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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纸币产生以来，通货膨胀问题便是宏观经济学中永恒的话题。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

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中央银行正确衡量

市场上的通货膨胀情况，并依此确定货币投放数量，因此通货膨胀水平是

关系到宏观货币政策的走向，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对于普通居民而言，通货膨胀水平也关系到日常的消费和投资情况，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通货膨胀对于各个层次、范围、区域的经济

主体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始自2007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得我国

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为了应对经济的下滑，我国于2008年11月出台

了四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并在这之后多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

率。一系列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当时延缓了我国经济下滑的速度，但是物

价上涨也随之而来。2009年中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开始回升，2011年7
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6.5%，创下近3年的新高，通货膨胀又重

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学中重要的研究领域，如何

正确衡量通货膨胀水平，即其测度方法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核心问

题。
泰勒规则（Taylor，1993）是常用的简单货币政策规则之一，由斯坦福大

学的约翰·泰勒于1993年根据美国货币政策的实际经验，而确定的一条

短期利率调整的规则。泰勒规则认为：如果通货膨胀等于目标通货膨胀，
失业率等于自然失业率，那么中央银行应该将名义利率设为它的目标值。
如果通货膨胀高于目标值，那么中央银行应该将名义利率设定为高于目标

值，以此来保持经济的稳定。依照“泰勒规则”，中国中央银行在利率设定

的决策上将在程度地取决于实际通货膨胀和目标通货膨胀之间的差距，中
国央行等决策部门的政策实施将越来越依赖于通货膨胀预期，而不仅仅是

过去的通货膨胀数据；同时，居民的消费和投资行为也越来越依赖于未来

物价水平的期望。因此，如何准确地预测通货膨胀，对于决策部门制定合

理的货币政策和企业、居民的投资消费行为都是相当重要的。
基于上述原因，本书对通货膨胀的测度方法和预测方法进行了深入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002    
中国核心通货膨胀的估算与预测研究
zhongguohexintonghuopengzhangdegusuanyuyuceyanjiu

研究。本书对通货膨胀的测度指标进行了梳理，得出了核心通货膨胀指标

是反映通货膨胀长期趋势的、能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提供依据的合适指

标，并在此基础上对核心通货膨胀估算方法，包括有限影响估算法、方差加

权指数法、结构向量自回归法、HP滤波法、持续性加权法、方差修削法进行

了比较，得出方差修削法比较适合用来估算核心通货膨胀。在核心通货膨

胀的预测方面，本书采用了线性回归法、神经网络法和非参数的支持向量

回归法进行了实证比较，得出了支持向量回归法预测性能最佳的结论。在

得到通货膨胀的最佳估算方法和最佳预测方法的基础上，本书采用了支持

向量回归法来预测我国未来5个月的核心通货膨胀水平，得到未来5个月

内我国通货膨胀将呈下降趋势，不存在显著通货膨胀压力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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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一、选题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很多中央银行采取了新的货币政策框架，
也就是通货膨胀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以保持低的和稳定的通

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制度或政策框架；当预测的通货膨胀高于目标通

货膨胀，货币当局则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当预测的通货膨胀低于目标通

货膨胀，则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当预测的通货膨胀接近目标通货膨胀，则
保持不变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货币政策框架下，稳定物价成为中央银行货

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自1990年新西兰率先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以来，加
拿大、英国、瑞典等发达国家相继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到目前为止，已
有超过20个国家先后实行该货币政策框架。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

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从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可以看出，中国

人民银行的首要和直接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稳定币值的目的在

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从实现目标的主次序列来看，稳定币值在先，促进经济

在后，中央银行只有在稳定币值后，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从我国货

币政策目标来看，稳定物价也是中央银行政策目标之一。
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外的货币政策目标来看，通货膨胀水平在很大程

度上都可以影响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

如此，通货膨胀水平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通货膨胀水平关

系到普通居民的消费和投资。在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下，通货膨胀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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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变得非常重要，依照“泰勒规则”，央行等决策部门的政策实施也将越

