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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经济运行指标体系的构建，按照一定步骤进行因子分析，构造了一个能综合反映经济用期波动的综舍得分。 

通过该综合得分在1953—2002年共49年的具体数值，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态势进行统计描述和变化特征的归纳。这有利于 

准确把握现阶段经济用期波动的特点，为宏观调控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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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f Situ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Cycle Fluc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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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11lm1】gll establishing economic movement barometer system，this thesis nlakes factor analysis according to certain proce- 

dures．and builds the synthetical 8core that is able to synthetically express business cyde fluctuation．In terms ofthe o叫Ic numbers of 

synthetical sc0 on 49 years in all from 1953 to 2O02。we try to describe situation ofeconomic cycle fluctuation in china statistically and 

conclude feature ofthe chan~．1"his is in favor ofexactly grasping charaetemtic ofeconomic cycle fluctuation of current period，and sup- 

plying theoretic evidence for maero-regulatlon． 

Key words：cycle；economic cycle fluctuation；factor analysis 

经济周期实际上是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围绕其均 

值水平或者趋势水平的周期性波动，在经济周期波动 

性分析上，目前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结论都比较单薄， 

同时在一些观点和判断上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其主 

要原因是一些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和替代关系， 

因此大量的研究在一直寻求刻画经济周期波动性的 

计量模型和方法。 

本文尝试应用因子分析这一多元统计分析工具， 

对解放以来、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即1953年以后我 

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状况作一些定量分析。 
一

、指标体系的构建 

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首先要对我国经济周期波 

动的情况进行准确的描述，要构建社会经济发展评估 

指标体系。在各指标体系的设置上，要注意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指标的全面性。指标体系既要反映经济中 

的总规模、投资水平、消费水平等各方面状况，又要反 

映市场环境。第二，指标的代表性。指标本身有着强 

烈的经济和社会意义。第三，指标的可得性。有些指 

标很有意义，但因数据不可得只得放弃，或以相近的 

指标代替。第四，指标的简洁性。所选指标要尽量精 

练实用，因为因子分析要求样本容量大于变量个数。 

第五，指标的整合性。必须注重数量指标和质量指 

标、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的结合运用。 

因此，本文选择了 lO项指标来构建我国社会经 

济发展状况评价体系。 

Xl——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X2——能源生产总量(万吨) 

)(3——货物周转量(亿吨公里) 

x4——国有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X5——职工工资总额(亿元) 
一 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x7——财政收入(亿元) 

x8——财政支出(亿元) 

X9——货币流通量(亿元) 

Xl 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在这些指标中，各个指标波动达到波峰、波谷、扩 

张和收缩持续时间都不一样，因此有必要构造一个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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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分值，以此来全面反映经济波动状况。即将若干 

指标综合起来，尽量避免单一指标可能出现的意外。 

二、实证分析 

因子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浓缩数据，通过研究众多 

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探求观测数据的基本结 

构，并用少数几个假想变量(即因子)来表示基本的数 

据结构。这些因子能够反映原来众多的观测变量所 

代表的主要信息，并解释这些观测变量之间的相互依 

存关系。因子分析就是以最少的信息损失，将众多的 

原始变量浓缩为少数几个因子变量，使得变量具有更 

高的可解释性的一种数据减缩方法，是多元分析的主 

干技术之一(罗积玉，刑瑛，1987)。 

本文选用我国经济发展的l0个评价指标的1953 

- 2OO2年共50年的值作为样本，则评价样本矩阵为 

(X ) 枷，其原始数据表略，数据计算分析借助于 

SPSS1 1．0软件进行处理。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分析经 

济周期波动状况的基本步骤如下。 

(一)原始指标(变量)无量纲化，计算所有变量的 

相关矩阵 

为把不同性质的指标进行综合，首先要对全部指 

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考虑增长率：Y．{=(X“一 

Xj-1) i ，其中：= ， ， ，⋯， ；j=,j／X-l,j i 1954 1956 1957 2OO2 

1，2，3，⋯，l0；Xjj为第i个年份的第j个指标值；Y 为 

第i年的第j个指标无量纲化后的数值(表1)。最后 

求出无量纲化矩阵Y的相关矩阵R。(略) 

裹1 10项原始指标发展速度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8—2003[ 】；‘中国金融年鉴)，1988—2003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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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定原有变量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的目的是从原有众多变量中综合出少 

