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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促进思想交流 、活跃学术氛围 、汇聚研究成果 、展现学人风采 ，更好

地为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２０１０年 １０ 月 ，宁波市

社科联创办了每年一届的宁波市社科界学术年会 。 年会充分发挥大型学

术活动参与广泛 、学术规范 、形式多样的特色和优势 ，围绕宁波现代化建设

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进行学术交流 、思想互动 ，涌现出了一批质量较高

的研究成果 ，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 学术年会也成为我市社科界标志性

的学术交流平台和社科服务品牌 。

２０１２年是实施宁波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 、深

化“三思三创” 、深入推进“六个加快”战略部署的重要一年 ；同时也是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党的十八大和省 、市党代会精神的关

键之年 。 ２０１２年也是我市社科“十二五”发展中的“固本创新年” 。 新的形

势和任务对社科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建设“两富浙江”和宁波实现“两个

基本” 、建设“四好示范区” ，需要科学理论支撑和引领 。 由宁波市社科联主

办的市社科界第三届学术年会 ，以“宁波新起点 ：开拓 、创新 、提升”为主题 ，

共谋宁波在新起点上的科学发展之策和创新发展之举 ，为实现市第十二次

党代会提出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 。

本届学术年会由年会开幕式暨大会学术活动 、学科专场学术活动 、学

会学术活动三大版块组成 。 年会开幕式暨大会学术活动包括优秀论文颁

奖 、领导讲话 、主题报告 、名家学术讲演等内容 。专场学术活动有 ５场 ：其中

主题为“战略与路径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专题学术研讨会 ，同时也是浙江

省社科界首届学术年会学科专场活动 ，由浙江省社科联 、宁波市社科联联

合主办 ，宁波大学 、浙江万里学院联合承办 ；主题为“文化发展 · 城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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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与人文学科专场 ，由浙江万里学院承办 ；主题为“民生优先 · 管理创

新”的社会与政法学科专场 ，由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承办 ；主题为“结构

调整 ·转型升级” 的经济与管理学科专场 ，由宁波工程学院承办 ；主题为

“新起点 、新机遇 、新跨越 ———宁波新一轮大发展方略” 的青年学者专场 ，由

宁波大学承办 。此外还有 １６场学会学术活动 。

本届学术年会共收到论文 ３１２篇 （不含“战略与路径 ：浙江海洋经济发

展”专题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学术年会组委会组织专家经过两轮评选 ，评

出 １５０篇入选论文（其中优秀论文 ５０ 篇 ） 。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学术年会文

集 ，即是入选论文的汇编 ，分为经济与管理学科卷 、社会与政法学科卷 、历

史与人文学科卷 。

最后 ，真诚感谢在学术年会筹办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的全市各高校 、

社科研究机构和学会（协会 、研究会） ，以及所有关心 、支持学术年会的领导

和专家学者 。

编 　者

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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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的国际贸易传导机制研究

——— 基于七国经济数据的分析
倡

罗湘雄 　李 　浩

引 　言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之后 ，随着经济周期同步性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许多经

济学家开始建立模型来分析经济周期在国际间进行传递的机制和途径 。经

济周期的两条最主要传导渠道是贸易与金融市场（Mitchell ，１９２７ ；Kose 等 ，

２００３） 。越来越多的文献是有关贸易这一国际经济周期传导中介的（EER and
Backus et al ．，１９９２ ；IMF WP ，Ambler et al ．，２００２ ；Kose et al ．，２００３） 。

关于国际贸易传导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Frankel 和 Rose 在 １９９８ 年提

出的贸易密度理论 。 虽然两国的贸易密度被认为是贸易传导效果的主要

决定性因素 ，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国际经济周期贸易传导还受到其他一些

因素的制约 。如贸易双方在产业结构上的相似程度 ，产业内贸易比产业间

贸易乃至所有贸易更能引起 GDP 同步运动（Kose and Yi ，２００６） 。 流动资

本回笼利用率非常高 ，同样会导致贸易双方产业内分工的深化与经济周期

联系的降低 （Canova and Marrinan ，１９９８ ；Heathco te and Perri ，２００２） 。 国
内关于该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是宋玉华等（２００７） ，他的研究表明贸易发展与

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具有正相关关系 ，并指出影响协动性的关键是贸易强

度 ，而非受贸易模式影响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 。 但他们的分析更多是集

中在理论模型的分析与介绍上 。

1经济周期的国际贸易传导机制研究 　

倡 省教育厅项目“经济增长停滞和金融危机下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研究”（Y２００８０４３４９） ，

