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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对宏观经济模型的研究和应用发展很快。
有关宏观经济模型的书文相继发表，对各种宏观经济模型的鉴定活动连接
不断地进行。但是，迄今为止，能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宏观经济
模型的历史、内容、类型，以及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全面、系
统的论述，在国内尚属罕见。可以说，汪同三同志著的《宏观经济模型论
述》一书，填补了我国数量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空白。

科学研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集大成式研究，另一种是突破式研究。
这两种研究都是科学思维的创新活动，既有继承前人成果的因素，又有阐
发个人创见的成分。但前一种研究偏重于面，而后一种研究突出于点。汪
同三同志关于宏观经济模型论述的研究属于第一种类型。他是在整理和评
论国内外大量宏观经济模型文献的基础上写成此书的。

任何一种认真的研究，都应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历史的考察和类型的
比较。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把宏观经济模型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即初步发展阶段、走向繁荣阶段、广泛应用阶段，并对每个阶段遇到的问
题作了评论，还把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模型区分为三种类型，即西方发达
国家模型、发展中国家模型、社会主义国家模型，并对每种类型的特点作
了剖析。经过这样一番纵横的论述，宏观经济模型的图景也就更加清晰了。
《宏观经济模型论述》并没有停留在一般的论述上，而是着重分析了

我国宏观经济模型的特点，同时指出了它的发展方向，进而把作者参与研
制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作为一个实例加以讨论。这个模型主要用于政策分
析，而目前国内对宏观经济模型的应用往往偏向经济预测，不甚强调政策
分析。从发展趋势看，政策分析是宏观经济模型的一个潜力更大的用途。

本书原是汪同三同志的博士论文，该文于 1990 年 7 月 14 日通过答辩
时，曾获得较高的评价。答辩委员会的决议说：“这篇论文是作者在阅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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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大量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写成的，内容全面，观点新颖，是我国研究
宏观经济模型的一篇力作。”汪同三同志是国内培养的数量经济学专业以
宏观经济模型为研究方向的第一名博士。他撰写论文时，就按计划把它作
为专著来写。答辩后他又对论文作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
对宏观经济模型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方法上，还是在软件技术

上，都是没有止境的。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固然令人兴奋，但是
成果毕竟是有限的，而研究则是无穷的。我们应当在无穷的研究中取得尽
可能多的有限成果。愿以此与作者、读者共勉之。

乌家培
1991年 3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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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宏观经济模型从萌芽之日到现在已经有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在中
国，从 50 年代末一批年轻学者在老一辈学者专家的支持下开始在这块土
地上默默耕耘算起，也有 30 余年风风雨雨的历史了。因此，宏观经济模
型从理论方法到实际应用都已不是一张可以任人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
的白纸了。作为我国数量经济学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作为第一个以宏观
经济模型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应该完成一篇怎样的学位论文呢？使
我感到幸运的是，我的指导教师乌家培研究员，以及我在学习和工作中经
常接触到的张守一、周方研究员，为我指出了一个有意义的方向。我没有
在数量经济学的广阔天地中选择一个特定的专题或侧面去研究，而是尝试
从“宏观”上去学习和研究宏观经济模型，因此确定了《宏观经济模型论
述》这样一个题目。完成这一工作不仅对当前数量经济学及宏观经济模型
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是必要的，而且迫使自己去钻研和浏览中外名著，探
索分析中国实情。我现在深深感到，两年来在这方面的努力确实为自己今
后在宏观经济模型领域内继续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全书分为五章，线索是比较清楚的。第一章研究宏观经济模型的历

