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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菲利普斯曲线 理论认为, 通货膨胀与周期性失业之间存在短

期的替代关系。在长期条件下, 失业率将返回其 自然水平 , 进而 自然失业率

成为了将失业与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变量。本文采用卡尔曼滤波方法, 在

不变 自然失业率 和非线性置信区间估计的基础上, 对中国时变自然失业率进

行了测算, 发现其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峰值出现在 2003年, 约为

5. 42% , 此后逐步降低, 2009年回落到 4. 13%。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和劳动

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是影响自然失业率水平最重要的因素。此外, 检验结果表明,

虽然中国在 20世纪 90年代呈现出典型的 菲利普斯曲线 特征, 但是自 2000年

以来, 中国的周期性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特别是 2007 ~

2008年, 中国周期性失业上升的同时伴随着通货膨胀现象。

关 键 词 自然失业率 菲利普斯曲线 卡尔曼滤波 劳动力市场

一 引言

自然失业率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劳动力市场的独特视角。自然失业率的存在告诉

我们, 治理失业的政策措施需要根据失业的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 这对于中国这样处

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蔡昉等, 2004)。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经济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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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劳动力市场摩擦都可能导致失业。治理周期性失业需要通过短期的宏观管理措施,

而后者需要通过完善劳动力市场上的微观治理结构来解决。从失业治理政策的制定、

执行的主体看,治理周期性失业,需要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参与,而自然失业率水平和

变化趋势,则更多地是由微观劳动力市场特征决定。这就需要我们了解中国自然失业

率的真实水平。此外,考察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另外一个重要性是,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

不断发生体制变化和结构转换的情况下, 自然失业率的变化是理解中国劳动力市场变

化特征的一个重要维度。

在自然失业率概念被提出之初, 学者主要关注的是自然失业率的真实水平。后

来,自然失业率的变化以及引起自然失业率变化的因素, 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 ( Braun,

1990; Gordon, 1997; Aperg is, 2005)。自然失业率随时间发生变化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

或经济转型国家更为普遍, 因为它们往往面临着更加剧烈的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更为明

显的体制转轨,并由此直接引发自然失业率的上升。

对自然失业率的测算,使我们有可能对实际观察到的失业率进行分解, 从而了解

失业率缺口,即周期性失业的水平。鉴于短期的周期性失业和价格水平之间可能存在

着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此消彼长的关系, 在对通货膨胀进行宏观调控决策时, 就不

可避免地考虑所可能付出的就业代价。但是, 由于周期性失业并不像价格水平那样是

一个可以直接观测的指标, 因此, 治理通货膨胀所要付出的就业代价就容易被忽视。

从这一点看,对自然失业率的测算对于短期的宏观经济管理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本文的整体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回顾相关文献。第三部分主要对中国自然失业率

进行估计。我们分别假定通货膨胀预期具有两种不同的设定形式:
e

t = t- 1和
e

t

t- 1 , 并根据不同的供给冲击变量对中国自然失业率水平进行了各种模型形式的估

计,最终得到中国 1987~ 2009年的不变自然失业率和时变自然失业率水平以及相应

的置信区间。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对中国自然失业率的形成原因和变化趋势进行相应

解释, 并预测了中国未来的自然失业率变化特征,同时,我们对 1990~ 1999年和 2000

~ 2009年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统计描述, 并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第四部

分是本文的主要结论。

二 文献综述

1958年菲利普斯对英国的失业与货币工资之间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分析, 最终发

现两者之间呈现反向的替代关系 ( Ph illips, 1958)。 Sam ue lson和 So low ( 1960)将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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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关系命名为 菲利普斯曲线 。此后, 关于失业率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问题逐

渐成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论题之一。然而,从 20世纪 60年代末开始, 菲利普斯

曲线 是否存在受到质疑。弗里德曼 ( F riedm an, 1968)和菲尔普斯 ( Phe lps, 1968)认

为: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权衡关系 ( trade- off)仅在短期内发挥作用, 而长期失业率

将返回其 自然水平 ( natural level) ,进而提出了 自然失业率 ( natural rate of unem

ploym en t)理论。由于自然失业率将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变化,因此自然失业率也被

称为 不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 ( non - accelerating in flation rate of unem ploym en,t

NA IRU )。

Rogerson( 1997)列出了主流文献对自然失业率不少于 9种的定义, 其中包括

Friedm an( 1968)对自然失业率给出的一个著名解释: 自然失业率是这样一种失业水

平:它可以由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方程计算得出; 假设一般均衡方程中包括劳动力市场

和商品市场的真实结构特征;并且包括不完全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供给和需求

随机变化、就业搜寻成本和工作转换成本等 。这一表述显然十分复杂, 也许这是弗

里德曼写过的最长的句子 ( B lanchard and K atz, 1997)。这个定义有三个核心内容

( Gran ,t 2002) :第一,自然失业率是均衡失业率。第二,自然失业率水平完全由制度特

征决定,特别是人口特征和制度决定。其中暗含的意思是, 即使一个经济体中的生产

能力得到充分利用, 失业也将存在, 这是因为就业搜寻 (摩擦性失业 )以及就业匹配

(结构性失业 )存在时滞。 因此自然失业率是一个正常运行中的经济体所不能避免

的失业问题。第三,由于经济体固有的人口特征和制度特征会发生变化,因此自然失

业率将随时间推移发生缓慢变化。此外, 由于宏观经济处于周期波动中,经济衰退常

常伴随着周期性失业;而经济相对高涨时,总需求增加,周期性失业得以缓解甚至出现

真实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的现象。 因此, 真实失业率由两部分组成: 自然失业率

