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第 ２７５ 期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当代经理人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ｒ

实证研究： 识别因果还是识别结构？
———兼论对中国计量经济学教育的启示

徐齐利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政府补贴与产能过剩： 形成机理与防范机制” （７２２６３０１２）； 江西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产业数

字化水平的卫星账户测度与应用研究” （ＧＪＪ２１０５４３）

作者单位： 徐齐利， 江西财经大学。

摘　 要： 通过对计量经济学学科属性、 研究体系、 学术流派的梳理， 以及对历次计量经济学学者所获

诺贝尔奖的综述， 可以发现： 识别因果关系和识别结构关系一直是经济实证分析的两条需求线， 开发因果

计量模型和结构计量模型一直是计量经济学回应实证需求的两条供给线， 因果计量和结构计量也因此构成

了计量经济学两条发展线。 沿着这两条发展路线， 可以对中国计量经济学的教育提出建议： 其一， 应该以

学科交叉的思路建设计量经济学， 而不应以学科集成的思路建设计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学科交叉的模态

应该单一化， 但学科交叉的模式可以多样化； 其二， 对于偏重结构计量的财经类高校而言， 数量经济系应

设在经济学院； 对于偏重因果计量的财经类高校而言， 数量经济系应设在统计学院； 其三， 应在计量经济

学研究的全链条上培养人才， 一是夯实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人才， 二是补齐计量经济学的开发人才， 三是壮

大计量经济学的推广人才， 四是丰富计量经济学的应用人才。

关键词： 计量经济学； 因果计量经济学； 结构计量经济学； 经济实证； 计量经济学教育

一、 问题提出

计量经济方法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 管理学研究中使用最多的实证方法之一， 在经济学、 管理学研究

者工具箱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相应的计量经济学课程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类专业、 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

２０２１ 年， 应用计量经济学家卡德 （Ｃａｒｄ） 因 “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 与理论计量经济学家安格里斯特

（Ａｎｇｒｉｓｔ）、 因本斯 （Ｉｍｂｅｎｓ） 因 “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论贡献” 而共享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关于

这三位经济学家的学术贡献， 学术界已有非常丰富的解读， 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以此背景， 本文将对计量

经济学学科属性、 研究体系和学术流派进行梳理， 对历次计量经济学学者所获诺贝尔奖进行综述， 从而对

中国计量经济学的教育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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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计量经济学的学科属性

（一）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方法论学科

在美国经济学会 《经济文献杂志》 （ＪＥＬ） 分类号中， 代码 Ｃ 表示经济学的方法论研究。 由代码 Ｃ 的

分类 Ｃ１ 至 Ｃ９ 可知， 经济学的方法论主要有数理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实验经济学三类， 如图 １ 所示。

�)
3"�

3"�
�"@

�O
3"�

@F
3"�

图 １　 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

数理经济学的职责是服务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 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职责是服务于经济学的实

证研究。 经济行为多不可控， 但可观测， 故实验经济学目前还不是经济学实证研究的主流， 经济学的实证

研究目前主要倚重的仍是计量经济学。

（二）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

如图 ２ 所示， 经济学与统计学交叉， 形成经济统计学； 经济学与数学交叉， 形成数理经济学； 统计学

与数学交叉， 形成数理统计学； 经济学、 统计学、 数学三者交叉， 形成计量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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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计量经济学的学科交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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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２ 可知， 计量经济学是学科一次交叉之后二次交叉的结果： 经济统计学与数理经济学交叉， 形成

计量经济学； 经济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交叉， 也能形成计量经济学； 数理经济学与数理统计学交叉， 亦能

形成计量经济学。

三、 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体系

（一） 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体系

如图 ３ 所示， 计量经济学的通用方法主要包括： 贝叶斯分析 （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假设检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ｅｓｔｉｎｇ）， 估计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半参与参数方法 （ｓｅｍ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ｄ 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统计

模拟、 蒙特卡洛方法、 自助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ｍｅｔｈｏｄｓ）， 特定

分布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等。

如图 ４ 所示， 计量经济学的专用方法主要包括： 久期分析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调查方法 （ｓｕｒｖｅｙ ｍｅｔｈ⁃

ｏｄｓ）， 指数与加总 （ ｉｎｄｅｘ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 统 计 决 策、 运 筹 学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神经网络方法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ｐｉｃｓ）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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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计量经济学的通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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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计量经济学的专用方法

（二） 计量经济学的模型体系

就回归方程的数量而言， 即就因变量的多寡而言， 计量经济学模型可分为单方程模型 （ｓｉｎｇｌ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与多方程 （联立方程） 模型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两类。 就数据类型而言， 计量经

