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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讨论 了样本分割 已知的一娄非均衡计量经济模型——定向模型的估 

计问题。文中给出了一种估计方法，并证明了所作的调整满足无偏性要求。 

市场价格连续不断地变动，交易者根据价格的升降，按各自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调整其需 

求和供给，经过多次反复，最终使需求量和供给量相等，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相一致，达到市 

场均衡。要达到这种均衡，必须要求下列条件得到满足：1)每个交易者都能方便、及时地获 

取有关市场的全面、准确的信息；2)价格的升l降完全是 自由的、灵活的、迅速的，不存 在任何 

政策的、法律的约束和限制；3)存在一个特殊的行为人(类似于拍卖市场的拍卖人)，负责寻 

找均衡价格，在均衡价格被找到之前，市场上没有任何交易发生。然而，现实 中的市场并不 
一 定满足上面的条件。因此，交易也就不一定按均衡价格进行，市场不一定能出清。非均衡 

分析正是研究供求不相等的情况下市场将如何运行。 

非均衡计量经济模型是对经济系统非均衡状态的定量描述，是非均衡理论与统计方法 

的熔台，它源于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中的非均衡分析。当交易按非均衡价格进行时，在 

模型中常常能发现总交易由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最小值决定，处于市场短边的交易者能实现 

他们的意愿交易，处于长边的交易者则要受到配额的限制。依照总交易(实际销售量)与总 

供给、总需求之间的关 系，可将非均衡模型分为两类：1)实际销售等于需求量和供给量之最 

小者；2)实际销售量不超过需求量和供给量之最小者。 

在第 1类非均衡模型中又可分为样本分割已知和样本分割未知两种。所谓样本分割 已 

知，是指可以识别出观察到的实际销售量是需求量还是供给量，即可以判别出需求量和供给 

量何者为最小，从而可将样本观察值分割为反映需求量的数据和反映供给量的数据。本文 

中只讨论本分割已知的非均衡模型中的一种——定向模型的估计问题。 

1 问题 的提 出 

如用 ／3,、S、Q分别表示时期 t的需求量、供给量和销售量，并且假定需求量和供给量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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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虽小可以通过价格调控信息来识别。这样．定向模型可 以描述如下： 

fq = 五，+ 十 

l S=岛 +矗 

Q = n(n，S) 

IQ={ 喜麓 
t= 1，2，·“， 【1) 

其中： 和五 、 是外牛变量 
"

fJ、二乘的各种假定；△工】 ： 

之差。 

a 、恿、岛是待估计参数； 、￡2 是随机误差，它们满足最 

一  是价格增量，是第 r期的价格 与第 t一1期的价格 

现时的 日的是要 通过样 本 Q、Q 、⋯、 

Q 估计模型中的参数 叭 q、岛、届．估计定 

向模型中参数的方法有多种，如极大似然法， 

最小二乘法等等。其中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时， 

通暂的做法是将样本观察值分成两类，一类 

是供给量的全部数据，用以估计供给函数；另 
一

类是需求量的全部数据，用以估计需求函 “．，‘点表示需求黄数据； ×”表示供给蕈数 

数。但这种做法有明显的弊病，因为我们在估 掂．相应的真实需求量数据用“。 点表示。 

计供给函数时，台弃 r反映需求量的全部数 图l 不同刚期下的 n、S、Q值和回归曲线 

据。而在估计需求函数时，又台弃r反映供给量的全部数据，这不仅损失 r大量的信息，而且 

作出的估计是在条件 S≤ n 或日 ≤ S之下得到的，与原意不合。由此看来，在作最小二乘 

时不能将一部分数据弃而不用。那么，是否可以直接用全部数据来作最小二乘呢?这样作也 

有问题，比如，若用全部数据来估计需求函数，其中真实反映需求量的数据是当然没有问题 

的，但另一部分反映供给量的数据总是比相应的需求量数据小。这样，在作最小二乘时，会因 

为使用 r反映供给量的数据而致使回归直线偏低，如 图 1．图中，回归直线 ￡用“·”点和“ ” 

点作出，直线“【”用全部观测数据的点作出，位置偏低，直线“Ⅱ”只用“·”点作 出，位置偏 

高。两条直线均偏离了回归直线 ．那么，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妨碍最小二乘的原因究竟是什 