量具有代表意义的因子变量，这必定有一个潜在的前 

提要求，即原有变量之间应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因 

此，一般在因子分析时，需要对原始变量进行相关分 

析o KMO测度(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n'l— 

pling adequacy)是SPSS提供判断原始变量是否适合 

作因子分析的统计检验方法之一 ，它比较了观测到的 

原始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大小。一个 

大的KMO测度值支持我们进行因子分析。一般而 

言，KMO测度 >0．5意味着因子分析可以进行。而在 

0．7以上则是令人满意的值(卢纹岱，2002)o[41本文 10 

个原始变量的 KMO测度值为0．745>0．7，表明很适 

合作因子分析。 

(三)提取因子 

求出R的特征值，并因此确定相应的特征向量和 

贡献率(表2)。由贡献率反映了每个公因子包含原始 

数据的信息量度，所以由表2知当取主要因子为F，、 

F：、F3三个时就包含了原始数据83．52％的信息，即满 

足了因子分析用变量子集来解释整个问题的要求。 

表2 R的特征值和贡献率 

(四)~4-i-因子旋转 

对提取的三个主要因子 F。、F2、F3建立原始因子 

载荷矩阵(略)，由于此时各因子的典型代表量不很突 

出，不便于对因子解释。为此，对原始因子载荷矩阵 

进行方差最大旋转(结果见表3)，它使每个因子上的 

具有最高载荷的变量数最小，因此可以简化对因子的 

解释。 

由表3可以看出第一主因子 F1在变量 x：、x 

x4、x，、x。上有较大载荷，而这五个指标主要反映提供 

社会的诸经济因素，因此，主因子F。可以称为供给因 

子；第二个主因子 F2在变量 x 、x 、x6上有较大载 

荷，这主要反映社会需求的，因此，主因子F2可以称为 

需求因子；第三个主因子 F3在变量 X9、x。。上有较大 

载荷，这主要是反映投入的，因此，主因子F，可以称为 

投入因子。其中，F 是比较重要的，比较概括地综合 

了这10项原始指标，它与)(q(货币流通量)关系几乎 

没有，因而可以认为主因子 F 是反映了10项原始指 

标的综合因素。 

表3 方差最大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国内生产总值 

能源生产总量 

货物周转量 

国有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职工工资总额 

消费品零售总额 

财政牧入  

财政支出 

货币流通量 

银行各项贷款余额 

450 

821 

886 

8O9 

121 

225 

．844 

． ＆46 

— 3．825E—O2 

． 377 

．798 

— 2．586E—O2 

、 194 

．389 

．837 

．9oo 

．314 

． 341 

． 221 

．135 

、 123 

、 178 

8．858E—o2 

5．787E—o2 

． 222 

． 120 

6．178E—o2 

． 127 

． 932 

． 876 

(五)计算各主因子得分值 

提取的三个主要因子 F1、 、F3对应的特征向量 

作为因子得分系数(表4)。 

表4 特征向量 

国内生产总值 

一 次能源生产总量 

货物周转量 

国有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职工工资总额 

消费品零售总额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货币流通量 

银行各项贷款余额 

并因此建立提取的三个因子得分表达式(z。 、z： 、 

z，i为各个年份的主因子得分值，其中i=1，2，⋯，49)： 

Z1i： 一0．018X1 4-0．290X2 4-0．273X3 4-0．205X4 

— 0．153X5—0．122X6 4-0．233X7 4-0．224X8—0．128X9 

+0．045X1o 

9 5 1 1 9 O 肼 嘟 m 鹏 l宝 鹏 瞄 m 跏 

一 ． 一 一 ． 一 一 一 ． ． 

Ⅲ ∞ 懈 

一． 一． 4 一． 一． 一． 一． 

8  3  2  8  肌 扔 m 弼 m 

一 ． ． ． 一 一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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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i=0．341X1—0．221X2—0．095X3+0．o39X4+ 

