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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前沿：经济政策与模拟学科的新进展 

 

 

一、本学科领域发展的历史与主要科研成就

利用经济模型进行政策模拟和分析的研究手段是与经济模型的研制同时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
从20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研制和应用这种研究模式。我国开展经济模型研制和应用的时间比较
晚，主要在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L．K．Klein)等教授的帮助下进行。
1980年夏季，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因等7名美国知名经济计量学家来华举办了为期数周的经
济计量学讲习班，培训了百余名年轻的经济学者，为中国培训了中国经济计量学第一批经济计
量学研究人才，使中国经济计量学和经济分析与预测的研究有了根基。随着这个研究领域的发
展，目前我国很多机构都建立有各种形式的经济模型，他们根据部门需要进行政策模拟的实
验。我院经济政策与模拟学科在经济模型的研制和应用方面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与国外同
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培养造就出了一批优秀人才，初步建立了可供相关
学者从事此类研究的学术平台.  
二、当前本学科领域的前沿与重大问题研究现状 

1．中国年度宏观经济计量模型。20世纪80年代初，贺菊煌教授研制了第一个只有十几个随机方
程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20世纪80年代中期，数技经所、当时的国家计委预测中心、复旦大学
共同研制了用于参加联合国的世界模型联接项目(PRQ)ECTLINK)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此后，数
技经所又与克莱因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教授合作，开始研制用于参加黄海项目的中国宏
观经济模型。参加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试图将一个中国模型放人世界模型体系中研究分析世
界经济环境变动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功能较为完整、技术较为先
进、可操作性强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以便开展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析和预测工作。这个模型
在1989年前后完成，经过几年的试运行和积累经验后，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正式对中国宏观
经济进行分析与预测，并在联合国世界连接模型中使用。 

2．中国季度宏观经济计量协整模型。为了进一步开展宏观经济的季度分析与预测，数技经所于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研制中国宏观经济的季度模型。他们在英国牛津大学专家学者的指导和
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该模型采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动态协整经济
计量的方法，建立了以动态协整方法为基础的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 

3．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发展大道模型。该模型用于分析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增长最优
路径，以及科技进步对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这是中国首次大规模地应用大道理论的模型
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长期发展问题。此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中长期系统动力学模型。该模型的研制不仅为研究中国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能源问题提供
了科学工具，而且在系统动力学模型方法论的研究中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系统动力学——投
入产出——经济计量相结合的模型已应用于国家重大软科学项目“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和支
柱产业选择”，做出了跨度为1996'--2050年共计55年的中国经济、社会超长期预测。 

5．中国的CGE模型。CGE模型旨在进行经济转轨时期的政策模拟和分析，定量估计和测算相应的
经济政策对经济总量和不同产业或部门的潜在影响和冲击效应，为国家经济决策提供科学的参
考依据。利用CGE模型还模拟了中国加入WTO、环境等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动态影响。 

6．地区经济模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政策与模拟学科陆续进行了一些地区经济问题研
究，如深圳的发展规划研究，海南建省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研究，北京市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研
究，重庆市“十一五”发展战略研究，苏州工业园区“十一五”经济发展模型研究等。 

7．微观计量经济模型(离散选择模型、面板数据模型)。这个模型在政策评价中可以起到考虑选
择偏差与异质性的作用，离散选择模型适用于中国异质性教育回报率的测算与教育政策评估。 

三、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发展趋势 

1．服务社会，为党和国家提供政策支持和理论依据。为社会经济实践服务，是经济模型研究工
作的重要方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支持。而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入与经济模型研究的深入密切相关。
因此，如何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服务，经济模型研究是关键，因为经济模型是通过实证的方式来
检验经济理论是否正确的手段。经济政策模拟研究是利用经济数学模型技术和现代计算手段，
在计算机上创造出一种抽象的、但与现实尽量接近的经济运行环境，即经济系统，通常表现为
各种经济模型，然后利用模型进行各种试验．模拟经济中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动和政府有可能
采取的各项政策。在不同的政策条件下，经模型运算后得出各项政策的利弊得失。所以政策模
拟可为政策决策部门提供前瞻性政策研究，给出定量的结果，为政策决策部门提供了多种选择
机会，即在多种可能的政策选择中挑选出正面影响较大、负面影响较小的政策或政策组合。对
于出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则在实施之前做到心中有数，避免因出台新政策可能带来
的风险和损失。 

2．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机结合。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经济学，经济模型方法是以
自然科学为手段，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可以模拟分析研究宏观经济
层次的问题，也可以研究微观层次的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模型方法的使用没有任何禁区，
无论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理论研究中，模型方法正在证明着自己的强大的生命力。使用经济
模型方法研究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是经济发展进入现代科学时代的主要标志之一。 

3．经济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利用经济模型进行政策模拟和分析是与经济模型的研制同时发
展起来的，西方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已经有了这种模式。在我国，它是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
不断深入，社会经济实践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它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研究适合中
国国情的经济模型，实现经济模型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为我国社会经济实践服务，使之成为社
会科学新的生长点，带动哲学社会科学的更新发展。 

4．学科适用领域广泛。经济政策与模拟不仅可以研究宏观层次问题，还可以研究中观与微观层
次问题，如产业经济问题、区域经济问题、项目评估与战略规划问题、能源问题、环境问题、
可持续发展问题、循环经济问题、规制问题等。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不
断完善和发展我国的经济模型，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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