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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许多国家都在竭力从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显而易见，我们不想再遇到这样的危机。
为了防止再发生这样的危机，我们必须对刚过去的危机进行研究。
因此，在实证研究中，过去几年的金融数据就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本次修订的主要目的就是更新使用的数据，并重新分析这些实例，从而便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资产收益
的性质。
同时，我们在金融计量学和金融分析软件包方面也取得许多新进展，特别是Rmetrics有许多程序包可
用于分析金融时间序列。
本次修订的第二个目的就是给出R命令和示例，从而使读者可以更加轻而易举地重新计算书中的实例
，并得到结果。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有一些大的金融机构相继倒闭，这表明极端事件有群集发生的特点。
它们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
为了处理极端事件的相依性，在第7章中，我增加了极值指数的内容，并且讨论了极值指数对风险值
的影响。
我还重新编写了第7章，从而使其更易于读者理解，内容也更加全面。
现在，第7章还包括了用于度量金融风险的预期损失(或者条件风险值)的内容。
我力求本书的篇幅不要过大，涵盖内容尽可能多。
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本次修订没有考虑信用风险和经营风险。
首先，需要深入研究适用于评估信用风险的有效方法；其次，不便于得到大量的可用数据；最后，本
书的篇幅已经不能再大了。
第3版增加的内容概述如下。
(1)更新了本书从头至尾使用的数据。
(2)提供了R命令和示例。
在有些例子中给出了R程序。
(3)使用新的观察数据，重新分析了许多例子。
(4)在第3章中，为了进行波动率建模，引入了非对称分布。
(5)在第5章中，为了研究最近的高频交易数据的性质，增加了非线性持续期模型的应用。
(6)在第7章中，使用统一的方法，通过损失函数来分析风险值(VaR)，讨论预期损失(ES)，或者等价的
条件风险值(CVaR)。
为了分析相依数据，还引入了极值指数。
(7)在第8章中，讨论了协整模型在配对交易(pairtrading)中的应用。
(8)在第10章中，研究了动态相关模型的应用。
本书第2版的许多读者给出的建设性意见让我受益匪浅，这些读者包括学生、同行和朋友，我对他们
感激不尽。
特别地，我要对SpencerGraves、ESTIMA的TomDoan和EugeneGath致以真挚的谢意。
SpencerGraves编写了FinTS的R软件包，Doan和Gath把书稿仔细地看了一遍。
我还要感谢KamHamidieh，对于修订中应该关注的新专题，他给出了很好的建议。
我也要感谢Wiley的同事们，特别是JackiePalmieri和StephenQuigley，感谢他们的支持。
与往常一样，如果没有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不断的鼓励和无条件的爱，我不可能完成这个修订版。
他们是激励我前进的动力和力量来源。
我的部分研究得到了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赞助。
蔡瑞胸(Ruey S.Tsay)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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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阐述了金融时间序列，并主要介绍了金融时间序列理论和方法的当前研究热点和一些最
新研究成果，尤其是风险值计算、高频数据分析、随机波动率建模和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方法等方面
。
此外，本书还系统阐述了金融计量经济模型及其在金融时间序列数据和建模中的应用，所有模型和方
法的运用均采用实际金融数据，并给出了所用计算机软件的命令。
较之第2版，本版不仅更新了上一版中使用的数据，而且还给出了R命令和实例，从而使其成为理解重
要统计方法和技术的奠基石.
　　本书可作为时间序列分析的教材，也适用于商学、经济学、数学和统计学专业对金融的计量经济
学感兴趣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同时，也可作为商业、金融、保险等领域专业人士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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