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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世界经济 周 期 理 论 模 型 出 发#从 理 论 上 证 明 政 府 支 出 的

变动将会影响本国或他国经济周期#并 证 明 当 参 与 主 体 %势 均 力 敌&时#政 府

支出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与当两 国 相 差 悬 殊 时 政 府 支 出 对 世 界 经 济 周 期 的 影

响不同’文章以美国为例#分析 了 不 同 类 别 的 政 府 支 出 对 世 界 经 济 周 期 的 影 响

程度不同’同时#文章还以中 国 为 例#证 实 了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政 府 支 出 与 世 界 经

济周期的关系与发达国家之间的 投 资 与 世 界 经 济 周 期 的 关 系 不 同#也 以 计 量 经

济模型分析了政府支出及其滞后 值 对 世 界 经 济 周 期 的 影 响#并 指 出 作 为 发 展 中

国家的中国政府支 出 在 应 对 世 界 经 济 危 机 时#具 有 稳 定 功 能#也 具 有 %投 资&
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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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迅速#特别是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

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人们越来越重视并展开对世界经济周期的产生*形

成与传播机理的研究#从而形成了浩如烟海的论文和专著’
通过对这些大量文献的综合研究发现<#人们不仅研究技术冲击对世界经

济周期的影响 !’(2)G3)+*b)//42/+**#<==>"#也研究特定国家冲击 !F34A+*
’89.22S)*+*CQ.*,8F-(5+B4*(+1A#<==%)P24B.26+*CJ4+C#<==>"*特定

产业冲击 !F3.-K/+*#<=??"等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人 们 不 仅 将 耐 用 消

费品 !‘.*9+C4*)-(4K#<==="*非完全竞争市场 !Q+L)C’..K##$$#"*金融

市场 !U.S423I.55/+**#<==%)J61*@J..*H44#J64.*@F41*BJ1(+*CQ+@
L)CJ+22)G##$$""*非 完 全 替 代 偏 好 !F34L4:/S542#,/+*145+’+2C)++*C
’(2)G3)+*b)//42/+**##$$#"*非 流 动 劳 动 要 素 !Y+-K1G#I4(.4+*CI6C@
5+*C#<==#)‘.*+3(+* J4+3(-.34+*C T+S2)f). N422)##$$#)‘4+*@c5)L)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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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153##$$#"以及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 !Q4S+G()GP1(++*CH.24*4J)2)G#

#$$#"等引进模型进行分析#而且还 有 大 量 的 文 献 论 证 了 人 力 资 本 及 其 差 异

对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 !N513+2-(.GF+K455+2)G+*C:*3.*).F;)5)/S42B.#

#$$$)R+2-. R+AA4ff.5)##$$$)N425)U8+*CN513+2-(.GF+K455+2)G#<==?)

N513+2-(.GF+K455+2)G+*C:*3.*).F;)5)/S42B.##$$$")既有对劳动市场搜寻

与世界经济波动关系研究#也有对市场进入渠道与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研究

!Q+L)C’..K##$$#"’既有对政府机构及其政权更迭 对 世 界 经 济 周 期 影 响 的

研究#也有对 非 政 府 组 织*行 业 协 会 等 与 世 界 经 济 周 期 相 关 关 系 的 研 究

!‘.*+3(+*N8Q.(+*CJ)5C6Z44B4*##$$#"等等’

U+L* !<==>"的经 验 研 究 表 明#在 样 本 国 家 间#产 出*消 费*总 投 资*
出口和进口都显 示 了 很 强 的 正 相 关 性#而 政 府 支 出 却 显 示 了 较 弱 的 相 关 性’
笔者的研究也发现#世界经济周期与政府投资*政府消费的关系都不如与私

人投资*私人消费的关系密切’但是#研究政府行为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

和传导机制#可以很好地把握世界经济周期的运动规律#尽管世界经济周期

运动中还有众多的不被我们所把握甚至所理解的因素存在’就像我们通过中

央银行的法定储备率和储备水平来把握货币的供应一样#虽然货币供应中还

有其他重要的三位 %演员&(银行 !存款机构"*存款者*向银行借款者’也

就是说#通过研究政府投资与政府消费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不仅从理论

上填补已有文献对这方面研究的空缺#而且从政策应用角度也便于各国政府

在世界经济周期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提供指导性建议’
由此#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世界经济周期的 理 论 模 型)第 三

部分分析政府支出规模二阶波动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关系)第四部分分析政府

支出结构的二阶波动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关系)第五部分则以中国为例#建立

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中国政府支出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关系’

二!世界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

为了简便#有如下假设(

假设5!世界 只 有 两 国!<*G"组 成 !且 约 定 第G国 为 本 国#<国 为 他 国"#
且参与主体的效用函数为QG!+G"E!DG_IG_KG_9aG"<̂ (+!<̂ ("’

其中#DG 表示G国的消费支出#即家庭消费支出 !J.1G4(.5C’.*G1/;@
3).*,D;4*C)3124")KG 表示G国的政府支出#主要是政府对产品和劳务的购买

!P.L42*/4*3’.*G1/;3).*,D;4*C)3124")9aG 表 示G国 的 净 出 口#即 出 口

!,D;.23G.AP..CG+*CF42L)-4G#表示为,D;"与进口 !O/;.23G.AP..CG+*C
F42L)-4G#表示为O/;"之差)IG 表示G国的投资支出#但主要是指物质资本