和周期性失业率。对自然失业率的准确估计是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即真实失业

率低于自然失业率将引起通货膨胀; 相反将出现通货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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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劳动者从一种生产活动转移到另一种生产活动时,通常会出现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滞后,由此而

产生摩擦性失业。这种失业形式并不意味着工作岗位的缺乏,只是需要时间和信息把劳动者和岗位连接起来。

其次,当技术进步或产业结构变动造成一部分劳动者的技能无法适应新的岗位需要时,便产生结构性失业。这种

失业并不意味着岗位总数少于劳动者总数,只是后者的技能不能适应新的就业岗位的要求。由于劳动者永远是

处于动态中的,而且经济发展本来就包含了不断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一个正常的经济体将不可能消除摩

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所以这两种失业合并起来被称为自然失业。

这种周期性失业问题通常需要依赖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分析。



自然失业率理论自提出以来受到了一些学者的严厉批判。 然而,大量的经济学

家仍然将 菲利普斯曲线 作为主要的政策分析工具。同时, 虽然我们不能从经济现

实中直接观察自然失业率 (需要通过经验分析估计自然失业率水平 ), 但正如之前提

到的那样,将自然失业率与其他经济指标结合在一起分析, 将成为分析宏观经济的一

个有效工具。此外,一个经济体中总失业由自然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构成的相对比例,

决定着宏观政策取舍的主要方向。因此, 自然失业率已经逐渐成为很多国家制定宏观

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参考指标。过去的 40多年中,大量的文献都试图估计自然失业

率或对其决定因素进行理论解释。

估计自然失业率的方法有 3类 ( Turner et a.l , 2001),分别是结构方法、统计方法

和简化式方法。 常用的方法是: 对 菲利普斯曲线 进行简化式估计。然而, 由于上

世纪 70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 大量针对 菲利普斯曲线 的经验研究出现了 估计失

败 问题。但正因如此, 菲利普斯曲线 也得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扩展:

( 1)带有预期的 菲利普斯曲线 ; ( 2)在分析中考虑供给冲击的影响 (如进口商

品价格、原油价格等 )。目前估计自然失业率的最常用方法是: 对附加预期的 菲利普

斯曲线 进行简化式估计。这种方法需要以 菲利普斯曲线 的关系式来识别自然失

业率, 还需要对自然失业率的时间路径做出假设。其中最简单的方法是:假定自然失

业率为常量,即自然失业率不随时间发生改变。然而,在 20世纪 70年代,很多学者开

始认识到自然失业率是随机可变的。例如, 当时欧盟失业率最高的国家有比利时、西

班牙、希腊、法国、意大利和爱尔兰,而这些持续上升的高失业率是由不断上升的自然

失业率引起的 (A perg is, 2005)。受到当时计量方法的限制, 研究者还不能从经验分析

的角度对时变自然失业率进行检验。

最先估计 时变 ( tim e- vary ing )自然失业率的是 E lm eskov( 1993)。此后,随着

卡尔曼滤波 ( Ka lm an filter)在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上的迅速发展和应用,越来越多的

文献倾向于采用卡尔曼滤波方法对时变自然失业率进行估计。 此后,相关研究开始

放松了自然失业率不变的假设。例如, Apergis( 2005)对 1983~ 2000年希腊的自然失

业率进行了估计, 结果显示希腊的自然失业率从 1983年 5. 0%上升到 2000年的 7.

2%。B raun( 1990)对美国自然失业率进行估计, 发现美国自然失业率从 1953年 3月

的 5. 5%上升到 1979年 4月的 7. 4% ,随后又开始稳定下降, 到 1988年 1月,美国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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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失业率回落到 6. 4%。Gordon( 1997)验证了 Braun( 1990)的研究结果,并发现美国

的自然失业率仍在不断下降,从 1990年的 6. 2%逐渐下降到 1996年的 5. 6%。

事实上,自然失业率随时间发生变化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更为普

遍,因为发展中国家频繁的经济结构调整将直接引起 自然失业率 上升。一项针对

转型经济体自然失业率的研究 ( C am arero et a.l , 2005)表明: 转型国家的自然失业率

是动态变化的。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1978~ 1984年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1985~ 1989年开始了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1989~ 1991年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实行严格的 治理整顿 时期; 1992~ 1996年中国

正式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开始了一轮高速经济增长; 1997~ 2003年中国经济开始了

国有经济体制改革,并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城市劳动力市场受到巨大的负面影

响; 2004~ 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 刘易斯转折时期 ,同时 2008年金融危机也对

中国劳动力市场造成了严重影响。可见, 伴随着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多变的劳动力市场

