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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

内容概要

本书融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与应用为一体：以中级水平内容为主，适当吸收初级和高级水平的内容
；以经典线性模型为主，适当介绍一些适用的非经典模型。全书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内容体系。
全书详细论述了经典的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理论方法，适当介绍了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和时
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理论方法，并引入了几类扩展的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在计量经济学应用
模型中，本书着重讨论了模型类型选择、模型变量选择、模型函数关系设定和模型变量性质设定的原
则和方法。在详细介绍线性回归模型的数学过程的基础上，各章的重点不是理论方法的数学推导与证
明，而是对实际应用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的处理，并尽可能与中国的模型实例相结合。
本书既包含了由教育部经济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高等学校经济学科本科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
基本要求的全部内容，又为学有余力者提供了进一步学习的指南。该书适合于作为各类高等院校经济
、管理学科本科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具有一定数学、经济学和经济统计学基础的经济管理
人员和研究人员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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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子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教授。1970年获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士，1981年获清华大学核能
技术研究院硕士。主要讲授课程包括：计量经济学、高等计量经济学。
研究领域包括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与应用，宏观经济模型与政策，“三农”问题。主持过多个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国家开发银行等资助研究项目。在Journal
of Econometrics，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等国际期刊和《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
理世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世界经济》、《统计研究》、《财政研
究》等国内期刊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曾获得国家、北京市、教育部等奖励10余项，其中包括：国家
精品课程奖、北京市精品课程奖、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北京市高校教学名师奖、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等。
目前担任教育部经济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北京经济学总会副会
长。
潘文卿，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副教授。1999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获兰州大
学管理学硕士学位，1987年本科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之后任教于兰州大学经济系，并
于1999-2001年间任职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工作站，2001年起任教于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至
今。主要讲授课程包括：经济统计学、计量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
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统计研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等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目前担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以及中国投入产出研究学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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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

书籍目录

绪论
§1.1 计量经济学
§1.2 建立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步骤和要点
§1.3 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应用
本章练习题
第二章 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2.1 回归分析概述
§2.2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
§2.3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
§2.4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统计检验
§2.5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应用：预测问题
§2.6 实例及时间序列问题
本章练习题
第三章 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3.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3.2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
§3.3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统计检验
§3.4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预测
§3.5 可化为线性的多元非线性回归模型
§3.6 受约束回归
本章练习题
第四章 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放宽基本假定的模型
§4.1 异方差性
§4.2 序列相关性
§4.3 多重共线性
§4.4 随机解释变量问题
本章练习题
第五章 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专门问题
§5.1 虚拟变量模型
§5.2 滞后变量模型
*§5.3 模型设定偏误问题
本章练习题
第六章 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理论与方法
§6.1 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提出
§6.2 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若干基本概念
§6.3 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识别
§6.4 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估计
§6.5 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若干问题的讨论
本章练习题
第七章 扩展的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
§7.1 选择性样本计量经济学模型
§7.2 二元离散选择模型
§7.3 平行数据计量经济学模型
本章练习题
第八章 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模型
§8.1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及其检验
§8.2 随机时间序列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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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
本章练习题
第九章 计量经济学应用模型
§9.1 计量经济学应用模型类型设定
§9.2 计量经济学应用模型总体回归模型设定
§9.3 计量经济学应用模型函数关系设定
§9.4 计量经济学应用模型变量性质设定”
本章练习题
附录 统计分布表
一、标准正态分布表
二、γ2布表
四、F分布表
五、D.W.检验上下界表
六、协整检验临界值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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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随机误差项μ的条件零均值假设意味着μ的期望不依赖于X的变化而变化，且总为
常数零。该假设表明μ与X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相关性，因此该假设成立时也往往称X为外生解释变量
（exogenous explanatory variable），否则称X为内生解释变量（endogenous explanatory variable）。该假
设最为重要，只有该假设成立时，总体回归函数的随机形式（2.1.7）式才能等价于非随机形式（2.1.4
）式。 随机误差项μ的条件同方差假设意味着μ的方差不依赖于X的变化而变化，且总为常数α2。在
μ的条件零均值与条件同方差假设下，总体回归函数可显示为图2.2.1。 需要注意的是，当随机误差项
μ的条件零均值假设成立时，根据期望迭代法刚（lnaw of iterated exDectation）一定有如下非条件零均
值性质： 同样地，随机误差项μ的条件同方差假设成立时，根据期望迭代法则一定有如下非条件同方
差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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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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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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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