宁波大学优秀学位论文培育基金项目（PY２０１１０００４） 。



在经济周期传导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从实

证角度来探讨经济周期的传导和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问题 。 如哈

里森（Harrison ，１９８５）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经济

周期的传导 。格里克（Glick ，１９８７）使用回归分析方法 、马吉尔等人（Magill
et al ．，１９８１）和德拉斯（Dellas ，１９８６）运用波谱分析的方法分别研究了不同
国家间经济周期的传递机制 。塞欧沃（Selover ，１９９１）使用向量自回归方法
研究了太平洋盆地国家（Pacific Basin）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 。 阿默德

（Ahmed et al ．，１９９３ ）等人运用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 （structural VAR
models）和协整检验的方法研究了美国和经合组织（OECD）５个成员国之间
经济周期的传导 。

国内的研究有薛敬孝 、张兵（２００１）通过测算东亚 １０ 国 １９６５ — １９９９ 年

期间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实证分析了东亚国家 （地区 ）经

济周期的同期性并具体探讨了其决定因素 。 秦宛顺 、靳云汇 、卜永祥

（２００２）采用 HP 滤波的方法对不变价格水平的美国 、日本 、中国季度 GDP
进行处理 ，计算了中美和中日周期波动之间的相关系数 ，得出结果表明 ，中

美经济周期的联系为弱相关关系 、中日经济周期的关系为负相关 。 杜群

阳 、宋玉华（２００５）在 HP 滤波处理的基础上计算了 １０ 个代表性的国家 （地

区）１９７０ — ２００４年经济周期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得出了东亚各国和东盟经

济周期存在 、地区性大国经济周期独立性较明显以及中国与东亚经济周期

关联度不断加强等结论 。庄宗明 、孔瑞 （２００７）认为经济周期是世界各国经

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普遍现象 。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一国及世界性的经济

冲击会传导给别的国家 ，使各国的经济波动不但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 ，还

受到国际经济冲击的影响 。何艳秋（２００８）考察了中国与美 、日经济波动的

相关性和长期均衡关系 ，认为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间存在正向关系 ，日本

与中国经济间却存在着负向关系 。

另一方面 ，学者们力图在基本模型中引入更多现实的因素来拓展经济

周期模型 ，以期增强其解释力 。 如 Stockman 和 Tesar （１９９５）引入非贸易
品 ，Kollmann（２００１）引入货币非中性 ，Buch （２００３ ）引入金融市场不完全 ，

Ravn和 Mazzenga（２００４）引入运输成本以增加贸易障碍等 。

回顾已有的研究文献 ，对于经济周期贸易传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美

国为传导源 ，对一些发达国家的影响的研究 ，本文选取了 ７ 个国家 ，在更广

阔的样本空间中研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

2 　 经济与管理 ：结构调整 ·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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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贸易传导机制 。

一 、构建模型

构建以经济波动相关度为因变量 ，贸易强度为自变量的面板数据回归

模型如下 ：

R（m ，n）it ＝ αit ＋ I（m ，n）itβit ＋ μit （１）

其中 ，m ，n表示两个不同的国家 ，R（m ，n）表示两个国家经济波动的相关
度 ，其值为 m ，n的实际 GDP 经过由霍德里克和普雷斯科特 （Hodrick and
Presco tt ，１９８０）提出的 H － P滤波方法的处理 ，提取的周期成分数据的相关

系数 。 αit表示常数项 ，μit表示随机误差项 。 I（m ，n）表示两个国家的贸易强
度 ，其计算公式采用 César Calderòn 等人（２００７）的方法如下 ：