冲击, 影响中国自然失业率的因素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在估计自然失业率的大量文献中, Staiger等 ( 1997)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最具有学

术影响的经验研究之一。通过各种模型设定形式,在对美国 1953~ 1994年的月度数

据进行估计的基础上, Staiger等 ( 1997)对估计自然失业率的准确性进行了总结, 发现

三个因素将制约自然失业率估计的准确性。第一, 模型参数的具体形式;第二,自然失

业率是否具有随机性;第三,模型的设定形式。除了这三个困难以外,中国自然失业率

的估计还面临数据的限制。也许正是这一原因,导致了学者对中国自然失业率问题的

研究文献相对较少。然而,作为一项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对中国自然

失业率进行较为准确的估计,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正如 Friedm an( 1968)和 Phe lps( 1968)所言,在长期条件下, 通货膨胀预期

将改变价格和工资的路径。但我们看到, 虽然在研究自然失业率的大量文献中都采用

了
e

t = t- 1作为通货膨胀预期的具体形式,但是通货膨胀预期也是一个不可观测的

变量。因此,我们在分析中放松了对通货膨胀预期
e

t = t- 1的假设前提, 并将通货膨

胀预期视作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

三 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水平和影响因素

我们对中国自然失业率的估算方法采用了 Gordon( 1997)提出的 三角模型 ( 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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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 le m ode l)。Gordon( 1997)将其称为 三角模型 的主要原因是: 通货膨胀主要由三

个因素决定 通货膨胀的惯性、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三角模型的简化式如下:

t = a( L ) t-1 + b (L )D t + c(L ) z t + et

其中,被解释变量 t代表每年的通货膨胀率;而通货膨胀的惯性是由滞后几期的

通货膨胀 t- 1表示; D t是引起通货膨胀的需求因素; z t为供给冲击的代表性指标; et

为随机误差项; t代表时间。一般情况, t、 t-1和 z t为一阶差分形式 (含有通货膨胀

预期的形式 ) ; L为滞后算子;方程中可以包括若干个通货膨胀的滞后项。如果这些通

货膨胀滞后系数之和等于 1,那么将存在一个需求变量 D
N

t 的 自然率 ( natura l rate) ,

这个自然率将使通货膨胀保持不变, 或者说它不会加速通货膨胀。

D t通常包括三类指标:产出缺口 (实际 GDP与潜在 GDP之差 );失业率缺口 (实际

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之差 ) ;产能利用率 ( rate of capac ity utilization)。研究发现,失业

率与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高度相关。因此,基于失业率数据估计得到的自然失业率可

能揭示的是资本短缺或产能利用减少。当产能利用率与失业率同时引入模型时,估计

得到的自然失业率符号为 正 , 而不是理论预期的 负 向 ( Renshaw, 1996)。为了分

析失业率偏移 (周期性失业 )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我们将采用失业率作为需求压力的

代表性指标。同时, 很多国外研究将石油价格和进口商品价格作为短期供给冲击

(M e lihovs and Zasova, 2009)。一些研究也发现,中国近十几年来通货膨胀的形成主要

来自于资本投入和原材料成本价格上涨等因素。为此,我们在供给冲击变量 zt中选择

了 成本价格波动 因素的代表性指标: ( 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增长率

(
fue l

t ) ; ( 2)燃料动力类价格增长率 (
en ergy

t ); ( 3)食品价格增长率 (
food

t )。模型也

试图包括影响 资本投入变化 因素的指标: ( 4)金融机构 1年期年末贷款基准利率

( Interest R ate ); ( 5)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Total Investm ent R ate ) (去除通货膨胀

因素 )。我们将它们分别作为供给冲击变量对模型进行估计。数据均来自各年 中国

统计年鉴 和 中国统计摘要 。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获取与国际定义接轨的失业率数据非常困难, 我们采用蔡昉

( 2004)的估算方法得到了 1978~ 2009年中国的失业率数据。此外, 在可获得的文献

资料中,通货膨胀率通常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和 GDP平减指数计算得到
cp i

t 和
GDP

t 。我们将分别采用两个通货膨胀的代表性指标对自然失业率进行估计。

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首先假定自然失业率为常量。虽然这是一个最宽松的假

设条件,但不变自然失业率仍然反映了过去一段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状况。而

且,我们可以根据模型估计系数给出状态空间模型估计过程中必需的初始值。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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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定自然失业率将随时间 (或经济状态 )发生改变, 进而采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对

此进行估计。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将按照不同的通货膨胀预期设定形式,估计中国的

时变自然失业率。

(一 )不变自然失业率

研究自然失业率的文献,通常采用附加预期的通货膨胀形式对自然失业率进行估

计,即假定通货膨胀预期
e

t = t- 1 ,进而 t -
e

t = t。也就是说, 通货膨胀预期大

小和方向都等于前一期通货膨胀。因此,三角模型的一般形式将设定为式 ( 1)的形

式。其中, 代表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 ( xt = x t - x t- 1 ) :

t = a (L ) t- 1 + (Ut - NAIRU ) + 1 z t + t ( 1)

t = c + a( L ) t- 1 + U t + 1 z t + t (1 )