济学模型可分为横截面模型、 空间模型、 处理效应模型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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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ｓ）， 时间序列模型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ｍｏｄｅｌｓ）， 面板数据模型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截断和删失数

据模型 （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ｅｎｓｏｒ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离散回归和定性选择模型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如此， 方程个数维度和数据类型维度交叉， 则形成计量经济学的模型体系， 如图 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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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计量经济学的模型体系

此外， 就计量经济学的实证应用而言， 按照实证分析的对象可将计量经济学的建模重心分为如图 ６ 所

示的三种情形。 情形 １： 分析现状， 计量经济学侧重模型构建与估计； 情形 ２： 分析历史， 计量经济学侧重

模型评价与检验； 情形 ３： 分析未来， 计量经济学侧重模型仿真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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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计量经济学的建模重心

四、 计量经济学的学术流派

（一） 计量经济学研究的两个核心

根据前文对计量经济学学科属性、 研究体系的梳理， 可将计量经济学的工作机制概括为图 ７。 计量经

济学的工作机制是建立数学模型、 收集经济数据、 采用统计方法识别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和结构关系。

可见， 识别因果关系和识别结构关系是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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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计量经济学的工作机制

（二） 计量经济学研究的两个学派

长期以来， 计量经济学两大学派并立： 侧重识别因果关系的因果计量学派， 侧重识别结构关系的结构

计量学派。 两大学派之间不是互斥的关系， 而是互补的关系。

所谓因果计量学派， 目的在于识别： （１） Ａ 是否会导致 Ｂ， Ｂ 是否会导致 Ｃ， Ｃ 是否会导致 Ａ； （２） Ａ

在多大程度上导致 Ｂ， Ｂ 在多大程度上导致 Ｃ， Ｃ 在多大程度上导致 Ａ。

所谓结构计量学派， 目的在于识别： （１） Ａ 是如何导致 Ｂ 的， Ｂ 是如何导致 Ｃ 的， Ｃ 是如何导致 Ａ

的； （２） Ａ 导致 Ｂ 的均衡模型是哪个， Ｂ 导致 Ｃ 的均衡模型是哪个， Ｃ 导致 Ａ 的均衡模型是哪个； （３） Ａ

导致 Ｂ 的均衡模型参数是多少， Ｂ 导致 Ｃ 的均衡模型参数是多少， Ｃ 导致 Ａ 的均衡参数是多少。

由此产生研究过程的方法差异： 虽然计量经济学是数理统计学和数理经济学共同作用的产物， 但因果

计量学派在研究过程中更多地依仗数理统计学 （即统计理论）， 而结构计量学派在研究过程中更多地依仗

数理经济学 （即经济理论）。

从这一点来看， 国内财经高校对于数量经济学的定位是： 如果某财经高校更偏重结构计量经济学的话，

该校可能更倾向于将数量经济系设在经济学院； 如果某财经高校更偏重因果计量经济学的话， 该校可能更

倾向于将数量经济系设在统计学院。

五、 诺贝尔奖对两大学派的态度

自始至今， 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两大学派的经济学贡献皆予以了充分肯定。

（一） 早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两大学派的态度

早期， 即 １９６９—１９８９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两大计量学派的初建与探索皆得到充分肯定。 这个时期，

计量经济学学者获得诺贝尔奖的情况如下。

１９６９ 年， 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两位得主为： 弗里施 （Ｆｒｉｓｃｈ）， 主要侧重计量经济学的统计理论基石

的构建， 这是因果计量学派的起源； 丁伯根 （Ｔｉｎｂｅｒｇｅｎ）， 主要侧重计量经济学的经济理论基石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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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结构计量学派的起源。

１９７５ 年， 库普曼斯 （Ｋｏｏｐｍａｎｓ） 与康托罗维奇 （Ｋａｎｔｏｒｏｖｉｃｈ） 共享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标志着计

量经济学已经构建起了基本的数理经济学基石和数理统计学基石。

１９８０ 年， 克莱因 （Ｋｌｅｉｎ） 独享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对结构计量学派在宏观

经济实证中所做贡献的充分肯定。 克莱因的工作完美地体现了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 数学、 统计学三者结

合的产物， 这是当初弗里施、 丁伯根创立计量经济学的初衷和理想。 基于这一点， 克莱因有时被尊为 “计

量经济学之父”。

１９８４ 年， 经济统计学家斯通 （Ｓｔｏｎｅ） 因国民经济账户的构建及其核算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为计量

经济学的实证应用提供了宏观数据基础； 没有经济统计学提供数据， 计量经济学就是无根的浮萍。 这就是

说， 经济统计学是计量经济学的经济测度论基础。

１９８９ 年， 哈维默 （Ｈａａｖｅｌｍｏ） 独享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的贡献是建立了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基础性

