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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稳中求进”已成为经济工作总基调，经济稳定增长更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也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添

砖加瓦。本文基于滤波法和马尔可夫区制转移自回归模型对不同频率的GDP、GDP增长率数据进行研究，

并从趋势分解和时变特征角度综合分析了近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稳定性情况。实证分析得，中国前后共经

历两次经济波动，其发生时间与国际经济增长疲软和公共卫生事件时间相一致。其中，公共卫生事件发

生后，经济增长的波动状态更为明显，持续了近三年时间，但近期，中国经济以相对较低的增长速度重

回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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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eking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has become the overall tone of economic work. Sta-
ble economic growth is more conducive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es to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This article studies GDP and GDP growth rate data of 
different frequencies based on filtering method and Markov regime transfer autoregression model, 
and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stabilit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ast decad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rend decomposition and time-varying characteristics.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China has experienced two economic fluctuations before and after, and its occurrence tim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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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stent with the time of weak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COVID-19. Among them,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the fluctu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was more obvious, lasting 
for nearly three years. However, recently,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returned to a stable state at a 
relatively low growth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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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心任务。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增长始终作为目标之一，对

经济增长的要求也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显著提升中国经济

实力和规模。但随国际局势变化和中国阶段性发展特征变化，新时代中国发展对经济增长提出了新要求。

200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为“保增长、促发展”；2010 年提出“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变”的目

标；十二五规划中也明确“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任务。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后，其思想开始对现阶段

中国发展起指导作用，要求保持经济稳中向好，以推动中国建设取得伟大成就。可见，“稳中求进”逐渐

作为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指引经济发展，因此，对中国经济增长稳定性的研究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也为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在众多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经济增长稳定性的作用。Ramey 等的研究表

明稳定的经济环境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 。陈彦斌认为政府在关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应以相近的程度关

心经济运行平稳性[2]。刘伟、蔡志洲经过数据分析也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在于增长稳定性[3]。
值得注意的是，刘伟等、陈守东等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3] [4]，经济运行稳定性在不断提

高。因此，经济增长稳定性对经济长期增长、社会发展皆做出重要贡献。而且，经济增长稳定性与波动

性之间息息相关，不少学者也从经济增长波动性角度展开探索。Rafferty 研究指出意外经济波动会抑制经

济长期增长[5]，Shu-Chin、Abate 也认为波动不利于经济增长[6] [7]。而在国内研究中两者的关系呈现出

非线性特征，卢二坡等认为市场化程度会影响经济波动的负面作用效果[8]。此外，在研究经济增长的方

法中，刘金全、刘志刚从趋势性成分和周期性成分分解角度研究分析了经济增长情况[9]。而滤波法能实

现将产出或其增长率的时间序列数据直接分离出经济增长中的趋势成分与波动成分[10]，从而综合把握

经济增长稳定性和波动性变化特征，探究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此外，在研究经济增长稳定性过程中也不能忽视经济增长区制转换特点，刘金全、李庆华利用马尔

可夫区制转移模型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进行刻画，认为经济周期向适度增长阶段转移概率最大，

此阶段也表现出经济增长最稳定性，持续时间最长的特征[11]。程建华等结合一致合成指数构建 MS-VAR
模型对经济周期的波动展开研究，根据收缩和扩张状态的概率分布识别经济周期转折点[12]。MS-VAR 模

型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特征，也进一步反映经济增长稳定性情况。 
因此，本文研究自经济稳增长要求提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稳定性的情况。结合波动性角度、区制转

移角度，利用滤波法、马尔可夫区制转移自回归模型对 2011 年以来的 GDP 数据进行研究，从而综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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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经济增长稳定性以及时变特征。 

