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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课程考试试题 
（2020 ----2021 学年 第 1 学期 ） 

考核对象  博士□  学术型硕士■  专业学位硕士□  硕博连读研究生□  兽医硕士专业学位□   中职教师□   

         高校教师□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同等学力在职申请硕士学位□     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 

课程名称     计量经济学 II                   考试方式         闭卷      

命题教师     课程组集体命题          学科（领域）负责人签字              

考试时间    2020  年  11  月  18  日   14：00  时至   16:00  时 

 

一、计量经济学基础分析计算题（共 3 小题，共 25 分）  得分：______分 

对于如下的二元线性回归模型： 

𝑌𝑖 = 𝛽1 + 𝛽2𝑋2𝑖 + 𝛽3𝑋3𝑖 + 𝑢𝑖 

1.（7分）请写出全部的正态经典线性回归模型假设（N-CLRM）。 

 

 

 

 

 

2.（8 分）现在将对应的样本回归模型（SRM）表达为矩阵形式𝐲 = 𝐗�̂� + 𝐞，并已

知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下，回归系数的估计值为： 

�̂� = (𝐗′𝐗)−𝟏𝐗′𝐲 = [300.2863 0.742 8.0436]′ 

回归系数的方差协方差矩阵为： 

𝑆𝑖𝑗
2 (�̂�) = �̂�2(𝐗′𝐗)−𝟏 = [

6133.6505 −3.7079 220.2063
−3.7079 0.0023 −0.1371
220.2063 −0.1371 8.9015

] 

给定 𝛼 = 0.05, 𝑛 = 15，t 分布的理论查表值为𝑡1−𝛼/2(𝑛 − 𝑘) = 𝑡0.975(13) =2.18。请

你根据前述条件，对斜率回归系数分别做出显著性 t 检验。（要求：基本计算过程，并

进行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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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分）当线性回归模型放宽（或违背）经典假设，出现高度多重共线性问题、

异方差问题和自相关问题时（三者不是同时出现），请分别写出主要的解决办法（矫正

方法）。 

 

 

 

 

 

 

 

 

二、时间序列分析计算题（共 4 小题，共 25 分）         得分：______分 

以某国 1947 年第一季度到 2008 年第四季度的季度 GDP 数据为研究对象，单位为

10 亿元，共 248 个观测数据，并考虑其对数 GDP 序列和 GDP 增长率序列。 

1.（8 分）对 GDP 序列（图 2-1）和 GDP 增长率序列（图 2-2）进行某种检验。根

据该检验结果，你认为这是什么检验（写出中文名称和简要理论检验过程）？它主要用

来检验什么问题？根据检验结果能得到什么结论（给定𝛼 = 0.05）？  

  

图 2-1 某检验结果（GDP） 图 2-2 某检验结果（GD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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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分）为识别 GDP 增长率的数据生成模式，进一步对 GDP 增长率进行了相关

性检验，得到如下 ACF 图（2-3）和 PACF 图（图 2-4），试根据结果判断根据 GDP 增长

率序列适合哪种时间序列模型？简述理由。 

  

图 2-3  GDP 增长率 ACF图 图 2-4  GDP增长率 PACF图 

 

 

 

 

3．（6 分）我们对 GDP 增长率序列进行建模，其 AR（1）回归结果如图 2-5 所示，

其 AR（3）结果如图 2-6 所示。请根据回归结果写出回归模型。 

 

图 2-5   GDP增长率 AR(1)模型结果 

 

图 2-6   GDP增长率 AR(3)模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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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分）对 AR（1）模型和 AR（3）模型的残差进行分析。图 2-7 和 2-8 分别为

AR（1）模型和 AR（3）模型的残差检验图，结合第 3 题结论，判断哪个模型对 GDP

增长率拟合的更充分？简述理由。 

 

图 2-7  AR(1)模型的残差检验图 

 

图 2-8  AR(3)模型的残差检验图 

说明：上述图中(a)为残差 ACF 图，(b)为对残差进行 8 次 Ljung-Box 检验得到的检验统计量的

P 值，其滞后期分别为 1 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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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立方程模型分析计算题（共 3 小题，共 25 分）    得分：______分 

给定如下农产品供需关系的结构化联立方程（structural SEM）： 

{
𝑄𝑡 = 𝛼0 + 𝛼1𝑃𝑡 + 𝛼2𝐼𝑡 + 𝛼3𝑆𝑡 + 𝑢𝑡1 (𝛼1 < 0, 𝛼2 > 0) (需求函数)

𝑄𝑡 = 𝛽0 + 𝛽1𝑃𝑡 + 𝛽2𝑃𝑡−1 + 𝑢𝑡2 (𝛽1, 𝛽2 > 0) (供给函数)
 

其中：𝑄𝑡表示某农产品的产量或需求量；𝑃𝑡表示某农产品的市场价格；𝑆𝑡表示某农

产品的替代品价格；𝐼𝑡表示居民可支配收入；𝑢1, 𝑢2为随机干扰项。 

1.（8 分）根据以上的结构化联立方程（structural SEM），请写出其对应的约简化联

立方程（reduced SEM）。（要求：约简系数记为𝜋11, 𝜋21, ⋯；约简随机干扰项记为𝑣1, 𝑣2）。 

 

 

 

2.（12 分）请根据结构化联立方程与约简化联立方程之间的关系，用结构系数（𝛼..; 𝛽..）

计算出相应的约简系数（𝜋..）。（要求：有基本计算过程，并正确写出最终结果。） 

 

 

 

 

3.（5 分）请利用方程识别阶条件，分别判断结构化联立方程（structural SEM）系

统中需求方程和供给方程是否可识别或可识别的类型。（要求：写出识别的主要过程和

判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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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限因变量模型分析计算题（共 3 小题，共 25 分）   得分：______分 

在研究是否晋升的问题中，设 Y表示是否晋升，如果是否晋升与受教育年限 X及工

作经验年限 Z之间的关系满足 Logit 模型： 

𝑙𝑛
𝑝𝑖

1−𝑝𝑖
= 𝛽0 + 𝛽1𝑙𝑛𝑋𝑖 + 𝛽2𝑍𝑖 + 𝛽3𝑍𝑖

2， 

其中，𝑝𝑖 = 𝑃𝑖(𝑌𝑖 = 1)。或者，也可以写为𝑝𝑖 = 𝐺(𝛽0 + 𝛽1𝑙𝑛𝑋𝑖 + 𝛽2𝑍𝑖 + 𝛽3𝑍𝑖
2)，其中𝐺(𝑡) =

𝑒𝑡

1+𝑒𝑡
 。请回答如下问题： 

1.（9 分）如果使用线性概率模型解决上述晋升问题，请写出三个缺陷。 

 

 

 

 

 

 

2.（10 分）计算工作经验年限 Z对晋升概率𝑝𝑖的边际影响
𝜕𝑝𝑖

𝜕𝑍𝑖
。 

 

 

 

 

 

 

 

3.（6 分）从弹性角度解释系数𝛽1的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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