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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的发展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但广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经济效应尚待深
入研究# 基于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替代作用"将人工智能投资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比
较静态分析和短期动态分析考察人工智能发展对通胀动态的影响# 稳态分析表明$人工智能投资
效率提高和使用范围扩大均会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产出水平"但对长期或趋势通胀没有影
响%在人工智能发展初级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引起实际工资下降"而在相对高级阶段人工智能
的发展会引起实际工资上升# 短期动态分析显示$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提高"无论是投资效率的
提高还是使用范围的扩大"都会导致通胀及实际边际成本对偏好冲击和技术冲击等外生冲击的反
应变弱# 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使通胀动态与实际经济活动变化间的联系减弱"其原因是人工智能对
劳动的替代作用使工资调整不再是应对外生冲击的必然选择"进而改变了外生冲击通过影响工资
来影响通胀的传导机制# 因此"发展人工智能在促进生产率提升和产出增长的同时"还会改变宏
观经济变量间的传导机制"进而对通胀等政策调控目标变量的准确预测以及政策调整和实施的有
效性带来新的挑战"也为金融理论研究提出新的课题#

关键词"人工智能%通货膨胀%实际工资%边际成本%偏好冲击%技术冲击%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4&#;<2!2$%"%"%"#;"""2;22

一&引言
近年来#机器学习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自动化技术进步#人工智能从一个专业领域内少数研究

者知晓的概念逐渐成为社会大众热议的话题& ABCDED)等!%"2<"指出#人工智能将在就业%思维方式%科学
管理与决策的等众多领域改变人类的传统模式#并使人们的行为和思考方式产生重要变革'2(

& 人工智能的
发展引起各国决策者%政府和研究者的密切关注& %"2&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在多伦多召开专题研讨会#

对)人工智能经济学*进行专业研讨& %"23年3月#欧盟中央银行设立专场研讨会讨论人工智能发展对欧盟

2



各国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通过人工智能发展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形成经济
增长新动能& 中国政府将发展人工智能看作事关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从
战略高度对发展人工智能给予高度重视&

决策者和政府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视使这一话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在经济研究领域#国外学者借
助经济增长模型#主要考察人工智能发展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公共政策及就业的影响!FGCBGH

D)#%"24"

'%(

& AIGJ(B)-和KG9HCGL(!%"2<"及ABM8(:等!%"2&"分析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A-H(C

!%"2="及A-H(C和ND)(J(:9!%"23"则主要考察人工智能对就业%工资及收入不平等的影响'=;4(

& 国内学者也
进行了类似研究#如陈彦斌等!%"23"研究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郭凯明
!%"23"则分析人工智能与产业结构升级及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之间的关系'<(

& 这些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
侧重稳态分析#研究主题也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发展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的关系& 此外#陈利锋和钟
玉婷!%"%""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人工智能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3(

#余玲铮等!%"23"使用微观调
查数据分析机器替代人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2"(

& 总体上看#现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较少涉及短期动态
分析#在研究内容上较少考察人工智能对通胀的影响& 事实上#@-GO8和PDGMD9M8!%"23"指出#人工智能发
展对通胀可能产生重要影响'22(

$Q8)IMC89H和>DOCD69GO!%"23"也认为#分析人工智能时代的通胀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尤其是对于实行通胀盯住目标制的国家更是如此'2%(

& 不过#这些研究均未进一步分析人工智能发
展对通胀会产生何种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 因此#有必要分析人工智能时代通胀的动态特征和人工智能
发展对通胀的具体影响及其内在机制&

在货币经济学领域#分析货币政策效应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即+R;/NQS"框架得到广泛
使用!QD)8T#%"2<"

'2!(

& 这一框架最早由著名宏观金融学者U((VW(CV提出#其通过在模型框架中引入产品市
场%劳动力市场摩擦及垄断竞争等实现了对现实数据较好的拟合#并逐渐成为货币理论和政策分析的主流
框架& 因此#本文基于+R;/NQS分析框架#借鉴AIGJ(B)-和KG9HCGL(!%"2<"的研究'!(

