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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3年，本课题获准立项，课题组的成员全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研
究人员。
此前，课题组的大部分成员从1990年起就开始了中国宏观经济预测的研究，并与国内外一些权威预测
机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这为课题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克莱因教授率7位国际著名学者来华讲授经济
计量学，培训了中国百余位中青年数量经济学者。
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成立，下设的经济模型研究室，专门从事经济模型
和经济预测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与当时的国家计委预测中心、复旦大学共同研制了中
国宏观经济模型，此模型一方面用于联合国世界模型的连接项目( Project Link)．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就
是构建一个结构较为完整、功能较为强大、技术较为先进、操作性较强的能适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经济
模型，以便开展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析和预测。
　　经过几年的试运行和不断调试，自90年代初起，模型正式投入使用，开始了中国宏观经济的预测
。
也就是从那时起，课题组的一些成员即开始进行预测模型的设计和预测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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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介绍了预测信息组合技术、预测方法组合技术、预测结果组合技术以及组合预测的基本
理论，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组合预测、什么时候进行组合预测、怎样实现组合预测等具有重要实践意
义的问题，是一部现代组合预测理论和方法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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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同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数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经济模型、经济预测。

    1948年生于江苏南京。
1982年获数学学士学位。
同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1984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0年成为我
国第一批数量经济学博士。
在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期间，1989年被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1992年再次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
。
先后任该所经济模型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所长。
并被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入选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50人论坛”。

    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模型集》、《21世纪数量经济学》、《中国
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发展报告》等。
专著《宏观经济模型论述》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博士论文，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
届优秀成果特别奖；作为主要参加者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系列专著1989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
技成果一等奖、孙冶方经济学奖，199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作为副主编之一的《经济形势分析
与预测》199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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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组合预测的认识论基础　　第一节　必然规律、统计规律与逻辑规律　　按照辩证唯物
主义的反映论，说我们能对未知或尚未出现过的事实做出判断，似乎是一个矛盾。
　　对这一问题的一个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回答是，我们是依据规律性认识预见未来，而规律性认
识则是源于我们对已知世界的反映。
这也是理论界回答这一问题的普遍方式。
这大体是对的，但过于笼统。
因为我们仍不知道这些概念的具体含义和它们的具体关系，也就无法弄清所谓规律性认识与预测的关
系。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概是，自培根以来的认识论哲学，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对外界的认识是从
哪里来的，而这种探讨是集中围绕主体和所认识的客体的关系进行的。
这一问题显然先于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因为从前者的回答中可以逻辑地给出后者的结论。
而规律性认识与预测的关系问题则属于另一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已有认识的功效问题。
因此，这只是一个边缘问题，所以也就较少有系统的研究。
　　而在以科学哲学命名的哲学流派或哲学分支中，由于遵循了不同的研究路线，所以使规律性认识
与预测的关系问题很快就占据了核心位置，从而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因此，我们以此作为讨论的出发点。
　　科学哲学主要从形式上探讨了理论的科学性，或者说，即使我们不涉及理论的具体内容，科学理
论应具备的一般特征是什么。
探讨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通过科学理论的一般特征，虽然我们不能以此就判断出什么理论一定就是
科学理论，但至少使我们可以判断什么理论不是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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