2. 基于经济增长趋势分解结果评价稳定性 

通过分解经济增长获得的趋势性成分和波动性成分，对中国经济增长稳定性情况进行掌握。本文使

用常见的滤波法分解经济增长，并从全国、地区以及省份的角度综合比较不同滤波法下经济增长趋势性

和周期性变化情况，以判断经济增长稳定性水平。 
滤波法常用于将产出或其增长率的时间序列数据分解为趋势项和波动项两部分，趋势项代表潜在产

出或潜在增长率，其与实际产出或实际增长率的偏差导致产出缺口的产生。滤波法的优势在于操作简单，

常见的滤波法有 HP 滤波法、BP 滤波法、CF 滤波法等。 

2.1. 滤波法模型 

(1) HP 滤波法 
HP 滤波法最初是由 Hodrick 和 Prescott 提出，现在被广泛地应用于分析宏观经济趋势[13]。在时间

序列不同频率成分中其可以分离保留高频率部分，剔除低频率部分，即对短期的随机波动进行度量，长

期趋势项进行剔除，从而达到将经济增长分解成趋势性和波动性成分。其公式为： 

 ( ) ( ) ( ){ }22 1
1 11 2min T TT T T T T

t t t t t tt tX X X X X Xλ −
+ −= =

 − + − − − ∑ ∑   (1) 

其中， tX 是时序变量， T
tX 是趋势部分， λ 是平滑参数。式子的前半部分时序变量减去趋势部分就得到

周期波动部分，其代表 GDP 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偏离程度；后半部分则是对趋势成分“平滑程度”的度量。

平滑参数的取值由人为赋予，若是季度数据，平滑参数取值为 1600；若是年度数据，平滑参数则有多种

取值，Backus and Kehoe 认为平滑参数为 100 [14]；Ravn and Uhlig 认为 λ 应该是观测数据频率的 4 次方，

即年度数据应为 6.25 [15]。 
(2) BK 滤波法 
Barxter 和 King 指出，带通滤波法是一个无穷阶移动平均过程[16]。BK 滤波法在经济时间序列中通

常是分离出波长在 6 至 32 个季度之间的经济周期波动成分，剩下的高频成分是季节因素和随机扰动，低

频成分是增长趋势，这实际上是一种对称的固定加权移动平均：
KT

t i t ii KY Yξ −=−
= ∑ 。 

与 HP 滤波法不同，带通滤波法可以根据时间序列的先验信息，分离出确定频率范围内的波动成分，

剔除掉高频波动成分，并且避免了平滑参数的随意性及所导致的结果不确定性，是更适合趋势循环要素

分离方法。 
(3) CF 滤波法 
Christiano 和 Fitzgerald 提出了 CF 滤波法，在过滤时，其考虑目标序列的平稳性特征，有选择地使用

滤波分解方式[17]。若序列表现为移动平均分子的线性组合： 

 ( )0 1 1 1 1 1 1 2 1 1, 3, 4, , 2T
t t t T t T T t t tY A Y AY A A Y AY A A Y t T+ − − − − − −= + + ⋅⋅⋅ + + + + ⋅⋅ + + = ⋅⋅⋅ −  (2) 

若序列为平稳序列，需要预先确定时间序列的趋势形势，然后再作剔除分解。若实际序列为年度数

据，样本期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2 和 8，若实际序列为季度数据，样本期的最大和最小值分别为 32
和 6。同 HP 滤波和 BK 滤波相比，CF 滤波考虑了数据的时序特征，而放弃了滤波的平稳性和对称性假

设，因而分解出的周期性成分更为客观、准确。 

2.2. 滤波法趋势分解结果 

使用 HP 滤波法、BK 滤波法、CF 滤波法旨在将 GDP 分解成趋势性成分和周期性成分，并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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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以及省份层面综合对比滤波法的分解结果得出经济增长稳定性情况。其中，长期趋势成分为潜在国

内生产值；周期性成分则为国内生产总值缺口，即实际 GDP 曲线和长期趋势曲线之间的差值。通常情况

下，趋势性成分代表了经济增长的稳定部分，而周期性成分则代表了经济增长的波动部分。 
首先，根据图 1，三种滤波法分解结果均呈现总体上升趋势，但曲线逐渐趋于平缓，源于经济增长速

度逐步降低。而且，不同滤波法分解的长期趋势曲线和实际 GDP 曲线大致重合，仅有部分年份产生细小

的偏差，其中，2016 年、2020 年长期趋势曲线高于实际 GDP 曲线，2018 年、2021 年长期趋势曲线低于

实际 GDP 曲线。若长期趋势曲线高于实际 GDP 曲线，意味着实际 GDP 并未达到潜在国内生产总值，产

生了国内生产总值缺口，也说明经济处于下行状态，则 2016 年、2020 年经济受到冲击导致最后实际产出

未达到潜在产出水平。反之，若实际 GDP 曲线高于长期趋势曲线，则代表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超出潜在

