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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计算一般均衡 ( C G E )模型

—
一种新的经济计划和最优价格计算方法

杨 小 凯

我国做经济计划的方法是采用 50 年代的综合平衡
“

重复法
” 。

此法不能全部考虑部门之间

联系造成的间接消耗
,

而只能计算直接消耗及一两次间接消耗
,

但部门之间的联系造成的间

接消耗要五六轮以上才可忽略不计
,

如只计算两轮间接消耗
,

则制定的计划与考虑全部间接

消耗影响的平衡计划相差太远
,

这种计划执行得越严格
,

则漏洞越大
,

即越没有计划性
。

诺贝尔经济科学奖获得者列昂节夫提出的投入产出法克服了以上计划方法的缺点
,

用投

入产出法可以在计算机上一次算出考虑所有间接消耗影响的平衡计划
,

苏联等国在 70 年代就

用此种方法制定计划
。

投入产出在我国是最早得到重视的经济数学方法
,

目前在上海高桥化工厂
、

鞍山钢铁公

司等企业应用取得很大成功
。

山西
、

湖南等省的投入产出表也初步编制成功
。

全国的实物形

态投入产出表也于 1 9 7 3 年试编
,

全国价值形态投入产出表亦由工业经济研究所于 1 9 8 1年编

制
。

但是投入产出分析有一致命的弱点
,

即它不能决定最终需求和均衡价格
,

在投入产出模

型中
,

最终需求是外生地给定
,

根据已给定的最终需求
,

我们可 以用投入产出模型算出平衡

的部门产出计划
。

如果最终需求是拍脑袋决定
,

或预测不准
,

则用投入产出模型算出的计划

尽管可以使中间产品产销平衡
,

但最终产品却不合需要
,

或者卖不出去
,

或者供不应求
,

这

种计划可以说是种错误的计划
,

因为它不能
“

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需要
。 ”

另外
,

用投入产出法可以算出一套成本价格
,

或曰供给价格
,

这种价格可以从计算上保

证不低于考虑直接和间接消耗的成本
,

也就是反应了生产者不亏本 (或赢得平均利润 ) 的主观

愿望
。

但是由于模型不能保证对需求估计正确
,

特别是不包含价格与需求量之间的反馈关系

的需求函数
,

所以在此法算出的供给价格条件下产品是否能达到供求均衡
,

主观的不亏本愿

望是否能实现
,

则完全不能解决
。

所以说投入产出法不能解决满足人民最终需求问题亦不能解决价格问题
。

为了克服传统的投入产出模型的上述致命缺陷
,

C G E 模型应运而生
。

C G E 是 可计算一

般均衡的英文缩写
。

这种模型有如下特点
:

