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  什么是因素控制？如何采用多元回归分析进行因素控制？ 
5.2  线性回归残差是因变量剔除自变量影响后的剩余部分，为什么？ 
5.3  将变量取自然对数后建立模型有什么好处？ 
5.4  为什么要在模型中增加解释变量的高阶项和交叉相乘项？ 
5.5  用逻辑斯蒂曲线 )1/( xey γδα += 描述商品从上市到饱和的过程，求曲线的拐点。说明

拐点的意义。 
5.6  为什么带常数项的模型中引入虚拟变量时，要对引入的虚拟变量个数加以限制？对不

带常数项的模型呢？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以乘法形式引入虚拟变量？ 
5.7  在参数约束检验中，设无约束模型和约束模型回归的拟合优度分别为

2
urR 和

2
rR ，约束

条件个数为 q，用于回归的样本量为 n，证明（5.13）中的参数约束检验统计量 rT 可

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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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对工资收入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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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age、Edu和 Age分别表示工资、受教育水平和年龄。请分析年龄和教育水

平对工资收入的影响。 
5.9* 考虑如下的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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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C 和 tInc 分别表示 t年的消费和可支配收入， tD 为年份虚拟变量，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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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定义的回归模型称为分段回归，画出分段回归直线的示意图。以 0t 为分界点将

样本分为两个时间段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与采用分段回归有什么区别？不对数据进行分

段进行回归与分段回归有什么区别？分段回归有什么优点？如何检验是否需要采用分

段回归？ 
5.10  从中国统计年鉴寻找国民经济年度数据，估计我国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1）分别对 1959 年-1979 年和 1980 年-2010 年间的生产函数进行估计； 
（2）检验 1959 年-1979 年间的生产函数是否规模报酬不变的（ 1=+ βα ）； 
（3）采用邹变点检验方法检验两个时段的生产函数是否相同。 

 参考答案 

1. 通过线性回归模型刻画所关注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时，需要剔除相关变量对关注变

量的影响，称为因素控制机。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自变量中，加入与关注变量相关的

变量，可以实现因素控制。 
2. 由线性回归残差的性质知道，OLS 回归残差形成的向量与解释变量样本形成的向量正交，

表明残差中已不再包含自变量的信息和影响，是因变量剔除自变量影响后的剩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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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分段回归在反映结构断点的同时，也有效地利用了样本。对原假设 0:H0 =tD 进

行检验（ t检验）可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分段回归。也可用 Chow 断点检验 
10.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