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处于蓬勃发展阶段，说明 2018 年、2021 年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出现实际 GDP
高于潜在 GDP 情况。 

 

 
Figure 1. Trend comparison chart of HP, BK, CF filtering methods 
图 1. HP、BK、CF 滤波法趋势性对比图 

 
其次，考察代表经济波动成分的周期性曲线，综合对比三种滤波法分解结果，得三种滤波法的周期

性曲线谷值分布一致，分别在 2016 年、2020 年；峰值分布上大致相同，HP 滤波法分解结果显示的峰值

位于 2018 以及 2021 年，而据 BK、CF 滤波法分解结果所示，其峰值分别位于 2019 以及 2021 年，见图

2。 
从周期性曲线来看，2011 年至 2014 年周期性成分为正且接近于 0，说明经济在此阶段保持稳定增

长。2014 年至 2016 年周期性成分为负，且至 2016 年降于谷底，说明这期间经济一直处于下行状态，2016
年的经济下行情况最严重。究其原因，经济放缓、增长乏力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小的抑制作用。据中国人

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报告所示，2014 年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攻坚期，面对经济结构大规模

调整，GDP 增速在外部需求疲弱、内部需求持续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下展示出持续回落的态势[18]。2015
年持续 2014 年经济发展困境，其 6.9%的 GDP 增速创历史新低，遭遇经济持续低迷、房地产周期调整等

问题，中国步入经济快速下行阶段[19]。2016 年中国经济继续探底，受债务周期、库存周期等因素影响，

最终达到谷值[19]。而且在此期间，赵云城等总结出世界经济运行呈现出增长疲软、贸易增长下降、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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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涨幅回落等特征，世界经济发展新旧矛盾交织，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国际复杂经济环境也对中国经

济增长产生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稳定增长态势被打破，出口承受其他国家竞争压力，加之被迫经济转型

升级的难题，中国经济增长受到抑制影响[20]。 
2017 至 2019 年期间，周期性成分为正，且曲线呈现上扬的态势，说明经济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各大

宏观经济预测组分别对各时期中国宏观经济情况展开详细分析，2017 年中国宏观经济触底反弹，世界经

济也逐步复苏，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经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开始逐步恢复，结束了连续数年的经

济下行周期[21]。2018 年保持了经济良好增长的态势，GDP 比上年增长 6.6%，CPI 总体保持平稳运行，

全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2.1%，经济增长质量稳步提升[22]。2019 年中国经济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

其经济增长超 6%，抵御了增速大幅下滑的风险[23]。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宏观

预测课题组指出中国经济虽承受着下行压力，但仍充满潜力[24]。 
受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2020 年周期性曲线呈现出断崖式下降，且下降幅度远超 2014 至 2016 年期

间的下降程度，说明公共卫生事件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比之前遭遇的经济冲击都恶劣。但 2021 年周期

性成分已达到正值，并且出现一个小顶峰，这与政府快速反应、出台系列刺激经济增长政策密不可分。

经济在公共卫生事件后短暂展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2022 年周期性成分虽为正值，但已表现出经济下行

的趋势，HP 滤波法则直接显示了 2023 年周期性成分为负的分解结果，其下降幅度也较大，说明公共卫

生事件余波导致经济增长出现较大波动。 
 

 
Figure 2. Periodic comparison chart of HP, BK, CF filtering methods 
图 2. HP、BK、CF 滤波法周期性对比图 

 
此外，从图 3 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趋势性成分占比较大，说明经济增长中稳定成分较大，波动性

成分比例较小，总体上来看经济增长呈现出稳定运行的态势。当长期趋势性成分占比超过 100%时，此时

周期性比例为负，说明周期波动抑制了经济增长，这与经济周期变化也是一致的。 

3. 经济增长区制转移与时变特征分析 

为综合研究经济增长稳定性情况，还结合经济增长区制转移、时变特征角度进行综合评价。本文主

要采用 Markov 区制转移自回归模型考察区制转移情况以更明晰经济增长稳定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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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Proportion of long-term trend and cyclical volatility in economic growth 
图 3. 经济增长中长期趋势性占比和周期波动性占比图 

 
Markov 区制转移自回归模型是一种结合了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特点的经济时

