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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经济 、 管理类本科各专业核心课程的教材 。 本书从我国经济 、
管理类各专业教学的实际出发 ， 充分借鉴了国内外教材的优点 ， 精选了教

学内容 ， 坚持 “重思想 、 重方法 、 重应用” 的原则 ， 避免了烦琐的数学推

导和证明 ， 系统介绍了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 基本思想 、 基本方法及其

应用 ， 包含了教育部经济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经济学科本科计量

经济学课程基本要求的全部内容 。 本书特别突出计量经济学的实际应用 ，
每一章都有实际的经济案例 ， 与普遍应用的 EViews 软件紧密结合 ， 并且

专门讨论了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作实证项目研究的一般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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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为高等学校经济管理类各专业本科计量经济学课程编写的教材 。 中国

高等学校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已有 ２０ 多年的历史 ， 起初只是部分学校的少数专

业开设 ， １９９８ 年经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决定 ， 把计

量经济学纳入了经济学类所有专业必修的核心课程 ， 此后计量经济学更加受到经

济学类各专业的普遍重视 。 在全国各高校中 ， 不仅经济学类各专业已普遍开设了

计量经济学课程 ， 而且一些管理类专业也十分重视这门课程的学习 。 经过 ２０ 多

年的努力 ， 中国高等学校的计量经济学教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 目前 ， 不仅引

进或翻译了许多国外的计量经济学教材 ， 而且国内也编写了不少教材 ， 与 ２０ 年

前刚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时教材奇缺的状况相比 ， 已经有了很大改善 。 但是 ， 从

中国高等学校经济管理类各专业学生的实际出发 ， 作为各专业的共同基础课 ， 应

该怎样合理地组织教学内容 ， 怎样用有限的课时使学生既掌握计量经济学的基本

理论和方法 ， 又具备运用计量经济学知识分析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 还需要认真

地加以研究 。 现在编写计量经济学教材 ， 已不是解决教材的有无问题 ， 而是要在

总结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 ， 努力提高教材的质量 ， 编写出最适合于经济管理各

专业本科教学使用的教材 。
本书充分借鉴了国内外教材的优点 ， 总结了编者多年来在财经院校从事计量

经济学教学的经验和体会 ， 是在对过去多次编写的教材反复思考 、 多方提炼的基

础上 ， 重新编写而成的 。 目标是力图做到 “教师最好教 ， 学生最好学” 。 与其他

同类教材相比 ， 本书有一些明显的特点 ：
１） 从经济管理类各专业的实际出发 ， 精选了教学内容 。 本科阶段的计量经

济学课程的目标 ， 应当定位在使学生掌握计量经济研究的最基本方法 ， 并能够运

用这些方法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 。 大学本科的计量经济学课程一般都只安排一学



期的入门课程 ， 只能以经典计量经济学的内容为主 ， 适当概要性地介绍一些新发

展的方向 。 经典计量经济学应用最为普遍 ， 也是更高层次计量经济学课程的重要

基础 ， 符合财经院校绝大多数本科专业教学的实际要求 ， 非经典计量经济学的内

容应该放到更高层次的教材中去 。 本书中章节标题未用脚注注明的部分 ， 是本科

计量经济学教学的最基本要求 。 考虑到全国各学校 、 各专业的教学要求有一定差

异 ， 本书也安排了部分选讲内容 ， 在相应的章节标题中以脚注标出 ， 供本科教学

选择使用 ， 但跳过这些内容 ， 并不影响对计量经济学基础内容的系统学习 。
２） 坚持 “重思想 、 重方法 、 重应用” 的原则 ， 特别注重基本思想 、 经济背

景 、 基本方法和实际应用 。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经济学课程 ， 并不是数学课 。 多年

来 ， 学生反映计量经济学课程较难 ， 教材看不懂 ， 其原因是教学内容和教材的写

法过于数学化 。 本书尽可能避免烦琐的数学推导 ， 少数必要的数学推导和证明也

是放到附录中 ， 供选择阅读 ， 使之更加适应更多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要求 。
３） 为教学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 根据我们的教学体会 ， 在每一章的开始

都设置了从实际经济背景出发提出的 “引子” ， 目的是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提出本

章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 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 ， 抽象地讲理论和方法 。 通过一些

案例分析说明相应章节讨论的主要内容如何通过 EViews 计算机软件去实际运

用 。 计量经济学中概念和公式较多 ， 为有利于教师对本章的学习内容作总结和学

生作复习 ， 每一章的最后除了思考题和练习题以外 ， 还提供了小结 ， 多数小结中

以表格形式列出了各自章节的主要公式 。
４） 本书与普遍应用的 EViews 计算机软件紧密结合 ， 书中讲述的所有方法

都要求在 EViews 软件上实现 。 改变了过去单独介绍软件的做法 ， 将 EViews 软

件的学习与各章案例分析有机结合 ， 使学生在实际运用中学习 EViews 的操作方

法 。
５） 许多学生反映学习了计量经济学后不知该怎么运用 ， 对计算的结果难以

做出合理的解释 。 为了培养学生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独立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

力和素质 ， 本书改变了其他教材介绍若干宏观经济应用模型的做法 ， 在第十二章

专门讨论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做实际项目研究的一般方式 ， 指导学生通过完成

“课程论文” ， 去自己体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实际应用 ， 并提高计量经济分析的实

际应用能力 。 从 ２０００ 年起 ， 我们就在计量经济学本科的教学中全面采用了这种

教学方式 ，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在计量经济学教材中做这样的改革 ， 是在总结教

学实践经验基础上的一种探索 。
本书第一至三章由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庞皓编写 ， 第四章由中南财经大学教授

徐映梅博士编写 ， 第五 、 十一章由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李南成博士编写 ， 第六章由

中南财经大学副教授李占风编写 ， 第七 、 十章由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史代敏博士编

写 ， 第八 、 九 、 十二章由西南财经大学教授黎实博士编写 。 庞皓教授对全书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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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 本书主审 、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杭斌认真审阅了全书 ， 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修

改意见 。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本科各专业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材 ， 如果

适当考虑供教学选择的内容 ， 也可作为非数量经济 、 非统计专业研究生的辅助教

材 。 同时 ， 本书还特别适合自学计量经济学的读者学习 。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 ， 书中错误在所难免 ， 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编 　 者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桙 前 　 言 桙 　 iii



　 前 　 言

　 第一章

导论 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节 　 什么是计量经济学 １…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节 　 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步骤 ５… … … … … … … … … … … … … … … … … …

　 第三节 　 变量 、 参数 、 数据与模型 １０… … … … … … … … … … … … … … … … …

　 本章小结 １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思考题 １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章

简单线性回归模型 １６…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节 　 回归分析与回归函数 １７…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节 　 简单线性回归模型参数的估计 ２９… … … … … … … … … … … … … … …

　 第三节 　 拟合优度的度量 ３９…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节 　 回归系数的区间估计和假设检验 ４２… … … … … … … … … … … … … …

　 第五节 　 回归模型预测 ４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六节 　 案例分析 ５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章小结 ６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思考题 ６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练习题 ６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录 ２１ 　 简单线性回归最小二乘估计最小方差性质的证明 ６８… … … … … …