存量的增加部分#也就是说#投资支出不包括购买债券或股票#也不包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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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投资#在OTF里#投资就是总固定资本形成 !P2.GGT)D4C’+;)3+5T.2@
/+3).*#表示为O-A"与存货投资 !’(+*B4G)*O*L4*3.2)4G#表示为O*L"的总

和)由于本文不考虑价格和通货膨胀等#因此#本文中的所有变量都采用实

际值#而且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各实际值最能反映各国各个时期的实际经济活

动状况##同时所有变量都省略掉时间下标*’

# 本文理论模型中的各变量采用实际值#实证部分的各变量也都采用实际值#除非特殊说明’
" 在笔者的其他文章中#将放松这一假定#并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将静态博弈模型扩展为动态博弈 模

型)二是将单期效用函数扩展为长期效用函数’但由于本文仅仅研究政府投资*政府消费与世界经 济 周

期的关系#因此#从现代政府理论来说#假定政府具有单期效用函数是合适的’

假设8!博弈主体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即博弈主体的单期效用函数就是

进行决策的效用函数#即这是博弈周期理论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假设"’

假设E!政府制定关税的成本为’.G3G!3G"#并为二次型#即(’.G3G!3G"

E*G3#G+#E!O/;G+3<"!3
#
G+#"’

其中#*GEO/;G+3<#表示关税税率 的 成 本 影 响 程 度#很 显 然#当 其 他 参

数不变时#*G 越大#进口给本国的 就 业 等 造 成 的 压 力 也 越 大#从 而 成 本 也 越

高’另一方面#他 国 关 税 税 率 越 大#他 国 对 本 国 的 出 口 的 压 力 越 小#因 此#
本国的关税税率成本越低#而且#他国关税税率越高#给了本国贸易保护主

义的一个很好的 %报复&借口#因此#本国制定关税税率的成本也较低#从

本质上讲#关税税率的制定成本也是相对于他国关税税率而言的’

假设F!进*出口都按本国货币报价#且汇率函数为"G!3<#3G"E3<!,D;G
Ô/;G"+3G’

自从<=>"年"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汇率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变

化#各国都从本国现实的经济状况和内外经济制度环境来选择汇率制度’据

沈国兵 !#$$""研究发现#在ORT<?%个 成 员 国 中 采 用 中 间 汇 率 制 度 的 国 家

已经从<===年<#月"<日的&?W=X变为#$$$年<#月"<日的!$W!&X’所谓

中间汇率制度#简单地说#就是保持汇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积极管理并影

响汇率变动#可见#汇率选择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决定的变量’
但是#汇率变动影响一国的产品竞争力#从而影响一国 福 利 水 平#并 往

往被一国国内某些集团所利用#演变成为该国的贸易政策#甚至成为政治博

弈的谈判筹码’因此#本文的汇率 变 动 就 是 一 个 被 笔 者 所 定 义 的 %非 完 全 自

主性决策变量&’例如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何帆 !#$$""博士在接

受 ,经济观察报-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采访时指出(目前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

看起来自主权很大#但在国际博弈中没有自主权’当美国对我们施压时#我

们只能选择升值或是不升#却没有借口称无力干预币值’也就是说#在笔者

建构的两国静态博弈模型里#汇率选择就是一个内生变量’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虽然#汇率的决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至今还未能够完 全 把 握

它的决策因素及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相当程度上讲#汇率的决定至今还是

一个 %黑箱& !李扬##$$""’但是#根据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关

于 %汇率&词条的解释#可知汇 率 决 定 理 论 有 平 衡 理 论 和 非 平 衡 理 论#而 前

者主要有五种学说#即购买力平价说*弹性说*吸收说*有价证券平 衡 说 和

资产市场说)而后者即是汇率决定的动态说’%汇率决定的动态说可以与资产

市场说相互调和#因为有关通货膨胀的信息会导致预期汇率的急骤修正和较

小程度上的利率修正#如果趋势性波动强劲有力#就会引发用动态说去预测

汇率#汇率波动会变动很突然#并超越最终均衡&’事实上#汇率决定的核心

就是汇率 与 基 本 经 济 因 素 之 间 的 关 系#如 窦 祥 胜*杨 祈 !#$$""所 总 结 的#
这些基本经济因素有 %贸易条件*外资流入*关税*出口补贴*生产 力 和 技

术进步&等’
然而#在短期#汇率的主要决策机制& 则主要是本国的进出口*本国关税

和他 国 关 税 的 交 互 作 用 等#从 而 将 汇 率 !""和 关 税 !3"等 价#即 "E
"!,D;G#O/;G#3<#3G#."’