间序列分析模型。该模型可用于描述具有多个状态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能够识别经济周期中的不同阶

段，可采用 Markov 区制转移自回归模型(MS-AR 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时变特征和状态转变情况进行

分析，MS-AR 模型具体公式为： 

 ,1t t t

n
t s i s t k s tky yβ ρ σ ε−=
= + +∑   (3) 

其中， ty 代表经济增长率，
ts

β 代表不同 ts 状态下截距项情况， , ti sρ 代表在不同状态下的自回归系数，
ts

σ
表示残差项的时变标准差， tε ~N (0, 1)，k 表示滞后期数，n 表示滞后阶数。 

(1) 平稳性检验 
在计量分析之前，先使用 ADF 检验、PP 检验以及 KPSS 检验对中国 2011 年至 2024 年季度 GDP 增

长率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据表 1 所示，ADF 检验和 PP 检验的 P 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因此，该数据

不存在单位根，认为是平稳性数据。KPSS 检验的 P 值大于 10%的显著性水平，接受了“数据是平稳性数

据”的原假设。从检验结果来看，季度 GDP 增长率数据通过平稳性检验。 
 

Table 1. Stability test of GDP growth rate data 
表 1. GDP 增长率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ADF 检验 PP 检验 KPSS 检验 

P 值 0.0000 0.0000 >0.1 

 
(2) 参数估计 
在选取最优 MS-AR 模型之前，需要先确定区制数、AR 滞后阶数等相关模型参数。根据图 4 可以确

定 AR 滞后阶数。从图中可以看出，偏自相关系数中唯有在滞后阶数为 1 阶时其超过了代表 2 倍标准差

的竖线，而其余偏自相关系数皆在 2 倍标准差范围之内，因此，可以确定模型的滞后项为 1。 
同时，根据 LL (Log Likelihood)规则、AIC、HQIC 等信息准则判断，也可以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为

1，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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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Autocorrelated and partial autocorrelated graphs 
图 4. 自相关和偏自相关图 

 
Table 2. Lag order information criterion table 
表 2. 滞后阶数信息准则表 

lag LL LR df P FPE AIC HQIC SBIC 

0 111.646    0.0009 −4.17534 −4.16104 −4.13816 

1 115.933 8.5741* 1 0.003 0.000795* −4.29938* −4.27078* −4.22503* 

2 116.097 0.32685 1 0.568 0.000821 −4.26781 −4.22492 −4.15628 

3 116.121 0.04761 1 0.827 0.000851 −4.23097 −4.17379 −4.08227 

4 118.007 3.7725 1 0.052 0.000824 −4.26441 −4.19293 −4.07854 

 
(3) 最优模型选择 
根据参数估计，可以大致确定是一个 1 阶滞后项的 MS-AR 模型，但是 MS-AR 模型根据不同状态下

的截距项、方差和均值可以变化出多种 MS-AR 模型，采用 Oxmetrics 通过 EM 算法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和检验，分别建立 MSIH(2)-AR(1)、MSIA(2)-AR(1)、MSIAH(2)-AR(1)模型。 
 

Table 3. Optimal selection of MS-AR Model 
表 3. MS-AR 模型最优选择 

 MSIH(2)-AR(1) MSIA(2)-AR(1) MSIAH(2)-AR(1) 

LL 209.5374 134.2250 212.3921 

AIC −7.2335 −4.5437 −7.2997 

HQ −7.1353 −4.4456 −7.1875 

SC −6.9803 −4.2906 −7.0104 

LR 线性检验 

172.8508 22.2258 178.5601 

Chi (2) = [0.0000]**  
Chi (4) = [0.0000]** 

DAVIES = [0.0000]** 

Chi (3) = [0.0000]**  
Chi (4) = [0.0002]** 
DAVIES = 0.0000]** 

Chi (3) = [0.0000]**  
Chi (5) = [0.0000]** 

DAVIES = [0.0000]** 

 
根据对数似然值，MSIAH(2)-AR(1)模型的对数似然值最大，且 MSIAH(2)-AR(1)模型的 AIC、HQ 和

SC 信息准则数值最小，再者，其卡方统计量和 DAVIES 统计量均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综合对数

似然值和各类信息准则来看，选择 MSIAH(2)-AR(1)模型为最优模型最为合理，见表 3。 
(4) 模型结果分析 
首先，根据表 4 中 MSIAH(2)-AR(1)模型的系数可以判断，区制 1 代表经济波动增长状态，区制 2 代

