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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黄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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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基于 １ ９９４

一

２０ １ ３ 年我 国 国 内 生产 总值和财政收入数据 ，
通过建 立向量 自 回 归模 型对我 国财

政收入与 经济增长 关 系进行 了 实证研究 。 研 究发现 ： １ ９９ ４
一

２０ １ ３ 年我 国财政收入与 经济总量均呈现出快速增

长 ，

规模 不 断 扩大 ， 并且存在 经济总 量的稳步增加有 利 于 财政收入增长 的 Ｇｒａｎ
ｇ
ｅ ｉ

？

因 果关 系 。 利 用 方差分解分

析 出
， 财政收入 、 经济增长对 自 身 的增 长 有着正 向 的 影响 ，

但是效果并 不 是很大 。 经济增 长对财政收入会产 生

较大 的 影响 ，
反之则 不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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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Ｒ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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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曼斯 （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ｓ ）

（
１
９５０

）
和霍得 （

Ｈ ｏｏｄ ）
（

１ ９５０ ） 最

０ 引言早提出 了联立模 型的研究 。 然而 ， 在建模的过程中 ， 联立

方程组模型有很多难 以解决的缺陷 。 １ ９８０ 年 ，
西姆斯在

随着经济的发展 ， 财政收人不断增加 ， 增长速度也越联立方程组模型 的缺 陷 的基础 ｈ提 出 了 ＶＡＲ
，
使得模型

来越快 ，无疑能够很好的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 ， 否则会制的适用范 围得到 了很大的拓展 。

约经济的发展 。 另
一方面 ， 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以及增长从形式上来看 ，把多个 自 回归模型进行联立 ，就组成了

加快 ，对经济发展速度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
推动着经济向量 自 回归模型 。 假定 两个变量间有着某种联 系 。

的发展 。我们若对这两个变量分别进行 自 回归 ，并建立如下模型 ：

有关财政收人以及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便引 起了我ｈ ，

＝／〇Ｖ －

，

，凡

国多个部 门和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 王潇 （２０ １ ２ ） 以广州

市为研究对象 ，研究时间 为 １ ９５０
－

２０ １ 丨 年 ，
通过建立计量则很难去发掘两个变量之间 的联系 。 然而 ，若通过联

模型通过对广州 的财政收人和生产总值进行统计研究 ， 发立的方式 ，两个变量间 的联 系就很清楚了 。 在建立向 量 自

现两者呈现显著性的相关关系 ， ＧＤ Ｐ的增长会促进财政收回归模型时 ，有两个参数必须着重考虑 。 其中一个是向量

人 。 曾康华 、耿拓 （ ２０ １ ３ ） 以我国 ３ １ 个省 、直辖市和 自治区自 回归模型 中的滞后变量个数Ｎ
， 另外一个是滞后变量的

为例 ，选取 丨 ９７ ８
—

２０ １
３年 ３ ５年的数据 ，通过分析发现经济最大滞后期 ｋ

增 长 对地方财政收人 有显著 的促进作 用 。 金林 、 刘洪假设有两个滞后变量 ， 取它们的最大滞后期 ｋ

（ ２０ １ ３ ）运用非参数的方法 ，对我国 国民经济收人名义增长率为 １ ， 则有 如下的向量 自 冋 归模型 ：

和财政收人增长速度进行分析 ，发现当 国民经济收人名义增Ａ 

＝
ｃ

，

长率的取值范围在 〇￣２０％
，
两者存在近似的线性关系 。 尚丹＝

Ｃ
２

＋ ７１
２ １ １

＊

＾ １

１

－

１ 

＋

（ ２０
１ ４）以贵州省为例 ，

通过计量分析得出贵州省的财政收人其中 ，

／ＶＡ
，
用矩阵的形

和经济增长存在着协调发展的关系 。式可以表示成 ．

本文在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选取我国财政收１ｐ ｉ

＇

「７ １ｎｒ？ｉ

人和国 内生产总值从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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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〇
１
３年 ２〇 年间 的数据 ， 运用卜２ １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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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Ｒ 模型对财政收人与经济增长之间 的关系进行了定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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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向量 自 回归模型 （
ＶＡＲ模Ｓ ）构 ｉｔ故包含 Ｎ 个变量滞 后 ｋ 期的 向量 自 回归模型的表示

