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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笔者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深知学习并掌握计量经济学理论和应用方法的重要性。
本书的出版目的就是试图引导海内外高等院校学生如何系统、循序渐进地学习各种计量经济模型并将
理论应用到实践中。
本书也可作为学术界同仁的参考用书。
　　本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计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各种常用回归模型的分析及检验。
强调实用性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
在美国的很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甚至是公司的R＆D部门，Stata这种统计计量软件经常会用到。
同样，EViews常常被用于时间序列分析中。
本书特意为计量分析的学习和计量软件的学习架起一座桥梁。
通过对本书的阅读和理解，国内外高等院校的学生们能由此了解到如何使用Stata，和EViews软件进行
计量分析，并从本书中获知如何建立分析自己的计量模型。
相信本书也会对学术界同仁和计量研究爱好者有所帮助。
　　本书还介绍了现代计量的分析方法并提供了很多有趣并实用的例题和上机操作的习题。
每一个习题都尽量配有Stata或者是：EViews的使用说明。
读者完全可以根据例题在Stata或EViews软件上操作模拟，从而很快地掌握这两种软件的使用，并根据
本书对软件运行中得到的图表数据的分析和讨论加深对现代计量分析方法的理解和运用。
这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使用两种语言（英文和中文）同步讲解现代计量理论及其运用，读者可以比
较清楚地了解现代计量的专业术语在英语国家的教学科研里是如何被解释和阐述的。
另外，本书每一章里的上机操作习题都是用英文书写的，并没有附上中文对照，对读者而言具有一定
的挑战性。
笔者希望读者通过这样的练习机会加强和巩固对计量的英文学习，从而可以更为轻松地阅读其他有关
计量经济学的英文书籍，更好地和国际接轨，并保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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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Stata/Eviews计量经济分析》介绍了现代计量的分析方法并提供了很多有趣并实用的例题和上机操作
的习题。
每一个习题都尽量配有Stata或者是：EViews的使用说明。
读者完全可以根据例题在Stata或EViews软件上操作模拟，从而很快地掌握这两种软件的使用，并根据
《Stata/Eviews计量经济分析》对软件运行中得到的图表数据的分析和讨论加深对现代计量分析方法的
理解和运用。
这是《Stata/Eviews计量经济分析》的第二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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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例如，我们想调查在职培训对工人生产力的影响，进而对他的工资的影响。
经济学家们早已采用一些基本的经济分析工具来解释工人的工资与他们的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例如
，Wooldridge，2006）。
这种推理有助于建立以下的计量模型：　　很明显，除了以上的三个决定要素，还有很多其他要素可
能会影响工资率，但上述的经济模型涉及以下两个问题的实质：在职培训和工人的工资之间是否存在
着正相关的关系？
在职培训对工人工资的影响有多大？
在我们确定上述经济模型之后，我们需要把它转换成一个相关的计量经济模型。
假设经济模型里各种关系是线性的，我们可以建立起这样一个完整的计量经济模型：　　在该计量模
型中，常数J岛，向&和胁是参数，用于测量工资和其决定要素之间的正负相关性以及各种工资决定要
素对工资水平影响的强度。
此外，“包含影响工人工资的其他要素。
一旦我们建立起所需的计量经济模型，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对岛的分析上以便回答前面提到的那两个
问题。
　　问题2：如何识别不同类型的数据　　经济数据有多种类型。
因此，我们必须学会识别计量分析中那些经常使用到的重要数据结构。
　　第一种类型：横截面数据。
这种数据是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同一个时间点上，收集到的有关一群人或是一组公司等等的信息
。
比如，在2008年，100个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
如果数据不是随机抽样得到的，我们会面临样本选择偏差的问题。
　　第二种类型：，时间序列数据。
不同于横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没有随机抽样的特性。
它是在一个指定的时间段里收集到的有关某人、某物或某事件的信息变化——例如，股票的价格。
时间序列数据强调时间秩序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如果要处理时间序列模型则需要考虑如何解决趋势
和季节性的问题。
例如，从2000年到2008年，同一个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变化。
　　第三种类型：混合横截面数据。
我们可以把几组横截面数据合并在一起，并仅视之为一组普通横截面数据。
然而，我们需要考虑到时间差异问题。
例如，我们将两组不同时间里收集的样本合并起来，一个样本是2007年的10个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支出
情况，另一个样本是2008年的另外10个不同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情况。
　　第四种类型：面板或纵向数据。
它观测的是每一个横截面单元在时问序列上的变化情况。
该数据既可以用于分析个体之间的差异情况，又可以描述个体的动态变化特征。
例如，在2000-2008年间，我们观察30个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
　　注意：第三种类型和第四种类型都包含了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的成分。
但是，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当我们收集第四种类型的数据时，我们观察的是同一组人或物随时间的推
移他们自身情况的变化。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Stata/Eviews计量经济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