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量經济學
一、單项选择題（每題 1分）
1．计量經济學是下列哪门學科的分支學科（  C  ）。 
A．记录學               B．数學             C．經济學               D．数理记录學
2．计量經济學成為一门独立學科的標志是（ B   ）。
A．1930年世界计量經济學會成立 B．1933年《计量經济學》會刊出版
C．1969年诺贝尔經济學奖设置    D．1926年计量經济學（Economics）一詞构造出来
3．外生变量和滞後变量统称為（ D  ）。
A．控制变量              B．解释变量             C．被解释变量            D．前定变量
4．横截面数据是指（ A  ）。
A．同一時點上不一样记录單位相似记录指標构成的数据 B．同一時點上相似记录單位相似记录指標构成
的数据
C．同一時點上相似记录單位不一样记录指標构成的数据 D．同一時點上不一样记录單位不一样记录指標
构成的数据
5．同一记录指標，同一记录單位准時间次序记录形成的数据列是（C   ）。
A．時期数据                B．混合数据         C．時间序列数据            D．横截面数据
6．在计量經济模型中，由模型系统内部原因决定，体現為具有一定的概率分布的随机变量，其数值受
模型中其他变量影响的变量是（   B   ）。
A．内生变量                B．外生变量          C．滞後变量                D．前定变量
7．描述微观主体經济活動中的变量关系的计量經济模型是（  A    ）。
A．微观计量經济模型        B．宏观计量經济模型     C．理论计量經济模型        D．应用计量
經济模型
8．經济计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一定是（C      ）。
A．控制变量                B．政策变量             C．内生变量                D．外生变量
9．下面属于横截面数据的是（ D     ）。
A．1991－各年某地区 20個乡镇企业的平均工业产值
B．1991－各年某地区 20個乡镇企业各镇的工业产值
C．某年某地区 20個乡镇工业产值的合计数      D．某年某地区 20個乡镇各镇的工业产值
10．經济计量分析工作的基本环节是（A      ）。
A．设定理论模型→搜集样本资料→估计模型参数→检查模型 B．设定模型→估计参数→检查模型→应用
模型
C．個体设计→總体估计→估计模型→应用模型 D．确定模型导向→确定变量及方程式→估计模型→应用
模型
11．将内生变量的前期值作解释变量，這样的变量称為（   D   ）。
A．虚拟变量                   B．控制变量        C．政策变量                   D．滞後变量
12．（     B   ）是具有一定概率分布的随机变量，它的数值由模型自身决定。
A．外生变量                   B．内生变量         C．前定变量                   D．滞後变
量
13．同一记录指原则時间次序记录的数据列称為（  B    ）。
A．横截面数据                 B．時间序列数据     C．修匀数据                   D．原始数
据
14．计量經济模型的基本应用领域有（     A ）。
A．构造分析、經济预测、政策评价     B．弹性分析、乘数分析、政策模拟
C．消费需求分析、生产技术分析、     D．季度分析、年度分析、中長期分析
15．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分為两大类，它們是（  A    ）。
A．函数关系与有关关系　         　B．线性有关关系和非线性有关关系
C．正有关关系和负有关关系　     　D．简朴有关关系和复杂有关关系
16．有关关系是指（ D     ）。
A．变量间的非独立关系　　B．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C．变量间的函数关系　  　  D．变量间不确定性的
依存关系



17．進行有关分析時的两個变量（ A     ）。
A．都是随机变量　                   B．都不是随机变量　　
C．一种是随机变量，一种不是随机变量 D．随机的或非随机都可以
18．表达 x和 y之间真实线性关系的是（  C    ）。

A． 0 1
ˆ ˆ

t̂ tY X          B． 0 1( )t tE Y X              C． 0 1t t tY X u                D． 0 1t tY X  

19．参数  的估计量 ̂ 具有有效性是指（   B   ）。

A． ˆvar ( )=0          B． ˆvar ( ) 为最小           C． ˆ( ) 0 － ＝               D． ˆ( ) － 为最小

20．對于 0 1
ˆ ˆ

i i iY X e    ，以̂ 表达估计原则误差， Ŷ 表达回归值，则（ B     ）。

A． i i
ˆˆ 0 Y Y 0 ＝ 时，（ － ）＝              B． 2

i i
ˆˆ 0 Y Y ＝ 时，（ － ）＝0

C． i i
ˆˆ 0 Y Y ＝ 时，（ － ）为最小          D． 2

i i
ˆˆ 0 Y Y ＝ 时，（ － ）为最小

21．设样本回归模型為 i 0 1 i i
ˆ ˆY = X +e  ，则一般最小二乘法确定的 î 的公式中，錯误的是（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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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對于 i 0 1 i i
ˆ ˆY = X +e  ，以̂ 表达估计原则误差，r表达有关系数，则有（D      ）。

A． ˆ 0 r=1＝ 时，      B． ˆ 0 r=-1＝ 时，          C． ˆ 0 r=0＝ 时，            D． ˆ 0 r=1 r=-1＝ 时， 或  

23．产量（X，台）与單位产品成本（Y，元/台）之间的回归方程為 Ŷ 356 1.5X＝ ，這阐明（   D   ）。 

A．产量每增長一台，單位产品成本增長 356元       B．产量每增長一台，單位产品成本減少 1.5元
C．产量每增長一台，單位产品成本平均增長 356元   D．产量每增長一台，單位产品成本平均減少 1.5
元

24．在總体回归直线 0 1
ˆE Y X （ ）＝ 中， 1 表达（ B     ）。

A．當 X增長一种單位時，Y增長 1 個單位 B．當 X增長一种單位時，Y平均增長 1 個單位

C．當 Y增長一种單位時，X增長 1 個單位 D．當 Y增長一种單位時，X平均增長 1 個單位

25．對回归模型 i 0 1 i iY X u  ＝ ＋ 進行检查時，一般假定 iu  服從（  C  ）。

A． 2
iN 0 ) （ ，             B．  t(n-2)             C． 2N 0 )（ ，                        D． t(n)

26．以 Y表达实际观测值， Ŷ 表达回归估计值，则一般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的准则是使（  D    ）。