　 附录 ２２ 　 σ２
最小二乘估计的证明 ７０… … … … … … … … … … … … … … … … …

　 第三章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７２…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节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及古典假定 ７４… … … … … … … … … … … … … … …

　 第二节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 ７８… … … … … … … … … … … … … … … … …

　 第三节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检验 ８４… … … … … … … … … … … … … … … … …

　 第四节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预测 ９０… … … … … … … … … … … … … … … … …

　 第五节 　 案例分析 ９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章小结 ９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思考题 ９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练习题 ９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录 ３１ 　 多元线性回归最小二乘估计无偏性的证明 １０１… … … … … … … … …

　 附录 ３２ 　 多元线性回归最小二乘估计最小方差性的证明 １０１… … … … … … …

　 附录 ３３ 　 残差平方和 ∑ e２i 的均值为 （ n － k） σ２
的证明 １０３… … … … … … …

　 第四章

多重共线性 １０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节 　 什么是多重共线性 １０６…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节 　 多重共线性产生的后果 １０８… … … … … … … … … … … … … … … … … …

　 第三节 　 多重共线性的检验 １１２…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节 　 多重共线性的补救措施 １１５… … … … … … … … … … … … … … … … … …

　 第五节 　 案例分析 １１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章小结 １２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思考题 １２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练习题 １２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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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异方差性 １２９…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节 　 异方差性的概念 １３０…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节 　 异方差性的后果 １３２…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节 　 异方差性的检验 １３３…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节 　 异方差性的补救措施 １３８…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节 　 案例分析 １４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章小结 １４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思考题 １４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练习题 １４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录 ５１ 　 在异方差性条件下参数估计统计性质的证明 １５４… … … … … … … …

　 附录 ５２ 　 对数变换后残差为相对误差的证明 １５６… … … … … … … … … … … …

　 第六章

自相关 １５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节 　 什么是自相关 １５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节 　 自相关的后果 １６０…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节 　 自相关的检验 １６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节 　 自相关的补救 １６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节 　 案例分析 １７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章小结 １７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思考题 １７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练习题 １７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录 ６１ 　 存在自相关时参数估计值方差的证明 １８０… … … … … … … … … … …

　 第七章

分布滞后模型与自回归模型 １８２… … … … … … … … … … … … … … …

　 第一节 　 滞后效应与滞后变量模型 １８３… … … … … … … … … … … … … … … … …

　 第二节 　 分布滞后模型的估计 １８５…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节 　 自回归模型的构建 １９１… … … … … … … … … … … … … … … … … … … …

桙 目 　 录 桙 　 vii



　 第四节 　 自回归模型的估计 １９６…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节 　 案例分析 １９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章小结 ２０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思考题 ２１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练习题 ２１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八章

虚拟变量回归 ２１５…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节 　 虚拟变量 ２１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节 　 虚拟解释变量的回归 ２１８…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节 　 虚拟被解释变量 ２２７…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节 　 案例分析 ２３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章小结 ２３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思考题 ２３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练习题 ２３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九章

设定误差与测量误差 ２４３… … … … … … … … … … … … … … … … … …

　 第一节 　 设定误差 ２４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节 　 设定误差的检验 ２４９…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节 　 测量误差 ２５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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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引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学是计量经济学的时代 。”
——— P  萨缪尔森 （P  Samuelson）

“在大多数大学和学院中 ， 计量经济学的讲授已成为经济学课程表中最

有权威的一部分 。”
——— R  克莱因 （R  Klein）

　 第一节 　 什么是计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 。 为了深入学习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

法 ， 有必要首先从整体上对计量经济学做出一些概略性的认识 ， 了解计量经济学

的性质 、 沿革 、 研究方法以及若干常用的基本概念 。

一 、 计量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这个词是挪威经济学家 、 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弗瑞希 （R Frisch） 在其 １９２６ 年发表的 枟论纯经济问题枠 一文中 ， 按

照 “生物计量学” （biometrics） 一词的结构仿造出来的 。 economet rics 一词的本

意是指 “经济度量” ， 研究对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的计量方法 ， 因此 econometrics
有时也译为 “经济计量学” 。 将 econometrics 译为计量经济学 ， 是为了强调计量

经济学是一门经济学科 ， 不仅要研究经济现象的计量方法 ， 而且要研究经济现象

发展变化的数量规律 。



计量经济学的产生源于对经济问题的定量研究 ， 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客观需要 。 经济现象本来就充满着数量关系 ， 人们很早就在探索用定量的方

式研究经济问题 。 早在 １７ 世纪 ， 英国经济学家 、 统计学家威廉·配第在 枟政治算

术枠 中就运用统计方法研究社会经济问题 ， 主张用 “数字 、 重量和尺度” 来阐明

经济现象 。 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 ， 经济学家们也力图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活

动 ， 用数学语言和公式去表达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 。 但这都还没有形成计量经济

学 。 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独立学科被正式确立 ， 其标志一般认为是

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 R ． 弗瑞希和丁伯根 （J Tinbergen） 等经济学家在美国克里富兰成

立国际计量经济学会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计量经济学在西方各国的影响迅速扩大 ， 发展成为经

济学的重要分支 。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４０ ～ ６０ 年代 ， 经典计量经济学逐步完善并得到

广泛应用 。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认为 ： “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学是计量经济学的时代” 。 事实上 ，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中 ， 相当一部分都是计量经济学家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 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和应用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 首先

是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新的计算方法大量提出 ， 计量经济模型的规模越来越大 。
更重要的是 ， 非经典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和应用有了新的突破 。 微观计量经济学 、
非参数计量经济学 、 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和动态计量经济学等的提出 ， 使计量经

济学产生了新的理论体系 ， 协整理论 、 面板数据 、 对策论 、 贝叶斯方法等理论在

计量经济学中的应用已成为新的研究课题 。
应该看到 ， 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是与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结合在一起的 ， 它反映

了社会化大生产对各种经济因素和经济活动进行数量分析的客观要求 。 经济学从

定性研究向定量分析的发展 ， 是经济学逐步向更加精密 、 更加科学发展的表现 。
正如马克思强调的 ： 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了数学以后 ， 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

步 。 因此 ，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 经济学家克莱因认为 ： “计量经济学已经在

经济学科中居于 重要的地位 。”
计量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自身并没有固定的经济理论 ， 计量经济学中

的各种计量方法和技术 ， 大多来自数学和统计学 。 我们只要坚持以科学的经济理

论为指导 ， 紧密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 ， 就能够使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在中国

的经济理论研究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

二 、 计量经济学的性质

计量经济学的奠基人弗瑞希指出 ： 计量经济学是 “统计学 、 经济学和数学的

结合” ， “三者结合起来 ， 就有力量 ， 这种结合便构成了计量经济学” 。
枟美国现代经济词典枠 认为 ： 计量经济学是用数学语言来表达经济理论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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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通过统计方法来论述这些理论的一门经济学分支 。
萨缪尔森 、 库普曼斯 、 斯通等著名经济学家在 １９５４ 年计量经济学家评审委

