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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上个世纪9O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波动与价格水平波动之间存在非常相近的共 

同变化趋势。本文以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定律为理论依据，采用具有区制转移的状态空间模型对经 

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我们首先估计出了预期通货膨胀率和潜在经 

济增长率，然后依据通货膨胀预期误差和产出缺口的关系来描述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动态特征。本 

文发现中国“产出一价格”关系具有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性质，经济增长率体现出高波动区制和低 

波动区制，通货膨胀预期也表现出两种不同的适应性预期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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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宏观经济学中，菲利普斯曲线一直被当作描述价格与产出、价格与失业、工资与失业之间关系的经 

验规律。它反映了“产出缺口”与价格上涨之间的同向变动关系、失业率与价格变化率之间的反向变动 

关系，以及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化率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等。在研究菲利普斯曲线的过程中，很多学者 

发现菲利普斯曲线存在两种明显不同的形式，即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它们具有不同 

的政策启示。Friedman(1968)指出，在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反映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 

系，而在长期内，实际产出基本上独立于通货膨胀率变动，此时菲利普斯曲线呈现垂直的态势。之后大量 

理论和经验分析对这一划分进行了研究。 

目前国内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菲利普斯曲线形态的检验，这 

些研究主要包括基于自回归模型或协整模型等计量方法来研究“产出一物价”和“失业一物价”问题。刘 

树成(1997)利用这些方法分析并探讨了中国改革前后存在的不同菲利普斯曲线及其变形；张焕明 

(2003)的研究指出了中国经济转轨时期菲利普斯曲线的主要形式；王少平等(2001)运用多元协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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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具有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形式进行了协整分析和检验。二是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探索和政 

策建议。范从来(zooo)针对中国当时面临的通货紧缩问题，通过菲利普斯曲线分析并对反通货紧缩货币 

政策目标提出建议。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分析，大多数研究都是在菲利普斯曲线具有对称性或线性 

假设条件下进行的，当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过程存在内生性结构变化时，这些理论和模型都需要加以进 

一 步检验。 

在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中，通货膨胀率预期作为通货膨胀率中的不可观测成分，起到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货膨胀率预期直接影响着消费、投资和储蓄等行为的决策和路径。通常情况下，通 

货膨胀率可以由可观测的物价指数经过计算得到，而预期通货膨胀率只能通过复杂的计量方法获得。不 

仅如此，对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形成方式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是适应性预期(Hibbs，1977)，二是理性预期 

(Sargent。1969)。在理性预期假设下，预期通货膨胀率与实际通货膨胀率几乎相等，因此预期形成中没有 

系统误差，这时通货膨胀率的预期误差为零，进而可能导致菲利普斯曲线垂直；而在适应性预期下，预期 

通货膨胀率往往偏离实际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的预期误差较大，进而可能导致存在替代效应的菲利 

普斯曲线形式，即短期菲利普斯曲线。 

为了有效地利用菲利普斯曲线进行经济形势判断和经济政策选择，必须正确地估计通货膨胀率预 

期，而如何准确地估算预期通货膨胀率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目前估算预期通货膨胀率的方法 

主要有：一是从金融市场的有关证券价格变化来推断(Bank of Canada，1998)；二是以经济理论为依据从 

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中推导。注意到通货膨胀率预期是一种依赖相依变量的动态预测，为此本文选 

用一种更为接近预期形成现实的方法，我们将状态空间模型和Hamilton(1989)的Markov区制转移模型 

结合起来，在实际通货膨胀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整体系统下估计通货膨胀率预期和潜在经济增长率。 

借助状态空间模型对状态变量时间路径的估计，我们把通货膨胀率预期这种不可观测成分从模型系统的 

动态过程中分解出来，然后通过Markov区制转移模型来检验不同的通货膨胀率预期状态，从而描述和判 

断中国经济不同阶段所具有的菲利普斯曲线种类和特征。 

在本文第二节，我们在经验理论下给出菲利普斯曲线形式和通货膨胀率动态过程的非线性表示；在 

第三节我们将状态空间模型和Hamilton(1989)的区制转移模型结合起来，构建具有通货膨胀率预期的非 

线性菲利普斯曲线；第四节进行数据描述和模型估计，并给出经验分析的基本结论。 

二 通货膨胀率预期和菲利普斯曲线的经验分析 

我们考虑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因此首先分析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形成机制。 