A． i i
ˆY Y 0（ － ）＝        B ． 2

i i
ˆY Y 0（ － ）＝        C． i i

ˆY Y（ － ）＝最小           D．
2

i i
ˆY Y（ － ）＝最小

27．设 Y表达实际观测值， Ŷ 表达 OLS估计回归值，则下列哪项成立（  D    ）。



A． Ŷ Y＝             B． Ŷ Y＝            C． Ŷ Y＝                  D． Ŷ Y＝

28．用 OLS估计經典线性模型 i 0 1 i iY X u  ＝ ＋ ，则样本回归直线通過點_____D____。

A． X Y（ ， ）              B． ˆX Y（ ， ）           C． ˆX Y（ ， ）             D． X Y（ ， ）

29．以 Y表达实际观测值， Ŷ 表达 OLS估计回归值，则用 OLS得到的样本回归直线 i 0 1 i
ˆ ˆŶ X ＝ 满足

（  A    ）。

A． i i
ˆY Y 0（ － ）＝           B． 2

i iY Y 0（ － ）＝           C． 
2

i i
ˆY Y 0（ － ）＝          D． 2

i iŶ Y 0（ － ）＝

30．用一组有 30個观测值的样本估计模型 i 0 1 i iY X u  ＝ ＋ ，在 0.05的明显性水平下對 1 的明显性作 t

检查，则 1 明显地不等于零的条件是其记录量 t不小于（   D   ）。

A．t0.05(30)                           B．t0.025(30)    C．t0.05(28)                           
D．t0.025(28)
31．已知某一直线回归方程的鉴定系数為 0.64，则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线性有关系数為
（   B   ）。
A．0.64　        　B．0.8　           C．0.4　               　D．0.32
32．有关系数 r的取值范围是（   D   ）。
A．r≤-1　　　                       B．r≥1　　　C．0≤r≤1　                       　
D．－1≤r≤1
33．鉴定系数 R2的取值范围是（  C    ）。
A．R2≤-1　                     　　B．R2≥1　　　C．0≤R2≤1　　                     D．－
1≤R2≤1
34．某一特定的 X水平上，總体 Y分布的离散度越大，即σ2越大，则（ A     ）。
A．预测区间越宽，精度越低　        　B．预测区间越宽，预测误差越小
C　预测区间越窄，精度越高　        　D．预测区间越窄，预测误差越大
35．假如 X和 Y在记录上独立，则有关系数等于（   C   ）。
A．1                                 B．－1       C．0                                 
D．∞
36．根据决定系数 R2与 F记录量的关系可知，當 R2＝1時，有（  D    ）。
A．F＝1                 B．F＝-1         C．F＝0                              D．F＝∞

37．在 C—D生产函数  KALY  中，（A      ）。

A. 和  是弹性               B.A和 是弹性      C.A和  是弹性                       D.A是

弹性

38．回归模型 iii uXY  10  中，有关检查 010 ：H 所用的记录量
)ˆ(

ˆ

1

11





Var


，下列說法對的的是

（  D    ）。

A．服從 ）（ 22 n        B．服從 ）（ 1nt            C．服從 ）（ 12 n                      D．服從

）（ 2nt

39．在二元线性回归模型 iiii uXXY  22110  中， 1 表达（   A   ）。

A．當 X2不变時，X1每变動一种單位 Y的平均变動。    B．當 X1不变時，X2每变動一种單位 Y的平
均变動。



C．當 X1和 X2都保持不变時，Y的平均变動。          D．當 X1和 X2都变動一种單位時，Y的平均
变動。

40．在双對数模型 iii uXY  lnlnln 10  中， 1 的含义是（   D   ）。

A．Y有关 X的增長量       B．Y有关 X的增長速度    C．Y有关 X的边际倾向    D．Y有关 X的弹
性

41．根据样本资料已估计得出人均消费支出 Y對人均收入 X的回归模型為 ii XY ln75.000.2ln  ，這表

明人均收入每增長 1％，人均消费支出将增長（ C     ）。
A．2％                              B．0.2％    C．0.75％                            
D．7.5％
42．按經典假设，线性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应是非随机变量，且（  A    ）。
A．与随机误差项不有关   B．与残差项不有关   C．与被解释变量不有关       D．与回归值不有关
43．根据鉴定系数 R2与 F记录量的关系可知，當 R2=1時有（ C     ）。 
A.F=1                                B.F=－
1           C.F=∞                               D.F=0 
44．下面說法對的的是（  D    ）。 
A.内生变量是非随机变量   B.前定变量是随机变量   C.外生变量是随机变量       D.外生变量
是非随机变量 
45．在详细的模型中，被认為是具有一定概率分布的随机变量是（  A    ）。
A.内生变量                          B.外生变量        C.虚拟变量                          
D.前定变量 
46．回归分析中定义的（  B    ）。
A.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都是随机变量 B.解释变量為非随机变量，被解释变量為随机变量 
C.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都為非随机变量 D.解释变量為随机变量，被解释变量為非随机变量 
47．计量經济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一定是（   C   ）。
A．控制变量                         B．政策变量 C．内生变量                         D．外生
变量

48.在由 30n  的一组样本估计的、包括 3個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中，计算得多重决定系数為 0.8500，

则调整後的多重决定系数為（  D   ）
A. 0.8603         B. 0.8389            C. 0.8655             D.0.8327
49.下列样本模型中，哪一种模型一般是無效的（   B   ）

A. iC （消费）=500+0.8 iI （收入）          B. 
d
iQ （商品需求）=10+0.8 iI （收入）+0.9 iP （价格）

C. 
s
iQ （商品供应）=20+0.75 iP （价格）        D. iY （产出量）=0.65

0.6
iL （劳動）

0.4
iK （资本）

50.用一组有 30個观测值的样本估计模型 0 1 1 2 2t t t ty b b x b x u    後，在 0.05的明显性水平上對 1b 的明显

性作 t检查，则 1b 明显地不等于零的条件是其记录量 t不小于等于（   C   ）

A. )30(05.0t     B. )28(025.0t     C. )27(025.0t     D. )28,1(025.0F

51.模型 ttt uxbby  lnlnln 10 中， 1b 的实际含义是（  B    ）

A. x 有关 y 的弹性        B. y 有关 x 的弹性     C. x 有关 y 的边际倾向           D. y 有关 x 的

边际倾向
52．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若某個解释变量對其他解释变量的鉴定系数靠近于１，则表明模型中存在
（　 C   ）



A.异方差性　B.序列有关　C.多重共线性　D.高拟合优度

53.线性回归模型 0 1 1 2 2 ......t t t k kt ty b b x b x b x u       中，检查 0 : 0( 0,1, 2,... )tH b i k  時，所用的记录量

 服從(  C    )

A.t(n-k+1)           B.t(n-k-2)       C.t(n-k-1)           D.t(n-k+2)

54. 调整的鉴定系数  与多重鉴定系数  之间有如下关系(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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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有关經济计量模型進行预测出現误差的原因，對的的說法是（  C   ）。
A.只有随机原因            B.只有系统原因      C.既有随机原因，又有系统原因   D.A、B、C 都
不對
56．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對样本容量的基本规定是(k 為解释变量個数)：（ C    ）
A n≥k+1                       B n<k+1         C n≥30 或 n≥3（k+1）          D n≥30
57.下列說法中對的的是：（ D     ）

A 假如模型的
2R  很高，我們可以认為此模型的质量很好

B 假如模型的
2R  较低，我們可以认為此模型的质量较差

C 假如某一参数不能通過明显性检查，我們应當剔除该解释变量
D 假如某一参数不能通過明显性检查，我們不应當随便剔除该解释变量

58.半對数模型 中，参数 的含义是（  C    ）。 

A．X的绝對量变化，引起 Y的绝對量变化          B．Y有关 X的边际变化 
C．X的相對变化，引起 Y的期望值绝對量变化      D．Y有关 X的弹性

59.半對数模型 中，参数 的含义是（A）。

A.X的绝對量发生一定变動時，引起因变量 Y的相對变化率           B.Y有关 X的弹性
C.X的相對变化，引起 Y的期望值绝對量变化                       D.Y有关 X的边际变化

60.双對数模型 中，参数 的含义是（ D      ）。

A.X的相對变化，引起 Y的期望值绝對量变化                   B.Y有关 X的边际变化
C.X的绝對量发生一定变動時，引起因变量 Y的相對变化率       D.Y有关 X的弹性   
61.Goldfeld-Quandt措施用于检查（ A     ）
A.异方差性               B.自有关性      C.随机解释变量
           D.多重共线性
62.在异方差性状况下，常用的估计措施是（   D   ）
A.一阶差分法             B.广义差分法       C.工具变量法
             D.加权最小二乘法
63.White检查措施重要用于检查（  A    ）
A.异方差性               B.自有关性          C.随机解释变量
           D.多重共线性
64.Glejser检查措施重要用于检查（  A    ）
A.异方差性               B.自有关性              C.随机解释变量
           D.多重共线性



