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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于2000年9月15～17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全
国各地60余所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大型企业从事数量经济学的应用与研究的专家学者共132人
出席了大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勉励大家潜心数量经
济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为繁荣中国的数量经济学事业作出贡献。参加“中国数量经济学及其
应用：20年回顾”国际研讨会的15位海外著名经济学家也出席了开幕式，现代计量经济学奠基
人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就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中国数量经济学应加强
研究的领域作了精彩的学术讲演。 

学会名誉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乌家培教授在代表大会上作了学术报告。他指出：当前形势
下，数量经济工作者要顺应全球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两个潮流，加强数量经济学的应用性、理
论与方法论研究，重点向5个方向发展，即向全球经济扩展、向新经济进军、向金融数学领域延
伸、为管理现代化献计献策、探索建立经济实验室。 

大会高度评价了学会理事长、著名数量经济学家张守一教授在主持学会工作期间为学会的建设
和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充分肯定了他领导学会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并对他的奉献精神和谦逊品
格表示崇高的敬意。 

根据学会章程，会员代表大会选出了由王乃静、郑玉歆等46人组成的第七届理事会，王其文、
钟学义等30人组成的学术委员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汪同三为中国数量经济学
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齐建国为常务副理事长，刘树成、李平等9人为副理事长，张景曾兼秘
书长，王国成、李子奈等22人为常务理事；根据学会章程，汪同三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选举钟
学义、李富强等5人为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根据秘书长的提名，理事会决定金文藻、王竹玲等7
人为副秘书长，金文藻兼任司库。 

由理事长提名，理事会聘请乌家培、张守一为学会名誉理事长，李京文、于景元等20人为学会
顾问。 

会议讨论修改了学会章程，通过了学会工作条例、财务管理制度和会员制改革方案。 

理事长汪同三教授在闭幕式上作报告，全面总结了会议取得的成果，提出了数量经济学发展的
方向。 

会议分理论与方法、数量经济学的应用、金融数学三个小组进行了学术研讨，各专门委员会也
分别召开了会议。现将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 关于数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 

对数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讨论的议题主要集中在新经济条件下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数量
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全要素生产率、非线性动态投入产出模型、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等方面。
与会代表认为，已初露端倪的新经济在对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将超
过工业革命，新经济必定要有新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模型构造、统计检验、预测
决策将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现阶段数量经济学要着重考虑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建立知识化的生
产函数，如何对知识量化。 

关于数量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有学者提出应包括5个部分的内容，即模型类型、模型导向、模型
结构、数据类型和估计方法，据此可设计出一个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体系。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有学者认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
型增长方式的转变，衡量这种转变的标志就是要看全要素生产率如何变化。在动态条件下，不
仅生产资源配置效率要发生变化，技术水平也要发生变化。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应包含



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和技术水平的变化两个方面。按照这一思路，可通过引入距离函数，
将生产率指数理论与非参数方法结合起来，利用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建立全要素生产率的非参
数测度模型，这样就可以从技术进步率和生产资源配置效率变化度两个方面实现全要素生产率
的非参数分解。 

关于非线性动态投入产出模型，有学者将线性多部门投入产出模型推广到可计算非线性动态投
入产出模型，构造出了中国部门可计算非线性动态投入产出模型，并利用这些模型计算出了中
国经济增长轨迹与产业结构、产品价格、经济增长率、工资增长率、固定资本回报率等。 

在论及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时，有学者主张，应抓住工业化、市场化、知识化、信息化、国际
化、城市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几个关键点构建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既要
为评估、模拟城市现代化现实水平和未来方向服务，更要具有揭示城市现代化制约因素，探寻
城市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功能。针对这一目标，他们设计了分6个子系统，含40个指标的城市现代
化指标体系。 

在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方面，有学者对内生经济增长要素、人力资本测度、企业知识资产结构
的评价方法等进行了研究，更有学者对索洛的“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这一著名
估计提出了质疑。 

二、 关于数量经济学应用 

数量经济学应用讨论的议题主要涉及宏观经济的货币政策实证分析、财政政策实证分析、经济
周期波动分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定量分析、人口与经济增长预测分析、地区经济规模的模型
分析、地方税收评价与预测分析、西部大开发的数量经济分析、通货紧缩的成因与实证分析、
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关系等。 

有些学者通过可变参数的模型，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认为连续两年的多次利率下调
对于增加消费需求起到了较大作用，认为我国经济并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在近年来的通货紧
缩时期，利率下调对我国经济增长回升确实起到了较大作用。 

一些学者重新构造了人口与经济长期预测模型，强调经济对人口的影响，提高了准确度，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些学者对我国转轨时期的经济周期波动进行了分析，认为80年代以来，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
过程中的周期波动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征：经济增长中产生了7～9年为主的中周期现象，这
与西方工业国家曾出现的主周期波动是基本一致的。此外，存在一个作用相对较弱的2～3年的
短周期波动。 

还有学者利用CGE模型，分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GDP、消费、投资、出口、进口以及各部门
的影响，结果表明，加入世贸组织后，至2010年，GDP可提高约0.9％，加入WTO利大于弊。  

三、 关于金融问题研究 

金融专题研讨的内容主要为金融计量方法、金融博弈论、货币市场、证券资本市场、现代企业
制度等。 

关于金融计量方法，有学者运用博弈论分析了我国银行和企业在特殊条件下的博弈结果，并就
不良资产的形成以及“债转股”政策对银行与企业关系的影响进行了专题研究。一些代表通过
构建我国货币供给总量调控模型，分析了我国货币调控效果，并针对不同调控目标下不同政策
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分析。在分析了不同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后，他们指出，资本自由化与
金融危机之间没有必然的确定性联系。 

关于证券资本市场，有学者结合西部大开发，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区域分布特征及西部地区
上市公司与西部经济发展的关系。一些学者还针对股份公司研究股权结构与资本结构的相关
性，论证了公司股权在管理者与外部股东之间的公正分配与公司的财务杠杆是相关的。 

参加研讨的学者一致认为，加强数量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加强与政府管理部门和金融机
构的合作研究，将有利于数量经济学与金融市场的发展。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是一次跨世纪的学术盛会，也是一次改革
的大会。会议号召全体会员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把握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潮流，加强
学术合作与交流，努力运用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探索和解决中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为振兴中国的数量经济学事业而奋斗。 

(执笔：李平、李金华、李雪松、张思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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