形式为 ：

基金项 目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青年基金 项 目 （ １ １ Ｙ ＪＣ６３０ １ ９ １ ）
；
广 东省 自 然科 学基金资助 项 目 （ ８４５ １ ０４２００ １ ００ １ ８７３ ）

；
广 东省

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 目 （ Ｓ２０ １ ２０ 丨 ０００８ ８７６ ）

作者简介 ： 黄 浩 （
１ ９７ ６
—

）
，
男

， 广 东广 州人 ，
硕士

， 讲师 ，研 究方 向 ： 会计与 资本市场 、財务管理 。

统计与决策 ２０ 丨 ６年第 ７ 期
？ 总第 ４５ １ 期 丨 ３ ５





［
Ｗ］齐 实 证］


Ｙ
ｌ

＝
ｃ＋

ｎ ＊
Ｙ

ｌ

＿

］

＋ ｎ ＊
Ｙ

ｌ
＿２

＋ ．
．
． ＋

Ｕ
＊
Ｙ

ｌ

＿

ｋ
＋

ｌ
ｉ

ｌ
，ｐ

ｉ
，
￣ Ｎ （ ０

，
Ｑ ）率

， 具有明确的经济意义 。

其中 ，２ ， ２ＶＡＲ 模型及结 果分析

Ｙ
，

＝

（ｙｕ ， ｙ ２ｒｙ３ｒ
． ． ．

， ｙ Ｎｉ
ｙ由 于时间序列的差分项 Ａ ｌｎＦＩ Ｎ和 Ａ ＩｎＧＤＰ均为平稳

ｃ
－

ｆｃｃｃ
＇

ｃｙ

＇

序列 ，
因此可以直接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建立ＶＡＲ模型 。

． ． ．Ｉ２ ． ２ ． １ 模型结构滞后期的选择

． ． ．二 ＶＡＲ模型中滞后期的选择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 本文

；

＂

 ；

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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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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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２ ＇

－
＂

＇ ｋ选取的确定滞后期 的方法为赤池信息准则 （ ＡＩＣ ） 。 检验

ｎｍ
．ｊ

Ｋ
ｍ．

ｊ
＿结果如表 ２所示 。 从表中可 以看到合适的最大滞后期为 ５

ｕ
ｌ

＝
（ｕｈ ， ｕ

２ｒ
ｕ＾

． ． ．ｕＮ）期 〇

Ｋ 是— １ 阶时间序列列 向量 ， Ｃ 为 阶常数项列 向表 ２ＶＡＲ模型滞后期的判选择性检验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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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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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
？ＬａｇＬｏ ｇＬＬＲＦＰＥＡＩ Ｃ ＳＣＨＱ

量 ， ｎ
，

、 ｒｖ
．

．

ｎ ＊ 均为 ｎ＊
ｎ阶参数矩阵 ， ＂ ，

？ ｎｏ ， ｑ ）是一－—５—

１ ２ｋｒ
ｔ０５６ ．８ ４３ ３３ＮＡ １ ． ３６ ｅ－０ ６－７． ８ ３４７ ６－７ ． ７４３４７－７ ．８４３２ １

Ｎ
＊

１ 阶随机误差项 ３ 其中 ， 每一个随机误差项都呈现 出不１５９ ．７ ８２２３４ ．６ １ ８ ２６９１ ． ６０ ｅ－０ ６－７ ．６ ８３ １ ８－７ ． ４０９ ２９－７ ．７０８５３

同程度的 自 相关 ，但不 同的随机误差项之间不一定是不相６２ ．９ ７０ ８ １４ ．０９９ ６０ １ １ ． ８９ ｅ－０ ６－７ ．５ ６７２６－７ ． １ １０ ７９－７ ．６０９５ １