65.下列哪种措施不是检查异方差的措施（  D    ）
A.戈德菲尔特——匡特检查        B.怀特检查   C.戈裏瑟检查           D.方差膨胀因子检查
66.當存在异方差現象時，估计模型参数的合适措施是 （  A    ）
A.加权最小二乘法             B.工具变量法   C.广义差分法                 D.使用非样本先验
信息
67.加权最小二乘法克服异方差的重要原理是通過赋予不一样观测點以不一样的权数，從而提高估计精
度，即（  B   ）
A.重视大误差的作用，轻视小误差的作用    B.重视小误差的作用，轻视大误差的作用
C.重视小误差和大误差的作用              D.轻视小误差和大误差的作用

68.假如戈裏瑟检查表明，一般最小二乘估计成果的残差 与 有明显的形式 的有

关关系（ 满足线性模型的所有經典假设），则用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参数時，权数应為（   C  ）

A.        B.      C.     D.      

69．果戈德菲尔特——匡特检查明显，则认為何問題是严重的（   A  ）
A.异方差問題                   B.序列有关問題  C.多重共线性問題               D.设定误差問
題

70.设回归模型為 ，其中 ，则b 的最有效估计量為（   C  ）

A.      B.           C.             D. 

71．假如模型 yt=b0+b1xt+ut存在序列有关，则（  D    ）。
A. cov(xt, ut)=0         B. cov(ut, us)=0(t≠s)       C. cov(xt, ut)≠0         D. cov(ut, us) 
≠0(t≠s)
72．DW检查的零假设是（ρ為随机误差项的一阶有关系数）（  B    ）。
A．DW＝0　      B．ρ＝0　　        C．DW＝1　　　     D．ρ＝1
73．下列哪個序列有关可用 DW检查（vt為具有零均值，常数方差且不存在序列有关的随机变量）
（   A   ）。
A．ut＝ρut－1+vt 　　  B．ut＝ρut－1+ρ2ut－2+…+vt      C．ut＝ρvt 　    　   D．ut＝ρvt+ρ2 vt-1 
+…
74．DW的取值范围是（  D    ）。
A．-1≤DW≤0 　 　B．-1≤DW≤1　 　 C．-2≤DW≤2　　   D．0≤DW≤4
75．當 DW＝4時，阐明（   D   ）。
A．不存在序列有关　　　             B．不能判断与否存在一阶自有关
C．存在完全的正的一阶自有关　       D．存在完全的负的一阶自有关
76．根据 20個观测值估计的成果，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 DW＝2.3。在样本容量 n=20,解释变量 k=1，明
显性水平為 0.05時，查得 dl=1,du=1.41,则可以决断（   A   ）。
A．不存在一阶自有关　    B．存在正的一阶自有关    C．存在负的一阶自　        D．無法确定
77．當模型存在序列有关現象時，合适的参数估计措施是（   C   ）。
A．加权最小二乘法　　　B．间接最小二乘法　 　C．广义差分法    　D．工具变量法
78．對于原模型 yt=b0+b1xt+ut，广义差分模型是指（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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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采用一阶差分模型一阶线性自有关問題合用于下列哪种状况（  B    ）。
A．ρ≈0　　　    B．ρ≈1          C．-1＜ρ＜0　　        D．0＜ρ＜1
80．定某企业的生产决策是由模型 St=b0+b1Pt+ut描述的（其中 St為产量，Pt為价格），又知：假如该企业
在 t-1期生产過剩，經营人员會削減 t期的产量。由此决断上述模型存在（   B   ）。
A．异方差問題　　B．序列有关問題　　C．多重共线性問題　　D．随机解释变量問題

81．根据一种 n=30的样本估计 t 0 1 t t
ˆ ˆy = + x +e  後计算得 DW＝1.4，已知在 5%的置信度下，

dl=1.35,du=1.49,则认為原模型（  D    ）。
A．存在正的一阶自有关　  B．存在负的一阶自有关　　C．不存在一阶自有关　  D．無法判断与否存
在一阶自有关。

82. 于模型 t 0 1 t t
ˆ ˆy = + x +e  ，以ρ表达 et与 et-1之间的线性有关关系（t=1,2,…T）,则下列明显錯误的

是（ B     ）。
A．ρ＝0.8，DW＝0.4　    B．ρ＝-0.8，DW＝-0.4　      C．ρ＝0，DW＝2             D．ρ＝
1，DW＝0
83．同一记录指原则時间次序记录的数据列称為（   B   ）。 
A.横截面数据        B.時间序列数据         C.修匀数据          D.原始数据
84．當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時，OLS估计量将不具有（  D    ）
A．线性　　         B．無偏性　　          C．有效性　　       D．一致性
85．經验认為某個解释与其他解释变量间多重共线性严重的状况是這個解释变量的 VIF（   C   ）。
A．不小于　　         B．不不小于　　　          C．不小于 5　　        D．不不小于 5
86．模型中引入实际上与解释变量有关的变量，會导致参数的 OLS估计量方差（   A   ）。
A．增大　　         B．減小　　            C．有偏　　          D．非有效
87．對于模型 yt=b0+b1x1t+b2x2t +ut，与 r12=0相比，r12＝0.5時，估计量的方差将是本来的（  B    ）。
A．1倍　　         B．1.33倍　　          C．1.8倍　　         D．2倍
88．假如方差膨胀因子 VIF＝10，则什么問題是严重的（  C      ）。
A．异方差問題　　      B．序列有关問題　　C．多重共线性問題　　  D．解释变量与随机项的有关
性
89．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若某個解释变量對其他解释变量的鉴定系数靠近于 1，则表明模型中存在
(   C     )。
A 异方差          B 序列有关           C 多重共线性          D 高拟合优度
90．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時，参数估计的原则差（   A   ）。
A．变大           B．变小　            C．無法估计　         D．無穷大
91．完全多重共线性時，下列判断不對的的是（  D     ）。
A．参数無法估计　  B．只能估计参数的线性组合　C．模型的拟合程度不能判断　D．可以计算模型的
拟合程度

92．设某地区消费函数 iii xccy  10 中，消费支出不仅与收入 x有关，并且与消费者的年龄构成有关，

若将年龄构成分為小孩、青年人、成年人和老年人 4個层次。假设边际消费倾向不变，则考虑上述构成
原因的影响時，该消费函数引入虚拟变量的個数為（  C    ）
  A.1個             B.2個            C.3個              D.4個
93．當质的原因引進經济计量模型時，需要使用（  D     ）
A. 外生变量        B. 前定变量        C. 内生变量         D. 虚拟变量
94．由于引進虚拟变量，回归模型的截距或斜率随样本观测值的变化而系统地变化，這种模型称為



 （   A     ）
A. 系统变参数模型       B.系统模型         C. 变参数模型           D.  分段线性回归模型

95．假设回归模型為 iii xy   ，其中 Xi為随机变量，Xi与 Ui有关则  的一般最小二乘估计量

(    D ) 
A.無偏且一致         B.無偏但不一致       C.有偏但一致           D.有偏且不一致 

96．假定對的回归模型為 iiii xxy   2211 ，若遗漏理解释变量 X2，且 X1、X2线性有关则
1

 的

一般最小二乘法估计量(   D   ) 
A.無偏且一致             B.無偏但不一致         C.有偏但一致             D.有偏且不一致 
97．模型中引入一种無关的解释变量(   C   ) 
A.對模型参数估计量的性质不产生任何影响      B.导致一般最小二乘估计量有偏
C.导致一般最小二乘估计量精度下降            D.导致一般最小二乘估计量有偏，同步精度下降