(1 ) 它将投入产出分析与线性规划相结合
,

做出一种数字式供给函数
,

将生产者追求最

大利润的规律用此种函数表示
,

它是价格的函数
,

价格不同
,

生产者追求最优经济效果之最

优产量亦随之而变化
,

然后模型用需求函数描述消费者在预算约束下追求最大满足的 规 律
,

价格不同
,

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最优需求量也不同
。

然后用计算机模拟市场和计划
,

进行迭代
,

求出一组生产者最优供给量 (它使企业利润

最大化 ) 与消费者最优需求量 (它使消费者的满足最大化 ) 相等
,

因而解出一个既考虑生产

者最优经济效果又考虑消费者最优经济效果的综合最优计划
,

它不但解决了计划平衡 问 题
,



同时解决了满足人 民需求的问题
,

它可以内生地计算出人民的最优需求量
,

同时模型解决了

生产者追求最大利润与消费者追求最大满足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
。

换言之按这个计划 生 产
,

企业追求最大利润就可以自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

或者说
,

这种计划的产量
,

产值指标与利

润指标不矛盾
,

不象用投入产出法算出的计划产量指标与利润指标打架
。

(2 ) C G E 模型解出最优计划的同时解出一组
J

均衡价格
,

按此价格定价
,

生产 者从 利润

最大化的本位利益出发会 自动生产最优计划规定的产量
,

而消费者的需求亦会 自动与供给平

衡
。

这种价格可以成为推动计划实现
,

使企业满足人民需求的动力
,

也是协调生产者与消费

者利益的工具
。

因此 C G E 模型又叫价格内生模型
。

用它可以计算最优价格系统
,

相 对于目

前不合理的价格
,
CG E 模型算出的价格可以说是种

“

影子价格
” 。

(3 ) 数理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是专门研究价格机制
,

最优经济效果 (或资源的最优分

配 ) 问题的
。

它目前 已非常成熟
,

不但研究生产者的最优经济效果
,

更注重研究消费者的最

优经济效果
,

而且研究二者之协调
,

即全社会之综合最优经济效果
。

这一套理论虽然非常成

熟和完美
,

但是却有一个非常强的假定
,

即
“

完全竞争
” ,

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
,

不存在市场

的完全竟争
,

所以一般均衡理论不能在我国应用
,

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便应用
,

因为他

们也有垄断竞争和国家干预
。

而 C G E 模型去掉了完全竞争这个假定
,

它可以用来做 高度集

中的计划
,

但更适于通过体制改革后的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
,

由于 C G E 模 型使一

般均衡理论进入实用阶段
,

不但在应用方面开创了一个经济数学方法的新时期
,

而且集微观

经济理论和数理经济学之大成
,

在理论研究方面也有重大意义
。

如效用函数的存在性 定 理
,

从效用函数导出需求函数及其特性
,

不动点定理在模型解的存在性证明中的运用
,

多元高次

方程组的求解方法等理论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

正由于 C G E 模型包含了价格—
需求到生产的反馈机制

,

它就不象投入 产出模型那样

是种纯粹的计算工具
,

而是一种用物质刺激进行计划调节和自动经济控制的工具
,

因而此种

经济数学方法一出现
,

马上受到各国的重视
,

到去年为止
,

已有 15 个国家
,

其中包括社会主

义国家匈牙利
、

波兰和南斯拉夫开始做 C G E 模型
。

美 国 加 州 大学教授 1
.

A de l m a n 和 5
.

R ob in so n 为南朝鲜用 C G E 模型进行 了成功的经济预测
,

并做出经济计划
,

与实际数据的误

差不过 1 %
。

我认为传统投入产出分析与 C G E 模型的差别类似于 电子技术中的电子管与晶 体管的差

别
,

晶体管的出现
,

开创了电子技术的新时代
,

而 C G E 模型的出现也开辟了经济数学 模型

的新时代
,

如果我们不迎头赶上
,

还停留在传统的投入产 出分析上
,

则我们会大大落后于时

代
; 反过来

,

如果我们迎头赶上
,

就完全可能不重复人家的老路来个后来居上
。

日本在电子

管技术方面比欧美落后了很远
,

但他们对晶体管新技术反应敏感
,

终于 迎 头 赶 上
,

后来居

上
。

一 最简单的 CG E 模型

设有投入产出系统

X ` = 召 a ` sX
, + C ; ( 1一 1)

其中 X ; 为 `部门之总产出
,

C
`
为对 `部门最终产品之需求

,
.a

,

为投入产出系数
。

又设 `种资源量为 H
, (` = 1 , … , 切 )

,

这里所谓资源包括人力
、

资金
、

能源
、

知识 分子
、

技术人员 (所谓人力资本 )
,

上年留下的各种设备
,

可利用的矿产等初始资源
。

又设第 j 种

产出 X ,
增加一单位要 占用 ` 种资源量 h,j

,

而 `部门产品价格为 尸` , `部门单位 产 品 之利润



为 尸 N
` ,

则我们有如下线性规划问题
。

M a x :

刃 P N ; X `

才

服从约束

刃h
、 ,

X
,

簇万“
= 1 , … , n

( 1一 2 )

( 1一 3 )

X
`

妻 O 二
“
, 川

其中

P N i = P
、 一 万 a i 、P j ( 1一 4)

刃 a ,; P j = a , `
P

, + a Z、
P

Z + … + a 。 `P
,

为生产 i 种产品 1单位所耗费的成本
。

给定一组价格 尸
、
i( 二 1 , …

,

n)
,

则可用上述线性规划求出一组最优供给量 X 州公= 1 ,

…
,

n)
.

