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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方法与计量经济方法的比较’ 

周 焯 华，张 宗 益 ，欧 阳 
(重庆大学 工商管理学盹，重庆 400044) 

摘 要：夼绍了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中确定参数的两种主要方法：较准方法与计量经济 

方法，井对两种方法进行了比较，分别话速它们的优缺点。得到的结论是在 CGE模型 中进行参数估计 

时采甩“杖准”方法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相蛄合：对于刻画行为人的行为井对结果有重要影响的参敖(如各 

种弹性)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来估计，其他的参数则利用所构造的社会棱算矩阵(SAM)通过校准方法 

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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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在世界许多国家都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J，其大量参数的确定是其应用 

的主要向题。在 CGE模型的应用中，确定参数的方法 

各不相同．但在大多数的 CGE模型中参数的确定主要 

是使用校准方法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或逸两种方法 

的结合。我们将介绍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中 

确定参数的两种主要方法：校准方法和计量经济方法， 

并对两种方法进行了比较，分别论述它们的优缺点。 

1 技准方法的基本原理 

在许多应用的 CGE模型中，腺少部分参数(主要 

是弹性参数)是甩计量经济方法或其它文献研究结果 

等方法外生确定外，模型的大部分参数是用校准方法 

得到的。所谓“校准”方法是指在 CGE模型中使用基 

准均衡的数据集并满足模型的均衡条件来确定模型参 

数的一种方法。举例对选种方法作一些说明。 

例 i 当我们采用 c0bb—Dbug1as生产函数 

_x=i=A{A 毗 +居=1，A >0 (1) 

如果我们能用其他方法确定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资本的产出弹性 岛 =1一 )。刚在基准年份，总产 

出置 ，劳动力人数 L 资本数量墨 均可知道，则有 

鑫 (2) 
例 2 对线性需求函数 LES： 

G= +居(Y一∑P ) (3) 

这里 为对商品i的基本需求，定义COM=∑Pi 

为总基本需求支出，Y为消费总支出。 

定义 =Il ，外生参数，称为F sch参数。 

从而 LES函数变为 

=  一  (4) 

因此，上述方程中会有两个参数 和岛需要估 

计 。 

给定平均预算份额 和支出弹性 ，则知边际预 

算份额： 

晟 ： (5) 

= 堕 
dr垒 -去为支出弹性；q= 为平均预算 

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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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Ci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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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基本需求量能从下面得到 

=  鲁) 
。

= C 一口。tY—COM ，P 

而 y —COM — Y 

从而有 ： 

G+嚣= ( )= 

2 校准方法与计量经济方法的比较 

(7) 

2o01年 

设的影响，一些建模者则使用不同方法、使用不同时期 

的观涌数据来估计 口的值，然后对其平均得到一个 

的估计值。这个平均过程，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当于 

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但严格来说不是以计量经济学方 

法为基础。但无论如何，如果采用这个平均方法，那么 

校准”方法的支持者所宣称的校准方法的主要优点 

— — 即满足基准期的一致性条件就会失去。 

归纳起来，如果 是通过用校准方法估计的，则 

有： 

F(y，X， ，0)=0 (10) 

即对基准时期的 y和x能一致成立，即一般均衡 

的一致性条件能满足。 

+ 鱼1(8) 如果 是用计量经济方法估计的一则有： 
／ 

下面将把校准方法与计量经济方法进行比较。关 

于计量经济方法，其回归方程的表达式可表示为： 

F(y，X，口，e)=0 (9) 

这里 Y是内生变量向量，x是外生变量的向量；口为参 

数向量，e为随机误差向量。 

参数向量 口的确定经常是每个建模者所要面临的 

问题．它们可以通过计量经济方法估计出来，或采用其 

他研究的结果。然而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参数向量 口 

确定的数学描述，即参数的选择以一个或多个 y和x 

的观则值为基础。因此 ，问题的数学描述在于给定函数 

形式 F(y．x，口、￡)以及一个或多个荧于 Y和X的观 

测值．以及对随机误差的合理假定，从而选择参数值使 

得其在某种意义上是“最好”的。 

对于把随机因素包括在(9)式 中，我们认为至少 

有两个因素：① 任何模型不可能包括影响模型内生变 

量值的所有因素，因此e表示被省略(忽略)的因素；② 

内生变量，甚至有时外生变量可能因为测量方法的原 

因而有误差。 

在计量经济方法中，e一般假设服从正态分布，口 

则用统计方法从方程(9)利用所有可能的 y、x的观 

测值来估计；而在“校准”方法中．在方程(9)中，e被简 

单地设为0，卢则通过关于y和x的唯一基准均衡的观 

测值来估计。这就等于说在均衡时除了已包括在模型 

中的因素外绝对设有其他因素来影响模型的内生变量 

的值．而且在将来任何时候也投有其他因素，这显然是 
一 个很强的假设。为了在某种程度上碱少这个很强假 

F(y，X， ，0)≠ 0 (11) 