98．设消费函数 0 1 1t t ty a a D b x u    ，其中虚拟变量
1
0

D


 


东中部

西部
，假如记录检查表明 1 0a  成立，

则東中部的消费函数与西部的消费函数是( D     )。 
A. 互相平行的       B. 互相垂直的        C. 互相交叉的       D. 互相重叠的
99．虚拟变量(     A ) 
A.重要来代表质的原因，但在有些状况下可以用来代表数量原因          B.只能代表质的原因 
C.只能代表数量原因                   D.只能代表季节影响原因 
100．分段线性回归模型的几何图形是( D     )。 
A.平行线                   B.垂直线        C.光滑曲线             D.折线 
101．假如一种回归模型中不包括截距项，對一种具有 m個特性的质的原因要引入虚拟变量数目為(  B    )。 
A.m               B.m-1        C.m-2        D.m+1 
102．设某商品需求模型為 0 1t t ty b b x u   ，其中 Y是商品的需求量，X是商品的价格，為了考虑整年 12

個月份季节变動的影响，假设模型中引入了 12個虚拟变量，则會产生的問題為（D)
A．异方差性           B．序列有关          C．不完全的多重共线性      D．完全的多重共线性

103.對于模型 0 1t t ty b b x u   ，為了考虑“地区”原因（北方、南方），引入 2個虚拟变量形成截距变

動模型，则會产生（  C    ）。
A.序列的完全有关       B.序列不完全有关           C.完全多重共线性        D.不完全多重共线
性

104. 设消费函数為 iiioi uDxbxbDy  101 ，其中虚拟变量 




农村家庭

城镇家庭

0
1

D
，當记录检查表明下

列哪项成立時，表达城镇家庭与农村家庭有同样的消费行為（  A    ）。

A. oa 1 ， ob 1         B. oa 1 ， ob 1          C. oa 1 ， ob 1           D. oa 1 ， ob 1

105．设無限分布滞後模型為 t 0 t 1 t-1 2 t-2 tY  = +  X  +  X  + X  + + U    L ，且该模型满足 Koyck变换的假定，

则長期影响系数為（　　C

A． 0


 　　　　　　 B． 0

1



            C． 0

1



　　　　　  D．不确定

106．對于分布滞後模型，時间序列资料的序列有关問題，就转化為（  B   　）。
A．异方差問題 　　　B．多重共线性問題       C．多出解释变量 　　D．随机解释变量

107．在分布滞後模型 0 1 1 2 2t t t t tY X X X u         L 中，短期影响乘数為（  D     ）。

A． 1

1



 　　　　  B． 1             C． 0

1



　　　     D． 0



108．對于自适应预期模型，估计模型参数应采用(   D    ) 。
  A．一般最小二乘法         B．间接最小二乘法   C．二阶段最小二乘法       D．工具变量法 
109．koyck变换模型参数的一般最小二乘估计量是(  D    ) 。
   A．無偏且一致            B．有偏但一致    C．無偏但不一致          D．有偏且不一致 
110．下列属于有限分布滞後模型的是（    D  ）。

A． 0 1 1 2 2t t t t tY X Y Y u         L             B． 0 1 1 2 2t t t t k t k tY X Y Y Y u            L

C． 0 1 1 2 2t t t t tY X X X u         L           D． 0 1 1 2 2t t t t k t k tY X X X X u            L

111．消费函数模型 1 2
ˆ 400 0.5 0.3 0.1t t t tC I I I     ，其中 I 為收入，则當期收入 tI 對未来消费 2tC  的影

响是： tI 增長一單位， 2tC  增長（C       ）。

A．0.5個單位            B．0.3個單位 　C．0.1個單位            D．0.9個單位 
112．下面哪一种不是几何分布滞後模型（   D    ）。
A．koyck变换模型       B．自适应预期模型 　C．局部调整模型       D．有限多项式滞後模型
113．有限多项式分布滞後模型中，通過将本来分布滞後模型中的参数表达為滞後期 i的有限多项式，
從而克服了原分布滞後模型估计中的（  D     ）。
A．异方差問題        B．序列有关問題 　C．多重共性問題        D．参数過多难估计問題

114．分布滞後模型 0 1 1 2 2 3 3t t t t t tY X X X X u            中，為了使模型的自由度到达 30，必须拥

有多少年的观测资料（   D    ）。
A．32                  B．33 　 C．34           D．38
115．假如联立方程中某個构造方程包括了所有的变量，则這個方程為（　C）。
A．恰好识别 　　　　　B．過度识别  C．不可识别　      D．可以识别
116．下面有关简化式模型的概念，不對的的是（　　C
A．简化式方程的解释变量都是前定变量  B．简化式参数反应解释变量對被解释的变量的總影响  
C．简化式参数是构造式参数的线性函数   D．简化式模型的經济含义不明确
117．對联立方程模型進行参数估计的措施可以分两类，即：(   B       ) 。
A．间接最小二乘法和系统估计法                B．單方程估计法和系统估计法   
C．單方程估计法和二阶段最小二乘法            D．工具变量法和间接最小二乘法
118．在构造式模型中，其解释变量( C       )。
A．都是前定变量        B．都是内生变量   C．可以内生变量也可以是前定变量              
D．都是外生变量
119．假如某個构造式方程是過度识别的，则估计该方程参数的措施可用（A      ）。
A．二阶段最小二乘法         B．间接最小二乘法   C．广义差分法          D．加权最小二乘法
120．當模型中第 i個方程是不可识别的，则该模型是(      B     ) 。
A．可识别的            B．不可识别的  C．過度识别        D．恰好识别
121．构造式模型中的每一种方程都称為构造式方程，在构造方程中，解释变量可以是前定变量，也可
以是(    C     ) 
A．外生变量        B．滞後变量 C．内生变量          D．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

122．在完备的构造式模型                         中，外生变量是指（  D    ）。

A．Yt                B．Yt – 1                          C．It                          D．Gt

123．在完备的构造式模型
0 1 1

0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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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 t t

t t t t

C a a Y u
I b bY b Y u
Y C I G



  
    
   

