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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中国汽车和其它有关月度经济数据，首先对 目前中国的汽车存量是否对汽车市场需求 

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分析，其次建立了中国汽车市场月度需求预测回归和时间序列模型，最后分 

析了汽车月度需求收入和价格弹性；研究表明目前中国汽车存量还不能对汽车市场需求产生显著的调 

节作用，消费者滞后 2期的收入和"-3期汽车价格对汽车月度需求有显著影响，汽车月度需求的价格弹性 

大于滞后 2期的收入弹性；最后，针对结论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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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汽车是一种耐用消费品，一般认为，对耐用消费品 

消费的最好解释是一个被称为存量调整 的分析框 

架⋯．在这种框架下，耐用消费品理想的或均衡的存 

量取决于如像收入或价格之类的变量，而总的消费则 

由均衡的或理想的存量与以前购买的累积存量的差额 

来决定，需求则是由于存量的损耗需用新的代替旧的 

而产生．但问题的关键是一个汽车市场是否存在均衡 

或理想的汽车存量，很显然，假如汽车市场处于均衡或 

理想存量状态，那么汽车存量会对汽车需求产生显著 

的调节作用，汽车需求不会大起大落，其需求量的大小 

取决于存量的损耗速度；但假如汽车市场不是处于均 

衡或理想存量状态，那么汽车存量对汽车需求的调节 

作用是微弱的，汽车需求主要由第 1次购车客户而不 

是再次购车客户所引起，此时汽车需求可能会有大的 

波动．从该框架可以看出，与汽车需求联系最为密切的 

当属收入和价格以及汽车存量．国外有很多文献从汽 

车需求的价格和收入弹性及从考虑存量的汽车需求预 

测方面对汽车市场需求进行了研究 ．在这些研究 

中，估计出的短期价格弹性大约是 一1，收入弹性在 1． 

5到4之间，一些研究还对长期和短期弹性进行了比 

较．就其预测而言，有的与实际较为接近，有的则相差 

较远．这些研究多使用回归模型，数据则采用美国汽车 

市场的年度或季度数据． 

中国汽车市场尽管已发展了多年，并已成为国民 

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但和国外汽车市场比较起来在 

时间上还是较短的，并且由于文化等各种原因中国汽 

车市场和国外发达国家的市场有很大的不同，因此 ，对 

中国汽车市场的研究显得尤其重要．笔者将基于文献 

[1]的思想从 3个方面对中国汽车市场需求进行研 

究．1)中国汽车市场存量水平是否对汽车需求产生显 

著调节作用，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汽车市场存量是否达 

到均衡或理想状态．对此的判断将直接影响厂商、经销 

商和消费者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决策．若存量水平对需 

求无显著的调节作用，则汽车需求一般会有大的波动， 

那么厂商及经销商和潜在消费者必须随时关注市场， 

以作好应对市场波动的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波 

动发生时不会惊慌．若汽车存量对需求有显著的调节 

作用，则说明汽车市场处于均衡的或理想的存量状态， 

厂商和经销商面临的风险会小得多．2)建立基于回归 

和时间序列的中国汽车市场月度需求预测模型，以对 

中国汽车市场需求作出更好一些的预测．3)对中国汽 

车市场需求的收入和价格弹性进行分析，用以判断汽 

车需求对收入和价格的弹性大小，这也将直接影响厂 

商和经销商的决策．若汽车需求的收入弹性比价格弹 

性大，且对价格的绝对弹性较小，则厂商或经销商的降 

价策略不一定合适；反之，则可认为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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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汽车存量对汽车市场需求的影响分析 

在文献[1]中，Hymans构建了一个汽车需求模 

型，并使用美国汽车市场 1954年第 1季度至 1968年 

第4季度的季度数据对模型进行了估计，其 目的是分 

析汽车需求的长期和短期价格及收入弹性，最后计算 

的美国汽车市场需求长期和短期收入弹性分别为1．02 

和3．08，需求的长期和短期价格弹性分别为 一0．36和 
一 1．07．基于 Hymans的思想来建立用于判断中国汽 

车存量对汽车需求是否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的汽车需 

求模型，首先假设中国汽车存量处于均衡或理想存量 

状态．下面先写出汽车的理想或均衡存量水平的模型： 

=口’+b’，I—l+c’P + ． (1) 

其中， 为在时刻 t汽车的理想或均衡存量水平； 

为时刻 t的个人可支配收入，按 2000年的不变价格计 

算；P 为时刻 t的汽车价格指数，2000年为 100； 为 

表示随机扰动；口’，b’，c’均为常数． 

而汽车的真实需求由下述方程给出： 

q = ( 一 一。)+vK,一。． (2) 