史，第二章讨论宏观经济模型的主要内容。这两章分别从纵和横两个方面
论述宏观经济模型的基本内容。第三章对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的经济模型
进行分析比较，意在从另一个角度横向研究宏观经济模型。第四章阐述中
国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模型的特点及有关问题。第五章将一个我参与研制的
中国宏观经济模型作为研究实例，并在此章附录中对几个有关的具体问题
作了专题研究。这样安排的目的在于力图较系统地抓住能够概括宏观经济
模型主要内容的主线，并围绕这一主线阐述我的观点。然而这仅仅是一个
尝试，我所抓住的东西可能仍是宏观经济模型的一个较大的侧面，而且我
所阐述的观点也不一定全面、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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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这篇论文之后，回过头来再思考本文涉及但仍需进一步研究的问
题，感到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将宏观经济模型方法更紧密地与中国的实际
结合起来，特别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我对自己的
论文也不十分满意，唯一的补救方法是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实践中，更多
地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除了真诚地感谢对我进行了多年指导的乌家培老师、张守一老师和周
方老师之外，我还要特别感谢作为我的论文评阅人的北京大学胡代光教授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孙世铮研究员，他们对我的论文提供了宝贵
的意见；特别要感谢作为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的中国人民大学钟契夫
教授 （答辩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陈锡康研究员、清
华大学李子奈教授，以及国家经济信息中心于清文高级工程师，他们对我
的论文提供了宝贵意见，使它能够达到目前的水平。

此外，我还要感谢与我共同研制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的国家统计局的阿
思奇等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姜忠孝、张昕
竹、谷丽娟和王莉等同志，他们也对我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汪同三
1991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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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宏观经济模型的历史

第一节 概 述

一、理论和应用

研究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的理论和应用及其发展途径，有必要首先回顾
和研究宏观经济模型的发展历史。宏观经济模型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
就，必然有助于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的研制和应用；宏观经济模型所面临的
多数问题，也必然是中国宏观经济模型应用研究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宏观
经济模型的历史可以从理论和应用两方面进行研究。在这两个方面中，应
用是主要的，因为宏观经济模型方法毕竟是一种经济科学的研究方法，它
是以研究解决社会经济的实际问题为直接目的的。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
社会经济现象越来越复杂，使得人们对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越来越需要借
助于更有效、更科学的手段，这就促使宏观经济模型方法应运而生，并从
众多的经济分析方法中独立出来。宏观经济模型应用中发现的问题，迫切
需要模型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模型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又推动
了对模型的更广泛、更深入的应用。这样，不仅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成为现
代经济科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而且宏观经济模型方法在对
各种宏观经济现实问题的分析中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经济数据和统计理论

有两个基本原因促使宏观经济模型方法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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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随着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分析、研究的深入，积累了
越来越多的反映各类经济问题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仅激励了经济学家们利
用它们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愿望，而且为经济学中数量分析方法的出现
提供了可能性。最早的应用数据分析研究经济问题的例子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中叶威廉·配第（Willian Petty） 的《政治算术》。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
恩格尔 （Engel） 对家计消费的研究及其主要结论，完全是以当时可供使
用的家计消费统计数据为依据的。著名的恩格尔定律指出：随着收入的增
加，人们用于食物的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恩格
尔当时根据德国萨克森地区的不同收入集团花费在各类物品和劳务上的支
出比例不同的数据资料，得出了上述著名的定理。后人认为，恩格尔定律
“大概是从实际经验的经济数据中得出来的第一个数量定律”。［1］它的研究
方法可称为经济学中数量分析方法的一个经典范例。在恩格尔之后，许多
经济学家沿用其方法，对家计消费问题进行了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人
们发现，除了食物之外，衣服和住房等其他生活必需品在不断增长的家庭
支出中所占的份额也是递减的。更重要的是，恩格尔定律不仅是反映德国
萨克森地区家计消费问题的定律，而且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验证。［2］

第二，从方法论方面来讲，宏观经济模型方法得以产生和发展的一个
必要条件是统计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经济计量技术
中，最小平方和回归是两个基础概念，它们都来自于统计理论。最小平方
概念是由勒让德 （Legendre） 和高斯 （Gauss） 提出来的，他们当时提出这
一概念是为了最大可能地消除天文学和大地测量学中的观测误差。在经济
计量技术中，最小平方概念已成了估计参数的优度标准。［3］回归概念是由
哥尔登 （Galton） 提出来的，他当时是为了在生物学研究中从大量的实验
观测数据中寻找生物学的一般规律。在经济计量技术中，回归概念已广泛
应用于根据经济变量的数据对经济行为随机方程进行设定、估计和检验等
各个方面。

随着统计理论的发展，其成果对经济计量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有三点值得强调：首先是尤勒 （Yule） 的多元回归概念，它使得经济
计量方程得以考虑多个解释因素，突破了两个变量之间简单的因果关系的
限制。其次是皮尔逊（Pearson） 的关于概率误差形式设定理论和假设检验
理论。概率误差形式设定理论使得随机性经济计量方程取得了它的应有形
式；假设检验理论则是整个经济计量学的基本支柱之一，它不仅解决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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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宏观经济模型的历史