中，随机方程是指（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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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a Y u
I b bY b Y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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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方程 1　             B．方程 2     C．方程 3                          D．方程 1和 2
124．联立方程模型中不属于随机方程的是（　 D    ）。
A．行為方程　       B．技术方程  C．制度方程          D．恒等式
125．构造式方程中的系数称為（ C     ）。
A．短期影响乘数　     B．長期影响乘数  C．构造式参数                   D．简化式参数
126．简化式参数反应對应的解释变量對被解释变量的（   C   ）。
A．直接影响　   B．间接影响  C．前两者之和                  D．前两者之差
127．對于恰好识别方程，在简化式方程满足线性模型的基本假定的条件下，间接最小二乘估计量具有
（  D    ）。
A．精确性　          B．無偏性  C．真实性           D．一致性
二、多选題（每題 2分）
1．计量經济學是如下哪些學科相結合的综合性學科（ ADE     ）。
A．记录學             B．数理經济學          C．經济记录學         D．数學               
E．經济學
2．從内容角度看，计量經济學可分為（AC      ）。
A．理论计量經济學     B．狭义计量經济學      C．应用计量經济學 D．广义计量經济學     E．金
融计量經济學
3．從學科角度看，计量經济學可分為（ BD     ）。
A．理论计量經济學     B．狭义计量經济學      C．应用计量經济學 D．广义计量經济學     E．金
融计量經济學
4．從变量的因果关系看，經济变量可分為（   AB   ）。
A．解释变量           B．被解释变量          C．内生变量 D．外生变量           E．控制变量
5．從变量的性质看，經济变量可分為（CD      ）。
A．解释变量           B．被解释变量          C．内生变量 D．外生变量           E．控制变量
6．使用時序数据進行經济计量分析時，规定指標识录的（ ABCDE     ）。
A．對象及范围可比    B．時间可比             C．口径可比 D．计算措施可比      E．内容可比
7．一种计量經济模型由如下哪些部分构成（ ABCD     ）。
A．变量              B．参数                 C．随机误差项 D．方程式            E．虚拟变量
8．与其他經济模型相比，计量經济模型有如下特點（BCD     ）。
A．确定性             B．經验性              C．随机性 D．動态性             E．灵活性
9．一种计量經济模型中，可作為解释变量的有（  ABCDE    ）。
A．内生变量           B．外生变量            C．控制变量 D．政策变量           E．滞後变量
10．计量經济模型的应用在于（  ABCD    ）。
A．构造分析            B．經济预测           C．政策评价 D．检查和发展經济理论  E．设定和检
查模型
11．下列哪些变量属于前定变量( CD     )。
A．内生变量            B．随机变量           C．滞後变量 D．外生变量            E．工具变
量 
12．經济参数的分為两大类，下面哪些属于外生参数( ABCD         )。
A．折旧率               B．税率     C．利息率   D．凭經验估计的参数     E．运用记
录措施估计得到的参数 
13．在一种經济计量模型中，可作為解释变量的有(    BCDE      )。
A．内生变量            B．控制变量           C．政策变量 D．滞後变量            E．外生变
量
14．對于經典线性回归模型，各回归系数的一般最小二乘法估计量具有的优良特性有
(   ABE      )。
A．無偏性              B．有效性             C．一致性 D．确定性              E．线性特性
15．指出下列哪些現象是有关关系（ACD      ）。
A．家庭消费支出与收入　           　B．商品销售额与销售量、销售价格



C．物价水平与商品需求量　           D．小麦高产与施肥量 E．學习成绩總分与各门課程分数

16．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i 0 1 i iY X u  ＝ ＋ 的經典假设包括（ABCDE      ）。

A． ( ) 0tE u        B． 2var( )tu      C． cov( , ) 0t su u       D． ( , ) 0t tCov x u       E． 2~ (0, )tu N 

17．以 Y表达实际观测值， Ŷ 表达 OLS估计回归值，e表达残差，则回归直线满足（ ABE     ）。

A． X Y通过样本均值点（ ， ）           B． i i
ˆY Y ＝

C．
2

i i
ˆY Y 0（ － ）＝                     D． 2

i iŶ Y 0（ － ）＝               E． i icov(X ,e )=0

18． Ŷ 表达 OLS估计回归值，u表达随机误差项，e表达残差。假如 Y与 X為线性有关关系，则下列哪

些是對的的（AC      ）。

A． i 0 1 iE Y X （ ）＝                 B． i 0 1 i
ˆ ˆY X ＝

C． i 0 1 i i
ˆ ˆY X e  ＝                   D． i 0 1 i i

ˆ ˆŶ X e  ＝               E． i 0 1 i
ˆ ˆE(Y ) X ＝

19． Ŷ 表达 OLS估计回归值，u表达随机误差项。假如 Y与 X為线性有关关系，则下列哪些是對的的

（  BE    ）。

A． i 0 1 iY X ＝                      B． i 0 1 i iY X u ＝ ＋

C． i 0 1 i i
ˆ ˆY X u  ＝                   D． i 0 1 i i

ˆ ˆŶ X u  ＝              E． i 0 1 i
ˆ ˆŶ X ＝

20．回归分析中估计回归参数的措施重要有（  CDE    ）。
A．有关系数法     　B．方差分析法　　C．最小二乘估计法      D．极大似然法　E．矩估计法

21．用 OLS法估计模型 i 0 1 i iY X u  ＝ ＋ 的参数，要使参数估计量為最佳线性無偏估计量，则规定

（ABCDE      ）。

A． iE(u )=0            B． 2
iVar(u )=    C． i jCov(u ,u )=0         D． iu 服從正态分布 

E．X為非随机变量，与随机误差项 iu 不有关。

22．假设线性回归模型满足所有基本假设，则其参数的估计量具有（CDE      ）。
A．可靠性　         　B．合理性　　　C．线性　　      　D．無偏性　　E．有效性
23．一般最小二乘估计的直线具有如下特性（ ABDE     ）。

A．通過样本均值點 ( , )X Y    B． ˆ
i iY Y  C． 2ˆ( ) 0i iY Y         D． 0ie         E． ( , ) 0i iCov X e 

24．由回归直线 i 0 1 i
ˆ ˆŶ X ＝ 估计出来的 iŶ 值（ ADE     ）。

A．是一组估计值． 　B．是一组平均值　　　C．是一种几何级数　     　D．也許等于实际值 Y　　
E．与实际值 Y的离差之和等于零
25．反应回归直线拟合优度的指標有（ ACE     ）。
A．有关系数　　　　B．回归系数　　C．样本决定系数　D．回归方程的原则差　　E．剩余变差（或
残差平方和）

26．對于样本回归直线 i 0 1 i
ˆ ˆŶ X ＝ ，回归变差可以表达為（ ABCDE     ）。

A． 2 2
i i i i

ˆY Y - Y Y （ － ） （ － ）          B． 2 2
1 i i

ˆ X X （ － ）



C． 2 2
i iR Y Y（ － ）                   D． 2

i iŶ Y（ － ）           E． 1 i i i i
ˆ X X Y Y （ － （） － ）　

27．對于样本回归直线 i 0 1 i
ˆ ˆŶ X ＝ ，̂ 為估计原则差，下列决定系数的算式中，對的的有

（  ABCDE    ）。

A．
2

i i
2

i i

Ŷ Y
Y Y



（ － ）

（ － ）
                     B．

2
i i

2
i i

ˆY Y
1

Y Y


（ － ）

－
（ － ）

C．
2 2

1 i i
2

i i

ˆ X X
Y Y

 


（ － ）

（ － ）
                  D． 1 i i i i

2
i i

ˆ X X Y Y
Y Y

 

（ － （） － ）

（ － ）
            E．

2

2
i i

ˆ n-2)1
Y Y




（

－
（ － ）

28．下列有关系数的算式中，對的的有（  ABCDE    ）。

A．
X Y

XY XY
 
－

                       B． i i i i

X Y

X X Y Y
n 

（ － （） － ）

C．
X Y

cov (X,Y)
 

                       D． i i i i

2 2
i i i i

X X Y Y

X X Y Y


 
（ － （） － ）

（ － ） （ － ）
     E． i i

2 2
i i i i

X Y -nX Y

X X Y Y


 
g

（ － ） （ － ）

29．鉴定系数 R2可表达為（ BCE     ）。

A． 2 RSSR =
TSS

        B． 2 ESSR =
TSS

       C． 2 RSSR =1-
TSS

      D． 2 ESSR =1-
TSS

    E． 2 ESSR =
ESS+RSS

30．线性回归模型的变通最小二乘估计的残差 ie 满足（ ACDE     ）。

A． ie 0 ＝       B． i ie Y 0 ＝       C． i i
ˆe Y 0 ＝         D． i ie X 0 ＝          E． i icov(X ,e )=0