来越依赖于通货膨胀预期。因此，如何正确地测度通货膨胀并进行预测，
对于决策部门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和引导企业、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都是

相当重要的。

二、选题意义

基于以上背景，本书对通货膨胀的测度指标进行了梳理，对各估算方

法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比较，选择了合适的通货膨胀测度指标以及估算方

法。同时，本书对通货膨胀的预测方法进行了比较，选用了先进的预测方

法对通货膨胀进行了预测。本书对通货膨胀的测度和预测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该项研究具有充分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意义

从理论上来说，学术界对通货膨胀的测度研究一直在不断地深入和开

拓。一般来说，最常见的通货膨胀测度指标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除此之外，还有零售商品价格指数（R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进出口商品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PIIFA）和GDP缩减指数等，不同的价格指数有其运用的领域和作用，也
有其相对应的局限性。20世纪70年代，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时代背景下，西
方国家首次提出了核心通货膨胀价格指数，此后，国内外学者对于该指数

的理论和估算研究一直没有停歇。本书对通货膨胀的测度方法进行了梳

理，认为核心通货膨胀能够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提供依据，是合适的通

货膨胀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本书对核心通货膨胀的估算方法和评价标

准进行了汇总，采用30%截尾法、方差加权指数法、结构向量自回归法、HP
滤波法、持续性加权法和方差修削法这6种方法对我国2001年1月—2012
年12月的核心CPI进行了估算。之后对估算序列进行了序列有效性、序
列稳定性、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协整性、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相关性、
与货币供给量的相关性、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预测能力的比较，得出了在

这几种方法中，方差修削法是相对优秀的核心通货膨胀估算方法。这对于

通货膨胀估算方法的理论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通货膨胀的预测方法也有很多种。本书在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基础上，

采用了未被通货膨胀领域使用的、预测效果优秀的支持向量回归对我国的

核心通货膨胀进行了预测，并通过与线性回归、神经网络方法的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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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进一步验证了支持向量回归在通货膨胀领域运用的合理性。使用支

持向量回归来预测通货膨胀是对通货膨胀预测方法领域内的一个补充。

（二）现实意义

对通货膨胀的趋势水平作出准确可靠的预测，不仅能为政府政策部门

和中央银行宏观经济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而且也能为企业和居民的未来

通货膨胀预期提供重要的参考。在实际的通货膨胀水平衡量问题上，中央

银行和各金融机构采用了不同的指标来进行测度。我国目前最常用的通

货膨胀测度指标为国家统计局每月更新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但从理论上

和国外历史经验来说，该指标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即短期的食品或其

他个别商品的价格波动会影响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造成通货膨胀测度数

据与实际通胀情况相背离的现象，以此作为通货膨胀的测度指标可能会造

成货币政策方向性的错误。而核心通货膨胀在继承通货膨胀优点的同时

又能克服该缺陷，是通货膨胀的合适测度指标。本书对核心通货膨胀的估

算方法和预测方法进行了理论和实证上的比较，得到了合适的估算方法和

预测方法，并对得到的估算序列进行预测。这一系列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提高通货膨胀测度和预测的准确性，能够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

和日常居民生活、投资、消费等行为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文献回顾

一、关于核心通货膨胀的定义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核心通货膨胀是通货膨胀的一种度量手段。目

前，对通货膨胀的度量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标题通货膨胀，包括平时经

常使用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零售商品价格指数等；一类就是核心通货膨

胀。核心通货膨胀的思想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但是作为一个正

式的术语是Eckstein直到1981年才首次提出。

Eckstein（1981）认为，核心通货膨胀是“市场处于长期均衡状态下的通

货膨胀”，也就是“总供给价格的增长趋势”。按照Eckstein（1981）的定义逻

辑来说，如果总供给价格以核心通货膨胀率来增长，那么劳动和资本的使

用是稳定的。Parkin（1984）指出，Eckstein（1981）对核心通货膨胀的定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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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单位劳动成本的稳态增长率。