指导原则， 即计量经济学的概率论基础。 所以， 哈维默被尊为 “现代计量经济学之父” 是当之无愧的。

（二） 近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两大学派的态度

近期， 即 ２０００ 年至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两大计量学派的建成与发展皆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充分肯

定。 这段时期， 计量经济学学者获得诺贝尔奖的情况如下。

２０００ 年， 赫克曼 （Ｈｅｃｋｍａｎ） 和麦克法登 （ＭｃＦａｄｄｅｎ） 因计量经济学的个体选择模型研究荣获诺

贝尔经济学奖， 这是微观计量经济学学者首次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 赫克曼的工作更多是因果计量学派

的研究在微观经济实证的体现， 麦克法登的工作更多地是结构计量学派的研究在微观经济实证的体现。

２００３ 年， 恩格尔 （Ｅｎｇｌｅ） 和格兰杰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计量经济学的时间序列模型研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

奖， 这是诺贝尔奖对因果计量学派在经济实证中所做贡献的充分肯定。 目前， ＡＲＭＡ 模型、 ＧＡＲＣＨ 模型、

格兰杰因果检验都是对时间序列进行因果计量分析的常用方法。

２０１１ 年， 萨金特 （Ｓａｒｇｅｎｔ） 和西姆斯 （Ｓｉｍｓ） 因在宏观经济学中对成因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荣获诺贝

尔经济学奖。 萨金特的模型更多是结构计量学派的研究在宏观动态实证的体现， 西姆斯的模型更多是因果

计量学派的研究在宏观动态实证的体现。

２０１３ 年， 汉森 （Ｈａｎｓｅｎ） 因发明广义矩法 （ＧＭＭ） 并将其用于金融实证的因果关系识别而与法马

（Ｆａｍａ）、 席勒 （Ｓｈｉｌｌｅｒ） 共享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又是对因果计量学派的一次肯定。

２０１５ 年， 迪顿 （Ｄｅａｔｏｎ） 因对消费、 贫困和福利的计量分析独享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迪顿的工作

获奖， 这是对结构计量学派在微观经济实证中所做贡献的极大肯定。

２０２１ 年， 卡德 （Ｃａｒｄ） 因劳动经济学实证研究与安格里斯特 （Ａｎｇｒｉｓｔ）、 因本斯 （Ｉｍｂｅｎｓ） 因因果关

系分析的方法而共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是对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处理效应模型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ｓ） 及

其在劳动经济实证应用的充分肯定。 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处理效应模型的开发 （如 ＤＩＤ、 ＲＤ、 ＰＳＭ 等） 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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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计量学派的重大进步。

六、 两大学派对中国计量经济学的启示

（一） 对计量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启示

依据上述对计量经济学学科属性、 研究体系和学术流派的梳理结果， 通过对学科交叉与学科集成的理

论辨析， 得出计量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实践启示。 如图 ８ 所示， 每个学科都可以看成是具有特定学术属性内

