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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归模型

考点1 回归分析的概念

1.含义

回归分析就是根据相关关系的具体形态，选择一个合适的

数学模型，来近似的表达变量间的依赖关系。

【解释】回归分析是根据相关关系的具体形态（正相关还

是负相关，是否是高度相关），选择一个合适的数学模型（也

就是确定一个相关的数学方程式），根据这个数学方程式可以

从已知量来推测未知量（例如从居民收入水平的数量变化情况

来估算和预测食品支出的数量变化情况），来近似的表达变量

间的依赖关系。 



一、回归模型

【回归分析的实质】是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变量间

的数量变化规律。 



一、回归模型

2、进行回归分析时，首先需要确定因变量和自变量

【例1】在研究边际消费倾向时，目的是预测在一定人均

收入条件下的人均消费金额。因人均消费金额是被预测的变量，

称为因变量；而用来预测人均消费的人均收入就是自变量。 

【例2】要研究质量和用户满意度之间的因果关系。

• 用户满意度是被预测的变量，称为因变量，用Y表示；

• 而用来预测用户满意度的质量为自变量，用X表示。

因变量：回归分析中，被预
测或被解释变量称为因变量，
一般用Y表示

自变量：用来预测或解
释因变量的变量称为自
变量，一般用X表示



一、回归模型

3、回归分析与相关分析的联系

①它们具有共同的研究对象（都是对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进

行研究），在具体应用时，常常必须互相补充。

②相关分析需要依靠回归分析来表明现象数量相关的具体

形式。

③而回归分析则需要依靠相关分析来表明现象数量变化的

相关程度。

④只有高度相关时，进行回归分析寻求其相关的具体形式

才是有意义的。



一、回归模型

4、回归分析与相关分析的区别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有明显区别：

①相关分析是研究变量之间相关的方向和相关的程度。

相关分析不能指出变量间相互关系的具体形式，也无法从

一个变量的变化来推测另一个变量的变化情况

②回归分析是研究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具体形式，它对具

有相关关系的变量之间的数量联系进行测定，确定相关的数学

方程式，根据这个数学方程式可以从已知量来推测未知量，从

而为估算和预测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法。



【习题演练】

【多选题】关于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说法，正确的有

（  ）。

A.相关分析研究变量间相关的方向和相关程度

B.相关分析可以从一个变量的变化来推测另一个变量的变

化

C.回归分析研究变量间相互关系的具体形式

D.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有明显区

别

E.相关分析中需要明确自变量和因变量



【习题演练】

答案：ACD

解析：B，相关分析无法从一个变量的变化来推测另一个

变量的变化情况；E，进行回归分析时，需要确定因变量和自

变量。



按自变量的多少 按回归模型是否线性

一元回归模型

多元回归模型

线性回归模型

非线性回归模型

一、回归模型

考点2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1、回归模型的分类

①如果在回归分析中，只包括一个自变量和一个因变量，且二

者的关系可用一条直线近似表示，这种回归模型称为一元线性回归

模型。

②如果回归分析中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变量，且因变量和

自变量之间是线性关系，则称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一、回归模型

2、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1）一元线性回归是描述两个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最简

单的回归模型

（2）回归模型可以用描述因变量Y如何依赖自变量X和误

差项� 的方程 

表示为： Y = β0 + β1X + ε 

        β0、β1为模型的参数（也叫回归系数）。

� 即误差项，是一个随机变量，表示除X和Y的线性关系之

外的随机因素对Y的影响。 



一、回归模型

【单选题】线性回归模型Y = β0 + β1X + ε中误差� 的含义

是（　）。

A.回归直线的截距

B.除X和Y线性关系之外的随机因素对Y的影响

C.回归直线的斜率

D.观测值和估计值之间的残差



一、回归模型

答案：B

解析：�  即误差项，是一个随机变量，表示除X和Y的线

性关系之外的随机因素对Y的影响。



一、回归模型

考点2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2、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3）描述因变量Y的期望E（Y）如何依赖自变量X的方程

称为回归方程。

一元线性回归方程的形式为：E（Y）= β0 + β1X

β0是回归直线的截距，β1为回归直线的斜率，表示X变化

一个单位时，E（Y）的变动量。



二、最小二乘法



二、最小二乘法

1、现实中，模型的参数�0，�1都是未知的，必须利用样

本数据去估计，采用的估计方法是最小二乘法。  

2、最小二乘法就是使得因变量的观测值与估计值之间的

离差平方和最小来估计参数�0和�1的方法。



【习题演练】

【单选题】对于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 _0+� _1 � +� ，

确定� _0和� _1的方法是（  ）。 

A.二次平均 　　   

B.加权平均 　　

C.斯特基方法 　　

D.最小二乘法 

答案：D



【习题演练】

【单选题】在回归分析中，估计回归系数的最小二乘法的

原理是（  ）。

A.使得因变量观测值与均值之间的离差平方和最小

B.使得因变量估计值与均值之间的离差平方和最小

C.使得观测值与估计值之间的乘积最小

D.使得因变量观测值与估计值之间的离差平方和最小

答案：D



三、模型的检验和预测



三、模型的检验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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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的检验和预测

考点1 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分析

（1）一般情况下，使用估计的回归方程之前，需要对模

型进行检验：

①结合经济理论和经验分析回归系数的经济含义是否合理；

②分析估计的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效果如何（用决定系数来

测度）；

③对模型进行假设检验。



三、模型的检验和预测

考点1 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分析

决定系数

含义   决定系数，也称为�2 ，可以测度回归直线对样本

数据的拟合程度。

取值

• 决定系数的取值在0到1之间。

• 决定系数越接近1，回归直线的拟合效果越好。

• �2  = 1，说明回归直线可以解释因变量的所有变化。

• �2 = 0，说明回归直线无法解释因变量的变化，因变量的

变化与自变量无关。



【习题演练】

【单选题】下列关于回归分析的说法错误的是（  ）。

A.描述因变量如何依赖自变量和误差项的方程称为回归模

型

B.决定系数可以测度回归直线对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

C.决定系数越接近1，回归直线的拟合效果越好

D. �2 =0，说明回归直线可以解释因变量的所有变化

答案：D

解析： �2 =1，说明回归直线可以解释因变量的所有变化。



【习题演练】

【单选题】回归模型决定系数的取值范围是（　）。

A.-1到0之间             

B.0到1之间

C.-1到1之间             

D.-∞到∞

答案：B

解析：决定系数的取值在0到1之间。决定系数越接近1，

回归直线的拟合效果越好。



三、模型的检验和预测

考点2 模型预测

回归分析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预测，即利用估计的回归模

型预估因变量数值。

【例题】估计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的一

元线性直线回归方程为：

 �=1292.6+0.629X，根据估计的回归方程，当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X=15000元时，人均消费支出时多少？

【计算】将X=15000元代入回归方程，得：

� =1292.6+0.629X = 1292.6+0.629×15000=10731元



【习题演练】

【单选题】（2016）关于回归方程决定系数的说法，正确

的有（  ）。

A.决定系数测度回归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

B.决定系数取值越大，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越差

C.决定系数等于1，说明回归模型可以解释因变量的所有

变化

D.决定系数取值在[0，1]之间

E.如果决定系数等于1，所有观测点都会落在回归线上

答案：AC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