其中, t代表附加预期的通货膨胀 (分别由
cp i

t 和
GDP

t 表示 ) ; Ut代表真实

的失业率水平; NAIRU代表不变自然失业率; zt代表影响通货膨胀的供给冲击变量。

事实上,在估计不变自然失业率时, 由于 NAIRU为常量, 我们可以将式 ( 1)改写成式

( 1 )的形式。此时, c = - (NAIRU)。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模型 ( 1 )估计得到常数

项 c和失业率系数 ,进而可以计算得到 不变自然失业率 NAIRU = - c / 。

在我们的研究中,将失业率的滞后变量 Ut- 1和 Ut- 2等作为解释变量时,估计得到

的系数符号为 正 ,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期并不相符。可能的原因是,我们的研究采用

的是年度数据 (而非月度或季度数据 ) , 在模型中滞后 1期的失业率缺口对通货膨胀

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我们在模型的估计中只考虑当期的调查失业率 偏离 当期

的自然失业率所产生的需求冲击。此外, 由于贷款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存在时滞,

在模型中我们选择滞后 2期的贷款利率增量作为冲击变量。在模型估计之前,我们需

要对各变量进行 ADF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的相关变量不存在单位根。在选择通

货膨胀惯性的滞后期长度时, 我们采用了逐步添加通货膨胀滞后期的方法, 并根据

A IC和 SC准则确定模型中通货膨胀的滞后期长度。式 ( 1)的估计结果见表 1。

估计结果表明:根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
cp i

t 使模型整体估计

结果较为显著;相反, 采用 GDP平减指数计算的中国通货膨胀率
GDP

t 的估计结果相

对不理想。 在模型中表现为:除了混合供给冲击外, 单个冲击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时

估计得到的 U t在模型中并不显著。此外,通过比较各种供给冲击变量,我们发现: 原

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增长率 、能源价格增长率 、食品价格增长率 对通货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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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都起到了显著的解释作用,并且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方向与理论预期相同; 相比之

下,虽然 滞后 2期的利率增长率 得到了理论预期的 负 号,但是, 仅在
GDP

t 作为

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通过了统计检验;而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对两种通货膨胀的

解释力都不强。根据上述结果, 我们在单变量供给冲击模型中逐步加入另一种类型的

冲击变量。例如,我们在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增长率 的基础上,加入 滞后 2

期的贷款利率增长率 ,进而比较模型整体拟合结果是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说明新

表 1 e

t
=

t- 1
条件下的不变自然失业率估计结果:通货膨胀率 cp i

t

被解释变量 t
cp i ( 1) ( 2) ( 3) ( 4) ( 5) ( 6)

时间 1987~ 2009 1987~ 2009 1979~ 2009 1982~ 2009 1981~ 2009 1987~ 2009

常数: c
5. 337**

( 2. 162)

6. 413**

( 2. 677)

1. 258

( 1. 505)

4. 517

( 2. 670)

5. 017*

( 2. 831)

6. 241***

( 2. 042)

cp i
t- 1

0. 158

( 0. 134)

0. 196

( 0. 165)

- 0. 070

( 0. 105)

- 0. 007

( 0. 250)

0. 056

( 0. 194)

0. 161

( 0. 124)

cp i
t- 2

- 0. 551**

( 0. 135)

- 0. 685***

( 0. 160)

- 0. 124

( 0. 125)

- 0. 634***

( 0. 193)

- 0. 601**

( 0. 222)

- 0. 390**

( 0. 148)

cp i
t- 3

0. 249*

( 0. 138)

0. 176

( 0. 167)

- 0. 024

( 0. 101)

- 0. 058

( 0. 206)

0. 024

( 0. 215)

0. 456**

( 0. 165)

cp i
t- 4

- 0. 638***

( 0. 132)

- 0. 679***

( 0. 165)

- 0. 041

( 0. 125)

- 0. 530**

( 0. 201)

- 0. 543**

( 0. 193)

- 0. 601***

( 0. 123)

Ut

- 1. 259**

( 0. 487)

- 1. 528**

( 0. 601)

- 0. 341

( 0. 364)

- 1. 198*

( 0. 639)

- 1. 317*

( 0. 671)

- 1. 467***

( 0. 460)

fuel
t

0. 365***

( 0. 080)

0. 377***

( 0. 074)

energy
t

0. 226**

( 0. 078)

fo od
t

0. 565***

( 0. 080)

T IR

( Investm ent Rate)

- 0. 046

( 0. 103)

In terest Rate( - 2)
- 0. 550

( 1. 266)

- 1. 839*

( 0. 932)

R2 0. 782 0. 670 0. 841 0. 448 0. 447 0. 827

NAIRU (% ) 4. 240 4. 197 3. 696 3. 769 3. 810 4. 255

85%的置信区间 ( % ) [ 3. 231, 5. 281] [ 3. 135, 5. 229] [ 1. 524, 5. 571] [ 1. 865, 5. 335] [ 3. 517, 5. 016]

90%的置信区间 ( % ) [ 2. 965, 5. 568] [ 2. 836, 5. 510] [ 0. 555, 6. 038] [ 3. 360, 5. 184]