么呢?事实上，由于 E =0，Ⅱ = ％ q ，而看到的却是 Q ：rmn(日，S)，EQ,≠ 

q|墨 ，即 Ⅱ ≠ EQ,，两条回归直线不一样。进一步考察观察值 Q，q，⋯，Q，对于 

反映供给量的数据，总有 Q = S< n，估计需求函数时，这些数据既不能舍弃，又不能直接 

使用，关键在于有一种方法能够尽量提取其中的信息。为此，容易想到，对于这些反映供给量 

的数据作一些补偿，对于真实反映需求量的数据也相应地作一些调整，从而将观察值修改得 

到新数据 ， ，⋯，D：，且使 F2D = F2D,，然后用 D 代替q作最小二乘。这样就使得回 

归直线不致发牛偏离，估计出的需求函数对客观实际的描述能力增强。笔者基于这种想法讨 

论模型中的需求函数的估计。 

2 模型 的估计 

假定 ．是独立 分布的随机变量，共同的分布函数为 F．对于不同的 t j(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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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非负，且 S、S相互独立，S的分布函数为 G．； }与；S{独立c 

模 型t1)中最后一个方程 

Q -二 喜 【0 
为价格调控方程，其作用在于识别需求量和供给量何者为小。为方便计 ，用指示函数 

i1， 若 D ≤ S 

In I。_i{I' 若D>s 
作为销售量的识别表示。现在观察到的是 Q =win(D，S) 盈 JD 

根据前一段的讨论，以 D = 筑(Q)+(1 茜) (Q) (2) 

代替n，用最小二乘法估出 ％，q．事实上，D：=铆(n)或 仕(S)，体现对需求量数据的调 

整和对供给量数据的补偿，这里的连续函数 铆、椎 应满足下面的条件： 

1)[1 (n)]铆(日)+J仕(s)dG(S)=n 

2)铆、啦 与 D 的分布函数 都无关，但可能依赖于 n． 

对满足上述条件的函数 霸、钕有： ． 

ED = E[抗筑(Q)+(1 抗)仇(Q)]= 

)d s)崛 【nH  s) 【s G(n)： 

一 。  一 q 

l G(n)]铆(n)dF(n)+f(f仕(s))d (s))d (n)= 

J I[1一 (日)]铆(n)d (n)+f仕(s)dG(s)d (D)= 

J Dd (n)=ED, 

用这种方法作最小二乘需要确定满足条件 1)、2)的函数 霸，仕．事实上，有足够的选择 适 

应各种情况。下面举例说明： 

例 1 一般认为，真实需求数据准确地反映j，需求量，在估计需求函数时应保持不变， 

只需将供给量数据作适当调整。即是说，我们在选取函数 珊， 时对真实需求数据保持愿 

样，将反映供给量的数据抬高一些。假定 S有连续的分布函数 和连续的密度函数 岛， 

岛(s)>0．那么，可以选取铆(Q)：Q； (Q)=Q+鼍} ． 

于是 c-一 
+ 

Dt 

例2 若平等对待需求量数据和供给量数据，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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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唧(Q) 仇(Q) 』 

。 =盈 (Q)+(1一 )仕(Q) 忱(Q) 』 

3 几点说 明 

非均衡模型的估计，有多种方法．其中，最小二乘法在 阐明非均衡模型的有关概念时很 

有用，但用这种方法估计定向模型有两个缺陷： 

1)在估计模型时，没有用样本期的全部数据。比如在估计需求 函数时，只用 r真实反映 

需求量的 K0< r< t0个数据，而对余下的 ” r个反映供给量的数据弃之不用，损失 l『大 

量的信 息 。 

2)获得的估计不满足一致性原则。即当样本容量趋 向于无穷大时，所获的估计并不依 

概率趋 向于它的真值。 

文中所用的估计定向模型的方法本质上还是最小二乘法。用本法估计定向模型，是对以 

往所用的最d,-乘法的极大改进。首先，估计时用 r全部样本数据，信息的利用更充分。其 

次，由于修改后的数据 D：满足条件Ⅱ) = ED,+回归直线不发生偏离，增强了需求函数对 

客观实际的描述能力。这就克服了通常最4"--乘法的第一个缺陷。 

至于估计的一致性问题，本文没有涉及。我国统计学家郑祖康教授在一种特殊的情形 

之下证 估计量 a．s．收敛(由此必可推得依概率收敛，详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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