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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越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單位：美金/人/年 

資料來源：vi.wikipedia.org 

1976 年-1986 年 

    1975 年回歸後，越南經濟遇到較大困難，因供給不足而產生的資金供求失衡，通貨膨脹率上升與債務問題日

益嚴重。這時期越南經濟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在越南戰爭期間，經濟發展很差，工業在北方和南方幾乎不

存在，全國都依賴外國的援助。更嚴重的是該國的農業基礎設施受到嚴重損壞。南方有大約 2 萬個炸彈坑，1000

萬難民，362000 名戰爭無辜，100 萬寡婦，88 萬名孤兒，25 萬吸毒者，30萬妓女與 300 萬失業。 

    越南民主共和國完成統一後，並在 1976 年 7 月 2 日更名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在這段時期，越南對本國經

濟發展道路是社會主義工業化： 

 優先發展重工業。 

 改造各種非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分為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分，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是主導作用與優先發展，南越 

   的農民被鼓勵參加集體生產勞動。 

 國家按照全國統一領導。 

 通過合作協議的執行情況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一體化。 

    從 1976 年到 1980 年，國民收入增加很慢:1977 年增長 2.8％, 1978 年增長 2.3％, 1979 年下降了 2％，1980

年下降了 1.4％，1977 - 1980 年平均只增長 0.4％，比人口增長差很多，使人均國民收入下降 14％。1980 年人均

國內生產總值為 80 美元，比老撾（94美元）和柬埔寨（191 美元）更低。 

    1980 年出口成交額達進口的 15%。就在同一年，目標是糧食 2100 萬噸，但收穫只有 12 萬噸。1976 年人均收

入在為 101 美元，到 1980 年為 91 美元，而在 1982 年為 99 美元。這段時期經濟增長速度為 1,9%-0,6%。 

    自 1982 年期，越南共產黨決定決定把發展重點放在農業，農業推廣被認為是政府主導，推動消費品生產，並

結合農業，工業消費品。繼續保持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發展家庭經濟。經濟發展速度 1981 年增長 2.3％，1982

年增長 8.8％，1983 年增長 7.2％，1984 年增長 8.3%，1985 年增長 6.7%。1981 年-1985 年的平均增長率為 6.4%。

1976 年-1986 年經濟增長率為 3.7%。社會經濟情況陷入嚴重危機，出現了持續的惡性通貨膨脹，從 1985 年的 500%

到 1988 年 800%。一個原因是國有企業的預算赤字。 

 

圖 2-1 越南通貨膨脹 1980-2010 年 

              資料來源：IMF 

1986 年-2006 年 

    1986-2000 年是越南經濟轉型期，計畫經濟體制改成市場經濟體制。1986-1990 階段，越南重點實施三大經濟：

食品，消費品和出口品。特別是非國有經濟部門和集體經濟，得到承認，開始推動。經濟逐步形成以市場為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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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國債風暴中的歐洲，財政永續性之議題同樣受到學者們所關切。Bravo & Silvestre (2002) 使用共整合

方法在 EU 國家 1960–2000 年的資料進行分析這些國家的收入與支出是否長期均衡關係。結果表明這段時間，EU

國家的財政不存在永續性。Antonio Afonso （2005）的分析也支持者觀點。因此，即使債務與 GDP 的比率在 90

年代似乎穩定，歐盟各國政府的債務可能越來越高。 

    Marinheiro (2006) 採用單根檢定與共整合檢定兩個方噶進行分段驗證葡萄牙國 19032003 年間的政府收入

與支出是否長期穩定，結果發現變數間雖呈現非恆定性質，長期間 (19032003) 變數之間仍呈現共整合關係，但

短期間(19752003)之分析則相異，研究結果透露出萄萄牙從 1975 年以後， 財政狀況不具永續性，財政政策有檢

討之必要。 

   Ehrhart & Llorca (2008) 採用追蹤資料單根檢定在六個南地中海國家進行檢定，結果支持這些國家政府的收

入與支出之間有共整合關係。 

    Craigwell et al. (1994) 驗證 Barbados 政府在 1954-1986 年的收入與支出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他應用

季節單位根檢驗，共整合檢定，Granger 因果關係檢驗，向量誤差修正模型結果證明政府收入與支出有單向因果關

係。 

    Yashobanta & Behera (2012) 使用 India 1970 - 2008 年期間的年度數據，並選用 VECM 和 Granger 因果關係

檢定進行分析政府收支的因果關係。結果明顯該國政府收支間存在雙向的長期因果關係。 

    茲將上述文獻結果整理成下表。 

表 3-1 國外財政永續性相關文獻整理 

 

