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大学 2024年 – 2025学年第 2学期
《计量经济学（初级）（双语）》（期中考试试题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一、辨析题（共 3题，每题 10分）

判断以下命题是否正确，并简要阐述理由:

1. 在计量经济分析中，模型参数一旦被估计出来，就可将估计的模型直接运用于实际的计量经济分
析。

参考答案.
错误。需要对参数的统计性质进一步分析, 对参数的经济学和统计学意义检验之后才能付诸应用。

□

2. 在计量经济模型中，随机扰动项与残差项无区别。

参考答案.
错误。随机扰动项是在建立计量经济模型中设定的不能为模型解释的随机项，而残差在对计量经

济学模型估计后，模型的估计值和观测值的差值。 □

3. 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如果 Cov (𝑋, 𝑢𝑖) = 0，且对于随机扰动项 E(𝑢𝑖) = 0，则 E (𝑢𝑖 | 𝑋) = 0。

参考答案.
错误。 Cov (𝑋, 𝑢𝑖) = 0的条件弱于 E (𝑢𝑖 | 𝑋) = 0。 □

二、填空题（共 5题，每题 4分）

1. 假设对于 IID样本 {(𝑋𝑖 , 𝑌𝑖), 𝑖 = 1, · · · , 𝑛}有如下模型,

𝑌𝑖 = 𝑐0 + 𝑐1𝑋𝑖 + 𝑐2𝑋
2
𝑖 + 𝑢𝑖

且 E(𝑢𝑖 | 𝑋𝑖) = 0. 定义总体回归函数（population regression function）为 𝑚(𝑥) = E (𝑌𝑖 | 𝑋𝑖 = 𝑥),
𝜇𝑥 = E(𝑋𝑖),则 E [𝜕𝑚 (𝑋𝑖) /𝜕𝑋𝑖] 为 。

参考答案.

E
[
𝜕𝑚 (𝑋𝑖)
𝜕𝑋𝑖

]
= E [𝑐1 + 2𝑐2𝑋𝑖] = 𝑐1 + 2𝑐2𝜇𝑥 .

□

2. 用OLS估计经典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𝑌𝑖 = 𝛽0 + 𝛽1𝑋𝑖 + 𝑢𝑖，则样本回归直线一定通过 。

参考答案.(
�̄�,𝑌

)
□

3. 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回归模型有两种基本方式，即 和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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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加法方式和乘法方式。 □

4. 考虑满足经典假定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𝑌𝑖 = 𝛽0 + 𝛽1𝑋𝑖 + 𝑢𝑖 , 𝑢𝑖 ∼ IID
(
0, 𝜎2) . 记 𝑥𝑖 = 𝑋𝑖 − �̄� ,则在给

定解释变量样本 {𝑋𝑖}的条件下， OLS估计量 𝛽1 的方差为 。

参考答案.

Var
(
𝛽1 | 𝑋

)
=
∑︁ (

𝑥𝑖∑
𝑥2
𝑖

)2

𝜎2 =
𝜎2∑
𝑥2
𝑖

.

□

5. 考虑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𝑌𝑖 = 𝛽0 + 𝛽1𝑋𝑖1 + 𝛽2𝑋𝑖2 + · · · + 𝛽𝑘𝑋𝑖𝑘 + 𝑢𝑖 ,在 𝛽1 = 𝛽2 = · · · = 𝛽𝑘 = 0的约束条
件下, 𝛽0 的最小二乘估计量为 。

参考答案.
在 𝛽1 = 𝛽2 = · · · = 𝛽𝑘 = 0的约束条件下，原模型等价于 𝑌𝑖 = 𝛽0 + 𝑢𝑖 ,因此 𝛽0 的最小二乘估计量为

𝛽0 =
1
𝑛

∑︁
𝑌𝑖 = 𝑌 .

