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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计量经济学历史与发展1.1 计量经济学历史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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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是利用经济理论、数学以及统计学推断等工具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

的一门社会科学。

主要构成内容包括：

经济理论：定性描述为主

数理经济学：数学形式或方程

统计学：

经济统计学——主要收集和处理经济数据
数理统计学——难以处理特殊经济计量问题

什么是计量经济学？（what）什么是计量经济学？（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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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基础（也可以上升为哲学基础）

经济学基础（关系论转向）

数学基础（主要是概率论基础）

统计学基础（主要指数据基础）

计量经济学方法论基础计量经济学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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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试图回答休谟诘问——如何从经历到的过去、特殊、局部，推论到没
有经历到的未来、一般、整体？

经济学研究过程:

观察（个别、特殊）

抽象（理论、模型）

检验（实验、回归）

发现（一般、普遍）

计量经济学研究过程：

模型设定

样本采集

模型估计

模型检验

模型应用

计量经济学如何进行研究？计量经济学如何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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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广义和狭义计量经济学

1.2.2 初、中、高级计量经济学

1.2.3 理论和应用计量经济学

1.2.4 经典和非经典计量经济学

1.2.5 微观和宏观计量经济学

1.2 计量经济学的内容体系1.2 计量经济学的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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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计量经济学：

是利用经济理论、数学以及统计学定量研究经济现象的经济计量方法的统称

包括回归分析方法、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等。

狭义计量经济学：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计量经济学，以揭示经济现象中的因果关系为目的，

在数学上主要应用回归分析方法。

本课程中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就是狭义计量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数学模型。

1.2.1 广义和狭义计量经济学1.2.1 广义和狭义计量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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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计量经济学：

以计量经济学的数理统计学基础知识和经典的线性单方程模型理论与方法为

主要内容。

中级计量经济学：

以用矩阵描述的经典的线性单方程模型理论与方法、经典的线性联立方程模

型理论与方法，以及传统的应用模型为主要内容。

高级计量经济学：

以非经典的、现代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理论、方法与应用为主要内容。

本课程定位于中级水平上，适当引入高级的内容。

1.2.2 初、中、高级计量经济学1.2.2 初、中、高级计量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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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计量经济学：

以介绍、研究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为主要内容，侧重于理论与方法的数学证明与

推导，与数理统计联系极为密切。

除了介绍计量经济模型的数学理论基础、普遍应用的计量经济模型的参数估计方法与

检验方法外，还研究特殊模型的估计方法与检验方法，应用了广泛的数学知识。

应用计量经济学：

以建立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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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程是二者的结合。

1.2.3 理论和应用计量经济学1.2.3 理论和应用计量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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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计量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etrics）：20世纪70年代以前发展并广泛应用
的计量经济学。

R.Frish创立
T.Haavelmo建立了它的概率论基础
L.R.Klein成为其理论与应用的集大成者

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以线性模型为主要形式，主要包括:

单方程模型(Single Equation Model)
联立方程模型(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

1.2.4 经典和非经典计量经济学1.2.4 经典和非经典计量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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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导向：以经济理论为导向建立模型；

模型类型：采用随机模型；

模型结构：变量之间为线性或可以转化为线性；

数据类型：服从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以时间序列或面板数据为样本；

估计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或最大似然估计法；

模型应用：结构分析、政策评价、经济预测

模型领域：生产、需求、消费、投资、宏观经济等

经典计量经济学的特征经典计量经济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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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as(1976): 使用计量经济模型预测未来经济政策的变化所产生的效用是不可信的。
其实质是提出了结构模型模型参数是否随时间变化的问题。

Sarget(1976)：以货币政策为例，重新解析了Lucas批判。结构模型对于评价政策似乎
是无能为力的。

Sims(1980)：为使结构方程可以识别而施加了许多约束，这些约束是不可信的。建议
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而避免结构约束问题。
关于模型设定：经济学理论不足以指导如何设定模型，以及保证模型设定的正确性。

对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的Lucas批判对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的Lucas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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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经济：