& 可以借用%外汇管制&!,D-(+*B4’.*32.5"来理解汇率决定#尽管他们不是一回事#根据,新帕尔格雷 夫

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可知#外汇管制的主要目的就是平衡商品的进口和出口贸易#或平衡经常项

目收支’
! #$$"年<$月<&日#,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出口货物退税率的通知-规定#从#$$&年<月

<日起#对现行出口货物 增 值 税 退 税 率 进 行 结 构 性 调 整#调 整 后 出 口 退 税 率 平 均 降 低 约"个 百 分 点’
(33;(++/4/S42G8A44C32+C48-./8-*++23)-54G+-.*34*38+G;/*4MG)CE&<$>%
% 这里的汇率就是以第三国货币计价的本国货币的价格#而不是两国之间的货币计价#主要考虑对称性’

显然#作为 %非 完 全 自 主 性 决 策 变 量&的 汇 率 决 定 实 际 包 括 两 层 含 义(
一是汇率制度的选择)二是汇率价值的选择’而汇率价值选择又分为直接选

择和间接选择’例如#为了缓解当前中国面临的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采

用了最重要的措施#那就是下调出口退税税率或者取消出口退税!’正如北京

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 !#$$""教授在汇丰银行在北京举行的一个

研讨会上所说#对中国的出口企业来说#降低出口退税率的效果相当于人民

币升值’事实上#笔者认为#出口退税对改善本国出口从而增加净 出 口#与

增加关税减小本国进口继而增加净出口的贸易政策是等价的’
简单起见#笔者假设汇率函数的表达式为("GE3<!,D;G Ô/;G"+3G#其

中#"G 表示G国 的 以 第 三 国 货 币 表 示 的 该 国 货 币 的 价 格’显 然#关 税 降 低#
导致进口容易#改善他国对本国的出口#也就等价于本国汇率相对于他国升

值’因此#汇率% 函数"!9DG#3<#3G"参与世界经济波动的 %传导&过程’
所以#第G国政府的优化问题就变为(

/+DQG %E/+D <
!<̂ ( !"

!DG_O-AG_O*LG_KG_,D;G Ô/;G"
3<!,D;G Ô/;G"+3 $

G

<̂ (

^<#
O/;G
3<3

# &G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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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称性#第<国政府的优化问题(

/+DQ< %E/+D <
!<̂ ( !"

!D<_O-A<_O*L<_K<_,D;< Ô/;<"
3G!,D;< Ô/;<"+3 $

<

<̂ (

^<#
O/;<
3G3

# &< U

设两国组成的系统的内生变量就是关税税率3<#3G#因此#两国各自按照

自己优化问题进行决策’于是可得纳什均衡为 !求解过程见附录<"(

3"G 5F
<T(#
<6#(

G 9D
(#T<
<6#(

G O/;
T<6(<6#(

G F
(!<T("
<6#(

< 9D
(!(T<"
<6#(

< O/;
T (
<6#(

<
#

3"< 5F
<T(#
<6#(

< 9D
(#T<
<6#(

< O/;
T<6(<6#(

< F
(!<T("
<6#(

G 9D
(!(T<"
<6#(

G O/;
T (
<6#(

G U

代入汇率函数#整理并代入产出函数#得到(

+"
G 5F

(T<
<6#(

< 9D
<T(
<6#(

< O/;
<
<6#(

< F
#6(
<6#(

G 9D
T#6(<6#(

G O/;
T <
<6#(

G
# !<"

+"
< 5F

(T<
<6#(

G 9D
<T(
<6#(

G O/;
<
<6#(

G F
#6(
<6#(

< 9D
T#6(<6#(

< O/;
T <
<6#(

<
# !#"

+ 5F
(T<
<6#(

G 9D
<T(
<6#(

G O/;
<
<6#(

G F
#6(
<6#(

< 9D
T#6(<6#(

< O/;
T <
<6#(

<

!!6F
(T<
<6#(

< 9D
<T(
<6#(

< O/;
<
<6#(

< F
#6(
<6#(

G 9D
T#6(<6#(

G O/;
T <
<6#(

G U !""

每一个变量都是时间序列数据#即为时间的函数#因此#对 式 !<"*式

!#"求对数#再求*的二阶导数#得到 !详细过程略"(

+
44
"
< 5+" %<

(T<
<6# !( F

44

G

FG "T F
4

G

F #
G

$# 6<T(<6# !( 9
44
DG
9DG "T 9

4
DG
9D #G $#

6 <
<6# !( O

44
/;G
O/;G "T O

4
/;G
O/; #G $# 6#6(<6# !( F

44

<

F< "T F
4

<

F #
<

$#

T#6(<6# !( 9
44
D<
9D< "T 9

4
D<
9D #< $# T <

<6# !( O
44
/;<
O/;< "T O

4
/;<
O/; #< $#

"6 +
4
"
<

+" #
<

&# # !&"

+
44 !5 +" "G

#6(
<6# #( 6+" "<

(T<
<6# #$!(

F
44

G

FG "T F
4

G

F #
G

$#

!6 +" "G
(T<
<6# #( 6+" "<

#6(
<6# #$!(

F
44

<

F< "T F
4

<

F #
<

$#

!6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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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

9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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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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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G
<

<6# #( T+" "<
<

<6# #$!(
O
44
/;<
O/;< "T O

4
/;<
O/; #< $#

!6 +" "<
<

<6# #( T+"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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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以国际贸易为传导渠道的世界经济周期成因机理的动态方程#本

文将以此为基础研究政府支出规模*政府支出结构的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关系’

三!政府支出规模的二阶波动

所谓二阶波动#理论上是指二阶导数所表现出来的波动性质#而 在 数 据

实证中#二阶波动则是指 %二次差分&之后的时间序列所表现出来的波动形

态’所谓 %二 次 差 分&是 指 对 原 始 数 据 先 求 对 数#再 两 次 求 差 分#即(

P2.M3(*E !+* ^+*̂ <"++*̂ < E+*++*̂ < ^<#:--4542+3).** E P2.M3(* ^
P2.M3(*̂ <’很显然#经过二次处理之后的增长率的变化已经没有量纲#于是

