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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贝叶斯估计结合门限自回归模型，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进行 了分析和判断，检验中发 

现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动态机制变迁的门限增长率为9．36％。当经济增长率高于这个门限值后，经济周期波动具有 

自稳定的均值回归特征；当经济增长率低于这个门限值后，经济周期波动具有向更高稳态的迁移特征，这意味着我 

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过程具有内生的稳定性，这也是近年来我国经济波动率趋于稳定 的重要原因。从经济周期波 

动的动态轨迹判断，我国经济仍然具备保持快速稳定增长 的基础，因此需要利用有效宏观调控来保证快速稳定增 

长 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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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经济周期是指代表性经济总量围绕其长期趋势变化而体现出的周期性波动过程。经济周期分析一直是宏观 

经济学中重要研究领域。自从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保持了长达 30多年的快速增长，并体现出显著的 

增长型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增长型经济周期的典型特征是 ，实际产出增长率过程中存在一个趋势上限，偶发的负 

向冲击可能引致产出增长率出现短暂的下降或者经济的短暂衰退，促使实际产出增长率与其趋势水平产生一定 

的偏离。由于负向冲击作用时间较短，并不能够对产出增长率带来持久性，于是短暂负向冲击结束后，产出增长 

率会以高于冲击发生前的增长速度反弹，并逐渐向其均衡增长率接近 (弗里德曼，1964)。考察我国经济增长过 

程，我们也发现了这种经济增长过程的“区域效应”，即经济增速超过一定程度以后 ，经济增长速度能够得以维持 ， 

当经济增速低于一定程度以后 ，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反弹，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存在两个不同的区 

域，一个区域是快速增长区域 ，另一个区域则是经济加速区域。显然 ，这种对经济周期波动态势的区域划分有别 

于传统的经济周期划分方式 ，必然要求我们对经济周期波动的非线性机制给出描述和检验。 

由于传统计量方法受严格线性约束而无法有效地描述经济周期波动的动态机制。近二十年来，越来越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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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计量方法用来描述和划分经济周期。例如，汤家豪口 (1978)、汤家豪和林 (Tong&Lim，1980)提出了门 

限 自回归 (TAR)方法，用于描述经济周期的不同动态机制 ，利默和波特 (Leamer&Potter，2003)利用 TAR方 

法来研究美国经济周期的分界和持续性问题 ；汉密尔顿 (Hamilton，1989)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研究美国 

经济周期阶段的迁移过程，并描述了经济周期阶段的非对称转变特征。这些研究普遍认为非线性计量方法能够 

较好地划分经济周期，并度量经济周期阶段的转变性和持续性。在国内对经济周期的研究中，刘金全和王大勇 

(2003)、刘金全和刘志刚 (2005)分别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和经济 

增长趋势的相关性进行了定量研究，并获得了宏观经济调控模式与经济周期波动阶段性之间相关程度的定量认 

识。刘金全和郑挺国 (2008)提出了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三阶段”划分观点，并给出了不同区制的非对称性持 

续期和转移概率估计。陈浪南和刘宏伟 (2007)继续利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和贝叶斯估计方法对我国经济 

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进行了计量研究，在进一步确认我国经济周期波动非对称性的基础上，给出了非对 

称性的体现方式和主要特征。在对经济周期波动形态变异和时域属性的研究方面，刘树成 叫(2009)等提出了我 

国经济周期波动“微波化”和“高位趋稳”的判断，认为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存在围绕自然增长率稳定波动的内生收 

敛机制；另外，刘金全等 (2005)都发现了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存在显著的“牵拉效应”，即经济增速一旦低 

于均衡增长率，经济增长就开始积蓄反弹动力，进而转入快速反弹过程，并向稳态经济增长率收敛。这些研究都 

意味着我国经济周期波动非线性机制中存有潜在的“区域效应”，当经济增长速度落入不同区域内时，经过一段时 

间的调整 ，经济周期波动就会转入新的动态机制，从而导致在复杂的非线性波动过程中实现向长期稳态水平的趋 

近。为此，本文将建立具有内生门限值的门限自回归模型，并且利用贝叶斯估计方法来估计门限值和不同门限区 

域内的经济周期波动机制，进而深入了解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动态特征和属性，为分析和预测我国未来经济周期 

