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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地对季节时间序列进行介绍和研究的专著。
全书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首先展示了时间序列中季节特征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季节模型，回顾了季节时间序列理论的发
展历程。
在随后各章中，对各种季节模型进行了详尽的介绍。
其中，第二章介绍了SARIMA模型：第三章介绍了季节模式的常用检验方法；第四章介绍了季节调整
方法的原理：第五章介绍了多变量季节模型；第六章介绍了周期性过程；第七章介绍了非线性季节模
型。
在介绍基本理论时，本书给出了一些应用案例。
本书是适用于经济、管理类教师、研究者和研究生的参考读物，要求读者有时间序列分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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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论　　时间序列就是将某一个指标在不同时间上的不同数值，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排
列而成的数列。
这种数列由于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往往表现出某种随机性，同时彼此之间存在着统计上的依赖
关系。
例如，从l980年到2006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消费价格指数CPl就分别构成了两个不同的时间序
列。
在金融市场方面，上证指数和深圳指数在过去十五年内每个交易日甚至每分钟的指数水平也构成一个
时间序列。
事实上，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金融学里绝大多数的实证研究都是建立在时间序列分析的基础上
的。
在国外，大部分经济时间序列都是月度或季度数据。
近年来，我国也开始公开发布月度和季度数据。
这些经济时间序列的变化常常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年度内的周期性规律。
比如：每逢五月和十月（“黄金周”期间），我国的铁路客运量、旅游业的收入等都出现一个高峰。
再如：深圳成分指数的日收益率具有某种程度的“日历效应”，在星期二出现一个高峰，在星期五出
现低谷。
我们将数据中所呈现出的这种在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后（通常是一年以内）的相似性，称为具有季节
（周期）性。
相应地，称这样的时间序列为季节性时间序列。
通过研究时间序列的季节（周期）性，我们能够更好地分析影响时间序列的因素以及时间序列之间的
关系。
　　第一节　季节时间序列的多样性　　在科技领域中，对周期现象的理解包含两个特征，即等间隔
性和可重复性，在数学上用函数表示为f（x）和f（x+T），其中T为周期长度。
有的文献中将季节变动因素描述为在固定间距（如年、季或周、日）中自我循环，是一个以T为周期
的确定的周期性因素，它可以用哑变量形式来刻画。
然而，采用这样一个定义将导致实际中的经济时间序列中大部分季节性问题不可解决。
我们将给出几个经济中常见的时间序列的例子，从而对经济时间序列中的季节性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通过这几个例子，我们看到经济时间序列中的季节性有着极为不同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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