0．419X5+0．449X6—0．012X7—0．O08X8—0．015x9— 

0．145X10 

Z 3i= -0．079Xl+0．065X2—0．035X3—0．081X4 

+0．O05X5—0．081x6—0．069x7—0．030X8+0．591x9 

+0．538X10 

再将每个年份的具体指标值代人得分表达式。 

便得到三个因子各个年份的得分值。 

(六)计算三个主因子综合得分值 

o 4 

三 
譬 

2 

0 

． 6 

l 

各个主因子的信息贡献率(等于各因子的方差贡 

献率与三个主因子的信息贡献率的比值)作为权数计 

算各年份的综合得分，其公式如下：S =0．4734Z ；+0． 

3137Z2i+0．2129Z3i(i=l，2，⋯，49)。 

由上述步骤5和6可以得到供给因子、需求因 

子、投人因子和综合得分的各个年份的分值，因之而 

得出的图1能非常直观清楚地展示中国49年来经济 

发展速度的起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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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图1 1953—2002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波动 

三、结论 济波动导致了社会资源配置和经济政策的应对性和 

从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供给因子、需 应急性，无法有效地提高生产和投资效率，社会福利 

求因子、投入因子还是综合得分，都显示出明显的波 水平的提高变得十分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在开放经 

动性和周期性。在我国已经实现的经济周期波动过 济条件下的市场化进程当中，随着宏观经济总量的逐 

程当中，在不同的时间阶段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出现了 渐增加，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开始变得平缓起来， 

显著变化。 经济波动性的平均波幅降低到0．8222，约为改革开放 

首先，从经济周期波动的长度看，我国经济周期 前的一半。我国经济周期所具有的稳定性特点，不仅 

逐渐变长，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改革开放以前， 导致新世纪以后的经济周期分界模糊，而且出现了经 

我国1955—1976年按“谷一谷”法划分的5轮经济周 济周期弱化的现象。 

期的平均波长为4．2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4轮经济 第三，从经济周期波动的谷位看，我国的经济周 

周期的平均波长约为6年。 期已经实现了由古典经济周期波动向增长型经济周 

其次，从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看，波幅由“大起大 期的转变。 

落”而减缓，我国经济周期实现了由波动型向稳定型 改革开放以前的5轮经济周期中，有3轮为“古 

经济周期的转变(金玉国，2003)。[5 典型”经济周期模式，即在周期的谷底阶段，国民经济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周期是在相当显著的 的主要指标表现为绝对下降，即负增长，而且增长速 

波动性中展开的，平均波幅是 1．6133，如此幅度的经 度的落差十分明显，表明经济在较低规模时所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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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性(州置，陈述云，2oo3)。【6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 

经济周期属于增长型经济周期模式，虽然经济增长速 

度还是出现高低起伏，但总的来看经济总量仍然保持 

高速、持续增长。增长型经济周期是长期持续经济增 

长过程中的必然特征。我国经济周期仍以增长型为 

主，经济增长率将进行保持较高水平，但随着市场机 

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的不断完善，实际增长率难以越过 

潜在增长率水平实现超常增长，而会保持在一个适度 

的范围。 

第四，从经济周期波动的波形看，我国经济周期 

实现了由非对称性周期向对称性周期的转变(钟伟，潭 

东海，2O73)o[TJ 

在1996年之前，我国已经实现的经济周期大都 

是非对称性的，即经济周期中呈现了经济增长率的缓 

升陡降或者陡升缓降的非对称过程。这些非对称性 

表明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接近或者没有稳定在自然增 

长率水平附近，经济增长率变化的突发性较多，即出 

现过经济增长的“大跃进”和“急刹车”等奇异行为。 

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李骥，20O3)，【8 在1996年 

至2002年的经济周期当中，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水平 

的态势，这意味着经济周期的对称性正在逐步恢复， 

预示着未来经济周期将以稳定的增长速度进行对称 

性波动，这是宏观经济政策能够左右或者影响的正常 

波动范围(刘金全，张海燕，2OO3)。L9／ 

根据上述经济周期波动态势的变化，尤其是从图 

1明显看到，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走出一条极为平稳 

的新轨迹。这得益于敏锐把握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 

变化，制定有针对性和预见性的政策。由图1可以看 

出：进人新世纪后，供给因子高于综合得分而需求因 

子低于综合得分，说明供给过剩而需求不足。针对现 

阶段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变化，应适时转换宏观调控的 

方向。为了避免经济波动大起大落，政府的宏观调控 

仍会以微调为主。这几年，在宏观调控上所采取的重 

要举措就是面对国际经济环境严峻和国内有效需求 

不足的困难局面，果断的把宏观调控的方向转向实行 

扩大内需的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 

政策，抑制通货紧缩趋势(刘树成，2003)。【1 这种更为 

明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将促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 

的快速增长，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构 

筑和形成我国经济的第一轮增长型长波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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