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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长期以来 , 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监测的理论依据是经济周期理论 , 其方法论基础则是

哈佛指数。哈佛指数中关于先行指标、同步指标、滞后指标以及扩散指数、合成指数对现代经

济景气指标的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但其在实践应用中的失败 , 表明了其自身的缺陷和不

足。跳出哈佛指数构建思想的窠臼 , 按照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和现实 , 运用功效系数的原理 ,

可以设计出中国经济增长敏感指数 , 该指数可用来实时监测中国经济运行状况 , 测度中国经济

增长的冷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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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构造一个对中国经济增长状况进行实时监测的指标 ———中国经济增长敏感指数 (China

Sensitive Index of Econom ic Growth, 简记为 CSIE)。该指数为一综合性指标 , 由专门的元素指标系统通

过统计方法处理整合而成。与国内外现有宏观经济预警指标不同的是 , 本指数的目标不在于对经济运

行周期进行描述和预测 , 而在于对经济运行态势 , 特别是经济增长的冷热度进行测度。

一、经济运行监测理论与方法的评述及启示

长期以来 , 学术界关于宏观经济运行监测方法的理论依据主要是经济运行周期的测度与描述。

1909年 , 美国巴布森 (Babson) 统计机构发布了由商业、货币、投资等领域 12个敏感指标构成的巴

布森经济活动指数 , 该指数与相关图表 (Babson Index of Business Activity & Babson Chart) 一起 , 反

映美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 这是世界上最早监测宏观经济运行的指数。此后 , 美国的布鲁克迈尔经济

研究所 (B rookm ire Econom ic Service) 于 1911年也编制并发布了涉及股票市场、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

等的经济景气指标。不过 , 这一时期最有影响、成就最大的经济景气指数当推 1919年由哈佛大学珀

森斯 (W 1M1Persons) 教授领导的经济调查委员会 (Harvard Comm ittee on Econom ic Research) 编制的

美国商情指数 (Harvard Index Chart or Harvard Index of General Econom ic Conditions)。

哈佛指数的目标指向是描述宏观经济波动周期 , 进行宏观经济预测 , 它于 1919年 1月开始在美

国的 《经济统计评论 》 (Review of Econom ic Statistics) 定期发表。其构建的基本思想是 : 依据宏观经

济时间序列 , 甄别出 3类 17个最为敏感、且变动具有规律性的指标 , 对其进行长期趋势、季节变动

和不规则因素影响的剔除 , 据此计算其变动率 , 编制出 3个经济景气动向指数 , 描绘经济周期波动规

律 , 预测宏观经济景气程度。首次公布的哈佛指数是根据美国 1875—1913年的经济统计资料而编制

的 , 由于成功地预测了美国经济波动状况 , 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后 , 它又对 1919年的经济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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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1920年的经济急剧衰退、1922年的经济复苏等都做出了较准确的预测。从此 , 声名大振 , 一度

风行于西方世界 , 许多国家纷纷效仿其编制原理 , 开始设计本国的经济景气监测指数。

然而好景不长 , 面对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 1929年经济大危机 , 哈佛指数却错误地发出了经济继

续扩张的信号 , 从而遭致预测的沉重失败 , 声誉受到重挫。为挽回败局 , 哈佛指数的设计者们多次修

订编制方法 , 但始终效果不佳 , 最后不得不于 1941年宣布停止使用。哈佛指数的失败 , 宣告了类似

景气指数的衰落 , 标志着景气监测早期阶段的结束。

但是 , 宏观经济运行的监测活动并没有因此而终结。于 1920年 1月成立 , 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密切尔 (W 1C1M itchell) 任主席的美国国家经济局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 ic Research, 简称

NBER) 把研究的重心转向了宏观经济监测。密切尔与经济统计学家伯恩斯 (A1F1Burns) 从 500个

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中选取 21个敏感指标 , 研究了经济转折时间 , 据此于 1946年出版了 《商业经济

循环测度 》 (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 一书 , 较系统地讨论了经济景气的监测理论和方法。该书研

