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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扩展 ( Lag-Augmented) VAR模型的国防支出

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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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 商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 ]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们着迷的话题。学者们也一直在为阐释两者之间的关系寻找理

论基础, 而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具有不确定性。我国的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到底是什么关系需要实证检验 ,通过对以往实

证文献的评述以及实证数据的分析,文章选用扩展的 VAR模型对我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 结果证

明,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只存在经济增长到国防支出的单项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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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国防支出在宏观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国防支出与经济

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们着迷的话题,学者们也一直在

为阐释两者之间的关系寻找理论基础,而他们所得出的结论

大多是不确定的,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 促进或抑

制, 理论上的结论往往取决于对理论模型所做出的特定假

设。在理论分析上倾向于支持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抑制

作用的美国经济学家 Beno it( 1973, 1978)最早将这一问题引

入实证研究, 他在以 44个 LDCs( Less Deve loped Coun tries)

( 1950~ 1956)为样本进行检验时发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

果, 即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当时他的理

由是在这些国家里转移到国防部门的资源可能不是非常具

有生产价值, 正因如此, 较大的国防负担导致闲置资源得以

充分利用, 同时国防部门也向民用部门释放了正向外部性,

从而使全社会产能增加。因此, 作为理论研究的互补, 进行

针对性的实证研究, 这对于认识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特

定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国防支

出在总体上即 GDP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 由于它是国家

公共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故对于一个长期处在复杂的国际

战略环境中、面临各种挑战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中国

家来说, 如何正确评估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优化

国防投资结构, 推动经济增长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  相关文献评述

在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使用较多的是新古典

分析的 Feder-Ram 模型 ¹ , 该模型是 Ram ( 1986 )采用 Feder

( 1983)关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两部门模型提出的 [1]。当模

型被应用于分析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时,依据外部性因素和包括的部门数量, 既有采用两部

门,也有采用三部门的多变量分析 º。以两部门为例, 经过

严密数理推导可以得到一条重要结论, 即国防支出与经济增

长的关系取决于国防开支给民用部门带来的外部效应及国

防开支本身的规模效应。笔者在此认为, F-R模型给出了既

准确又显模糊的结论。准确, 是因为结论的得出都经过了

均衡模型的严格推导;模糊, 则是指每一结论的成立都依赖

于严格的参数设定, 而这些舍去了很多现实因素的假设在

与经济现实相比较时, 其含义又是模糊的。因此, 针对特定

国家和地区的研究, 若仅仅根据理论的推演是很难得出明

确结论的,所以进行实证研究非常必要且必需。沃德 ) 戴维

斯 ( 1992)采用 F-R三部门模型, 以美国 1948~ 1986年的数

据检验得到结论,即使国防开支存在积极的正外部性, 但对

与经济增长的净效应为负。而比斯瓦斯 ( 1993)使用 F-R两

部门模型对 74个欠发达国家 1981~ 1989年数据检验发现,

国防开支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 此后麦克奈尔 ( 1995)

使用拓展的 F-R模型对 10个 NATO成员国 1951 ~ 1988年

数据进行分析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而国内基于 F-R模型

的实证检验, 大多支持国防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的

结论 [ 2] [ 3]。

毋庸置疑,上述的实证研究得出了很多具有启示性的结

论,但研究中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不足, 这主要反映在研究方

法的应用上。国内研究以时间序列分析为主, 时间序列分析

的一个难点是变量的平稳性考察,因为, 大部分经济时间序



列均可能包含一个随机趋势, 这种时间序列被称为 /非平稳

性0时间序列,当用于平稳时间序列的实证方法运用于非平

稳的数据分析时, 人们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动态计量经

济理论要求在进行宏观经济的实证分析时,首先必须进行变

量的平稳性检验, 否则分析时会遭遇 /虚假回归 0 ( spur ious

regress ion) »问题,因而作出的结论在很多情况下是错误的。

1987年恩格尔和格兰杰提出的协整理论和方法为非平稳序

列的建模提供了一条途径。虽然一些经济变量本身为非平

稳序列, 但它们的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序列。这种平稳的

线性组合称为协整方程。虽然学者们通过推导能将 F-R模

型转化为线性方程的形式, 看似可能解决了非平稳序列的线

性建模问题, 但数据生成过程却难以达到协整检验的前提条

件 ) ) ) 所有变量同阶单整。F-R模型所转化的线性方程中

同时 /混杂0了水平序列和差分序列, 而一般来说, 差分序列

一般为平稳序列, 即零阶单整, 水平序列多为一阶单整, 阶数

不同导致协整检验无法进行¼。纵使我们可以对模型变量

进行修改或将所有变量进行差分处理,仍难以避免遗漏重要

解释变量、扭曲模型原意等问题。

当我们进一步梳理文献, 不难发现运用因果检验来研究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受到了一些学者的重视 ( Ko llias

