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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方差分解协整概述



定义与概念

脉冲方差分解协整（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and Cointegration）是一种用于研究时

间序列数据的统计方法，它通过分析时间序列之间的动态关系，揭示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

系和短期冲击效应。

协整是指两个或多个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这些时间序列在各自的长

期趋势下保持稳定。

脉冲响应函数则用于描述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冲击的响应程度和持续时间。



原理与算法

具体算法包括单位根检验、

协整检验、向量自回归模

型估计等步骤。

脉冲方差分解协整基于向

量自回归模型（VAR）和

协整理论，通过估计模型

参数，分析变量之间的动

态关系。

在实际应用中，通常采用

软件包（如EViews、Stata

等）进行脉冲方差分解协

整分析。



应用场景与优势

脉冲方差分解协整适用于研究经济、金

融等领域的时间序列数据，特别是对于

分析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冲击效应

的变量组合。

该方法能够揭示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和 与传统的回归分析相比，脉冲方差分解

相互影响，有助于理解经济现象和预测 协整能够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更

未来趋势。 准确地描述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

短期冲击效应，因此具有更广泛的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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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方差分解协整模型



模型建立

检验协整关系

使用ADF检验、PP检验或

Johansen检验等方法，检

验所选变量之间是否存在

长期均衡关系。确定变量和数据

选择需要研究的经济变量

和合适的数据样本，确保

数据质量和可用性。

构建模型

根据协整检验结果，选择

合适的脉冲方差分解协整

模型，如VECM、

Johansen协整模型等。



模型参数估 计

01 02 03

选择估计方法 估计模型参数 诊断检验

根据模型类型选择合适的
参数估计方法，如最小二
乘法、极大似然法等。

使用选定的估计方法对模
型参数进行估计，确保参
数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对模型残差进行诊断检验，
如ADF检验、PP检验等，
确保残差无自相关和异方
差问题。



模型检验与评估

模型检验 政策建议

使用各种统计检验方法，如残差检验、

异方差检验、自相关检验等，对模型

的适用性和有效性进行检验。

根据模型结果和预测结果，提出相应

的政策建议和决策依据。

预测评估

使用各种预测评估指标，如MSE、

MAE、RMSE等，对模型的预测精度

和可靠性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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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方差分解协整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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