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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文静所著的《金融时间序列的长记忆特性及预测研究》针对金融时间序列中普遍存在的长期记忆性
进行研究，将灰色预测理论、神经网络理论和混沌理论中的相空间重构技术运用到长记忆性金融时间
序列的预测中，对现有的金融时间序列的分整模型进行改进。
并利用新建模型对多种长记忆性金融时间序列的均值和方差进行预测，对新建模型的预测精度和有效
性进行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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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2.2 灰色系统的原理　　1. 灰理论　　灰色系统理论简称灰理论，是针对既无经验、数据又少的
不确定性问题，即“少数据不确定性”问题提出的。
灰理论与概率论和模糊数学的区别在于：人们通过估计概率与数理统计解决样本量大、数据多但缺乏
明显规律的问题，即“大样本不确定性”问题；而用模糊数学处理人的经验与认知先验信息的不确定
问题，即“认知不确定性”问题。
　　有关灰概念可以有两种表述方法。
一个是从数据与信息的角度定义。
灰概念是数据少与信息不确定两种概念的整合，也就是灰性，即少数据不确定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灰色系统就是少数据不确定性系统。
另一个角度是介于“黑”“白”之间的概念，即灰色系统中的“灰”是相对于“黑”、“白”而言的
。
“黑”用来表示信息完全未知，对应的有黑色系统；“白”用来表示信息完全已知，对应的有白色系
统，而“灰”用来表示信息部分已知、部分未知，部分确定、部分不确定，对应的就是灰色系统。
　　2. 灰性的表现　　研究灰色系统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灰元，如何使系统淡化或白化，因此灰性的
本质是“少”与“不确定性”。
这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存在着因果关系。
系统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运行机制的灰性。
由于信息贫瘠，难以将事物的运行机制阐述清楚，难以对运行机制有明确的认知，从而导致运行机制
的灰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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