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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商业周期：理论、检验与争议

龚 刚!

摘 要 围绕实际商业周期所展开的研究涉及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

经济学家们对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认识。与此同时，它也反映了经济学两大流

派，即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学派之间的争论。本文试图从9:;理论的产生背景

说起，系统地为读者介绍9:;的理论体系以及求解和检验9:;模型时所使用

的一些技术。与此同时，我们也将揭示9:;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和引发的争论，

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未来9:;和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实际商业周期，随机动态优化，校正法

一、引 言

实际商业周期（<1+-=64,01448>8-14，9:;）是现代新古典（?1@;-+44,)
8+-4）宏观经济学的核心。该理论从产生到发展已有二十多年。在过去的二十

多年内，它无疑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最为主要的研究热点之一。围绕实际商

业周期（9:;）所展开的研究和争论可以经常不断地见诸于各主要的经济学

杂志上。而对于（9:;）理论的介绍也已成为西方一流大学高级宏观经济学

研究生课程的必备内容。

所谓实际商业周期，顾名思义，是指由经济的实际成分（与货币成分相

对应）所造成的经济波动。!而实际商业周期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指经济的波动

主要来源于经济中实际成分所产生的干扰和冲击，其中最主要的冲击是指技

术冲击。

需要强调的是，围绕9:;理论所展开的研究和争论的意义绝非仅限于澄

清经济波动（或者商业周期）的原因。事实上，它涉及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

法和经济学家们对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认识。与此同时，它也反映了经济学

的两大流派，凯恩斯学派（A1>014,+04）和新古典学派（01/8-+44,8+-4）之间的

争论。

本文试图从9:;理论的产生背景说起，系统地为读者介绍一下9:;的理

论体系以及求解和检验9:;模型时所使用的一些技术。与此同时，我们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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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和引发的争论，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未来!"#和宏

观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可能发展方向。

二、现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产生

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长期以来存在着两大主要学派：

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学派。新古典学派奉行的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主张

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凯恩斯学派则更强调具有政府调节和干预的市场经

济。

两大学派在政策主张上的矛盾显然来自于它们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不同理

解。在方法论上，新古典学派传统上注重于在微观层次上对经济人个体行为

的研究，而凯恩斯学派则更关心宏观经济问题。正是这种方法论上的侧重点

不同，使得它们在经济学研究的某一阶段被当时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学者

们结合起来，形成了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0%*+*）。新古典综

合派将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综合起来，形成一套从微

观到宏观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可以被看成是新

古典综合派思想的集大成。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现在（包括在中国），许多

本科生的教材体系仍然沿用着这一思路。

然而，无论如何，这种结合总让人感觉不妥。事实上，它们是两种截然

不同，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互相冲击的理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不可能

建立在新古典的微观基础上；与此同时，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中的许多行为方

程（如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等）并没有像微观经济学中的分析那样，从经济

人的最优化过程中导出。此种形式的分析通常被看成是违背经济学鼻祖亚当·

斯密关于经济人行为特征的基本假设，即经济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总是最大

限度地追求自己的私利。然而在12世纪32年代中期以前，传统凯恩斯理论

这种缺乏微观基础的弱点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们的足够重视。这在某种程度

上归功于凯恩斯需求管理型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当时对经济的有效调节。当世

界进入12世纪32年代以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先后经历了几次严重的滞

胀（即通货膨胀和失业并举）。由于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

在面对滞胀时所表现出的无能，使得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凯恩斯理论重新进行

审视。这不仅导致了新古典综合派的分裂，同时也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崛

起提供了机会。正如4).5+6（7882）所指出的：

“宏观经济学在32年代以前并没有严重的分歧。然而，有两个原因破坏

了这种和谐：一个来自于现实，另一个来自于理论。来自于现实的缺陷是，

综合派的主张并不能有效地处理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同时高涨。而理论上的缺

陷则是综合派的观点在微观经济学原理和宏观经济学实践之间划下了一条裂

痕。这条裂痕如此之深，使得我们无法在理智上接受。”（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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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综合派的分裂使得经济学家们开始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展开他们

的研究，并由此而产生了当今经济学领域的两大主流学派：现代新古典学派

（!"#$%&’’()&%’）和新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以研究凯

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为己任，而现代新古典学派则主要是建立和完

善以传统完全竞争型的微观经济学分析为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理论则

无疑是现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核心。

- 注意，我们把!"#$%&’’()&%’译成现代新古典。这主要是为了区分传统意义上的新古典,"0)%&’’()&%’。

三、./$理论的微观基础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指出的，./$理论的核心是指经济的波动主要受实