(一)通货膨胀率预期的误差方程 

在经济政策机制分析中，货币主义学派的通货膨胀理论经常采用适应性预期假设，以便突出价格调 

整的粘性，而理性预期学派的通货膨胀理论经常采用理性预期假设，以便有利于市场及时出清。下面我 

们将这两种预期假设一起融入到价格的动态变化模型中，通过状态空间的区制转移模型的估计结果来判 

断通货膨胀率形成中的这两种预期成分。 

首先，需要描述实际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动态过程。动态通货膨胀率方程如下： 

f7r = +Ps 7r 1+ ， —iidN(O， ) ，，、 

Lq=Pr(sI=1 I s|_1=1)， P=Pr(sI=0 I sI-】=0) 

方程(1)为具有Markov区制转移的通货膨胀率的动态方程，其中状态变量s。= {0，1}， 为截距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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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为自回归系数，盯 为冲击项 的无条件方差。利用中国1984年1月至2004年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度量的通货膨胀率序列，我们对方程(1)进行了估计，具体结果见表 1。 

表1 方程(1)的模型估计值 

说明：“显著大”表明T值趋向无穷大，其对应p，估计值的标准差一0。 

在表1中，所有参数估计值在1％水平下显著，p。=l表明状态1的自回归系数为单位根。①显然，上 

述估计结果表明中国通货膨胀率的动态过程具有两个基本状态，分别为“低通货膨胀率区制”和“高通货 

膨胀率区制”。由于人们的预期往往围绕实际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我们假设通货膨胀率预期 

方程也类似于通货膨胀率方程，表示为： 

7r；= ；。+p；。7r；一l+口：， 口：一iidN(O，( ) ) (2) 

由式(1)和式(2)，通货膨胀预期误差的动态方程可用如下形式表示： 

『7r。一7r：= +y (丌 l～7r： 1)+占 ， —iidN(O，( ；。) ) ，̈  

【g=Pr(sI=l l sI-1=1)， P=Pr(5I=0 l 5I-l=0) 

方程(3)服从1阶马尔可夫过程，转移概率为P和g，自回归系数 y分别依赖于两个不同区制s。= 

{0，1}。若通货膨胀预期误差期望为零，或有 =’，=0，则认为通货膨胀率预期为理性预期，此时通货 

膨胀预期误差丌l一7r；应为一个围绕零均值的白噪声过程；若y显著不为零，即y≠0，则通货膨胀率预 

期为适应性预期。② 

(二)区制转移的逆菲利普斯曲线 

奥肯定律是有关实际产出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定律。奥肯研究经济增长与失业率 

之间关系时测度了“潜在产出水平”，它反映了失业率对 GDP造成的损失。根据奥肯定律，失业率与经济 

增长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目前有很多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都是基于这个定律进行的。由于 

中国失业率数据频率较低，我们只研究以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为基础的“物价一产出”菲利普斯曲 

线。 

假设预期通货膨胀率为7r：，产出缺口为Y。一 ，其中Yi为实际经济增长率， 为潜在经济增长率，供 

给冲击为 。则菲利普斯曲线可表示为： 

7r。=7r：+8(y。一 )+口。 (4) 

根据奥肯定律，可以假设 6>0。为了更方便地进行分析，我们把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率预期误差 

之间的关系逆变换为： 

Y 一 。=A(7r。一7r；)+77 ， 77。一iidN(O，(17" ) ) (5) 

显然A=1／8为正数。现在我们假设存在由两状态通货膨胀率预期引起的两条菲利普斯曲线，即对 

(5)式的参数A和 均考虑两种不同的状态，则有： 

① 似然比检验(Hansen。1992)结果为 =10。 小于l％显著性水平下的 (1)=1．57 x10一，故无法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② 更为精确地说。适应性预期可表示为过去通货膨胀率的加权平均数：仃：=(1一口)∑二0 "／'／'t-』，其中常数口e(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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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一 =A (7r 一7r：)+叩 ， 町 一iidN(0，(or r。) ) (6) 

方程(6)为产出缺口Y 一 和通货膨胀率预期误差 一7r：的非线性方程，s ={0，1}为t时刻通货 

膨胀率预期一菲利普斯曲线的两种状态。如果A。或A。显著，认为该方程为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否则认为 

该方程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此时产出缺口序列是一个白噪声过程，菲利普斯曲线垂直，实际经济增长率 

与潜在经济增长率近似相等。 

(三)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算 

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物价上涨率稳定的条件下，使用最佳可利用的技术、最低成本的投入组合，并 

