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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向量自回归经济计量模型 ,分析中日贸易与日本经济发展的长期关系和因果关系等

问题. 将多变量时间序列间的单方向因果测度理论应用于中日两国宏观经济的实证分析 ,从因

果关系角度揭示了 7 个主要宏观经济指标间长短期关系及相互作用机制 ,并从经济计量学的

角度阐明了在过去 20 年中日经济发展的互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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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自从格兰杰 ( Granger ,1969) 导入时间序列分

析的非因果性概念以来 ,经济指标间的因果关系

倍受关注 ,特别是在宏观经济以及财政金融等领

域 ,实证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 西姆斯 (Sims ,

1972)讨论了移动平均过程的因果关系统计检验

问题后 ,重点研究了人们非常关心的货币与收入

的因果关系. 吕特克波尔和雷沫斯 (Lütkepohl and

Leimers ,1992)讨论了二变量向量自回归协整过程

(或称共积过程)的格兰杰非因果性的沃尔德检验

问题 ,分析了美国的长期和短期利率变动机制. 森

栋和赵 (Morimune and Zhao ,1997)研究了日本主要

宏观经济指标间的因果关系 ,给出了收入单方向

影响货币供给的结果. 佃和宫越 ( Tsukuda and

Miyakoshi ,1998)研究了经济结构变化发生前后日

本主要宏观经济指标间的因果关系. 这些研究主

要应用了标准的 F 检验 ,西姆斯、斯托克和沃森

(Sims and Stock and Watson ,1990)以及户田和菲利

普斯 (Toda and Phillips ,1993) 提出的沃尔德检验.

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关于时间序列因果关系的

研究都局限于格兰杰的非困果性.

为了研究非平稳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长期均

衡关系以及因果关系 ,姚 (1996)基于细谷 (Hosoya ,

1991)的单方向因果测试理论 ,初步分析了日本经

济发展与财政金融及国际贸易等指标间的长期关

系和因果关系. Yao and Hosoya (2000) 给出了协整

过程单方向因果测度的沃尔德统计量 ,从根本上

解决了单方向因果测度的基础理论问题 ,并将单

方向因果测度应用于日本宏观经济的实证分析 ,

同时系统地分析了日本主要宏观经济指标间的因

果关系. 协整过程因果测度的其他分析 ,可参阅

Hosoya and Yao (1999) .

本文利用单方向因果测度及沃尔德统计检验

理论 ,重点分析了过去 20 年中日两国宏观经济时

间序列的长期关系和因果关系 ,揭示了日本银行

利率变动对其他经济指标具有单方向因果影响的

特征 ,从理论上肯定了国际贸易对日本经济发展

具有积极作用的普遍认识. 实证分析结果还表明 ,

至少从国际贸易角度看 ,在过去几十年间中日经

济发展不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 本文的方法论意

义在于首次将单方向因果测度理论应用于两国间

长期经济关系的实证分析 ,力求为今后从各种角

度更广泛地研究复杂的动态经济系统起到抛砖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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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ased on econometric vector auto2regression model , this paper mainly investigated the long2run and

short- run as well as causal relationship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e apply the Wald test ap2
proach of one-way effect causal measures presented by Yao and Hosoya (2000) to analyzing seven selected macroe2
conomic data of China and Japan over the span of the recent twenty years. We showed how the Wald test is put into

the analysis of macroeconomic activities and how to interpret empirical evidence in view of the causal measures.

Based on the observed one-way effect causal measures in cointegrated vector time series , the characterizations of

causal structure among the selected economic indices are revealed. It was showed that Japanese interest rates in gen2
eral cause the other variables but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The external trade causes monetary economy but not in

the other direction. Even so , the monetary economy causes the imports from China. As for the effects of external

trades to Japanese economic growth , the cause is mainly from exports but it is not long- run. The imports from China

do not affect Japanese economic growth.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pport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th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and that of China are cooperative in the period we dealt with , at least in the meaning of inter2
national trade. We can see the Wald test of one-way effect causal measure provides an efficient approach to analyz2
ing complex economic system.

Key words :econometric model ; long2run economic relationship ; causal relationship ; Chinese2Japanese econom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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