□

三、简答题（共 2题，每题 10分）

1. 简述最小二乘估计量（OLS）是BLUE的含义，并简要说明在经典假设条件下为什么OLS是BLUE。

参考答案.
BLUE即最佳线性无偏估计量，是 best linear unbiased estimators的缩写。在经典假定条件下，最小
二乘估计量具备线性、无偏性和有效性，是最佳线性无偏估计量，即BLUE，这一结论就是著名的
高斯-马尔可夫定理。高斯-马尔可夫定理是建立在如下经典假设下的：1. 回归模型是正确设定的；
2. 样本矩阵X′X/𝑛依概率收敛于可逆常数矩阵 3. 随机干扰项具有条件零均值。 4. 随机扰动项相互
独立。 □

2. 简要说明为什么在多元回归分析中要对可决系数 𝑅2 进行调整或修正。

参考答案.
依据课本第 63页内容展开论述。 □

四、计算题（共 2题，每题 15分）

1. 考虑已经收集的 30家企业的生产数据，并通过计算获得如下统计量的值

𝑌 =
1

30

30∑︁
𝑖=1

𝑌𝑖 = 25 �̄� =
1
30

30∑︁
𝑖=1

𝑋𝑖 = 12
30∑︁
𝑖=1

(
𝑌𝑖 − 𝑌

)2
= 100

30∑︁
𝑖=1

(
𝑋𝑖 − �̄�

)2
= 60

30∑︁
𝑖=1

(
𝑋𝑖 − �̄�

) (
𝑌𝑖 − 𝑌

)
= 40

其中, 𝑌 表示产出的对数值, 𝑋 表示劳动时间的对数值. 所有线性回归模型的经典假定均成立.
(1) 计算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𝑌𝑖 = 𝛽0 + 𝛽1𝑋𝑖 + 𝑢𝑖 , 𝑢𝑖 ∼ IID

(
0, 𝜎2) ,计算 OLS估计量 𝛽0 和 𝛽1.（5分）

(2) 简述对原假设 𝐻0 : 𝛽1 = 1进行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并计算相应的检验统计量值.（5分）
(3) 当 𝑋0 = 12 时, 写出 E (𝑌 | 𝑋0) 的 95% 置信区间. （5 分）（当 𝛼 = 0.05 时，𝑡𝛼/2 (30) = 2.042,

𝑡𝛼/2 (29) = 2.045, 𝑡𝛼/2 (28) = 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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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 𝛽0 和 𝛽1 分别计算如下

𝛽1 =

∑30
𝑖=1

(
𝑋𝑖 − �̄�

) (
𝑌𝑖 − 𝑌

)∑30
𝑖=1

(
𝑋𝑖 − �̄�

)2 =
40
60

=
2
3

𝛽0 = 𝑌 − 𝛽1 �̄� = 25 − 2
3
× 12 = 17

(2) 对 𝐻0 进行假设检验，首先计算 𝛽1 的方差，

Var
(
𝛽1

)
=

𝜎2∑30
𝑖=1

(
𝑋𝑖 − �̄�

)2 .

为了估计 Var
(
𝛽1

)
,首先计算 𝜎2 的估计值, �̂�2. 注意到 𝑌𝑖 − 𝑌 = 𝛽1

(
𝑋𝑖 − �̄�

)
,因此

30∑︁
𝑖=1

(
𝑌𝑖 − 𝑌

)2
= 𝛽2

1

30∑︁
𝑖=1

(
𝑋𝑖 − �̄�

)2
=

60 × 4
9

=
80
3

≈ 26.67,

30∑︁
𝑖=1

𝑒2
𝑖 =

30∑︁
𝑖=1

(
𝑌𝑖 − 𝑌𝑖

)2
=

30∑︁
𝑖=1

(
𝑌𝑖 − 𝑌

)2 −
30∑︁
𝑖=1

(
𝑌𝑖 − 𝑌

)2
= 100 − 80

3
=

220
3

≈ 73.33.

所以，

�̂�2 =
1

30 − 2

30∑︁
𝑖=1

𝑒2
𝑖 =

220
3 × (30 − 2) =

55
21

≈ 2.62

𝑆𝛽1
=

√︄
�̂�2∑30

𝑖=1
(
𝑋𝑖 − �̄�

)2 =

√︂
55/21

60
=

√︂
11

21 × 12
=

√︂
11
252

因此，检验统计量为

𝑇𝑛 =
𝛽1 − 1
𝑆𝛽1

=
2/3 − 1√︃

11
252

= −
√︂

252
11 × 9

≈ −1.595.