I（m ，n）t ＝ ln １

T 钞
y０ ＋ T

s ＝ y０ ＋ ０

１ ＋ f sm ，n

Fs
m ＋ Fs

n
（２）

其中 ，T表示时间段 t的长度 ，y０ 表示时间段 t的起始年份 ，f sm ，n表示国家 m
和 n在第 s 年的双边贸易额 ，Fs

m Fsn 表示国家 m （n）在第 s 年的进出口
总额 。

按照对系数的不同设定 ，式（１）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

第一 ，回归斜率系数和截距都相同 ：

R（m ，n）it ＝ α＋ I（m ，n）itβ ＋ μit （３）

第二 ，回归斜率系数相同 ，但截距不同 ：

R（m ，n）it ＝ αi ＋ I（m ，n）itβ ＋ μit （４）

第三 ，回归斜率系数和截距都不同 ：

R（m ，n）it ＝ αi ＋ I（m ，n）itβi ＋ μit （５）

判断数据究竟符合哪种模型形式 ，可以利用协方差分析检验 ，有如下

两种假设 ：

　 　 　 　 　 　 　 H１ ：β１ ＝ β２ ＝ ⋯ ＝ βN

H２ ：α１ ＝ α２ ＝ ⋯ ＝ αN ；β１ ＝ β２ ＝ ⋯ ＝ βN

利用协方差分析构造的检验统计量如下 ：

F２ ＝
（S３ － S１ ）／ （N － １）（K ＋ １）

S１ ／ N T － N（K ＋ １）
（６）

F１ ＝
（S２ － S１ ）／ （N － １）K
S １ ／ N T － N（K ＋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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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１ ，S２ ，S３ 分别表示式（５） 、（４） 、（３）的残差平方和 ，N表示个体的个数 。

二 、数据及指标说明

首先是样本国家的选取 ，本文希望选取的国家在 GDP 和进出口总额
方面在世界上排名较前 ，以确保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影响较大 。 另外 ，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和各国之间经济周期的贸易传导 ，选取的样本国家

还必须是近年来和中国贸易比较密切的 。 因此 ，根据世界各国从 ２００１年到

２０１０年的 GDP和进出口总额以及中国和各国双边进出口总额 ，本文选取

了中国以及美国 、日本 、德国 、韩国 、英国以及巴西这 ７个国家作为研究的对

象 ，因为他们的 GDP 相加以后占世界的 ５７畅７５％ ，已经超过了一半 ，可以认

为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较大 ，且都是与中国贸易密切的国家 。 其中巴西和

中国一样都是发展中国家 ，有助于研究发展中国家间贸易传导机制的作用

大小 。

本文涉及的变量和数据主要包括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韩国 、英国 、

巴西的 GDP 以及根据 ２０００年不变价计算的它们的实际 GDP ，中国分别与

这 ６国的进出口额和各国的进出口总额 。

数据来源于历年 枟中国统计年鉴枠 、中国海关网站以及世界银行的

网站 。

在实证中用字母 c来表示中国 ，替换模型中的 m ，则 R（m ，n）写为 R（c ，n） ，I
（m ，n）写为 I（c ，n） ，模型中的 n则用各个国家的英文缩写来替换 ，用字母

Usa来代表美国 ，Jap代表日本 ，Ger 代表德国 ，Kor 代表韩国 ，Eng 代表英
国 ，Bra代表巴西 。

用 CAEX 、CJEX 、CGEX 、CKEX 、CBEX 分别代表中国向美国 、日本 、德

国 、韩国 、英国 、巴西的出口额 ，用 AEX 、JEX 、GEX 、KEX 、EEX 、BEX 分别
代表美国 、日本 、德国 、韩国 、英国 、巴西向中国的出口额 ，用 CGDP 、AGDP 、
JGDP 、GGDP 、KGDP 、EGDP 、BGDP 分别代表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韩

国 、英国 、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均为亿美元 。

７个国家的 GDP数值都使用从 １９８０年到 ２０１０ 年以 ２０００ 年不变价计

算的 GDP ，可以看成是实际 GDP ，单位为亿美元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

站 。使用 H － P 滤波处理 ７ 个国家的实际 GDP ，去除趋势后 ，得到周期成

分 ，见图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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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７国实际 GDP经 H － P滤波后的周期成分曲线
　

　 　观察图 １ ，七国的周期大致可以分为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０ 年一个 １０ 年的长周

期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年一个 １０年的长周期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一个 ７ 年的周期 ，以

及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０年的半个周期 ，所以 ，取时间段的长度为 １０ ，在保持时间段

长度不变的情况下 ，以 １９８０年为时间段 t的起始年份 ，并往后递推下一年

为起始 ，在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０年间可得到 ２１ 个时间点 。于是可以利用图 １ 的数

据 ，计算 R（c ，n） ，结果见表 １ 。

表 1 　中国与 6国经济波动相关度 R（c ，n）的值

t R（c ，Usa） R（c ，Jap） R（c ，Ger） R（c ，Kor） R（c ，Eng） R（c ，Bra）
１ 耨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０  ０ 谮舷畅３２６７ － ０  �畅３３８０ － ０  �畅０９６１ ０ 刎屯畅２９３１ ０ 刎屯畅１２７３ ０ 刎屯畅５６２８