际（而非货币）冲击的影响。*+1%&,1&,123"’)044（567-）和80,9&,12%0’’"3
（567:）分别在一个简单的市场出清、理性预期和不考虑货币的代表性经济人

（3";3"’",4&4(<"&9",4）模型中率先提出了这一思想。=40)>，8?)&’&,123"’)044
（5676）则进一步指出，此类模型可以看成是类似于阿罗—德布鲁（@330#A
B"C3?"）的一般均衡模型。因此，“在适当条件下，此类问题的求解可以被解

释成对市场行为的预测。”（;D-5）

为了与阿罗—德布鲁完全竞争型的一般均衡建立联系，我们考察一个虚

拟的经济社会。首先，社会中的家庭都是一致的，有着相同的偏好；企业也

是一致的，产品无差异并且规模报酬不变。这样，我们就可以引入代表性经

济人来解决资源分配的优化问题。其次，在这一经济系统中，市场被认为是

“一次性”开放（0,)"A&,1AE03A&%%F&3>"4）。再次引用=40>"+!"#$%（5676）：

“最终，假设所有的交易都在G时‘一次性’（0,)"A&,1AE03A&%%）的发生。

所有的交易都在那时进行，交易的数量也同时被确定下来。在这以后没有任

何其他交易。当市场关闭以后，经济人只是在"时，"HG，5，-，⋯，&，简单地

依据已有的合同按规定的数量发送或接受要素和产品。”（;D-:）

我们的第三个假设是关于所有权。我们假定家庭拥有生产过程中的所有

要素。因此，家庭向企业出售生产要素，所得的收入只能用来购买企业的产

品，或用于消费或用于资本积累。我们的代表性企业不拥有任何财产。在任

何"时，它只是租来资本和劳动力，并把它们用于生产，然后出售所生产的

产品，所得利润则返还给家庭。

（一）家庭决策

在市场开放的G时初期，家庭拥于资本的初始存量’(G，同时给定一个从

G时到未来无穷期的价格序列｛)"，*"，+"｝I"HG，其中，)"、*" 和+" 分别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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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劳动力和资本的!期价格。于是，家庭的决策问题就可以解释为选择一

个需求和供给序列｛"#!，$#!，%&!，’&!!"｝#!$%，使得经过贴现以后的效用相加值最

大，即

&’((% !
#

!)%
!!*（"

#
!，%&!［ ］）， （"）

约束于

+!（"#!,$
#
!）)+!（-!’&!,.!%

&
!）,"!， （)）

’&!,")（"/#）’&!,$
#
!， （*）

以上公式中，#是折旧率；!是折现因子；"!是预期分红；"#! 和$#! 分别是消

费和投资需求；%&!和’&!分别是劳动力和资本供给。这里，式（)）可以看成

是一个预算约束，该等式的成立依赖于假设*""%。

接下来，我们将考察家庭是如何计算"!的。我们可以假设

"!)+!（01!/.!0%!/-!0’!）， （+）

这里，01!、0%!和0’!分别是家庭所预期的产出、就业和资本使用量。假定家庭

预期在给定的价格序列｛+!，.!，-!｝#!$%下市场将得以出清，此外，家庭也同时

知道生产函数2（·），公式（+）可以写成：

"!)+!［2（’&!，%&!，03!）/.!%&!/-!’
&
!］， （,）

以上，03!是预期的技术冲击。将式（,）中的"!代入式（)），再把式（)）代

入式（*），并消去$#!，我们得到

’&!,")（"/#）’&!,2（’
&
!，%&!，03!）/"#!， （-）

公式（"）和公式（-）构成了家庭的决策模型。给定初始资本’&%，该模型的

解可以解释成一个决策的计划序列｛"#!，$#!，%&!，’&!!"｝#!$%。其中，’&!!"由式（-）

给出，而

"#! )4"（’
&
!，03!）， （.）

%&!)4%（’
&
!，03!）， （/）

$#! )2（’
&
!，%&!，03!）/"#!， （0）

以上，函数4"（·）和4%（·）被看成是关于消费和劳动的决策规则，其具体形

式可以从动态优化过程中导出。有关动态优化过程的介绍，我们将在随后展

开。

（二）企业决策

给定相同的价格序列｛+!，.!，-!｝#!$%及预期的技术冲击 ｛03!｝#!$%，企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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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决策问题同样可以解释为选择一组产出（供给）和投入（需求）序列