容的集合。

�.S�

�.S� �.S�

图 ８　 学科集合

定义： 学科交叉是做交集运算， 学科集成是做并集运算。

如图 ８ 所示， 三个学科 Ｓ１、 Ｓ２、 Ｓ３ 两两之间和三者之间的交集运算 Ｓ１ ∩ Ｓ２、 Ｓ１ ∩ Ｓ３、 Ｓ２ ∩ Ｓ３、 Ｓ１ ∩ Ｓ２

∩Ｓ３ 分别代表四种学科交叉模态； 三个学科 Ｓ１、 Ｓ２、 Ｓ３ 两两之间和三者之间的并集运算 Ｓ１ ∪ Ｓ２、 Ｓ１ ∪ Ｓ３、

Ｓ２ ∪ Ｓ３、 Ｓ１ ∪ Ｓ２ ∪ Ｓ３ 分别代表四种学科集成模态。

命题 １： 三个或多个学科之间同一种交叉模态可由不同的交叉模式生成， 三个或多个学科之间同一种

集成模态也可由不同的集成模式生成， 三个或多个学科之间的同一种交叉集成模态亦可由不同的交叉集成

模式生成。

如图 ８ 所示， 因为集合的交、 并运算满足交换律与结合律， 故在 Ｓ１、 Ｓ２、 Ｓ３ 三个学科之间， Ｓ１ ∩ Ｓ２ ∩ Ｓ３ ＝

Ｓ１ ∩ （ Ｓ２ ∩ Ｓ３） ＝ Ｓ１ ∩ Ｓ３ ∩ Ｓ２ ， 三种不同的交叉模式得到的是同一种交叉模态， Ｓ１ ∪ Ｓ２ ∪ Ｓ３ ＝

Ｓ１ ∪ （Ｓ２ ∪ Ｓ３） ＝ Ｓ１ ∪ Ｓ３ ∪ Ｓ２ ， 三种不同的集成模式得到的是同一种集成模态； 因为集合的交、 并运算满

足分配率， 故在 Ｓ１、 Ｓ２、 Ｓ３ 三个学科之间， 三个满足分配率的集合运算方程 （Ｓ１ ∩ Ｓ２） ∪ （Ｓ１ ∩ Ｓ３） ＝

Ｓ１ ∩（Ｓ２ ∪ Ｓ３） ， （Ｓ１ ∩ Ｓ２） ∪（Ｓ２ ∩ Ｓ３）＝ Ｓ２ ∩（Ｓ１ ∪ Ｓ３） ， （Ｓ１ ∩ Ｓ３） ∪（Ｓ２ ∩ Ｓ３）＝ Ｓ３ ∩（Ｓ１ ∪ Ｓ２） ， 每个方

程的左右两边都代表不同的交叉集成模式， 但方程左右两边不同的交叉集成模式生成的却是同一种交叉集成模

态。 由此可知， 对于计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而言， 该学科的交叉模态应当单一化， 但交叉模式可以多样化。

命题 ２： 以学科集成的思路搞学科交叉， 则一定是南辕北辙； 以学科交叉的思路搞学科集成， 则一定

是缘木求鱼。

这是因为做交集运算的学科交叉与做并集运算的学科集成是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学科整合模态，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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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 ∩ Ｓ ｊ ⊂ Ｓｉ ， Ｓｉ ∩ Ｓ ｊ ⊂ Ｓ ｊ ， Ｓｉ ∪ Ｓ ｊ ⊃ Ｓｉ ， Ｓｉ ∪ Ｓ ｊ ⊃ Ｓ ｊ ， ｉ≠ ｊ 。 由此可知， 对于计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而言，

为避免南辕北辙， 根据计量经济学的学科属性， 应该以学科交叉的思路建设计量经济学， 而不应以学科集

成的思路建设计量经济学。

（二） 对计量经济学人才培养的启示

计量经济学的研究链条可总结为图 ９。 首先是计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 具体包括因果计量理论、 结构

计量理论， 因果计量方法、 结构计量方法， 因果计量模型、 结构计量模型等方面的理论。 随后是计量经济

学的开发研究， 具体包括因果计量算法、 结构计量算法， 因果计量程序、 结构计量程序， 因果计量软件、

结构计量软件等方面的开发。 然后是计量经济学的推广研究， 具体包括因果计量教材、 结构计量教材， 因

果计量讲座、 结构计量讲座， 因果计量比赛、 结构计量比赛等方面的推广。 最后是计量经济学的应用研究，

具体包括因果计量数据、 结构计量数据， 因果计量案例、 结构计量案例， 因果计量实证论文、 结构计量实

证论文等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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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计量经济学的研究链条

根据图 ９ 所示计量经济学的研究链条， 对于中国计量经济学的人才培养而言， 计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

是基础， 应夯实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人才； 计量经济学的开发研究是难点， 应补齐计量经济学的开发人才；

计量经济学的推广研究是关键， 应壮大计量经济学的推广人才； 计量经济学的应用研究是落脚点， 应丰富

计量经济学的应用人才。

七、 结语

作为具有学科交叉性质的经济学实证方法论， 计量经济学始终坚持 “从实证中来， 到实证中去” 的学

科发展逻辑。 首先， 识别因果关系和识别结构关系一直是经济实证分析的两条需求线； 从而， 开发因果计

量模型和结构计量模型也就一直是计量经济学回应实证需求的两条供给线； 进而， 因果计量和结构计量也

因此构成了计量经济学发展的两条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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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这两条发展路线， 可以对中国计量经济学教育提出如下建议： 对于计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 应该

以学科交叉的思路建设计量经济学， 而不应以学科集成的思路建设计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的学科交叉模

态应该单一化， 但学科交叉的模式可以多样化。 高校对于计量经济学教育的定位， 若某财经高校更偏重结

构计量经济学， 则该校应将数量经济系设在经济学院； 若某财经高校更偏重因果计量经济学， 则该校应将

数量经济系设在统计学院。 对于计量经济学的人才培养， 应在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全链条上分类培养人才，

一应夯实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人才， 二应补齐计量经济学的开发人才， 三应壮大计量经济学的推广人才， 四

应丰富计量经济学的应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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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ｏｕｒｔｈ，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ｃａｕｓ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姚望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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