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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加入 WTO 大大加快 了其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为说明对外贸易与中国经济 

增长的关系以及加入 WTO以后的变化，本文利用可变参数模型(Time—varying Parameter Mode1) 

对中国开放经济下的乘数进行测算。结果表明，近年来特别是加入 WTO后，开放经济乘数减小幅 

度较大，表明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内需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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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显示，2002年中国出口 

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5．1％，居世界第 5 

位。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首要目标是保持经济 

高速增长并提高人民收人水平，对外贸易能否促 

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达成共识。在经 

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 的新形势下 ，对外贸易与 

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究竟如何?加人wTO以后 

这种关系有何变化?本文通过开放经济下乘数效 

应的计算，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定量的动态分析。 

2O世纪 5O至 6O年代，对于刚刚赢得主权的 

国家，实现工业化最合理的方式便是限制国内可 

以生产的制成品的进口，鼓励国内生产并出口创 

汇，同时进口工业化急需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但 

由于存在外部性问题 ，即企业耗费大量成本进行 

创新开发出来的技术可能被别的企业迅速以低成 

本加以利用，因此企图通过高关税保护国内企业 

并最终赶上国外产品的生产技术水平是很困难 

的，而且内向型政策也导致国内产生了大量的贸 

易赤字和财政赤字(Baldwin，2003)。20世纪 6O 

年代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主张出口导向，即通过 

大量出口具有 比较优势 的产品拉动本国经济增 

长，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学家对贸易和经济增长关 

系的经验分析表明，出口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有 

较强的正相关性 (Balassa，1978)。出口拉动经济 

增长可以乘数理论来阐述，即出口增加导致出口 

企业收人增加 ，从而引发一轮轮的消费需求 ，最终 

使得总收人产生数倍 于最初 出口的增加 ，要素禀 

赋理论、新贸易理论等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加以阐 

述。出口导向战略使亚洲一些国家(地区)创造了 

经济发展的奇迹，2O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增长文 

献对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 

析，对开放度和高经济增长率相关基本达成共识。 

但近年来，这种观点又受到质疑和批判(Rodriguez 

and Rodrik，1999)，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出口导向 

战略的缺陷，即经济发展对国外市场严重依赖，使本 

国经济受国际市场波动牵制，一旦世界市场出现不 

利变化，很可能会使经济陷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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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已经得 

到学者广泛关注并进行大量研究。许多学者利用 

各种方法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有 

些学者认为在短期 中实际出 口增长对实际 GDP 

增长有很强的作用 ，而长期 中并不显著(赵陵等， 

2001)，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不显著(包 

群，2003)等。本文采用可变参数模型，利用卡尔曼 

滤波 (Kalman Filter)方法 基 于状 态 空 间模 型 

(state space mode1)测算近年来中国开放经济乘 

数的变化，以分析出口驱动经济增长能力的动态 

变化和加入 WTO的影响。本文第二部分对计算 

方法进行简要介绍，第三部分测算了近年来中国 

对外贸易乘数的变化并且对其大小和波动进行了 

分析，最后得出近年来外需驱动经济增长的能力 

有所减弱，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内 

需扩大的结论。 

二 可变参数模型的状态空间表示 

在一般的计量经济模型中，通常都假定在所 

研究的样本区间内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是既 

定的，即不随时间变化，因而使用 OLS等固定参 

数的方法来计算，得到的系数是所研究的经济变 

量之间在样本区间的平均影响关系。然而中国改 

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O世纪 9O年代以来，经济结 

构发生变化，以往不变系数的计量模型不能表现 

这种变化，因此本文采用了可变参数模型，求出模 

型中解释变量(自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因变量)在 

样本区间内不同时间点上的动态影响。本文经验 

分析所建立的计量模型是利用状态空间模型 

(Harvey，1999；Hamilton，1994)构造的可变参 

数模型。 

量测方程 ：Y 一z 口+z + (1) 

状态方程 ：fl,一 一 + (2) 

／／0＼ ／d 0¨ 

f) ～Ⅳ【【o J，【o R J J ，⋯ 
在(1)式 中z 是具有固定系数 a的解释变量 

的集合，z，是有随机系数的解释变量集合，随机 

系数向量 是状态向量，称为可变参数。 是不 

可观测变量，必须利用可观测变量 Y 和 五来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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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如果 Y 和z 是季度时间序列，其中包含季节 

变动要素，还应从中剔除季节变动要素。在(2)式 

中假定参数 的变动服从于 AR(1)模型。 和 It 

分别是量测方程和状态方程的扰动项 ，根据(3)式 

和 It是相互独立的，且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 d 

和协方差矩阵为 R的正态分布。利用状态空间方 

法建立可变参数模型的计算方法比较复杂，详细 

的介绍可参见董文权、高铁梅等(1998)第 11章。 

三 中国开放经济乘数的动态分析 

(一)开放经济乘数 

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中经常使用乘数理论， 

下面假设 y表示总收入，YD表示可支配收入，即 

居民户的收入扣除向政府纳税(TA)再加上其得 

到的政府转移支付(丁R)的净收入： 

YD—y一丁 +丁R (4) 