95%的置信区间 ( % ) [ 2. 268, 6. 340] [ 2. 000, 6. 270] [ 3. 041, 5. 532]

说明: 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 * 、** 、***表示系数分别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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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的供给冲击变量本身对通货膨胀的解释力 ) , 以及每个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变化

(反映新加入变量与原始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线性 )。最终发现:在模型 ( 1)的基础上

加入 滞后 2期的贷款利率增长率 变量后 (模型 6), 不仅原始变量的显著性有所提

高,而且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上升 ( R
2
从 0. 782上升到 0. 827)。

根据NAIRU = - c / ,我们可以求出在各种模型设定形式下的不变自然失业率,

自然失业率的平均值大约在 4%左右。以模型 ( 1)为例,中国在 1987~ 2009年的不变

自然失业率 NAIRU= 4. 24%。然而, 我们并不确定 NAIRU是否在统计上显著,即估计

得到的 NAIRU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遗憾的是, 置信区间分析以前很少受到中国

学者的充分重视。我们需要计算 NAIRU的置信区间。在计算自然失业率的过程中

(NAIRU= - c / )我们看到,由于 位于分母,分子为常量, 因此 NAIRU的置信区间是

的非线性函数。此时, 我们不能根据通常做法计算出置信区间, 而是采用 Fie ller

( 1954)提供的方法估算 NAIRU的置信区间。首先将 U t -NAIRU作为回归元, 并计算

相应模型的残差平方和 SSR (NAIRU ) (即式 ( 1)的残差平方和 ) ,同时计算非受限的相

应模型残差平方和 SSR (NAIRU) (即式 ( 1 )的残差平方和 ) ,可以构造 F统计量, 即:

FNAIRU = [SSU (NAIRU ) - SSU (NAIRU) ] / [ SSR (NAIRU) /d. f. ]

这一统计量符合 F1, d. .f分布,其中, d. .f为非受限模型的自由度。图 1描绘了当自

然失业率为 4. 24%的零假设时, 各种可能的NAIRU取值所对应的 F统计值 (图 1中细

线表示 ) , 95%置信水平下的 F1, d. .f值为 4. 49(图 1中虚线所示 )。自然失业率 4. 24%

落在 [ 2. 27, 6. 34]区间内的概率为 95%;类似地, 我们也可以得到在 90%的显著性水

平下的置信区间是 [ 2. 97, 5. 57],以及 85%显著性水平下的置信区间 [ 3. 23, 5. 28]。通

过比较发现,模型 ( 6)的置信区间范围相对最窄。因此,我们将模型 ( 6)估计得到的自

然失业率作为不变自然失业率的参考指标。

模型 ( 6)的结果表明,中国的失业率缺口 (周期性失业 )与通货膨胀之间呈现了显

著的负相关关系。当失业率缺口高于 (低于 ) 1%时, 将带来当年 1. 47%的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 )。根据我们的计算, 中国在 1987 ~ 2009年平均的自然失业率水平为

4. 26%, 自然失业率落在 3. 04% ~ 5. 53%范围内的可能性有 95%。从政策角度来看,

如果中国的真实失业率水平超过 5. 53%, 将有 95%的可能性引起通货紧缩, 相反,如

果中国真实失业率低于 3. 04% ,中国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有 95%。

虽然这一估计结果的置信区间相对较小, 但是这仅仅是 1987~ 2009年平均自然

失业率水平。我们更关注近几年中国自然失业率水平,特别是自然失业率在未来的变

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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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在 NAIR U = 4. 24% 假设条件下的 F检验

此外, 如前所述, 如果将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期的

NAIRU限定为一个常量的做

法很可能导致估计结果更大

的偏差。因此,我们下面将采

用卡尔曼滤波的方法对中国

时变自然失业率进行估计。

(二 )时变自然失业率:
e

t = t- 1

在 20世纪 90年代末,中

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导致了当

时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

上升。同时, 中国的结构性失

业问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产业调整持续存在。因此,我们将失业率时间序

列分解成随时间变化的趋势项 (自然失业率 )和周期项 (周期性失业率 ) ,利用卡尔曼

滤波算法获得那些不可观测的状态变量, 进而获得时变自然失业率 (T im e- Vary ing

NAIRU)。

首先,根据自然失业率理论,可以将 失业率 时间序列分解成两部分: 长期失业

率和短期失业率,进而形成第一个量测方程:

U t = T
u

t + C
u

t ( 2)

其中, Ut为失业率; T
u

t 为失业率的长期组成部分,即长期的自然失业率 NAIRU;

C
u

t 为失业率的短期组成部分,即引起通货膨胀的失业率。根据卡尔曼滤波方法可以分

别估计出动态的 T
u

t 和 C
u

t 。此外,根据之前采用的三角模型可以得到第二个量测方程:

cp i

t = a (L )
cpi

t- 1 + C
u

t + 1 z t + t ( 3)

同时,我们可以定义 T
u

t 和 C
u

t 的状态方程。与大多数文献一致,我们假定失业率的长

期组成部分 T
u

t 符合随机游走过程;而失业率的短期组成部分 C
u

t 符合一阶自回归过程:

