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GE 模型相关介绍 

 

1. CGE 模型的生产和发展 

GE 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之一。其思想来源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论：

在一个分散决策的经济中，追求个人最优的行为会在价格调节下实现社会最优的资源配

置，或者追求个人最优的行为人的决策通过价格机制达到相互间的均衡。而瓦尔拉斯则

在 1874 年将这种一般均衡思想用一组方程式表达出来，然而，他所得到的结果是定性

地。经济学家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尝试用具体方程式来替代抽象函数以描述现实经济。

列昂惕夫函数以及投入产出模型的提出则为 CGE 模型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世界上第一个 CGE 模型由约翰逊在 1960 年提出。这个模型包括 20 个成本最小化

的生产部门和一个效用最大化的生活部门。在 70 年代，有两个因素引起了人们对模型

的兴趣。首先,世界经济面对着诸如能源价格或国际货币系统的突变、实际工资率的迅速

提高等较大的冲击。没有严格的理论设定,经济计量模型不能提供对于冲击效果的有效模

拟。未曾经历的冲击的出现,导致了对模型的兴趣的提高。第二个因素是 CGE 模型细化

处理的能力日益提高。这主要归功于数据基础的改进和计算程序的完善。 

CGE 模型的建立使得理论不再是空洞的理论,而成为提高决策能力的有效工具。模

型目前仍处于发展的上升阶段,它对政策制定和经济管理实践的影响仍在不断增强。 

 

2. CGE 模型的主要特征 

概括地说,模型就是用一组方程来描述供给、需求以及市场关系（在这组方程里,不

仅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数量是变量,而且所有价格,包括商品价格、工资,都是变量）并且在

一系列优化条件约束下（生产者达到利润优化,消费者达到效益优化以及进口收益利润,

出口成本优化等等）求解这一方程组,得出在各个市场都达到均衡时的一组数量和价格。 

利用 GE 理论进行经济分析,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把经济系统的整体作为分析对象。

不论模型有多少变量,它所涵盖的范围都是经济系统的全部。这是一般均衡分析与局部均

衡分析的根本区别。 

在模型中,依然存在外生给定的变量,如消费者的偏好、厂商的技术集、初始察赋以

及税率等。外生变量变化引起的经济系统任何一部分的结构变化都会波及整个系统,导致

商品和要素价格、数量的普遍变动,使经济系统从一个均衡状态向另一个均衡状态过渡。

考察这一过程所伴随的价格和数量的变化,便是一般均衡分析的主要目的。数量和相对价

格均被内生于模型之中。 

 

3. CGE 模型的基本构成 

应用经济学家根据各自的研究目的,建立了许多不同的模型。然而,不论这些模型如

何千差万别,它们在结构上都有一些显著的共同特点。实际上,CGE 模型就是描述经济系

统供求平衡关系的一组方程。我们可以将其基本构成归纳为个部分供给部分、需求方程

部分和供求关系部分。 

在供给部分。模型主要对商品和要素的生产者行为及其优化条件进行描述,包括生产

者的生产方程,约束方程,生产要素的供给方程以及优化条件方程等。在需求部分,一般把

总需求分解为最终消费、中间产品和投资品三部分,把消费者分为居民、企业和政府三类。

模型主要对消费者行为及其优化条件进行描述,包括消费者需求方程、约束方程、生产要

素的需求方程、中间需求方程及优化条件方程等。 

模型构建的基本原理是应用方程体系，在已知基准年实际外生变量值和参数值的基

础上，求解出各个内生变量。其建模的过程如下图所示。 



 

CGE 模型的构建 

而 CGE 模型所包含的经济关系主要建立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货币、要素等资料的流

通关系上，下图是一个典型的 CGE 经济闭合关系图。 

 

CGE 模型的经济闭合 

建立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寻求一个价格向量,以使供求双方达到均衡。市场是联结供求

双方的主要渠道。在模型的供求关系部分,主要对市场均衡以及对与之关联的预算均衡进

行描述。包括产品市场均衡、要素市场均衡、居民收支均衡和国际市场均衡等。实际,

由于库存、失业、赤字等存在,模型并非如一般均衡理论所要求的那样同时达到这些均衡,

而只能是条件的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