#将人工智能作为一
种生产要素引入模型#并使用比较静态分析和短期动态分析两种方法考察人工智能发展对通胀的影响&

相比已有相关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构建包含人工智能资本的+R;/NQS模型#对传统/NQS

模型及其应用进行有价值的新拓展$二是弥补现有文献对人工智能发展影响通胀动态研究的不足$三是同
时考察人工智能发展对通胀的长期静态影响与短期动态影响$四是区分了两种情形的人工智能发展!即人
工智能投资效率提高和人工智能使用范围扩大"的经济效应&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为+第二部分构建一个
包含物质资本与人工智能资本的+R;/NQS模型$第三部分对模型参数进行校准#并评价模型仿真数据与中
国现实数据的拟合程度$第四部分分别使用比较静态分析和短期动态分析方法考察人工智能投资效率提高
和人工智能使用范围扩大对通胀的影响#并分析在人工智能发展条件下通胀与边际成本的联系$第五部分
对本文的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启示&

二&模型设定
基于U((VW(CV!%""!"提出的+R;/NQS框架'2#(

#结合AIGJ(B)-和KG9HCGL(!%"2<"关于人工智能的设
定'!(

#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包含人工智能的+R;/NQS框架& 传统宏观经济分析中#往往将资本等同于物质资
本#其对于人工或者劳动力具有互补性+生产过程中必须同时投入人工和资本#否则无法进行生产& 然而#

人工智能的出现使生产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对人工具有替代性的资本#即人工智能资本#其与传统经济学
中的物质资本存在显著差异& SVG:和QDBBD)!%"2<"在对现有研究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指出#人工智能通常
可物化为资本#符合传统宏观经济学中物质资本的概念#但这一资本与物质资本存在明显差异#因为这一资
本的发展可以完全替代劳动力投入'2=(

& 另外#人工智能资本与人力资本也存在显著差异& 依据主流宏观经
济学对人力资本的定义#人力资本需要与劳动力本身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离开了劳动力#人力资本将无法
参与生产过程& 与之不同#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其产生的目的是替代人工& 因此#有必要将人工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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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资本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引入模型&

27人工智能资本投资
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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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表示人工智能资本和人工智能资本投资#参数
!

$

和
"

$

分别表示人工智能资本折旧率
和投资效率#那么!

"

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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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表明#人工智能资本存量为未折旧的人工智能资本与新投资人工智能之和& 人工智能投资带有一
定的专用目的#因而投资目的改变将产生调整成本%

$

!&"#即+

$%

$

#

$

"

!

( )
"

Y

#

$

%

#

$

"

!

"

Z

!( )$
%

!%"

%7生产过程
定义'

"

表示产出$(

"

表示技术进步$参数
$

表示物质资本与复合劳动投入)

"

的替代弹性$

%

*

表示物质
资本在产出中的贡献份额& 那么#经济中的产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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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劳动投入由人工智能!

"

和劳动力投入,

"

构成& 定义参数
%

$

表示!

"

在)

"

中的占比#其度量人工
智能的使用范围$定义参数-表示人工智能对人工替代弹性#那么)

"

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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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模型经济供给面的菲利普斯曲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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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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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通胀和边际成本#

'

和
(

/

为常数系数& 方程!="将通胀与预期通胀%边际成本
联系起来#外生因素可以通过影响通胀预期和边际成本而对通胀产生作用& 与产品市场对应#劳动力市场
存在一个将人工成本!工资膨胀"

.

&

3

"

与实际工资.

3

"

联系起来的工资菲利普斯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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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4%

)

"

为消费与闲暇的边际替代率#

(

3

为常数系数& 方程!4"将工资膨胀与预期工资膨胀%消费与
闲暇的边际替代率%实际工资联系起来#外生因素可以通过影响预期工资膨胀%劳动力关于消费与闲暇的最
优决策%实际工资来影响工资膨胀&

!7家庭效用函数&货币政策与外生冲击
定义2

"

%,

"

分别表示消费和就业#

)

5

"

为偏好冲击#参数
*

度量就业在效用中的权重#

+

为就业弹性系数#

家庭效用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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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王博等!%"23"关于中国货币政策的设定'24(

#模型经济中的货币政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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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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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名义利率#

.