如果价格 尸
、

变化
,

则 X 产亦会跟着变化
。

因此这个线性规划问题在价格为变量时可给出

一组 (共 n 个 ) 数字式供给函数
。

当价格一定时
,

这个线性规划的对偶规划同时给出各种资源

的影子价格
,

其中劳动和资金的影子价格确定工资和利息
,

它们构成国民收入
,

如果价格变

动
,

由于原规划的解变化
,

所以对偶规划解 (即影子价格 ) 亦变化
,

所 以资源的影子价格亦可

表示为各部门产出价格的数字式函数
,

数字式供给函数可写为

X
` 5 二 X

、
(P

, , …
,

P
。

) i = 1 , …
, n ( z一 5 )

若令对偶规划解为 牙
`
i( = 1 ,

一
, m )

,

即 。 种资源的影子价格
,

则它亦可 写为 尸
`
( f 二 1

,

… ,

n) 之数字式函数

研
` =

W
、
( P

, ,

一
,

P
。

) i = 1 , …
,

阴 ( 1一 6 )

现在我们再来考虑最终需求
,

设有线性支出系统 (L E S )

P
`
C

; = a `
刃 P

,

C
, + b

、
(了= 1

,

…
, n ) ( 1一 7 )

其中尸
;
C

、
为 i 种商品之消费额

,

刃只C
,

为 ” 种商品 (j = 1 , … ,

川 的总消费额
,

我们 可以 根据

历年数据进行一元线性回归
,

求出参数
a `
和 b

、 .

这种线性需求系统假定某种商 品 的 消 费额

为各种商品总消费额的线性函数
。

为了满足瓦尔拉斯定理
,

即除去储蓄的可支配收入应等于

用来购买各种商品的总金额
,

我们要求 万 a ` = 1 ,

刃 b` 二 0
.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用对 参 数 有约

束的最小二乘法算出参数
a `
和 b

: ,

使之满足上述两个约束
。

我们已做出湖北省大中城市的简单线性支出系统
,

用最小二乘法算出的参数
a `
和 b

`

如下

表所示
:

`

一一
一一

里一
一

一
~一

生一卜
一 {

一

丁
一 一

.

一生
一一一一一

全
-

1 食占“ 。
·

4 7 5 8 4
·

。 6 4 9
…

峨又娱品 ”
·

” 6 3 2 一 ”
·

” 4 2 0

2 穿
全

_

。
·

` 5 5 2 一 `
·

` 6 6 7

…
6

资华杂
志 ”

·

。 6 7 9 一 ”
·

7 ` 3 。

3 日 少月八{, 0
·

1 1 8 2 一 0
·

了3 1 5 1 6 燃料 0
·

0 1 1 8 0
·

1 2 5 8

i a ` b`

7 医药 0
.

0 0 7 3 一 0
.

8 7 0 7

8 其它商品 0
.

0 3 3 4 一 0
.

6 2 7 4

9 非商品支出 0
.

0 6 7 2 0
.

3 1 0 6

上述参数是利用家计调查人均数据算出的
,

实际上也可用总量数据做模型
。

将 ( 1一 7) 式中的求和号展开
,

将其中 j = i 的只 C
`

与等号左边的同类 项合并
,

则我们得

( 1 一 a `
) P

`
C

` = a 、
艺尸

:
C i + b` ( 1一 8 )

上式可写成矩阵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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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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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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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 a Z

) P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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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一 a :

P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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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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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 Z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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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 9 )

( 1 一 a 。

) P
。

了̀l

,!!!
、

不难看出若将上式中矩阵中各行同列各元素加起来
,

其和等于 (l 一 刃 ia) 尸
; = o ,

(
’

: 万 a ` 二 1)
。

所以矩阵的秩为
n 一 1 ,

也就是说 (1 一 7)
,

(1 一 8)
,

卜
9) 三式中

,

都各只有
, 一 1个方程是

互相独立的
。

若给定价格
, n
个未知数 已

, … ,

C
。 ,

只有
n 一 1个独立方程

。

因此有无穷多组

解
。

我们可令 C
,

为标准商品
,
尸

, 二 1 ,

且其它价格 尸
2 , …

,

尸
,

为相对价格
,

只要外生给定 C
:

及所有相对价格
,

就可以求出对各种商 品之最终需求
,

(1 一 9) 可写为

+

入

1
es

l
Z

饥…玩
\

1
l.l
.

es兄

一一

、
lse
r̀

1
.

1C
。

:C
尹r

l
.

eses

lló飞!11
.

1了
( 1 一 a Z

) P
z

一 a ,

P
Z

一 a Z
P

。

厂
a Z

飞
{
C ( 1一 1 0 )

( 1 一 a 。

) P
。

尸

…
枯

C

、 |

l
|
.