即一般均衡所要求的一致性不能被满足。 

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即使我们接受在基准期以 

及未来时期 e=0这个较强的假设，“校准 方法仍有 

闻题。首先就是不可识别性，即对于给定的数据，我们 

不可能得到模型中所有的参数 。一般地，模型是否可 

识别依赖于模型的描述、数据的特点、观测值的数量等 

因素 当然计量经济学方法同样存在着不可识别的问 

题 。 

对于“校准”方法的不可识别问题(如图 1)，由于 

只有一个观测值(P0，Q0)，不可能确定曲线 S和D。因 

此“校准”方法不可能对供给、需求函数的斜率和截距 

进行唯一的估计。我们还必须依靠于外生的弹性参数 

信息。即使有了更多的观测值，能使用计量经济学方 

法，但模型的不可识别性同样存在，如图 2。在图 2中， 

由于数据的特殊性使得我们不能得到 s和D的斜率和 

截距。 

圉1 单十观涓值情形：供培、需求函敦的不可讽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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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多个观测值情形 ：供给需求函数的不可识别 

对校准方法的第三个问题在于这种方法缺乏对模 

型可靠性和其参数的检验，如果参数用校准方法来得 

到，那么其参数值则对基准时期的选择是相当敏感的。 

如果这些参数从其他文献研究中得到，那么又将有一 

个较为严重的比较问题：即在所使用模型和其他模型 

的变量的含义以及模型的研究范围上有区别(甚至是 

很大的区别)，例如其他模型可能是基于局部均衡而非 
一 般均衡。 

那么“校准”方法的优点何在，首先也是它最大的 

优点就是它对数据要求较低——只需要有一个观测 

值；第二点则是其容易简单性：即“校准”可使独立未知 

的参数很容易得到，且相对于计量经济学方法而言，它 

具有最小的计算和数据要求；第三是如果我们对模型 

参数的估计值作敏感性分析，其结果将会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授准 方法不能进行统计检验的缺点；第四则 