(3) 根据对 𝛽0 和 𝛽1 的计算,样本回归函数为

𝑌𝑖 = 𝛽0 + 𝛽1𝑋𝑖 = 17 + 2
3
𝑋𝑖

则在 𝑋0 = 12时
𝑌0 = 17 + 2

3
× 12 = 25.

𝑆�̂�0
=

√︃
Var

(
𝑌0

)
=

√︄
�̂�2

(
1
𝑛
+ (𝑋0 − �̄�)2∑

(𝑋𝑖 − �̄�)2

)
=

√︄
55
21

×
[

1
30

+ (12 − 12)2

60

]
≈ 0.295

因此， E(𝑌 | 𝑋0)的 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为(
𝑌0 − 𝑡𝛼/2𝑆�̂�0

, 𝑌0 + 𝑡𝛼/2𝑆�̂�0

)
= (25 − 2.048 × 0.295, 25 + 2.048 × 0.295) = (24.396, 25.604)

□

2. 考虑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𝑌𝑖 = 𝛽0 + 𝛽1𝑋𝑖1 + 𝛽2𝑋𝑖2 + · · · + 𝛽𝑘𝑋𝑖𝑘 + 𝑢𝑖 , 𝑢𝑖 ∼ IID
(
0, 𝜎2)，记 �̂� 为 𝜷 =

(𝛽0, 𝛽1, · · · , 𝛽𝑘)′ 不加约束条件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量；记 �̂�∗ 在 𝛽1 + 𝛽2 = 1和 𝛽𝑘−1 = 𝛽𝑘 下的最小

二乘估计量。

(1) 试通过计算说明
∑ (

𝑌𝑖 − 𝛽1𝑋𝑖1 − 𝛽2𝑋𝑖2 − · · · − 𝛽𝑘𝑋𝑖𝑘

)2 ≤
∑ (

𝑌𝑖 − 𝛽∗1𝑋𝑖1 − 𝛽∗2𝑋𝑖2 − · · · − 𝛽∗𝑘𝑋𝑖𝑘

)2.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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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
∑ (

𝑌𝑖 − 𝛽1𝑋𝑖1 − 𝛽2𝑋𝑖2 − · · · − 𝛽𝑘𝑋𝑖𝑘

)2
和

∑ (
𝑌𝑖 − 𝛽∗1𝑋𝑖1 − 𝛽∗2𝑋𝑖2 − · · · − 𝛽∗𝑘𝑋𝑖𝑘

)2
构造检验

统计量检验 𝐻0 : 𝛽1 + 𝛽2 = 1和 𝛽𝑘−1 = 𝛽𝑘 ,并试说明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 （10分）

参考答案.

(1) 因为 𝒀 = 𝑿�̂� + 𝒆且 𝒀 = 𝑿�̂�∗ + 𝒆∗,

𝒆′𝒆 =
∑︁ (

𝑌𝑖 − 𝛽1𝑋𝑖1 − 𝛽2𝑋𝑖2 − · · · − 𝛽𝑘𝑋𝑖𝑘

)2

𝒆′∗𝒆∗ =
∑︁ (

𝑌𝑖 − 𝛽∗1𝑋𝑖1 − 𝛽∗2𝑋𝑖2 − · · · − 𝛽∗𝑘𝑋𝑖𝑘

)2

所以

𝒆′∗𝒆∗ = 𝒆′𝒆 +
(
�̂�∗ − �̂�

) ′
𝑿′𝑿

(
�̂�∗ − �̂�

)
即 𝒆′∗𝒆∗ ≥ 𝒆′𝒆根据

(
�̂�∗ − �̂�

) ′
𝑿′𝑿

(
�̂�∗ − �̂�

)
≥ 0.

(2) 令
∑ (

𝑌𝑖 − 𝛽1𝑋𝑖1 − 𝛽2𝑋𝑖2 − · · · − 𝛽𝑘𝑋𝑖𝑘

)2
= RSSU,

∑ (
𝑌𝑖 − 𝛽∗1𝑋𝑖1 − 𝛽∗2𝑋𝑖2 − · · · − 𝛽∗𝑘𝑋𝑖𝑘

)2
= RSSR,

则在 𝐻0 下
(RSSR − RSSU)/3
RSSU/(𝑛 − 𝑘 − 1) ∼ 𝐹 (3, 𝑛 − 𝑘 − 1)

假设检验步骤可依据教材内容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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