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序列分析

 时间序列及其分解  时间序列

 平稳序列  它的观测值基本上在某个固定的水平波动

 非平稳序列

 它是包含趋势、季节性或周期性的序列

 种类

 有趋势的序列

 有趋势和季节性的序列

 复合型序列

 成分

 趋势（T）

 它是时间序列在长期内呈现出来的某种持续上升或持续下降的波动

 分类
 线性

 非线性

 季节性或季节变动（S）  它是时间序列在1年内重复出现的波动

 周期性或循环波动（C）  它是时间序列中呈现出来的围绕长期趋势的一种波浪形或振荡式变动

 随机性或不规则波动（I）  它是除了趋势、周期性和季节性之后的偶然性变动

 模型
 加法模型

 乘法模型  Yt=Tt*St*Ct*It

 时间序列的描述分解
 图形描述

 增长率分析

 增长率

 环比增长率  Gi =  −Y i−1
Y i 1, i = 1..n

 定基增长率   Gi =  −
Y 0
Y i 1, i = 1..n

 平均增长率  =Giˉ
 −n

 

Y 0
Y n 1

 注意的问题
 当时间序列中的观察值出现0或负数不宜计算增长率

 要注意将增长率与绝对水平结合起来分析

 时间序列的速度分析

 发展速度指标

 发展速度  

 

 发展速度，又称动态系数，是以相对数表现的动态分析指标，是报告期发
展水平与基期发展水平的商。

 发展速度大于1，说明报告期水平较基期上升

 发展速度小于1，说明报告期水平较基期下降

 发展速度等于1，说明报告期水平与基期水平持平

 根据基期的不同分类

 环比发展速度
 报告期发展水平和前一期水平之比，说明现象逐渐变化的相对程度

   环比发展速度 =  前一期发展水平
报告期发展水平

 定基发展速度
 报告期发展水平与某一固定时期发展水平的对比

   定基发展速度 =  某一固定时期发展水平
报告期发展水平

 两者的关系

 定期发展速度等于各期环比发展速度的连乘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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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邻两个定基发展速度的商等于相应的环比发展速度，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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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指标

 年距发展速度   年距发展速度 =  上年同月（季）发展水平
报告年某月（季）发展水平

 超过速度（速度比）   速度比 =  

b现象发展速度
a现象发展速度

 增长速度指标

 含义：增长速度是反映现象增长程度的相对指标，是报告期增长量与基期
发展水平之比

 
 %

增长速度 =  =基期发展水平
报告期增长量

 =基期发展水平
报告期发展水平−基期发展水平

发展速度− 100

 增长速度为正，反映现象数量的增加程度

 增长速度为负，反映现象数量的减少程度

 分类

 定基增长速度
 公式： 

 %
定基增长速度 =  =固定基期发展水平

报告期累计（定基）增长量

 =固定基期发展水平
报告期发展水平−固定基期发展水平 定基发展速度− 100

 环比增长速度
 公式： 

 %
环比增长速度 =  =上一期发展水平

报告期逐期（环比）增长量

 =上一期发展水平
报告期发展水平−上一期发展水平 环比发展速度− 100

 其他相关指标

 年距增长速度

 弹性系数   e =  =bn−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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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序列预测的程序

 确定时间序列所包含的成分，也就是确定时间序列的类型

 确定趋势成分
 绘制时间序列的线图入手

 利用回归分析拟合一条趋势线，对回归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

 确定季节成分  绘制年度折叠时间序列图入手

 找出适合此类时间序列的预测方法

 时间序列数据存在趋势

 不存在季节性

 趋势预测法

 线性趋势推测

 非线性趋势推测

 自回归预测模型

 存在季节性

 季节性预测法

 季节多元回归模型

 季节自回归模型

 时间序列分解

 时间序列数据不存在趋势

 不存在季节性

 平滑预测法

 简单平均法

 移动平均法

 指数平滑分

 存在季节性

 季节性预测法

 季节多元回归模型

 季节自回归模型

时间序列分解

 对可能的预测方法进行评估，以确定最佳预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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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1%的水平值

 平均发展速度指标

 平均发展速度就是各期环比发展速度的序时平均数，用以说明现象在较长
时间内的发展变化的平均速度

 计算方法
 水平法

 累计法

 平均增长速度
 说明现象在较长时间内逐期平均增长的相对程度

 平均增长速度=平均发展速度-100%

 时间序列分解

 利用最佳预测方案进行预测

 平均误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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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百分比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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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稳序列的预测

 简单平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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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平均法

  F  =t+1   =  Y  t̄  

k
Y t−k+1+Y t−k+2+...Y t

  F  =t+2  =Y  t+1
ˉ

k
Y t−k+2+Y t−k+3+...Y t+1

 
    =Y tˉ

  
k

Y t−k+1+Y t−k+2+...Y t

 指数平滑法
   F  =t+1 F  +t a(Y  −t F  )t

  F  =t+1 aY  +t (1 − a)F  t

 趋势序列预测

 线性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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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线趋势，方程m=2

 非线性趋势预测

 指数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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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1,增长率随着t增加而增加

b1<1,增长率随着t增加而减少

 bo>0,b1<1，预测值逐渐降低到以0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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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变动的测定

 对年度资料的循环变动测定（只受长期趋势和循环变化影响）

 Y=T*C，即  C =  

T
Y

 把原时间数列的实际值（Y）除以长期趋势值（T）后就得到了循环变动值
（C），这个值乘以100%，叫循环变动系数

 对月度（季度）资料的测定循环变动（受季节变动和不规则变动的影响）

 通过对C*I计算加权移动平均值，即可消除不规则变动I，最后得出的平均
数就是循环变动系数C

 具体计算步骤

 测定原始数据序列中的长期趋势值T.

测定原始序列中的季节比率S

计算时间数列中的“正同值” TS，即长期趋势值乘以相应的季节指數

计算“循环不规则序列”CI，即   =
T∗S
Y

 =
T∗S

T∗S∗C∗I C ∗ I

 对C*I序列进行移动平均(可加权)，则可消除不规则影响，得到循环变动序
列C

 复合型序列的分解预测

 确定并分离季节成分

 计算季节指数 移动平均趋势剔除方法

 计算移动平均值，并对其结果进行中心化处理

 计算移动平均的比值即季节比率，计算出各比值的季度（月份）平均值

 季节调整，将第二步计算的每个季节比率的平均值除以它们的总平均值

 分离季节成分  季节成分分离后的序列

 含义：它反映了在没有季节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时间序列的变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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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预测模型并进行预测

 计算最后的预测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