究了时间序列的趋势剔除、平滑技术 , 特别是首次提及了经济波动中的扩散问题 , 这成为后来扩散指

数计算的理论奠基石。1950年 , NBER的经济统计学家穆尔 ( G11H1Moore) 借鉴密切尔与伯恩斯经

济波动扩散的思想 , 从近千个指标中选取 21个指标 , 并将其分为先行、同步、滞后三类 , 开发了扩

散指数 D I (D iffusion Index, 简记为 D I) , 从而将哈佛指数①的编制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由于 D I

仅能测度经济波动的方向 , 而不能测度波动的波幅 , 美国商务部的经济学家希斯金 (J1Shiskin) 又开

发了新景气指数 ———合成指数 C I (Composite Index, 简记为 C I)。新生的 C I不仅能测度经济波动的方

向 , 而且能测度经济波动的波幅 , 弥补了 D I的不足 , 丰富和完善了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监测理论 , 成

为经济监测的经典方法 , 为后人所广泛追捧。

根据 D I、C I的编制原理 , 一些国家设计了本国的经济景气指数 , 如日本、英国、德国等。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O rganization for Econom 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也于 20世纪 70年代 ,

基于 “增长循环 ”的思想 , 运用景气分析方法 , 编制了各成员国的景气指数。中国在 20个世纪 80

年代也开始了宏观经济景气监测研究。20世纪 90年代后 , 监测技术日趋成熟和完善 , 其中较有影响

的是吉林大学董文泉、东北财经大学高铁梅 (1998) [ 1 ]主持研究的经济周期波动分析与预测技术 , 该

技术经过不断修正和完善 , 在实际中运用较好 , 得到了国家信息中心等有关部门的认可。中国的一些

省市 , 如北京、浙江、湖北、辽宁等也都编制了本省市的经济景气指数 , 用以对本地区的宏观经济运

行情况进行监测。2007年底 , 国家统计局推出了 “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工作方案 ”, 该方

案设计了一个包括 6个子系统、25个指标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 并利用全国的相

关统计资料进行了试测算 , 得出了 2006年度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统计监测报告。所有这

些指数尽管具体的要素指标各异 , 结构上也有一定区别 , 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 , 在方法上都程度不同

地承袭了美国扩散指数和合成指数的构建思想 , 其理论依据也大多是经济运行周期理论。然而 , 这些

指数的应用却反映出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 要素指标多 , 结构复杂 , 但预测准确度高 , 影响巨大

的成果却鲜见。

哈佛指数和由其延伸、演化而来的现今一些经济景气指数诞生、发展到最后退出的事实表明 , 一

种方法成败的关键是其监测和预测的准确度。但客观的现实却是 , 预测的不准确是绝对的 , 预测的准

确却是相对的。不论一种方法对经济波动周期描述得多么妥切 , 多么接近实际 ; 无论定性、定量分析

多么详尽、缜密 , 却都无法保证预测的准确度。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经济波动中偶然性因素的影响。

对人类而言 , 偶然性因素是不可知、不可测的 , 而一个偶然性因素的发生 , 则可能使经济运行产生截

然不同的结果 , 这也就是所谓的 “蝴蝶效应 ”。经济预测中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季节变动、循环变

动 , 经济学家都有办法识别 , 也有办法处理 , 也就是说对于规律性的东西 , 人们都可以有所作为 , 而

对偶然性因素 , 人们则无能为力。而恰恰是偶然性因素 , 或者说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的发生 , 却导致了

经济运行监测和预测结果的巨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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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哈佛指数是仅仅对股价、生产、货币三个方面 , 通过平均的方法来测定经济周期波动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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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监测与预测结果的偏差 , 也可能源于人们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经济现象有其发