设税 收在收入 中所 占的 比例 为 t，则 TA— 

fy，假定消费为可支配收入的线性函数： 

C一一C+cYD=一C+c丁R+c(1一f)y一 +c(1 

一 t)Y (5) 

式中 是 自发消费 ，C是边际消费倾 向， 一 

+c丁R。 

用 X表示出口，M 表示进 口，并假定进口为 

收入的线性函数 ： 

M 一一M + ×Y (6) 

其中，M、m分别表示自发进口和边际进口倾 

向。 

开放经济条件下，总需求由消费c、投资 、 

政府购买 G和净出口( —M)4部分构成，当总 

收入等于总需求即经济实现均衡时： 

Y—C+ I+ G+ ( —M )一一A+C(1一 f)y+ 

+G+X一 一 y (7) 

假定 、G保持不变，当出口 增加 AX时， 

首先国民收入增加了AX，通过边际消费倾向C带 

来了引致消费支出 f(1一t)AX，继而带来国民收 

入增加 C(1一t)AX，但通过边际进 口倾向对国内 

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将减少 mAX，因此第二轮国民 

收入增量为[c(1--t)一 ]△ 。然后再带来第三轮 

的引致支出r-c(1--t)一m-12zSX，这样的过程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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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将使国民收入依次增加 c(1一f)一 ] AX、 

c(1一f)一 ]。AX⋯⋯，我们把由出 口增量带来 

的国民收人依次增加用下面的式子描述出来，即： 

Ay—AX+ c(1一f)一mJAX+ c(1一f)一 

] AXK=(1+(c(1一f)一 )+(c(1一t)一 ) 

+A)nx (8) 

则 ： 

1 

△y一『二 万  △ 

我们引进记号 k 表示开放经济乘数(霍尔、 

泰勒 ，2000，中译本)，则 ： 

1 

kx--F  (9) 

以上推导可以看出开放经济乘数是长期乘 

数，即由一个均衡运动到另一个均衡时，出口增加 

或减少最终带动 GDP增加或减少最初出口增量 

的倍数，其大小反映了出口驱动经济增长的能力。 

当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只是政府购买增加 

AG时，通过上述乘数的推导过程可以看出，总收 

入将增加kJXG，因此开放经济乘数也是开放经济 

条件下的政府购买乘数。如果不考虑进出口贸易， 

封闭经济条件下政府购买增加带动的收入增加将 

只是带动消费需求的一轮轮增加，而不存在进口 

需求增加对总收入增加的削弱，此时政府购买增 

加 1单位，带动总收入的最终增加称为封闭经济 

乘数，以k表示，则： 

志一 (10) 

上述的开放经济乘数是在边际消费倾向C、 

宏观税率 t、边际进口倾向 是常量的情况下推 

导的，可实际上这些量都随时间而变化，因此，下 

面计算随时间变化的边际消费倾向 和边际进 

口倾向％，从而求出动态的封闭经济乘数k 和开 

放经济乘数k⋯ 

(二)动态的边际消费倾向 

Ct一 × (1一t )×GDP 

一 1．007×Ct--1① 

(52．4)② 

对数似然值=一252．66 

Akaike信息准则 一14．09 

Schwarz准则一14．23 

Hannan—Quinn准则一14．1⑧ 

式中 C 是季 度居 民消费④，GDP 是名义季 

度国民生产总值，C 为变参数序列，代表边际消费 

倾向，宏观税率 t 为税收总额除以GDP 。从边际 

消费倾 向C 的曲线图(图 1)可以看到 1995年 以 

来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 向在 0．46～0．62之间变 

动，即可支配收入每增加 100亿元，将有 46～62 

亿元被用于居民消费，并且呈逐年上升之势。 

994 l995 l996 l997 l998 I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图 1 边际消费倾 向C 