在世界范围内可 以 进 行 自 由 的 比 较#因 为 世 界 各 国 都 是 按 照 本 币 进 行 统 计#
虽然可以经过汇率换算成为统一量纲的变量#但是#这个换算过程会丢失大

量的有价值的信息’同时#二次差分方法还可以避免序列相关性*多重共线性

和伪回归性’二次差分方法是一种有效的 %滤波&方法#所以#笔者采用 %二
次差分&所得的数据来度量经济周期#这比其他滤波方法更有明显的经济意义’

同时#%二次差分&方法还可以自然地从二阶导数方法中推导出来#因为

导数定义为(+VE5)/
#**$

$!*_#*"̂ $!*"
#*

#则+V
+ "E 5)/#**$+!*_#*"̂ +!*"# #* +#将

两边再求导

"

(

+V#+
V5+W+T+V+V+# 55)/

#**$

<
# %!"* 5)/

#**$

+!*6#*"T+!*"
# #* +6# $*

"T 5)/
#**$

+!*6#*"T+!*"
# #* &+ U

在真实数据的运算中#一般取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因此##*E<#于是可

以近似得到(

+W
+ "T +V#+

#

:+
!*"T+!*T<"
+!*T<" T+

!*T<"T+!*T#"
+!*T#" 5:--4542+3).**U

由于对称性#本文只研究本国的政府支出规模*支出结构对他国 经 济 和

世界经济的影响’以美国为例#政府支出分成两类#即政府消费 !’.*G1/;@



第"期 周阳敏(政府投资*政府消费与世界经济周期 ?!=!!

3).*.AP.L42*/4*3#’.B"和政府投资 !O.B"#’.BEK Ô.B’由于政府支出

的不同用途对经济的影响不同#因此#与研究投资支出一样#不仅研究政府

支出的规模#也要研究政府支出的结构’实际上#政府支出结构的 变 动#也

是影响世界经济波动 的 最 重 要 的 因 素’对 式 !!"求 政 府 支 出 二 阶 导 数 !K
44

G"

的偏导数#又因为FG 5 !DG6O-AG6O*LG6KG6,D;GTO/;G"#所以(F
4

G 5 !D
4

G

6O
4
-AG6O

4
*LG6K

4

G6,
4
D;GTO

4
/;G"#而F

44

G5!D
44

G6O
44
-AG6O

44
*LG6K

44

G6,
44
D;GTO

44
/;G"#

表明FG 及其变动具有加法可分性#于是(

.+
44

.K
44

G

5
2+"
G !#6("6+

"
< !(T<"3

FG!<6#("
U !%"

则有(

命题5!世界经济周期与本国政府支出的二阶波动的关系与两国的经济实

力对比!+"
G *+

"
< "相关#当两国 %势均力敌&时#本国 !通常以G国表示本国"

的政府支出波动与世界经济周期具有方向的一致性)反之#当本国是一个弱

小国家时#本国政府支出的二阶波动会反向地影响世界经济周期的运动形态’

证明!根据假设$(((<#.+
44
+.K

44

G 的符号取决于+"
G !#_("与+

"
< !(̂ <"

的大小’当 两 国 %势 均 力 敌&#即 有+"
G :+

"
< 时#也 有?+"

G !#_("?#

?+"
< !(̂ <"?#即.+

44
+.K

44

G#$#表明本国 !通常以G国表示本国"的政府支出

波动与世界经济周期具有方向的一致性#即命题<的前半部分得到证明’
反之#当本国是 一 个 很 弱 小 的 国 家 时#则 有 可 能+"

G C+
"
< #也 就 是 说#

两国产出的权重 !系数!#_("*!(̂ <""的差距不足以 %弥补&产出的巨大差

距#则有可能?+"
G !#_("?(?+"

< !(̂ <"?#即有(.+
44
+.K

44

G($’这时#本国政

府支出的二阶波动会反向地影响世界经济周期的运动形态#即命题<的后半

部分得到证明’

事实上#+
"
G !#_("
FG!<_#("

表示本国政府支出二阶波动经过两国相互影响*往复

传播#从而以本国经济波动带 来 的 世 界 经 济 波 动#并 可 以 称 为 %本 国 效 应&)

而
+"
< !(̂ <"
FG!<_#("

表示两国经过相互影响*往复传播#由他国经济波动带来的世界

经济波动#这可以称为 %他国效应&’世界经济周期与本国政府支出的相关关

系的性质就是由 这 两 种 效 应 平 衡 出 来 的 结 果#显 然 与 两 国 的 实 力 密 切 相 关’
所以#在两国实力相当时#%本国效应&大于 %他国效应&#则世界经济周期

与政府支出二阶波动表现为正相关#反之#当实力悬殊时#%他国效应&大于

%本国效应&#则表现为负相关’而命题<实际上就是表达了这两种效应的相

互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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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式 !&"求本国政府支出二阶导数 !K
44

G"的偏导数#有(

.+
44
"
<

.K
44

G

5(T<<6#(
4+

"
<

FG (
$U !>"

则(

命题8!本国政府支出的二阶波动与他国经济周期负相关’

该命题表明#本国政府支出波动具有 %以邻为壑&的性质#这也 就 为 各

国政府在政府决策时提出了相互协调的要求’

同理#再对式 !&"求他国政府支出二阶导数K
44

< 的偏导数#有(

.+
44
"
<

.K
44

<

5 #6(<6#(
4+

"
<

F< #
$U !?"