且资本和劳动力的利用率达到充分就业要求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产出缺口是实际经济增长 

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之差。 

中国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产出缺口问题，并主要以度量潜在经济增长率为主，如王春正 

(2003)利用几种方法分别估算了中国“九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国内目前研究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方法 

主要有“消除趋势法(DT)”、“增长率推算法(GRE)”、“生产函数法(PF)”和“状态空间一卡尔曼滤波 

法”。前两种方法主要是以单一变量GDP增长率为基础，通过线性拟合来提取实际经济增长率中的趋势 

成分，并把这种趋势成分看作潜在经济增长率。我们认为这些方法存在两种缺陷：一是未考虑非线性情 

形；二是没有考虑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生产函数法采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虽然考虑了经济 

增长率、就业率、资本增长率等宏观经济因素，在理论上该方法比其他方法更可靠一些，但中国的就业率 

数据质量不高，也只能通过一些粗糙的近似方法来估算。 

下面我们采用状态空间-卡尔曼滤波法来估算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并作了以下几点改进：(1)将 

Hamilton(1989)的Markov区制转移引入到模型估算中；(2)改变传统的单变量分析方法，结合中国经济 

增长率和实际通货膨胀率，在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模型下估算潜在经济增长率。在采用状态空间_卡尔 

曼滤波法时，我们假定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实际经济增长率的不可观测成分或趋势成分，而另一种不可观 

测成分为具有自回归形式的平稳周期成分。这种潜在经济增长率或趋势成分的分解表示为： 

=  
一 1十占 ， 占 一iidN(O，(or ) ) (7) 

显然，该方程为随机游走过程，占 是均值为零，方差为( ) 的正态分布序列。 

(四)菲利普斯曲线和通货膨胀率预期的状态空间表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获得了含有区制转移的“物价一产出”类型的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率 

与通货膨胀率预期误差的动态方程，以及两种不可观测成分(通货膨胀率预期和潜在产出增长率)的表 

示方法。下面我们将结合方程(2)、(3)、(6)、(7)，并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和Hamilton(1989)的马尔可夫 

区制转移模型来估算这些不可观测成分和模拟真实的菲利普斯曲线。 

状态空间模型的量测方程可以表示为- 

( ) ( 三 )+fyA舅s,y 。) 一 十( 一 三 ： 。： 

状态空间模型的转移方程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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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状态空问表示中，我们假定存在两个状态变量的区制选择，①即s =0或1，状态变量服从1阶马尔 

可夫过程，其转移概率为： 

q=Pr( =1 J s 一1：1)，P=Pr(s =0 J 一1=O) (11) 

在该状态空间区制转移模型中，我们把不可观测成分区分为共同因子和异质成分，其中共同因子包 

括通货膨胀预期7r：和潜在经济增长率 ，这两个共同因子在下文详细分析，异质成分包括通货膨胀预期 

误差方程扰动项占 和菲利普斯曲线方程扰动项叼 。我们注意到方程(8)和(9)是原方程(2)、(3)、(6)、 

(7)的状态空间表示方法形式，在转移方程中，左边向量为不可观测成分，它由截距向量、滞后一阶的不 

可观测成分和服从多元正态分布的扰动项向量组成。在测量方程和转移方程中，我们假设存在两区制或 

状态内生性的Markov区制转移过程。该状态空间模型的推导和估计可以由卡尔曼滤波技术和Hamilton 

(1989)滤波技术来完成，见Kim与Nelson(1998)。 

三 模型中的数据选择及模型的结果分析 

我们首先描述使用的时间序列数据，然后进行具体估计。 

(一)数据描述 

在估计上述状态空问区制转移模型时，我 

们采用的经济增长率数据为 1990年 1月至 

2Oo4年12月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月 

度同比增长率，⑦通货膨胀率数据则来自该时 

期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所有数据来源为 

《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图 

1给出了中国1990年 1月至2004年12月的 

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变化路径。 

在图1中，我们不难发现通货膨胀率变化 图1通货膨胀率(％)和实际GDP增长率(％) 

① 可以选取更多的区制以便更为清楚地划分通货膨胀率变化的阶段性，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⑦ 首先。我们运用Abeysinghe与Lee(1998)的方法将1989至1991年度数据分解为季度数据，然后采用差值法对GDP季度数据序列 