波动态势提供经验依据和政策建议。 

二、划分经济周期波动区域的门限自回归模型及其估计方法 

门限自回归模型 (TAR模型)又被称为阈值模型，模型形式类似于分段线性回归模型。不同之处在于，TAR 

模型通过内生门限变量来划分不同的自回归过程，该模型可以描述时间序列不同阶段的非对称变化过程。假设 

变量Y 表示经济增长率，则描述经济周期波动的门限自回归模型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 

Y = +∑ Y一十n 砷rk41≤ < (1) 

其中， 表示门限控制变量，k=1，⋯，g表示模型中的门限区域， 表示门限值，扰动项。 彼此独立并服从均 

值为0、方差为 的正态分布 ，P 是不同门限区域内的自回归阶数， ”表示 自回归过程的回归系数。倘若门限控 

制变量 =Y ，这意味着该过程的门限区域由d个阶段前的过程状态来确定 ，称该模型为自激励门限自回归模型 

(记为 SETAR模型)。 

为了描述和检验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过程的不同区域，本文使用具有单一门限值的SETAR(p ，P：)模型，该模 

型形式如下： 

+∑ Y + ， Y ≤r { ‘ (2) 

+∑ Y + ： Y >r 

该模型可以描述和检验经济周期波动的非线性动态性质。将经济周期态势划分为两个区域 ，一个 区域是“快 

速增长区域”，在该区域内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门限值 r；另一个区域是“低速增长区域”，在该区域内经济增长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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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高于门限值 r。经济周期波动过程的区域归属取决于d个阶段前的增长速度，这就意味着当期经济增长态势 

的影响具有 d个阶段的滞后期，如果连续两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率速度都处于同一个区域内，则随后 d个阶段的经 

济周期波动满足相同的自回归模型 ；如果连续两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处于不同的区域内，则后继 d个阶段的经济周 

期波动则满足不同的自回归模型，从而发生经济周期阶段的转变。 

由于假设门限值 r和滞后参数d都是 内生的，因此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来处理SETAR(p ，P：)的估计问题。在 

贝叶斯估计中，大多采用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模拟(MCMC)方法，从先验分布中抽样并通过遍历性约束来模拟后 

验分布。在 MCMC方法中，主要用到的抽样方法有 Gibbs(吉布斯)抽样和 Metropolis—Hastings算法 (M—H算 

法)。陈婉淑(Chen)和李昭胜(Lee)[12 3(1995)认为利用 M—H算法能够较 Gibbs算法更好地在反复抽样过程中得 

到边际分布和后验分布，为此下面主要利用 M —H算法来实现 MCMC估计。 

在进行贝叶斯统计推断时，需要给定未知参数的先验分布。在上述中，所需估计的参数有 ， ：，or ， ，r，d。 

其中： =( ”， ： ，⋯， ， ：=( ， ，⋯， ) ，假设不同门限区域内的自回归系数9 和D。相互独 

立，并均服从Ⅳ(@。 ， )分布，并且or ， 的共轭先验分布为 ～IG(v：／2，A，v／2)， =1，2，这里的，G表示标准 

逆伽玛(Gamma)分布。一般假设 。= ：=3，A ：A = ／3，矛 为每个门限区域内自回归模型误差的方差，此时 

假设不存在异方差现象。 

在门限自回归模型中，为了得到一个有效的估计和推断，在每个门限区域内设置一个最小样本是很重要的。 

首先假设门限参数 r服从区间(z，“)内的均匀分布，其中z和 u被设置为样本观测值的25％ 和75％ 的分位数。门 

限区域变化的滞后值 可以初步选择为一个较长的时间间隔，对季度数据而言，可以选择为 12，然后在模拟过程 

中按照(1，2，⋯，d )上的散点均匀分布来取 d值。 

在实施 M—H算法的过程中，首先令P=max{P ，P：}，7r 是 { y ⋯，Y 一 }的第 个最小的观测时间 

指数 ，5满足 Y 
。

≤r<Y ，Y=(Y ，Y ，⋯，y ) 代表 了所有用于抽样的时间序列，Y” =(Y ，Y ，⋯， 

) ，Y ’=()， Y ⋯，y丌 ． + ) 分别代表了两个门限区域 内用于抽样的时间序列。此时门限 自回归模型的 

似然函数可以表示成为如下形式： 

L(Ot，82 2 2 r'dld l，)。C o-? o-；(~-P-*)exp l
=

．x(y 一 ”一薹 Y． ) 
(3) 

