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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间序列分析是数理统计的一个分支。
它是一种利用具有“时序特性”的观测数据，根据研究对象的统计特征发掘其内在规律并建立动态模
型，再对所建立的动态模型进行模式识别、参数估计和检验，然后以此模型为依据对序列的未来发展
或动态进行合理的预测和控制的统计方法。
在工程技术、经济管理、气象学、地球物理学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

　　SAS软件是国际上流行的统计分析的标准软件。
《高等学校本科生教材：列分析与SAS应用（第2版）》只介绍与时间序列有关的程序编写和结果分析
　　《高等学校本科生教材：列分析与SAS应用（第2版）》主要介绍时间序列的概念、异常点的诊断
、自相关分析、偏自}目关分析、时序模型的识别、时序模型的参数估计与检验及其预报，同时也对检
验模型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条件异方差模型、传递函数模型、干预模型及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了
介绍。
本书既可以作为统计专业、应用数学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经济管理专业和工程技术专业的本
科生教材，也可以作为科技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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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时间序列的不规则成分是剩余的或“包罗万象”的因素，它用来说明在分离了趋势
、循环和季节成分的给定期望值后，时间序列值的真正偏差。
不规则成分是由那些影响时间序列的短期的、不可预期的和不重复出现的因素起的。
因为这种成分说明时间序列中的随机变动，所以是无法预测的，因此我们不能预测它对时间序列的影
响。
 在实际分析时，人们发现没有固定周期的循环波动与长期趋势的影响很难严格分解开，而有固定周期
的循环波动和季节性变化又很难严格分解开。
近年来，人们对四因素的确定性分析作了改进，现在通常把序列分解为三大因素的综合影响： ①长期
趋势波动，它包括长期趋势和无固定周期的循环波动； ②季节性变化，它包括所有具有稳定周期的循
环波动； ③随机波动，除了长期趋势波动、季节性变化之外，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归为随机波动。
 这三大因素的综合影响会导致序列呈现出各种变化情况，而我们进行确定性时序分析的目的： 一是
克服其他因素的影响，单纯测度出某一个确定性因素对序列的影响； 二是推断出各种确定性因素彼此
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它们对序列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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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本科生教材:时间序列分析与SAS应用(第2版)》在介绍时间序列分析理论的同时，对涉及的
具体计算，将给出相应的SAS程序以及比较详细的结果分析。
这样做，一方面使读者有一种能够解决问题的工具在手的感觉，以增强读者的自信心；另一方面，可
以使读者进一步加深对理论分析的理解。
我们认为这样处理也符合现代教学理念，因为我们现在课堂教学基本上使用多媒体，在讲解理论的同
时，也可以演示计算机运行的结果。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在编写过程中，《高等学校本科生教材:时间序列分析与SAS应用(第2版)》将数据
与问题同时陈述出来，将程序与解答过程同时陈述出来。
这样做可以帮助读者不断积累识别时间序列模型的经验，熟悉程序运行结果的解释。
在自然现象和经济现象中，人们为了对某些事物或系统的运行规律探索其究竟，需要观测所要研究的
某种现象，从而得到一定顺序的数据资料。
通过分析这些数据资料，对事物或系统的未来发展进行预测或控制的方法，称为时间序列分析。
在实际问题中，当数据很多时，如果没有计算程序，人们很难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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