展变化的规律 , 经济学家构建模型 , 设计指标体系 , 以图认识经济规律。但是 , 再科学的模型 , 再精

确的指标 , 也不能保证完全准确地刻画经济现象发展变化的规律。因为规律是隐形的、潜藏的 , 并且

是变动着的。而人的认识能力却是有条件的、有限的。任何一项科学研究 , 都是不断探索、不断发

展、不断完善的 , 因而人们对规律的认识也是相对的、渐近的、逐步深入的。这种对规律认识的不完

全性、或不准确性 , 也是宏观经济监测和预测结果偏差的重要诱因。

此外 , 哈佛指数以及由其衍生出的一些经济景气指数中所使用的先行指标、同步指标、滞后指标

等 , 较多地包含了经济学家的主观判断 , 其在指标的综合处理方面也有值得进一步完善之处 , 这也应

是影响预测结果不容忽视的因素。

前述的以哈佛指数为代表的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设计及其应用的实践 , 为中国经济增长敏感指数

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哈佛指数中敏感指标的选取、数据采集方法等值得借鉴 , 而跳出其编制思

想的窠臼 , 另辟他径 , 应该是中国经济敏感指数一种可供选择的设计思路。

二、中国经济增长敏感指数的构建

11构建的理论依据

不难发现 , 哈佛指数及类似的经济景气指数 , 其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是经济周期理论。事实上 ,

这一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敏感指数 CSIE的构建也不乏指导意义。

经济周期的分析理论为 CSIE的元素指标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 但 CSIE是测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

经济运行状况 , 因此 , 其元素指标还必须体现宏观经济增长的特征。关于经济增长 , 库兹列茨认为 ,

现代经济增长有 6个特征 : 一是人均产品增长率高 ; 二是劳动生产率高 ; 三是经济结构转换①频率

高 ; 四是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变化快 ; 五是技术 , 特别是运输和通讯技术发展迅速 ; 六是经济增长的

范围有限。库兹列茨对经济增长动因及特征的描述表明 , 劳动生产率、生产增长率、经济结构转换率

等也应该成为 CSIE的重要元素指标。

21CSIE元素指标系统

经济运行周期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为 CSIE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 , 而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背景

则为 CSIE的构建提出了具体要求。未来中国的经济将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 同时 , 将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 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 , 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强调经济的

发展又好又快 , 本质上是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 , 即经济的增长既要有效益 , 又要有速度 , 效益和速度

要并重。因此 , CSIE应该体现这一理念。据此 , 我们将中国经济增长敏感指数的元素指标②系统构建

为 2个中级系统、7个子系统 , 共包括 21个指标 (具体指标参见表 1)。具体而言 , CSIE元素指标系

统分为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两个中级系统 , 经济增长速度中级系统下设生产、投资、外贸 3

个子系统 , 经济增长质量中级系统下设价格、增长结构、增长效益和增长潜力 4个子系统。不难发

现 , CSIE元素指标主要为增长率指标 , 这既考虑了经济增长测度的要求 , 也便于比较 , 因为增长率

作为相对指标易于综合。这些指标相互联系、互为补充 , 形成一个有机系统 , 成为计算 CSIE的基础。

三、中国经济增长敏感指数的操作

在确定了 CSIE元素指标后 , 就需要解决其综合处理 , 即经济敏感指数的计算和操作问题。

11CSIE的计算

由于 CSIE中的元素指标性质各异 , 有些指标也不是单纯的正指标或逆指标 , 特别是在宏观经济

系统中 , 一个指标值上升或下降效应的测评 , 必须放在宏观经济运行大背景下来考察。因此 , 对

CSIE中元素指标的处理和 CSIE的计算 , 可以采用功效系数法。依据功效系数法的基本思想 [ 2 ]
, 本文

5中国经济增长敏感指数的设计与应用

①

②

库兹列茨定义的经济结构转换 , 指农业向工业转换 , 工业向服务业转换 , 生产单位规模由分散向集约化转换 , 个体经济组织向非
个体经济组织转换。
元素指标的设计 , 参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经济蓝皮书 》 (陈佳贵主编 , 刘树成、汪同三副主
编 ) 附录部分的统计资料 , 如此设计 , 也考虑到了与该课题的呼应和一致。事实上 , 本文内容也属于该课题的延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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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 CSIE各元素指标功效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yi =
xi - x