一

去 (y 一 Y )2j 
令 。 =( ⋯， + ) ，X ：( ．丌． ⋯， 

，丌 ． 
) ，M1．1和 

， 
代表了在不同门限区 

域内的排序 回归 ，M1．f=(1，Y ，⋯，Y ) ，M 
， 

= (1，Y ，⋯，Y ：) 。 

后验分布经过 以下步骤求解 ： 

首先，求得模型参数 的条件概率分布：P(@ l Y， ，o- ，r，d)N(9 ， )。 

其中， ·：f + 1～f ，+ViO。 ：( +V1， ：( ·-i 。 ＼ I ＼ 
， 

， 、 
． 

I
， 

然后，求得扰动项 的条件概率分布：p( I l，， ，D：，r，d)～IG f ， )。 

即 ： 

( A + s )～ l，；n =∑，{y丌 ≤r}，n =∑，{ ，>r}；IT
． 

rti 2 2 

=n ( 一 ) (Yi 一 )，Y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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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求得 r的后验概率函数为： 

p(r I y， ，O ， ， ，d) r)= 1 exp卜 ( 1 2 )( 一 ) (yf ～ O )} (4) o。 or1。 L i i、 ， J 

最后，求得 d的后验概率函数为： 

p(d l l，， 。， ， 2， )： 曼  

∑ (0 ，0 ，0- ，0- ，r，d J y) 

其中， ( 0：， 2 2 r，d l】，)= exp{一 (去)( ( ‘。 0 ))。 
利用厂(r)表示公式(4)中的条件密度，假定r的先验分布为区间( ，“)内的均匀分布，转移核为 (r，r )，r = 

log{(，-．z)／(卜．u)}。在利用 M—H算法时遵循以下几步： 

首先，给予起始点在先验分布 U(1，u)中取任意值r。，并且令计数器n=0。其次通过转移核h(r ，r’)得到r ， 

然后以概率 min[1 r ) r )]从r 更新到r =r ，或以{1一min[1 r ) r )]}的概率保留r 。最后，伴 

随计数器的增加重复上一步，直至得到一个平稳分布。 

三、门限模型的估计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分析 ． 

本文采用的数据为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季度数据，区间为 1992年第 1季度至2009年第 3季度。从图1可以看 

到，在样本区间内我国经济增长体现出显著的波动性 ，除了在受到强烈外部冲击的时候 ，例如 1996年的经济“软 

着陆”和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体现了明显的经济周期阶段的相依性，即在1996年至2007 

年间保持了比较平稳的快速增长，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具有较强的持续性，而经济周期进入收缩阶段以 

后，又能够短期内实现复苏，体现出经济增长上行和下行转变概率上的非对称性。 。 

为了说明贝叶斯估计 

方法在估计 SETAR(p ，P：) 

模型上的优异性，首先使用 

经典频率估计方法估计 

SETAR模型。依次估计滞 

后阶数为 1—4阶的SETAR 

模型，延后值 d的最大值 

3，为此需要进行估计 64 

次。然而，发现使用普遍采 

用的AIC信息准则无法选 

取合适的滞后阶数和延后 

值 。例如，在对各种模型 

估计的基础上，发现模型、 

延后值 d取 1时，对应 的 

图1 累计 GDP与实际 GDP增长率 

AIC值最小。但是 ，对此模型而言，所有回归系数的参数估计均不显著 ，因此对我国的数据而言，使用频率估计方 

法没有收到满意的效果。 

转而考虑使用贝叶斯方法进行估计。依次估计滞后阶数为1～4阶的SETAR模型，由于采用的是 MCMC模 

拟方法进行迭代计算，无须设置延后值d的大小，只需要根据不同滞后阶数估计 16次模型。为了得到一个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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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验分布，将 MCMC模拟次数定为 10万次，“退火”(burn in)次数设为 1万次。在先验值方面，为了减少先验参 

