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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学研究生主干课程系列教材:高级计量经济学》是为经济和管理类研究生编写的计量经济学教材
。
全书共分12章，第1、2章，介绍计量经济学中所用的统计学和矩阵代数知识，对这两章知识的掌握是
学好计量经济学的基础；第3章至第5章介绍高级经典计量经济学方法；第6章至第7章，介绍联立方程
模型的建立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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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横截面数据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我们通常可以假定，它们是从样本背后的总体中通
过随机抽样而得到的。
例如，如果我们通过随机地从家庭总体中抽取500个家庭，并得到其有关家庭的收入、消费和其他特征
方面的信息，就得到所有家庭构成的总体的一个随机样本。
 横截面数据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之中。
 2.时间序列数据（Time—Series Data）：这种数据是指对同一经济变量在不同时间点上（一般是在有规
则的时间间隔点上）收集的数据。
例如，每日股票收盘价格、每月销售额、每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每年政府预算等。
这些数据主要来源于企业和政府各级统计部门的定期报表资料。
 时间序列数据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由于过去的事件可以影响到未来的事件，而且行为滞后在社会科学
中又相当普遍，所以时间是时间序列数据中的一个重要维度。
与横截面数据的排序不同，时间序列对观测值按时间先后排序也传递了潜在的重要信息。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时间序列数据的另一特征，即数据搜集中的数据频率，最常见的频率是每天、每周
、每月、每个季度和每年。
股票价格以天为区间进行记录（星期六和星期日除外）。
货币供给量是逐月报告的，许多宏观经济序列都是按月列出，如通货膨胀率和就业率。
而GDP通常又以季度或年度数据出现。
 3.综列数据（又称面板数据panel data）：把数据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划分，可以分为横截面数据和
时间序列数据。
如果一个数据集当中的变量同时在截面和时间序列两个维度获取信息，则把这种数据定义为面板数据
。
由于面板数据兼具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的双重特点，因此，在许多社会经济应用研究中，面板数
据的使用和对其中的信息捕捉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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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学研究生主干课程系列教材:高级计量经济学》通俗易懂。
根据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要求和特点，力求做到内容系统、充实，结构严谨、合理，表达深入浅
出、通俗易懂。
根据计量经济学方法的性质和应用特点，《经济学研究生主干课程系列教材:高级计量经济学》在案例
分析中，大部分采用EViews软件来实现，并将软件的应用和案例分析有机结合，不仅能使得学生在实
践运用中了解软件的操作方法，而且还使学生对计量经济分析的意义有更深入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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