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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我国部分高等学校的经济管理类专业虽已开始陆续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但只是在少
数专业作为必修课程，而其他专业多数是作为选修课程。
1998年经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决定，把计量经济学确定为经济学类所有专
业必修的核心课程。
此后全国各高校不仅经济学类各专业普遍开设了计量经济学，而且一些管理类专业也开设了这门课程
。
随后陆续翻译或影印出版了一批国外著名计量经济学教材和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适应中国高等院校经
济类学科的计量经济学教材，促进了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建设。
与此同时，《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国内的一些重要经济学、管理学期刊也发
生了重大变化，所发表论文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多地将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大量运用各种计量
经济模型。
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计量经济学的发展。
现在，计量经济学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类各专业最受关注和欢迎的课程之一。
数量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求学生具有将经济学知识、计量经济学方法和计算机应用相
结合的综合素质。
目前的计量经济学课程注重理论方法的介绍，但是对如何应用模型分析实际的经济问题，却讨论得较
少。
在计量经济学教学中，软件的使用仍然是薄弱环节。
学生学习了不少估计和检验的方法，却不知道怎样应用，对计算的结果也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缺乏
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分析的实际能力。
由于计量经济学课程的课时有限，不能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将所学习到的计量经济方法与实际经济问题
相结合，通过计算机软件进行建模、分析和模拟的训练。
因此，需要再开设一门应用计量经济学或计量经济方法建模的课程，本书可以作为这门课程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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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第2版)》全面介绍计量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和方法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要的和最新的发展，并将它们纳入一个完整、清晰的体系之中。
《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第2版)》在数学描述方面适当淡化，以讲清楚方法、
思路为目标，不做大量的推导和证明，重点放在如何运用各种计量经济方法对实际的经济问题进行分
析、建模、预测、模拟等实际操作上。
《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第2版)》中的实际案例大多数是作者在实践中运用的
实例和国内外的经典实例，并基于EViews软件来介绍实际应用，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第2版)》可作为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
为在经济、统计、金融等领域从事定量分析的工作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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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Ⅰ部分 数据分析基础第2章 经济时间序列的季节调整、分解与平滑本章主要介绍经济时间序
列的分解和平滑方法。
时间序列分解方法包括季节调整和趋势分解，指数平滑是目前比较常用的时间序列处理方法。
经济指标的月度或季度时间序列包含4种变动要素：长期趋势要素T、循环要素C、季节变动要素S和不
规则要素I。
长期趋势要素代表经济时间序列长期的趋势特性。
循环要素是以数年为周期的一种周期性变动，它可能是一种景气变动、也可能是经济变动或其他周期
变动。
季节变动要素是每年重复出现的循环变动，以12个月或4个季度为周期的周期性影响，是由温度、降雨
、每年中的假期和政策等因素引起的。
季节要素和循环要素的区别在于季节变动是固定间距（如季或月）中的自我循环，而循环要素是从一
个周期变动到另一个周期，问距比较长且不固定的一种周期性波动。
不规则要素又称随机因子、残余变动或噪声，其变动无规则可循，这类因素是由偶然发生的事件引起
的，如罢工、意外事故、地震、水灾、恶劣气候、战争、法令更改和预测误差等。
在经济分析中，季节变动要素和不规则要素往往掩盖了经济发展中的客观变化，给研究和分析经济发
展趋势和判断目前经济所处的状态带来困难。
因此，需要在经济分析之前将经济时间序列进行季节调整，剔除其中的季节变动要素和不规则要素。
而利用趋势分解方法可以把趋势和循环要素分离开来，从而研究经济的长期趋势变动和景气循环变动
。
对某些经济时间序列（如股票序列），不存在明显的趋势变动和季节变动。
一般，我们使用指数平滑方法对这样的时间序列进行拟合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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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第2版)》为数量经济学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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