精彩书评

1、作者是国内计量经济学界的权威，本书可谓是呕心沥血的经典之作。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不
光讲模型和方法本身，而是讲怎么设立模型、怎么选变量、怎么设定变量间的关系等一些非常基本的
问题，这是本书和其他教材不一样的重要一点。尤其是最后一章，写得酣畅淋漓，读完令人有茅塞顿
开之感。现在经常能够看到一些论文，也不管经济学原理是什么，上来先找几个变量，然后一回归，
系数显著，就说XX是YY的原因。须知计量经济学首先是经济学，其次才是运用了统计学的方法，再
眩的模型，再眩的统计方法，脱离了经济含义，就有如无源之水。这一点，对于经济学的入门者来说
非常重要，统计和数学不能代替经济学本身。学了第9章以后，就明白现在很多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出
在哪里，自己以后应该怎么做研究，怎么建模型；2、全。基本上覆盖了中级计量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读者完全可以在学完后把本书当工具书备查。3、明。原理说的清楚，公式写的明白，图示易于理
解，例题凝炼精华，分析切中要害。4、尖。和多元统计着实地区别开来，大的方向说清楚了，为读
者学习更高级的课程做好必要的准备。5、必要的简。本书和《计量经济学学习指南与练习》应一起
阅读，本书中大量的数学证明都在指南与练习中。6、字字珠矶，值得精读，我读书的时间比较零碎
，这本书前后看了有两三个月，如果能够有完整的时间看书，估计40小时左右可以学完。但是本书仍
然有一些缺点，比如非常极少数的文字错误，极少部分内容略显重复，此外，全书稍有一点拼接感，
系统性不像国外教材那么强，学完后读者并不能迅速得到一个整体的感知，需要消化总结才可以，相
比之下，国外的教材一般会有清晰的主线和系统性。另外，书后也缺一个索引，建议再版时加上，读
者想到什么概念时查起来好查。瑕不掩瑜，在国内的诸多教材中，这本的确是经典上乘之作。如果要
开始做经济学的研究，一定要好好读。以下是最初写书评两月之后写的：最近结合《计量经济学学习
指南与练习》重看了这本书，顺便也看了一些其他的计量经济学和eviews教材，觉得本书和其他教材
相比，好就好在一方面覆盖的内容足够广，另一方面却能做到适可而止，比如有的书会把各种模型及
检验方法洋洋洒洒都列齐，但都是蜻蜓点水，看完了不知所云。而本书列的模型没那么多，却能做到
深入浅出，至少列出的模型可以较好的理解和掌握。计量绝不是模型的简单罗列，在运用模型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为什么用，以及怎么用。还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是本书在时间序列这部分的内容需要再加
强一些，比如怎么识别ARMA模型，correlogram检验和单位根检验什么关系，出现矛盾的结果怎么办
并没有讲清楚，在《指南与练习》里也没有讲清楚。不过仍然是瑕不掩瑜，本来想改成四星，但考虑
到本书和国内其他书比的确是强一截，就还给五星了。
2、这学期我们的计量经济学学的就是这本书。我平时是和伍德里奇的《计量经济学导论》一起看的
，所以两本书的特点在对比中就很明显。这本书的例子比较少（如果觉得多那是因为没有看另外一本
），而且相对来说比较注重数学上的计算。由于在计量领域用Eviews很方便，而且比较流行，所以说
注重Eviews是这本书的一个优点（伍德里奇的基本上用excel）。它比较薄，但基本上又做到了每个面
都讲到（比如说一些关于异方差中的检验方法），这不可避免的使得有些内容真的只是讲讲而已——
连过程和例子都没有。但是这也使得我们比较好用愉快轻松地方式入门——真的只是入门，因为它在
某些逻辑上甚至是混乱的。比如我今天和老师聊得一个内容，时间序列里面的第一个例子，它对平稳
性的推断就说的不清不楚。顺带一提，我们老师上课除了例子，基本上都不按书上的讲。而伍德里奇
的话，详细的可以去看我在那本书的书评。简单点说，它对思维的培养是很有益的——因为它例子极
其丰富，在思路中的每个变化都有解释。但同时，作为一本面向广大群众（包括那些完全不懂经济）
的书，它的数学使用实在是太谨慎了，以至于有时候看起来缺少说服力。但是放心，看了李子奈的就
会知道，计算远比思路来的简单。总的来说，这本书可以一看。但是想培养学科的直觉和思路，我还
是支持伍德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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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计量经济学》的笔记-第9页

        建模的步骤和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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