｛!"#，$%#，&%#｝!#"#，使利润的贴现相加值最大。这里，!"# 表示企业的产出供给；

$%# 和&%# 为对劳动力和资本的需求。然而，由于企业是按期租用劳动力和资

本，因此，其长期的最优化问题也就等同于一期的最优化（$%&’()’#()*，

*+,+，-./0）：

123+#（!"#,-#&
%
#,.#$

%
#），

约束条件为：

!"#/0（&
%
#，$%#，12#）， （*#）

该问题的解满足

-#/0&（&%#，$%#，12#）， （**）

.#/0$（&%#，$%#，12#）， （*/）

以上（**）、（*/）两个公式可以让我们导出投入需求&%# 和$%#，产出供给!"#
则由公式（*#）给出。

（三）竞争均衡与应变计划（4&5%657(54)-825）

经济的竞争均衡（4&1-(%6%69((:;686<=6;1）可以定义为一组关于价格的时

间序列｛+!# ，.!# ，-!# ｝!#"#。在该序列下，经济社会中的三大市场（产品、劳动

力和资本）都恰好达到供需均衡：

&%# /&
"
#， （*>）

$%# /$
"
#， （*?）

3%#45
%
# /!

"
#， （*0）

这里，#"#，*，/，⋯，!。按照这一定义，当｛+#，.#，-#｝!#"#"｛+!# ，.!# ，-!# ｝!#"#
时，经 济就处于竞争 均 衡。> 依 据 等 式（@）—（*/）及 均 衡 条 件（*>）—

（*0），我们可以证明均衡价格｛+!# ，.!# ，-!# ｝!#"#的存在。

> 这里，我们并没有讨论价格是如何达到均衡｛+!# ，.!# ，-!# ｝!#"#的。按照 A28=2B的说法，这里有一个市

场的管理者（2;4%6&5((=），它的作用在于报价、调价直至达到均衡价格。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之为拍卖过程

（%C%&55(1(5%-=&4(BB）。

然而，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均衡价格｛+!# ，.!# ，-!# ｝!#"#依赖于预期的技

术进步12#。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由于我们规定所有的交易（包括与未来

有关的交易）只在#展开，当然价格也应在#时确定，这就意味着*时及以

后的技术冲击在#时交易展开之时是不能得知的。于是，如何确定均衡价格、

需求和供给呢？DEF的理论家们用所谓的应变计划（4&5%657(54)-825）的设

第?期 龚 刚：实际商业周期 G,+



想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正如!"#$%&，!"#$%（’()(，*+’,）所指出的：

“在随机条件下，我们所讨论的是条件性计划序列而不是数值序列，每期

对应一组。具体的，消费&"和每期的期末资本’"-’（"./，’，0，⋯，1）都取决

于技术冲击(’，(0，⋯，("的实现值。这一系列的技术冲击只有在决策实施时

才是知道的，而在决策制定的/时，这些信息都是未知的。从技术上讲，决

策者选择的是一组方程序列（2%34%56%#77456"8#52）。”

这样，尽管均衡价格和相应的交易序列都在/时就已经制定，但是，它

们都仅仅是以应变性的合约形式被确定下来。决策的执行则完全取决于此后

所实现的技术冲击。

如果交易由应变计划所确定，9:;经济的动态演变过程就可由如下方程

组所描述：

&")*&（’"，+"）， （’<）

,")*,（’"，+"）， （’,）

-").（’"，,"，+"）， （’)）

/")-"0&"， （’(）

’"1’)（’0!）’"1.（’"，,"，+"）0&"， （0/）

其中，该过程的初始条件为’/；而技术冲击 ｛+"｝1"./则为给定的外生变量。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就可发现9:;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特性：虽然这一经

济系统同时考虑了家庭和企业行为，但是整个系统的变化只受到家庭行为的

影响，企业的决策行为不起任何作用（尽管家庭行为只代表市场供需的一个

方面：产出的需求和投入的供给）。显然，出现这样一种结果是因为模型中关

于“均衡”和“市场出清”的假定。

四、标准9:;模型

（一）模型结构

在上一节中，我们只是对9:;模型作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其目的是

为了揭示9:;理论的微观基础。我们还没有详细说明+"的随机过程，也没

有把增长引入模型之中，所以这一模型是经不起经验数据的检验。标准的且

经常被用于检验的9:;模型应首推=85>，?@#22%AB5C9%D%@#（’())）。

用2"表示资本，3"表示个人的工作小时，4"表示产出，5"表示消费。

假定资本按如下规则累积：

2"1’)（’0!）2"1+"2’0"" （3"6"）"05"， （0’）

式中，"!（/，’）；+"应理解成暂时的技术冲击；6"则为永久冲击，它服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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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增长率!。!由于!"的存在，变量#"等是不平稳的（"#"$%&’&(#"’)*），