1
.

|夕厂lleewe|
.
`

|1、` .几

一、 t̀!l

I
J

( 1 一 a Z
) P

Z

一 a ,

P
Z

一 a Z
P

。

、
一 ’
厂b

z
)

…
( l 一 a :

) P
Z

一 a o

P
Z

一 a Z
P

,

( 1 一 a ,

) P
。

少 仁b
,

( 1 一 a 。

) P
。

户产.!l
;.

…
吐、

+

为、
ll

=lJ

( 1一 1 1)

上式为一数字式需求函数
,

若价格 尸
、
(` 二 2

,

…
,

n) 变化
,

则对 i 种商品之需求量 C
、
(`二 2 ,

”
`

,

n) 亦会变化
。

有 了 (1 一 5) 和 (1 一 1 1)
,

我们就可以进行试错求解
。

我们首先可以令上两式中的 价 格为

现价
,

求出使生产方利润最大之 X 户 (`二 1 , … ,

)n
,

X 广
’

与中间消耗 万 iia X 户之差
,

即

X 广
S 一 刃 a ; zX厂

` = C : ( f = 1 , … , n ) ( 1一 1 2 )

其中 e 为 `种商品最终产品供给量
,

将现价代入 (1 一 1 1)
,

可算出一组需求 (外生预计 C
,
)

C尸= C
;
(P

, , … ,
P

,

) ( i = 1 , … , n ) ( 1一 1 3)

这二者若不等
,

则我们考虑

C尸一 C : ( f = 1 , … , 。 ) ( i一 1 4 )

(1 一 1 4) 为过量需求
,

若其大于 o ,

意味着供不应求
,

则我们提高 尸` 之价格
,

若其小于

。 ,

意味着供过于求
,

则我们降低 尸
`
之价格

,

然后将调节后的
。
个 价格 又 代回 (1 一 5) 和

(1 一 1 1)
,

再算出新的 C夕和 拼
,

又看它们是否相等
,

不相等则再调价
,

直到 (1 一 1 4) 表示的

过量需求等于 。时
,

则我们解出一组最优计划 X 户
,
C广

,

且得到一组最优计划价格 尸犷
.

二 包含对外货易的模型

汇率是价格的价格
,

最优汇率的确定决定对外贸易和整个经济的迅速发展
,

它比用 C G E

模型计算国内最优价格更为重要
。

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证明
,

用大量的进出口配额
,

许可

证来调节控制贸易平衡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手段
,

如果汇率不合理
,

不但影响外汇收入
,

出口

市场
,

而且使黑市猖撅
,

对不正之风防不胜防
,

我们由于汇率不合理
,

被迫发行外汇券
,

使

国内出现 了许多种货币
,

其实际价值与票面值大相庭径
,

结果反而使外汇收入减少
,

黑市猖

撅
,

其后果正好与发行外汇券的目的 (增加外汇收入 ) 相反
,

因此包括对外 贸易的 C G E 模型

主要是要算出一个最优汇率
,

以自动控制对外贸易的最优化
。



下面的汇率模型有广泛的适应性
,

其中大写字母表示内生变量
,

小写字母
,

希腊字母和

上面有横杠 (一 ) 的字母表示外在变量或参数 (d
.

除外 )
。

△ 进 口价格方程
:

P M
` =
户环

矛̀
( 1 + r二`

) E R ( n个 ) ( 2一 1)

其中燕币
:

是用美元表示的进 口价格 (世界市场价格 )
, t二 、

为进口 关税率
,

E R 为汇率
,

它定

义为一元美元可换得的本国通货数量
。

△ 出口价格方程
。

尸研 E
; = 尸D

`

( 1 + t e
;
) E R

’ ( n 个 ) ( 2一2 )

其中 尸D
,

用本国货币表示的国内价格
,

et
、
为出口津贴率

。

匕 综合价格方程

尸
` = P D

` + P M
、 ·

M
`
/ D

;

f
,

(M / D
`, 1 )

( n 个 ) ( 2一 3 )

其中 万
:

为进口 ,

D
`

为对国内产品之国内需求
,

尸D
、
为国内生产之商品价格

,

f (
·

) 为 C E S

型生产函数
,

应 净价格 (利润 )方程

尸N
; = 尸D

` 一 万尸aJ
; 一 td

`
尸D

`
( n 个 ) ( 2一 4 )

其中马
`
为投入产出系数

,

dt
`
为间接税率

。

△ 价格水平方程

万口
;
尸

; “ 尸 ( 1 个 )

尸 为价格水平
。

( 2一 5 )

其中口
、
为价格指数之权重

,

它满足 万口
` 二 1

.