因为具有对称性#所以#可以得到(

命题E!本国政府支出二阶波动与本国经济周期正相关’

显然#命题<和命题"都表明#当两国 %势均力敌&时#本 国 政 府 行 为

可以正向地影响本国经济周期运动#也正向地影响世界经济周期的运动’现

在以美国为例分析政府支出及其组成对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数

据来源于OTF#而且该数据经过二阶变动之后#满足了平稳性检验#如附录#
所示’图<表述了美国政府投资*政府消费*本国产出与世界产出四者二阶

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

图<!政府投资*政府消费与世界经济周期

首先#政府消费与政府支出紧密协同地变动#这主要是因为政府 支 出 中

政府消费占了绝大部分#一般在?!X左右#于是很多地方用政府消费来代替

政府支出’当然#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政府投资并不是主 要 功 能#因 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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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支出的变化通常就是由政府消费变化引起的’
其次#政府投资波动剧烈#并且与政府支出的变动基本 一 致#除 了 个 别

年份之外#例如<=>?年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都处于低谷#但是政府投资却出

现高峰#与美国经济周期一致’
第三#总体上看#政府支出及其构成成分的二阶变动与本国经济 周 期 的

关系经历了先反向变化再正向变化的过程’更深入地研究发现#这四者的相

关关系如表<所示’

表<!政府支出二阶变动的相关系数

政府支出 政府投资 政府消费 本国经济周期 世界经济周期

!<=>&$<=?<"

政府支出 !<8$$$ !$8?>= !$8=!% $̂8?"$ !$8&<%

政府投资 $8?>= <8$$$ $8>$# $̂8%?% $8!"#

政府消费 $8=!% $8>$# <8$$$ $̂8?## $8#?%

本国经济周期 $̂8?"$ $̂8%?% $̂8?## <8$$$ $̂8$=&

世界经济周期 $8&<% $8!"# $8#?% $̂8$=& <8$$$

!<=?#$<==<"

政府支出 !<8$$$ !$8%## !$8!?# !$8#&# !$8$!$

政府投资 $8%## <8$$$ $̂8#%= $8<$< $̂8$?"

政府消费 $8!?# $̂8#%= <8$$$ $8<"< $8$?#

本国经济周期 $8#&# $8<$< $8<"< <8$$$ $8<>$

世界经济周期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8$!$ $̂8$?" $8$?# $8<>$ <8$$$

!<==<$#$$<"

政府支出 !<8$$$ !$8?&$ !$8=%% !$8#?< !$8!"&

政府投资 $8?&$ <8$$$ $8%># $8#&" $8&?%

政府消费 $8=%% $8%># <8$$$ $8#%< $8!$%

本国经济周期 $8#?< $8#&" $8#%< <8$$$ $8!%>

世界经济周期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8!"& $8&?% $8!$% $8!%> <8$$$

!!说明(原始数据来源于OTF#而且经过了平稳性检验’

> 阶段的划分主要以世界 经 济 明 显 的 波 谷 为 标 志#当 然#也 可 以 以 明 显 的 波 峰 为 标 志#而 分 成<=>&$
<=?%年*<=?%$<==&年*<==&$#$$<年三个阶段#但分析结论基本一致#正如笔者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
? 如果a是d的P2+*B42因#那么a的变化必先于d的变化#即若用d的滞后值去预测d#再加上a的

滞后值#有助于改善d的预测精度#但同时不能根据d预测a’本文分析发现#政府支出*政府投资和政

府消费滞后两期即可进行P2+*B42因果检验’

尽管在第一阶段 !即从<=>&年至<=?<年之间>"#政府支出*政府投资*
政府消费与本国经济周期是负相关的#即政府支出 !包括政府投资和政府消

费"具有 %反周期&的 功 能#相 关 系 数 分 别 为^$W?"$*^$W!?!*^$W?##’
特别是经过P2+*B42因果关系检验? 发现#本国经济周期的滞后第二期显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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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了对政府支出*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的原因解释=#但反之不成立’
然而到了第二阶段 !即<=?#年至<==<年 之 间"#政 府 支 出*政 府 投 资*

政府消费与本国经济周期已经变为正相关关系了#其相关系数分别为$W#&#*

$W<$<和$W<"<’到了第三阶段 !<==<年至#$$<年"#政府支出*政府投资*
政府消费与 本 国 经 济 周 期 的 正 相 关 关 系 更 强 了#分 别 为$W#?<*$W#&"和

$W#%<’经过P2+*B42因果关系检验发现#这两个阶段#不管是政府支出*政

府投资还是政府消费#在!X的显著性水平上#都能拒绝P2+*B42检验的零假

设#即接受政 府 支 出*政 府 投 资*政 府 消 费 能 P2+*B42引 致 本 国 经 济 周 期’
由此证明了命题"的正确’

= 众所周知#随着布雷顿森林国际 货 币 体 系 的 解 体#<=>"年 第&季 度 爆 发 了 第 一 次 世 界 石 油 危 机#<=>"
年<$<<月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首先爆发经济衰退#随后于<=>&年&$<#月#加 拿 大*意 大 利*西 德 和