３６６ ．７ ４６ ７９ ３ ．７ ７５ ９７ ９２ ． ２ ３ｅ－０６－７ ．５ ３５２ ６－

６ ．８ ９６２－７． ５９４４
１

向量 自 回归模型不是以严格的经济理论为依据 ，
建立

＾ ．５ １０２５ １ １ ．２ ５９ ６２
＊ ５ ． ５ １ ｅ－０７－９ ．２ １ ５７ ５－８ ． ３９４ １ １－９

．

２９ １ ８ １

５９９ ．７ ９０９３ ７．４０６ ００ ３１ ．５ ３ｅ－ ０７
＊－

１ １ ． １ １ ２９ ９
＊

－

１ ０ ． １ ０８ ７６
＊－

１ １ ． ２０５９５
＊

ＶＡＲ 模型的 非常重要 的 一个 问 题就是滞 后阶数 ｋ 的确
一 

定 。 Ｖ ＡＲ麵滞后期 ｋ的选择方法有 ４种 ：

⑴用 ＬＲ统賴选择 ｋ值 ；」
艮＿４

—

２〇 １ ３ 年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的侧 ５ ）

（ ２ ）用赤池 （ Ａｋａ ｉｋ ｅ ）信息准则 （ ＡＩ Ｃ ）选择 ｋ值 ；型的 估 １■

卜结果 以及各方程 的检验结果见 表 ３ 、表 ４ 所

⑶用施瓦茨 （ｗｍ＿ ｓｃ ）滕 ｋ 值 ；

酬賴的估计结果

（ ４ ） 用贝 叶斯 （
Ｂ ａ

ｙ
ｅｓ

）ｆｅ息准则
（
Ｂ ＩＣ

）
选择 ｋ值 。

一￣￣

｜回归方程Ｄ ＩＮ ＦＩＮ回归方程 ＤＩ ＮＧＤ Ｐ

本文选取的确定滞后期的方法为赤池信息准则 （ ＡＩ Ｃ） 。系数ｔ值系数灌

Ｄ ＩＮ ＦＩ Ｎ
（

－

ｌ

）
－

０ ． １ ０５０ ３－

０． ５６ ６８ ２０ ． １ １ ５ １ ２ ６０ ． ３５ ５６３

２实证分析
Ｄ ＩＮ Ｆ ＩＮ

（

－２
）－ ０ ．９ ３ １９ ６－５ ． ４４２３７－０． ６３４６ ９－２ ． １ ２ １ ４９

ＤＩ ＮＦ ＩＮ
（

－ ３
）０．４９６ ４５ ３２． ０２６６ １０ ．０ ７３ １ ７ ８０ ． １ ７ ０９ ９

Ｄ Ｉ ＮＦ ＩＮ
 （

－４
）－

１ ．２ ０ １ １ ８－ ６． ８０２２７－０． ５３ １ ６ １－

１ ． ７２３ １９

２ ． １数据的选取与 处理Ｄ ＩＮ Ｆ ＩＮ
（

－ ５
）０ ．６７６２８ ３ ． ４９ ３０ ３０ ．２ ６４５ ９ ６０ ．７ ８２２ ６

在进行实证分析时 ，
用 国内生产总值 （ ＧＤＰ ）来衡量我Ｄ Ｉ ＮＧＤＰ

（

－

ｌ

）


￣

１ ． ８６ １ ８ １ １
￣

６ １ ５７ ４０ ．４ ７３０７ ２

—

 ０ ．８ １ ６７ ６

国的经济增长 ，用 Ｆ ＩＮ 来表示我 国 的财政收人 。 数据来源
Ｄ Ｉ ＮＧＤＰ

（

一２
）

－－ －－ －－ －－

￣°－ ４２４ １５

 －

Ｄ Ｉ ＮＧＤＰ
（

－

３
） １ ． ９６ ３ １ １ ３７ ．４９２ ３７０ ．９ ６０２７ １２ ．０ ９７７ ８

于《 ２０ １ ３
年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区间为 １９９４

一

２０ １ ３
年 。ＤＩ ＮＧ ＤＰ

（

－

４
）－

１ ．

６ ５６ ９６－３
．

８ ９０３ ５－

０ ． １
６ ６６８－０

．

２ ２４

对以上两个变量作对数处理 ，
以减小异方差性的影响Ｄ ＩＮＧ ＤＰ

（

－５
）０． ７９ ２０ ６ １２ ．９ ２６ ６８－０ ．３３ ６２２－０ ．７ １ １ ０９