员会的报告中认为 ： “计量经济学可定义为 ， 根据理论和观测的事实 ， 运用合适

的推理方法使之联系起来同时推导 ， 对实际经济现象进行数量分析 。”
尽管这些经济学家对计量经济学定义的表述各不相同 ， 但可以看出 ， 计量经

济学不是对经济的一般度量 ， 它与经济理论 、 统计学 、 数学都有密切的关系 。 事

实上 ， 计量经济学是以经济理论和经济数据的事实为依据 ， 运用数学 、 统计学的

方法 ，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数量关系和规律的一门经济学科 。 应当注

意 ， 计量经济学所研究的主体是经济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 所以它是一门经

济学科 。 计量经济学当然会运用大量的数学方法 ， 特别是许多数理统计方法 ， 但

数学在这里只是工具 ， 而不是研究的主体 。
计量经济学的目的是要把实际经验的内容纳入经济理论 ， 确定表现各种经济

关系的经济参数 ， 从而验证经济理论 ， 预测经济发展的趋势 ， 为制定经济政策提

供依据 。 为此 ， 计量经济学不仅要寻求经济计量分析的方法 ， 而且要对实际经济

问题加以研究 ， 要解决达到上述目的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 。 这样 ， 计量经济学分

成了两种类型 ： 即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 。
理论计量经济学研究如何建立合适的方法去测定由计量经济模型所确定的经

济关系 。 现实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异常复杂 ， 一般来说 ， 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并

不是精确的函数关系 ， 经济变量间的数量关系不是那么确定 ， 也就是说 ， 模型中

往往包含一些随机的无法直接控制的因素 ， 所以理论计量经济学要较多地依赖数

理统计学方法 。 除了介绍计量经济模型普遍应用的参数估计方法与检验方法以

外 ， 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 ， 各种实际的经济关系不一定都服从一般的统计规

律 ， 理论计量经济学还需研究当一般的统计假定条件不完全满足时将会产生的结

果 ， 并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专门方法 ， 也就是说还会面临许多特殊的经济问题 ，
形成一些专门的计量经济方法 。 所以理论计量经济学是适合于经济关系计量的方

法论学科 。
应用计量经济学是运用理论计量经济学提供的工具 ， 研究经济学中某些特定

领域的经济数量问题 ， 如生产函数 、 消费函数 、 投资函数 、 供给函数 、 劳动就业

等 。 应用计量经济学以建立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为主要内容 ， 强调应用模型的经

济学和经济统计学基础 ， 侧重于建立与应用模型过程中实际问题的处理 。 应用计

量经济学研究的是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 ， 研究它们在数量上的联系及其变

动规律性 。 除了计量经济方法以外 ， 应用计量经济学更多地要依据经济学理论所

确定的经济规律 ， 而且要依据经济统计提供的反映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的观

测数据 ， 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经济结构 ， 预测经济的发展趋势 ， 对经济政策做

定量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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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计量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 ， 计量经济学是与经济学 、 经济统计学及数理统计学

都有关系的交叉学科 。 但计量经济学又不是这些学科的简单结合 ， 它与这些学科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
计量经济学研究的主体是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的数量规律 ， 这决定了计量经

济学应当以经济学提供的理论原则和揭示的经济规律为依据 。 经济学理论所说明

的经济规律 ， 是计量经济学分析经济数量关系的理论依据 。 离开了经济理论的指

导 ， 计量经济学就可能无的放矢 ， 计量经济学的应用也可能会步入歧途 。
但是计量经济学并不是盲目地重复经济理论 ， 计量经济学研究是把经济理论

与客观现实联系起来分析 ， 计量经济分析的成果或者是对经济理论确定的原则加

以验证与充实 ， 或者可以否定某些经济理论原则而做出补充或修改 。 计量经济学

与经济学的明显区别 ， 在于一般的理论经济学主要根据逻辑推理得出结论 ， 主要

用文字或符号说明经济现象和过程的本质与规律 ， 大多具有定性的性质 。 理论经

济学有时也会涉及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 ， 如说明价格与商品需求量及供应量成正

比或反比的关系 ， 但经济理论并不提供这类经济关系数量上的度量 ， 并不说明价

格的变动将会使供应量和需求量具体增加或降低多少 。 计量经济学则要对经济理

论所确定的经济关系做出定量的估计 ， 也就是对经济理论提供经验的内容 。
经济统计学也研究对经济现象的计量 ， 只不过是侧重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描

述 。 经济统计提供的数据 ， 是计量经济学据以估计参数 、 验证理论的基本依据 。
离开了经济统计 ， 任何对实际经济问题的经济计量分析都会寸步难行 。 计量经济

学对经济统计的这种依赖性是由经济活动的特殊性决定的 。 经济现象是人所从事

的社会性活动 ， 它不可能像对自然现象的物理实验和化学实验那样 ， 可以在实验

室中严格控制其他条件不变 ， 去反复观测某种因素变动对所研究现象的影响 。 经

济现象不可能人为地控制 “其他条件不变” ， 能够做的只是被动地观测客观经济

活动的既成事实 ， 也就是分析对实际经济现象观测所得的统计数据 。
计量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现象并不都呈现为精确的函数关系 ， 计量经济模型

中包含了随机误差项 ， 这样模型中的一些变量和参数的估计量都成为了随机变

量 。 数理统计学是研究随机变量统计规律性的学科 ， 所以数理统计学中的回归分

析 、 参数估计 、 假设检验 、 方差分析等方法在计量经济学中得到了全面运用 ， 可

以说数理统计学是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 。 然而 ， 数理统计学只是抽象地研究

一般随机变量的统计规律 ， 主要讨论在一定假设条件下一般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

性质以及特征值的估计与推断 。 而计量经济学是从具体的经济模型出发 ， 其参数

都具有特定的经济意义 ， 研究对模型参数的估计与推断时 ， 不仅要看在数学原理

上是否通得过 ， 还要看与实际的经济内容是否一致 。 而且 ， 在实际经济问题的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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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数理统计中一些标准的假定经常不能满足 ， 还需要建立许多专门的经济计量

方法 。 所以 ， 计量经济学并不只是对数理统计方法的简单应用 。
作为对计量经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关系的总结 ， 可以引述早在 １９３３ 年弗瑞

希为 枟计量经济学枠 杂志写的发刊词中的一段话 ： “对经济的数量研究可以从好

几个方面着手 ， 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就其本身来说都不应该与计量经济学混为一

谈 。 因此 ， 计量经济学与经济统计学决非一码事 ； 它也不同于我们所说的一般经

济理论 ， 尽管经济理论大部分都具有一定的数量特征 ； 计量经济学也不应视为数

学应用于经济学的同义语 。 经验表明 ， 统计学 、 经济理论和数学这三者对于实际

理解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数量关系来说 ， 都是必要的 。 但任何一种观点本身都不是

充分条件 ， 三者结合起来才是强有力的 ， 正是这种结合才构成了计量经济学 。”

　 第二节 　 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步骤 　
运用计量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 ， 一般可分为四个步骤 ： 确定变量和数学关系