Quah，Vahey（1995），认为通货膨胀的波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长

期中不会影响真实产出的波动，也就是名义需求冲击；另一类是在长期中

会影响真实产出的供给需求，而核心通货膨胀就是观测到的通货膨胀中，
在中期和长期中不会影响真实产出的部分。

Romer（1996）认为，可以把附加了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中的预期通货

膨胀作为核心通货膨胀。Quah，Vahey（1995）和Romer（1996）的共同点在

于都将通货膨胀中的长期部分作为核心通货膨胀。

Cristadoro等（2005）认为，核心通货膨胀是CPI中各个组成项目的长

期共同成分，他们将各种成分分为相互正交的核心通货膨胀冲击和非核心

通货膨胀冲击。

Bryan，Cecchetti（1994）、Byran，Cecchetti，Wiggins（1997）、Blinder
（1997）和Roger（1998）均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定义核心通货膨胀，认为核

心通货膨胀为价格指数中与货币增长率相关的长期、持久的部分，他们认

为为了有效地制定货币政策并发挥作用，中央银行应当更关注通货膨胀中

持久、潜在的变化趋势，也就是核心通货膨胀。从制定货币政策的角度来

看，核心通货膨胀是中央银行的价格指数。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和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联合课题组

（2006）从实践的角度认为，核心通货膨胀是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基础

上，剔除了受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影响、垄断定价和国家政策影响的商品、
服务项目后编制的消费价格指数。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在2007年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

告》中，将核心通货膨胀定义为“剔除暂时性因素的潜在通货膨胀，用于反

映价格变动的一般趋势”。

Wynne（2008）认为，中央银行反对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于整

个社会而言，通货膨胀是需要成本的，通货膨胀会给市场经济带来扰动，并
妨碍法定货币在市场中的流通交易。因此，货币政策反对的应该是会给社

会带来福利损失的通货膨胀，而不是导致居民生活成本上升的通货膨胀。
按照 Wynne（2008）的观点，Siviero，Veronese（2011）、Eusepi等（2011）、侯
成琪，龚六堂（2013）认为，核心通货膨胀为使得整个社会福利受到损失的

那部分通货膨胀。
尽管目前学术界和官方对于核心通货膨胀的界定还存有争议，没有形

成统一的定义，但是从核心通货膨胀估算的角度来说，大部分对核心通货

膨胀的估算研究都是依托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标题通货膨胀。这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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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标题通货膨胀为出发点来估算的通货膨胀基本上反