即它们都有上升趋势。而这将不利于我们对模型的求解+。为了使模型转换成

平稳形式，我们对公式（,-）进行标准化处理。对公式（,-）两边同除以

!"，得：

$"%-&
-
-%!

［（-’"）$"%("$-’#" （)"!*／.+/）#’,"］， （,,）

! 注意，!"既包括人口增长也包括技术进步。

+ 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对模型的求解通常依赖于以模型的稳定状态为中心所展开的线性化处理。因

此，当有关变量具有上升趋势时，对模型的线性转换将变得不够精确。

这里，$""#"／!"，,""-"／!"，)"".+/*"／!*。其中!* 是*"的样本均值。注

意)"一般被认为是标准化后的工作时间。正如0’"%1"（-23+）所指出的，)"
的样本均值为/.4，这也是平均工作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

于是，我们的代表性经济人所作的决策问题就可以表示成：选择决策变

量 ｛,"｝5"6.和 ｛)"｝5"6.，使得

7’8.. #
5

"&.
$"（9","%%9"（-’)"［ ］））， （,/）

并满足约束条件（,,）和

("%-&/.%/-("%&"%-， （,!）

这里，9",":%9"（-;)"）为公式（-）中的效用函数0（·）；暂时冲击("则假定

服从一个<=（-）过程，其中随机变量&"为独立同分布（(>(>?>）。

（二）求解随机动态优化模型的一般程序

显然，上述标准=@A模型（由公式（,,）—公式（,!）组成）可以理解

成一个随机动态优化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无法求得该问题的解析解。通

常人们所使用的解法是数值解法（"B71)(C’971&D#?）。然而，即使是数值解

法，我们仍然必须在对模型的一阶条件进行线性转换以后才能展开。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所求得的解只能算作模型的近似解（’EE)#8(7’&1%#9B&(#"）。按

照FD9(G（-222），随机动态优化问题的求解一般遵循如下程序：

（-）确定能描述该经济系统动态演变过程的有关方程。这些方程通常由状

态方程（本模型中的公式（,,）），外生变量方程（本模型中的公式（,!））和

一阶条件方程（即将讨论）所组成。

（,）对上述方程进行确定性等价（C1)&’("&*1HB(I’91"C*）转换，并据此求

解模型的稳定状态（%&1’?*%&’&1）。

（/）以模型的稳定状态为中心，对有关的动态方程进行线性转换（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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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的目的是用线性动态系统来近似地代替模型的非线性动

态系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得到的解只能算作模型的近似解。

（*）使用未定参数法（’+(,$-$./)-+(+#’&)+-0$+..&0&+)(1）从被转换的线

性系统中求解决策规则（-+0&1&$)#/2+）。

接下来，我们将按照上述程序，求解标准的345模型。

（三）一阶条件

对于随机动态优化模型，一般有两种一阶条件：欧拉等式（6/2+#+7/!8
(&$)）和拉格朗日法则所导出的等式。这里，我们只介绍拉格朗日法则。9

9 关于欧拉方程的介绍，请参见:;/)<7=&1(!)->!#<+)(（?@@@，0,A?）和B$)<!)->+’’2+#（?@@*，0,A?）

等。需要说明的是，两种一阶条件所导出的结果实际上是一致的。5,$C（DEEF）对这一点作了讨论。

定义拉格朗日方程：

!"!
G

#"@
!#［2)（$#）%"2)（D&’#）］

&!
G

#"@
!#%D##%D(#%D&

D
D%$

（（D&%）(#&)#(D&&# （’#"*／@+H）&%$#［ ］｛ ｝） ，

分别对$#，’#，(#和##求导并令其为零，我们得到如下一阶条件：

D
$#&

!
D%$,###%D"@

， （?I）

&"
D&’#%

&!-#
（D%$）’#

,###%D"@， （?9）

!
D%$,###%D

（D&%）%
（D&&）-#
(［ ］
#

"##， （?F）

(#%D"
D
D%$

［（D&%）(#%-#&$#］， （?J）

其中，

-#")#(D&&（’#"*／@+H）&， （?E）

于是，我们的动态系统由公式（??）和公式（?*）—（?E）所组成。它包含

了变量(#、)#、$#、’#、-#和##的动态演变。

（四）确定性等价转换和稳定状态

所谓确定性等价转换就是将模型中的随机变量转换成对应的确定性等价

形式，即取它们的数学期望。

假如我们的随机动态模型已转换成其所对应的确定性等价形式，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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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系统可写成

