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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外经济贸易情况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性研究
(2)我们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是因为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
经济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
(3)作为被解释变量，我们选择国内生产总值(GDP)
(4)选取gdp作为被解释变量是因为 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整
体经济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
(5)作为解释变量，我们选取进出口总额(TMX),进出口货物
差额(BOT),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解释变量
(6)进出口总额(TMX)：贸易进口总额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
区在特定时间范围内所进口的全部货物和服务的总价值
进出口货物差额(BOT)：对外贸易差额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
的出口与进口之间的净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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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FDI)：FDI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它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

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对外吸引力，与GDP表现密切相关

(7)下表年度数据是1998年-2022年上证指数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参考数据，数据包含的

变量包括：进出口货物总额(TMX)、国内生产总值(GDP)、进出口货物差额(BOR)、外商直

接投资(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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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讨论OLS回归中的

异方差问题

使用年度数据1997年

-2022年国内生产总

值与进出口货物总额，

对外直接投资，进出

口差额之间的参考数

据，做回归分析，得

到如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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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输入rvfplot，作

出数据残差图-残差

与拟合值之间的关系

，残差在不同的拟合

值水平有类似的分布，

说明很可能存在异方

差方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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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通过观察其他

变量的残差图发现，

通货膨胀率(CPI)变

量的残差图存在异方

差问题。观察其他变

量的残差图如下

输入rvpplot 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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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rvpplot 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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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怀疑异方差来

自于货物进出口总

额(TMX)，输入 

rvpplot tmx

根据上述残差图的结

果，有理由怀疑模型

中存在异方差问题，

接下来进行进一步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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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行怀特检验，输

入estat 

imtest,white,得到

如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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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检验(chi2)的统计量为 23.13，p 值为 0.0059，p 值小于0.05，拒绝原假设，表明

方程存在异方差

2.进行BP检验

输入estat hettest，默认设置为使用拟合值，分析拟合值与残差的关系



第八组对外经济贸易情况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性研究

输入estat 

hettest,rhs，使用

方程中所有的解释

变量，分析解释变

量与残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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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estat hettest, 

分析解释变量与残

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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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检验中涉及的检验与残差关系的变量不同，第一类是判断GDP的拟合值与残差的关系

第二类是判断所有解释变量与残差的关系

第三类是判断进出口货物总额tmx/进出口货物差额

bot/外商直接投资fdi这三个变量与残差之间的关系，

每类检验都是检验残差是否与这些变量存在关系

可以看到上述三种形式的检验的 p 值检验p 值却小于

0.01，这表明原假设不成立，说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之

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线性的，整体数据集的异方差

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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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讨论OLS回归中

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我们以国内生产总

值(GDP)作为被解释

变量，以外商直接

投资(FDI)、货物进

出口差额(BOT)、货

物进出口总额(TMX)

作为解释变量，进

行 OLS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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