△ 生产函数

X 卜 刃
` g 、

( K
; ,
L

`
) ( n 个 )

其中 双 为国内总生产 (总供给 )
,

刃为生产率参数
,

C E S 型生产 函数
,

即

( 2一 6
)

贾
。
和 L

;

为资本和劳动投入
,

g *
( ) 为

X之= 刃
` 〔 ( 1 一 如万厂

” : + 戊 p 、 〕
一

不

△ 劳动总量方程

L
` 二 人 ( L

, ` , … (2一 7 )

其中瓜
`
为 f 部门第 k 类劳动

,

几
、
.( ) 为 C E S

L
。 `
) ( n 个 )

型劳动总量函数
,

即

五
、 = : 、〔。 , `

乙 、拿
苦
+ 。: ;

五
: : , + … 十 。, ;

乙 ; :
!

〕
一

丈
,

d
, ` + d

z 、 + … + d
, ` 二

△ 劳动市场均衡条件

n “ r

a X
尸N

.

摆令二 =
W

;

- `
二 OL

如

L扩二 万L 、

L犷
一 工之

= O

(。 X n 个 ) (2一 8 )

(。 个 )

(m 个 )

其中 L穿为对 九类劳动之需求
,

武 为外生给定的 k 类劳动之供给
。

班
。 为均衡

, . ,
, m

·

△ 出口需求函数

4 0

(2一 9 )

( 2一 1 0 )

工资
,

k = 1 ,



尽
=
虱
喘备) 、 ( ” 个 ) ( 2一 1 1 )

其中 尸牙E
;

为国内出口产品用美元表示的供给价格
,

H
; 为世界市场之平均价格

。

万
*

为给定

参数
。

△ 进 口需求函数

、
; 一

(

青
)
口

“
箫

,
“ ’

D

“
· 个 ,

乙` 为 C E S 贸易总量函数中的份额参数 (分布参数 )
。

( 2一 12 )

其中 J ;

为贸易替代弹性
,

△ 支付平衡方程

刃户牙
·

M
; 一 刃尸不 E

; ·

E一万
二 0 ( 1 个 ) ( 2一 1 3 )

其中 E ;
为 i 部门产品之出口量

,

△ 收入方程

净劳动收入由下式给出
:

R L =

了 为外生的外国资本净流入量
。

万万不泌
舫 l( 一 )t̂

留 九

其中 八为政府对 k 种劳动收入的直接税率
,

若 八< o ,

助 (转移支付 ) 率
。

非劳动净收入 由下式给出 (如利息
、

企业利润 )

凡
二 万 (尸N

:

X
; 一 刃班

*几口
·

(1 一 跳
.

)
召 盖

( 1 个 ) (2一 1 4 )

则表示政府对这部分劳动者 之 直接补

( 1 个 ) (2一 1 5)

其中 kt
,

为政府对 `部分非劳动收入之直接税率
,

在我国主要是 i 部门上交利税之比率
。

政府收入为

R c = 万万 kt附 k L。: + 刃 t k`
·

2 山 苦

+ 万枷
、
尹牙

.

E R
·

M
,

一

(P N `X 一 刃班
* L

* `)
壳

刃 iet 尸牙E ; E R
·

E ` + 刃 t d
:

X 舒尸D
:
+ 万

( 1 个 ) (2一 1 6)

其中 kt 为对 k 种劳动之直接税率
,

ht
:

为对 艺部门收入上缴利税之比率
。

ttn
`为对 `种商 品之

进 口税率
,

et
;

为对 `部门出口产品之补贴率
,

dt
:

为间接税率
。

△ 投资方程

T I N犷 =
砚R : 十 获P K + 而R G ,

( 1 个 ) (2 一 17 )

其中 T I N 厂为总投资额
,

孟
,

云
,

妥 分别为劳动收入
,

非劳动收入 (企业利润
,

利息收入 )

和政府收入之储蓄率
。

y
` = 8

;
T I N 犷 (。 个 ) (2一 1 5 )

其中 e
;

为外生的部门投资份额
,

y
、
为 `部门之投资

。

j 部门之投资通过资源占 用 系数 认
2

转

化为对 玄部门投资产品之需求
,

Z
` = 万 b

: J
Y

,

( ” 个 ) ( 2一 1 9)

其中 Z
`
为对 `部门产品投资需求

,

它与最终消费需求之总和构成对最终产品的总需求
。

△ 消费需求方程

q
二 C ` : + C : 、 + C ;。 ( ” 个 ) ( 2一 2 0 )

需求方程的具体形式为

~ _
, ` 一 、

R
,

. ,

。 。
. , , 。

`

人 、

“ , = q` , Ll 一 “ , )
币丁

, ] = 乙 ,
八

, 行 , ’ = 土 ,
`

” , ” , 、。 入 ” `
l
一
夕 ( 2一 2 1 )

-
~

一~ ~ ~ ~ ~ ~~ ~ ~ . . .