!（"#$!，"#）%"，

变量"#（这里为多维向量）的稳定状态（记为!"）可以由条件"##!$"#$!"
中导出。

按照上述原则，&#的稳定状态很容易从式（%&）求得：

"&%
’"
!(’!

，

其他变量的稳定状态由如下命题给出：

命题! 假定&#的稳定状态为"&。方程（%%），式（%&）—（%’）的确定

性等价形式至少有两个稳定状态。一在边界上（()*+,-(.)/012），另一个则

在边界内（3)*,13(1）。其中，边界内的稳定状态为

!)%!"／［（!$#）"(（$$%）#］，

!*%"&!／!"(!／!!)（#+／",4），

$-%（"($(%）!*，

!&%（!$%）／’$-，

!.%"!*,

以上，"$［（!#%）5’（!5$）］／［’（!5!）］。

关于该命题的证明请参见6()70)/8,99:,1（%""&，;+<=）。

（五）线性转换

一般情况下，经济学家们采用两种类型的线性转换：一种是对数线性转

换（:(7:3),010>>1(?390*3()），另一种为二次线性转换（:3),01@A.0/10*3;0>>1(?@
390*3()）。针对变量/#及其稳定状态"/，

"#%:)/#(:)"/,

被定义为/#对"/的对数偏离。这样，!"""#可以看成是/#对"/ 偏离百分比。

所谓对数线性转换就是将模型的非线性动态系统转换成对数线性形式。一般

情况下，人们可用如下转换规则：

/#&"/,
"#，

,
"#$’.#&!$"#$’.#，

"#.#&",

B09>-,::（!’’&）和6()70)/8,99:,1（%""&）分别给出了针对具体CDB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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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进行的线性转换过程。

二次线性转换是使用泰勒一阶展开式直接对非线性动态方程进行转换。

对于非线性方程

!"#$（%!，"，%"，"，⋯，%&，"），

它的一阶泰勒展开式可以写成

!"#$（!%!，!%"，⋯，!%&）’$!（%!，"(!%!）’$"（%"，"(!%"）

’⋯’$&（%&，"(!%&），

以上，!%)，)#!，"，⋯，&，为变量%)，"的稳定状态；$)则为函数$（·）对%)，"的

偏导。

（六）标准$%&模型的数值解法

无论是对数线性转换或二次线性转换，其目的都是用线性动态系统来近

似地代替模型的非线性动态形式。假如我们已经以边界内的稳定状态为中

心，’对公式（""）和公式（"(）—（")）进行了二次线性转换。于是，按照

*+,-.（!)))）所建议的程序，我们设*"和&"的决策规则也为线性：

*"#+!!,"’+!"-"’.!， （/0）

&"#+"!,"’+""-"’."， （/!）

其中，参数+)/和./（)，/#!，"）都为未知参数。所谓未知参数法就是针对线性

决策规则（/0）和（/!），从经过二次线性转换后的线性系统中求解未知参数

+)/和./。显然，它们都是模型中结构参数的复杂函数。

需要说明的是，求解未知参数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一般很难用

手算完成。不同的一阶条件和不同的线性转换都会影响未知参数的求解过程。

现实中，经济学家们通常针对特定的一阶条件和线性转换设计出不同的计算

机程序来求解未知参数。本文中，我们使用123.（!))4）和123.5367899:
,8;（"00<）所介绍的程序来求解未知参数。该程序适用于针对由拉格朗日法则

导出的一阶条件所进行的二次线性转换。4

’ 由于边界上的稳定状态通常为0、!或无穷大，它们显然不能代表经济的一般状态。因此，我们只以边

界内的稳定状态为中心进行线性转换。
4 该种方法可以看成是针对&+2=（!))/）所提方法的一种改进。
) 这些参数值在$%&研究中都极为标准。参见>-3.，0"123（!)44）和&+;-?@-532536A-B+83C5D9（!))"）

等。

给定表!中所示的结构参数，)我们在图!和图"中给出了模型解的路径。

这些路径由公式（""）、（"<）和公式（/0）、（/!）求得，它们包括状态变量

-"，决策变量*"和&"及外生变量,"。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表!
!!!!!!!!!!!!!!!!!!!!!!!!!!!!!!!!!!!!!!!!!!!!!!!