映的是通货膨胀的长期趋势。因此，本书对核心通货膨胀的定义为：扣除

价格容易波动的项目，反映通货膨胀长期、潜在的趋势，能为货币政策提供

参考依据的通货膨胀度量指标。

二、关于核心通货膨胀的估算

核心通货膨胀的思想和概念被提出以来，国内外学者已使用不少方法

来测度核心通货膨胀，对于核心通货膨胀的定义，学术界也没有统一的答

案。因此，从不同的核心通货膨胀定义衍生出了不同的度量方法。常见的

度量方法一般可以归结为两类：统计的方法和基于模型的方法（汤丹和赵

昕东，2011）。
统计方法中最常见的也是计算最为简单的方法当属项目剔除法。

Exclusion，Roger（1998），Wynne（1999），Cutler（2001）都使用过该方法来

估算核心通货膨胀。国内黄燕，胡海鸥（2004）利用项目剔除法剔除了食品

项，计算了我国2001年2月—2004年8月的核心通货膨胀，得出核心通货

膨胀的波动性要比通货膨胀小的结论。李时兴（2007）使用剔除法估算了

昆明市的核心通货膨胀，得到核心通货膨胀可以真实反映昆明市物价水平

的结论。此外，有限影响估计法（Limited-influenceEstimator）、方差加权

价格指数法（VarianceWeightedMean）、平滑法（Smoothing）也属于统计类

的方法。
有限影响估计法包括加权中位数和修削均值法两种。最早提出用有

限影响估计法测算核心通货膨胀的是Bryan，Cecchetti（1994），他们发现使

用修削均值法计算的核心通货膨胀能够克服数据中的极值，计算结果更稳

健。他们建议对数据进行15%的加权修削，分别将波动太大的7.5%和波

动太小的7.5%剔除，计算分布中心的85%的均值。在进一步的研究中，

Bryan，Cecchetti（1994）对美国1967—1992年的价格指数进行了剔除食品

和能源的项目剔除法、加权中位数法和对称修削法的估算。实证结果表

明，加权中位数法计算的核心通货膨胀在与货币相关性和预测能力方面最

优秀。此后，Roger（1997），Shiratsuka（1997），国内的黄燕，胡海鸥（2004）
均验证过该方法的优越性。

方差加权价格指数法最早是Dow（1994）提出的。Dow（1994）将方差

的倒数作为商品和服务项目的权重来估算核心通货膨胀，Diewert（1995）使
用方差加权价格指数对一篮子商品赋予相同的权重，不过当时Diewert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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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得到的指数为新艾奇渥斯指数。
平滑法是一种经典的统计去噪方法。该方法通过平滑或滤波的方法

去除时间序列数据中的高频噪声，主要包括移动平均法、半数平均法、季节

调整法、Hodrick-Prescott（HP）滤波法、卡尔曼（Kalman）滤波法和带通

（Band-Pass，BP）滤波法、小波法等。Cogley（2002）对比了滤波法和有限影

响估计法等几种估算方法，发现滤波法更能快速估算、得到结果，并且在预

测方面更有优势。Cecchetti（1997）、Clark（2001）使用了移动平均法来作为

通货膨胀的长期趋势。由于小波法能够处理传统方法中很难处理的数据

不平稳性、不连续跳跃性、结构变化等问题，所以也被用来估算核心通货膨

胀。如：Dowd等（2011），Baqaee（2010）使用了小波法分别估算了美国和新

西兰的核心通货膨胀，国内谭屹然，石柱鲜和赵红强（2011）使用了小波方

法去除了CPI的短期波动，估算了我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结果显示，该方

法在度量长期核心通货膨胀时表现优秀，但是在预测方面效果一般。
基于模型的方法主要有动态因子指数（DFI）模型、结构向量自回归

（SVAR）模型、共同趋势法、持续性加权法、VAR法和基于各部门的新菲利

普斯曲线法。

Bryan，Cecchetti（1993）认为，核心通货膨胀就是价格变动中包含的共

同变动趋势，但这种共同变动趋势不能够直接观测。Stock，Watson（1988）
和King（1991）、Mellander（1992）等人提出在协整系统中，各变量包含的共

同趋势即为核心通货膨胀，Bryan，Cecchetti（199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借助动态因素指数（DFI）模型估计核心通货膨胀。该方法是众多方法中唯

一将价格指数变动的横向数据和时间序列纵向数据结合考虑的方法。目

前，西方国家的一些中央银行也开始使用该方法来估算核心通货膨胀，但
是由于该方法对数据的要求较高，需要预设的参数很多。因此，国内使用

该方法进行估算的实证运用还不多。国内赵昕东，汤丹（2012）使用CPI的

8类分项目商品价格指数建立了动态因子指数模型，估算了我国2001年1
月—2011年4月的核心通货膨胀。结果显示，该估算结果能够反映通胀趋

势和货币供给情况，并对未来的CPI有较好的预测能力。
结构向量自回归法（SVAR）是在以往这些估算方法中唯一具有经济理

论意义的方法。Quah，Vahey（1995）使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对
核心通货膨胀进行估计，该模型以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和货币的长期

中性为理论基础，对SVAR模型施加了基于经济理论的“长期中需求冲击

对产出的累计影响为零”的长期约束。Quah，Vahey将产出和通货膨胀受

到的冲击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产出没有中长期影响的核心通货膨胀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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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是对通货膨胀和真实产出不受约束的非核心通货膨胀冲击，这两类冲