滞涨、石油危机、利率自由化、管理浮动汇率

关于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货币主义的固定规则

以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等为代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一代的货币政策无效

以基德兰德、普利斯科特等为代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的财政政策无效

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连续性

对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批判的时代背景对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批判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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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典计量经济学，也称为现代计量经济学，主要指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发展的
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及应用模型。非经典计量经济学主要包括：

微观计量经济学(Microeconometrics)
非参数计量经济学(Nonparametric Econometrics)
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Time-Series Econometrics )
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Panel Data Econometrics)
动态计量经济学(Dynamic Econometrics)

本课程以将适当引入一些简单的、应用较多的现代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

非经典计量经济学非经典计量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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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计量经济学：

集中于“对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行为进行经验分析”。
“原材料是微观数据”，微观数据表现为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
内容主要包括面板数据模型的理论方法、离散选择模型的理论方法、选择性样本模型

的理论方法。

宏观计量经济学:

经典宏观计量经济学：利用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对宏观经济进

行分析、评价和预测。

现代宏观计量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单位根检验、协整理论以及动态计量经济学。

1.2.5 微观和宏观计量经济学1.2.5 微观和宏观计量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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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计量经济学分析过程1.3 计量经济学分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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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或假说的陈述；
2.理论的数学模型设定；
3.统计或计量经济模型设定；
4.获取数据；

5.计量经济模型的参数估计；
6.假设检验；
7.预报或预测；
8.利用模型进行控制或制定政策

1.3.1 一般过程1.3.1 一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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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分析的基本过程（概览）计量经济分析的基本过程（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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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心理定律...是，通常或平均而言，人们倾向于随着他们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其消
费，但不如收入增加的那么多。

--- 凯恩斯

简言之，凯恩斯设想，边际消费倾向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MPC) , 即收
入每变化一个单位的消费变化率，大于零而小于1

消费分析案例：1理论或假说的陈述消费分析案例：1理论或假说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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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概念：

确定性关系是指变量之间存在严格准确的数学关系。

数学模型或数理经济学模型，是指利用严格的数学函数对这种确定性关系的数学表达

形式。

消费分析案例：2数学模型设定消费分析案例：2数学模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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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假设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但他并没有明确指出二者之间准确的

函数关系。为简单起见，数理经济学家也许建议采用如下形式的凯恩斯消费函

数:

Yi = β1 + β2Xi (0 < β2 < 1)

也可以用下图表示（凯恩斯消费函数的数理经济学模型）：

消费分析案例：2数学模型设定消费分析案例：2数学模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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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概念：

非确定性关系是指变量之间存在非准确的数学关系。

随机干扰项 (stochastic disturbance term) ，也称为误差项 (error term)，是用来代表所
有未经指明的对因变量有所影响的那些因素。它是一个随机变量，并具有特定的概率

性质，一般记为  。ui

计量经济学模型，是指通过引入随机干扰项  对变量之间非确定性关系的模型形式
表达。

ui

消费分析案例：3计量经济模型的设定消费分析案例：3计量经济模型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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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分别指出下列属于哪一类模型（数量经济学模型/计量经济学模型）？

其中  代表时期(年份)，  代表技术水平，  代表资本，  代表资本，  表
示随机干扰项，  代表常数，  代表参数，  表示自然数（约等于
2.71828）

t T Kt Lt ut

A α,β, γ e

Q = f(T ,Kt,Lt)

Q = A(T )Kα
t L

β
t

Q = A(T )eγtKα
t L

β
t ut

测试题测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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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非确定性的。除了收入外，还有其他变量影响

着消费支出。比方说，家庭规模、家庭成员的年龄、家庭的宗教信仰等，都会对

消费有一定的影响。考虑到收入变量与支出变量之间的非准确关系，计量经济学

家会构建如下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Yi = β1 + β2Xi + ui (0 < β2 < 1)

或者通过图形形式表达为（凯恩斯消费函数的计量经济模型）：

消费分析案例：3计量经济模型的设定消费分析案例：3计量经济模型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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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确定模型包含的变量