模型中的结构参数值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标准"#$模型的确定解

图% 标准"#$模型的随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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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标准!"#模型的校正与检验

!"#理论家们通常认为，!"#模型能很好地解释现实中的商业周期。这

些理论家们相信，即便是一个简单的!"#模型（如前文所介绍的标准!"#），

它所产生的 时 间 序 列 也 能 较 好 地 反 映 经 验 数 据 的 波 动 特 点。正 如$%&’’()
（*+,+）所指出的，“这样一个如此简单的模型———没有政府、没有任何形式

的市场失灵、理性预期和没有调整成本———却可以把实际情况模拟得如此之

好，真是让人不可思议。”但是，这些早期的评论从它产生的开始就受到各种

各样的质疑和批判。为了使读者了解围绕!"#理论所展开的这些争议，我们

有必要首先介绍一下经济学家们在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时通常所使用的

方法，即所谓的校正法（-.%/0).1/&23(14&5）。

（一）校正法

校正法是在对理论模型进行大量的随机模拟基础上，总结出有关经济变

量波动的统计特征，并与实际数据相比较，从而判断模型的有效性。具体的，

校正过程一般有如下步骤：

步骤一：选择模型的结构参数。注意，这些参数应包括模型中有关随机

变量的标准差。有了这一参数，我们就能对模型进行随机模拟。*6

*6例如，在789::语言中，我们可以用!;<;程序来产生具有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于是，!"
!;<;则可以看成是服从!（6，!="）的随机变量。

**这里，一般使用>?$滤波器。有关>?$滤波器的介绍，请参见>&5)/-@.25$)(’-&11（*+,6）。

步骤二：选择模拟所需的时间序列的长度。该长度通常与样本数据的时

间长度相一致。设该长度为"。

步骤三：选定初始值，使用迭代法，对模型重复计算"次，从而获得由

模型所产生的有关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此为一次随机模拟。

步骤四：如有必要，首先用滤波器对由步骤三所产生的模拟数据进行加

工处理，以去掉其时间趋势。**

步骤五：针对经过去掉时间趋势以后的模拟数据，统计出有关的统计指

标。这些指标主要为一些二阶距（’(-&253&3(21’）指标，如方差和相关系数

等。

步骤六：重复步骤三—步骤五直至!次（!应足够的大）。并根据这!次

重复实验，计算出有关二阶距指标的分布（由指标的均值和方差表示）。

步骤七：利用实际的样本数据，计算相同的二阶距指标，并考察其是否

落在由模型所产生的二阶距指标的有效分布内。

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随机变量"#的原因，我们所得出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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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是随机波动的。而波动的大小取决于!!的标准差"! 和模型本身的结构。

因此，假定模型是正确的，而"! 的取值也合适（注意，"! 由估计而得），这

样，为了考察模型的波动是否与实际相符，计算模型的二阶距指标，并与样

本的二阶距指标相比较，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检验模型是否能解释现实经济中

的波动和商业周期。

（二）对标准!"#模型的校正

表$报告了利用美国的数据对标准!"#模型所进行的校正结果。表中与

!"#模型所对应的数据为步骤六中所估算的二阶距指标的均值。括号中的数

据则为相应的标准差。模型的动态随机系统（数据产生过程）由公式（$$）、

（$%）、（&’）和（&(）组成，其中产出"!由公式（$)）给出；结构参数使用

表(中的数值。模拟次数#为*’’’次。

表! 标准"#$
!!!!!!!!!!!!!!!!!!!!!!!!!!!!!!!!!!!!!!!!!!!!!!!