31．调整後的鉴定系数 2R 的對的体現式有（  BCD    ）。

A．
2

i i
2

i i

Y Y /(n-1)
ˆY Y /(n-k)



（ － ）

1-
（ － ）

               B．
2

i i
2

i i

ˆY Y /(n-k-1)
1

Y Y /(n-1)


（ － ）

－
（ － ）

 

C． 2 (n-1)1 (1-R )
(n-k-1)

                   D．
2

2 k(1-R )R
n-k-1

            E． 2 (n-k)1 (1+R )
(n-1)



32．對總体线性回归模型進行明显性检查時所用的 F记录量可表达為（  BC    ）。

A．
ESS/(n-k)
RSS/(k-1)

      B．
ESS/(k-1)
RSS/(n-k)

   C．
2

2
R /(k-1)

(1-R )/(n-k)
   D．

2

2
(1-R )/(n-k)

R /(k-1)
   E．

2

2
R /(n-k)

(1-R )/(k-1)

33.将非线性回归模型转换為线性回归模型，常用的数學处理措施有（ AB       ）
A.直接置换法             B.對数变换法           C.级数展開法                          
D.广义最小二乘法         E.加权最小二乘法

34.在模型 中（ABCD         ）

A. 与 是非线性的        B. 与 是非线性的         C. 与 是线性的                

D. 与 是线性的        E. 与 是线性的

35.對模型 0 1 1 2 2t t t ty b b x b x u    進行總体明显性检查，假如检查成果總体线性关系明显，则有

（  BCD       ）。



A. 1 2 0b b     B. 1 20, 0b b         C. 1 20, 0b b         D. 1 20, 0b b                E. 

1 2 0b b 

36. 剩余变差是指（  ACDE        ）。
A.随机原因影响所引起的被解释变量的变差 B.解释变量变動所引起的被解释变量的变差
C.被解释变量的变差中，回归方程不能做出解释的部分 D.被解释变量的總变差与回归平方和之差
E.被解释变量的实际值与回归值的离差平方和
37.回归变差（或回归平方和）是指（BCD         ）。
A. 被解释变量的实际值与平均值的离差平方和          B. 被解释变量的回归值与平均值的离差平方
和
C. 被解释变量的總变差与剩余变差之差               D. 解释变量变動所引起的被解释变量的变差
E. 随机原因影响所引起的被解释变量的变差

38.设 為回归模型中的参数個数（包括截距项），则總体线性回归模型進行明显性检查時所用的 F记录

量可表达為（BC        ）。

A. B.  C.     D.     E.

39.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修正的可决系数 与可决系数 之间（ AD     ）。

A. <          B. ≥       C. 只能不小于零      D. 也許為负值

40.下列计量經济分析中那些很也許存在异方差問題（ ABCDE    ）
A.用横截面数据建立家庭消费支出對家庭收入水平的回归模型B.用横截面数据建立产出對劳動和资本
的回归模型
C.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為基础构造宏观计量經济模型   D.以国民經济核算帐户為基础构造宏观计
量經济模型
E.以30年的時序数据建立某种商品的市場供需模型
41.在异方差条件下一般最小二乘法具有如下性质（ AB    ）
A.线性　　       B.無偏性　　    C.最小方差性　　D.精确性　　     E.有效性
42.异方差性将导致（ BCDE    ）。
A.一般最小二乘法估计量有偏和非一致              B.一般最小二乘法估计量非有效
C.一般最小二乘法估计量的方差的估计量有偏   D.建立在一般最小二乘法估计基础上的假设检查失效
E.建立在一般最小二乘法估计基础上的预测区间变宽
43.下列哪些措施可用于异方差性的检查（  DE   ）。
A. DW检查　　  B.方差膨胀因子检查法　C.鉴定系数增量奉献法　　D.样本分段比较法　　E.残差回
归检查法
44.當模型存在异方差現象進，加权最小二乘估计量具有（ABCDE     ）。
A.线性　 　B.無偏性　 　C.有效性　　D.一致性　 　E.精确性
45.下列說法對的的有（BE     ）。
A.當异方差出現時，最小二乘估计是有偏的和不具有最小方差特性B.當异方差出現時，常用的t和F检
查失效
C.异方差状况下，一般的OLS估计一定高估了估计量的原则差
D.假如OLS回归的残差体現出系统性，则阐明数据中不存在异方差性
E.假如回归模型中遗漏一种重要变量，则OLS残差必然体現出明显的趋势
46．DW检查不合用一下列状况的序列有关检查（ ABC     ）。
A．高阶线性自回归形式的序列有关 B．一阶非线性自回归的序列有关
C．移動平均形式的序列有关 D．正的一阶线性自回归形式的序列有关
E．负的一阶线性自回归形式的序列有关



47．以 dl表达记录量 DW的下限分布，du表达记录量 DW的上限分布，则 DW检查的不确定区域是
（  BC    ）。
A．du≤DW≤4-du   B．4-du≤DW≤4-dl       C．dl≤DW≤du     D．4-dl≤DW≤4          E．0≤DW≤dl
48．DW检查不合用于下列状况下的一阶线性自有关检查（ BCD     ）。
A．模型包具有随机解释变量　　  B．样本容量太小　　      C．非一阶自回归模型　　
D．具有滞後的被解释变量　　    E．包具有虚拟变量的模型
49．针對存在序列有关現象的模型估计，下述哪些措施也許是合用的（ BDE     ）。
A．加权最小二乘法　　B．一阶差分法　　  C．残差回归法　　D．广义差分法　  E．Durbin两步法
50．假如模型 yt=b0+b1xt+ut存在一阶自有关，一般最小二乘估计仍具有（ AB     ）。
A．线性　　 B．無偏性　 　C．有效性 　　D．真实性　 　E．精确性
51．DW检查不能用于下列哪些現象的检查（  ABCDE    ）。
A．递增型异方差的检查                     B．ut＝ρut－1+ρ2ut－2+vt形式的序列有关检查

C．xi=b0+b1xj+ut形式的多重共线性检查        D． t 0 1 t 2 t-1 t
ˆ ˆ ˆy = + x + y +e   的一阶线性自有关检查

E．遗漏重要解释变量导致的设定误差检查
52．下列哪些回归分析中很也許出現多重共线性問題（ AC     ）。
A．资本投入与劳動投入两個变量同步作為生产函数的解释变量 B．消费作被解释变量，收入作解释变量
的消费函数
C．本期收入和前期收入同步作為消费的解释变量的消费函数
D．商品价格．地区．消费風俗同步作為解释变量的需求函数
E．每亩施肥量．每亩施肥量的平方同步作為小麦亩产的解释变量的模型
53．當模型中解释变量间存在高度的多重共线性時（  ACD    ）。
A．各個解释变量對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将难以精确鉴别 B．部分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之间将高度有关
C．估计量的精度将大幅度下降 D．估计對于样本容量的变動将拾分敏感
E．模型的随机误差项也将序列有关
54．下述记录量可以用来检查多重共线性的严重性（  ACD    ）。
A．有关系数　　B．DW值　　C．方差膨胀因子　　D．特性值　E．自有关系数
55．多重共线性产生的原因重要有（ ABCD     ）。
A．經济变量之间往往存在同方向的变化趋势           B．經济变量之间往往存在著亲密的关联
C．在模型中采用滞後变量也轻易产生多重共线性
D．在建模過程中由于解释变量选择不妥，引起了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        E．以上都對的
56．多重共线性的处理措施重要有（ ABCDE     ）。
A．保留重要的解释变量，去掉次要的或替代的解释变量      B．运用先验信息变化参数的约束形式
C．变换模型的形式    D．综合使用時序数据与截面数据     E．逐渐回归法以及增長样本容量
57．有关多重共线性，判断錯误的有（ABC      ）。
A．解释变量两两不有关，则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B．所有的 t检查都不明显，则阐明模型總体是不明显的
C．有多重共线性的计量經济模型没有应用的意义
D．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的模型不能用于构造分析
58．模型存在完全多重共线性時，下列判断對的的是（ AB     ）。
A．参数無法估计　                    B．只能估计参数的线性组合　
C．模型的鉴定系数為 0　               D．模型的鉴定系数為 1
59．下列判断對的的有（ABC      ）。
A．在严重多重共线性下，OLS估计量仍是最佳线性無偏估计量。
B．多重共线性問題的实质是样本現象，因此可以通過增長样本信息得到改善。
C．虽然多重共线性下，很难精确辨别各個解释变量的單独影响，但可据此模型進行预测。
D．假如回归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可不加分析地去掉某個解释变量從而消除多重共线性。
60．在包具有随机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中，可用作随机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必须具有的条件有，此工具
变量(  AE       ) 。
A.与该解释变量高度有关                 B.与其他解释变量高度有关