( s)
i

x
( h)
i - x

( s)
i

×40 + 60, 其中 , xi 为指标的实际观测值 ,

yi 为对应于 xi 的功效值 , x
( s)
i 为第 i个指标的不良值 , x

( h)
i 为第 i个指标的满意值。

将全部指标的评价分数值进行简单平均或加权平均 , 可求出系统的综合功效值 , 运用综合功效

值 , 即可对经济增长的优劣状态做出评价和判断。

至此 , 综合功效系数求某一样本点 CSIE (样本个体指数 ) 的基本步骤是 :

第一步 : 先确定每一指标的不良值 x
( s)
i 和满意值 x

( h)
i 。系统中每一指标的不良值和满意值可依据

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资料求出。满意值可取该指标时序数列中较优值的均值 ; 不良值则可取该指标时

序数列的较劣值的均值。也可依据宏观经济学理论 , 结合专家调查法确定。尽管各指标精确的最优值

难以确定 , 但一个指标所对应的较为满意的界限值和不能接受的界限值 , 则是可以确定的。同时 , 由

于不同地区的地域特征不同 , 经济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以及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因此 , 其单个指标的

满意值和不良值要针对不同的样本点确定 , 即不同的样本点 , 其测度指标的满意值和不良值将不相同。

第二步 : 依功效系数公式计算每一指标所对应的的功效系数。可通过表 1计算功效系数。

表 1 CSIE样本点个体指数计算表

观测值
xi

不良值
x

( s)
i

满意值
x

(h)
i

权 　数
W

功效系数值
yi

I1 经济
增长速度

I11生产子系统
　　 I111 GDP增长率 y111

　　 I112重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y112

　　 I113轻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y113

功效系数均值 ( K11 ) K11 = ∑y11m /3
I12投资子系统
　　 I121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 y121

　　 I122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比重 y122

功效系数均值 ( K12 ) K12 = ∑y12m /2
I13外贸子系统
　　 I131进口总额增长率 y131

　　 I132出口总额增长率 y132

功效系数均值 ( K13 ) K13 = ∑y13m /2

I2 经济
增长质量

I21价格子系统
　　 I21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y211

　　 I212食品价格指数 y212

　　 I213投资品价格指数 y213

　　 I214房地产价格指数 y214

功效系数均值 ( K21 ) K21 = ∑y21m /4
I22增长结构子系统
　　 I221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比值 y221

　　 I222非政府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 y222

功效系数均值 ( K22 ) K22 = ∑y22m /2
I23增长效益子系统
　　 I231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y231

　　 I232扩改建投资额增长率 y232

　　 I233万元 GDP能耗 (吨标准煤 /万元 ) y233

　　 I234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y234

功效系数均值 ( K23 ) K23 = ∑y23m /4
I24增长潜力子系统
　　 I241城镇登记失业率 y241

　　 I242财政收入增长率与 GDP增长率之比 y242

　　 I243高技术产品占进出口贸易总额比重 y243

　　 I244出口总额相当于 GDP比率 y244

功效系数均值 ( K24 ) K24 = ∑y24m /4

第三步 : 分别对各子系统中指标的功效系数进行简单平均或加权平均 , 可得每一子系统的功效系

数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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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 : 分别依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两个中级系统 , 求出两个类指数。经济增长速度类

指数为 �K1 =
w11 k11 +w12 k12 +w13 k13

w11 +w12 +w13

, 经济增长质量类指数为 �K2 =
w21 k21 +w22 k22 +w23 k23 +w24 k24

w21 +w22 +w23 +w24

。

第五步 : 对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两个类指数再进行简单平均或加权平均 , 则可得出单个

样本点的经济增长状态指数 p i =
w

( i)
1 k

( i)
1 +w

( i)
2 k

( i)
2

w
( i)
1 +w

( i)
2

, Pi ( i = 1、2、⋯⋯1n)。

第六步 : 计算 CSIE�p。将全部样本点的经济增长状态指数 Pi 再做加权平均 , 则可得总体 (全国 )