T
u

t = T
u

t- 1 + t ( 4)

C
u

t = C
u

t- 1 + t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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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带有时变自然失业率的菲利普斯曲线估计结果 e
t = t- 1

变量 ( 7) ( 8) ( 9)

时间 1987~ 2009 1987~ 2009 1987~ 2009
cp i
t- 1 0. 172 0. 278 0. 164

( 0. 132) ( 0. 189) ( 0. 149)
cp i
t- 2 - 0. 502*** - 0. 573*** - 0. 338**

( 0. 120) ( 0. 156) ( 0. 168)
cp i

t- 3 0. 285* 0. 277 0. 489**

( 0. 152) ( 0. 181) ( 0. 244)
cp i
t- 4 - 0. 592*** - 0. 556*** - 0. 556***

( 0. 108) ( 0. 189) ( 0. 109)

Cu
t - 1. 245 - 3. 182 - 1. 575*

( 1. 374) ( 2. 962) ( 0. 909)
fuel

t 0. 375*** 0. 392***

( 0. 118) ( 0. 088)
energy
t 0. 238*

( 0. 126)

Interest R ate( - 2) - 1. 835

( 1. 467)

R2 0. 760 0. 644 0. 783

Log L ike lihood - 94. 448 - 98. 150 - 92. 324

2009年 NAIRU (% ) 3. 893 2. 991 4. 132

95%置信区间 (% ) [ 2. 357, 5. 428] [ 2. 110, 3. 872] [ 2. 774, 5. 490]

说明: * 、** 、***表示系数分别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回归误差项 t代表人口结构和制度变迁等因素对自然失业率的影响; 代表前

一期失业缺口对当期失业缺口的影响; t代表随机误差项。我们根据状态空间模型

( 2) ~ ( 5)对各个参数和超参数进行估计,并分别采用不变自然失业率的参数估计结

果作为状态空间模型的初始值,计算模型的相应残差方差的自然对数, 将其作为状态

空间模型残差对数的初始状态值; 根据初步的滤波估计结果, 可以计算得到模型 ( 4)

和 ( 5)中的 t和 t的方差自然对数, 以及 的初步估算系数。

我们首先对
e

t = t- 1条件下的时变自然失业率进行估计。根据之前的分析,我

们选择
fu el

t :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增长率 ;
en erg y

t : 燃料动力类价格增长

率 ; Interest Rate ( - 2) : 滞后 2期的贷款利率增长率 分别作为供给冲击变量。卡

尔曼滤波估计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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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fuel
t 和 In terest Rate( - 2)冲击下的失业率卡尔曼滤波分解:

自然失业率和周期性失业率 ( e
t = t- 1 )

估计结果表明,超参数 C
u

t 的系数为负, 与理论预期相同,即中国的失业率缺口与

通货膨胀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模型 ( 9)中, C
u

t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同时,模型中冲

击变量的符号也与理论预期相同。对比三个模型的估计结果发现: 模型 ( 7)和 ( 9)的

拟合优度要大于模型 ( 8);从对数似然比统计量上也同样发现模型 ( 8)的值要高于其

余两个模型。此外,与模型 ( 7)对比发现: 模型 ( 8)中的供给冲击变量 能源价格增长

率 的显著性也弱于模型 ( 7)中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增长率 的显著性。因

而,我们将模型 ( 7)作为模型估计的基本设定形式, 同时,我们也观察了 滞后 2期的

贷款利率增长率 加入模型时, 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得到的周期性失业率系数通过了

统计检验,因此, 模型 ( 9)为卡尔曼滤波估计的最终形式。

模型 ( 9)的估计结果表明, 2009年的自然失业率约为 4. 13%, 95%的置信区间范

围是 [ 2. 77, 5. 49]。图 2给出了模型 ( 9)中,卡尔曼滤波分离出的时变自然失业率和

周期性失业率 (图 2中细线分别表示自然失业率和周期性失业率,虚线表示相应 95%

置信区间 )。其中,有两个历史阶段值得我们关注:

( 1) 1990~ 2003年, 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大体上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其中,

1997~ 2003年,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波动剧烈,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在这一特定历

史时期复杂的外部冲击。其中, 自然失业率从 1997年的 3. 78%上升到 2000年的

4. 71%, 初步说明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加大了中国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规模,

在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产生的大量下岗工人开始达到高峰,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的速度却明显加快,自然失业率水平逐年上升, 2003年达到 5. 42%。

( 2)从 2003年开始,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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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也明显改善,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水平又开始逐渐回落,到 2009年中国的自然失业

率水平为 4. 13%。

(三 )在
e

t t- 1条件下的时变自然失业率估计

在自然失业率估计过程中,对通货膨胀预期的不同设定形式将直接影响自然失业率

估计的准确性。通货膨胀预期
e

t t- 1条件下,量测方程 ( 3)将变为式 ( 6)的形式:

cpi

t =
e

t + a(L ) (
cpi

t- 1 -
e

t- 1 ) + C
u

t + 1 z t + t ( 6)