２ 耨１９８１ — １９９１  ０ 谮舷畅４３６３ － ０  �畅７５７４ － ０  �畅８０２３ － ０  �畅３２６９ ０ 刎屯畅１９４３ ０ 刎屯畅４８１９

３ 耨１９８２ — １９９２  ０ 谮舷畅４６４９ － ０  �畅８１８８ － ０  �畅８７９６ － ０  �畅５６０３ ０ 刎屯畅３２９８ ０ 刎屯畅５３５２

４ 耨１９８３ — １９９３  ０ 谮舷畅４３４０ － ０  �畅７９８３ － ０  �畅８６５３ － ０  �畅５９０４ ０ 刎屯畅２２５８ ０ 刎屯畅５０４１

５ 耨１９８４ — １９９４  ０ 谮舷畅２４６４ － ０  �畅７８２４ － ０  �畅７６５９ － ０  �畅２２１３ ０ 刎屯畅０４８３ ０ 刎屯畅４９６０

６ 耨１９８５ — １９９５  － ０  �畅００７６ － ０  �畅７４９４ － ０  �畅６６７８ ０ 刎屯畅２７４９ － ０  �畅１０２９ ０ 刎屯畅５７２５

７ 耨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６  － ０  �畅１６６３ － ０  �畅６２５０ － ０  �畅６５８６ ０ 刎屯畅５３９１ － ０  �畅２２８５ ０ 刎屯畅５８６３

８ 耨１９８７ — １９９７  － ０  �畅１９６６ － ０  �畅６１２２ － ０  �畅６８６０ ０ 刎屯畅６４８７ － ０  �畅２２０８ ０ 刎屯畅６４６４

９ 耨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８  － ０  �畅２０３２ － ０  �畅７０４２ － ０  �畅７４７９ ０ 刎屯畅３３６２ － ０  �畅２３７７ ０ 刎屯畅６９０２

１０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９  － ０  �畅３５１９ － ０  �畅４５０４ － ０  �畅７１９１ ０ 刎屯畅３７８７ － ０  �畅３９０３ ０ 刎屯畅６９３６

１１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 ０  �畅４９８１ － ０  �畅３１４０ － ０  �畅７８４６ ０ 刎屯畅３５６７ － ０  �畅５１８３ ０ 刎屯畅７５９７

１２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１  － ０  �畅４８８４ ０ 儋挝畅０４５４ － ０  �畅７５５６ ０ 刎屯畅３５８５ － ０  �畅５５２０ ０ 刎屯畅６９６５

１３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２  － ０  �畅４８８１ ０ 儋挝畅５２０９ － ０  �畅５１６２ ０ 刎屯畅２１２２ － ０  �畅６２５３ ０ 刎屯畅６３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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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t R（c ，Usa） R（c ，Jap） R（c ，Ger） R（c ，Kor） R（c ，Eng） R（c ，Bra）
１４  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３  － ０  �畅４１３４ ０ 儋挝畅６９５３ － ０  �畅１３３８ ０ 刎屯畅１９３６ － ０  �畅７６９９ ０ 刎屯畅８１４０

１５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４  － ０  �畅４６０５ ０ 儋挝畅４８２３ ０ 儋挝畅１３１０ ０ 刎屯畅１７９８ － ０  �畅８６９０ ０ 刎屯畅８５５３

１６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５  － ０  �畅５１５６ ０ 儋挝畅２４８５ ０ 儋挝畅２６５２ ０ 刎屯畅１６９２ － ０  �畅８８２５ ０ 刎屯畅８７０１

１７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６  － ０  �畅４１４３ ０ 儋挝畅１２１３ ０ 儋挝畅１８１４ ０ 刎屯畅０４４９ － ０  �畅８２２４ ０ 刎屯畅８５０７

１８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７  ０ 谮舷畅０６２５ ０ 儋挝畅２９６０ ０ 儋挝畅４９７０ － ０  �畅０１６３ － ０  �畅０９８９ ０ 刎屯畅８４３５

１９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８  ０ 谮舷畅２９９９ ０ 儋挝畅３５２８ ０ 儋挝畅７５６８ － ０  �畅１２７２ ０ 刎屯畅１０９５ ０ 刎屯畅８６１８

２０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９  － ０  �畅２７１８ － ０  �畅０２９７ ０ 儋挝畅２４９４ － ０  �畅１５４７ － ０  �畅３６３９ ０ 刎屯畅６０９５