式 ——— 模型设定 ； 分析变量间具体的数量关系 ——— 估计参数 ； 检验所得结论的可

靠性 ——— 模型检验 ； 做经济分析和经济预测 ——— 模型应用 。

一 、模型设定

所谓经济模型是指对经济现象或过程的一种数学模拟 。 社会经济现象和过程

是非常复杂的 ， 影响因素众多 ， 经济模型只能把所研究的主要经济因素 （表现为

经济变量） 之间的关系 ， 用适当的数学关系式近似地 、 简化地表达出来 。 例如 ，
为了研究居民的消费行为 ， 根据经济学中关于消费行为的理论 ， 认为居民消费支

出与其收入成正比例 ， 可将二者的关系表示为以下消费函数

Y ＝ α ＋ βX （１１）

其中 ， Y 为居民消费支出 ； X 为居民家庭收入 ； α 和 β 为参数 。
（１１） 式中的 β 实际是经济学中的边际消费倾向 （MPC） ， β 作为斜率系数

是消费增加量 Δ Y 与收入增加量 Δ X 的比例 ， 即 β ＝ Δ Y桙Δ X 。 然而 ， 在现实的

经济生活中 ， 居民消费支出并不像 （１１） 式那样 ， 是家庭收入的精确函数 。 由

于还有许多其他未加入模型的因素也会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 ， 相同收入的家庭 ，
其消费支出不一定完全相同 ， 所以 （１１） 式那样的模型还不是适于对实际经济

活动做计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 。 为了把实际居民消费与实际收入水平的关系表

现出来 ， 还需要在模型中引入一个随机误差项 ， 即

Y ＝ α ＋ βX ＋ u （１２）

其中 ， u 是随机误差项 ， 也称随机扰动项 。 像 （１２） 式那样 ， 包含了经济变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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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确定的参数 α 和 β ， 并包含了随机误差项 u 的方程式 ， 才是适于对实际经济活

动做计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 。 计量经济模型可以如 （１２） 式那样只是一个方

程式 ， 这称为单一方程模型 。 有时 ， 需要用相互联系的若干个方程构成的方程组

去描述更为复杂的经济关系 ， 这种计量模型称为联立方程模型 。
显然 ， 在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时 ， 为了简化和计量的方便 ， 通常不可能把所有

的因素都列入模型 ， 而只能抓住主要影响因素和主要特征 ， 而不得不舍弃某些因

素 。 同时 ， 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设计为线性关系 ， 也可能设计为其他非线

性关系 。 建立模型时 ， 模型中变量的取舍及相互关系形式的设计 ， 一定程度上是

决定于研究者的主观认识 ， 当不同的研究者对所研究经济问题的认识有差异时 ，
所使用的模型可能会不完全相同 。 所以 ， 模型的具体形式是需要研究者去设定的

问题 。 设定模型是计量经济研究的关键步骤 ， 设定计量经济模型既是一门科学 ，
又是一门艺术 。 建立一个好的计量模型 ， 要靠丰富的专业知识 ， 要有适当的方

法 ， 更要靠对建模实践的不断总结 。
一般说来 ， 设定一个合理的计量经济模型 ， 主要应注意以下 ３ 个方面的问

题 ：
１） 要有科学的理论依据 。 建立经济模型是为了反映实际经济活动的规律性 ，

必须对所研究的经济现象的相互关系做科学的理论分析 ， 尽可能使模型真实地反

映经济现象实际的依存关系 。 对别人成功应用过的计量经济模型 ， 也要从经济机

理上具体分析 ， 注意模型的应用条件是否符合所研究问题的实际 ， 不应简单地生

搬硬套 。
２） 模型要选择适当的数学形式 。 模型的数学形式可以是单一方程 ， 也可以

是联立方程 。 每一个方程可以表现为线性形式 ， 也可以表现为非线性形式 。 这要

根据研究的目的 、 所研究经济问题的复杂程度以及所掌握的数据资料来决定 。 可

以利用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的成果 ， 或利用样本数据绘制变量之间关系的图形作

参考 。 在实际建立模型的过程中 ， 应根据所研究现象相互关系的性质 ， 通过对实

际统计资料的试验和分析 ， 经过反复比较 ， 选择尽可能合理的模型数学形式 。 另

外要注意所构造的方程必须是有解的 ， 特别是在建立联立方程模型时 ， 要使内生

变量的数目与方程个数相适应 。 在选择模型数学形式时还应注意 ， 在能够达到研

究目的的前提下 ， 应当尽可能选择更为简捷的数学形式 ， 不应只是盲目追求数学

形式上的 “完美性” 。
３） 方程中的变量要具有可观测性 。 因为只有可观测的变量才可能取得实际

的统计数据 ， 也才可能对模型中的参数做出具体的估计 。

二 、估计参数

参数与变量不同 ， 它是计量经济模型中表现经济变量相互依存程度的那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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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 通常参数在模型中是一些相对稳定的量 。 计量经济模型中的参数决定着变量

之间的数量关系 ， 一旦参数确定了 ， 整个经济系统的基本结构就确定了 。 例如 ，
（１２） 式中作为边际消费倾向的参数 β ， 决定着收入与消费的基本结构关系 ， 这

种反映经济结构特性的参数也称为结构参数 。
在经济总体中 ， 反映经济结构的参数与变量不同 ， 一般来说 ， 参数不能直接

观测而且是未知的 。 我们能够获得的 ， 往往只是所研究总体中变量的若干样本观

测数据 。 由于随机误差项的存在 ， 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并不呈现为确定的函数关

系 ， 通常也不可能精确地去计算参数的数值 。 如何通过变量的样本观测数据正确

地估计总体模型的参数 ， 这是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
经过实际样本信息估计出的参数数值称为参数的估计值 ， 但是由于样本毕竟

不等于总体 ， 参数的样本估计值并不一定等于总体参数的真实值 。 如果用一定的

方法能够获得对参数估计过程的公式 ， 这种公式则称为参数的估计式或估计量 。
参数估计式是模型中变量样本观测值的代数式 ， 只要将变量的样本观测值直接代

入估计式 ， 即可得到参数的估计值 。 如何去确定满足计量经济要求的参数估计

式 ， 是理论计量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

三 、模型检验

模型中的参数被估计以后 ， 一般说来这样的模型还不能直接加以应用 ， 还需

要对估计的计量经济模型做某些检验 ，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首先 ， 在设定模型

时 ， 对所研究经济现象规律性的认识可能并不充分 ， 所依据的经济理论对所研究

对象也许还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和说明 。 或者虽然经济理论是正确的 ， 但可能我

们对问题的认识只是从某些局部出发 ， 或者只是考察了某些特殊的样本 ， 以局部

去说明全局的变化规律 ， 可能导致偏差 。 其次 ， 我们用以估计参数的统计数据或

其他信息可能并不十分可靠 ， 或者较多地采用了经济突变时期的数据 ， 不能真实

代表所研究的经济关系 ， 或者由于样本太小 ， 所估计的参数只是抽样的某种偶然

结果 。 此外 ， 我们所建立的模型 、 采用的方法 、 所用的统计数据 ， 都有可能违反

计量经济的基本假定 ， 这也可能导出错误的结论 。 所谓模型检验 ， 就是要对模型

和所估计的参数加以评判 ， 判定在理论上是否有意义 ， 在统计上是否有足够的可

靠性 。
对计量经济模型的检验主要应从以下 ４ 方面进行 。
１ ．经济意义的检验

模型中的变量和参数都有特定的经济意义 ， 经济理论通常对这些变量以及参

数的符号和取值范围做出了理论说明 ， 如果所估计的模型与经济理论完全相符 ，
则说明我们所观测的事实证实了这种理论 ； 如果所估计的模型与经济理论不相

符 ， 一般来说应当舍弃所估计的模型 ， 设法从模型设定 、 估计方法 、 统计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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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找出导致错误结论的原因 。
但是应强调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任何经济学理论 ， 只有当它成功

