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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利鲁斯曲孩在中＠径济中的实证研究
基千产出缺口的分析

钱宥妮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089)

摘 要：文章着重检验了我国经济中的基于产出缺口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存在性。 文
章首先将实际产出分解成不可观测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设定它们服从一个简单的向量
自回归过程，再运用卡尔曼滤波技术估计出我国1952~2002年的实际产出，从而得到产
出缺口的估计值。然后以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率的带后值作力解释变量对通货膨胀率进
行回归，发现在我国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内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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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是失业率或其他衡量总量经济的变量与通货膨胀率

之间的关系，它为货币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最早的菲利普斯曲

线是由经济学家Phillips于1958提出的，他在题目为《1861-1957年英国失

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的文章中说明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

的负相关关系。 随后Samuelson和Solow(l960)用美国的数据表明了通货膨

胀和失业之间类似的负相关关系。 他们的推理是，这种关系的产生是因为低

失业与高需求相关。 这些经验研究引发了一场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长期讨

论。Friedman(1968)、Phelps(1969)、Lucas0972)、Fischer(1977)和Taylor

(1980)都质疑了由经验数据导出的菲利普斯曲线的稳定性。 从理论上来说，

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会受到经济微观主体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

由于经济中的个体对通货膨胀预期会不断变化，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

系也会随之改变，进而当期失业率与未来的通货膨胀之间也不会存在稳定和

系统的关系。 因此，随着宏观经济状况的改变，用观测到的历史数据推断的失

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作为对未来变量预测的有力依据。20世

纪70年代以后的滞胀现象打破菲利普斯曲线所表述的简单关系，印证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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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推论。 由于70年代以后经济环境相对于60年代的改变，失业率与通货

膨胀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消失了。 但仍有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失业率和未来通货

膨胀率之间存在某种经验关系，货币学派通过引入自然失业率（非加速通货膨

胀的失业率，NAIRU)、预期通货膨胀等概念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修正，又

被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的高增长、低通胀的现象所证伪。

对于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检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开展得非常充分，

有很多文章对不同时期以及不同修正后的菲利普斯曲线加以了详尽的讨论。

但在中国的经济运行环境下，菲利普斯曲线的经验论证经济学界还没有太多

涉及。 陈学彬(1996)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菲利普斯曲线进

行估计，结果表明我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形式的解释性较差；黎德福(2002)提出

了适千我国现状的二元经济下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在

1979~2000年我国的通货膨胀与城镇失业率的关系不显著，但与经济发展过

程中的核心一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性非常显著；张焕明(2003)通过引入

经济增长率作为反映经济周期性因素的变量，对我国1979~2000年的失业率

与通货膨胀率之间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了有别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的形式。

但是上述这些检验的有效性还是值得商榷的，原因在千在我国进行菲利

普斯曲线的实证检验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缺乏完整的失业统计资料。 由于

我国隐性失业的大量存在，以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全国失业率的替代指标必

然会导致巨大的估计误差。 本文选择了另一种西方学者普遍采用的菲利普斯

曲线形式一 —以产出缺口为基础的菲利普斯曲线作为检验对象，使用1952~

2002年的年度数据，利用卡尔曼滤波方法估计出我国的产出缺口，再检验我

国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释基于产出缺口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模型；

第三部分用卡尔曼滤波技术估计出我国1952~2002年的产出缺口；第四部分

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我国1952~2002年和1979~2002年两个时段中产

出缺口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基于产出缺口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模型表示

基千产出缺口的菲利普斯曲线(Output Gap-based Phillips Curves)将总
Y— y· 

供给与总需求通过价格P结合起来， 反映了市场供求的矛盾，即产出y• 

缺口（相对量）。 通货膨胀率六主要由它决定：

pt -Pi -1 Yi -1 — Yt.-l 
TC

t
= 

＝ Y pt-1 Y: -1 (1) 

其中： 7'C 为t-1期到t期的通货膨胀率，Y表示实际产出，Y
．

表示潜在产

出。 Y是通货膨胀率与实际产出对其潜在水平的偏离之间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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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程是没有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的一种变形。 理论上，如果上一期需

求Yt-1高千潜在产出时，存在使价格上涨的压力；如果上一期需求Y,-1低于

潜在产出时，存在使价格下跌的压力。 这样，Y应该是一个正常数。

经过Friedman0968)、Phelps0969)、Lucas0972)等人的拓展，形成了

达到基本共识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兀 一对＝Y
Y尸 I-Y1*— 1

Y卢 (2) 