'

"

表示产出缺口#

,

表示利率惯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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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表示名义利率对通胀和产出缺口
的反应系数& 模型经济中包含技术冲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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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

>

表示技术冲击与偏好冲击的持续性#?

>

"

是技术冲击与偏好冲击的外生成分#其服从均值为"%

方差为
-

%

>

的白噪声过程& 偏好冲击代表影响经济中需求侧的因素#技术冲击则代表影响经济中供给侧的
因素& 在本文的模型经济中#外生因素对需求侧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家庭的消费需求%物质资本投资以及
人工智能资本投资来影响整个宏观经济+外生干扰因素则通过改变家庭资源禀赋在消费%物质资本投资和
人工智能资本投资之间的配置#改变经济中物质资本品价格和人工智能资本价格#进而改变企业的生产行
为和产品价格#并逐渐传导至整个模型经济& 而代表企业生产能力的技术冲击对模型经济的影响更加直
接#技术冲击改变企业的生产能力#继而影响企业各种要素投入变化%产品价格和总产出#进而影响整个模
型经济& 为便于分析#本文设定偏好冲击与技术冲击的大小均为2个单位标准差&

三&参数校准与模型评价
首先对模型进行参数化处理& 由于这一领域国内外相关研究数据较少#本文模型中涉及的参数无法使

用贝叶斯方法进行估计& 因此#采用相近研究已经获得的参数估计值对本文模型中涉及的参数进行校准&

在参数校准的基础上#使用二阶矩匹配方法+计算人工智能发展条件下宏观经济变量的二阶矩#并与中国实
际数据的二阶矩进行匹配#进而考察本文模型数据与现实数据的匹配程度&

27参数校准
需要校准的参数包括基本参数与人工智能相关参数两类& 对于基本参数#尽量选取相近研究中估计的

数值$对于人工智能参数#由于目前国内外相近研究较少#相关研究也基本使用参数校准方法#因而主要选
择国内外相近研究中的校准数据& 具体的参数校准值及其来源见表2&

表2$参数校准
参数 参数含义 校准值来源 取值

基本参数
'

贴现因子 中国%""%年2季度至%"2<年#季度物价数据估算值 "*3<

+

劳动力供给弹性 范爱军和卞学宇!%"2<"

'2&(

"*324

$

物质资本与复合劳动的替代系数
,-9H8:8D:(等!%"2""

'2<(

"*=

"

*

物质资本投资效率参数 许光建和许坤!%"23"

'23(

%陈利锋!%"23"

'%"(

2

*

就业在效用中的权重 范爱军和卞学宇!%"2<"

'2&(

%]G和̂-!%"24"

'%2(

%

,

名义利率惯性 王博等!%"23"

'24(

%王立勇和纪尧!%"23"

'%%(

"*<

;

/

名义利率对通胀的反应系数 王博等!%"23"

'24(

%王立勇和纪尧!%"23"

'%%(

2*%=

;

<

名义利率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 王博等!%"23"

'24(

%王立勇和纪尧!%"23"

'%%(

"*%=

人工智能相关参数
!

$

人工智能资本折旧率 郭凯明!%"23"

'<(

"*"#

#

$

人工智能资本调整成本参数
]G和̂-!%"24"

'%2(

2&*=

- 人工智能对人工的替代弹性 郭凯明!%"23"

'<(

%*=

"

$

人工智能投资效率
FGCB等!%"24"

'%(

2

%

$

人工智能的使用范围 郭凯明!%"23"

'<(

"*"#

需要说明的是#表2中仅给出了人工智能投资效率参数
"

$

和人工智能使用范围参数
%

$

的基准取值#由
于这两个参数代表了人工智能发展情况#因而可以通过敏感性分析方法考察这两个参数改变对模型分析结
果产生的影响#从而更为精确地分析人工智能发展产生的影响& 参考AIGJ(B)-和KG9HCGL(!%"2<"的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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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将人工智能投资效率参数
"