法国等国家先后进入衰退’作为战后 最 严 重 的 一 次 经 济 衰 退#成 为 战 后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经 济 发 展 的 转 折

点#标志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的结束和经济%滞胀&局面的开始’然而#从<=>!年

下半年开始#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推动经济相继走出衰退步 入

复苏(既有刺激投资的政府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包括通过赤字财政#扩大预算开支#对公共工程直 接 拨

款投资#对私人企业给予各种补贴#包括退税减税和加速折旧等#还通过信用扩张#对私人企业给予 各 种

贷款优惠#扩展信贷#鼓励私人投资)又有刺激消费的政府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包括政府增加支出 扩 大

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扩大国家消费市场#同时加大居民的教育*卫生及社会救济等福利支出和削减个人

所得税#并在信用方面放宽各种条件和扩大担保限额#扩充消费信贷等’在这些政府强力因素的干预下#
各国经济迅速反弹#美国也于<=>?年达到新一轮的世界经济高涨!如图<所示"’

第四#纵观整个阶段#除了第二阶段政府投资二阶波动与世界经 济 周 期

的关系为负之外#政府支出*政府投资*政府消费的二阶波动与世界经济周

期都正相关 !如表<所示"#而且除了政府投资不能经过P2+*B42因果关系检

验之外#政府支出和政府消费都能拒绝P2+*B42检验的 零 假 设#即 接 受 政 府

支出*政府消费能P2+*B42引致世界经济周期’由此证实 了 命 题<的 前 半 部

分的内容’
第五#总体上看#政府支出的二阶变动与产出二阶变动的新特征 基 本 一

致#即 %微波化&’可以看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波动幅度很大#但是

在第三阶段#不管是PQN还是政府支出的波动都很小’
为了更为精确地理解投资支出的变化对本国经济周期和世界经济周期的

影响#现在转入分析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化对本国经济周期和世界经济周期的

作用机制’

四!政府支出结构的二阶波动

所谓政府支出结构#就是政府支出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 变 动’显

然的是#即使 总 量 不 变#但 是 由 于 结 构 的 变 化#其 影 响 机 制 也 会 发 生 改 变’
例如在政府支出中#如果政府投资的变化与政府消费的变动相互抵消#但是#
由于两者对经济的作用不同#本国经济周期和世界经济周期的运动形态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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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改变#如图#所示(

图#!政府支出结构与世界经济周期

第一#政 府 消 费 结 构 的 二 阶 变 动 比 较 平 稳#即 政 府 消 费 具 有 调 整 %刚

性&’换句话说#政府的一些重要且巨大的开支是不随着经济繁荣或者萧条而

改变的’国防*住房和通讯开支以及社会福利等都不能随意更改#一是如社

会福利或者住房类开支#因为涉及面较大的福利波动而导致政局动荡甚至为

下一轮竞选留下不可弥补的缺陷#这不是政府愿意看到的事情)二是因为国

防这类开支根本就是政治因素’因此#不管经济怎么波动#政府消费中的许

多项目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是维持国家机器存在和运转的基本费用#也是

政府不可能调控的变量#所以#政府消费的二阶变动就比较平滑’

表#!政府支出结构的二阶变动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关系

政府投资结构 政府消费结构 本国经济周期 世界经济周期

<=>&$<=?<年

政府投资结构 !<8$$$ $̂8==> $̂8!"< !$8!$!
政府消费结构 $̂8==> <8$$$ $8!"# $̂8!"%
本国经济周期 $̂8!"< $8!"# <8$$$ $̂8$=&
世界经济周期 $8!$! $̂8!"% $̂8$=& <8$$$

<=?#$<==<年

政府投资结构 !<8$$$ $̂8==" !$8$%= $̂8<$"
政府消费结构 $̂8==" <8$$$ $̂8<"< $8$""
本国经济周期 $8$%= $̂8<"< <8$$$ $8<>$
世界经济周期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8<$" $8$"" $8<>$ <8$$$

<==<$#$$<年

政府投资结构 !<8$$$ $̂8==? !$8<%% !$8"%%
政府消费结构 $̂8==? <8$$$ $̂8<?? $̂8"&!
本国经济周期 $8<%% $̂8<?? <8$$$ $8!%>
世界经济周期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8"%% $̂8"&! $8!%> <8$$$

!!说明(原始数据来源于OTF#而且经过了平稳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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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政府投资的规模和结构变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连波动的幅度也

一样’但是政府消费与政府消费结构的变动却不太一致<$’
第三#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化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具有阶段性’比 较 第

三节的分析发现#政府支出结构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关系不如政府支出规模与

世界经济周期的关系明显<<#因此#接下来将以中国为例建立一组计量经济模

型分析政府支出规模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关系’

<$ 也可以利用相关系数的方法观察政府支出规模和政府支出结构的细微关系’并可以发现在第一阶段

政府消费结构与政府消费规模的二 阶 变 动 的 相 关 系 数 为^$W$=<#在 第 三 阶 段#这 个 负 相 关 发 生 加 强 趋

势#变为 $̂W&<$’
<< 与之相反#投资结构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关系比投资规模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关系更加明显’

五!中国的政府支出规模!支出结构

与世界经济周期"计量经济研究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其经济运动必然影响他国的经济运动#也 必 然