其中，式为 t 期的预期通货膨胀率。 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表明，预期

通货膨胀率越高，实际通货膨胀率也越高。

现在的问题是，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讨如何确定？经济学家提出的预期机

制大致分为四种类型。 首先是静态预期，这种预期简单地把上一期的实际通

胀率看作为现期的预期通胀率，即讨＝兀－ 1 ；其次是外推型预期，设定预期通

胀率等于上期通胀率加上通胀变化趋势的一个修正值：对 — 亢1-l
＝ 入（兀－1-

兀－2 ）；第三是适应性预期，这种预期假设人民在形成对现期的预期通胀率时，

要考虑到上一期的预期误差，即式 一 穴巨＝入（兀－ 1 一 穴巨）；最后是理性预期，

即经济当事入会利用一切可得的信息对未来的经济变量做出准确 的判断：式

＝兀。 由于静态预期过于简单化，理性预期又缺乏现实性，所以普遍使用的是

外推型或适应性预期机制，或是把二者结合起来：式＝兀－ 1 ＋入凶兀－］ 一兀－2)+

入2 （兀－ 1 一 记－1) 。 这些预期假说都是依据对被预期的变量的过去数值来进行

预测，表现在模型中就是将通胀率的滞后值作为预期通胀率的替代表示，和产

出缺口一起用以解释通货膨胀率，具体形式如下：

兀＝ 2gn:1一 1+a
YI一1-Y凸

Y凸 十CI
i=l 

其中：亢t一为 t
一 1期的通货膨胀率心为均值为零的残差项。

(3)式将成为我们下面估计模型的基础。

三、产出缺口的估计

(3) 

对于产出缺口估计的关键是计算出潜在产出。 潜在产出一般是指，在非

加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现有的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所能实现的生产水平。 潜

在产出的估计方法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统计分解趋势法，另 一类是经济结构

关系估计法。 前者试图把时间序列分解为永久性成分和周期性成分，如线性

趋势法、BN分解法、卡尔曼滤波法、HP滤波法等；而后者则试图用经济理论

分离出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对产出的影响，典型的是生产函数法。

本文沿用第一类思路，假定产出序列 y应可以分解为不可见的趋势成分

（即潜在产出）T1 与周期成分Ct（即产出缺口），可观测的产出序列和不可观测

的趋势、周期成分序列可以近似地通过一个简单的向量自回归过程表示。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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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假定下，将VAR过程改写为状态空间(StateSpace)表示，再用卡尔曼滤波

(Kalman Filter)法计算出潜在产出的估计值。

具体模型如下：

观测方程表示了产出序列由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两部分构成：
yt

= m+Ct (4) 

设定不可见的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满足下面的向量自回归过程，可以视
作状态方程：

T, =T,-1 +1-L+e:1t (5) 

ct
＝丸C1一 1 十牡C.-2+e:2, (6) 

(5)式表示产出的长期趋势是一个带漂移的随机游走形式；（6）式以一个
AR(2)的形式描述了周期成分的波动特性。

方程(4) ～方程(6)可表示为如下状态空间 形式：
状态方程：

巨＝F气＋A+v,+1

观测方程：
yt

= Hi 
1 0 0 

其中忐 ＝ ［TI

1

＇，yt =y凸 ＝ ［ch, c2t,o] ＇

，F= [0丸中21,

0 1 0 

H=Cl 1)',A=(f-L O 0)。
关于残差特征的假定为：

E(v,叭）＝R= [ � �],E(v忠）＝0,T= l,2, … ,T,E(v忠）＝ 0 
0 6多

本文经验分析使用的是1952~2002年的年度数据气以实际国内生产
总值(GDP)的自然对数作为实际产出y1 的指标值。通过卡尔曼滤波算法，运
用Eviews软件估计结果见表1:

表1 状态空间系统的参数估计

参数 估计值 标准差 P值
µ 0.079410· 0.03042 0.0090 
<J2 i 0.000096 0.00190 0.9597 
6

？ 
; 0.008041 餐 0.00328 0.0143 

剌 1. 009239' 0. 11807 0.0000 
中2 -0. 118702 * . 0.05910 0.0446 

AIC —1. 174294 
最大似然值 34. 94450

S印 -0. 984899

注： ＊ ＊和＊分别表示在95％和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接下来要验证给定这些参数值模型所生成的序列是否是平稳的。因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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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程(6)进行稳定性测试，即要求多项式 入2 _中从—中2
= 0的特征根都小于

1。 将估计结果代人次 — l.009239入十0. 118702=0，其特征根为0. 87332和

0. 13592，均小于1，说明系统稳定。 基于此，根据卡尔曼滤波平滑(Smoothed)

推断的方法，可以得出状态变量1、1 和Ct ，即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的估计值。

得到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关系如图1所示。 潜在产出T大致是一条平滑

的直线 ，反应了产出的长期趋势，而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偏离可以理解为周

期性因索C的影响，也正是产出缺口之所在。

靡：
8 

6 

。

年度
l -—-y .. T 

图1 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

四、我国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有了产出缺口的估计值，就可以对基于产出缺口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 实

证分析。 基千前面推导的 (3)式，传统的实证检验方式是以通货膨胀的 滞后

值、产出缺口 以及供给冲击作为解释变量，回归分析它们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

系。 一般选取进口平减指数作为衡量供给冲击大小的指标，但由于中国缺乏

这方面的数据，我们 在此假设不存在供给冲击。 因此，估计模型可以化简为

(7)式：

显＝ a+ 归心pt一 ，十巩－1 ＋ CI 
1=] 

(7) 