其中,
e

t代表通货膨胀预期。由于
e

t 也是无法直接观测和获得的数据, 因此我

们这里假设
e

t 也将随时间发生变化,进而在状态方程 ( 4)和 ( 5)的基础上增加
e

t的

状态方程 ( 7) ,并假定通货膨胀预期也符合一阶自相关形式:
e

t = r
e

t- 1 + t ( 7)

表 3 带有时变自然失业率的菲利普斯曲线估计结果 : e
t t- 1

变量 ( 10) ( 11) ( 12)

时间 1987~ 2009 1987~ 2009 1987~ 2009
cp i
t- 1 - e

t- 1 0. 639** 0. 591* 0. 593**

( 0. 266) ( 0. 322) ( 0. 279)
cp i
t- 2 - e

t- 2 - 0. 386 - 0. 520 - 0. 278*

( 0. 258) ( 0. 330) ( 0. 169)
cp i
t- 3 - e

t- 3 0. 377* 0. 393* 0. 377*

( 0. 194) ( 0. 208) ( 0. 206)
cp i
t- 4 - e

t- 4 - 0. 677*** - 0. 737** - 0. 808***

( 0. 174) ( 0. 305) ( 0. 188)

Cu
t - 1. 647 - 2. 663 - 1. 308

( 3. 676) ( 3. 483) ( 2. 564)
fuel
t 0. 301** 0. 218*

( 0. 126) ( 0. 120)
energy
t 0. 153

( 0. 176)

Interest R ate( - 2) - 1. 708

( 2. 303)

R2 0. 693 0. 543 0. 708

Log L ike lihood - 98. 786 - 102. 007 - 97. 196

2009年 NAIRU (% ) 2. 922 2. 938 2. 921

95%置信区间 (% ) [ 1. 979, 3. 864] [ 1. 976, 3. 900] [ 1. 947, 3. 895]

为了估计
e

t t- 1时的自然失业率水平, 我们将 ( 2)和 ( 6 )式作为量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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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和 ( 7)式作为状态方程,卡尔曼滤波估计过程和初始状态值的选择方法与之

前相同,我们得到的估计结果见表 3。比较不同的供给冲击结果,我们发现当
fu el

t 作

为供给冲击变量时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为 0. 693, 同时供给冲击变量也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 相反,在模型 ( 11)中, 不仅冲击变量
ene rgy

t 不显著,而且模型的拟合优度明显下

降。因此, 在模型 ( 10)的基础上增加 InterestR ate( - 2) ,并发现当
fu el

t 和 Interest

Ra te( - 2)作为供给冲击变量时, 模型的估计结果与模型 ( 10)十分相似。此外, 模型

( 10)、( 11)和 ( 12)中的周期性失业变量在模型中不再显著。存在的问题是:当通货膨

胀预期设定为不可观测的变量时,将大大减少模型中的自由度。图 3给出了根据模型

( 12)的卡尔曼滤波估计结果分离出的自然失业率、周期性失业率和通货膨胀预期 (在

图 3中用细线表示;虚线代表相应 95%置信区间 )。

图 3失业率卡尔曼滤波分解:自然失业率和周期性失业率 ( e
t t- 1 )

说明:冲击变量分别为
t

fuel和 Interest R ate(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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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通货膨胀预期设置成 不可观测的 、时变的 状态方程后,估计得到的自

然失业率也同样发生了一些变化。在 2000~ 2003年的时间段内, 中国的自然失业率

达到了最高峰,分别为 7. 14%、6. 29%、6. 62%和 7. 02% (见图 3)。从 2003年开始,

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又开始逐步降低, 到 2009年下降到 2. 92%。中国的通货膨胀预期

变化幅度显著,大体出现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94~ 1999年,中国的通货膨胀预

期为正,但预期的增幅在逐年下降;第二阶段, 2000~ 2004年, 通货膨胀预期开始为负

值;第三阶段, 2005年至今,通货膨胀预期开始由负转正并逐年上升。

图 4描述了中国的不变自然失业率 (表 1中模型 6)和时变自然失业率 (表 2模型

9)的趋势。我们发现, 时变自然失业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是,我们更关注

的是导致自然失业率发生变化的原因。

事实上,很多文献不仅对时变自然失业率进行了验证, 同时也对其形成原因进行

了各种解释,如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 B lanchard and K atz, 1997; Stig litz, 1997); 人口统计

特征变化和迁移 ( H ahn, 1996; Stig litz, 1997; M urphy and Payne, 2003; H ughes, 1975;

W e ithers and Sullivan, 1991) ;劳动力市场制度等。这些影响因素也同样影响中国自

然失业率的变化。

图 4 中国的自然失业率与调查失业率: 1987~ 2009

首先, 劳动力市场制度

的变化是影响中国自然失业

率的重要因素。 20世纪 90

年代国有企业改革曾经引起

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工人

下岗失业, 就业在国有部门

和非国有部门间的转化, 不

可避免地提高了摩擦性失业

和结构性失业的水平, 并成

为 1987~ 2003年中国自然失

业率逐渐上升的最重要原

因。

其次, 人口结构变化的

影响业已传递到劳动力市场。由于中国逐步进入人口红利期的后期,新加入劳动力市

场的人口开始下降,从劳动力供给面化解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压力, 甚至出现了不断

