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实名：统计 中国统计 国家统计局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 正文

2004.03：国内外大学教材“经济预测与时间序列”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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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加强国外教材的引进工作。当前，引进的重点是信息科学与技术和生物科学与技术两大学科的教材。

要根据专业 课程 建设的需要，通过深入调查、专家论证引进国外优秀教材 要注意引进教材的配套。加

强对引进教材的宣传，促进引进教材的使用和推广。 

   开展对国外教材的比较研究，扩大高校教材的国际交流。 

 

  当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信息时代，经济迅猛发展，社会运转加快，信息量不断膨胀，各类管理中

需要决策的事物，不仅在数量上越来越多，而且对于决策在时间和质量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而为决策

服务的预测分析工作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 

 

  经济商业预测是根据经济现象变化的过去与现在表现，利用一定的数据和预测计量方法，寻求探讨经济

现象中各个因素之间演变规律，以此对未来发展演变进行科学地推断和判断。就经济商业预测的内容而言，

大致上分成宏观经济预测与微观经济预测。 

 

  当前，许多大学的经济学院、商学院、管理学院等诸多本科专业经济学、统计学、工商管理、管理学

（包括研究生）都开设计量经济学、管理统计学、运筹学、经济预测等课程。这些课程所阐述的基本理论和

数量规律为大学生认识、掌握经济现象是如何演变发展的提供了一种参考框架，从而为进一步地理解和掌握

经济商业预测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知识平台。 

 

  如何促使大学生综合素质和处理解决现实问题的分析能力与动手能力有所提高，这个问题一直是大学教

改和提升大学生竞争力的核心问题之一。作为提供知识内容载体的教材质量高低与优劣，不仅会直接关系到

大学教师传授和讲解知识的效果，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到学生今后对这门课程的认识、掌握以及应用。因此，

我们认为，对国内外大学教材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指出国内一些教材的不足，这将有助于大学教师更好地选

用教材（比如，英文教材影印版，外文教材中译本），进而为提升大学生更好地理解与掌握知识奠定一个良

好的基础。 

 

  本文针对国内外大学教材中“经济预测与时间序列”方面的教材进行深入地对比分析研究，指出国内一

些教材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我们研究发现，国内一些教材中普遍在下面的三个关系上认识模糊。 

 

  一、对待基本知识与前沿进展如何结合认识模糊 

 

  



  最近二十年间，作为经济商业预测的主要领域——时间序列计量分析，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应

用上，人们对构建时间序列模型并将其应用到预测上的兴趣与日俱增。目前，在时间序列应用中出现了许多

新的方向，比如单位根（ｕｎｉｔｒｏｏｔ）、单整（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协整（ｃｏｉｎｔｅｇ

ｒａｔｉｏｎ，又经常翻译成‘协积’，参看 7 ）、ＧＡＲＣＨ模型、异常观测值以及非线性等。 

 

  如何把基本知识阐述与前沿进展介绍结合起来，国内一些教材对此认识模糊。例如，对前沿进展中非常

重要的一些概念，像单整、协整、非线性、单位根、异常观测值等只字不提，即使提到，也不曾指出进一步

研究应该参阅的一些文献。 

 

  实际上，如果将前沿进展适当地引入到教材中，这会有助于学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在最近或将来出现在

期刊中的一些新方法，这些期刊中文的有《预测》、《统计研究》、《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等，英文期刊

主要有《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预测》、《商业与经济统计评论》等。 

 

  与之相比，国外教材对此问题处理得很好。例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经济学教科书译丛》中

《时间序列分析》（作者Ｊ．Ｄ．Ｈａｍｉｌｔｏｎ是美国当今时间序列分析方面最著名的教授）在阐明基

本知识的同时，适当地介绍与引进一些前沿进展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和方法。再者，原版教材中一般都列出主

要参考文献与最新的前沿领域。如果我们大学教材中一部分选用外版教材中文翻译本，那么这有助于帮助中

国大学生开阔视野，迅速跟踪和靠近世界前沿进展。进而，学习到国外学者的严谨治学风范。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最近国内几家出版社大量地引进和翻译了国外大学一些优秀的研究生教材，比如经

济科学出版社的《数理金融方法与建模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当代经济学教科书译丛》；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的《金融学前沿译丛》等。这些已经引进和翻译的中文版教材，无论是教材所涵盖的内容，还

是中文翻译质量都是十分优秀与上乘的。 

 

  二、对待基本理论阐述与经济商业背景如何结合认识不清 

 
  在国内一些经济商业方面的‘经济预测和计量分析’教材中，通常提议先对数据取自然对数变换后再进

行分析。我们如果用ｗｔ表示原始数据，那么常常对ｙｔ＝ｌｏｇ ｗｔ 建模与预测，其中ｌｏｇ指自然

对数。若需要对ｗｔ做预测，在对数据先做适当调整之后，再运用公式ｗｎ＋ｈ＝ｅｘｐ ｙｎ＋ｈ 做逆

变换。但是，为什么要取对数呢？国内一些教材对此问题的阐述如何与经济商业背景结合认识不清。 

 

