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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A.H.施图德蒙德编著的《应用计量经济学(原书第6版)》在美国被誉为“近30年来最具重要性的新版
教材之一”，在基础计量经济学采用的教材中排名第一。
《应用计量经济学(原书第6版)》体现了理解基础计量经济学的一种创新方法，通过大量实际生活中的
例子和练习的重点分析，形成易于理解的方式，来讲授线性回归分析。
全书共17章，主要讨论经典的单方程线性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将讨论内容扩展到时间序列分析、联
立方程，等等，此外，《应用计量经济学(原书第6版)》还增加了实验和面板数据等新内容。
书中所涵盖的内容是传统的，但所介绍的学习方法却简单、直观且容易理解。

《应用计量经济学(原书第6版)》不仅可以作为本科生教材，而且可以作为MBA的数量方法教材以及对
研究生计量经济学课程具有帮助性的补充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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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进行任何数量分析之前，应该先搜集并整理数据，再将其录入计算机。
这通常是一项既耗时又费力的工作，因为寻找数据十分困难，且理论变量和实际存在的变量之间存在
定义上的差异，还可能发生数据的录入错误和转化错误。
但是，一般而言，花费在思考和收集数据上的时间是有价值的，因为在研究者熟悉数据来源及其定义
的情况下，使用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解释回归结果时，出错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11.2.1 搜集什么样的数据在选定研究主题之前，应事先确保用于被解释变量和所有相关解释变量的数
据都是可获得的。
但是，检查数据的可得性，意味着需要决定希望研究的特定变量是什么。
对于一个刚起步的研究者而言，收集数据的一半时间通常会被浪费掉，这是因为他们会在错误的地方
寻找错误的变量。
花几分钟时间思考需要搜集什么样的数据，可能有助干避免之后数小时的麻烦。
例如，若被解释变量是每年电视机的需求量，则大部分相应的解释变量也应该按年度度量。
在这种情况下，将某个月的电视机价格定义为电视机的价格是不合适的，甚至是具有误导性的。
相比之下，电视机的全年均价（通常以电视机的每月销售量为权重）会更有意义。
如果被解释变量包含了所有已销售的电视机（不考虑品牌），那么，一个合理的价格应是以所有品牌
电视机的价格为基础的综合价格。
但是，计算这样的综合变量并非易事。
通常情况下，研究者尽最大努力计算出各个综合变量后，仍然承认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例如，如果所有不同品牌的电视机的价格不可获得，研究者可能会被迫妥协，然后使用一个或者少许
几个主要品牌的电视机的价格来代替最合理的综合价格。
电视机的例子还揭示了另一个问题。
多年以后，样本中某些种类的电视机的市场份额已经发生了改变。
例如，在最近10年中，电视机市场主要由纯平高清电视组成，但是在40年以前，黑白电视可能是市场
的主流。
由于不同品牌电视机的市场份额、尺寸、质量随时间发生了变化，以电视机的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并
不合适，因为某一年的一台“电视机”不同于另一年的一台“电视机”。
解决这个问题的常用做法是用美元来度量变量。
该方法基于以下假设：价值体现了大小和质量。
因此，应该采用电视机的销售额而非销售量。
第三个问题是，应采用名义变量还是实际变量取决于研究主题的基本理论。
名义（或货币）变量是那些以当期价格度量的变量，因此，包含了由通货膨胀引发的增长。
如果理论指出通货膨胀因素应该被剔除，那么最好是以实际变量来表述。
选择恰当的价格平减指数（例如，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然后，用它将名义变量调整为实际变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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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应用计量经济学(第6版)》是经济教材译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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