 
C.与随机误差项高度有关                 D.与该解释变量不有关         E.与随机误差项不有关
61．有关虚拟变量，下列表述對的的有 （ABCD      ）
A．是质的原因的数量化                   B．取值為 l和 0
C．代表质的原因                         D．在有些状况下可代表数量原因      E．代表数量原因
62．虚拟变量的取值為 0和 1，分别代表某种属性的存在与否，其中（ BC 　　 ）
A．0表达存在某种属性        B．0表达不存在某种属性         C．1表达存在某种属性 
D．1表达不存在某种属性      E．0和 1代表的内容可以随意设定

63．在截距变動模型 iii xDy   10 中，模型系数（AC    ）

A． 0 是基础类型截距项                   B． 1 是基础类型截距项   

C． 0 称為公共截距系数                   D． 1 称為公共截距系数     E． 01   為差异截距系数

64．虚拟变量的特殊应用有（  ABC    ）
A．调整季节波動              B．检查模型构造的稳定性        C．分段回归      
D．修正模型的设定误差        E．工具变量法

65．對于分段线性回归模型 tttt Dxxxy   )( *
210 ，其中（  BE    ）

A．虚拟变量 D代表品质原因     B．虚拟变量 D代表数量原因   C．认為 *xxt  界，前後两段回归直

线的斜率不一样

D．认為 *xxt  界，前後两段回归直线的截距不一样           E．该模型是系统变参数模型的一种特

殊形式
66．下列模型中属于几何分布滞後模型的有(  ABC      )
A．koyck变换模型       B．自适应预期模型    C．部分调整模型 D．有限多项式滞後模型     
E．广义差分模型

67．對于有限分布滞後模型，将参数 i 表达為有关滞後 i的多项式并代入模型，作這种变换可以

（  CD      ）。
A．使估计量從非一致变為一致   B．使估计量從有偏变為無偏 　C．減弱多重共线性     
D．防止因参数過多而自由度局限性　E．減轻异方差問題

68．在模型 0 1 1 2 2 3 3t t t t t tY X X X X u            中，延期過渡性乘数是指（   BCD     ）

A． 0        B． 1 　     C． 2         D． 3 　       E． 1 2 3     

69．對几何分布滞後模型的三种变换模型，即 koyck变换模型．自适应预期模型．局部调整模型，其共
同特點是（ ABCD     ）

A．具有相似的解释变量   B．仅有三個参数需要估计 　C．用 1tY  替代了原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所有滞後

变量    
D．防止了原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問題　E．都以一定經济理论為基础
70．當构造方程為恰好识别時，可选择的估计措施是（CD
A．最小二乘法             B．广义差分法               C．间接最小二乘法  
D．二阶段最小二乘法       E．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法
71．對联立方程模型参数的單方程估计法包括(  ABD      )
A．工具变量法             B．间接最小二乘法           C．完全信息极大似然估计法  
D．二阶段最小二乘法      E．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72．小型宏观计量經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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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 1個方程是（  ABCD     ）

A．构造式方程　            B．随机方程        C．行為方程  D．线性方程　    E．定义方程
73．构造式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可以是（ABCDE        ）
A． 外生变量　             B．滞後内生变量             C．虚拟变量  

D．滞後外生变量　          E．模型中其他构造方程的被解释变量
74.与單方程计量經济模型相比，联立方程计量經济模型的特點是（ ADF       ）。
A.合用于某一經济系统的研究    B.合用于單一經济現象的研究      C.揭示經济变量之间的單项因果
关系
D.揭示經济变量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因果的关系    E.用單一方程来描述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数量
关系
F.用一组方程来描述經济系统内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先决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
75.随机方程包括哪四种方程（  ABD     ）。
A.行為方程             B.技术方程            C.經验方程        D.制度方程             E.记
录方程
76.下列有关联立方程模型的识别条件，表述對的的有（   BD     ）。
A.方程只要符合阶条件，就一定符合秩条件    B.方程只要符合秩条件，就一定可以识别
C.方程识别的阶条件和秩条件互相独立        D.秩条件成立時，根据阶条件判断方程是恰好识别還是
過度识别

77．對于 C-D生产函数模型 ，下列說法中對的的有（ABC       ）。

A．参数 A反应广义的技术進步水平       B．资本要素的产出弹性

C．劳動要素的产出弹性           D． 必然等于 1

78．對于线性生产函数模型 ，下列說法中對的的有（  ABCD     ）。

A．假设资本 K与劳動 L之间是完全可替代的 B．资本要素的边际产量

C．劳動要素的边际产量           D．劳動和资本要素的替代弹性

79．有关绝對收入假设消费函数模型 （ ），下列說法對的的有

（   ABCD      ）。
A．参数表达自发性消费       B．参数＞0         C．参数0表达边际消费倾向     D．参数1＜
0
80.建立生产函数模型時，样本数据的质量問題包括（ BCDE      ）。
A.线性              B.完整性         C.精确性            D.可比性            E.一致性
三、名詞解释（每題 3分）
1．經济变量：經济变量是用来描述經济原因数量水平的指標。（3分）

2．解释变量：是用来解释作為研究對象的变量（即因变量）為何变動、怎样变動的变量。（2分）它對因变量的变動做

出解释，体現為方程所描述的因果关系中的“因”。（1分）

3．被解释变量：是作為研究對象的变量。（1分）它的变動是由解释变量做出解释的，体現為方程所描述的因果关系的

果。（2分）

4．内生变量：是由模型系统内部原因所决定的变量，（2分）体現為具有一定概率分布的随机变量，是模型求解的成果。

（1分）

5．外生变量：是由模型系统之外的原因决定的变量，体現為非随机变量。（2分）它影响模型中的内生变量，其数值在

模型求解之前就已經确定。（1分）



6．滞後变量：是滞後内生变量和滞後外生变量的合称，（1分）前期的内生变量称為滞後内生变量；（1分）前期的外

生变量称為滞後外生变量。（1分）

7．前定变量：一般将外生变量和滞後变量合称為前定变量，（1分）即是在模型求解此前已經确定或需要确定的变量。

（2分）

8．控制变量：在计量經济模型中人為设置的反应政策规定、决策者意愿、經济系统运行条件和状态等方面的变量，（2

分）它一般属于外生变量。（1分）

9．计量經济模型：為了研究分析某個系统中經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而采用的随机代数模型，（2分）是以数學形式對