$

取值设定为"%2 和%#将人工智能使用范围参数
%

$

设定为"%"*"# 和
"*"<#代表不同的人工智能发展状况+当

"

$

和
%

$

取值为"时#表示人工智能尚未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当
"

$

取值为2%

%

$

取值为"*"##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但人工智能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

当
"

$

取值为%%

%

$

取值为"*"<时#表示人工智能发展处于相对高级阶段&

%7模型评价
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中#二阶矩匹配方法经常用于评价模型数据与现实数据的拟合程度

!QD)8T#%"2=$李向阳#%"23"

'%!;%#(

& 这一方法通过计算模型仿真数据的二阶矩并将其与现实数据的二阶矩进
行匹配#比较模型仿真数据与现实数据的接近程度#进而可以判断模型对于现实数据的拟合程度& 具体而
言#通常使用模型仿真数据与现实数据的标准差比值和相关系数这两个指标进行匹配& 表%给出了相应的
二阶矩匹配的结果#其中

-

><

表示模型仿真数据与现实数据的标准差之比#

,

><

表示模型仿真数据与现实数据
的相关系数& 由于人工智能方面时间序列数据的缺失#本文未能进行人工智能相关变量的二阶矩匹配& 不
过#选择产出%就业%物质资本投资%通胀%工资膨胀以及消费等宏观经济指标#一方面符合以往相近研究的
惯例#另一方面也基本上可以反映宏观经济整体状况& 与模型中的变量定义一致#产出采用剔除政府支出
和净出口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就业采用城镇单位就业数据#通胀采用环比处理后的?_1数据#工资膨胀采
用环比处理后的全国工资总额数据#消费和投资采用支出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 所有数据均来源于
中经网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表%$模型仿真数据与现实数据的二阶矩匹配
指标 产出 就业 物质资本投资 通胀 工资膨胀 消费
-

><

2*!2 2*%& 2*#% "*<3 "*<= 2*%3

,

><

"*&& "*<3 "*<2 "*<< "*<3 "*&4

表%显示#在
"

$

取值为2%

%

$

取值为"*"#的基准情形下#模型仿真的产出%就业%物质资本投资以及消费
等宏观经济变量数据的标准差与中国%""%年2季度至%"2<年#季度实际数据的标准差之比大于2#即这些
宏观经济变量的模型仿真数据表现出比现实数据更大的波动性$而通胀和工资膨胀的模型仿真数据与实际
数据的标准差之比小于2#表明这两个变量的仿真数据表现出比实际数据较小的波动性& 因此#标准差匹配
的结果表明#相比现实数据#本文所构建的模型夸大了产出等实际变量的波动性#但也缩小了通胀%工资膨
胀等名义变量的波动性& 从模型仿真数据与现实数据的相关系数看#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均超过"*&#表明模
型仿真数据较好地拟合了现实数据& 总体来看#尽管模型仿真数据与中国现实数据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较好地拟合了现实数据#换言之#模型可以较好地反映现实经济中相关变量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变化趋势&

四&模型分析
借鉴朱军和许志伟!%"2<"以及陈利锋!%"23"等的研究'%=('%"(

#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来观察人工智能投资
效率和使用范围对宏观经济稳态的影响#以发现人工智能发展产生的长期宏观经济效应$同时#使用动态分
析来考察人工智能发展对通胀产生的短期影响#以明确人工智能不同发展阶段下通胀的动态特征及其与边
际成本的联系&

27比较静态分析
比较静态分析的对象为模型经济的稳态#即通过比较不同情景下各宏观经济变量的稳态发现其长期变

化趋势& 基于校准的模型#表!和表#分别给出了不同人工智能投资效率和使用范围对应的产出%实际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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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人工智能投资%人工智能资本%通胀以及劳动生产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稳态值& 可以发现+!2"人工智能
投资效率提高和使用范围扩大将引起稳态总产出'%稳态人工智能资本投资#

$

%稳态人工智能资本!以及稳
态劳动生产率'

,

增加$!%"人工智能投资效率提高和使用范围扩大将引起稳态实际工资先下降后上升$!!"