是校准方法能满足基准均衡期的一致性要求，这也是 

其主要优点。 

尽管 Mansur和 Whalley(1984)_1 曾提供了一个 

例子来说明计量经济学方法和 投准”方法产生同样的 

结果，但这并不足以证明“校准”方法是等同于(或优 

于)计量经济学方法。另外，计量经济学方法提供了误 

差估计，这能作为判断参数可靠性的基础。 

笔者已比较了“投准法”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优缺 

点，下面将进一步对 校准法”进行探讨。首先。CGE 

模型的参数相当多，但能够对经济系统进行的观测次 

数非常有限的，由少数几次观察值确定的参数往往只 

适合短期均衡的情况，在长期均衡模型中，参数值可能 

失效。其次，校准法不仅要使用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 

数据，还需要借助于其他外生变量，尤其是需求弹性、 

替代弹性等，而这些外生变量是不能由 校准法 本身 

求出，这就使得“校准法”的应用要依赖于对需求弹性 

的测算等先期研究。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对市场需 

求的研究比较重视，有不少测算弹性参数的方法和结 

果。但到目前为止，需求弹性的测算方法并不统一，所 

得结果也有较大差异，因而使用不同的需求弹性将导 

致参数值出现较大差异，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一往 

往不重视对市场需求的研究，没有现成的数据可供使 

用，建模者要么亲自测算各种弹性参数(其工作量相当 

大) 要么借鉴他人的结果。因此 ，对 CGE模型参数投 

准的重要问题是加强对各种弹性参数的测算。尽管 

“校准法”有这些缺陷，目前它仍然是CGE模型中确定 

模型的参数的主要方法。 

因此 ，笔者在进行参数估计时采用了“校准”方法 

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相结合：一些刻画行为人的行为并 

对结果有主要影响的重要参数(如各种弹性)通过计量 

经济学方法来估计。这包括生产函数、要素需求函数、 

家庭需求函数、进口函数和出 口函数中的弹性参数。 

其他的参数则一般主要利用所构造的社会核算矩阵 

(SAM)通过校准方法得到。 

3 对 CGE模型中的弹性参数的说明 

在 CGE模型中外生弹性值的确定是一个关键的 

问题。对弹性值的研究在各国经济学界都引起了广泛 

的关注。许多 CGE模型均使用 CES函数形式(每个 

部门)或其简化形式 ：c—D函数，因此在每个部门中 

要求出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由于 c—D 

函数有两个重要的假设(李子奈 ，1992)Hj：①要素的 

替代弹性为 1；②具有规模报酬不变。而生产函数的 

应用之一就是研究要素之间替代的可能性，c—D函 

数由于要素的替代弹性为 1因而不能满足这种要求。 

CES函数则是针对 C—D函数的这一限制而提出来 

的。自从 60年代早期 CES函数的 1人以来，人们对 

制造业的生产函数的替代弹性是否等于 1进行了热烈 

讨论。如是替代弹性为 1，则较为复杂的CES函数形 

式就能被较为简单 的且具有单位 1的替代弹性的 

Cobb—Dbu as函数所替代。AH['OW等人(1961)⋯对 

翩造业的CES形式的生产函数替代弹性进行了估计， 

其结果是替代弹性小于 1，但劳动力和资本的替代弹 

性与 1的差距在 90％的置信水平上是不显著的。因 

此他认为这可作为CES函数能够被c—D函数替代的 

合理理由。 

在hi-l'Ow等人之后，一些计量经济学家主要对美 

国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制造业的替代弹性，得出了不 

同的结果。用截面资料估计的替代弹性接近于 1，而 

用时间序列估计的替代弹性则较小1，且用时间序列 

的结果是用截面数据所得结果的一半左右，而且替代 

弹性的估计值也随着所选择方程不同而不同，用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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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际产品方程估计的替代弹性往往比用劳动力的边 

际产品方程估计的小。对这些差异，人们提出了一些 

解释：如技术变化，在时间序列数据中的序列相关、投 

入因素的度量问蘑等原因。但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 

种单一的理由能够被广瑟接受。1~zndt(1976)C ]利用 

6种不同的函数形式、不同的资本价格测量方法和两 

种估计方法对替代弹性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替 

代弹性的估计对不同的数据观测方法和数据结构是非 

常敏感的”。因此他认为对替代弹性的估计是很重要 

的。 

Caddy(1976)、Piggott和 Whalley(1980)~ ]收集 

了各工业部门分别利用截面资料和时间序列资料估计 

的替代弹性值 ，井将这两种估计值综合“中心趋势”，从 

而建立了各工业替代弹性的“中心趋势 表。我国目前 

还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因而这对我国进行这方面的研 

究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同时我们应该加强对这方面的 

研究。 

4 小结 

因此，我们E5,63在进行参数估计时采用了“校准” 

方法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相结合：一些刻画行为人的行 

为并对结果有主要影响的重要参数(如各种弹性)通过 

计量经济学方法来估计。这包括生产函数、要素需求 

函数、家庭需求函数、进口函数和出口函数中的弹性参 

数。其他的参数则主要利用本文所构造的社会核算矩 

阵SAM通过校准方法得到。另外，为了保证模型的 
一 致性要求。要使被估计的 CGE模型能再生基年均 

衡。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的模型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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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WO methods of estimating parameter in computable geI1eral equi1ibri
um(cGE)m0dd are introduced 

a叫 咖 1pared_Lhe calibration procedure and econometric estima tion
． The conclusions are：the es血 Ⅲ i0n 0f Darm eter 

m u止 mod l m st 8e the calibration procedure coupled whh t}Ie eo0n。metric estimati。n met}1od：the el
asticitv。f 

。utput th啷 p t to labor input，the marginal expenditure share for households and p ela 
city。f exp0rt dern8lld 

“ ed by eoonomettic estima tion method；and other parameters of the CGE m0dd caI1 be get bv锄 brat 

procedure． 

Key w。 凼：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calibration procedure；eo0n。metric esti瑚ti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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