其中：P！为t期价格水平的自然对数值，Ap1为通货膨胀程度。 由千我国

在 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有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的统计资料，因此这

里我们选取的是 1952�2002年的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代表价格水平。 根据赤

池准则(AIC)与施瓦茨准则(SBC)确定滞后阶数， 得到回归结果如下：

t:,,p, =0. 0143+0. 8474!:::,.p,一 I -0. 3185!:::,.p,-2 +o. 0406y,-1 +e, 

(2.06) (6.06) (—2. 29) (1. 25) 

注：（）中为t值。

回归方程的R2 为0. 5082, Durbin's t统计量为l. 6204，在5％的置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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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下认为残差不存在自相关现象。

从以上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产出缺口的系数估计值并未通过t检验，
说明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从散点图中通货膨胀率与产
出缺口之间杂乱无章的表现中亦反映了这样的关系 。也就是说，从实证检验

的结果来看，中国经济在1952�2002年这段时期内菲利普斯曲线所表示的关

系是不成立的。这也印证了理论上推断的长期内菲利普斯曲线并不稳定的说
法。

甘。

产
出
缺
口

一 0.125 

通货膨胀

图2 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散点图

分析其中的原因，应该是多 方面的。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 是，我国从
1952�2002年的50 多年中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
经济体制，物价由国家统一规定，通货膨胀率不仅仅受到供求的变化。而且，

在物价被规定的前提下，人们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是稳定而简单的。随着改

革开放，经济环境变化迅速，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机制也可能随之改变。

因此，改革开放前后的模型可能是不一致的。所以我们将样本量缩小至改革

开放后 1979�2002年的24个观测点，进行如上的回归分析：
l:::i.p, =O. 0237 +o. 96461:::i.p,-1 -0. 42411:::i.P,-z —0. 0555y,-1 +e, 

(1. 82) （4. 82) （ —2.089) (—0. 61) 

注：（）中为t值。

回归方程的R2 为0.5583, Durbin's t统计量为 o.7271 ，在5％的置信水

平下认为残差不存在自相关现象。

回归的结果显示出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仍然没有显著关系，这说明

1979年以后在中国经济运行环境下，菲利普斯曲线仍不成立。但是还应该注

意到的是，从改革开放到 1992年这段时期是我国价格走向市场化的时期，价

格转轨过程诸多 不确定性因素对通货膨胀率以及经济环境剧变对人们通货膨

胀率的预期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92年以后，随着价格形成的市场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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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供求关系在价格形成过程中越来越发挥出基础性的作用，到 1994年，我国

市场调节价的 生产资料比重达到了 77. 9%，农副产品比重为 78. 6%，零售商

品比重为 88.8% 。 这个时候价格水平的波动才能较真实 地反映出供求的变

化。 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才可能体现得比较明显。 但 1994~

2002 年的观测点太少，进行回归 分析的结果是不可靠的，因此我们不作做

分析。

五、结 论

关千菲利普斯曲线的讨论由来已久。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各国的经验数

据几乎都证实了它 的正确性，但是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滞胀现象，以及 90 年

代美国新经济中低通胀、高增长现象的出现，使得人们对于菲利普斯曲线的稳

定性表示了怀疑。 本文使用我国建国以后 1952~2002 年的年度数据，将实际

产出分解成不可观测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设定它们服从一个简单的向量自

回归过程，再运用卡尔曼滤波技术估计出我国 1952~2002 年的实际产出，从

而得到产出缺口的估计值，在此基础上对基于产出缺口的菲利普斯曲线形式

进行了验证，肯定地回答了一些经济学家对菲利普斯曲线稳定性的怀疑：随着

经济环境的变化，在长期内，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不存在的。 使用 1979~

2002 年的数据也得到同样的结论。 因此，作者认为，鉴于 在我国经济中菲利

普斯曲线的不稳定性，基于菲利普斯曲线的内容而制定货币政策来影响经济、

控制长期的通货膨胀率的策略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在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的存在性还不明确。 尤其是 1994 年

以后，中国基 本完成价格转轨，市场价格能够比较有效地反映供求，由于数据

的缺乏，对此后的分析本文没能展开，在以后的 研究中还需作进一步的讨论。

另外，注意到文中两次回归的可决系数R2 都 不高，说明还有些因素未被考虑

进模型，比如在国外实证分析中经常要考虑的供给冲击和生产效率变化的因

素，以及在中国经济中特有的因素，它们对于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是否显著也

是值得研究的。

注释：
Oyt是Yt的自然对数值。
＠本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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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Test of Phillips Curves in China 

QIAN You-ni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est.Sthe output gap-based Phillips Curves, using 

data in China from 1952 to 2002. I first estimate the unobserved potential 

output by Kalman Filter technique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real output 

飞can be decomposed into trend and cycle output, which are modeled in a state 

-space representation derived from a vector autoregressive (VAR) process.

Then a regress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between inflation rate and output

gap, which indicates that Phillips Curves can not hold in the long run in Chi

na.

Key words: Phillips Curves; output gap; Kalman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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