济计量技术中参数估计和检验的具体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奠定了宏观经
济模型方法的概率论基础。当哈维尔漠 （Haavelmo） 以皮尔逊的假设检验
理论为基础写出“经济计量学的概率论方法”［4］一文之后，世人称之为一
场“革命”。最后是斯图登特 （Student） 的小样本理论，或有限样本理论。
从统计学角度看，宏观经济模型中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总是不足的，是小样
本的，这就给参数估计以及估计值的检验造成很大的困难。小样本理论给
出了在这种样本数据相对不足的条件下怎样利用渐近概念检验估计值的显
著性的方法，使得宏观经济模型的应用有了科学的根据。

将统计理论成功地引入经济计量分析中，为创立经济计量学作出突出
贡献的是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费希尔 （F. Fisher）。他建立了经济计量学
中的统计推论理论，并在经济计量学中确立了耐曼—皮尔逊 （Neyman—
Pearson） 假设检验理论，这是现代经济计量理论和方法一切新进展的基石
和出发点。

迄今为止，宏观经济模型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
阶段是本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为止的初步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到五六十年代的走向繁荣阶段；第三阶段是六七十年代后的广泛
应用阶段。在本章下面三节将分别讨论这三个阶段中经济计量学和宏观经
济模型发展的主要问题。

第二节 初步发展阶段

一、早期研究

进入 20 世纪后，各类经济数据进一步丰富起来，为经济问题的定量
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素材。同时，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
盾———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表现得越
来越明显：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这种危机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
和市场价格的波动。因此，需求和价格问题就成了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包
括那些早期的经济计量学家们研究的主要问题。

最早的经济计量学研究可以追溯到 1911 年，美国学者穆尔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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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re） 进行了关于劳动力市场的分析研究，他对工资的边际生产率理论
进行了统计验证。［5］在这之后，值得提到的用经济计量方法进行的研究
有：［6］穆尔、舒尔茨 （Schultz） 关于需求的研究；［7］艾伦 （Allen） 和鲍莱
（Bowley） 关于家庭支出的研究；［8］沃金 （Working）、怀特 （Wright）、比恩
（Bean）、沃（Waugh） 等人关于农业市场价格决定的研究。［9］

这些关于需求、消费、价格的早期研究中所使用的数量分析方法，虽
然同后来成熟的宏观经济模型方法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但他们的贡献在
于：第一，强调了以数据为基础的定量分析的重要性，弥补了传统的定性
分析的不足；第二，应用统计理论，不仅是简单地分析一个变量的发展趋
势或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注意了分析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和
统计规律；第三，对多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函数形式给予了注意，形成了
后来的宏观经济模型中行为方程、随机方程的雏形。

在这一时期，还值得提到的是柯布 （Cobb） 和道格拉斯 （Douglas） 关
于生产函数的研究。［10］他们在 1928 年提出了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
函数的理论和表述形式，这一函数形式至今仍是宏观经济模型中生产方程
的主要形式之一。生产函数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它表明了基础经
济理论在建立和应用宏观经济模型过程中的重要性；第二，它表明了在宏
观经济模型中方程设定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描述经济现象的行为随机方
程中设定问题的重要性，使模型方法免于陷入纯粹的数字游戏。一方面，
模型要建立在能正确反映经济运动规律的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另一方面，
要进行必要的抽象和简化，抓住主要因素，舍弃次要因素，选取适当的函
数形式，将具体的经济问题模型化。

二、识别问题的提出

识别问题是经济计量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它涉及一个由联立方
程组所构成的经济模型所依据的经济理论是否正确，以及是否合理地利用
了经济变量的数据和其他有关信息。现代识别理论可概括为考察结构式模
型的参数取值的唯一性问题，或者说，从理论模型所包含的所有允许的结
构中，判断其结构唯一确定的可能性及所需的充分必要条件。