作者 實證對象 

及樣本之間 

實證方法 實證結果 

Hamilton  

& Flavin (1986) 

美國 1962-1984 單根檢定 發現美國這段時間的財政赤字與債務都是穩定，從而表明

在有財政永續性。 

Trehan & Walsh  

(1988，1991) 

美國 1890-1983 

1960-1984 

單根檢定 發現，實質利率的假設是財政永續實證結果不一致重要原

因。同時證明美國的預算赤字有永續性 

Kremers (1989) 美國 1920-1985 單根檢定 指出美國財政政策 1981 年後不存在永續性。 

Wilcox（1989） 美國 1975-1984 單根檢定 他證明美國的財政自從 1974 年後不永續 

Haug (1991) 美國 1960-1986 共整合檢定 結果證明美國政府的財政政策存在長期穩定 

MacDonald (1992) 美國 1951-1984 共整合檢定 結果美國政府的財政政策不存在長期穩定 

Hakkio & Rush (1991) 美國 

1950-1988 

共整合檢定 證據表明如果使用整個採樣週期，美國收入與支出有共整

合關係，但是如果以 1976-1988 階段進行相同方法，結果

美國收入與支出沒有共整合關係 

Ahmed & Rogers 

 (1995) 

英國 

1750–2004 

共整合方法 實證結論英國的財政政策在兩個世紀以來都有長期穩定

發展性 

Corsetti & Roubini 

(1991) 

希臘、愛爾蘭、

意大利和荷蘭

1970-1980 

共整合檢定 這些國家的財政政府不滿足 IBC。 

Bravo & Silvestre 

(2002) 

EU 1960–2000 共整合方法 結果表明這段時間，EU 國家的財政不存在永續性。 

Antonio Afonso 

（2005） 

EU-15 個國家 

1970-2003 年 

共整合方法 財政收入與支出之間不存在永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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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性與非恆定性 

    通常時間序列變數（Time Series variable)可分為兩種恆定 (Stationary)與非恆定 (Nonstationary)，其中

若數列的聯合幾率分配不受時間的影響，則序列變數有恆定性。當時，數列有穩定性，因此可以判斷數列的未來值

通過過去歷史資料。反之，一個時間序列變量的變異數若受時間影響(Time-varying volatility)影響，此數列成

為非恆定之時間數列。 

    假設時間序列y 是一個隨機過程，有恆定性的條件如下： 

E y μ ，                                         （10） 

Var y σ ，                                        （11） 

Cov y , y γ ，                                      （12） 

其中μ ，σ ，γ 為常數。 

二  單根檢定 

    本節討論相關變量的時間序列屬性的意義以及進一步分析有關的方法。使用時間序列的資料最重要的問題是測

試一個模型是否存在單根（unit root），否則分析可能會導致虛假結果（spurious results）。單根檢定除了可

以避免虛假迴歸（spurious regression）的問題外， 並進一步分析向量自迴歸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 ,VAR)、共整合(Cointegration)、修正誤差模型(VECM)、Granger 因果關係用來預測等工作。 

    時間序列資料通常具有隨時間而成長的傾向，稱為趨勢(trend)，包含固定趨勢(deterministic trend) 與隨

機趨勢(stochastic trend)，兩種可能的趨勢使時間序列為非恆定。 

    常見非恆定的時間序列可以分為如下兩種: 

 趨勢恆定(trend stationary): 

, ~ ，                               （13） 

   	 , 與時間有關                       （14） 

，                         （15） 

 差分恆定(difference stationary): 

,	 ~  

⋯ ∙ ∑ ，                  （16） 

∙ ∑ ∙ ，                            （17） 

∑ ∙ ∑ , 與時間有關               （18） 

    常見的單根檢定有 ADF 單根檢定法（Augmented Dickey-Fuller Unit Root Test）、DF-GLS 單根檢定法（ADF-GLS 

Unit Root Test）、PP 檢定（Phillips-Perron Unit Root Test）、Ng-P 檢定(Ng-Perron Unit Root Test)與 KPSS

檢定（Kwiatskowski, Phillips, Schmidt & Shin Test）。下面是詳細描述各種方法： 

ADF 單根檢定法 

    一個簡單的一階自我迴歸模型 （First-order Autoregressive model，AR（1））如下： 

  t=1,2,…,T                                 （19） 

    其中， 是要檢驗的變量屬於自迴歸模型（autoregressive model，AR）與白色雜訊(white noise)， 是係數，

是誤差項。 

    存在單根如果| | 。重寫迴歸模型： 

∆ ,                       （20） 

    其中，∆是一次差分運算因子（first-difference operator）。測試是否存在單根等於測試是否 。 

    ADF 檢定包括含截距項（drift term）與時間趨勢、不含截距項與時間趨勢、僅含截距項三種模型： 

1. 模型一：不含截距項與時間趨勢： 

∆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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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二：僅含截距項： 