进行月度分解。由于我们采用同比增长率。因此对原数据没有进行季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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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与实际GDP增长率变化趋势有着共同的变动方向。从 1990至 1995年，中国通货膨胀率和实际 

GDP增长率均向较高水平的趋势运动；从 1996至2002年，随着实际 GDP增长率的逐渐降低，此时中国 

经济步入“软着陆”时期(刘金全、范剑青，2001)，通货膨胀率也表现了非常平稳的趋势；而从2003年开 

始中国通货膨胀率与实际GDP增长率又开始同时攀升，这不仅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开始进入一轮新的 

经济周期，而且经济周期的波动态势也将出现新的变化(刘金全、刘志刚，2005)。 

(二)参数约束说明 

本文状态空间区制转移模型共含有19个未知参数，在多数情况下，参数的闭型解不容易得到，因此 

模型估计必须给予一定的约束才能收敛到极大似然值。 

我们在估计模型参数时，对一些重要的参数加以如下约束： 

0 < P、q，A < 1，一 1 <P s,，Y <1， ；。>0，17"y>0， 互>O，O'Y >0。 

其中我们把潜在经济增长率趋势方程中的标准差设为一个固定值，17" =0．004；另外由第二部分通 

货膨胀方程估计结果可知通货膨胀自回归模型存在单位根，因此我们这里假设通货膨胀预期方程(2)也 

存在一个单位根，数据生成过程为单整过程，即P：=I，在相同条件下，我们保持参数P：随模型系统的变 

化而变化。 

(三)模型估计结果 

我们利用Gauss软件及其 Maxlik优化包对上述状态空间区制转移模型进行了1500次模拟，并获得 

了最佳估计结果。① 

表2 状态空间转移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结果 

说明：模型估计过程中，参数p。=1，oJ：0．004已事先给定。 

表2为状态空间区制转移模 

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并给出了参数 

估计t统计量、P值、对数极大似然 

值。从表中可以看出，t统计量和 

P值都表明，在状态0下，参数A。 

在 10％置信水平下不显著， 5显 

著，因此我们无法拒绝状态0时方 

程(6)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原 

假设，方程(6)右边变为一个高波 

动的正态分布，这就意味着长期菲 

利普斯曲线中产出缺口均值水平 

接近于零，或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 

率预期误差没有必要联系，或实际 

GDP增长率在长期上约等于潜在 

经济增长率，此时菲利普斯曲线垂 

直；虽然参数 在 10％置信水平 

下显著，但 。非常显著，所以通货 

膨胀率预期误差方程(3)右边显 

著不为零，通货膨胀率预期为适应 

① 由于初值选择问题。在迭代运算中为防止模拟结果中只出现局部极大值而非全局最大值，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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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预期；而在状态 1时，参数A 在 10％水平下也不显著， 和 却都显著，因此在状态l的估计结果同样 

近似表明菲利普斯曲线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而通货膨胀率预期为适应性预期。 

表2的结果还表明通货膨胀率预期方程(2)是非线性的，存在两个状态，均值都不显著，s =1状态 

为严格的单整过程：P =1；当具有s =0状态时，参数．p。=0．9652，预期方程为长久持续的自回归过程。 

这就意味着预期通货膨胀率过程同实际通货膨胀率过程(见表1)非常相近，均表现为一定程度持续性， 

并具有长期记忆性。 

预期通货膨胀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分别为状态空间区制转移模型的两种不可观测成分。在对模型 

参数进行极大似然估计时，我们还利用卡尔曼滤波分别得到了预期通货膨胀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时间 

序列估计值，见表3。在该表中，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计误差较 

大，随后逐渐调整到正常水平，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结果。 

表3 1990年1月至2004年l2月中国预期通货膨胀率和潜在同比GDP增长率 

199o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月 一o．0457 o．0002 o．00l4 o．0526 o，0224 0．0843 o．0834 o．2029 0．1783 o．2083 o．2092 o．2205 

2月 一0．006l o．ooo4 一o．oo15 o．0617 o．0204 o．0883 o．0887 0．20l6 0．1993 o．2094 o．192 o．2l99 

3月 一0．0043 0．0o0B 一0．0033 0．0652 0．0203 0．092 o．1O25 o．1989 0．1914 o．2106 o．18l o．219 

4月 一o．0024 o．oo1 一o．OO84 o．0764 o．0383 o．0946 o．0965 o．199l 0．1897 o．2087 o．1743 o．2235 