影响世界经济运动#影响世界经济周期’图"显示了中国政府支出二阶波动

与本国经济周期和世界经济周期的相关关系’分析发现(

图"!中国政府支出与世界经济周期

第一#政府支 出 二 阶 波 动 的 幅 度 越 来 越 大#与 世 界 经 济 周 期 %微 波 化&
的趋势相反’

第二#在近#$多年来 !<=?$$#$$#年"#中国政府支出与本国经济周期

正相关#与世界经济周期负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W&$>和 $̂W#?"’这证

实了命题<的后半部分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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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国政府支出二阶波动与世界经济周期

政府支出二阶波动 本国经济周期 世界经济周期

<=?$$<==<年

政府支出二阶波动 !<8$$$ !$8""$ $̂8#=%

本国经济周期 $8""$ <8$$$ $̂8<%=

世界经济周期 $̂8#=% $̂8<%= <8$$$

<==<$#$$#年

政府支出二阶波动 !<8$$$ !$8!$& $̂8&&!

本国经济周期 $8!$& <8$$$ $̂8#$"

世界经济周期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8&&! $̂8#$" <8$$$

<=?$$#$$#年

政府支出二阶波动 !<8$$$ !$8&$> $̂8#?"

本国经济周期 $8&$> <8$$$ $̂8<"<

世界经济周期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8#?" $̂8<"< <8$$$

第三#在第一阶段<# !<=?$$<==<"#中国 政 府 支 出 与 本 国 经 济 周 期 和 世

界经济周期的关系 与 整 个 阶 段 表 现 出 来 的 性 质 相 同#相 关 系 数 分 别 为$W""$
和 $̂W#=%’在第二阶段 !<==<$#$$#"#基 本 形 态 依 然 不 变#但 政 府 支 出 与

本国经济周期和世 界 经 济 周 期 的 关 系 进 一 步 密 切 了#相 关 系 数 分 别 为$W!$&
和 $̂W&&!’

<# 也可以依照波峰划分为三个阶段#但不影响分析结论’即在第一阶段!<=?$$<=?%"#中国政府支出与

本国经济周期和 世 界 经 济 周 期 的 关 系 与 整 个 阶 段 表 现 出 来 的 性 质 相 同#相 关 系 数 分 别 为$W"!<和

$̂W$<$’在第二阶段!<=?%$<==&"#基本形态依然不变#相关系数分别为$W"&?和 $̂W!#"#相关系数增

加了#即政府支出的行为与本国经济周期和世界经济周期的关系更紧密了’第三阶 段!<==&$#$$#"#政

府支出与本国经济周期和世界经济周期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系数分别为$W!?!和 $̂W"%?’

这说明#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中国政府行为与本国经济周期和 世 界 经

济周期的关系越来越 %正常化&#但是#其基本性质保持不变#因此#本文的

计量经济研究以整个阶段作为分析对象#研究政府支出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定

量关系#运用FNFF的逐步回归法#于是可得(

(# 5$W#&?)85<W%&=#

?
44
* 5$U$$"!#>

!$U#%""
T$U!$%?

44
*T<

!T#U""!"
T$U<<<A

44
*

!T$U="$"
6$U#$?A

44
*T<

!<U<$="
6$U"!<A

44
*T#

!#U<"<"
U !="

虽然该模型的拟合优度不高#但该方程和各变量的*统计量都很显著 !常

数项的*统计量对模型影响不大"’这表明(
第一#世界经济周期的前一期波动增加一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周 期 就 减

少$W!$%个百分点#这表明世界经济周期运动具有自稳定功能’

第二#政府支出二阶波动越滞后#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 响 越 大’当 期 政

府支出二阶波动增加一个百分点#则世界经济周期降低$W<<<个百 分 点)但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滞后一期的政府支出二阶波动增加一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周期增加$W#$?个

百分点)滞后两期的政府支出二阶波动增加一个百分点#则世界经济周期增

加$W"!<个百分点’不过#滞后第四期及以后的政府支出二阶波动已 经 不 能

通过变量的*检验了#因此#政府支出二阶波动具有滞后性质’

中国政府支出虽然当期值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是负的#但是其滞后值

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值却是正的#这表明中国政府支出对于世界经济来说#

更有 %投资&性质’这也隐含了重要的政策建议#即中国政府在国际谈判时#

不仅强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行为对世界经济周期的作用具有 %投资&性

质#也要强调中国政府支出具有稳定功能#是世界经济正常发展的重要力量#

并内生于世界经济周期的运动规律之中’

六!简 短 结 论

本文首先从世界经济周期理论模型出发#从理论上证明了政府支出的变

动将会影响本国或他国经济周期#也将影响世界经济周期#并证明了当参与

主体 %势均力敌&时#政府支出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与当两国相差悬殊时

政府支出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不同’

其次#本文还以美国为例#分析了不同类别的政府支出对世界经 济 周 期

的影响程度不同#虽然影响方向一致’分析发现#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化对世

界经济周期的影响具有阶段性#且政府支出结构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关系不如

政府支出规模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关系明显’

最后#本文还以中国为例#证实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支出与世界 经 济 周

期的关系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政府支出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关系不同#也以计量

经济模型分析了政府支出及其滞后值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并指出作为发

展中国家的 中 国 政 府 支 出 在 应 对 世 界 经 济 危 机 时#具 有 稳 定 功 能#也 具 有

%投资&的性质’