表经济稳定增长状态。其次，根据转移概率矩阵可得，经济维持经济波动增长状态和稳定增长状态的概

率分别为 0.9294、0.9722，意味着经济状态更倾向于保持同一状态；经济状态转移的概率皆较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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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增长状态转向经济稳定增长状态的概率为 0.0706，略高于经济稳定增长状态转向经济波动状态的概

率，说明打破经济状态，促使经济状态发生转变具有一定的难度，而其中经济状态转换中，经济从波动

增长状态向稳定增长状态转变相对更容易。 
 

Table 4. MSIAH (2)-AR (1) model results 
表 4. MSIAH(2)-AR(1)模型结果 

 Regime1 Regime2 

const 0.0317** 
(0.0171) 

0.0078*** 
(0.0024) 

Rgdp_1 0.2107 
(0.2506) 

0.8792*** 
(0.0325) 

Standard error 0.047562 0.0019547 

nobs 15.2 36.8 

Prob. 0.2827 0.7173 

Duration 14.16 35.94 

matrix of transition probabilities 11 12

21 22

0.9294 0.0706
0.0278 0.9722

P P
P P
   

=   
  

 

 
从样本数和频率可以看出，经济稳定增长状态明显高于经济波动增长状态，经济稳定增长状态占比

71.73%；而且从平均持续期数中也可以看出，经济稳定增长状态的持续期更长，说明在 2011 年至 2024
年第一季度期间，中国经济总体上处于经济稳定增长状态。 

 

 
Figure 5. Filter, smooth transfer, and forecast graph of economic growth 
图 5. 经济增长的过滤、平滑转移以及预测图 

 
根据图 5 中所示，2011 年至 2020 年期间，经济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状态；2020 年至 2023 年期间，经

济处于波动增长状态；从 2023 年第四季度开始，经济重回稳定增长状态。综合来说，中国进入经济“新

常态”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回归常态，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逐步优化，带动经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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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提升，也为“稳增长”打下坚实基础。受 2020 年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态势被打

破，经济状态由稳定增长转化为波动增长，并且经济受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影响严重，其经济波动增长状

态一直持续到 2023 年第三季度。最近两季度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有所恢复，重回到经济稳定增长状态，

从季度 GDP 同比增长速度也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有所抬头并逐步趋于稳定。 
 

 
Figure 6. MSIAH(2)-AR(1) model fitting diagram 
图 6. MSIAH(2)-AR(1)模型拟合图 

 
据图 6 所示，2011 年至 2020 年期间的模型拟合度较高，说明此期间经济增长较为稳定，并未受到

经济冲击因素影响；而 2020 年之后，实际 GDP 同比增速和预期曲线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尤其 2020 年期

间，受公共卫生事件冲击最为严重，其表现出的偏差也最大；后续经济仍继续受到公共卫生事件余波的

影响，拟合度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偏差，直至近期，实际 GDP 同比增速和预期值才有所重叠，说明经济

增长又重回稳定状态。总的来说，2011 年至 2024 年期间，经济在前期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受公共

卫生事件系列冲击影响，经济增长开始出现波动，近期经济又重新出现稳定增长现象。 

4. 结语 

结合 HP、BK、CF 滤波法以及 MS-AR 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 GDP 数据展开趋势分解情况和时变特

征的分析，明晰了近十余年来经济增长稳定性的情况。在对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分解的过程中，本文采用

三种常见的滤波法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趋势性成分和周期性成分进行综合分析。据结果所示，中国自 2011
年以来，经济运行总体较为平稳，共经历过两次波动，一次受全球经济放缓影响产生的小波动，一次受

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大波动。 
另一方面，根据 MS-AR 模型对经济状态转变的时变特征进行分析，识别出公共卫生事件所导致的经

济波动，经济状态从稳定增长状态转变至波动增长状态，而且持续了三年的经济波动增长状态，经济又

重回经济稳定增长状态。 
综上所述，从趋势分解和时变特征角度来看，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稳定增长，其中受外部因素冲击，

经济产生短暂波动，随即恢复稳定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在受到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后经济虽回归稳定状

态，但其经济增长速度较低，目前经济处于低速稳定增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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