5月 一0，0o6l O．00l3 0．0054 0．06B丑 o．o144 o．0972 o．1O84 o．1983 0．1919 o．2078 0．1703 0．2268 

6月 一0．02l6 0．00l8 o．o12 o．0704 o．Ol56 o．1001 O．1187 o．1973 0．2063 o．21o3 o．1493 0．23 

7月 -0．02l6 0．002l 0．0l46 0．07l8 0．0204 o．1O7l o．1294 o．1967 o．22O5 o．2152 o．1343 o．2321 

8月 一o．0076 o．oo24 o．0164 o．0733 o．0306 o．1342 o．1319 o．1959 o．2383 o．2175 o．1123 o．234 

9月 一o．0023 o．0045 0．0l24 0．o75 0．0499 0．1506 o．131l o．1936 o．2535 o．2179 o．0993 o．2357 

10月 0．0006 O．0086 o．0154 o．0767 o．058 o．18o8 o．1265 o．1997 o．2476 o．219 o．0883 o．2338 

l1月 o．oo99 o．o208 0．0ll6 o．0795 o．0625 o．1934 o．1534 o．2034 o．2434 o．2205 o．0793 o．2321 

l2月 0．0o89 0．o4o1 0．o142 o．o912 o．06B5 0．2024 o．1553 o．2o7l o．2227 o．2219 o．0683 o．2304 

o．0574 o．2318 o．0264 o．2214 

o．o6o4 o．2332 o．0237 o．2179 

o．O655 0．235 0．0l 0．2094 

0．O67l 

0．065 

0．0659 

o．0566 

o．0555 

o．052 

o．2418 o．oo14 o．2054 

o．2529 o．oo21 o．1761 

0．2609 o．0076 o．1439 

o．2377 o．0076 o．1368 

0．2275 —0．0003 o．1348 

o．2144 —0．00l2 o．1333 

o．0378 o．2321 一o．oo44 o．1225 

0．0365 0．228l 一0．00髓 0．11l9 

o．0374 o．224 一o．Ol69 o．103 

说明：表中左侧为预期通货膨胀率，r：，右侧为潜在经济增长率。。 

通过Hamilton(1989、1990)的Markov区制转移滤波技术和Kim(1998)关于状态空间区制转移模型 

近似算法，我们还获得了本文模型系统的各状态滤子概率Pr(s l )、平滑概率t'r(s l )，这两种概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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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了在t时刻事件状态0或1发生的可能性。图2和图3给出了状态s =0和状态s =1的平滑概率图。 

图2 状态s =0的平滑概率 图3 状态8。=1的平滑概率 

(四)估计结果分析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已经得到了预期通货膨胀率、潜在经济增长率、平滑概率等重要时间序列的数 

据，以及状态空间模型的参数估计，通过这些数据我们相应得到通货膨胀预期误差、产出缺口等数据。然 

后，我们将利用这些数据来详细分析 1990年1月至2004年 12月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与物价水平之间 

的关系或“产出一物价”类型的菲利普斯曲线，并分析中国通货膨胀预期的具体过程。 

圉4 通货膨胀预期误差和状态s．=1平滑概率 图5 通货膨胀预期误差与产出缺口 

首先，图2和图3描述了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动态过程。在图中，预期通货膨胀率可分成两个状态，即 

高通货膨胀预期和低通货膨胀预期，图3表明低通货膨胀预期分别在1991年前后、1993年前后、1994年 

初、1997年初至2003年末和2004年末出现，图2表明其他时间表现为高通货膨胀预期。值得注意的是 

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下半年，中国粮价上升和投资高涨驱动物价迅猛上涨，并引致居民消费、商品零 

售价格水平大幅度上升，而表2表明此时中国通货膨胀预期也相应攀升至高通货膨胀预期区制。 

其次，我们来考虑通货膨胀预期误差的情况。图4为通货膨胀预期误差(实线部分)和预期状态s = 

l时的平滑概率(虚线部分)，此图表明从 1990至1997年上半年中国通货膨胀预期误差相对较高，然后 

从1997年下半年至2003年下半年预期误差相对较低，再从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下半年的一年中预 