加剧的劳动力短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越过刘易斯转折点,自然失业率也明显呈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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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最后,正如 H ughes( 1975)所指出的, 大规模人口迁移可以提高就业匹配速度,进

而降低自然失业率。中国正经历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口和劳动力迁移。

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不仅失业率很低, 而且也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越来越重

要的组成部分,并由此使自然失业率的水平逐步降低。

(四 )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 1990~ 2009年

我们根据表 2中模型 ( 9)的估计结果分解出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和周期性失业率。

由于菲利普斯曲线主要描述的是短期的周期性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

因此, 我们主要观测卡尔曼滤波分离出的周期性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 (消费者价格指

数计算得到 )之间的相关性。为了更清晰的描述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将分别观测

1990~ 1999年和 2000~ 2009年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菲利普斯曲线变化特征和

趋势。图 5的左半部分描述的是 1990~ 1999年之间的中国菲利普斯曲线 (横轴代表

失业率缺口,纵轴代表通货膨胀率 )。我们看到,中国在 20世纪 90年代出现了典型的

菲利普斯曲线特征,并大体出现了两个阶段:

( 1) 1990~ 1994年,中国的失业率缺口 (实际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 )在逐年缩

小,同时中国的通货膨胀也在逐年上升;

( 2) 1994~ 1999年,中国的失业率缺口在不断增大,而通货紧缩也随之出现。

图 5的右半部分描述了本世纪以来失业率缺口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变化趋势,这一

趋势已不再呈现典型的菲利普斯曲线的特征。在这一时期,周期性失业率中包含的内

容更加丰富,影响因素也更为错综复杂。其中, 2000~ 2001年和 2005~ 2006年, 周期

性失业几乎没有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 2001~ 2002年和 2004~ 2005年分别出现了

周期性失业上升,并伴随了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增幅减弱的趋势; 相反, 2002~ 2004

年以及 2006~ 2007年都出现了周期性失业下降, 同时通货膨胀上升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7~ 2008年中国出现了周期性失

业率上升与通货膨胀率提高并存的现象。由于数据的限制, 尽管 2010年中国整体通

货膨胀开始加剧,我们也无法描述 2010年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化趋势。不过, 我们

的经验分析和以前的研究结果表明, 在控制供给冲击等因素的情况下, 周期性失业和

价格水平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是存在的。从以往及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看,由于周期

性失业相对于价格水平的变化而言不是一个显性指标,因此控制价格水平可能导致的

就业代价往往被忽视。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 分析评估价格水平和失业所带来的福利

代价, 以及调控政策可能产生的净影响是非常必要的。与此同时, 我们从菲利普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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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关系中已知,过度的低失业率 (低于自然失业率 )将加速通货膨胀。例如,在 20世

纪 90年代初, 韩国的失业率水平在 2. 3% ~ 2. 8% 之间, 而自然失业率为 2. 7% ~

2. 8%, 正因如此, 韩国经济在 90年代初经历了过度就业和高通货膨胀时期 ( H ahn,

1996)。如果我们将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目标联系在一起, 那么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将

是权衡两项宏观经济目标的重要参考指标。对于中国来说,防止金融危机之后, 经济

出现滞胀现象将是宏观经济的重要着力点。

图 5 中国的失业率缺口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说明:横轴代表失业率缺口, 纵轴代表通货膨胀率。

四 结论和政策建议

我们对 1987~ 2009年的中国自然失业率水平进行估计,并分析了中国的通货膨

胀与失业率缺口之间的关系。通过设定各种模型的估计形式并加入不同的供给冲击

变量, 我们得到了如下结论和政策建议:

首先,本文发现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呈现出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自

然失业率从 1997年的 3. 78%上升到 2003年的 5. 42% ;此后,自然失业率开始下降,

2009年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又回落到 4. 13%。

其次,中国在 1990~ 1999年出现了典型的菲利普斯曲线特征,即短期失业率 (失

业率缺口 )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然而, 自 2000年以来,中国短期失业率与

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 特别是受到 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短期失

业率上升的同时伴随了通货膨胀的上涨。但除此之外,中国的周期性失业率与通货膨

胀之间依然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替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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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城镇自然失业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的水平非常接近,这也意味着城镇登记

失业人员很可能是自然失业的主要构成。考虑到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就业影响已经

基本化解,在短期,他们仍然可能是相对稳定的失业群体。此外, 通过失业预警, 防范

周期性失业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通过完善社会保护制度, 以消除就业的负面冲击对

农民工群体的影响。

最后,考虑到宏观经济政策,如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保持经济体的充分就业,那

么随时间变化的自然失业率就存在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自然失业率是一个不断变化

的指标,很难根据变化的失业率做出政策上的及时反应。因此,如何将影响自然失业

率的各种参数加入模型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例如, 劳动生产率、人口结构、劳

动力市场制度等。考虑到这些影响因素, 中国未来的自然失业率可能还将持续下降。

然而,更为准确的自然失业率估计值需要依赖于统计体系的完善, 在这个方面,中国仍

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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