其 中 C
` , 表示 j 类人 (工资收入有者

,

企业或政府 ) 对 i 种商品之需求
,

g , 为 j 类 人 之储蓄倾

向
,

R , 为 j类人之收入 (工资收入
,

企业利润和政府岁入 )
,

尸
`
为 `类 商品之价格

,

互
, 为回归

参数
,

上式意味着 j 类人消费 i 类商品之消费额 只 C
, , 是实际支出 ( 1 一 动 R , 之固定比例

,

其

比例系数为 石
` , ,

当然我们还可以按照经济计量学的要求将此方程搞得稍复 杂 些
,

或者千脆

就采用 A I D S 模型
。

八 中间需求方程

犷一 万 a , ,X , ( n 个 ) (2一 2 2 )

其中 厂
`
为用投入产出模型导出之所有部门对 i 部门产品之中间需求

。

△ 产品市场均衡条件

D一 d
`
(Z

` + C
` + 犷

、
) ( , 个 ) (2一 2 3 )

其中 d
`
为下式给出的 i 种产品之国内使用比率

d
.

二

一
一

、

帐一二
J * 气j讨 ` / 口

, l )
(。 个 ) ( 2一 2 4 )

其中 f
f

为 C E S 型贸易总量函数
。

所 以对国内生产的产品之总需求为

X 夕= D
,

+ E (。 个 ) ( 2一 2 5 )

产品市场均衡的条件为 X 尸一 X 卜 。 (。 个 ) (2 一 2 6)

上述模型从 ( 2一 i ) 至 (2一 2 6 )

耀
个数共有 ( 1 9。 + m x 。 + Zm + 6 ) 个

其 中由于瓦拉斯定理的原因
,

只有 ( 1 9。 + 。 又 n 十 2二 + 5) 个是互相独立的
。

内生变量为

P M
`

(n 个 ) 进口价格 E
`

( n 个 ) i 部门产品之出口量

尸环
厂

E
:

(。 个 ) 出口价格 M
:

( n 个 ) i 部门产品之进口 量

E R l( 个 ) 汇率 凡 (1 个 ) 劳动收入额

尸 D (。 个 ) 国内价格 R
、

(1 个 ) 非劳动收入额 (企业利润

尸
、

讯 个 ) 商品综合价格 及利息收入 )

尸万
、

(。 个 ) 净价格 (增值价格 ) R c
(1 个 ) 政府收入

(利润系数 ) T I N 厂 l( 个 ) 总投资额

X 于 (n 个 ) i 部门之国内产出量 Y
、

(n 个 ) i 部门之投资额
.

无
`

(。 个 ) i 部门总劳动量 Z
、

(n 个 ) 对 i 部门最 终 产 品之

投资需求

几
、 (二 x n 个 ) i 部门 左种劳动量 C , (。 个 ) 对 f 部门最 终 产 品之

消费需求

W
,

(。 个 ) k 种劳动之工资 C
, ( 3。 个 ) j 种人对 i 产品之消费

需求

L分 (。 个 ) k种劳动之就业量 犷 `
( n 个 ) 对 i 部门 产 品 之 中间

需求

D
;

(。 个 ) 国内对本国产品之总需求

d
:

(。 个 ) 国内产品在国内使用之比率

X 尸 ( 。 个 ) 对 i 部门产品之总需求

内生变量总数为

( 1 9。 ` 。 又 。 + 2。 + 5)个



等于模型中互相独立的方程数
,

因此可以用计算机进行迭代计算
,

求得均衡解
。

三 社会核算拒阵 (S A M )