地解释了过去 ， 才能为人们所接受 。 如果经过反复研究 ， 证明计量经济模型和估

计的参数完全正确 ， 而是经济理论本身不完备 ， 这时则应提出修正经济理论的建

议 。 所以 ， 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检验经济理论 、 发现和发展经济理论也有重要

意义 。
２ ．统计推断检验

模型的参数是用变量的观测值估计的 ， 为了检验参数估计值是否抽样的偶然

结果 ， 需要运用数理统计中的统计推断方法 ， 对模型及参数的统计可靠性做出说

明 。 对计量经济模型的统计推断检验 ， 包括对模型的拟合优度的检验 、 用假设检

验和方差分析方法对变量显著性的检验等 。
３ ．计量经济学检验

计量经济学检验主要是检验模型是否符合计量经济方法的基本假定 。 例如 ，
检验模型中变量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 ， 检验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是否存在自相关

和异方差性 ， 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可识别性 ， 检验模型中经济变量是否存在平稳性

等 。 当模型违反计量经济方法的基本假定时 ， 通常的计量经济方法将失去效用或

将导致错误的结论 ， 这时必须对模型做必要的处理 ， 并重新估计模型的参数 。
４ ．模型预测检验

这是指将估计了参数的模型用于实际经济活动的预测 ， 然后将模型预测的结

果与经济运行的实际结果相对比 ， 以此检验模型的有效性 。

四 、 模型应用

经过估计参数和模型检验 ， 确认为可靠的计量经济模型 ， 才可以用于实际的

经济计量分析 。 计量经济模型主要可以用于经济结构分析 、 经济预测和政策评价

等几个方面 。
所谓经济结构分析 ， 是指用已经估计出参数的模型 ， 对所研究的经济关系进

行定量的考察 ， 以说明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 。 也就是说 ， 分析当其他条

件不变时 ， 模型体系中的解释变量发生一定的变动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 。 常

用的经济结构分析方法有边际分析 、 弹性分析 、 乘数分析 、 比较静力学分析等 。
例如 ， 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总收入 Y 与总消费支出 C 关系的消费函数模型

C ＝ α ＋ βY ＋ u （１３）

通常这是一条斜率为正值且小于 １ 的直线 。 模型中的参数 β 的经济意义是边

际消费倾向 MPC ＝ Δ C桙Δ Y ， 假如估计的参数为 β ＝ ０８ ， 这说明国民总收入每增

加 １ 亿元 ， 总消费支出将增加 ０８ 亿元 ， 这是宏观经济结构分析中很有意义的数

据 。 在此基础上还可进行边际储蓄趋向和收入增长的乘数分析 ， 因为边际储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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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Δ S桙Δ Y ＝ １ － MPC ， 收入增长乘数 M 为

M ＝ １桙（１ － MPC） （１４）

若已估计出 β ＝ MPC ＝ ０８ ， 则乘数 M ＝ ５ 。 这说明当投资增加 １ 个单位时 ， 将

导致国民总收入增加 ５ 个单位 ， 这又为经济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定量信息 。
所谓经济预测 ， 是指利用估计了参数的计量经济模型 ， 由已知的或预先测定

的解释变量 ， 去预测被解释变量在所观测的样本数据以外的数值 。 计量经济模型

本身就是试图从已经发生的经济活动中找出变化规律 ， 然后把这种规律用于样本

以外数据的预测 。 经济预测可以是对被解释变量未来时期的动态预测 ， 也可以是

对被解释变量在不同空间状况的空间预测 。
所谓政策评价 ， 是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各种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的实施后果

进行模拟测算 ， 从而对各种政策方案做出评价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是把计量经

济模型当作经济运行的 “实验室” ， 去模拟所研究的经济体系 ， 分析整个经济体

系对各种假设的政策条件的反映 。 在实际的政策评价时 ， 经常把模型中的某些变

量或参数视为可用政策调整的 “政策变量” ， 然后分析 “政策变量” 的变动对被

解释变量的影响 。

图 １１ 　 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过程

显然 ， 计量经济模型应用的经济结构分析 、 经济预测和政策评价三个方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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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关系 ， 经济结构分析的结果 ， 可用于经济预测 ， 经济预测的结果是政策评价

的依据 ， 而政策评价本身 ， 实际就是一种条件预测 。
综上所述 ， 完整的计量经济研究过程可以表示为图 １１ 。

　 第三节 　 变量 、 参数 、 数据与模型 　

一 、 计量经济模型中的变量

计量经济模型有多种构成因素 ， 其中一些在不同的时间或空间有不同的状

态 ， 会取不同的数值 ， 并且是可以观测的因素 ， 这类因素称为经济变量 。 例如 ，
（１２） 式中的居民家庭收入 X 和居民消费支出 Y 都是经济变量 。

计量经济模型中的变量可分为若干类型 。 从所描述的经济活动形态看 ， 经济

变量可分为流量和存量 。 某些变量具有时间维度 ， 是按一定时期测度的总量 ， 它

们是一定时期内累计发生的数量 ， 如国内生产总值 、 投资量 、 消费量等 ， 这类变

量反映的是经济活动的 “流量” 。 另一些变量不具时间维度 ， 是在一定时点上测

度的总量 ， 它们表明某一时点存在状态的总量 ， 如金融资产 、 金融负债等 ， 这类

总量反映的是经济 “存量” 。
从变量的因果关系上 ， 可分为解释变量 （explanatory variable） 和被解释变

量 （explained variable） 。 在模型中 ， 解释变量是变动的原因 ， 被解释变量是变动

的结果 。 被解释变量是模型要分析研究的对象 ， 也常称为 “应变量” （dependent
variable） 、 “回归子” （regressand） 等 ， 如式 （１２） 中的消费支出 Y 。 解释变量

也常称为 “自变量” （independent variable） 、 “回归元” （regressor） 等 ， 是说明应

变量变动主要原因的变量 ， 如式 （１２） 中的居民家庭收入 X 。 表述被解释变量

和解释变量的术语较多 ， 为了表述上尽量一致 ， 避免产生混淆 ， 本书中统一使用

“解释变量” 表示应变量变动原因的变量 ； 而用 “应变量” 或 “被解释变量” 表

示分析研究的对象 ， 即作为变动结果的变量 。
从变量的性质 ， 又可把变量分为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 。 内生变量是其数值由

模型所决定的变量 ， 内生变量是模型求解的结果 ， 如式 （１２） 中的消费支出

Y 。 外生变量是其数值由模型以外决定的变量 ， 如式 （１２） 模型中的家庭收入 。
在计量经济模型中 ， 外生变量数值的变化能够影响内生变量的变化 ， 而内生变量