经济计量学的识别问题在早期应用经济计量方法时就已存在了，不过
当时并没有提出“识别”这个明确的概念，而是与有关模型的其他问题
（例如误差问题） 混在一起的。本世纪初期，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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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市场的需求曲线时发现，利用产品的销售量与价格的时间序列数
据，并非总能估计出需求曲线。当估计出的曲线斜率为正值时，这样的曲
线所表现的不可能是需求，而很可能是供给。起初，人们认为这是特殊现
象，试图用误差或其他原因来解释。但是，当人们将对某种产品的市场供
求关系组成一个最简单的供求模型时，就产生了无从估计模型参数值的
问题：

D = α0 + α1P + u
S = β0 + β1P + v
D = S （1.2.1）

其中，D 为需求量，S 为供给量，P 为市场价格，u、v 为方程的随机误差
项， α0、α1、β0、β1为待估参数。这个最简单的例子的出现，标志着宏
观经济模型的一个质的飞跃，即从单一方程方法上升到了联立方程方法，
从研究一个或两个经济变量之间较简单的经济关系，上升到研究多个经济
变量之间较复杂的经济关系，显示出宏观经济模型在复杂的经济问题研究
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能力。同时，这一质的飞跃，也表明了专门经济计量理
论和应用技术研究的重要性。识别问题本身是属于经济计量理论范畴的一
个特殊问题，因为 （1.2.1） 式中三个方程的联立方程组，从数学角度讲，
只要系数矩阵非奇异，解出 S、D 和 P 的数值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发生在
怎样对参数估值上。

最早对（1.2.1） 式中所出现的识别问题做出正确判断的是美国经济学
家沃金 （E．Working）。［11］他称此问题为“市场均衡”（market place equilibri－
um） 问题。他提出：“如果供给曲线的波动 （shifting） 比需求曲线的波动
大，……我们就能够拟合出一条具有需求曲线弹性的曲线。”沃金当时是
用图示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说需要利用其他的补充信息来解决需
求曲线的参数估计问题。沃金的研究未能深入下去。后来的研究证明，利
用补充信息的方法可以将包含在随机误差项中被忽略的解释变量独立出
来，改变模型的设定形式，就能解决需求曲线的估计问题。例如，上述供
给函数用滞后价格来解释：

Dt = α0 + αlPt

St = β0 + βlPt - 1
Dt = St （1.2.2）
早期识别问题对经济模型的困扰，由沃金指出了解决的方向，经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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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不断探索，最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识别理论，形成了实用的阶条件和
秩条件。当然，经济模型的识别理论的内涵和范围是相当深广和丰富的。［12］

经济计量理论的多数问题都与数理统计理论相联系，但也有一些问题与数
理统计理论无关，识别问题就是一个例子。识别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表现
了经济计量理论发展与实际应用之间的密切联系，表现了经济计量理论形
成过程中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辩证特点。

三、宏观经济模型的出现和“经济计量学会”的诞生

在这一阶段的后期，宏观经济模型开始出现。最早的模型可以追溯到
斯鲁斯基（Slutsky） 在 1927年用于研究商业周期问题的统计模型。［13］

然而，作为现代宏观经济模型理论和方法的先驱和创始人，则要首推
著名的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 （Tinbergen）。由于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数量
分析方法在经济学研究各领域中的发展，由于经济计量学一些基本问题的
提出和初步解决，由于美国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建立和数据的积累，由于
凯恩斯的关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结果，到 30 年代已经具备了
建立现代宏观经济模型的理论、数据和技术条件，宏观经济模型的出现已
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丁伯根在 30 年代后期首次建立了研究美国商业
周期问题的经济计量模型。这是一个研究宏观经济总量水平的模型，由
50 个线性随机差分方程组成，其中包括 32 个行为、技术和法规方程，18
个定义方程，分别用于解释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行为。［14］这个大型计量模型
的建立，开创了宏观经济模型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后人因丁伯根在宏观经
济模型方法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称他为“经济计量模型之父”。他的
主要贡献首先在于完整地、全面地提出了建立宏观经济模型的方法，并通
过差分手段赋予模型动态性质。其次，他在模型建立之初充分注意到模型
的应用问题，除了使用模型进行预测之外，他还注意使用模型进行经济分
析，并借助于统计分析测定一些重要的经济参数。这些工作都为后来使用
宏观经济模型进行政策分析和模拟的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丁伯根的模型方法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对众多商业周期学说
的解释价值的检验，也即对经济理论正确性与正确程度的检验，这是一个
往往被人们忽视的宏观经济模型方法的重要作用。

