济理论所构建的复杂实证模型 

并不稳定。Lucas[9]和 Sims直接指出了传统模型 

在结构识别问题上存在的漏洞。针对传统模型设 

定的诊断分析表明。缺乏可信的数据解释能力导 

致其在实际预测和政策估计中的失败[1 0l，更深层 

次的原因则是模型所识别的结构并非是观测 

数据背后真实的生成过程(DGP，Data Generating 

Process)。Spanos基于简单的需求和供给模型检 

验传统结构模型的效果，发现结构模型估计依赖 

的线性、同方差、无 自相关以及残差正态性假设 

① 因其将经济计量方法开创性地应用于经济学领域而荣膺 
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② 现已更名为CoMes Foundation，是美国著名的宏观经济学 
术研究结构．目前设在耶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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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成立 ，因此得出了结构模型的实证结果存在 

缺欠的结论。[11]后续对于传统模型的诊断和完善 

从两个角度展开 ，一是结构性识别 ，即方程结 构 

参数的唯一性识别，是从缩减形式的估计参数到 

原结构方程参数的求解，Lucas、Sargent和 Sims等 

人对传统结构模型的批判也正是集中在这方面， 

并进而提出“理性预期”假说和方法 ：二是统计识 

别．主要涉及到选择恰 当的统计模型，LSE方法就 

着重从统计分析的角度出发。 

LSE方法 发源 于伦 敦政 治经 济学 院 ，J．D． 

Sargan被认为是这一方法应用 的发起 人和倡导 

者，后经他的学生传播，得以在英国和欧洲地区 

迅速应用[12]。LSE方法解决宏观经济模型设定问 

题的途径就是“简化”(Reduction)，任何一个计量 

经济模型都可以表示为数据生成过程的一种简 

化形式，只要构建的统计模型能够充分包含所要 

研究 问题的全部信息就是正确的。因此 LSE方法 

与传统 Cowles Commission方法的模型识别过程 

正好相逆，从一个简化的动态均衡模型人手，对 

其进行模型诊断以确保其包含充分的信息。例 

如 ，如果模型的残差不符合多元正态假设就表示 

模型设定存在偏差，所以这种方法特别注意数据 

的平稳性 (Stationary)和协整性(Cointegration)。一 

旦模型被认为有效，即在此基础上进行简化，去 

掉那些通过外生性检验的变量 ，而后可以对结构 

模型进行识别和估计[1 3l。LSE方法完全是数据统 

计过程，几乎把全部重心放在传统结构模型的统 

计检验上，更侧重模型的动态设定和长期特性． 

推动 了传统结构模型从静态均衡 向动态均衡模 

型设定的转变。 

三、客观数据：VAR方法的出发点 

20世纪 70年代美国经济的 “滞涨”(Stagfla． 

tion)局面无法从传统结构型模型得到一致的解 

释，从而引发了学术界的质疑。Lucas不仅从“理 

性预期”角度指出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缺陷 

(1973)，还对当时传统结构模型的识别过程提出 

批判(1976)，认为这些模型并没有考虑到预期的 

作用，得出经济政策模拟结果并不正确。Sargent 

把理性预期融入到宏观经济的实证研究中，并利 

用递归方法成功地估计出系统参数，是对传统 

Cowles Commission方法的拓展[14] Sims(1980)和 

萨金特不约而同地强调预期的重要性．并公开批 

评传统模型依赖于经济理论这一前提本身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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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商榷，经济理论中包含了太多的个人“直觉”。 