2O世纪 9O年代前的中国仍然处于卖方市 

场，虽然居 民收入水平增幅较大，但商品供给有 

限，而且当时的利息率较高，因而居民收入更加倾 

向于储蓄增值而不是立即消费。I994年中国开始 

了全面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随着国有企业体 

制改革的推进和大量非国有企业的兴起壮大，国 

内商品市场日益繁荣，使得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 

的部分增加，因而边际消费倾向逐年增加。 

① 对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 ADF检验 ，结果表 明残差序列 

平稳 ，本文后面的方程都进行了同样的检验，不再说明。 

② 方程系数下括号内数据为系数的 t统计量，以下同。 

③ Akaike信息准则 、Schwarz准则、Hannan—Quinn准则是 

对模型进行选择时参照的统计量，以下同。 

④ 本文所采用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和国 

家统计局《经济景气统计 月报 》，数据 区间为 l994年 l季度至 

2003年 l季度 ，所采用 的数据均做了季节调整，以下不再说 明。 

由于没有居民消费的季度数据，仅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季度 

数据 ，本文根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年度数据 占居民消费的年 

度数据的比例，利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季度数据估算 出季度 

的居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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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以来 ，中央银行不断降低利息率，并 

实行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扩张政策，中国的居民边 

际消费倾向 1996～2001年一直呈小幅上升的局 

面，这是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消费、拉动需求所产生 

的积极效果。2001年 11月中国加入WTO后，关 

税逐渐降低，进口商品如汽车等价格下降，尤其是 

中国近年来对消费信贷的扶持力度逐渐加大， 

2002年 3季度至 2003年 1季度边际消费倾 向由 

0．57大幅增加到 0．62。 

由(1O)式计算得到动态的封闭经济乘数 k 一 

1／(卜一c (1一tt))，如图 2所示。可以看出，在不考 

虑对外贸易的封闭经济下，乘数在 1．87～2．62之 

间。2003年1季度乘数值为2．62，此时政府支出 

增加 1OO亿元，将带动GDP增加 262亿元。中国 

居民长期节俭的习惯使边际消费倾向比美国等发 

达国家小①，因此乘数虽有增加但还是较小，这增 

加了中国扩大内需的难度。 

图 2 封闭经济乘数 k 

图 3 边际进口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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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态的边际进 口倾 向 

为计算开放经济乘数，需要计算边际进口倾 

向，即总收入增加 1单位，用于进口的份额。利用 

如下模型计算得到边际进口倾向序列，见图3。 

一  ×GDP 

t一 1．01× c 1 

(179) 

对数似然值一一247 

Akaike信息准则一13．78 

Schwarz准则一13．92 

Hannan—Quinn准则一13．79 

边际进 口倾 向 大致在 0．143～O．284之间 

波动 ，即在我们考察的样本区间内，GDP每增加 

1OO亿元，从国外部门进口增加在不同时问点上， 

在 14．3～28．4亿元之间变动。 

从改革开放到 9O年代初，对于很多耐用消费 

品，进口商品成为人们的首选目标。然而 1994 

1998年，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率变慢，收入增 

幅下降使得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减少。更为重要的 

是，国内开始涌现大量质量较好但价格低于进口 

商品的替代品，因此边际进口倾向逐年减小。1994 

年 1月 1日，人 民币汇率实现了官方牌价与外汇 

调剂价格的统一并轨，确立了以市场供需为基础 

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由并轨前 

的 5．76元人民币／美元 ，贬值为 8．62元人民币／ 

美元，贬值幅度高达 49 。这样，进口商品的价格 

陡然升高，使人们对进口商品的需求降低，因而， 

从 1994年开始边际进口倾向呈现下降趋势。至 

1998年 3季度边际进口倾向达到最低点 0．143， 

加上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经济不景 

气，使得当年进口总额较上年减少 21．3亿美元。 

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我们周边 

一 些国家货币纷纷贬值，为防止金融危机可能蔓 

延扩散到世界范围，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 

这样国外商品价格相对降低。同时，中国在外需不 

振的情况下采取了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启动 

国内消费和投资，这使得在边际消费倾向提高的 

① 多恩布什等利用美国 1959～1991年的年度数据计算出 

边际消费倾向为 0．92，远远高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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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进口商品的需求有所增加，1998年 3季 