∆ ，                               （22） 

3. 模型三：含截距項與時間趨勢 

∆ Ω ，                           （23） 

    其中∆表一次差分運算因子， 表示截距項，t表示時間趨勢項， 為最適落後期數， 為誤差項。 

    我們利用 OLS 估計，對單根檢定的假設為： 

：   

：   

    若得出 ADF 檢定統計量無法拒絕虛無假設（ ）， 有單根，結論資料為非恆定的時間數列；若可以拒絕虛無

假設，表示 沒有單根，得到結論資料為恆定的時間數列。 

DF-GLS 單根檢定法 

    這種單根檢定法由 Elliott, Rothenberg, and Stock(1996) 提出。DF-GLS 檢定與 ADF 檢定差別在進行 ADF

迴歸前要以 GLS 法去除固定趨勢。ADF 迴歸方程式如下： 

∆ ∑ ∆ ，                          （24） 

    其中 為去除趨勢後的數列 

    虛無假設為序列存在非恆定現象，即是： 

： ， ：  (左尾檢定(Left-tail Test)) 

    DFGLS 檢定的漸近分配與ADF 檢定相同。 

PP 單根檢定 

    這部分介紹 PP 單根檢定法。上面描述的ADF檢定及DF-GLS檢定都是一般常見的序列方法，條件假設殘差項必

須沒有自我相關，並為同質變異。問題就是，這個條件不是完全可以答應。Phillips-Perron(1988)提出 PP 單根

檢定用來解決這個問提。 

    PP 檢定的虛無假設跟ADF檢定相同。也一樣要通包含三種程序： 

1. 模型一：不含截距項與時間趨勢： 

∆ ， 統計量為	                         （25） 

2. 模型二：僅含截距項： 

∆ ， 統計量為                     （26） 

3. 模型三：含截距項與時間趨勢 

∆ Ω ，統計量為                   （27） 

    其中 是殘差項。 

    不論是那種模型，如果結果表示統計量皆大於0.05顯著水準下的臨界值，結論無法拒絕虛無假設，也就是資料

有單根為非恆定性。 

Ng-Perron 單根檢定 

    雖然 ADF是最常見的單根檢定，可是其實ADF檢定也有缺點。在AR（1）係數很接近1時(不等於1)，ADF檢定的

檢定力很低。也就是ADF型II誤差幾率有很高，所以數列雖然是恆定，但檢定量很高的機率無法拒絕有單根的虛無

假設。 

    傳統的單根檢定法長會發生兩種問題：其一由DeJong et al.(1992) 提出當AR(p)的解相當接近且其數值接近1

時,造成檢定力不足；其二由Schwert(1989) & Perron and Ng(1996)提出當MA(1)的殘差項為負值且數值很大時，

會發生型I誤差(Type I error) 扭曲的問題。 

    因此，Ng-Perron（2001）提出了NP單根檢定法為了解決上面各種問題。利用去趨勢資料 ，同時假設存在T+1

個觀察值(t=0,…,T)， 建構了 、 、 、 四個檢定統計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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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 

,                                              （29） 

∑ / ,                                   （30） 

∑
, 	 ，

∑
， 	 ,

，            （31） 

    虛無假設:  數列為非恆定， 

    對立假設:  數列為恆定。 

KPSS檢定 

    KPSS（Kwiatskowski,Phillips,Schmidt&Shin,1992）檢定假設時間數列由隨機漫步（Random walk）、確定趨

勢項與恆定項所組成。 

,                                        (32) 

    其中 為恆定， 為隨機漫步      

,	 ， ~ ， ， , … ,                (33) 

    若變數為0， ， ， 為恆定。 

    使用簡單的迴歸：  得到估計隨機成分。在虛無假設， 為恆定。 

    此統計量的虛無假設與對立假設如下： 

： ，                                     (34) 

： 。                                     (35) 

    因此，在虛無假設，數列為一趨勢恆定過程，在對立假設下，為差分恆定過程。 

   KPSS檢驗式如下： ∙
∑

,                                          (36) 