其中，q 为时刻 t的汽车的需求量； 为时刻 t的汽车 

的存量； 为汽车理想与真实存量的月度调整比率； 

为真实汽车存量的月度折旧率． 

将式(1)代入式(2)并整理可得汽车需求的模型： 

qI= 口’+ 6’，z—l+ c’P‘+( 一 )K—l+ ‘． 

(3) 

重新记式(3)为： 

q =口+6，z—l+cPI+d —l+ ． (4) 

其中口= 口’，b=wb’，c= c’，d= 一 ， ‘= ． 

式(4)即为所建立的汽车市场需求模型，它说明 

消费者前期的收入和当期的价格会影响当期的汽车需 

求，一般来说，收入和需求正相关，价格与需求为负相 

关；此外，前期的汽车总的存量水平对当期的需求产生 

影响，假如市场是处于均衡或理想存量状态，一般来说 

两者会是负相关，此即反映出汽车存量对需求的显著 

调节作用；如果该系数为正，则说明存量处于非理想或 

均衡状态，汽车存量对汽车需求不具显著调节作用．在 

文献[1]中，Hymans还把“20及20岁以上男性人口失 

业率”作为解释变量，并且考虑到 1964年针对通用汽 

车公司、1967年针对福特汽车公司的大罢工，他在模 

型中加入了一个虚拟变量，但这些不适合中国汽车市 

场，因此笔者的模型为式(4)． 

要对式(4)进行估计，必须和关于汽车存量的恒 

等式结合起来，该恒等式为： 

K =(1一 ) 一。+q ． (5) 

它反映了前期存量在减去损耗折旧后加上当期需 

求量即为当期存量，关键是 取多少，在文献[1]中， 
= 0．078，在文中 取 0．018．事实上，可把式(5)另 

写为： 
蕾  

= ∑(1一t，)‘q ． (6) 

因为汽车有在使用一定时期后的报废制度，所以不妨 

假设在 凡期后有： 
^  

K=∑(1一秽)‘q (7) 
i=0 

又设凡期后汽车的残值率为s，则有(1一 ) =s， 

考虑到中国汽车报废制度，此处设允许汽车最长使用 

年限为 15年，因为文中将采用的是月度数据，所以凡= 

12×15=180，取 s=0．04，从而可得 =0．018． 

选取中国汽车市场 2001年 1月至 2004年 12月 

的月度数据对模型(4)进行估计，其中汽车需求量用 

产量度量(单位：万辆)，个人可支配收入选取 36个大 

中城市个人可支配收入度量(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 

行调整)，汽车价格指数以2000年为 100计算，汽车存 

量用中国民用汽车保有量度量(单位：万辆)．数据来 

源为2000年至2004年的《中国经济统计快报》和《中 

国经济景气月报》，其中收入数据有少量缺失值用 EM 

(期望最大化)法处理【9J，最后采用 OLS估计，并使用 

Hildreth—Lu法 州̈修正了模型的序列相关后得下述模 

型(括号内为 t统计值)： 

q =46．12+0．o261,一l一0．9o9t,+0．0B4 —l ，。、 

(o．8) ( 049) (一2．013) ( 66z) 

R =0．638．F = 25．231． 

从式(8)可以看出，模型的参数估计除常数项外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具有统计意义．收入的系数 

为正、价格的系数为负与预期相符，存量系数为正的 

0．034，在文献[1]中此一系数为一0．157，因为美国市 

场在当时已是相对成熟的市场了，其存量处于理想的 

或均衡的状态．式(8)中存量系数为正，即是说前期存 

量越大，当期的需求量越大，这和成熟的汽车市场是不 
一 致的，这反过来说明目前中国汽车存量对汽车市场 

需求的调节作用是不大的，即是说 目前的中国汽车市 

场没有处于均衡的或理想的存量状态，还不是一个成 

熟的市场，汽车需求必然随着收入的增多和汽车价格 

的降低呈现上升势头，但会伴随着一定的波动．同时说 

明用存量对目前的中国汽车市场需求进行解释是不合 

理的． 

另外，还可用长期弹性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由式 

(8)结合式(5)在假设市场较长时间后处于均衡或理 

想状态时，可得⋯： 

一  一  ，0、 
a， 一 一d’aP 一 一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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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式(9)使用文中所得数据可算出需求对收入 