估计模型并不能真正地指导宏观经济政策 ．因 

此，从客观数据的角度出发分析货币政策影响更 

加合理。 

有趣的是，西姆斯并非一开始就在实证研究 

中采用方法，而是研究在既定的理论模型假设 

下 ，含有滞后变量的结构性动态模型设定 出现误 

差时所产生的影响(Qin，2010)[1 5l。Sims[16][17]把 
一 个连续时间分布滞后模型作为已知的理论模 

型，并将其运用到历史数据中，结果发现存在重 

大 的模 型设定缺陷 ，连续 时间模型用离散时间模 

型近似替代，无穷阶的分布滞后模型用有限阶的 

分布滞后模型替代，这两项研究使他确信那些一 

般的结构型模型设定方法看似正确，但很容易导 

致严重的误差。因此 ，西姆斯转换研究视角 ，与 

LSE方法的初衷一样 ，从客观数据出发分析动态 

模型设定的不足。西姆斯接受了Liu E18]对结构方 

程设定非常随意的批判，认为其设定基础不牢 

固，难以作为联系经济理论与客观数据的桥梁。 

西姆斯相信实证研究模型应该尽可能完整地捕 

捉宏观数据的动态交互关系。这为西姆斯系统地 

提出基于客观数据的实证方法——模型．提供了 

前提基础。西姆斯的方法采用三个步骤进行宏观 

经济的实证分析 。 

第一步，建立一个相对简单的向量 自回归模 

型 ，进行宏观经济变量预测 ，利用 已经观测得到 

的变量数据估计可能的最优预测值，将简单模型 

的预测结果 与实 际结果之 间的差异定义为 预测 

误差 ，并将其认定为一种冲击。西姆斯认为预测 

误差 的经济学含义非常含糊 。如利率 的变化既可 

能是外部冲击(如失业率 、通货膨胀率等)的反 

映，也可能是基础性冲击的结果。 

第二步，获取经济运行可能会遭受到的基础 

性冲击。毋庸置疑，对经济运行的综合理解和进 

而判断基础性冲击是西姆斯在实证宏观经济学 

领域研究的一个主要贡献。并且，西姆斯在其后 

续研究过程 中相继提出了不 同的识别基 础性冲 

击的方法。 ． 

第三步，脉冲响应分析。事实上，在基于历史 

数据识别出基础性冲击的前提下，利用脉冲响应 

分析形象地测度出基础性冲击随着时间变化对 

宏观经济变量影响的变化。在进行经济政策选择 

方面，脉冲响应函数对于理解宏观经济的动态特 

征非常重要。例如，中央银行根据脉冲响应函数 



的结果和所设定的通货膨胀 目标进行利率调整， 

从而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 

显然，方法从客观数据出发，把不确定性和 

模型的设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避免了传统结构 

性方法 以经 济理论 为核心所导致的模型选择 问 

题。从西姆斯的角度看，方法使得实证分析的结 

果更加可靠N9]。但是．他对结构性模型的批判和 

方 法 也 引发 了学 术 界 激 烈 的讨 论 。Cooley和 

LeRoy把方法看作是一种 “非理论性的经济计量 

方法”(Atheoretical Marcoeconometrics)。[20]Pagan 

将方法描述为“与传统的 Cowles Commission方法 

背道而驰”。[21]所有批评的声音都在质疑方法缺 

乏经济理论的支撑，结构性冲击的识别过程存在 

缺陷 。针对那些经济理论 支持者的批评 和质疑 ， 

西姆斯 已和他 的支 持者开始考虑用经济理论对 

方法进行改进。结构 VAR(Structural VAR)就是 

经济理论与客观数据两种实证研究方法的结合， 

并极大地推进了实证宏观经济学 的进一步发展。 

四、结构性 VAR：寻求合理的理论解释 

方法被开创性地确立 之后 ，后续研究的脉络 

则是沿着对方法的改进展开。如何赋予方法合理 

的经济解释，以回应传统结构模型支持者的批评 

成为研究的重点。在方法中变量和滞后项之间的 

关系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说 明模型的构建没有任 

何理论基础，因此得到的估计结果也难以包含合 

理的经济学释义。为了回应这一批评，sims[22]进行了 

早期的结构 VAR模 型的设定工作。SVAR与 

VAR模型的区别就在于模型本身是根据静态还 

是动态均衡的经济理论设定变量，以及当期与滞 

后期之间的相互关系。事实上。这一思路在模型 

形式上 回归 了 Cowles Commission方法 的设定 ．但 
一 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在于 SVAR方法识别出的 

