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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间数灰理论的短期经济增长波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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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多属性区间数排序及决策普遍存在于工程系统及社会经济系统之中#它是决策理

论与方法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以往的经济增长波动研究多局限于长周期经济增长波动研

究#研究方法多采用统计学相关知识% 本文将多属性区间数排序及灰关联度理论结合在一起#

通过对基于bUc增长的多属性影响因素来构建多属性波动区间数#并采用灰关联度相关计算

算法#应用于国民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质量监测#最后通过实证分析来证明这一方法在实践中

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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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增长波动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个常

态!自 #H 世纪初以来!西方经济学者就提出了基

于经济增长波动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以定量的方

法对经济周期进行定量分析和预测" 在国外!

d./:,-$!""#%

/#0

&1+]5- 和 b7(?/7($!""I%

/!0应用

频谱时间表来分析界定经济周期&b5.--+-7和

e7582/5-$!""I%

/G0则采用 B&eV脉冲响应系数分

析经济周期!A-3/7$!""N%

/$0应用非线性模型预测

经济周期!;7-3+7827.等$!""I%

/N0提出了一种新

的改进马尔科夫模型并用来预测经济周期及其走

势" @]7?<和 S+,?7(<$!""L%

/I0应用贝叶斯似然

法研究美国经济增长波动规律" 在国内!董进

$!""I%

/L0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周期进行了定量测

度研究#孙小英&陈杰&杨荣$!""H%

/%0对经济波动

特征进行了研究#陈乐一$!""L%

/H0对经济波动周

期的阶段性进行了分析" 上述研究均基于经济增

长长周期!对于短期经济增长波动的定量研究较

为少见" 事实上!在短期内$一年以内%宏观经济

增长的波动更能影响决策者所做的决策" 影响短

期经济增长波动的因素很多!6.9/+(和 S++0+(:

$#HHH%

/#"0认为衡量经济波动的方法就是看总产

出和其他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两者之间的长期趋

势的偏离程度" 用来衡量宏观经济波动的指标很

多!例如总产出&就业&收入&贸易等!其中最重要

的指标是bUc

/##0

" 本文即采用 bUc来研究短期

经济增长波动" 影响 bUc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

资&消费和出口!因此在本文里主要以固定资产投

资波动&国内零售商品总额波动和出口总额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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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指标来研究短期内经济增长波动质量" 在这里

我们将固定资产投资波动&国内零售商品总额波

动和出口总额波动等指标每两个月变动的数字作

为一个区间数!这是一类具有不确定性变动区间

的区间数!基于bUc波动的影响因素众多" 在决

策理论中!对于具有不确定性区间数的多属性灰

关联度研究比较少见!但已经开始引起重视" 例

如灰色关联决策方法研究 $罗党& 刘思峰!

!""I%

/#!0

&具有区间数的多属性决策问题的分析

方法$樊志平&张全!#HH%%

/#G0

&基于区间灰色区间

数的多准则决策方法$王建强&王君!!""H%

/#$0等"

本文将多属性决策做了一个转化!因为多属性决

策即为有限方案多目标决策!要将各个方案进行

优劣排序!从而选出最优方案!因此本文将短期内

各个波动区间数进行灰关联度的排序!就可以大

致看出短期内经济增长波动的质量好坏!供经济

决策者参考"

二$基于区间数灰关联度理论的经济

增长短期波动质量监测理论模型

"一#区间数的构成

定义 #D设;为实数!称闭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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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化为普通的实数"

在本文里!将以每个月我国统计局公布的经

济运行数据为依据!以每两个月的各项数据构成

一个区间数并做相应的计算排序"

"二#灰关联度理论及其模型

设某一研究范围内的分析方案全体称为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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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和增加方案的可比

性!可利用灰色极差变换公式进行变换!对利润效

益型的指标目标值!其变换公式有两种!一种是可

以采用 6Fc@_@ 法$6782-54,70+(F(:7(c(70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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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另外一种方法是采用灰关联度中的无量纲转

化法!即对效益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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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对成本型的指标目标值!其变换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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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标准化处理" 本论文中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法"

定义 #D标准化后的方案效果评价向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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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D设各个指标的权重向量为 "

D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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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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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一般地 "

D由决

策者给出" 若目标权重向量 DY$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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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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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以根据多属性决策分析的加权法则确

定各个波动区间的综合评价值"

"三#基于风险偏好的最优方案!最大灰色区

间关联度(#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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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关联子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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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风险偏好母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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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灰色区间关联系数!$1Y#!!!2!)#

?Y#!!!2!/%"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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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式$%%为方案=

1

的效果评价向量关于风险偏

好最优方案想效果评价向量的灰色区间关联度!

并简称为方案 =

1

关于风险偏好最优方案的灰色

区间关联度" 其中
##

/"!#0为分辨系数或比较

环境调节因子"

"四#基于风险厌恶的最优方案!最小灰色区

间关联度(#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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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

为关联子因素关于风险厌恶母因素 @

P

?

$

&

%的灰色区间关联系数!$1Y#!!!2!)#?Y#!