确定模型的数学形式

确定随机扰动项的概率分布特性*
拟定模型中待估计参数的理论期望值区间

1.3.2 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设计1.3.2 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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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从远处看，花园的浇水管就像是一维的（一条线）

（b）走近来看，水管的第二维就显现出来了——水管管壁是一个曲面

[引入思考]：思维视角的多元性与演化[引入思考]：思维视角的多元性与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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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欧几里得空间：平直空间

b.黎曼空间：曲率空间 c.量子世界：多维空间

[引入思考]：对时空认识的演变[引入思考]：对时空认识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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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空间视角1

b.空间视角2

c.空间视角3

[引入思考]：对时空认识的演变[引入思考]：对时空认识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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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验学派（apriorius）--> 实用学派（pragmaticus） -->频率学派（frequentisttus）
--> 现代学派（sapiens） --> 贝叶斯学派（bayesianis）

客观世界与思维模型的认知演化

[引入思考]：客观世界与[引入思考]：客观世界与思维模型思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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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

不遗漏显著的变量。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

考虑入选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要求变量间互相独立。

A.确定模型包含的变量A.确定模型包含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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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分别指出下列计量模型有何问题？

模型1： Yi = 4219.1 + 4.729Xi + ei

其中：  =财政收入；  =股票融资Yi Xi

模型2： Yi = −107.66 + 0.13X1i + 0.22X2i + ei

其中：  农副产品出口额；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农副产品收购
额

Yi = X1i = X2i =

测试题测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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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3： Yi = 0.73X1i + 0.21X2i + 0.18X3i + 67.60D + ei

其中：  生产资料进口额；  轻工业投资额；  出口总额； 
生产部门消费额 ；  进出口政策。

Yi = X1i = X2i = X3i =

D =

模型4： Yi = 0.78 + 0.24X1i + 0.05X2ii − 0.21X3i + ei

其中：  农产品总值；  粮食产量；  =农机动力；  受灾面积。Yi = X1i = X2i X3i =

测试题测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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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的成果

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

根据样本数据作出的变量关系图，例如散点图、直方图、自相关图等

选择可能的形式试模拟——反复尝试

B.确定模型的数学形式B.确定模型的数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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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样本数据

确定模型的数学形式[图片演示]确定模型的数学形式[图片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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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同学的视界：一条直线

确定模型的数学形式[图片演示]确定模型的数学形式[图片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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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同学的视界：一条抛物线

确定模型的数学形式[图片演示]确定模型的数学形式[图片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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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同学的视界：一条S型曲线

确定模型的数学形式[图片演示]确定模型的数学形式[图片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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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线性回归模型为例：

Yi = β0 + β1X1i + β1X2i + ui

我们通常假定因变量  为随机变量，自变量  为给定的（非随机的），
随机干扰项  为随机变量。那么：

Yi X1i,X2i

ui

什么情况下，  是可以被认知的？Yi

如果自变量是给定的，那么因变量  和随机干扰项  是什么关系？Yi ui

以上模型中，那个部分才是我们最为关心的？

C.确定随机扰动项的概率分布特性*C.确定随机扰动项的概率分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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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态分布： N(μ,σ2)

t分布： t(f)

卡方分布： χ2(f)

F分布： F(f1, f2)

其他分布 ⋯

几类重要的统计分布几类重要的统计分布



print(formatC(rnorm(n=20,mean=0.5, sd=2), format="f", digits = 2))

 [1] "0.65"  "0.53"  "-1.79" "0.53"  "1.63"  "-3.82" "0.43"  "1.03"  "0.01"  "2.76" 

[11] "2.06"  "0.22"  "0.42"  "1.69"  "1.34"  "4.80"  "2.01"  "4.90"  "-0.81"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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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密度(pd)：如标准正态分布在  时的概率密度dnorm(X=2.5)=  0.0175283X = 2.5