做 C G E 模型有大量的数据收集工作
,

一般数据可能来源于投入产出表
,

或 国民核算统

计数据
,

或各部门特别是外贸部门的数据
,

这些数据由于统计 口径不一
,

精确度不同
,

所以

很难统一
,

为此学者们设计了社会核算矩阵
,

专门用来调整数据
。

社会核算矩阵的基本原理是利用任何数据的支出方总和应等于收入方总和等预算约束来

作为调节检验数据的标准
。

例如
,

投入产出表中所有部门的最终产出总额应等于所有部门增值 (工资
、

利润等 ) 之

总额
,

如果这个约束不满足
,

则要调节投入产出系数矩阵的行和列
,

直至约束成立
,

这个调

节程序叫 R A S 法
。

储蓄率等数据
,

也要按总储蓄等于总投资进行调节
,

如果这类约束不满足
,

行为方程中

用经济计量学等方法算出的参数就要调节
。

消费者分成不 同类 (如城市
、

农村 )
,

.

不向类的消费者可分开做需求函数
,

但这些 函数都

必须具体用统计数据检验
,

利用它们算出的各类家庭的总需求要与消费品供给的统计数据相

吻合
,

若不合
,

就要调节需求函数参数
。

这种矩阵可 以用来检验各种细 目分类 (如家庭分类
、

部门分类 )是否合适
。

下面是一个社会核算矩阵
。

习哥号辛砰下
于即共行琴
…卞毕可公弃

上表是投入产出表的扩大
,

表中从行看去是一个机构的收入
,

从列看去是一 个 部 门 的

支出
,

例如生产一行
,

其中可以分为若干部 门的子行
,

它与第一大列相交的方框内的每子列

元素表示本部门产品流到哪里去了
,

卖掉这些产品
,

也就是本部门从其它部门得到的收入
,

第一大行与第三大列相交的方框
,

表示消费者购买各部门产品的支出
,

它就是各部门售卖消

费品的收入
,

这个方框也可以按各部门分为很多子行
,

按不同的消费者 (如农村居民
,

城市

居民 ) 分为很多子列
,

第一大行与第六大列相交的方框表示储蓄用于生产性投资
,

它是银行



储蓄的支出
,

也是生产方的收入
,

第一大行与第七大列相交的方框表示生产者对国外之出口
,

它是生产方售卖出口 品的收入
,

也是国外购买本国产品之支出
。

利用此表不但可以从每个方框的收入数字等于支出数字来检验统计数据和参数
,

还可以

根据总计行的每个方框数字应等于总计列相应方框数字这一约束检验统计数据 及 各 种 参数

S A M 在求解中的各次迭代中也是一种有用的计算工具
,

我们在 求 解中也是要求最终产品的

供给与需求相等
,

这 自然可以用 S A M 逐个算出各方框中的值
,

将所谓控制行与控制列 (例

如 8 行 8 列 ) 中的数据调节到相等
,

求解过程也就完成
,

否则就还要调节各方框中变量的数

值
,

直到达到均衡为止
。

从社会核算矩阵不难看出
,

投入产出只是其中左上角很小一部份
。

在投入产出表中最终

需求列与增加价值行之间的交叉
,

即所谓第四象限被忽略
。

实际上最终产品之间也有复杂的

投入产出关系
。

例如工资 (增加价值 ) 是企业售卖一种最终产品 (例如钢 ) 的收入
,

这可视为产

出
,

而工人用这些工资来购买多样化的其它最终产品 (例如粮食
,

肉
,

衣服等等 )
,

这又是钢

铁工人的生活投入
。

在不发达的经济中
,

没有生产资料生产
,

只有消费资料生产
,

则这种经

济 中没有中间产品的投入产出关系
,

而只有最终产品的投入产出关系
。

这种分工协作关系可

以用封闭的投入产出系统描述
。

分工进一步发达
,

就出现 了生产资料的生产
,

于是投入产出

的分工协作网络出现不同的层次
,

除了最终产品的投入产出关系外
,

还有中间产品的投入产

出关系
。

如果把最终产品的投入产出关系略去
,

即外生化
,

留下中间产品的投入产出关系
,

则可用开放的投入产出分析来描述
。

S A M 用需求函数将最终需求与增加价值联接 起 来
,

把

模型封闭
,

完成了价格的反馈闭环 回路
,

因而用扩大的投入产出分析描述了最终产品之间的

投入产出关系
,

所以它是投入产出分析的划时代的发展
,

完成了投入产出分析从封闭 (列昂

节夫最早的封闭系统 ) 到开放
,

再从开放到封闭 (S A M ) 这一历史的回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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