客观經济現象所作的描述和概括。（1分）

10．函数关系：假如一种变量 y的取值可以通過另一种变量或另一组变量以某种形式惟一地、精确地确定，则 y与這

個变量或這组变量之间的关系就是函数关系。（3分）

11．有关关系：假如一种变量 y的取值受另一种变量或另一组变量的影响，但并不由它們惟一确定，则 y与這個变量

或這组变量之间的关系就是有关关系。（3分）

12．最小二乘法：用使估计的剩余平方和最小的原则确定样本回归函数的措施，称為最小二乘法。（3分）

13．高斯－馬尔可夫定理：在古典假定条件下，OLS估计量是模型参数的最佳线性無偏估计量，這一結论即是高斯－馬

尔可夫定理。（3分）

14．總变差（總离差平方和）：在回归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观测值与其均值的离差平方和。（3分）

15．回归变差（回归平方和）：在回归模型中，因变量的估计值与其均值的离差平方和，（2分）也就是由解释变量解释

的变差。（1分）

16．剩余变差（残差平方和）：在回归模型中，因变量的观测值与估计值之差的平方和，（2分）是不能由解释变量所解

释的部分变差。（1分）

17．估计原则误差：在回归模型中，随机误差项方差的估计量的平方根。（3分）

18．样本决定系数：回归平方和在總变差中所占的比重。（3分）

19．點预测：給定自变量的某一种值時，运用样本回归方程求出對应的样本拟合值，以此作為因变量实际值和其均值

的估计值。（3分）

20．拟合优度：样本回归直线与样本观测数据之间的拟合程度。（3分）

21．残差：样本回归方程的拟合值与观测值的误差称為回归残差。（3分）

22．明显性检查：运用样本成果，来证明一种虚拟假设的真伪的一种检查程序。（3分）

23．回归变差：简称 ESS,表达由回归直线（即解释变量）所解释的部分（2分），表达 x對 y的线性影响（1分）。

24．剩余变差：简称 RSS，是未被回归直线解释的部分（2分），是由解释变量以外的原因导致的影响（1分）。

25．多重决定系数：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回归平方和与總离差平方和的比值（1分），也就是在被解释变量的總变

差中能由解释变量所解释的那部分变差的比重，我們称之為多重决定系数，仍用 R2表达（2分）。

26．调整後的决定系数：又称修正後的决定系数，记為，是為了克服多重决定系数會伴随解释变量的增長而增大的缺

陷提出来的，（2分）

其公式為：（1分）。

27．偏有关系数:在 Y、X1、X2三個变量中，當 X1 既定期（即不受 X1的影响），表达 Y与 X2之间有关关系的指標，称為

偏有关系数，记做。（3分）

28.异方差性：在线性回归模型中，假如随机误差项的方差不是常数，即對不一样的解释变量观测值彼此不一样，则称

随机项 具有异方差性。（3分）

29.戈德菲尔特-匡特检查:该措施由戈德菲尔特（S.M.Goldfeld）和匡特（R.E.Quandt）于1965年提出，用對样本進行

分段比较的措施来判断异方差性。（3分）

30.怀特检查:该检查由怀特（White）在1980年提出，通過建立辅助回归模型的方式来判断异方差性。（3分）

31.戈裏瑟检查和帕克检查:该检查法由戈裏瑟和帕克于 1969年提出，其基本原理都是通過建立残差序列對解释变量的

（辅助）回归模型，判断随机误差项的方差与解释变量之间与否存在著较强的有关关系，進而判断与否存在异方差性。

（3分）

32．序列有关性：對于模型

         

随机误差项互相独立的基本假设体現為    （1分）

假如出現       

即對于不一样的样本點，随机误差项之间不再是完全互相独立，而是存在某种有关性，则认為出現了序列有关性(Serial



 Correlation)。（2分）

33．虚假序列有关：是指模型的序列有关性是由于省略了明显的解释变量而导致的。

34.差分法：差分法是一类克服序列有关性的有效措施，被广泛的采用。差分法是将原模型变换為差分模型，分為一阶

差分法和广义差分法。

35.广义差分法：广义差分法可以克服所有类型的序列有关带来的問題，一阶差分法是它的一种特例。

36.自回归模型：

37.广义最小二乘法：是最有普遍意义的最小二乘法，一般最小二乘法和加权最小二乘法是它的特例。

38. DW检查：德宾和瓦特森与 1951年提出的一种适于小样本的检查措施。DW检查法有五個前提条件。

39.科克伦-奥克特迭代法：是通過逐次跌代去寻求更為满意的的估计值，然後再采用广义差分法。详细来說，该措施

是运用残差去估计未知的。（

40. Durbin两步法：當自有关系数未知，可采用 Durbin提出的两步法去消除自有关。第一步對一多元回归模型，使用

OLS法估计其参数，第二步再运用广义差分。

41．有关系数：度量变量之间有关程度的一种系数，一般用ρ表达。   ，  ，越靠近于 1，有关程度越强，越靠近于

0，有关程度越弱。

42.多重共线性：是指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完全或不完全的线性关系。

43.方差膨胀因子：是指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時的方差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時的方差之比。

44．把质的原因量化而构造的取值為 0和 1的人工变量。

45．在设定模時假如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构成．模型函数的形式以及有关随机误差项的若干假定等内容的设定与客观实

际不一致，运用计量經济學模型来描述經济現象而产生的误差。

46．是指与模型中的随机解释变量高度有关，与随机误差项不有关的变量。

47．用工具变量替代模型中与随机误差项有关的随机解释变量的措施。

48．由于引進虚拟变量，回归模型的截距或斜率随样本观测值的变化而系统地变化。

49. 這是虚拟变量的一种应用，當解释变量低于某個已知的临界水平時，我們取虚拟变量设置而成的模型称之為分段

线性回归模型。

50． 分布滞後模型：假如滞後变量模型中没有滞後因变量，因变量受解释变量的影响分布在解释变量不一样步期的滞

後值上，则称這种模型為分布滞後模型。

51．有限分布滞後模型：滞後期長度有限的分布滞後模型称為有限分布滞後模型。

52．無限分布滞後模型：滞後期長度無限的分布滞後模型称為無限分布滞後模型。

53．几何分布滞後模型：對于無限分布滞後模型，假如其滞後变量的系数 bi是按几何级数列衰減的，则称這种模型為

几何分布滞後模型。

54．联立方程模型：是指由两個或更多互相联络的方程构建的模型。

55． 构造式模型：是根据經济理论建立的反应經济变量间直接关系构造的计量方程系统。

56． 简化式模型：是指联立方程中每個内生变量只是前定变量与随机误差项的函数。

57． 构造式参数：构造模型中的参数叫构造式参数

58． 简化式参数：简化式模型中的参数叫简化式参数。

59．识别：就是指与否能從简化式模型参数估计值中推导出构造式模型的参数估计值。

60．不可识别：是指無法從简化式模型参数估计值中推导出构造式模型的参数估计值。

61． 识别的阶条件：假如一种方程能被识别，那么這個方程不包括的变量的總数应不小于或等于模型系统中方程個数

減 1。

62．识别的秩条件：一种方程可识别的充足必要条件是：所有不包括在這個方程中的参数矩阵的秩為 m-1。

63．间接最小二乘法：先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简化式方程，再通過参数关系体系，由简化式参数的估计值求解得构造

式参数的估计值

五、计算与分析題（每題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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