1995; M adden and H aslehurst 1995; Ko llias and M akrydak is

1997),在这些研究中双向因果关系、单向因果关系和无因果

关系的结论都曾经出现过, 但缺乏统一的结果 [ 4]。这一实

证方向的出现同样也得益于计量经济的发展, 1980年 S im s

最早将 VAR模型引入经济学中, 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个内

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

型, VAR中所有变量均视为内生变量且不需要精确的理论

依据。由于经济变量中有一些变量显著相关,但却未必有意

义, 所以需要对其进行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便是基于

VAR模型的一个重要运用。 F-R模型中主观地将国防支出

视为外生变量, 而在 VAR模型中却未必, 因为 VAR模型强

调让 /数据开口说话0, 这显然更具客观合理性。如前文所

述, 理论模型结论之所以精确, 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抽象及严

格的假设前提的设定, 因为假设前提的变动能导致不同的结

论。于是, 因果检验可以视为 F-R模型在现实世界的一个基

础性检验, F-R模型的一些启示性结论仍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 可供政策建议提供思路,当然这一切都有待于格兰杰因

果检验的检验结果。

三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

(一 )变量数据

出于以上考虑, 本文最终选定因果检验法来探讨国防支

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中的数据包括:各年国防支出与

GDP。所用数据来源于 52008年统计年鉴 6以及5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6,时间跨度为 1952~ 2008年,共计 57笔。

为了平滑数据, 减少异方差, 在实证分析前,我们对国防

支出和 GDP取自然对数, 分别记为: 1n de t和 1n gdp t。图 1

为对数化数据后的走势图。从走势图来看,数据具有向上随

机趋势, 直接进行回归是虚假回归。

表 1 历年国防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

年  份
国防支出

(亿元 )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

国防支出 /

国内生产总值 (% )

1952 57184 679100 8152
1953 75138 824100 9115
1954 58113 859100 6177
1955 65100 910100 7114
1956 61117 1028100 5195
1957 55111 1068100 5116
1958 50100 1307100 3183
1959 58100 1439100 4103
1960 58100 1457100 3198
1961 50100 1220100 4110
1962 56194 1149130 4195
1963 66142 1233130 5139
1964 72186 1454100 5101
1965 86176 1716110 5106
1966 101101 1868100 5141
1967 83102 1773190 4168
1968 94109 1723110 5146
1969 126118 1937190 6151
1970 145126 2252170 6145
1971 169147 2426140 6198
1972 159139 2518110 6133
1973 145139 2720190 5134
1974 133139 2789190 4178
1975 142146 2997130 4175
1976 134145 2943170 4157
1977 149104 3201190 4165
1978 167184 3645122 4160
1979 222164 4062158 5148
1980 193184 4545162 4126
1981 167197 4891156 3143
1982 176135 5323135 3131
1983 177113 5962165 2197
1984 180176 7208105 2151
1985 191153 9016104 2112
1986 200175 10275118 1195
1987 209162 12058162 1174
1988 218100 15042182 1145
1989 251147 16992132 1148
1990 290131 18667182 1156
1991 330131 21781150 1152
1992 377186 26923148 1140
1993 425180 35333192 1121
1994 550171 48197186 1114
1995 636172 60793173 1105
1996 720106 71176159 1101
1997 812157 78973103 1103
1998 934170 84402128 1111
1999 1076140 89677105 1120
2000 1207154 99214155 1122
2001 1442104 109655117 1132
2002 1707178 120332169 1142
2003 1907187 135822176 1140
2004 2200101 159878134 1138
2005 2474196 183217140 1135
2006 2979138 211923150 1141
2007 3554191 249529190 1142
2008 4177169 300670100 1139

资料来源: 5 2008年统计年鉴6以及5新中国 50年统计资料汇编6,中国统

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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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n det和 1n gep t走势图

  因此本文要分析的是, 经济增长与国防支出的关系到底

谁是因? 谁是果? 我们将使用 VAR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对

其进行讨论。

(二 )扩展 ( L ag-Augm ented) VAR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是基于向量自回归 ( VAR )模型来定义