度后边际进口倾向开始转而上升。从 2000年 2季 

度开始边际进口倾向进入稳定的平台，由于 2000 

年国内经济增长迅猛 ，当年进 口总额达到 2250．9 

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 35．8 。 

中国加入 WTO后 ，由于进 口限制减少、关税 

降低等因素，进口商品价格进一步降低，因此对进 

口商品的需求上升。2002年 中国全年进 口额达 

2952．2亿美元 ，同比增长由 2001年的 8．2 上升 

为21．2 ，2003年 1季度进口达 873．4亿美元， 

同比增长高达 52 ，如图 3所示，边际进口倾向 

从 2001年 4季度开始大幅增加至 2003年 1季度 

的0．284。 

中国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外商投资规模不断 

扩大，2002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而成为全球最大 

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吸引外资527亿美元，其 

中很多外企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从事来料加 

工，因此利用外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迅猛增 

加也增加了进 口数量。 

(四)动态的开放经济乘数 

由(9)式可以计算得到动态的开放经济乘数 

k =1／(1— (1一 )+ )。从 图 4可以看出开放 

经济乘数值在 1．34～1．64之间波动。 

图 4 开放经济乘数 k 

开放经济乘数的大小和波动主要取决于边际 

消费倾 向和边际进 13倾 向，边际消费倾 向的增加 

将使乘数增加，边际进口倾向的增加使开放经济 

乘数发生反方向的变动。1994年人民币贬值降低 

了边际进13倾向，从而乘数增加，单位出13对经济 

增长产生 了更大的拉动作用，因此 ，1994～1998 

年乘数总的来说是逐渐上升的。人民币贬值还使 

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出口 

和乘数的同时增加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较 

大的贡献。 

中国近年扩大内需的政策使边际消费倾向逐 

年上升，乘数本来应该上升，然而由于边际进口倾 

向上升较大 ，尤其中国加入 WTO以后 ，进口增加 

较快，2003年 1月份甚至出现贸易逆差 12．5亿 

美元，因此，开放经济乘数 由 2001年 4季度的 

1．58降低到 2003年 1季度的 1．5。也就是说，随 

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和进口总额的超 

常增长，单位出口的增加带动GDP增加的能力在 

逐渐减小。当然，2003年 1季度进 口猛增有其特 

定原因：由于人们对关税税率下调的预期，对汽车 

等很多进口商品的购买推迟到了 2003年，原油价 

格的上升和大量购买也是出现逆差的重要因素。 

随着人世效应的逐步释放，边际进口倾向将趋于 

稳定，预计不会出现持续的贸易逆差。但是可以看 

出利用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逐渐下降， 

因此，扩大内需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仍将是当前 

和今后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对于经济增长来说 ，对外贸易是一柄双刃剑 ， 

一 方面，出口快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强 

劲动力；但另一方面，进口也随着经济增长、人均 

收入的提高逐年上升，并且进口倾向有增大之势， 

使开放经济乘数减小，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 

乘数效应减小。为考察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条件 

下政府支出等的变化对GDP影响程度的差别，构 

造如下指标 ： 

一1OO×(五 ——五 )／五 

当只考虑封闭经济体系时，政府支出等外生 

变量的增加将会使GDP增加k倍，而开放经济下 

GDP增加 k 倍。因此， 衡量了运用财政政策手 

段使 GDP增加时，进口的增加对 GDP的减缩份 

额。图 5表明，这种削弱较大 ，在 23．3 ～42．7 

之间波动。从中可以看出，从 2002年 2季度开始 

大幅增加，2003年 1季度达到最大值 42．7 。 

这可以反映出中国在加入 WTO之后 ，利用增加 

政府支出拉动经济增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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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可变参数模型估算中国开放经济乘数 

很大的抑制。1998年以来，为了遏止通货紧缩，政 

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发行了大量的长期建 

设债券，大力进行公共工程建设，1998~2002年5 

年期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6600亿元。积极的 

财政政策是中国近年来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 

需求不足采取的应对措施，对中国促进经济增长、 

抵御亚洲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放缓的不利影响， 

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我们计算的结果表明， 

由于开放经济乘数的下降，增加政府支出的扩张 

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逐渐减 

弱。这几年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伴随着更高的投 

资增长率：2002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6．1 9／5，2003年 1季度外商直接投资和房地产投 

资同比分别增长56．7 和34 。持续的扩张性财 

政政策已经使中国财政赤字逐年提高，2002年的 

财政赤字达 3 098亿元，赤字率(财政赤字／GDP) 

为3．025 ，达到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3 ，继续 

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空间很小。 

图 5 进 口对乘数削弱的程度 

四 结论 

中国出 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和加入 

WTO以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变化 

是本文旨在研究的主要问题。通过计算分析得出 

如下结论：(1)边际进 口倾 向在 0．14～O．284之间 

波动，人民币升(贬)值使边际进 口倾向提高(降 

低)，加入 wTO后进口需求大幅增加，2003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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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边际进 口倾 向达到最大值 0．284；(2)开放经 

济乘数在 1．34～1．64之间波动，边际进口倾向增 

加使开放经济乘数减小，2003年 1季度为 1．5，近 

年来尤其加入WTO后呈现下降趋势，表明外需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 

改革开放以来，出口一直被作为驱动经济增 

长的重要方面并取得了很大成效。加入 WTO后 ， 

进口大量增加，从而降低了开放经济乘数。通过对 

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越来越有限，保持经 

济快速增长应该更加依靠内需的扩大。近几年，为 

扩大内需中国政府一直坚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 

大背景下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表明扩大 

内需的政策是有效的。但由于增加政府支出的积 

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扩张作用逐渐减弱，因 

此今后应将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促进经济系统的 

内生增长机制的形成上，尤其是依靠国内消费需 

求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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