２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 ０  �畅４９２８ － ０  �畅１０３５ ０ 儋挝畅１０５６ － ０  �畅０２７６ － ０  �畅５９６４ ０ 刎屯畅７６４５

接着根据式（２）计算 I（c ，n） ，同样取时间段为 １０ ，以 １９８０年为时间段 t
的起始年份 ，并往后递推下一年为起始 ，在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０年间得到 ２１个时间

点 ，结果见表 ２ 。

由于 １９９０年德国统一 ，所以 １９９０年之前的德国进出口的数据 ，使用的

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总后的值 。由于 １９９２年中韩才

正式建交 ，之前两国以民间贸易探索为主 ，贸易额非常少 。 １９７９年 ，中韩两国

开始经我国香港地区 、新加坡等地转口贸易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９年的中韩双边贸易

额在中国的统计年鉴中并未记载 ，因此这部分缺失的数据来源于网络 。①

中国与 ６个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以及 ７ 个国家各自的总的贸易额 ，单位

均为亿美元 。并且全都使用以 ２０００年为基期的 GDP平减指数来消除物价
变动的影响 ，其中 GDP 平减指数是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美元现价
GDP和 ２０００年不变价美元 GDP计算得到 。

表 2 　双边贸易程度指标 I（c ，n）的值

t I（c ，Usa） I（c ，Jap） I（c ，Ger） I（c ，Kor） I（c ，Eng） I（c ，Bra）
１ 耨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０  － ４  �畅６５９８ － ３  �畅７０２６ － ４  �畅９４５３ － ４  �畅７２９６ － ５  �畅５２５６ － ５  �畅０３５８

２ 耨１９８１ — １９９１  － ４  �畅５６７３ － ３  �畅６３００ － ４  �畅８９９４ － ４  �畅６１９５ － ５  �畅５０４８ － ５  �畅０４７３

３ 耨１９８２ — １９９２  － ４  �畅４７３８ － ３  �畅５３８８ － ４  �畅８３２５ － ４  �畅４８０６ － ５  �畅４７４７ － ５  �畅０６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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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魁 ：枟中韩经贸合作的回顾与展望枠 ，http ：／／www ．chinavalue ．net／FinanceBlog２０１１‐４
－ １１／７３９６７９ ．aspx ，２０１１‐０４‐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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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t I（c ，Usa） I（c ，Jap） I（c ，Ger） I（c ，Kor） I（c ，Eng） I（c ，Bra）
４ 耨１９８３ — １９９３  － ４  �畅３１５６ － ３  �畅３７４５ － ４  �畅６８４０ － ４  �畅２９８１ － ５  �畅３７２２ － ５  �畅０８５２

５ 耨１９８４ — １９９４  － ４  �畅１６２１ － ３  �畅２２７６ － ４  �畅５６１１ － ４  �畅１２０９ － ５  �畅３１１７ － ５  �畅０９６０

６ 耨１９８５ — １９９５  － ４  �畅０５４７ － ３  �畅１１２５ － ４  �畅４５８１ － ３  �畅９５７６ － ５  �畅２４３３ － ５  �畅０９５３

７ 耨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６  － ３  �畅９７００ － ３  �畅０４１６ － ４  �畅３８７４ － ３  �畅８０５２ － ５  �畅１７３７ － ５  �畅１５４３

８ 耨１９８７ — １９９７  － ３  �畅８８９４ － ２  �畅９９４１ － ４  �畅３６４７ － ３  �畅６７９６ － ５  �畅１６０４ － ５  �畅１７６６

９ 耨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８  － ３  �畅８０９０ － ２  �畅９５８３ － ４  �畅３４４６ － ３  �畅６０５２ － ５  �畅０９７３ － ５  �畅１７４９

１０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９  － ３  �畅７３２８ － ２  �畅９１２５ － ４  �畅３２１１ － ３  �畅５２１１ － ５  �畅０２０６ － ５  �畅２０５６

１１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 ３  �畅６６３５ － ２  �畅８５５０ － ４  �畅２９０５ － ３  �畅４１５６ － ４  �畅９４４６ － ５  �畅２３６７

１２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１  － ３  �畅５８２３ － ２  �畅７８９４ － ４  �畅２３８８ － ３  �畅３１５７ － ４  �畅８８３１ － ５  �畅２０９７