和价格的长期弹性分别为 一0．645和2．259，需求的长 

期收入弹性为负，而长期价格弹性为正，一般来说这是 

违背经济学规律的，原因在于假设了市场处于均衡或 

理想的存量状态，这进一步说明目前的中国汽车市场 

没有处于均衡的或理想的存量状态．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目前中国汽车存量较小， 

还没有达到均衡或理想存量状态，还不能对市场需求 

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汽车需求应该有大的上升空间， 

但必然会伴随着一定的波动，即是说汽车需求将由于 

某些因素的发生而产生较大的增加或减少． 

3 中国汽车市场月度需求预测建模 

3．1 结构性回归模型 

由于存量对中国目前汽车市场调节作用不大，因 

此考虑只把收入和汽车价格作为解释变量，被解释变 

量为汽车月度需求量(用产量度量)，经过比较多个模 

型，认为下述模型较优(已使用 Hildreth—Lu法 。̈ 修 

正了模型的序列相关，括号内为 t统计值)： 

Qt=11 2_743+0·o481,一2— 1·271P．
， (10) 

(3．402) (4．634) (一4．341) 

R =0．691．F =48．035． 

从式(10)可以看出，方程各系数统计显著．有意 

思的是滞后两期的收入对当期的汽车需求产生显著影 

响．利用式所得数据和模型(10)可得下图1． 

图 1 汽车产量实际值、拟合值与残差 

对残差进行了怀特检验，结果如表 1： 

表 1 残差值的怀特检验 

因此可以在统计意义下接受残差为同方差而拒绝 

异方差，从而不采用 ARCH或 GARCH模型对方差 

建模． 

模型(10)的 尽管只有0．691，但考虑到是结构 

模型，这样已可以了． 

3．2 时间序列模型 

因为笔者获得的是月度数据，具有季节特性，因此 

先消除其季节因素．假设中国汽车需求受趋势因素、季 

节因素和随机因素所影响，此处因所得数据时间跨度 

不很长未考虑周期因素，从而汽车需求模型可表示为： 

Q = X x e ． (11) 

其中， 为趋势因素， 为季节因素，e 为随机因素，应 

用模型(1 1)并使用所得数据可得经过季节调整的序 

列 q ，其中季节因子如表 2所示： 
表2 汽车产量 1至 12月份的季节因子 

现对经过季节调整的序列 q 进行 ARIMA(P，d， 

q)建模，其中P为自回归阶数，d为差分阶数，q为移动 

平均阶数．很显然，序列 q 不是平稳序列，因此对其进 

行一次连续差分，图2、图3分别为相应的自相关函数 

(ACF)和偏自相关函数(PACF)图： 

图2 经过季节调整的汽车产量一次差分 自相关函数 

-I_-·__ 一一 一 

■l自相关系数 

图3 经过季节调整的汽车产量一次差分偏 自相关函数 

从图2可以看出，自相关系数在滞后一阶后显著 

趋于零，在图3中偏 自相关系数在滞后两阶后显著趋 

于零 ，尽管仍有一些峰度，但可以认为序列经过一次差 

分后已基本是平稳序列，并可判断阶数不会超过两阶， 

因此考虑如下的时间序列模型 APdMA(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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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 lB一 2B )Aq = +(1—01B一02B ) ． 

(12) 

其中 为后移算子，△为差分算子， ， 。， ：，0。，02为 

常数． 

对式(12)进行估计得 

(1+0．210 9B一0．003 6B )Aq = 

0．552 7+(1+0．361 8B+0．315 8B ) ． 

但其系数除常数项外均不显著，经过对阶数不高 

于两阶的不同模型进行估计，认为模型 ARIMA(O，1， 

1)较优，实际即为 MAI(1，1)模型，模型估计为(括号 

内为t统计值)： 

Aq =0．531 5+(1+0．667 5B) 

(5．689) (3．300 1) 

整理得： 

q =0．531 5+q 1+8 +0．667 5e 1 (13) 

用季节因子对式(13)进行调整并整理得： 
， 

Q =0．531 5L+— Q l+ +0．667 5Le 1 
J‘一l 

(14) 

利用所得数据和模型(14)可得图4： 

2001 20o1 2002 2002 2003 2oo3 20O4 20O4 2O05 
2001 2001 2002 2002 2003 2003 2004 20O4 

年份 

图4 汽车产量的实际值、拟合值及残差序列和对 2005年 

1、2．3月的预测值(38．34、38．9、54．86) 

从图4可 以看 出模型拟合得较好．现在得 到 

式(1O)、式(14)2个汽车月度需求预测模型，一般来 

说，结构模型(1O)适合较长时期的预测，时间序列模 

型(14)适合短期预测． 

4 中国汽车市场需求的收人与价格弹性分析 

为了分析中国汽车市场的收入与价格弹性，考虑 

下述模型： 

lnq‘=Ot+E，In／,一。+ PlllP‘+ ‘， =0，l，2． 

(15) 