的 CSIE。其计算公式为 �p =
p1 f1 + p2 f2 + ⋯⋯pn fn

f1 + f2 + ⋯⋯fn
　 ( i = 1, 2, ⋯⋯n) , 其中 , p i 为各样本点的经济

增长状态指数 , fi 为对应的权数。

有几点需要说明 :

第一 , CSIE�p中的权数 fi , 可以是样本点的 GDP在全部样本中所占的比重 , 当然也可以采用其它

权重 , 如人口比重或人均 GDP比重等。

第二 , 经济增长速度类指数 �K1 主要测度经济增长是否过热 , 经济增长质量类指数 �K2 主要测度经

济增长效益是否较优。两指数可单独计算使用 , 也可整合使用。是单独使用或整合使用 , 可依据研究

的需要而定。同时 , 这两个中级系统的权数也可依据需要进行调整。

第三 , CSIE的正常取值范围是 [ 0, 100 ]。CSIE在取值范围 [ 60, 100 ] 间变化时 , 经济运行较

好 , 越接近 100, 经济运行状况越好。

若 CSIE系统中速度元素指标超过 100, 表示经济过热 , 若低于 60, 表示经济运行低糜。

如前所述 , CSIE值的目标指向是中国经济增长状况 , 最终取值要由若干个有代表性地区的敏感

指数汇总得出。代表性地区主要源自城市 , 也要适度考虑农村地区。

21CSIE元素指标权数的确定

计算 CSIE的另一个技术难题是元素指标权数的确定。由于元素指标系统中包含两个层次 , 多个

指标 , 它们有主有次、有轻有重 , 为了保证量化分析和评价测定的精度 , 有必要在对指标值汇总时给

不同的指标赋以不同的权数。模糊数学中判断矩阵的求解理论却是解决统计赋权的一种较优方法。因

此 , CSIE的计算可以考虑用此法解决元素指标赋权和子系统的赋权问题。

通常情况下 , 一个指标系统会包含多个子系统 , 每个子系统内再含有多个具体指标。统计赋权首

先是要在各子系统内对单个指标赋权 , 而后在大系统内对各子系统赋权。对于 CSIE元素指标系统中

的 21个指标 , 我们以 m i 表示评价因子 (指标 ) , m i ∈M , ( i = 1, 2, ⋯n)。先考虑将集合内的各指

标 m i、m j 两两互相对比 , 以确定彼此间的重要性。指标对比的重要程度我们设定闭区间 [ 1, 5 ] 作

为一个尺度来反映 , 若 m i 与 m j 相比同等重要 , 取值为 1; 若 m i 比 m j 极为重要 , 可取满值 5。在 1—

5的范围内 , 取值越大 , 表明一个指标比另一指标的重要程度越高 ; 取值越小 , 表明一指标比另一指

标的重要程度越低。可称这种数值为指标的判断系数①。

将系统内的具体指标无一例外地进行对比、定值 , 可求出一个由判断系数构成的判断矩阵 R, 其

中 , m ij表示 m i 与 m j 相比较的判断系数 , 若 m j 与 m i 相比较 , 则得 m ji = 1 /m ij。设想 , 若 R中的系数

估计正确 , 则应有 RW , 即 W = (w1 　w2 ⋯⋯wn ) ′为 R的特征向量。

R =

m11 m12 ⋯ m1n

m21 m22 ⋯ m2n

⋯ ⋯ ⋯ ⋯

mn1 mn2 ⋯ mnn

　　RW =

m11 m12 ⋯ m1n

m21 m22 ⋯ m2n

⋯ ⋯ ⋯ ⋯

mn1 mn2 ⋯ mnn

w1

w2

⋯

wn

=λ

w1

w2

⋯

wn

通常情况下 , 我们把最大特征根所对应的特征向量 W (∑
n

i = 1
W i = 1) 的各分量作为系统内各指标的

权数。实际中为方便操作 , 常用几何平均法将 R进行加工 , 以求解特征向量。具体做法是 : 首先 ,

7中国经济增长敏感指数的设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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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R按行对各分量连乘 , 求其几何平均值 , 得出一 n维列向量 ( �W1 , �W2 , ⋯⋯�W n ) ′, 即 �W i =
n