１３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２  － ３  �畅４９７０ － ２  �畅７３３４ － ４  �畅１８１５ － ３  �畅２２７２ － ４  �畅８１５９ － ５  �畅１５０６

１４  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３  － ３  �畅４１０１ － ２  �畅６８３３ － ４  �畅１０８０ － ３  �畅１４４８ － ４  �畅７５０３ － ５  �畅０６７０

１５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４  － ３  �畅３４８６ － ２  �畅６７３０ － ４  �畅０７４５ － ３  �畅０８０３ － ４  �畅７１０９ － ４  �畅９９４３

１６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５  － ３  �畅２８５０ － ２  �畅６７６３ － ４  �畅０４１２ － ３  �畅０２２９ － ４  �畅６６５４ － ４  �畅９３３６

１７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６  － ３  �畅２１２６ － ２  �畅６８６２ － ４  �畅００２９ － ２  �畅９７９４ － ４  �畅６１３５ － ４  �畅８７３７

１８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７  － ３  �畅１４７２ － ２  �畅６９４３ － ３  �畅９５８０ － ２  �畅９４７８ － ４  �畅５５１４ － ４  �畅７９９８

１９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８  － ３  �畅０９９３ － ２  �畅６９７９ － ３  �畅９０２４ － ２  �畅９３１０ － ４  �畅５０１２ － ４  �畅６８１３

２０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９  － ３  �畅０４８２ － ２  �畅６９１９ － ３  �畅８４４４ － ２  �畅９０６５ － ４  �畅４６３９ － ４  �畅５６４０

２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 ３  �畅００４７ － ２  �畅６９９６ － ３  �畅７９０５ － ２  �畅８８８８ － ４  �畅４３９４ － ４  �畅４３０５

三 、实证结果和分析

（一）基于 VEC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先分别建立了中美 、中日 、中德 、中韩 、中英以及中巴的向量误差

修正模型（VEC 模型） 。

首先对模型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如果是平稳序列 ，则可

以建立 VAR模型 ，如果是非平稳序列 ，则要继续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是否

能建立 VEC模型 ，继而基于 VEC 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考察
中国与 ６国经济波动相互传导的动态路径 。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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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问题 ，本文对数据进行了自然对数变换 。 采用 Dickey‐Fuller 方法进行
单位根检验 ，计算过程在 Eview s ６畅０下实现 ，ADF检验发现 ，在 ５％ 的显著

性水平上 ，所有变量的水平序列和一阶差分都是非平稳的 ，而它们的二阶

差分是平稳的 ，即都是二阶单整 I（２）的序列 。

进一步的采用 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它们的长期稳定关系进行检
验 ，在 ５％ 的显著性水平上 ，中美 、中日 、中韩及中巴间的变量接受最多有两

个协整关系的假设 ，中德 、中英间接受最多有三个协整关系的假设 ，这表明

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

由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 模型）是含有协整约束的 VAR 模型 ，多

应用于具有协整关系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建模 ，所以接下来建立 VEC 模型 ，

如下式 ：

Δ yt ＝ αecm t －１ ＋ 钞
p －１

i＝ １

Γi Δ yt － i ＋ εt （８）

其中 ，误差修正项

ecm t － １ ＝ β′y t － １ （９）

α指的是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 ，将其调整到均衡

状态的调整速度 。

利用 Eview s ６畅０进行估计 ，得到中美 VEC 模型如下 ：

　 　 dLY t ＝

０ ．１１ ０ ．１９ ０ ．１５ － ０ ．１９

－ ０ ．４１ ０ ．１６ － ０ ．０２ － ０ ．０２

－ ２ ．４２ － ０ ．１０ ０ ．１７ － ０ ．５２

－ ０ ．８４ － ２ ．４３ ０ ．５８ － ０ ．２１

× dLY t － １

＋

－ ０ ．２９

－ ０ ．１２

－ ０ ．９３

－ ０ ．１５

　

０ ．３８

－ ０ ．５３

－ ０ ．９２

０ ．２８

× vecm ＋

０ ．１２

０ ．１０

０ ．５６

０ ．３０

（１０）

其中 ，dLYt ＝ d（lnCGDP） d（lnAGDP） d（lnCAEX） d（lnAEX） ′
，

vecm t ＝
１ ０ ０ ．５９ － １ ．９３

０ １ － ０ ．３４ ０ ．１５
× LY t ＋

－ ２ ．５２

－ １０ ．１２
。

中日 VEC 模型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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