人工智能投资效率提高和使用范围扩大并不能引起稳态通胀
&

/发生改变&

表!$不同人工智能投资效率下的经济稳态

变量 含义 情景
N2+

"

$

Y" N%+

"

$

Y2 N!+

"

$

Y%

' 总产出 "*<2# 2 "*<!! # "*<&# 3

3 实际工资 "*&%" < "*&2% " "*&!! <

#

$ 人工智能资本投资 ; "*""% = "*""& =

! 人工智能资本 ; "*"&= "*#!

&

/ 通胀 2 2 2

'

,

劳动生产率 %*%&% < %*!#2 & %*#&< =

表#$不同人工智能使用范围下的经济稳态

变量 含义 情景
N2+

%

$

Y" N%+

%

$

Y"*"# N!+

%

$

Y"*"<

' 总产出 "*<2< < "*<!! # "*<<# <

3 实际工资 "*&!4 # "*&2% " "*&=4 "

#

$ 人工智能资本投资 ; "*""% = "*"2= 2

! 人工智能资本 ; "*"&= "*!&< 3

&

/ 通胀 2 2 2

'

,

劳动生产率 %*%&% 4 %*!#2 & %*=%2 =

因此#基于表!和表#的分析结果可以认为+!2"人工智能的发展#无论是投资效率的提高还是使用范
围的扩大#均有助于增加经济中的人工智能投资和人工智能资本存量$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有助于提高
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产出增长& !%"由于稳态代表了一种长期趋势#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影响经济中的长
期或者趋势通胀& !!"从长期趋势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实际工资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这一发现与余玲
铮等!%"23"以及陈利锋和钟玉婷!%"%""的研究结果一致#其均认为人工智能对实际工资的影响并非线性#

替代效应与生产率效应的相互作用导致人工智能发展对实际工资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2"('3(

& 在人工智
能发展的初级阶段!投资效率不高%使用范围较小"#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引起劳动力需求下降#进而导致实际
工资下降!AIGJ(B)- GHD)#%"2<"

'!(

$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相对高级阶段!投资效率较高%使用范围较广"#人工
智能的发展则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实际工资增加!NHG̀G:9(:#%"23"

'%4(

&

%7短期动态分析
稳态分析仅能反映人工智能发展对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趋势性影响#然而现实经济往往由于各

种外生因素的干扰而无法处于稳态#因而有必要进行短期动态分析& 通过短期动态分析可以了解外生因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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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对决策者关注的宏观经济变量产生的影响#继而可以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如货币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QD)8T#%"2<"

'2!(

&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短期分析主要考察人工智能发展对通胀的影响& 由于方程!="显示
外生因素通过影响实际边际成本来影响通胀#因而考察人工智能发展对边际成本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其影响
通胀的传导路径&

图2显示了不同人工智能投资效率下通胀及实际边际成本对偏好冲击和技术冲击的脉冲响应#可以发
现+!2"积极的偏好冲击引起通胀和实际边际成本上升#积极的技术冲击引起通胀和实际边际成本下降#并
且技术冲击对通胀和边际成本的影响大于偏好冲击& 这与QD)8T和P(:DIG))8!%"24"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

& !%"从偏好冲击的脉冲响应看#当人工智能投资效率参数
"

$

取值为"时偏好冲击引起通胀的峰值上
升近4*=a2"

Z!个刻度单位#当
"

$

取值为2时通胀的峰值上升近=*<a2"

Z!个刻度单位#当
"

$

取值为%时通胀
的峰值上升近=*%a2"

Z!个刻度单位& 这一现象表明#随着人工智能投资效率的提高#偏好冲击对通胀的影
响逐渐减小& !!"从技术冲击的脉冲响应看#当人工智能投资效率参数

"

$

取值为"时通胀最大下降"*"#个
刻度单位#当

"

$

取值为2时通胀最大下降"*"!=个刻度单位#当
"