以及实现非线性关系 的线性化处理 。 记 ＩｎＧＤＰ为我 国国
Ｃ０． １ ６ １ ２ ３４２ ．２ ９３ ６３０ ． １ ７２８５ １ １ ．４０７４４

内生产总值的对数 ，
ＩｎＦＩＮ 为财政收入的对数 。＾



ＶＡＲ＿綱齢關
ＶＡＲ模型建立在变量平稳或者具有协整关系 的基础 ．

￥别变量ＤＩ ＮＦ 〖ＮＤ ＩＮ＾—
Ｒ
－

ｓ
ｑ
ｕａ ｒｅｄ０ ． ９８３７０８０ ．９４３９２ ８

一

０． ０Ｕ ９ １ ５
＿

Ｏ ．〇ｗ
－

性检验 。 检验结果如表 １ 所７Ｋ 。Ｆ－ ｓ ｔａｔｉｓ＊１ ８ ． １ １ ３９４ ５ ．０５０２４ ２

表 １序列 丨

ｎ Ｆ Ｉ ＮＩ

和
Ｉ

ｎＧ Ｄ Ｐ及其差分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Ｌｏ
ｇ

ｌ

ｉ
ｋｐ ｌ ｉ ｈｎ ｏ ｆｌ



５２ ． ９３７ ０３


４５ ． １ ２５ ９８

序列 ｜
ＡＤ Ｆ检验统计量

｜
５％临界值

｜
１ ０％临界值

｜

检验结果Ａ ｋａ
ｉ
ｋｐ

Ａ １
Ｃ


－

５＂ １ ００４


－

４ ．８ ７５ １ ４

ＩｎＦ ＩＮ０ ，５ ３０ ３８３－３ ．０２９ ９７－ ２． ６ ５５ １ ９４不平稳Ｓ ｃｈｗａ ｒｚＳＣ


－５ ．４８８８ ８８


－４ ．３ ７３ ０２

Ａ ｌ ｎ ＦＩＮ－ ３ ．４７５３ ０９－

３ ．０４０３９－ ２ ．６ ６０ ５５ １平稳


Ｍｅａｎｄ ｅ
ｐ
ｅｎｄ ｅｎ ｔ ° － １ ７６ ７３ １



１ ２ ９７ ２８

Ｉ
ｎＧＤＰ

－

１ ．０４０ ３０７－

３ ．０２９９７－２ ．６５５ １
９４不平稳 Ｓ． Ｄ ． ｒｉｅ

ｐ
ｅ ｎｄｅ ｎｔ ０ ．０４４ ８４４０ ． ０４２３ １

Ａ ＩｎＧＤＰ｜－３ ．４ ８０ １ ３ ２－３ ．０４ ０３ ９－２ ．６ ６０ ５５ １平稳此次研究中有 ２个变量 ，
分别有 ２个方程 。 从表 ４ 中

从表 １ 可以看出 ，取显著性水平为 １ ０％ （即使取值 ５％ ） ，的 ｔ统计量值可以看出 ，每个方程都仅有约 １ ／３ 的滞后项是

ＩｎＦ ＩＮ 和 ＩｎＧＤＰ 的 Ａ ＤＦ统计量的检验结果均是显著的 ， 因显著 。 即使滞后变量的参数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我们还是

此 ，没有充分的证据拒绝原假设 ， 即认为序列 Ｉｎ ＦＩＮ 和 Ｉｎ
－会保留该滞后变量

，
因为向量 自 回归模型关注的问题并不

Ｇ ＤＰ存在单位根 ，均为非平稳序列 。 对这两个序列进行一 在滞后变量参数 的显著性 。 从表 ５ 可以看 出 ，
各方程的回

阶差分处理 之后 （ 用 ＡＩ ｎＦ ＩＮ 和 Ａ ＩｎＧ ＤＰ 来表示 ＩｎＦ ＩＮ 和归效果拟合得较好 ， 判定 系数都较高 ，
且各方程的检验统

Ｉ
ｎＧＤ Ｐ 的

一 阶差分 ） ， 取 显著性水平为 １ ０％（ 即 使取值计量通过检验 。

５％ ） ，Ａ
Ｉ
ｎ Ｆ ＩＮ 和 Ａ 

Ｉ
ｎＧＤＰ 的 ＡＤＦ统计量的检验结果均不 ２ ．２ ．３ 因果性分析

显著 ，
所以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认为 Ａ ｌｎＦＩＮ 和 Ａ ＩｎＧＤＰ均由于 ＩｕＨＮ 和 ＩｎＧＤＰ 不仅都是一阶单整序 列 ， 而且通

