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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

SED 省级系统案例之

未来广东省整体经济主要风险预测

本附件为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研究课题《应用 SED模型的创新技术建立具有

长效机制的广东省宏观经济决策支持系统》预研究项目“2013 年广东省整体经

济仿真与预测”的报告附件。

本案例针对广东省目前的经济形势，以及基于 SED 省级系统对 2013 年广东

省整体经济仿真与预测的结果，进一步预测未来两年广东省整体经济的主要风险。

一、货币供应过大导致的流动性过剩风险

如果货币供应量M2继续以每年 15%的速度增长的话，那么，必然会导致通

货膨胀的压力增加，如果我国政府继续采取控制物价，例如控制房价的政策，就

会导致出现流动性过剩风险。这种经济风险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商品的合理价格高

于实际价格，导致大量货币成为没有对应财富价值的游动货币。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上的某些商品价格或者股票价格就可能会因为企业经营的盈亏突变而诱发

突然飙升和下降的情况，出现剧烈波动。

根据模型运行结果显示，2010 年的 M2 为 553000 亿元，2011 年的 M2 为

663000亿元，比去年增长了 19.9%。2012年的M2为 858000亿元，比去年增长

了 29.4%。2013年的M2为 1086000亿元，比去年增长了 26.6%。2014年的M2

为 1323000亿元，比去年增长了 21.8%。2010至 2014年，M2共增长了 77万亿，

年均增长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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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010-2012年M2供应量的模拟数据与现实数据对比如下：

在现实数据中，我国广义货币M2供应量由 2010年的 72.59万亿元增长到

2011年的 85.16万亿元，再到 2012年的 97.42万亿元。其增长率分别为 17.3%、

14.4%；而在模拟数据中，我国广义货币M2 供应量由 2010 年的 55.3 万亿元增

长到 2011年的 66.3万亿元，再到 2012年的 85.8万亿元。相较于现实数据有一

定的滞后性，其增长率分别为 19.9%、29.4%。

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风险

物价不稳定必然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又必然会导致引起

相关产业链的产品产生连锁性的物价上升过程。当整个国家经济系统的物价都均

衡地上升以后，就会因为商品生产成本过高而失去市场竞争力。这种风险对我国

近年经济的发展会造成较大的影响，而对我省的经济发展的影响却尤为严重。

在 SED模型中，劳动力成本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劳动力价格初值。这里通过

改变劳动力价格变量的初值，将劳动力价格提高 20%进行模拟，通过对比劳动力

成本提升前后模型运行产生的不同结果来说明风险，主要指标包括 GDP、失业

率和通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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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动力成本上升对 GDP 的影响

图 1a：劳动力成本提升对全国 GDP的影响（单位：亿元）

图 1b：劳动力成本提升对广东 GDP的影响（单位：亿元）

通过 GDP对比，可观察到劳动力价格对全国的 GDP起了降低作用，对广东

的 GDP起了增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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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就业的影响

上图对比可得出劳动力价格上调会导致失业率上升 1~2个百分点，加剧了失

业人口的增多。

2、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通胀的影响

上图观察得知，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起了通胀率的大幅度变化，呈收缩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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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市场进一步萎缩的风险

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发生以后，世界经济进入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历史阶

段。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这就是说，当前全球化的经济

发展导致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估计年增长速度在百分之五左右。而在全球的范

围内，由于新技术的出现而消耗的现有过剩产能的速度还达不到百分之五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市场进一步萎缩将持续很长的时间。根据历史的经验，这一

历史周期往往达到 20－30年。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新技术出现，自发的市场经济

通常只能通过大规模的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或者大规模战争的破坏方式实现经

济的再平衡。

因此，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新技术，或者战争发生，那么，我国，包括我省的

经济在未来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中，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的威胁的概率将很高。

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 SED模型中，国际市场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外贸的进出口数据。据此，我

们假定未来几年，国际市场的进口贸易不变，出口贸易按照百分之五的速度增长，

扣除货币升值因素的影响，将会对广东省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全国和广东 GDP、

行业生产剩余率和失业率进行分析：

1、对外贸易对 GDP 的影响

（1）对外贸易对全国 GDP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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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外贸易对广东 GDP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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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观察到增大进口贸易比例造成全国或者广东的 GDP降低，反之，增

大出口贸易比例会提高全国和广东的 GDP。

2、对外贸易对行业生产力的影响

（1）进出口不变的生产剩余率

（2）进口上调 5%的生产剩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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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口上调 5%的生产剩余率

从上图观察得到，增大了进出口贸易比例后，消费品的生产剩余率有轻微的

下降，说明适当的进出口能一定程度上缓解产品的库存堆积。

不考虑进出口贸易的影响，2010-2014年各行业产能的图示如下：

1、消费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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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料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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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备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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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银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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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证券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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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结果分析，消费品行业、原料行业生产能力关系正常，但设备、银行以

及证券行业产能过剩。2014年，消费品行业生产能力年平均剩余率为 0.62，原

料行业生产能力年平均剩余率为 0.24，设备行业生产能力年平均剩余率为 0.90，

银行行业生产能力年平均剩余率为 0.86，证券行业生产能力年平均剩余率为 0.86。

3、对外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观察上图可得出:不论是增大了进口还是出口的比例，都轻微导致了失业率

的降低，因此可以初步推论出：适当增大进出口贸易可降低失业率。

从以上图表对比中可分析出国际市场有进一步萎缩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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