击彼此独立、互不相关。我国的一些学者也使用了该方法对我国的核心通

货膨胀进行了估算，简泽（2005）将核心通货膨胀定义为“从RPI或CPI观

察到的一般价格水平变化中由货币冲击导致的成分”，建立了包含实际

GDP和一般价格水平变化率的两变量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

1954—2002年的核心通货膨胀进行了估算。赵晰东（2008）对两变量的结

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了扩展，建立了包括价格指数、食品价格指数与产

出的三变量SVAR模型，施加了“需求冲击在长期对产出的累积影响为零，
暂时冲击在长期对产出的累积影响为零，食品价格反映的暂时冲击在长期

对通货膨胀率的累积影响为零”这样3个约束，估算了我国1980—2007年

的核心通货膨胀。田新民，武晓婷（2012）在三变量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

基础上，建立了包括产出、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和食品价格的四变量结构

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中国1997年1月—2011年6月的核心通货膨胀率，
该模型的约束条件为“需求冲击、货币冲击与食品价格冲击对产出的长期

累积影响为零，需求冲击、食品价格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长期累积影响为

零，食品价格冲击对通货膨胀率的累积影响为零”这样6个长期约束。
共同趋势法本质上是向量自回归法的延伸，它将结构向量自回归扩展

到具有协整关系的经济变量中。与SVAR法不同的是，共同趋势法考虑了

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由于在实际实证过程中，各经济变量往往

存在着这种协整关系。因此，共同趋势法加入了更多信息，得出的结果从

理论上来说也更符合实际情况。与结构向量自回归结构模式有所不同的

是，共同趋势法的系统中包含了t个变量，而这t个变量之间如果存在着m
个协整关系，就需要将这t个简化式的冲击向量转化为t-m 个结构冲击，
需要估计出一个t×（t-m）的矩阵。Warne（1993）对这个模型以及识别

方法有过详细介绍。龙革生，黄山，湛泳（2008）使用共同趋势法对我国

2001年7月—2007年7月的核心通货膨胀进行了测量，但是在之后的评估

中发现，该方法得到的核心通货膨胀不能满足与通货膨胀的协整性；并且

预测通货膨胀不稳定，对通货膨胀解释能力有限，整体来说，估算结果不太

理想。
以往的方法主要是剔除通货膨胀的波动性成分，而对通货膨胀持续性

的成分相关研究得比较少。所谓通货膨胀的持续性，就是至通货膨胀受到

冲击后重新收敛并回复到均衡水平所需要的时间。Blinder（1997）首次提

出了通货膨胀持续性的问题，他认为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性，所以相比于过

去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更应该关心将来的通货膨胀。因此在给各类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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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赋权时，应该按照预测未来通货膨胀的能力来赋予权重。沿着这个思

路，Cutler（2001）使用持续性加权法对英国的核心通货膨胀进行了估算，与
项目剔除法、修削均值法和加权中位数法相比，持续性加权法对未来6个

月和12个月的预测能力均要优于其他的几种方法。Bilke，Stracca（2007）
根据通货膨胀各分项价格指数的持续性强弱对其赋予不同的权重，通过对

欧洲区域1998—2007年的实证研究发现，持续性加权法估算的核心通货

膨胀比通货膨胀在货币政策一致性方面和银行利率间存在更紧密的关系。
王宇，李季（2012）采用自回归和均值回归方法构造了持续性加权核心通货

膨胀估算方法，对我国2002—2010年的核心通货膨胀进行测度，结果显示

该方法计算的核心通货膨胀无论对总体通胀水平还是货币政策取向都有

显著相关性。
此外，国内的张延群（2011）构造了包含实际产出、实际货币供给和价

格指数3个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法（VAR），将CPI分为长期趋势和短期波

动，其中长期趋势即为核心通货膨胀部分，对我国1994—2009年的季度核

心通货膨胀进行了估算。侯成琪，龚六堂，张维迎（2011）创新地将新凯恩

斯模型推广至多部门的情况，提出了各部门商品价格变化的分解公式，在
这个理论公式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最终的估算核心通货膨胀的计量模