从 19 世纪末开始，随着统计理论和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经济问题
研究中的数量分析方法也得到了发展，经济计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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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已经初步形成。一些在经济计量学实际应用中产生的基本理论问题，日
益引起早期经济计量学家们的注意和兴趣。为了进一步促进经济计量学及
其具体应用———宏观经济模型方法———的进一步发展，“经济计量学会”于
1930年应运而生，并于 1933年开始出版发行学会的学术刊物《经济计量学
刊》（Econometrica）。

在“经济计量学会”的诞生过程和《经济计量学刊》杂志的出版工作
中，著名的挪威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弗瑞希 （R． Frisch） 发挥了重要作
用。他是学会的主要创始人，并是刊物的首任主编。他在《经济计量学刊》
创刊号的卷首评论中，论述了把对于经济问题的理论数量分析和经验数量
分析统一起来的重要性，强调了这种统一对于研究经济生活中各种现象和
关系的意义。他写道：“在经济学中运用数量分析有着几个不同的方面，
其中每一个方面本身都不应与经济计量学相混淆。所以，经济计量学与经
济统计学绝不相同，与我们所说的一般经济理论也不相同，虽然这种经济
理论中很大一部分具有数量的性质。经验说明，所有这三方面 （统计学、
经济理论、数学） 中任何一个方面的观点，对于真正理解现代经济生活中
的数量关系虽然都是必要条件，但其本身并不构成为一个充分条件，而把
这三者统一起来，则是强有力的。正是这种统一构成了经济计量学。”这
段话可以说是经济计量学的一个经典性定义了。

由于弗瑞希和丁伯根在创建经济计量学和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方法方面
的杰出成就，他们二人于 1969 年获得了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不仅是
他们个人的特殊荣誉，而且表明了他们所从事的经济计量学和宏观经济模
型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工作在现代经济学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正如在首
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仪式上仪式主持人所指出的，弗瑞希和丁伯根是
“把经济学发展为数学和定量的科学的先行者，你们借助于发展成熟的理
论和统计分析来创造经济政策和计划的合理基础的贡献，涉及重大的科学
突破。”［15］

7· ·



宏观经济模型论述

第三节 走向繁荣阶段

一、考利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

20 世纪 30 年代初“经济计量学会”成立以后，经济计量学研究以及
宏观经济模型理论和应用的研究开始走向繁荣发展的阶段。对经济计量学
和宏观经济模型的继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是考利斯委员会的一批经济计
量学家。

考利斯委员会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由考利斯Ⅲ （Afred CowlesⅢ） 资
助，于 1932 年在美国科罗拉多 （Colorado） 成立。考利斯第三资助成立这
一组织的本意是希望用数学方法对股票市场行为做出更好的预测，但是该
组织很快在两三年内就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组织。它的早期成员包括著名
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如费希尔 （F． Fisher）、霍特林 （H． Hotelling）、
弗瑞希 （R． Frisch） 等人。考利斯委员会在 1935～1940 年期间每年都举行
一次夏季研讨会，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们参加。这一活
动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学研究中数量分析方法的推广和普及。然而，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爆发严重地影响了考利斯委员会的活动，影响了经济计量学和
宏观经济模型的发展进程。考利斯委员会的许多学者离开了学术研究岗
位，进入了各种战时机构。在欧洲，甚至弗瑞希本人都成了德国法西斯的
阶下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各州政府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税收，财政困
境迫使考利斯委员会颠沛流离，从科罗拉多迁到耶鲁，又迁到芝加哥，一
直到 1943年马尔夏克（J． Marschak） 出任该委员会主任才稳定下来。马尔
夏克制定了委员会的研究方针和计划———继续由丁伯根以及哈维尔漠 （T．
Haavelmo）、曼（H． Mann） 和瓦尔德（A． Wald） 开始的研究工作。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一批年轻有为、朝气蓬勃的经济计量学家先后加入考利斯委
员会，例如，赫维茨 （L． Hurwicz） 于 1942 年；科普曼斯 （T． Koopmans），
芦宾 （H． Rubin） 于 1944 年 6 月；克莱因 （L． Klein） 于 1944 年 11 月；
安德森 （T． Anderson） 于 1945 年 11 月；阿罗 （K． Arrow） 于 1947 年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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