是平稳序列 。 同 时 ， 对数差分项近似表示改变量 的增长过协整性检验 ， 因此 ，可以对它们进行因果关系分析 。 为

１ ３ ６ 统计与决策 ２０ １６ 年第 ７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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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好 的观察国 内生产总值 、财政收人之间 的动态关系
，从表 ６可以看出 ，经济增长对财政收人变动的贡献率

对理论模型 中得出 的两者作 为一个经济系统互为 因果的均在
＂

７０％左右 ； 相较而言 ， 财政收人 的 自身贡献率较小 ，

一

关系进行验证 ， 在 ＶＡＲ
（
５

）
的基础上进行格兰杰因 果性检直在 ３０％上下波动 。 从表 ７可以看 出 ，

经济增长的 自 身 贡

验 。 检验结果见表 ５所示 。献率在第一期高达 ７ ８％
，之后的贡献率均处在 ７０％左右 ；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经济增长对财政收人波动的贡献率从第一期 的 ２ １％逐期
原假设 ｜

Ｆ

■

统计量：

｜

滞后期
｜

Ｐ值
｜

结 ｉｆ增长到第 ４期的 ２９％
，
之后一直稳定地在 ３０％上下浮动 。

Ｄ ＩＮＧＤ Ｐ 不是 
Ｄ ＩＮ Ｆ ＩＮ

的Ｇ
ｒａｎ

ｇ
ｅｒ原因１ ４ ． １ ４９２５ ０ ．０ １ １ ９拒绝

Ｄ ＩＮＦ Ｉ Ｎ不是 Ｄ ＩＮＧＤ Ｐ
的Ｇ ｒａｎ

ｇ
ｅｒ

原因２ ． ４０８９９５ ０． ２０７４接受 ／／
？

从表 ５ 中可知 ，在 ５％的置信水平下
，
经济增长率 Ｄ ＩＮＧ－

１５

ＤＰ是 财政收入增长率的格兰杰原 因 ，但是财政收人增长＾，

率Ｄ ＩＮＦＩＮ不是经济增长率嶋兰杰原因 。 这说明在麵＾

） 在 １９９４
—

２０ １ ３ 年这 ２０ 年中 ’我 国的财政收人和经

经济增长醜度不鋪刊械收Ａ的職
，
麵经济挪

的雜 ，将会促进财政收入 的增长速度 。ｔｔ＿政收人的＿增长速度分别为 １４３８％和

２ ２ ４ 捕備财政收人的 ＧＤ Ｐ弹性较大 ，
近年来的弹性值均大于 １ 。 然

脉 冲响应函数的作用是分析在向量 自 回归模型中 ，假
而 ， 发达岡家的 财政 收 人 占 Ｇ Ｉ

） Ｐ的 比重高达概 ， 相 比之

定其余的内生变量受到 了来 自 某个 内生麵的帖
， 那

下 ，棚瞻收人 占 ＧＤ Ｐ 的 比＿■低 。

、

■可 以看

么
，其余的触变量会有怎棚变化 。 捕飾探雜帛

我
＾
物綠顧 ， 巾 １輔必 ？１

■ 保持经
ｆ

内生变量受冲击结构的变化程度 ，撕不同冲細影响程

＾量的 比重。

根据建立的 ＶＡＲ⑶翻估ｉｔ相細據贡鮮 ，
得

⑵从实证分析巾趙飾雕縣看 Ｊ植收人的

到表 ６ 表 ７的方差贡献率增加可以促进 自 身的增长 ，经济增长亦是如此 ， 但是效果

表６
＇１

财雜入增长率 的方差分解并不是很 大 。 Ｐ！才政 ：收人 占 比的适度并不会促进经济的快
￣

ｉｉｉｄ ｉｎ ｆ
ｉ
ｎ

ｃ％ ）

一

ｄｉ ｎｇｄｐ（ ％ ）速增长 ，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则会促进财政收入的大幅增