却不能反过来影响外生变量 。 在内生变量中 ， 有一些是过去时期的内生变量或称

滞后的内生变量 。 例如 ， 在研究消费 — 收入模型时 ， 可能涉及上一期的收入或上

一期的消费支出 。 又如 ， 在研究某地区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时 ， 可能涉及全国

居民的收入量 。 这种过去时期的 、 滞后的或更大范围的内生变量 ， 不受本模型研

究范围的内生变量的影响 ， 但能够影响我们所研究的本期的内生变量 ， 这种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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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称为前定内生变量 。 在模型中前定内生变量的作用视同于外生变量 ， 并与外

生变量一起称为前定变量 。 在单一方程模型中 ， 前定变量一般作为解释变量 ， 内

生变量一般作为被解释变量或应变量 ， 而在联立方程模型中内生变量既可作为应

变量 ， 又可作为解释变量 。
确定模型中的变量 ， 是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的重要环节 ， 应变量要选择 能反

映所研究对象变动情况的变量 。 例如 ， 能反映居民消费行为的是 “居民消费支

出” ， 能够反映全社会生产成果总量的是 “国内生产总值 （GDP）” … … 解释变

量则应尽量选择 能够说明应变量变动的主要原因 ， 并能够独立影响应变量的那

些变量 ， 次要的变动原因应被归入到随机扰动项中 。 对变量的选择还要考虑可观

测性 ， 有的因素虽然对应变量有重要影响 ， 但是无法获取其观测值 。 例如 ， 家庭

财产可能对家庭消费有影响 ， 但家庭的财产数量很难取得数据 ， 这类无法观测的

因素不能实际度量 ， 也不宜作为变量列入计量经济模型 。

二 、 参数估计的方法

计量经济模型中的参数一般是未知的 ， 需要根据样本信息去加以估计 。 估计

模型中参数的方法有很多种 。 例如 ， 对于单一方程模型 ， 常用的是普通 小二

乘法 、 极大似然估计法等 。 对于联立方程模型常用二段 小二乘法和三段 小二

乘法等去估计参数 。 这些估计方法都是建立在一定假设前提的基础上的 ， 当估计

条件不完全满足时 ， 还需要一些特殊的估计方法 。 由于抽样波动的存在 ， 加之前

提条件 、 估计方法及所确定的估计式不一定那么完备 ， 所得到的参数估计值与总

体参数的真实值并不一致 ， 这就要求所得到的参数估计值应符合 “尽可能地接近

总体参数真实值” 的准则 。 在各种条件下如何寻求模型参数合理的估计方法 ， 是

计量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 不过 ， 在理论计量经济学中并不侧重于直接研究参

数估计值本身 ， 而是着重于论述所导出的参数估计式是否符合 “尽可能地接近总

体参数真实值” 这样的准则 。 通常选择参数估计式时应考察其无偏性 、 小方差

性等统计性质 ， 或者考察大样本时的统计性质 。
在实际的计量经济研究中 ， 运用样本数据对参数的估计与检验 ， 将面临很大

的计算工作量 。 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可以由各种有关的计算机应用软件来实

现 ， 计算机应用软件已成为学习计量经济学必不可少的部分 。 本书采用的计算机

应用软件是应用十分广泛的 EView s （econometrics view s） ， 将结合每一章的内容

介绍 EViews 的使用方法 。

三 、 计量经济学中应用的数据

估计计量经济模型参数的基本依据 ， 是通过对所研究经济变量实际观测所取

得的数据 。 数据是对客观事物信息的一种反映 ， 这种信息如以某种量的标志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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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就称其为数据 。 在计量经济研究中使用的数据 ， 主要是各种经济统计数据 ，
也可以是通过专门调查取得的数据 ， 还可以是人为构造的数据 。 可用于估计参数

的数据主要有以下几类 ：
１） 时间序列数据 （ time series data） 。 把反映某一总体特征的同一指标的数

据 ， 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和时间间隔 （如月度 、 季度 、 年度） 排列起来 ， 这样的

统计数据称为时间序列数据 。 例如 ， 逐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和消费支出 、 逐月的物

价指数等 。 时间序列数据可以是时期数据 ， 也可以是时点数据 。
２） 截面数据 （crosssection data） 。 同一时间 （时期或时点） 某个指标在不同

空间的观测数据 ， 称为截面数据 。 “不同的空间” 可以是指不同的地理区域 ， 也

可以是指不同的行业 、 部门或个人 ， 如同一时间不同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支出 、 某

一年各个省 （市） 的国内生产总值等 。
３） 面板数据 （panel data） 。 面板数据指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相结合的数

据 ， 如在居民收支调查中收集的对各个固定调查户在不同时期的调查数据 ， 又如

全国各省市不同年份的经济发展状况的统计数据 ， 都是面板数据 。
４） 虚拟变量数据 （dummy variables data） 。 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都是反

映定量事实的数据 ， 这是计量经济分析中用得 多的 、 基本的数据 。 但是还有

一些定性的事实 ， 不能直接用一般的数量去计量 ， 如政府政策的变动 、 自然灾

害 、 政治因素 、 战争与和平状态 … … 。 在计量经济研究中常发现 ， 某些客观存在

的定性现象确实对所研究的经济变量有明显的影响 ， 需要把它们引入计量经济模

型中 ， 这时常用人为构造的虚拟变量数据去表示这类客观存在的定性现象 “非此

即彼” 的状态 。 通常以 １ 表示某种状态发生 ， 以 ０ 表示该种状态不发生 。 这样的

虚拟变量数据虽然是人为构造的 ， 但反映了客观存在的定性现象 ， 也可以视为一

种数据用作模型参数的估计和检验 。
以上各种数据虽然都可用于计量经济模型的估计和检验 ， 但是应注意 ， 由于

这些数据的性质各不相同 ， 在具体运用时可能不满足某些假定条件而给计量经济

分析带来一些影响 。 例如时间序列数据若是非平稳的 ， 可能造成 “伪回归” ； 截

面数据往往存在异方差 ； 利用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模型已成为计量经济学研究的

专门问题 。
除了模型的正确设定以外 ， 能否取得用于实际计量的适合的样本数据 ， 是计

量经济研究成败的关键 。 计量经济分析中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经济统计 ， 常用

的数据可从各种统计年鉴等出版物中取得 ， 特殊的数据则需进行专门的调查才能

得到 。 计量经济研究中使用的数据 ， 要力求真实 、 可靠 、 完整 ， 数据的质量直接

关系到所估计参数的可靠性 。 对明显失真的数据 ， 应当予以剔除 。 在经济结构发

生重大变革的时期 ， 其统计数据往往不能反映经济变动的真实趋势和规律 ， 这种

“经济突变” 时期的数据也不宜直接用于估计模型的参数 。 此外 ， 我们有时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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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找到模型所需要的数据 ， 这时可能还需要对能够得到的数据做重新加工 ， 或