结构性 冲击相互之 间是彼此独立的或者是正交 

的，而传统的结构方法并没有识别的过程 ，只是 

把结构方差的独立性作为前提假设条件。 

另一种普遍应用 的 SVAR形式 由 Blanchard 

和 Quah[23]提出，首先是根据经济理论判断出哪 

些变量对经济系统冲击影响是长期的，哪些是短 

暂的，并施加“长期识别”条件。Blanchard和Quah 

在论文中指出，凯恩斯类型的需求冲击只影响短 

期产出，对长期产出没有任何影响，而其他类型 

的冲击(如技术性和制度性变迁)，确实对长期产 

出具有潜在的影响。 

具有清晰经济学释义的SVAR方法在 20世 

纪 90年代得到经济学家的认可，对当代的实证 

宏观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并通过技术上 

的不断改进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得到巩固[2 4l。虽然 

SVAR方法 ．比 CoWles Commission方法更好地构 

筑经济理论与数据之间的桥梁 ，但仍然面临着同 

样的质疑：施加什么样的约束才能让模型看起来 

更可信(Hoover，2005)。不管怎样，SVAR方法现 

在已经成为分析货币政策影响的基础[251。 

五、VAR方法的完善及改进 

VAR方法从客观数据角度出发，模型预测能 

力和政策分析模拟比传统的结构模型更具优势， 

已经成为研究领域和政府部门政策评 价不可或 

缺的工具，但是复杂数学方法的背后缺少了合理 

解释逻辑 ，SVAR就是针对“非理论性方法 ”这一 

批评的回应和妥协。Sims最初在既定的经济理论 

框架下分析结构模型与客观数据之间的拟合效 

果。但是结构模型设定偏误产生的误差迫使其将 

学术研究的视角转向客观的数据，进而在客观数 

据基础上构建 VAR模型，从整体上刻画经济系 

统复杂的交互作用机理，并提出经济系统外非预 

期的冲击的识别路径 ，描绘出脉冲响应的路径。 

虽然存在质疑的声音．但 VAR方法本身已经对 

实证经济学研究的传统视角和范式进行了创新， 

被誉为里程碑式的突破实不为过，又经过经济理 

论上的补充完善。它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分析最广 

泛应用的工具 。 

在 VAR方法研究和应用文献 中，学者 的注 

意力主要集中在模 型的识别上 试 图在牢 固的 

经济理论基础上 ．识别出数据拟合效果最优的模 

型。比较典型的方法是采用贝叶斯方法进行识别， 

即 BVARs(Litterman．1986和 Sims，1993)[26][27]。 

不过精确的事实(Prior)对于结果很重要，并且许 

多研究使用所谓的 Minnesota Prior[28]或者一个之 

类的变体。当前一种新的方法逐渐占据一席之 

地，主要的思想是采用基于现代的宏观经济理论 

的发生事实 ，模型约束完全基于宏观经济学者的 

理想中的世界经济运行状态构建，如 Del Negro 

和 Schorfheide[29]。动态随机均衡模型(DSGE)是 

宏观经济研究另外一个新发展方向，但是模型构 

建的基础是经济理论．运用校准的方法获得参数 

的数值解。Sims认为 DSGE和 VAR方法的结合 

是另外一个非常有希望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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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Cowles Commission方法从基础的经 

济理论出发 ，由静态均衡分析到动态均衡，都侧 

重模型的经济学释义，但现实经济状况与经济理 

论的矛盾，直接导致传统方法的失效。西姆斯的 

VAR方法从客观数据出发，模型预测能力和政策 

分析模拟比传统结构模型更具优势，已经成为研 

究领域和政府部门政策评价不可或缺的工具 ，但 

是复杂数学方法的背后缺少合理的经济学逻辑， 

而 SVAR则是针对“非理论性方法 ”这一批评 的 

回应和妥协 

西姆斯最初在既定的经济理论框架下分析 

[10] 

[11] 

[12] 

[13] 

[14] 

[15j 

[16] 

[17] 

[18] 

[19] 

[2O]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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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模型与客观数据之间的拟合效果，模型设定 

偏误产生的误差迫使其转换了学术研究的视角， 

进而转向客观数据，并在客观数据的基础上构建 

了VAR模型，从整体上刻画经济系统复杂的交 

互作用机理，提出经济系统外非预期冲击的识 

别，描绘脉冲响应的路径和机理。虽然存在质疑 

声音，但 VAR方法本身已经对实证宏观经济学 

研究的传统视角和范式进行了创新。并最终被誉 

为里程碑式的突破，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实证分析 

应用最广泛的工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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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ory to Data：The Paradigmatic Evolution of 

Analysis in M acroeconomics 

DING Zhi-guo (Center for Quantitative Economics，Jilin ，ZHAO Xuan-kai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12，China) 

Abstract：The Vector Autoregression (VAR)Model iS a symbolic achievement in empirical macroeconomic 

study．It iS used to analyze causalities in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focus on identification issues in the 

macroeconomic shock．Based on economic theories，early traditional structural equations are used to 

interpret and forecast macroeconomic phenomena．But because the outcomes in forecasting the real economy 

are not stable，early traditional structural equations are criticized by the theoretical circle．Sims，who points 

out flaws of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uses o4ective data，raises the VAR model which breaks the traditional 

empirical study paradigm in economy and becomes the classic method of causality analysis in empirical 

macroeconomics．He is thus awarded Nobel Economy Prize in 201 1．This paper，by comparing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main econometric methods，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economic ideas and evolutional 

paths of the VAR mode1． 

Key words：Vector Autoregression(VAR)Model；empirical macroeconomics；causality analysis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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