    其中， ∑ 為殘差的部分和； 為 的差異的HAC估計。 

三  共整合檢定  

    共整合關係是描述多個非恆定變數之間，若是可以找到一組共整合向量，則能夠使這些變數在經過線性組合之

後成為恆定變數，即可稱這些變數具有共整合關係。 

    給定 k 1 的向量序列 ，如果 ~I（1），且存在一個 k r 的矩陣 （ 0），可以使得 ’ ~I（0），則我們可

以稱 中的 k 個序列具有共整合的關係，而矩陣 中的 r 個向量就稱作共整合向量。簡單地說, 共整合關係的意義

就是, 將一群 I(1) 序列做某一線性組合後變 成一個新序列, 而該新序列竟然變成 I(0) 序列。 

    共整合分析目前主要有兩種：Engle and Granger（1987）提出的兩階段檢定法與 Johansen（1988）提出的最

大概似估計法。以下將介紹此兩種方法: 

1. Engle and Granger 兩階段的共整合檢定 

    Engle and Granger（1987）發現使用迴歸方法檢定或估計實證模型時，若採用之時間序列變數非恆定，則迴

歸分析結果會發生假的因果關係，將造成實證研究結果錯誤判斷之嚴重後果。所以提出解決方法－共整合理論，指

出一組非恆定時間序列之線性組合變成恆定的序列，此種現象稱為共整合現象，而非恆定時間序列假如存在共整合

現象時，則虛假迴歸的問題就不存在。 

    第一階段：若是確定 和 都屬於相同階次的序列資料之後，則可以利用 OLS 的方法來進行估計，並將估計所

得的殘差項保留起來進行下一步驟，其 OLS 關係式可以如下表示為：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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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階段：將所得到的殘差 進行單根檢定，依此來檢驗 是否成恆定變數（例如：ADF 檢定和 PP 單根檢定），

若所得到的殘差項之序列為恆定的序列 I（O），則表示此兩序列 和 為具有共整合關係，反之若是所得到的殘差

項之序列為非恆定的序列，亦即存在有單根的時候，則表示此兩序列 和 為不具有共整合關係。 

    Engle and Granger 兩階段的共整合檢定雖然容易做估計，卻有一些缺點如下： 

 預先設定變數間的因果關係，但模型設定有誤差的時候，會造成錯誤的推論。 

 模型只能處理兩個變數的情況，無法應付更多變數分析。 

 兩階段分析法是先估計兩個變數迴歸的殘差，再檢定此殘差是否為單根，但若是第一階段的估計有錯誤，則所 

估得的長期關係將會不準確。 

 在小樣本下，參數估計偏誤顯著。 

 其利用 OLS 估計出一種共整合關係，但實際上，可能存有多種共整合關係。 

 只允許一個共整合關係，但實際上，可能存有多個共整合關係。 

    由於 Engle and Granger 兩階段共整合檢定的缺點，Johansen and Juselius (1990)提出了多變量共整合分

析法。以下簡單介紹 Johansen 共整合檢定的程序。 

2. Johansen 共整合檢定 

    Johansen 共整合檢定審核各變量的共整合關係通過 t 時間序列（time series）進行檢查獨立線性的數量並可

以同時存在多個共整合關係。 

    實務上,我們只能透過資料找出估計式 ，進而找出 rank( )。在給定 rank( ) , Johansen 共整合檢定是

最大概似法估計 VECM， 

亦即, 在 ′的限制下: 

∆ ∑ ∆ ,                            （39） 

    欲檢定共整合階次,給定特性根: 

1> > >…> > >…> >0 

    本方法包含： 共整合的跡檢定 (Trace test) 與最大特性根檢定 （Maximum Eigenvalue Test）兩種不同的

檢定方式，因此可能會有不同的檢定結果。下面更進一步介紹兩種不同的 Johansen 共整合檢定法： 

2.1  跡檢定 

    檢定之假設為： 

：最大共整合階次為 （最多具有 個共整合關係） 

：最大共整合階次為 （最多隻有 個共整合關係） 

   跡檢定量為： 

, ∑ ，                          （40）  

    如果虛無假設 為真, ， ，…， 都會很接近0，則跡檢定量 , 會很小。當對立假設成立

時,有更多的 被加進跡檢定量, 由於檢定量前面乘上一個負號,亦即在對立假設成立時,跡檢定量會

較大。 

2.2  最大特性根檢定 

    最大特性跟檢定的假設為 

：最大共整合階次為 （最多具有 個共整合關係） 

：最大共整合階次為 （最多具有 個共整合關係） 

    最大特性跟檢定量為： 

, ，                      （41） 

    如果虛無假設 為真, 會很接近 0，最大特性根檢定量 

, 會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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