$

取值为%时通胀最大下降"*"!%个刻度
单位& 可见#随着人工智能投资效率的提高#技术冲击对通胀的影响也逐渐变小&

图2$不同人工智能投资效率下通胀和边际成本的脉冲响应

显然#基于图2可以认为#人工智能投资效率越高#偏好冲击和技术冲击下通胀的反应幅度越小& 换言
之#随着人工智能投资效率的提高#通胀对外生冲击的反应减弱& 同时#基于图2还可以发现#当人工智能投
资效率不断提高时#无论是对于偏好冲击还是技术冲击#实际边际成本的反应幅度也逐渐减小+

"

$

取值为"%

2和%时#偏好冲击下实际边际成本上升的最大幅度分别为"*"<%"*"&=和"*"4<个刻度单位#技术冲击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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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边际成本最大下降幅度分别为"*!<%"*!!和"*%&个刻度单位&

图%给出了不同人工智能使用范围下通胀及实际边际成本对偏好冲击和技术冲击的脉冲响应#可以发
现+!2"积极的偏好冲击引起通胀和边际成本上升#而积极的技术冲击则引起二者下降#技术冲击对通胀和
实际边际成本的影响大于偏好冲击& !%"人工智能使用范围参数分别取值为"%"*"#和"*"<时#偏好冲击下
通胀最大上升幅度分别为4*=a2"

Z!

%=*<a2"

Z!和#*4a2"

Z!个刻度单位#实际边际成本最大上升幅度分别为
"*"<%"*"&=和"*"4个刻度单位& !!" 人工智能使用范围参数分别取值为"%"*"#和"*"<时#技术冲击下通
胀最大下降幅度分别为"*"#%"*"!=和"*"!个刻度单位#实际边际成本最大下降幅度分别为"*!<%"*!!和
"*!"个刻度单位& 因此#随着人工智能使用范围的扩大#偏好冲击和技术冲击下通胀及实际边际成本的反
应幅度也逐渐变小& 换言之#人工智能使用范围扩大也使得通胀和实际边际成本对外生冲击的反应变弱&

图%$不同人工智能使用范围下通胀与边际成本的脉冲响应

结合图2与图%可以认为#无论是人工智能投资效率提高#还是人工智能使用范围扩大#人工智能的发
展均使通胀和实际边际成本对外生冲击的反应变弱& 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货币政策实践中#

通胀是央行关注的重要宏观经济指标#这一指标不仅关乎物价稳定#还关乎整个宏观经济稳定& 本文研究
结论表明#发展人工智能会使通胀对外生冲击的反应变弱& 这意味着#在人工智能时代#央行需要充分考虑
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作用#以科学合理评价外生因素对通胀的影响#进而达到更好地稳定通胀的目标&

那么#是何种原因导致人工智能发展使通胀对外生冲击的反应减弱, 基于方程!="即经济中的菲利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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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曲线可知#外生因素通过影响实际边际成本来影响通胀& 结合图2和图%可知#人工智能发展使实际边际
成本对外生冲击的反应减弱#那么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通胀对外生冲击的反应也相应地减弱& 从理论机制
上讲#依据QD)8T!%"2<"的研究#实际边际成本可以表示为产出缺口和实际工资的函数'2!(

#即+

$12

)

"

Y2

2

.

'

"

X

.

3

"

!2""

其中#2

2

为参数& 当生产过程中未使用人工智能时#企业应对外生冲击的办法是调整工资#因而实际边
际成本对外生冲击的反应相对强烈& 但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企业可以在生产过程中投入人工智能& 由于
人工智能对人工具有替代作用#因而外生冲击发生之后#调整工资不再是企业的唯一选择#企业可以通过调
整人工智能投入来应对外生冲击的影响& 这改变了传统+R;/NQS模型中外生冲击的传导路径+传统+R;

/NQS模型中#技术冲击%偏好冲击等外生冲击发生之后#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受到影响#企业工资会发生相
应变化#工资调整则会引致实际边际成本变化#最终影响通胀和各个宏观经济变量$但当人工智能在经济生
产中得以运用时#外生冲击发生之后#调整工资并不是企业必然的选择#人工智能的投资及使用改变了劳动
力市场条件#导致实际边际成本对外生冲击的反应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而减弱#与之对应#通胀对外生冲击的
反应也减弱& 显然#这一结论与̂G))G:!%"2&"以及?D:H(CG和@CG-:V!%"%""的研究一致#其发现近年来美国
的通胀动态与实际经济活动变化之间的密切联系正在消失'%<;%3(