!!2!/%" 则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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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Y#!!!2!)%为方案=

1

的效果评价向量关于风

险厌恶最优方案效果评价向量的灰色区间关联

度!并简称为方案=

1

关于风险厌恶最优方案的灰

色区间关联度" 其中
##

/"!#0为分辨系数或比

较环境调节因子"

"五#具体算法

第一步!利用公式$#% $!%或$G% $$%对初始

评价向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各个方案标准化

的效果评价向量#

第二步!利用公式$N%$I%计算出排序区间的

理想区间效果评价向量#

第三步!利用灰区间关联系数公式$L%或$H%

计算出各个方案的灰色关联度判断向量式#

第四步!利用灰色区间关联系数公式$%%计

算各方案与理想方案之间的灰色区间关联度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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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Y#!!!2)%#

第五步!按照灰关联度 E$@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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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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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Y#!!!2)%的值的从大到小的顺序给出各个波

动区间的优劣排序!其中关联度 E$@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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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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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Y#!!!2)%的最大值对应的方案为最优

波动区间"

三$实例研究

下面运用国家统计局每个月公布的我国宏观

经济运行指标进行基于区间数灰关联度理论的短

期经济增长波动质量监测实证分析" 我们采用的

数据是国家统计局于 !""H 年 H 月至 !"#" 年 I 月

之间公布的数据!波动区间假定为 ! 个月一次波

动!其构造的区间数如表 # 所示"

表 #D短期经济增长波动区间数

波动区间 投资$!

#

% 消费$!

!

% 出口$!

G

%

!"#"FN PI$=

#

%

/!" I#N!G" I%H0 /#! $NN!#! GG"0 /# G#LFI!# GL$F""0

!"#"FG P$$=

!

%

/#I LLH!#I HN"0 /## G!!!## N#"0 /# #!#F#!# #HHF!"0

!"#"F# P!$=

G

%

/#G "#$!#G "#$0 /!N "N!!!N "N!0 /H$NF!G!# "H$FLN0

!""HF## P#!$=

$

%

/#L H!$!!N N"N0 /## GGH!#! N#"0 /# #GIFNG! # G"LFG"0

!""HFH P#"$=

N

%

/#L NGG!!" #H!0 /#" H#G!## L#%0 /# #NHFG!# #"LFI"0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每月公布的经济统计数据整理而成

DD由于上述数据意义不一!为便于比较运用公

式$G%&$$%!需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无量纲处理

后的标准化具体数据见表 !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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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标准化指标值

波动区间 投资$@

#

% 消费$@

!

%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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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0 /")HNI "!")%L% N0 /")%I% 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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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L0 /")!$! $!")GL" #0 /")$#" !!")NH! 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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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 %!")L"I L0 /")!I$ #!")HH" #0 /")$$I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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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L!")$"I #0 /"!")$HH #0 /")$HH G!")GL% L0

DD随后利用公式$N%&$I%计算风险偏好波动区

间效果评价向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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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G" "!D#0!/#!D#0!/"F%I% N!D#0%

DD利用灰色关联公式$L%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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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GGG G!"FNHL #!#F"""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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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GGG G!#F""" "!"FG%G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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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H G!"F%GG G!"FIII L%$?A#!!!G%

利用公式$L%及公式$%%!在利用公式$%%的过程

中!对于各个指标的权重向量 "

DY$D

#

!D

!

2D

)

%

的给定则是依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的统计资料!按

照投资&消费及出口对bUc的贡献度来确定各自

的权重向量!具体见表 G 所示"

表 GD中国三大需求对bUc的贡献率"Z#

指标与年份 #HHH !""" !""# !""! !""G !""$ !""N !""I !""L 前三季度

投资贡献率 !G)L !!)$ N")# $%)% IG)L NN)G GL)L $#)G $#)I

消费贡献率 L$)L IN)# N")" $G)I GN)G G%)L G%)! GH)! GL

净出口贡献率 #)I #!)N P")# L)I #)" I)" !$)# #H)N !#)$

DDD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经济统计数据整理而成

DD本文中投资&消费及净出口对bUc的贡献度

以 !""L 年前三季度的数据来确定各自的权重向

量!其权重向量分别为 ")$#I!")GL!")!#$)

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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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因此各个波动区间的优劣排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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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的经济增长短期波动区间排序可以

看出!!""H 年 H 月-#" 月以来的经济增长波动从

风险偏好的最优灰关联度的角度看!宏观经济增

长区间波动的趋势整体趋好!但 !"#" 年 G-$ 月

份的波动趋坏!而 !"#" 年 N-I 月份的波动区间

又为最优!说明宏观经济短期波动较大!经济增长

有大起大落的风险"

基于同样的理论及计算原理!可以得出基于

风险厌恶的最优区间的灰色区间关联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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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其各个波动区间的优劣排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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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险厌恶的最优灰关联度的角度看!宏观

经济增长区间波动的趋势整体趋好!但 !"#" 年

#-! 月份的波动为最优!而 !"#" 年 N-I 月份的

波动区间又为最差!同样说明宏观经济短期波动

较大!经济增长有大起大落的风险!这与当前经济

发展的实际情况大致吻合"

由于风险偏好的不同!在宏观经济增长区间

波动的排序中可以清楚看出!从风险偏好的最优

灰关联度的角度看!!"#" 年 N-I 月份的波动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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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最优!而从风险厌恶的最优灰关联度的角度

看!!"#" 年 N-I 月份的波动区间为最差!这种结

论也能符合风险偏好与风险厌恶两者之间观点的

尖锐对立状况"

本文应用的两种灰色关联决策方法在实际应

用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判断结果!这是因为不同

的决策者通常是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和决策问题

的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灰色关联分析判断方法"

风险偏好者会倾向于选用基于风险偏好的最大灰

色关联度方法!风险厌恶者则会选择最小灰色关

联度方法"

四$结束语

本文运用区间数理论构造了经济增长短期波

动区间数!并运用灰色关联度理论中的最大与最

小灰色关联度理论及其算法对 !""H 年 H 月-

!"#" 年 I 月之间的中国经济增长波动情况进行

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证明这一方法的合理性及

其算法的有效性!对于监测国民经济增长短期波

动质量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虽然文中对区间数

理论和灰色关联度理论的结合在经济波动方面的

应用做了一些尝试!但在如何科学有效地构造经

济波动区间&如何结合风险偏好与风险厌恶的灰

色关联分析&如何保证监测的精确性等方面尚未

论及!有待于今后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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