的, 一般分为差分 ( difference ) VAR模型和水平 ( level) VAR

模型 (即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ECM )的因果关系检验。基于

差分 VAR模型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容易使信息丧失且要求

首先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和协整关系,使其在实证检验中的应

用受到限制。当回归模型考虑协整后,正确的因果检验步骤

应采取 Toda and Ph illips( 1993)发展的方法。研究者在不关

注变量的协整性而只关注其因果关系时,或者协整性不存在

但需要研究其因果关系时, 就需要一种新的检验方法,在不

考虑变量的单整性和协整性的情况下进行变量之间的因果

关系检验 ½。Toda和 Yam am oto ( 1995)提出的 /扩展 ( L ag-

Augm en ted) VAR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0方法可以不考虑单

位根的个数和变量的协整性而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 5] , 而且

通过蒙特卡洛模拟发现, 他们的方法在样本大小稳定性

( size stab ility )方面优于 Toda and Ph illips( 1993)的方法。To-

da和 Yam am oto( 1995)方法在最近的实证检验中也受到广泛

应用, 依循 Toda和 Yam am oto( 1995), 假设有一 K阶 VAR模

型如下:

y t = A0 + Q (L )yt- 1 + et ( 1)

  式中 yt为具有 n个内生变量的行向量, A0代表常数向

量、L 为滞后运算子、Q(L )为 n @ n多项式滞后运算子矩阵,

Q (L ) = E
k

i= 1
Q iL

i- 1, et为 n @ 1随机干扰项。如果研究者

的兴趣不在单位根、协整或稳定性等问题,而只关注因果性

问题, 那只需检验下式是否成立:

H 0 BF ( < ) = 0 ( 2)

  式中 5 = (Q1, ,, QK ), < = vec(5 )即将系数矩阵 5 中

各列元素, 堆积成为一列。F (# )是具有 m 个元素的向量函

数, 代表因果检验时候,对应的系数值设定为零的限制条件,

m 代表限制条件个数。

我们可以采用似无关回归法 ( SUR )估计 ( 1)式, 滞后阶

数应取 P = K + d
m ax

, Toda and Yam am oto( 1995)证明 ( 2)式的

W ald统计量是自由度为 m的卡方分布。此外, 他们还证明

了当 VAR模型中各个方程右边的变量都相同时, SUR可以

简化为对每个单方程用 OLS进行估计。进而, 可对每一个

单方程在 OLS估计下进行 W ald检验。因大多数宏观时间

序列为 I( 1)或 I( 2), 故常将 p定为 K + 1或 K + 2,为了确保

结果的稳健性, 笔者将使用 ADF和 PP两种单位根检验法来

确定最大单整数。

表 2 变量单位根检验

变量

(水平值 )

检验类型

( C, T, P)

ADF

统计量

变量

(一阶差分 )