&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
可能的合理解释#即人工智能的发展导致实际边际成本和通胀对外生冲击的反应减弱&

五&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世界各国快速发展#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机制尚待深入研究& 基于此#本文引入

人工智能因素对传统+R;/NQS分析框架进行拓展#分析人工智能时代的通胀动态特征以及人工智能发展
对通胀的影响& 比较静态分析的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越高#稳态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水平越高#但人
工智能的发展不能影响长期或趋势通胀$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引起实际工资下
降#而在相对高级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引起实际工资上升& 短期动态分析的结果显示+人工智能的发展#

无论是投资效率的提高还是使用范围的扩大#都会导致通胀及实际边际成本对偏好冲击和技术冲击的反应
程度越来越小#即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越高#通胀对偏好冲击和技术冲击的反应越弱& 这一发现意味着人工
智能的发展会弱化外生冲击对通胀的影响产生#使通胀动态与实际经济活动变化间的联系减弱& 导致这一
现象的原因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企业可以选择使用人工智能投入替代人工投入#这不但降低了工人的议
价能力和工资刚性#也使企业在受到外生冲击后并不必然进行实际工资的调整#导致实际边际成本对外生
冲击的反应变弱$由于改变实际边际成本是外生冲击影响通胀的主要路径之一#因而通胀对外生冲击的反
应也相应减弱&

本文分析表明#虽然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发展本身不会对通胀产生趋势性影响#但在短期内会弱化通
胀对外生冲击的反应& 通胀动态与实际经济活动变化的关联性减弱#使得人工智能时代通胀的变化将更加
难以依据实际经济活动的变化进行预测和判定& 因此#人工智能发展在促进生产率提高和产出增长的同
时#也带来了政策挑战& 通胀是现实经济中各国央行关注的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物价稳定是货币政策的重
要目标之一& 各国央行均定期发布与通胀有关的系列统计分析与研究报告#密切关注通胀的动态变化& 当
外生冲击可能引起通胀发生改变时#央行可以对货币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实现物价稳定& 因此#外生冲
击发生之后通胀的动态变化是央行货币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之一& 这就需要对通胀进行较为准确的预测#

并依据预测进行货币政策调整& 目前#央行对通胀的预测方法均是基于实际经济活动变化的#通胀动态与
实际经济活动变化存在密切联系是其重要假定和预测有效的前提& 而人工智能发展削弱了实际经济活动
变化与通胀动态间的联系#这意味着在人工智能时代依据实际经济活动的变化来预测通胀的变化将更加困
难#如果不考虑人工智能发展的影响#基于传统方法进行的通胀预测在准确性和即时性上都会降低#以此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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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货币政策决策就更可能出现偏差& 这也是人工智能发展对公共政策决策方面提出的新挑战!bM8GCGC

等#%"2&"

'!"(

&

+R;/NQS框架下的货币政策理论认为#经济中难以规避的外生冲击通过影响工资而最终影响通胀& 然
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使这一传导机制发生明显改变+外生冲击发生之后#生产单位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替代人
工投入#这一做法使工资调整不再是企业的必然之选& 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但使外生冲击影响通胀的
传导路径发生显著改变#而且使央行调整货币政策所形成的政策冲击也难以通过工资途径影响通胀#进而
可能导致人工智能时代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外生冲击影响
通胀动态的传导机制发生改变#这一改变不但因降低了依据实际经济活动变化预测通胀动态的有效性而对
货币政策的适时调整及其有效性带来了新挑战#而且也为金融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课题& 在人工智能时代#

不但央行需要密切关注人工智能带来的宏观经济变量间传导机制的变化#进而提高货币政策决策和实施的
科学性和有效性$而且理论研究者也需要与时俱进#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和模型优化#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符
合时代特征的分析工具和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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