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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量经济学》共8章，主要有计量经济学方法论、多元线性加归方法、基本假定检验与模型估计方
法的修正、虚拟变量及滞后变量模型、联立方程模型方法、计量经济模型方法应用实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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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与经典物理学中考虑的那种变量之间的函数或确定性依赖关系不同，回归分析中考虑的是一种
所谓的统计关系。
在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式中，主要处理的是随机变量，即有着概率分布的变量。
统计关系与确定性关系的含义是有区别的。
例如，农作物收成对气温、降雨、阳光以及施肥的依赖关系是统计性质的。
这个性质的意义在于：这些解释变量固然重要，但并不能依此准确地预测农作物的收成。
虽然回归分析研究一个变量对另一（些）变量的依赖关系，但它并不一定意味着因果关系。
一个统计关系式，不管多强也不管多么有启发性，却永远不能确立因果方面的联系。
对因果关系的把握，必须来自统计学以外，最终来自这种或那种理论。
在前面所述的农作物收成一例中，没有任何统计上的理由可以认为降雨量不依赖农作物收成。
把农作物收成看做是依赖于降雨量等的因变量，是出于非统计上的考虑。
常识提示我们不能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因为我们不能用改变农作物收成的办法来控制降雨量。
与回归分析密切联系而在概念上迥异的，是以测度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联力度为其主要目的的相关
分析。
例如，我们也许有兴趣去求吸烟与肺癌、统计学考分与数学考分、中学成绩与大学成绩等之间的相关
系数。
而在回归分析中，我们并不主要对这种度量感兴趣。
我们感兴趣的是试图根据其他变量的设定值来估计或预测某一变量的平均值。
例如，我们也许更想知道能否从一个学生的已知数学考分，去预测他的统计学平均考分。
回归和相关还存在以下的区别。
在回归分析中，对因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处理方法存在着不对称性。
因变量被当做是统计的、随机的，而解释变量则被看做（在重复抽样中）取有固定值。
但在相关分析中，我们对称地对待任何两个变量，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不加区别。
同时，两个变量都被看做是随机的。
但是，本教材要阐述的回归理论的大部分均以下述假定为条件：因变量是随机的，而解释变量是固定
的或非随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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