数对模型估计的影响，采用客观法确定先验值，首先利用先验参数值均为零来进行贝叶斯估计 ，然后将得到所有 

参数值的中位数结果作为先验值。使用在贝叶斯方法中广泛使用的 DIC准则选取模型的自回归阶数 (斯皮格 

豪特等，2002)。在估计结果中，发现模型在滞后阶数均为 3时的 DIC值最小 ，为 80．98。此时延后值 d在 1、2,3 

下分别用到了 14776、50175、35049次 ，限于篇幅在此只给出在 DIC最小时的模型结果。 

表 1 模型估计结果 

低速增长 域的参数估计 快速增长 域的参数估羹 } 

先验值 均值 中位数 95％后验区间 先验值 均值 申估麴 I 95％j寿§各 鞠 

6 4．24 4．22 4．2l 0．04 8．44 6 1．94 1．90 1．94 —1．06 4．69 

f ) 0．48 0．48 0．48 O．05 0．89 ： ) O．81 O．81 O．81 0．49 1．13 

妒i O．19 O．19 O．19 —0．36 0．70 { ) 一0．14 一O．15 —0．14 —0．54 0．24 

；’) 一0．16 一O．15 —0．16 一O．58 O．30 妒5 0．14 0．14 0．14 —0．17 0．48 

O．86 0．91 O．86 0．46 1．67 ； 1．23 1．28 1．23 0．79 2．O8 

9．36 9．58 9．38 8．89 11．23 9．36 9．58 9．38 8．89 l1．23 

通过表 1可以看出所有参数的估计值都在 95％的后验概率区问内，这表明所有参数的估计可靠。所有参数 

估计结果中的均值与中位数相差无几 ，说明模型估计 的整体效果较好且能够充分支持 SETAR(3，3)的设定。从 

门限值 r的分布来看，r的均值为 9．58，中位数为 9．38，95％的后验区间为(8．89，11．23)，这给出了我国经济周期 

动态机制发生区域变化的可能区间，这个区间也对应着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或者“自然率”水平。 

由表 1的结果可知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在低速增长区域 内自回归系数均值之和为 0．51，而在快速增长区域内 

自回归系数均值之和为0．81。这说明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时冲击反应具有较长的持续性 ，而在低速增长时的冲 

击反应相对较短 ，也即是说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时有较强的持续性，而低速增长的延续性往往较短。 

四、基本结论和政策启示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利用贝叶斯估计方法与门限自回归模型相结合，从计量分析上得到我国经济在不同 

区制下的分析结果 ，较好地划分了我国经济的每个周期阶段。利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得到的每个参数的后验分布， 

特别是门限值的后验分布为分析我国经济运行动态提供了新的思路 ，很好地体现了我国经济周期性的特点，并精 

确地判断了我国经济在不同阶段下的不同经济走势。 

由高速增长区制下门限自回归模型系数来看，我国在经济上升期的持续性往往很长。这也正是我国经济得 

到迅猛提升的主要动力 。在看到繁荣的背后也应该清醒地看到 ，在 1997年和 2008年两次重大的金融危机影响 

之前，我国经济都会出现一段时间持续性过热增长 ，而在此之后往往会经历短暂的过渡时期，随后将会出现经济 

增速的显著下滑。因此必须警惕出现持续性的绝对高速增长阶段。 

笔者认为在近20年中，我国经济在增速回落阶段持续性不长。自回归系数之和远小于在高速增长阶段的自 

回归系数之和 ，而从对经济周期的判断来看 ，我国经济处于绝对增速回落阶段的时间最多不超过 6个季度。这让 

笔者有理由相信即使最近又出现了迪拜债务危机，但在我国政府宏观调控以及世界联手应对这次危机下，本轮经 

济危机的持续性也并不会太长。 

对于今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中国经济应当保持适度高位增长。由于我国处在经济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 

速度不应低于门限值后验分布的极小值 8．9％，若低于该值将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此同时，我国经 

济也不应当过快过热地发展，经济增速不应该高于门限值后验分布的极大值 11．2％。若长时间高于该值，受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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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的束缚，我国经济将可能会出现一段经济增速回落阶段，这同样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最好的 

发展速度笔者认为应当是门限值后验分布的均值和中位数 9．4％ ～9．6％之问。对于如何保持在 8．9％ ～1 1．2％ 

之间的健康发展，笔者认为我国必须以扩大内需为根本，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以使得我国经济得到健康平 

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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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ases and Duration of China Business Cycle 

LIU Jin—quan，WANG Xiong—wei 

(Quantitative Research Center of Economics，Jilin University，Jilin 130012) 

Abstract：This paper employs an analytic framework combined TAR model and Bayesian estimation to analyze busi- 

ness cycle of China．Based on the chosen sample，we obtain posteriors for threshold and parameters under different phases 

of business cycle in virtue of Bayesian estimation．After carefully studying these results，we find that these results are more 

competitive than those obtained under classical statistical methods．In addition，the results display that if economic growth 

is extremely high and persists for a period of time，then the economic slump will come for a while．As for the duration of 

business cycle，we conclude that the phase of low growth does not last long；however，when the economy is growing at a 

reasonable high speed，this phase is sustainable． 

Key words：Business Cycle；TAR Model；Bayesian Est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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