模型的校正

消费 资本 就业 产出

标准差

样本 ’+’’,( ’+’’&* ’+’(-* ’+’(*-
!"#模型 ’+’’)(

（’+’’($）
’+’’&-

（’+’’’.）
’+’’*(

（’+’’’-）
’+’(*,

（’+’’$(）

相关系数

样本

消费 (+’’’’
资本 ’+(.%( (+’’’’
就业 ’+%-’% ’+$,-( (+’’’’
产出 ’+.**’ ’+’)*% ’+.$-& (+’’’’

!"#模型

消费 (+’’’’
（’+’’’’）

资本 ’+$’%&
（’+(()’）

(+’’’’
（’+’’’’）

就业 ’+)$,,
（’+’$’&）

/’+(*)&
（’+’)’-）

(+’’’’
（’+’’’’）

产出 ’+),--
（’+’’&&$）

’+’*--
（’+(’%%）

’+)*.%
（’+’’.-）

(+’’’’
（’+’’’’

!!!!!!!!!!!!!!!!!!!!!!!!!!!!!!!!!!!!!!!!!!!!!!!
）

就样本经济和!"#经济的比较而言，表$告诉我们如下结果：首先，在

四个关键变量中，消费、资本和产出的波动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和样

本吻合的。但是这一性质对于就业并不适用。事实上，模型所产生的就业是

过于平滑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结果同样发现于其他研究，如0123$!%&’
（(),,）和#45167182982:;1<4=2>8?@（())$）等。其次，让我们来看一下相关

性。在样本经济中，主要存在着两个显著的相关关系。一个是消费和产出之

间，另一个是就业和产出之间。这两个相关关系在我们的!"#经济中也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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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然而，除了这两个相关关系，!"#经济中消费和就业之间也有着显著

的相关。而这在样本经济中是不存在的。

六、争论、改进与发展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标准的!"#模型虽然简单，但在很多!"#理

论家们的眼里，它能很好地反映美国宏观经济的波动特征。按照$%&’()**
（+,-.）所作的总结，“理论和实际吻合得很好，尽管距离完美尚远”。事实

上，一些!"#理论家们认为，!"#研究至少已通过了初步检验。但与此同

时，人们对!"#理论的质疑和批判也是非常之多。关于由!"#理论所引发的

争论可以参见不同学术杂志上的一些特刊和综述以及网站等。+/显然，以下所

列的一些争议绝非囊括所有。

+/关于特刊可以参见0)1%234)56()2)78($&%’9&(*8:&’，+,-,，;和<=&6()2)78(0)1%234，+,,>，?):@等；

关于综述，可以参见A82B32C!&D&4)（+,,,）；网站则可参见=**9：／／8C&3’@1E37@(3／E7%D(。
+;例如，<3F4)%（+,,,）就曾经指出：实际数据充分表明，工资和价格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保持稳定

（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作合同期）。在这一时期内，合同一般不会对外界的变化做出应变性的调整。

（一）完全竞争与市场出清

毋庸置疑，!"#模型在其逻辑结构上是完整的。然而，这种逻辑上的完

整并不意味着它与现实经济相符。例如，模型中关于市场的一次性开放和应

变计划等假设，在现实经济中似乎并不多见。+;更为重要的是，!"#是以完全

竞争条件下的市场出清为其理论基础。而在许多经济学家们看来，这样一种

经济在现代社会中并不具有代表性。相反地，不完全竞争、垄断和市场的非

均衡则可能更为普遍。需要说明的是，新凯恩斯主义在研究凯恩斯的微观基

础时，通常以上述非完全竞争的经济社会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有关该学派的

最新研究请参见G))C5)%C（/HH;）。

（二）数据问题

对!"#模型的经验检验通常是建立在对现实数据进行重新组合的基础

上。在!"#理论家们看来，现实的数据无法反映!"#模型的内在逻辑。例

如，模型中所定义的产出!"只是简单的把消费#"和投资$"相加起来，后者

则为资本存量%"的增加。因此，为了让模型中的产出!"和实际数据保持一

致，我们必须在#"中加入政府消费，与此同时，资本存量%"也应包括由政

府投资所形成的资本（如高速公路等）和一些消费耐用品及存货和土地等。

这样一来，产出!"也应包括由这些资本所产生的服务。由于这些数据并不容

易获得，因此，我们必须基于一定的假设来把它们计算出来。本文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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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数据是由!"#$%&$’()（*+,-’）所建立的，它被用于许多./!模型的

经验检验中，比如!"#$%&$’()（*+,-0）、!"#$%&$’()’(12$3"4(0’56（*++7）和

846694#’(1:)(;（*++-）等。关于数据问题的讨论，请参见!))94<（*++=）

和:)(;’(1846694#（7>>?）。

（三）与校正法相关的问题

对于评估./!模型所采用的校正法，许多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一些质疑，

认为这是一种非正规的评估技术（$(@)#6’9&43"($A54）。首先，校正法并没有

要求利用统一的宏观数据对模型的结构参数进行估计。这些参数的选择通常

来源于不同的微观研究。有关这一问题的批评请参见8$(;94&)(（*+,,）和2B
$3"4(0’56（*++*）。需要说明的是，利用正规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对./!类型