其中Ot为常数， ，、E，分别为需求的收入与价格弹性， 

用所得数据在 取不同的值时对式(15)进行估计得下 

述模型： 

ln QI=53·727一l·2l2ln／,一9 2851nP,
。 (16) 

(6．809) (一2．950) (一7．516) 

R =0．618．F = 36．471． 

1nq =20．596+0．6861n／ 一l一4．7921nP ，，，、 

(2．869) (1．824) (一4．160) 

R =0．563．F = 28．337． 

1n QI=13·o45+1·191ln，I_2—3·871lnPt f18、 

(2．276) (3．881) (一4．145) 

R = 0．657．F = 41．217． 

从式(16)可以看出，各系数虽都统计显著，但需 

求的收入弹性为负，一般来说这是违背经济学规律的， 

原因在于用当期收入对当期汽车需求进行解释，一般 

来说这是不合适的．从模型(17)中可得出需求对滞后 
一 期 的收 入 的弹性 为 0．686，但却 不显著．因此 

式(16)、式(17)不能作为对汽车需求的收入和价格弹 

性进行估计的模型． 

模型(18)的系数是统计显著的，因此汽车需求对 

滞后两期的收入的弹性为 1．19，当期汽车需求对当期 

汽车价格的弹性为 一3．87．它们的绝对值都大于 1，并 

且价格弹性远远大于收入弹性，这说明厂商或经销商 

的降价策略是合适的，这也符合 目前中国汽车市场的 

实际情况，这和6O～7O年代美国汽车市场是不同的， 

那时的美国汽车市场不论是长期或短期的需求收入弹 

性都大于价格弹性． 

5 结 论 

通过前面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目前中国汽车 

存量相对不大，还不能对汽车市场需求产生显著的调 

节作用，用汽车存量对汽车需求进行解释是不合适的， 

汽车市场需求主要受价格、收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需 

求处于相对不稳定状态；2)通过汽车月度需求预测模 

型，可以知道消费者滞后 2期的收入和当期的汽车价 

格对汽车月度需求有显著影响，同时汽车月度需求有 

较强的季节波动性；3)汽车月度需求的滞后两期的收 

入弹性和当期的价格弹性的绝对值均大于 1，并且价 

格弹性大于收入弹性，这说明就 目前的中国汽车市场 

而言，汽车价格对汽车需求的影响大于消费者收入对 

汽车需求的影响． 

针对以上结论，笔者提出如下建议：1)由于 目前 

中国汽车市场存量还不能对汽车市场需求产生显著的 

调节作用，所以汽车需求主要由第 1次购车的消费者 

所拉动，而第 1次购车消费者的需求又主要受其收入 

和汽车价格的影响，当有较高收入的消费者的需求得 

到满足后，大量的低收入家庭对汽车这种奢侈品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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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有限的，而汽车的产能由于过去需求的拉动会相 

当大，此时汽车行业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因此，汽车 

厂商和有关决策者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及早进行汽 

车行业结构的调整和对汽车行业进行宏观调控；2)厂 

商在进行短期产量决策时可把滞后两期的大中城市居 

民个人可支配收入作为参考；3)因为中国汽车需求的 

价格弹性大于收入弹性，因此就 目前中国汽车市场而 

言，降价不失为一个可以为之的促进销售的策略，但厂 

商和经销商也应同时逐步地在产品、渠道、促销和服务 

上大力提高，因为从美国汽车市场的经历来看，汽车需 

求的长期收入弹性最终会超过长期价格弹性，到那时， 

当人们手中有了更多的钞票后，降价对他们就不是很 

有吸引力了，吸引他们的是厂商或经销商经过长期努 

力积淀下来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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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Demand and Its Elasticity and Forecasting About 

Chinese Automobile M 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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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7，China) 

Abstract：By the monthly economic date about Chinese automobile an d other relevant date，all an alysis is first conduc— 

ted that whether the automobile stock of China can．significantly adjust the demand of automobile market or not．Second， 

fl regression model and fl time-series model which are used to forecast the deman d of automobile of China are founded． 

Third，the income elasticity and price elasticity about the monthly demand of automobile of China are also analyzed． 

Conclusions are that automobile stock of China call’t significantly adjust the automobile demand，that lag-two income of 

consumer and automobile price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monthly demand of automobile，and that the price elasticity offlU- 

tomobile demand is big than lag-two income elasticity．At last，some proposal is put forward． 

Key words：automobile；stock；demand；elast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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