累积概率密度(cd)：如标准正态分布在从  到  之间的累积概率密度
pnorm(X=2.5)=  0.9937903

−∞ X = 2.5

分布值(quantile)：如标准正态分布在累积概率密度为  时的正态分布值
qnorm(p=0.975)=  1.959964

p = 0.975

随机数(random)：如按  生成20个正态分布随机数
rnorm(n=100,mean=0.5, sd=2)

N(μ = 0.5,σ = 2)

分布参数与分布形态分布参数与分布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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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态分布(n=500)

正态分布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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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分布(n=500)

t分布t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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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分布(n=500)

卡方分布卡方分布



huhuaping@ 第01章 导论                             1.3 计量经济学分析过程 45 / 67

F分布(n=500)

F分布F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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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的符号（正号？负号？）

参数值的大小（>1 ? ...）
参数值之间的关系（  ?）α + β = 1

D.拟定模型中待估计参数的理论期望值D.拟定模型中待估计参数的理论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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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指出下列计量模型中参数的理论期望值（或范围）？

模型1：

ln(foodD) = α + βln(income) + γln(pricefood) + δln(priceotherfood) + ui

模型2：

Q = A(T )Kα
t L

β
t ut

测试题测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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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类型：

截面数据（Cross-sectional Data）
时间序列数据（Time-series Data）
面板数据（Panel Data）

1.3.3 获取数据1.3.3 获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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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估计上述计量经济模型，也即为了得到  和  的数值，需要有数据
（dataset）。

β1 β2

下面给出某国在1960-2005年间的真实数据，其中变量：

变量  表示个人消费支出（PCE，单位10亿美元）的加总——度量了一国的真实消费
支出。

Y

变量  表示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位10亿美元）——度量了一国的真实总收入。X

消费案例消费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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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ing 1 to 10 of 46 entries Previous 1 2 3 4 5 Next

Year Y X

1960 1597.4 2501.8

1961 1630.3 2560

1962 1711.1 2715.2

1963 1781.6 2834

1964 1888.4 2998.6

1965 2007.7 3191.1

1966 2121.8 3399.1

1967 2185 3484.6

1968 2310.5 3652.7

1969 2396.4 3765.4

50 / 67

1960-2005年间个人消费支出(Y)和国内生产总值(X)数据n=( 46 )

案例数据案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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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以上数据绘制为下图：

1960-2005年间个人消费支出(Y)和国内生产总值(X)的真实关系

案例绘图案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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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概念:

参数：用来刻画计量经济模型的总体特征。

回归分析方法：用来获得参数估计值的一种重要统计方法和手段。

1.3.4 参数估计1.3.4 参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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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以上真实数据，并采用回归分析方法以及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方法（OLS），
可以对计量经济学模型参数进行估计。

得到截距参数  的估计值为-299.59，斜率参数  的估计值为0.72。因此，估计
得到的消费函数为：

β1 β2

Ŷ = − 299.59 + 0.72X

(t) (−10.4152) (163.1880)

(se) (28.7649) (0.0044)

(fitness)R2 = 0.9984; R̄2 = 0.9983

F ∗ = 26630.33;p = 0.0000

案例的参数估计案例的参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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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消费函数（也即回归线）绘图如下。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1960-2005年期
间，斜率系数(即MPC)约为0.72，表明在此样本期间，真实收入每增加1美元，平
均而言，真实消费支出将增加约72美分。

1960-2005年间个人消费支出(Y)和国内生产总值(X)的直线关系

案例的参数估计案例的参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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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二乘法（Least Squares Estimation，LS）

OLS, GLS, 2SLS, 3SLS,NLS
极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ML）

ML, LIML, FILM
矩估计（Method of Moments，MM）

IV（工具变量）, GMM

主要参数估计方法（知识扩展）：主要参数估计方法（知识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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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概念：

统计推断 (sta tistical inference)，又称为假设检验 （hypotheis testing），是以样本证据
为依据去肯定或否定经济理论的一整套统计方法。