者试验寻求与所研究的变量高度相关的代用数据 ， 或者对模型的变量与结构加以

调整 。
计量经济学中利用的数据是可能获得的统计数据 ， 实际的统计数据可能会有

观测误差 ， 也可能数据的数量无法满足估计参数的要求 ， 这些数据还可能不满足

参数估计方法的基本假定 。 这样一来 ， 数据可能引发诸如自由度问题 、 多重共线

性 、 序列相关 、 异方差性等一系列问题 。 如何设法解决由数据引起的问题 ， 也是

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要专门研究的内容 。

四 、 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

在计量经济研究中 ， 模型是对实际经济现象或过程的一种数学模拟 ， 再完美

的模型也不可能将所有的因素都纳入其中 ， 模型只不过是对可计量的复杂经济现

象的一种简化与抽象 。 因此模型只能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 ， 忽略众多次要因素 ，
而突出若干所关注的主要经济变量 ， 把有关经济变量的相互依存关系表现为方程

式 。 模型的建立主要靠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 ， 要遵循科学的理论原则 ， 也

要运用适当的方法 。 某些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通常可以用来建立计量经济模型 ，
这些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

１ ．行为关系

行为关系指描述决策者经济行为的某些变量与其他变量的关系 。 例如 ， 居民

消费行为与其收入 、 物价水平等的关系 。 利用行为关系建立的模型称为行为方

程式 。
２ ．技术 （工艺） 关系

这反映由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的经济变量间的数量关系 。 例如 ， 说明投入的生

产要素与产出的生产成果的技术关系 ， 如著名的柯柏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 产量

Q 与资本投入量 K 、 劳动投入产出量 L 的关系为

Q ＝ A Kα Lβ e u （１５）

其中 ， A 、 α 、 β 为参数 ， u 为随机项 。
又如 ， 投入产出模型中的生产量 Xj 与消耗量 xi j 间的关系

xij ＝ aij X j （１６）

根据生产技术关系建立的模型称为技术方程式 。
３ ．制度关系

制度关系指经济现象之间由政府政策和规定的制度所决定的关系 。 例如 ， 销

售税的数量决定于销售额和税率 ， 其中税率是由政府规定的 。 这样建立的模型称

为制度方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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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定义关系

定义关系指根据定义而表达的恒等式 。 这类关系是由经济理论或客观存在的

经济关系决定的恒等关系 ， 例如

国内生产总值 ＝ 消费 ＋ 投资 ＋ 净出口

国民经济中许多平衡关系都可以建立恒等关系 ， 这样的模型称为定义方程式 。
以上几种方程式中 ， 重要 、 常用的是行为方程式和技术方程式 ， 这两种

方程中都有未知参数需要估计 ， 且每个方程说明了经济结构的某一方面 ， 所以这

些方程称为结构方程式 。

本章小结

１ ． 计量经济学是以经济理论和经济数据的事实为依据 ， 运用数学 、 统计学

的方法 ，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数量关系和规律的一门经济学科 。 计量经

济学与理论经济学 、 经济统计学 、 数理统计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
２ ． 计量经济研究分为模型设定 、 参数估计 、 模型检验 、 模型运用等四个

步骤 。
３ ． 模型的设定主要是选择变量和确定变量间联系的数学形式 。 适于对实际

经济活动做计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应包含经济变量 、 待确定的参数和随机误差

项 。 行为方程 、 技术方程 、 制度方程和定义方程可作为建立模型时参考 。
４ ． 计量经济模型中的变量分为被解释变量 （应变量） 和解释变量 、 内生变

量和外生变量 。
５ ． 参数是计量经济模型中表现经济变量相互依存程度的因素 ， 通常具有相

对稳定性 。 参数无法直接观测和计算 ， 只能用适当的方法根据变量的样本观测值

去估计 。 参数估计的方法应符合 “尽可能地接近总体参数真实值” 的准则 。
６ ． 计量经济研究中应用的数据包括时间序列数据 、 截面数据 、 面板数据 、

虚拟变量数据等 。
７ ． 对模型检验包括经济意义检验 、 统计推断检验 、 计量经济学检验和模型

预测检验 。
８ ． 计量经济模型主要可应用于经济结构分析 、 政策评价和经济预测 。

思考题
１１ 　 怎样理解产生于西方国家的计量经济学能够在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和现代化建设中

发挥重要作用 ？

１２ 　 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

１３ 　 怎样理解计量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 、 经济统计学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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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在计量经济模型中应变量和解释变量的作用有什么不同 ？

１５ 　 一个完整的计量经济模型应包括哪些基本要素 ？ 你能举一个例子说明吗 ？
１６ 　 假如你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研究者 ， 需要你对增加货币供应量促进经济增长提出

建议 ， 你将考虑哪些因素 ？ 你怎样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

１７ 　 计量经济学模型的主要应用领域有哪些 ？
１８ 　 如果要根据历史经验预测明年中国的粮食产量 ， 你认为应当考虑哪些因素 ？ 应当怎

样来设定计量经济模型 ？
１９ 　 参数和变量的区别是什么 ？ 为什么对计量经济模型中的参数通常只能用样本观测值

去估计 ？
１１０ 　 你能就时间序列数据 、 截面数据 、 面板数据 、 虚拟变量数据分别举出三个实际例

子 ， 并说明这些数据的来源吗 ？

１１１ 　 为什么对已经估计出参数的模型还要进行检验 ？ 你能举一个例子说明各种检验的

必要性吗 ？

１１２ 　 为什么计量经济模型可以用于政策评价 ？ 其前提条件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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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简单线性回归模型

　 引子

中国旅游业总收入将超过 3000 亿美元吗 ？

根据国家旅游局统 计 ， ２００４ 年中国旅游 业快速增 长 ， 全 年入境人 数

１０８ 亿人次 ， 分别比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２ 年增长 １８ ％ 和 １０ ％ ； 旅游外汇收入可

达 ２５０ 亿美元 ， 分别比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２ 年增长 ４３７ ％ 和 ２２６ ％ ； 国内旅游

人数 ９３ 亿人次以上 ， 国内旅游收入 ４０００ 亿元以上 ， 比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２ 年

分别增长 ５９ ％ 和 ３１ ％ 以上 ； 出境 ２８００ 万人次 ， 分别比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２ 年

增长 ３８５ ％ 和 ６８７ ％ 。 目前中国旅游业利用外资的规模达到 ５００ 亿美元 ，
占国内各行业吸收外资总额的 １１ ％ 。 中国公民可以组团前往的旅游目的地

国家和地区将达到 ６３ 个 。 现在 ， 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跨越 １０００ 美元关口 ， 按

照国际经验 ， 将触发国内社会消费结构的升级 。 居民消费将由实物消费为主

走上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的轨道 。 在消费结构升级的推动下 ， 中国旅游

业将迎来 新一轮的 长期增长 周期 。 据 枟中国 旅游业 发展 “九五” 计划 和

２０１０ 年远景目标纲要枠 ， 到 ２０１０ 年 ， 中国旅游入境人数将达 ６４００ 万 ～ ７１００
万人次 ，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３８０ 亿 ～ ４１０ 亿美元 ； 国内旅游人数将达到 ２０
亿 ～ ２５ 亿人次 ， 国内旅游收入 １０ ０００ 亿 ～ １０ ５００ 亿元人民币 。 这两项合计