附录一

/+DQG 5 %/+D <
!<T("

!DG6O-AG6O*LG6KG6,D;GTO/;G"<T !( 3G
!,D;GTO/;G"3 $<

<T(

T <#
O/;G
3<
43#&G U

上式对3G 求偏导#并令其为零

!
(

!DG6O-AG6O*LG6KG6,D;GTO/;G"
!,D;GTO/;G"3 $<

<T(

3T(G T
<
3<
O/;G3G 5$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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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得(

!DG6O-AG6O*LG6KG6,D;GTO/;G"<T(!,D;GTO/;G"(T<3(<O/;T<G 53<6(G U

于是得到(

3G 5 !DG6O-AG6O*LG6KG6,D;GTO/;G"
<T(
<6(!,D;GTO/;G"

(T<
<6(3

(
<6(
< O/;

T <<6(
G
# !+<"

3< 5 !D<6O-A<6O*L<6K<6,D;<TO/;<"
<T(
<6(!,D;<TO/;<"

(T<
<6(3

(
<6(
G O/;

T <<6(
< U !+#"

令!DG_O-AG_O*LG_KG_,D;G Ô/;G"EFG#而!,D;G Ô/;G"E9DG#将 !+#"式 代 入

!+<"式有(

3G !5 F
<T(
<6(
G 9D

(T<
<6(
G O/;

T <<6( $G !4 F
(!<T("
!<6("#
< 9D

(!(T<"
!<6("#
< 3

(#

!<6("#
G O/;

T (
!<6("# $<

#

3
<6#(
!<6("#
G !5 F

<T(
<6(
G 9D

(T<
<6(
G O/;

T <<6( $G !4 F
(!<T("
!<6("#
< 9D

(!(T<"
!<6("#
< O/;

T (
!<6("# $<

#

3"G !5 F
<T(
<6(
G 9D

(T<
<6(
G O/;

T <<6( $G

!<6("#
<6#( !4 F

(!<T("
!<6("#
< 9D

(!(T<"
!<6("#
< O/;

T (
!<6("# $<

!<6("#
<6#( #

3"G 5F
<T(#
<6#(
G 9D

(#T<
<6#(
G O/;

T<6(<6#(
G F

(!<T("
<6#(
< 9D

(!(T<"
<6#(
< O/;

T (
<6#(

< U !+""

将 !+""式代入(3<EF
<̂ (
<_(
< 9D

(̂ <
<_(
< O/;

^ <
<_(

< 3
(
<_(
G

得到(

3"< 5F
<T(
<6(
< 9D

(T<
<6(
< O/;

T <<6(
< F

(!<T("
<6#(
G 9D

(!(T<"
<6#(
G O/;

T (
<6#(
G F

(#!<T("
!<6#("!<6("
< 9D

(#!(T<"
!<6#("!<6("
< O/;

T (#
!<6#("!<6("

<
#

3"< 5F
<T(#
<6#(
< 9D

(#T<
<6#(
< O/;

T<6(<6#(
< F

(!<T("
<6#(
G 9D

(!(T<"
<6#(
G O/;

T (
<6#(
G U !+&"

!毕7"

附录二

本文中的大量时间序列数据#可能存在非平稳性#但回归分析是以样本数据的平稳性

为基本前提的#对非稳定性的时间序列数据应用回归分析往往会导致伪回归现象#从而致

使结论无效’

显然#平稳序列将围绕 一 个 均 值 波 动#并 有 向 其 靠 拢 的 趋 势#对 该 变 量 进 行 自 回 归

有(

+* 5D6&+*T<6#*U

其中D为常数项#如&(<表明该序列是平稳的’对上式两边同减去+*̂ <可得到(

#+* 5D6!+*T<6#*U

其中!E&̂ <#若!接受零假设则说明+* 序列非平稳#否则则是平稳序列’以政府支

出为例#可以得到政府支出*政府支出对数后的一阶差分#即本文定义的 %一阶波动&分

别为(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 5$U#=?)85<<U&><

#K* 5#?U$=?
!"U#<?"

6$U$$#?>K*T<
!"U"?>"

!+!"

(# 5$U<#!)85"U>#=

#K
4

* 5$U$<>""
!"U#<?"

T$U#!#K
4

*T<
!"U"?>"

!+%"

可见这些变量都不是平稳的#为此必须将其二阶差分使之平稳化’则有(

(# 5$U!%!)85"#U&%!

#K
44

* 5T $U$$##
!T$U!%<"

T<U$$<K
44

*T<
!T!U=%?"

!+>"

(# 5$U%$=)85"=U$$&

#O
44
.B* 5T$U$$!<

!T$U""?"
T<U<!#O

44
.B*T<

!T%U#&!"
!+?"

(# 5$U%#=)85&#U&&%

#’
44
.B* 5T$U$$<>

!T$U&=$"
T<U<?$’

44
.B*T<

!T%U!<!"
!+="

(# 5$U>$")85!=U$&>

#d
44

* 5 T$U$$"
!T$U%&%"

T<U&$&+
44

*T<
!T>U%?&"

!+<$"

(# 5$U>$$)85!"U>=&

#!VY
44
’"* 5T$U$$&#

!T$U""""
T<U&$&!VY

44
’"*T<

!T>U""&"
!+<<"

由此可知#本文所用的数据都是平稳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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