∏
n

j = 1
m ij。其次 , 将所求出的 n维向量中的每一分量分别除以分量的总和 , 即得 21个指标的权重向

量。更进一步 , 可用模糊数学理论对 21个指标权数分布的合理性和可靠度进行检验 , 所用公式为 CR

= C I/R I, 其中 , C I为判断矩阵 R的一般性指标 , C I = (λmax_ - n) / ( n - 1) , λmax_ =
1
n
∑
n

i = 1

(RW ) i

wi

;

R I为判断矩阵 R的随机一致性指标 , 可由 R I值表查出。当 CR小于 011时 , 可认为 R具有较优的一

致性 , 说明赋权合理 ; 否则就需要调整判断矩阵 , 直到获得满意的一致性指标为止。

在对 21个指标进行赋权后 , 也可对各子系统赋权。此时 , 将每一子系统作为一个项目 , 可将其

作为一个综合指标看待 , 将它们两两对比 , 以判别彼此的重要性 , 亦可构建出一个判断矩阵 R′:

R′=

p11 p12 ⋯ p1n

p21 p22 ⋯ p2n

⋯ ⋯ ⋯ ⋯

pn1 pn2 ⋯ pnn

对于 R′可用前面的几何平均法求特征向量 , 也可用算术平均法求特征向量。

在 CSIE中 , 指标系统的统计赋权是先对指标赋权 , 而后对子系统赋权。指标的权数是对子系统

而言 , 而子系统的权数则是对总系统而言。如果将指标的权数分别与对应的子系统的权数相乘 , 则可

求出指标直接对总系统的权数。所有指标对总系统的权数之和应为 1。

此处 , 为操作方便我们对表 1中经济增长质量的 4个子系统赋权。先按重要程度简单排序为价

格、增长结构、增长效益、增长潜力 , 于是可得赋权的判断矩阵 R′=

1 2 2 3
1 /2 1 1 2
1

/2 1 1 2
1

/3
1

/2
1

/2 1

。用算术平

均法求解特征向量 , 先将 R′按列归一化得到

014286 014444 014444 013750

012143 012222 012222 012500

012143 012222 012222 012500

011428 011111 011111 011250

。将归一化的矩阵

按行相加 , 得一个 4维列向量为 (116924, 019087, 019087, 014900) ′。对求得的列向量再作归一化

处理 , 则得 4个子系统在总系统中的权数分布向量为 (014231, 012272, 012272, 011225) ′。

权数分布向量表明 , 价格子系统的权重为 014231, 增长结构子系统的权重为 012272, 增长效益

子系统的权重为 012272, 而增长潜力子系统的权重则为 011225。

同理 , 可对经济增长速度系统的 3个子系统赋权。

31CSIE计算实证①

根据前述原理 , 我们运用中国 2008年第 1季度宏观经济实际数据计算 CSIE如表 2所示。

在不考虑权重的情况下 , 可计算得各子系统的功效系数均值如表 3所示。

在不考虑权重的情况下 , 可得 2008年第 1季度中国宏观经济 CASS经济指数为 78135, 若对增长

速度中的 3子系统运用等权 , 而对增长质量中的 4个子系统采用前述设计的权数 (014231, 012272,

012272, 011225) , 这种情况下 , 增长速度的指数为 81125, 增长质量的指数为 70194, 于是有 CASS

经济指数为 76110。这一指数反映 , 2008年第 1季度 ,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良好 , 经济增长的速度

优于经济增长的质量。

实证分析表明 , CSIE的设计和计算在实践上是可操作运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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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8年第 1季度中国 CSIE指数试算表

观测值

xi

不良值

x
( s)
i

满意值

x
(h)
i

权 　数

W

功效系数值

yi

I1 经济

增长速度

I11生产子系统

　　 I111 GDP增长率 1016 7192 12181 1 /3 81192

　　 I112重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1713 9143 20113 1 /3 89142

　　 I113轻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1417 8167 18173 1 /3 83198