统计分布：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形式。

显著水平：无论怎么推断，人们都可能犯错。第一类错误（弃真错误）也称为  错
误，第二类错误（取伪错误）也被称为  错误。

α

β

1.3.5 假设检验1.3.5 假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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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所拟合的模型是对现实的一个较好的近似，但还必须制定适当的准则，借以

判断如方程中的估计值是否与待检验的理论预期值相一致。（why？）

理论上，凯恩斯曾预期边际消费支出（MPC）是正的，但小于1 。

实际数据下，我们求得MPC约为0.72。我们需要质疑的是：

实际结果是否与凯恩斯消费理论一致？

实际结果中估计值MPC=0.72是否充分地小于1？
这个估计值MPC=0.72仅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得来的么？
我们用的数据是不是太特殊了？

简言之，0.72是不是在统计意义上小于1？如果是，那么这一次的数据分析就可
用来支持凯恩斯理论。

案例中的假设检验案例中的假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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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检验：

拟合优度检验(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总体显著性检验(Overall Significance of Regression)
变量显著性检验(Significance of Variables)

计量经济学检验：

共线性检验(Multi-collinearity)
异方差性检验(Heteroskedasticity)
序列相关性检验(Serial Correlation)

主要的检验方法/内容主要的检验方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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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概念：

预测（Forecast）：根据的预测变量（predictor）  已知值或预期未来值来预测因变
量  的未来值。

X

Y

预测误差（Forecast Error）：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异。

1.3.6 预报或预测1.3.6 预报或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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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我们想预测2006年的平均消费支出，2006年GDP的值为113194亿美元,2006年
的实际个人消费支出为80440亿美元。那么：

预测得到：  7850.378Ŷ 2006 = −299.59 + 0.72 ∗ 11319.4 =

预测误差为：  193.622Y2006 − Ŷ 2006 =

假设政府决定减少所得税。这种政策对收入及消费支出和最终就业会有什么影响

呢?

预报或预测的示例预报或预测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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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政策改变的结果是投资有所下降，其对经济的影响将如何?宏观经济理论告
诉我们，投资支出每改变1美元，收入的改变由收入乘数 (income multiplier, M)：

M =
1

1 − MPC

如果  ，那么  3.5714286。也就是说，投资减少(增加)1
美元，将最终导致收入减少(增加) 4 倍之多。

MPC = 0.72 M = =1
1−0.72

预报或预测的示例预报或预测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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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概念:

控制变量（Control Variable）：易于控制和改变的变量（X）
目标变量（Target Variable）：期望实现和达到的变量（Y）

若我们已估计出凯恩斯消费函数，而且政府认为87500亿美元的消费支出
（PCE，Y）水平即可维持当前约4.2%的失业率(2006年初)。

那么，什么样的收入水平（GDP，X）将保证消费支出达到这个目标水平呢?

利用估计得到的消费函数，很快可以算出：

8750 = −299.59 + 0.72 ∗ GDP2006

 6515.7X = GDP2006 =

1.3.7 利用模型进行控制或制定政策1.3.7 利用模型进行控制或制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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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如何知道这些数据实际上是支持凯恩斯消费理论的呢?

前述所示的凯恩斯消费函数（即回归线）与实际数据点极为接近吗?

还有其他的消费模型（理论）能同样好地拟合这些数据吗?

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被称为持久收入假说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的消
费模型。

罗伯特·霍尔 (Robert Hall)也提出了一个被称为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 (life-cycle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的消费模型。

1.3.8 可能的备选模型1.3.8 可能的备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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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人们如何在竞争的模型或假设中进行选择呢?
或者，你怎么知道自己选择的模型就是真正正确的呢？

（克莱夫·格兰杰 (Clive Granger) 的建议）在你提出一种新理论或新的经验模型
时，你要考虑这些问题:

它的用途是什么？它有助于什么样的经济决策？

在已经提出的证据中，有没有某个证据让我能将这种新理论或新模型与其他理论或模

型做比较?

对待模型的心态对待模型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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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需要持续探索和充满好奇心

持续探索新模型持续探索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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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分析的基本过程（总结）计量经济分析的基本过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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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结束本章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