１



０ ０ １ １９ １ ５


１００〇
—

力卩 。 因此 ， 为 了促进经济和财政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 有必



２
—＿２ ６ ．６６ ６６ ８二

＿ ＿


７ ３ ． ３３ ３３ ２要及时调整财政收入 ， 深化财税制度改革 。



３

 ０． ０４４６ １３ ２ ．９４７ １ ５６ ７ ． ０５ ２８ ５



４


０ ． ０４５ １



３ ４
．

３５ ３３ ２



６ ５
．

６４６６ ８

５０ ．０４５ １
０４３ ４． ３５０８ １６５ ．６４９ １ ９参 考

■

文献 ：

６０ ．０４６４７７３ ３ ． ９８ ９０４６６ ．０ １ ０９６［ １ ］金林 ， 刘 洪 ． 基 于非参数 回 归 的 财政收入 与 经 济增长 关 系 实证分



７



０ ．０５０ １ ８５



３ ０． ３７７ ５ １



６９ ．６ ２２４９析
［Ｊ ］

．统计与 决策 ，２０ １ ３ ， （ ２ ）
．

８



°
－

０７８２ ５２


２ ７
．

１ ０６ ０６


７２ ８ ９ ３９４［
２

］高丹 ． 财政收入 与 经济增 长相关性研究一 以贵 州 省数据 为例 ［Ｊ］
． 中

９



０ －０８２７ ０７


２ ９． ５４９ ８２


７０ ．４５０ １ ８国经验研究 ，
２０ １ ４

， （
２

）
．

１００ ．０８７６ ０４｜３ ２８７２ ７４ 」
■

６７ ． 】 ２７ ２

＾＿［
３

］
王潇 ． 广 州 市地 方财政收入与 经济增长关 系 的 实证分析

［
Ｊ］

． 东方企

表 ７娜曾长率 的方差分解


业文化？ 公司 与 产 业 ，２０ １ ２ ， （ ７ ）
．

＾ 

Ｄ １＿
（
％ ）



ＤＩＮ ＧＰＰ
（
％

）

＿［
４

］
彭 月 兰 ，迟美青 ．山 西 省 财政收入与 经济增长协调性研究 ［Ｊ］

． 高 等财



１



ｏｍｍ ｉ



２Ｌ Ｓ７３Ｓ ６


７ ＳＡ ２ ６Ｍ
＿经教育研究 ，２０ １ １

，
（ ６ ） ．

２０ ．０２３３ ４２２３
．

９５ ５６３７６
．

０４４３７


３



０Ｘ ）２Ｍ ９



２ｅＪｍ
￣

３



７３４ ８ ７ １ ７



 ［
５

］
张洪铭 ， 张宗益 ． 重庆 市财政收入与 经济增长 关 系的 实证研究 ［Ｊ ］

． 财

４ ０
．

０２５５ ２３２９ ． １７ ７５ ６７０ ． ８２ ２４４经研究 ，２０ １ １ ， （ ５ ）
．

５０ ．０２９０５ １２７ ．０４０２ ９７２ ．９ ５９ ７ １［
６

］陈鹏 飞 ？ 基于 ＶＡ Ｒ 模型 的 财政收入 与 经济增长 关 系分析 丨Ｊ
］

． 中 国证



６



０ ．０３４２ ４８


２４ ．２８ １８ ９



７５
．

７ １ ８ １ １券期货 ，
２００９

， （
７

）
．

７


０ ０３４５ ３７


２３９０９６ ５


７６０９０ ３５ ［
７

］
贺 建峰

， 刘建 平 ．城 市化 ，对外 开放 与城 乡 收入 差距一基于 ＶＡ Ｒ模



８


° ￣０３９４８７


３０ ．６５ ４５ ５


６９ ３ ４５４５
型的 实证分析

［Ｊ ］
．技术 经济与研究管理 ，

２０
１
０

， （４ ）
．



９
０ ．０４０４ ３９２ ９ ．４６ ２４７７０ ．５ ３７５ ３^

１ ００ ．０５ ８９ ４３２ ９ ．０６ ２
１
８７０． ９ ３７ ８２（ ｊｚｉ 仕編？耳／ ／ 口 大 ）

统计与决策 ２０ Ｉ６ 年第 ７ 期 ． 总第 ４５ 丨 期 １ ３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