期误差又相对较高，最后2004年底几个月预期误差又返回低值点，而状态s =l的平滑概率分别与同时 

刻通货膨胀预期误差的低值点一一对应。根据参数估计后的方程(3)， 孑不显著而 、 显著，并且预 

期误差在时间轴上表现为高均值水平， =0的时刻内通货膨胀预期为适应性预期；同样也表明通货膨 

世界经济· 2006年第6期 ·10· 



刘金全 金春雨 郑挺国 

胀预期误差在s =1状态时为低均值水平的通货膨胀预期误差，而且通货膨胀预期为适应性预期。 

图6 通货膨胀预期误差和产出缺口散点图 

最后，我们考虑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 

预期误差的关系。图4表明中国从 1997 

年上半年开始至2003年下半年，特别是 

在2000至2003年这一段时间内，产出缺 

口较低或波动幅度很小，而在 1997年以 

前，中国经济产出缺口波动幅度较大，在 

2Oo4年前后这种产出缺I：1波动幅度增大 

的趋势又一次产生。我们可以看到产出 

缺H波动幅度的变化对应着通货膨胀预 

期误差水平的变化，在产出缺口波动幅度 

较低时通货膨胀预期误差处于低值水平， 

在产出缺口波动幅度较大时通货膨胀预 

期误差处于高值水平。我们把图5的形式变化成图6，得到了关于通货膨胀预期误差和产出缺口的散点 

图，横轴表示产出缺H，竖轴表示通货膨胀预期误差。我们发现菲利普斯曲线为非常相近的一些点集组 

成，这些点可以分成两种点聚类，其一为围绕点 (O，O．O2)周围的密集点区域，其二为平行于水平轴直线 

7r一7r =0．033的疏松区域，以上的分析表明这些点在统计上都落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范畴。菲利普 

斯曲线方程(6)扰动项77 的方差有两个状态，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方差 5和 j在5％显著性水平下均非 

常显著，在区制O时方差较大而区制1时较小，这种情况完全反映在该图中直线区域离差较大而密集点 

区域离差较小的事实。因此，我们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的情况与其说或为长 

期或为短期，不如说是在长期水平下的不同波动聚类过程，即高波动区制和低波动区制。回到图5，我们 

可以很容易地验证中国1997年之前产出缺口剧烈波动的事实。 

四 基本结论和中国菲利普斯曲线启示 

本文选择中国实际同比GDP增长率和实际通货膨胀率为研究对象，在状态空间转移模型的计算结 

果中分析了中国通货膨胀率预期、实际产出缺口以及菲利普斯曲线形态等实际特征，并得出以下基本结 

论： 

I．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实际通货膨胀率均由不同区制的动态过程生成。通过内生性结构变化的Mark— 

ov区制转移模型，我们发现实际通货膨胀率由高通货膨胀区制和低通货膨胀区制组成(见表 1)，而预期 

通货膨胀率也由高通货膨胀预期区制和低通货膨胀预期区制组成。这种内生性结构变化由Markov区制 

转移的滤子概率或平滑概率度量，我们已将实际和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不同区制分离出来(图2和图3)。 

2．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主要表现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根据状态空间模型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 

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预期误差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菲利普斯曲线倾斜的可能性不显著，通过 

假设检验，我们无法拒绝存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原假设。 

3．通货膨胀预期呈现不同的适应性预期，而非理性预期。假设存在理性预期，本文结果表明通货膨 

胀率预期误差方程中预期误差显著不为零，即参数估计结果拒绝了理性预期的原假设，接受存在两种不 

同适应性预期的备选假设。检验结果还发现中国通货膨胀率预期误差总是在较为固定的两个水平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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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近似零方差的波动，这意味着预期通货膨胀率始终与实际通货膨胀率变化保持两种比较一致的差 

值。 

4．中国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存在不同的波动性区制，而非短期内频繁地变化。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发 

现菲利普斯曲线是由一些围绕固定中心的点集组成，这意味着中国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而是可以通过对应的波动性区制进行聚类。在此基础上，我们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即中国的 

菲利普斯曲线是长期水平下不同波动性的聚类过程，即高波动区制和低波动区制的聚类。随着经济数据 

的进一步丰富，该结论的稳健性尚待进一步验证。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不存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意义上的直接联系，而存在 

着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下经济增长波动性与通货膨胀波动性之间的紧密联系。该结论带来的启示是：在持 

续7年(1996～2003年)的“软着陆”和6年(1997—2003年)的轻微通货紧缩后，中国经济增长率和通货 

膨胀率都表现一定的回升势头，但这种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不是来源于通货膨胀率的提高或物价的上涨， 

相反通货膨胀率波动性的增加可能是经济产出波动加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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