的随机动态优化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在未来的经济学研究中必然会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初步进展请参见846694#’(1:)(;（*++C）、

:)(;（*++,）和:)(;’(1846694#（7>>?）。此外，围绕着校正技术的另一个

质疑是关于DBE滤波器的使用（参见D’#F4<’(1G’4;4#（*++H）和!);94<’(1
I’%)(（*++?））。

（四）劳动力市场

虽然就校正结果而言，由./!模型所产生的消费、产量和资本的波动与

现实相符，然而，就业的波动过于平稳，就业与消费之间也存在着过分的相

关。仔细考察一下消费和就业的决策规则（参见公式（H>）和（H*）），存在

这样的结果也是不难理解的。由于消费和就业的决策规则在其结构上极其相

似，即同样是对变量!"和#"的反映，它们之间必然会相关，而就业的波动也

将和消费一样，不可能过分。显然所有这些问题与劳动力市场的模型设定有

关。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方法是在劳动力市场中引入非均衡。有关这方面的

最新尝试请参见龚刚和846694#（7>>H）。

*?喻为弱点。

（五）索洛残差（8)9)J.4%$15’9）和技术冲击

最后，也是最具争议的问题是关于技术冲击的衡量。在./!模型的经验

检验中，技术冲击是由索洛残差（8)9)J.4%$15’9）来衡量的。按照K$(;’(1
.4049)（*+++）的说法，“正是这最后的批判，即索洛残差对技术冲击这一有

问题的衡量才是./!文献中真正的阿奇里斯之踵（L3"$994%"449）。”*?

众所周知，索洛残差$"是在给定产出%"、资本&"、劳动力供给’"和参

数!的情况下，由生产函数%"M$"&*N!" ’!" 计算而得。显然这样一种对技术冲

击的衡量是以假定生产要素的充分就业为前提。许多理由使经济学家们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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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衡量方法产生怀疑。首先，这样一种衡量通常会导致技术的过分波动，甚

至会出现技术退步的情况。而现实中，技术总是在不断的进步，而且也不会

出现大起大落（参见!"#$%&（’()(）和*+,,-.（’()/））。其次，按照计量检

验，索洛残差可以由一些与需求有关的外生变量，如军费（0"11，’())）和货

币供给（23"#，’((4）等得到解释。通常这些外生变量并不与技术相关。这

也同样说明索洛残差并不是一种外生变量（冲击）。第三，当生产要素的使用

存在明显的波动时，索洛残差就无法解释技术冲击了。

由此可见，索洛残差在衡量技术冲击上是不可信的。也许，它在更多程

度上反映为需求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说，567模型之所以能较好地拟和产量、

消费和资本的波动，其原因不在于模型本身的合理性，而在于使用了索洛残

差这一不可靠的对技术冲击的衡量。

索洛残差在衡量技术冲击上的不可信，使得许多学者转而研究利用其他

方法来衡量技术冲击。参见6+.8%9-，2%:;-#<"+,"#95-<-1=（’((/），6"8+
"#9>%,<"11（’((?），@"1%（’(((）和A."#:%8"#95",-B（4CC’，4CCD）等。按

照567的理论模型，技术总是与产出、消费和就业等成激励周期（E.=:B:1%F
:"1）。’G当我们用索洛残差来衡量技术时，这一结果被认为与现实相符。这也是

567理论家们早期所庆贺的成果之一。然而，当我们用其他方法来衡量技术

冲击时，我们发现技术冲击（至少在短期内）与产出等成抑制周期（:=+#H-.
:B:1%:"1）。’/

’G即当技术有一个正向冲击时，它会刺激产出等的正向波动。
’/即当技术有一个正向冲击时，它会引起产出等的负向波动。

综上所述，567模型在解释经济社会中所出现的商业周期（波动）时仍

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也许，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象，引入非均衡和不完全

竞争似乎在所难免。然而，作为现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核心，567为我们

未来的宏观经济研究设定了严格的学术准则：宏观经济学必须有其微观基础；

微观基础的核心在于行为分析；而经济人行为的特征在于最优化。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对于567的研究在经济学中仍具其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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