功效系数均值 ( K11 ) ─ ─ ─ ─ 85111

I12投资子系统

　　 I121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 1610 7127 28136 1 /2 76156

　　 I122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比重 3515 32123 52103 1 /2 66161

功效系数均值 ( K12 ) ─ ─ ─ ─ 71158

I13外贸子系统

　　 I131进口总额增长率 2816 2103 37122 1 /2 90120

　　 I132出口总额增长率 2114 2170 33196 1 /2 83193

功效系数均值 ( K13 ) ─ ─ ─ ─ 87107

I2 经济

增长质量

I21价格子系统

　　 I21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810 118163 10512 1 /4 91171

　　 I212食品价格指数 12110 123100 106145 1 /4 64183

　　 I213投资品价格指数 12416 114130 104130 1 /4 18180

　　 I214房地产价格指数 11110 108130 104140 1 /4 32131

功效系数均值 ( K13 ) ─ ─ ─ ─ 51191

I22增长结构子系统

　　 I221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比值 111 0188 1157 1 /2 70143

　　 I222非政府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 5914 37188 64103 1 /2 92196

功效系数均值 ( K21 ) ─ ─ ─ ─ 81170

I23增长效益子系统

　　 I231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1611 5120 29108 1 /4 78126

　　 I232扩改建投资额增长率 2512 7111 33150 1 /4 87142

　　 I233万元 GDP能耗 (吨标准煤 /万元 ) 1108 2166 1115 1 /4 101185

　　 I234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5916 43183 57113 1 /4 107143

功效系数均值 ( K22 ) ─ ─ ─ ─ 93174

I24增长潜力子系统

　　 I241城镇登记失业率 4100 4123 2157 1 /4 65154

　　 I242财政收入增长率与 GDP增长率之比 1157 1157 2132 1 /4 60100

　　 I243高技术产品占进出口贸易总额比重 3013 25100 40100 1 /4 74113

　　 I244出口总额相当于 GDP比率 35 17154 35189 1 /4 98106

功效系数均值 ( K23 ) ─ ─ ─ ─ 74143

表 3 2008年第 1季度中国 CSIE指数试算续表

功效系数值
yi

运行状况
子系统功效
系数均值

CASS经济指数

I1 经济增长速度

　　 I11生产子系统

　　 I12投资子系统

　　 I13外贸子系统

85111

71158

87107

良好
较好
良好

81125

I2 经济增长质量

　　 I21价格子系统

　　 I22增长结构子系统

　　 I23增长效益子系统

　　 I24增长潜力子系统

51191

81170

93174

74143

较差

良好

优秀

较好

75145

7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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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经济一直持续快速地发展 , 特别是近些年 , 国民经济一直以两位数的速率增

长。因此 , 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 , 监测宏观经济的运行就尤显重要。然而 , 目前中国经济监测资料主

要源于政府统计部门的数据 , 这些数据过于宏观 , 来源单一 , 缺乏广泛的代表性 , 特别是缺乏微观数

据和地域数据 , 因而监测和分析的结果受数据质量的影响较大。另外 , 长期按照先行指标、同步指

标、滞后指标以及扩散指数、合成指数的思维定式进行宏观监测 , 实践证明已表现出很大的局限 , 效

果不很理想。

本文提出的中国经济敏感指数 CSIE, 强调从有代表性的城市、地区选取样本点 , 进行长期跟踪 ,

采集第一手数据 , 由获取的微观资料提炼整理出宏观资料 , 通过微观现实变动状态 , 来观测宏观经济

的变动趋势。这样 , 一方面实现了宏观经济监测的目标 , 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地区 , 即中观层面和微观

层面经济运行状态测度的需要。同时 , CSIE突破了传统的经济运行景气分析的思维定式 , 提出了全

新的监测思路和分析方法 , 这对丰富和完善宏观经济监测分析理论也是有一定贡献的。当然 , CSIE

也会有些不足 , 如各元素指标对应的满意值和不良值的确定 , 指标权数的确定等都还有值得进一步研

究的地方 , 这需要通过实践的检验 , 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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