检验类型

( C, T, P)
ADF统计量

1n d et ( C, 0, 0 ) 2166 v 1n det ( 0, 0, 0 ) - 5100* * *

1n gdp t ( C, T, 0) - 0169 v 1n gdp t ( C, 0, 0) - 3165* * *

注: ( C, T, P)中 C、T、P分别表示常数项、趋势项、滞后阶数。* 、* * 、* * *

分别表示在 10%、5%、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最优滞后

阶数由 A IC准则选定。

表 2显示两序列分别有一个单位根的原假设不能被拒

绝,表明两序列皆是非平稳序列,与图形走势直观一致; 但其

一阶差分序列分别有一个单位根的原假设在 1% 的显著性

水平被拒绝,两序列均为 I( 1),由此确定最大单整数为 1。

VAR模型采用了多方程联立的形式, 在每个方程中,内

生变量对内生变量的滞后值作回归, 从而估计出全部内生变

量的动态关系。对 VAR( K )模型来说, 建立模型要确定最合

适的滞后阶数 K, K值不能太小, 太小则模型不能反映变量

间相互影响的绝大部分, 另一方面不能过大, 否则会导致自

由度的大量减少,直接影响模型估计的有效性。为了选取合

适的 K值, 在最大滞后 5阶内依据 AIC最小准则确定 K为

4, 并对回归残差进行了 LM序列无关检验, 发现残差无自

相关。

确定 P =K + dmax = 5后, 我们可以对整个 VAR系统进

行 SUR或 OLS回归, 限于篇幅,本文未给出 VAR( 5)的估计

结果,而只给出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因为通过检验结果,实

证分析者能够推估 VAR系统的真实内涵, 具体见表 3。

表 3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原假设 观察期 滞后期 F统计量 概率

经济增长不是国防

支出的格兰杰原因
52 5 41065 01004

国防支出不是经济

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52 5 11375 01253

表 3表明,国防支出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这一原

假设,其伴随概率为 01 253, 在常规显著性水平上均无法将

其拒绝,国防支出相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外生性; 而经济增长

不是国防支出的格兰杰原因这一假设, 其伴随概率为

01004,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能拒绝原假设。因此, 国防支

出与经济增长间只存在经济增长到国防支出的单项因果关

系,经济建设能促进国防开支,而国防开支却对经济增长没

有作用。这说明假如使用 F-R模型回归分析将会遇到内生

解释变量的问题,将导致回归结论不可信。对于这一实证结

论我们的理由是, 作为公共开支, 国防建设支出都确定为

GDP的固定比例,这导致国防开支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

但是就目前中国的实际来看, 军民脱离比较严重, 国防支出

的外部性不能很好地带动民用部门的发展, 国防开支对国民

经济的正效应无法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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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

根据扩展 ( L ag-Augm ented) VAR模型的因果检验可知,

国防开支无法对经济建设带来正向的推动作用。一个很大

的可能便是投资结构不尽合理, 军民没有有机结合, 军工投

资带来的外部效应没有渗透到民用部门。对此笔者认为应

进一步深化国防体制改革,全面贯彻 /军民结合,寓军于民 0

精神, 扩大和提升我国军民结合型产业规模和水平, 推动我

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我国军民结合

产业跨越式、可持续发展。

发展和培育军民结合型产业。提升军民结合产业地位,

培育一批规模和技术优势明显、带动作用大、市场竞争力强

的军民结合型骨干企业和军民双向转移项目,加快信息化带

动军民结合产业现代化进程。

推进非公经济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鼓励和引导非

公有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支持民营企业与军工

集团开展项目合作与技术对接 ,鼓励和扶持一批民用企业参

与国防和军民结合产业发展与建设。鼓励非公有资本对军

品科研生产项目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

企业参与军工企业改组改制。

促进军民结合产业技术创新。大力推进军民结合基础

技术研究、高技术研究和军民两用人才培养和交流, 促进自

主创新能力提升, 支持一批 /高校科研院所0参与国防科研

和军民结合技术创新。加快军民结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

学研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平台建设,推动军民结合企业自主

创新。

注释:

¹ 并不像军事凯恩斯主义所言, 国防支出作为公共开

支的一部分, 公共投资增加调高利率挤出私人部门投资, 于

是国防支出仅仅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 Feder-Ram 模

型的合理性使其倍受实证分析者的青睐, 下文将简称为 F-R

模型。

º 两部门是指经济分为国防部门和非国防部门, 三部

门又将非国防部门细分为民用和非民用部门。

» 所谓伪回归现象,是指当变量服从单位根过程时,既

使变量之间不存在任何线性关系, 回归后得到的系数估计值

也有显著的 t统计值和较大的 R方值, 如果就这样用 t统计

值或 R方值作判断, 就容易形成错误的结论。

¼笔者检验了两部门 F-R模型中所涉及的变量, 所有

变量并非同阶。

½ 笔者对 1n de
t
和 1n gdp

t
两变量进行了 Johansen协整

检验,无论是迹统计量亦或最大特征根统计量在常规显著性

水平均表明二者不存在协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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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ality Test of Defense Spending and Econom ic Grow th Based

on Lag-Augm ented VAR M odel

AN Chen

(X iang tan University, X iang tan 411105, China )

Abstrac t:  The ve la tionsh ip of defense spending and econom ic grow th has always been the fo cused topicforeconom ists. Scho lans

have been find ing the theo re tica l basis fo r expla in ing the ve la tionsh ip betw een them but the conc lusions are often unce rtain. What is on

ea rth the re la tionslip be tw een Ch ina s' defense spend ing and econom ic g row th needs em pir ica l tests. By the comm en ts of the prev ious em-

p irica l literature and emp irical data ana ly sis, the a rtic le chooses Lag-Augm ented VAR m ode l to test the causa lity o f Ch ina. s defense

spend ing and econom ic grow th. The conc lusion proves tha t there is on ly one-w ay causation from econom ic grow th to defense spending.

K ey words:  defense spending;  econom ic grow th;  causa lity test;  the com b ina tion o f m ilitary and c iv il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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