总产出将达 １３ ０００ 亿 ～ １４ ０００ 亿元人民币 ， 旅游总收入占 GDP 的比例将达

８ ％ 。 旅游业已经成为中国第三产业中最具活力与潜力的新兴产业和国民经

济中新的增长点 。 另据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 （WTTC） 预测 ， 未来 １０ 年

间 ， 中国旅游业将保持年均１０４ ％ 的增长速度 ， 其中个人旅游消费将以年



　
均 ９８ ％ 的速度增长 ， 企业桙政府 旅游的增长速度将达 到 １０９ ％ ， 到 ２０２０
年 ， 中国将成为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和第四大客源输出国 。 从 ２００４ 中国国

际旅游交易会上获悉 ， 到 ２０２０ 年 ， 中国旅游业总收入将超过 ３０００ 亿美元 ，
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８ ％ ～ １１ ％ ① 。

推动中国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是什么决定性的因素能使

中国旅游业总收入到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３０００ 亿美元 ？ 旅游业的发展与这种决定性

因素的数量关系究竟是什么 ？ 显然 ， 需要寻求一些方法研究相互联系的经济

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 ， 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
１） 确定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变量 （如中国旅游业总收入） ；
２） 分析影响研究对象变动的主要因素 （如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 ；
３） 分析各种影响因素与所研究经济现象的相互关系 （决定相互联系的

数学关系式） ；
４） 确定所研究的经济问题与影响因素间具体的数量关系 （需要特定的

方法） ；
５） 分析并检验所得数量结论的可靠性 （需要统计检验） ；
６） 运用数量研究结果做经济分析和预测 （对数量分析的实际应用） 。

对经济变量相互关系的计量 ， 基本的方法是回归分析 。 回归分析是计量经

济学的主要工具 ， 也是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主要内容 。 只有一个解释变量的

线性回归模型是 简单的 ， 称为简单线性回归模型或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 本章从

简单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入手 ， 讨论在基本假定满足的条件下 ， 对经济变量关

系计量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 这也是以后各章的重要基础 。

　 第一节 　 回归分析与回归函数 　

一 、 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一） 经济变量间的相互关系

许多社会与经济现象 ， 除了自身的变动以外 ， 它们相互之间很可能有一定的

依存关系 。 各种经济变量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有两种不同的类型 ： 一种是确定性

的函数关系 ， 另一类是不确定性的统计关系 ， 也称为相关关系 。
当一个或若干个变量 X 取一定数值时 ， 某一个变量 Y 有确定的值与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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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 我们称变量间的这种关系为确定性的函数关系 。 例如 ， 在销售价格 P 不变

的情况下 ， 某种商品销售量 X 与销售额 Y 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 Y ＝ PX 。 一般

情况下 ， 确定性的函数关系可表示为 Y ＝ f（ X） 。
当一个或若干个变量 X 取一定值时 ， 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个变量 Y 的值虽然

不确定 ， 但却按某种规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 ， 我们称变量之间的这种关系为不确

定性的统计关系或相关关系 ， 一般可表示为 Y ＝ f（ X ，u） ， 其中 u 为随机变量 。
例如 ， 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X 与居民的消费支出 Y 之间的关系 ， 通常具有相同收

入水平居民的消费支出并不完全相同 ， 这时居民可支配收入 X 与消费支出 Y 会

呈现为不确定性的相关关系 。 居民消费支出 X 之所以与居民可支配收入 Y 不呈

现为确定性的函数关系 ， 是因为除了居民可支配收入 X 以外 ， 还存在许多其他

的因素也会影响居民消费支出 Y 。
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可用坐标图又称散点图去描述 。 例如 ， 变量 X 和 Y 之

间关系的散点图可描述为图 ２１ 。

图 ２１ 　 变量相关关系的散点图

由于涉及的变量数量 、 相关性质及相关程度的不同 ， 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可

以分为若干类型 ：
１） 从相关关系涉及的变量数量看 。只有两个变量的相关关系 ， 称为简单相

关关系 ， 如人的身高与体重之间的相关关系 。 三个或三个以上变量的相关关系 ，
称为多重相关或复相关 ， 如某种商品的需求量与商品的价格及居民的收入水平之

间的相关关系 。
２） 从变量相关关系的表现形式看 。当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散点图中的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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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条直线时 ， 称为线性相关 ；当变量之间相关关系散点图中的点接近于一条曲

线时 ， 称为非线性相关 。
３） 从变量相关关系变化的方向看 。 两个变量趋于在同一个方向变化时 ， 即

同增或同减 ， 称为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 。 当两个变量趋于在相反方向变化时 ， 即

当一个变量增加时 ， 另一个变量却减少 ， 称为变量之间存在负相关 。
４） 从变量相关的程度看 。 当一个变量的变化完全由另一个变量的变化所确

定时 ， 称为变量之间完全相关 ， 如前述价格不变时某种商品销售额与销售量之间

的关系 。 在这种情况下 ， 相关关系实际成了函数关系 ， 所以可以把函数关系视为

相关关系的特例 。
当两个变量的变化相互完全没有关系 ， 即彼此互不影响时 ， 称为二者不相

关 。 两个现象的关系如果介于完全相关和不相关之间时 ， 称为不完全相关 ， 我们

研究的相关关系通常都是指的这种不完全的相关关系 。

（二） 简单线性相关关系的度量

１ ． 简单线性相关系数

在各种类型的相关分析中 ， 只有两个变量的线性相关关系的分析是 简单

的 。 两个变量之间线性相关程度可以用简单线性相关系数去度量 ， 这种相关系数

是 常用的 ， 也简称为相关系数 。 对于我们所研究的总体 ， 两个相互联系的变量

的相关系数称为总体相关系数 ， 通常用 ρ 表示 ， 总体相关系数 ρ 可用下式计算

ρ ＝ Cov（ X ，Y）
Var（ X）Var（ Y）

（２１）

其中 ，Var（ X） 是变量 X 的方差 ；Var（ Y） 是变量 Y 的方差 ；Cov（ X ，Y） 是变量

X 和 Y 的协方差 。
总体相关系数 ρ 反映了总体两个变量 X 和 Y 的线性相关程度 ， 对于特定的

总体来说 ， X 和 Y 的数值是既定的 ， 总体相关系数 ρ 是客观存在的特定数值 。
然而 ， 当总体较大时 ， 变量 X 和 Y 的全部数值一般不可能去直接观测 ， 所以总

体相关系数一般是不能直接计算的未知量 。 通常可能做到的是从总体中随机抽取

一定数量的样本 ， 通过 X 和 Y 的样本观测值 Xi 和 Yi 去计算样本相关系数 ， 变

量 X 和 Y 的样本相关系数通常用 rX ， Y 表示 ， 或简记为 r ， 可做以下估计

rX ， Y ＝
n ∑ Xi Y i － ∑ Xi ∑ Yi

n ∑ X２
i － ∑ Xi

２

n ∑ Y ２
i － ∑ Yi

２
（２２）

或

rX ， Y ＝ ∑ （ Xi － 珚X）（ Yi － 珡Y）

∑ （ Xi － 珚X）２ ∑ （ Yi － 珡Y）２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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