型，并使用两阶段估算法来估算模型，但是两阶段估算法的估算过程太过

复杂，侯成琪等又采用了稳态权重法来估算，结果显示两阶段估算法和稳

态权重 法 的 估 算 结 果 有 效，并 都 通 过 了 有 效 性 检 验。国 外 Michael
Pedersen（2009）首次提出了方差修削法，这种方法是修削均值法和方差加

权指数法的结合，他使用该方法来对欧洲和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进行估

算，结果显示该方法也可作为核心通货膨胀的估算方法之一。目前国内还

没有学者对该方法进行过深入研究。
核心通货膨胀的估算方法有很多种。那么怎么样的估算方法才算好，

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着核心通货膨胀估算方法的研究，从定性角度来讲，一
个好的核心通货膨胀应该具备以下特点。

首先是时效性。核心通货膨胀估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决策部门提

供通货膨胀实时动态，为政策实施提供数据支撑。如果核心通货膨胀估算

方法对通货膨胀数据的更新不及时，那么基于这种方法估算出的核心通货

膨胀数据而作出的决策也是滞后的，根本没有达到估算核心通货膨胀的目

的。这个特点也是好的核心通货估算方法要满足的最基本的条件。在这

几种方法中，平滑法中的移动平均法由于其计算原理的因素导致了时效性

要比其他几种方法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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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前瞻性。对于一种好的核心通货膨胀估算方法，它的前瞻预测

性也很重要。所谓前瞻性，是指对未来通货膨胀趋势的预测能力，从理论

构建的角度来讲，也只有结构向量自回归方法满足该要求。在很多学者文

章中都考察了核心通货膨胀估算方法的该项能力，如Bryan，Cecchetti，

Wiggins（1997），张又懿（2011）等。
然后是易于理解性。核心通货膨胀的估算目前还处于学术讨论阶段，

西方有的国家中央银行开始计算该指标，但也只是作为辅助参考指标，国
内外最常使用的通货膨胀指标还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核心通货膨胀指

数如果要作为一种常规指数广泛推广开来，那么普通公众是否能够理解该

估算方法就变得十分重要。如果核心通货膨胀的估算方法比较复杂，只限

于专门研究该方面的学者理解使用，而不能作为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那样

普遍通用的方法，那么研究核心通货膨胀估算方法的现实意义也将大打折

扣。在这方面，普通的项目剔除法和有效影响法就比结构向量自回归法、
动态因子法和协整法要优秀。因此，国内外很多重要银行和金融机构采用

的还是项目剔除法和有效影响法，这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接下来是理论依据。该特点要求核心通货膨胀的估算方法具有宏观

经济理论上的支持，这点不同于传统编制的价格指数，传统价格指数只要

求有微观理论上的支持。当然，能够具有宏观经济理论的支持，这是最理

想的状态；但是，在以上的核心通货膨胀估算方法中，只有结构向量自回归

满足这点要求，这点又和易于理解性有所冲突。一般具备有宏观经济理论

基础的方法，它的易于理解性通常不太强，在推广使用方面不具备优势。
最后是历史不变性，该特性也是相当重要的特性。所谓历史不变性，

指的是数据的计算结果不会随着获得新的观察值而重新计算调整，更改已

有的计算结果。如果现有的计算数据要随着新观察值的出现而不断调整

以往数据，那么该计算方法的历史不变性也就不强。有些学者也将该特性

称为稳定性，理论上的稳定性主要是指数据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动，
具有连贯性。不具备该特征的估算方法在推广上面会有难度，因为需要经

常实时更新以往的数据，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操作来讲，成本过大。在这点

上通过构建模型计算的方法如动态因子法、结构向量自回归法和共同趋势

法都不太能满足。
以上都是对于核心通货膨胀估算方法的定性比较标准，但是对于各种

度量方法，如何进行定量的比较，以及进行定量比较的好坏判别标准是什

么，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说法。Clark（2001）认为，核心通货膨胀应该

和通货膨胀的长期均值一致，并且核心通货膨胀应该比通货膨胀的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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