  我们对国内外教材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国外教材在这一问题上解决得十分巧妙与融

洽。他们认为，对经济数据取对数变换的原因之一是把指数趋势变成线性趋势。如果数据已经处于相对形

式，比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市场份额，通常就不再对数据应用对数变换。 

 

  例如，最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翻译本《商业和经济预测中的时间序列》（ＴｉｍｅＳｅｒｉ

ｅｓ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作者Ｐ．

Ｈ．Ｆｒａｎｓｅｓ是经济计量和预测方面的著名教授），就是以商业和经济领域的应用和背景为依托，阐

述了时间序列分析的基本概念与方法，并且融合了一些最新前沿研究成果中十分重要的专题和概念，使学生

在学习时间序列内容的潜移默化中领悟到把理论和分析方法应用到商业和经济领域的应用技巧和真谛。 

 

  三、对待定性理论阐述、定量分析技巧、实例演算能力训练如何结合认识模糊 

 



  （1）定性理论阐述与定量分析技巧之间如何结合 

 

  国内一些‘文科’经济商业预测教材中，对定性理论阐述十分重视，但是却不重视或忽略如何将定性理

论阐述与定量分析技术密切结合起来。近几年来，随着“宽基础”学科思想的流行，这方面的情况得到了一

些改进。我们认为，经济商业预测领域的课本应该以应用为导向的，所介绍与阐述的方法、公式等缺少不了

实际事例的应用。同时要注意应用数据计算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及其对应的处理措施。注意定性分析与定量分

析相结合，减弱意识形态对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的影响，加大定量分析的力度。 

 

  与之相比，国外教材在这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地方。例如，最近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翻

译本《经济预测》（2003年）（作者ＦｒａｎｃｉｓＸ．Ｄｉｅｂｏｌｄ教授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经济预测专

家）在定性理论阐述与定量分析技巧的结合上做得非常优秀。 

 

  此外，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金融时间序列的经济计量学模型》（2002年）（作者Ｔ．Ｃ．Ｍｉｌｌ

ｓ是英国金融时间序列方面的著名教授）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教科书，它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十分恰当。许

多金融理论模型都是基于已有信息集在理性预期假定之下推出，模型中都包含单位根，因此，单位根检验在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中极其重要。此书简要回顾了传统金融时间序列分析（Ｂｏｘ＆Ｊｅｎｋｉｎｓ，1976）

的理论、模型和方法，并对几个实际金融时间序列（美国Ｓ＆Ｐ500股指，英国利差，金融时报精算 ＦＴＡ

全股指）用ＡＲＭＡ和ＡＲＩＭＡ进行建模。实际结果表明，用ＡＲＭＡ模型拟合金融时间序列，其自回

归部分常含有模接近于1的根（单位根）。ＡＲＩＭＡ模型拟合金融时间序列较为适宜，但传统方法对于确定

数据序列所适合的差分阶数并未深入涉及，而单位根过程对于金融理论和实证研究极为重要。Ｍｉｌｌｓ教

授对定性理论阐述与定量建模方法结合得十分完美。 

 

  （2）实例分析能力与计算编程技巧之间如何结合 

 

  由于经济预测分析中要运用大量的数据，当今计算机运算工具的大量使用，这种应用导致了相应计算软

件程序应运而生，因而如何把预测建模技术与计算软件相结合，并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国内一些教材在这个

方面的结合显得十分匮乏。 

 

  与之相比，国外教材在这个方面做得好。他们在作者的个人网页上既提供原始数据，又无偿提供教材中

使用的算法程序。这样做使得对实例分析能力的培养凸现出来，并且显得更加重要。比如，最近由清华大学

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翻译本《计算计量经济学》（作者林光平是一位美籍华人教授）着重详细解释70多个经济

和金融中编程案例，以此训练学生利用先进的日益普及的计算机能力，特别地强调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实地

动手计算及验证的能力。 

 

  除了上述我们提到的原版英文优秀教材的翻译版之外，另外一类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英文原版影印版教

材。国外原版教材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案例较多而且很有时代气息，很有参与性。可能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市

场经济发展得比较完善，也可能是他们的观点不受意识形态的左右，他们没有所谓的准确答案，对与错没有

绝对标准（这里主要是指非理工类 逻辑严谨带推理演算的教材除外）这点无疑也更容易激发参与者的积极

性。与之相比，国内教材绝大多数均停留在理论阶段的解释、说明上。 

 

  比如，机械工业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英文原版影印教材——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ｅＳｅ

ｒｉｅ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3ｎｄ （作者ＢｒｕｃｅＬ．Ｂｏｗｅｒｍａｎ和Ｒｉｃｈ

ａｒｄＴ．Ｏ?Ｃｏｎ-ｎｅｌｌ教授）。该书在强调数学推演思维训练的同时，又突出理论和方法的实际建

模应用、计算编程的训练。因此，那些想要进行双语教学或专业外语方面的大学教师不妨用此书尝试一番。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王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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