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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平均组合预测有效性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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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电子黻 大 

【摘要】 通过实捌分析，说明了当序列模式变动较大时，简单平均组各预测模型相对于其他蛆夸 

预测模型的优越性，并且基于样誊段的拟夸精度不足以说明组各颓刺模型的外稚预测精度 文中的分析 

对于组夸预测模型的选择和应用具有实际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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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Bates和 Granger提出的通过综合各单项预测的信息，从而有效提高预测精度的组合预测思想已 

被国内外预测学界广泛接受并得到了大量的研究和应用。各种组合框架和具体方法也相继提出，包括线 

性与非线性组合、贝叶斯与非贝叶斯组合以及适应性与非适应性组合等。在众多的组合预测方法中，简 

单方法与复杂方法究竟孰优孰劣的问题一直没有定论，这与预测学界围绕简单模型与复杂模型的长期争 

论是一致的 [1 。复杂的模型往往能够很好地拟合样本数据，并通过显著性很强的假设检验，但由于将 

相同数据段同时用于参数估计和模型结构识别检验的传统做法，更由于模型不确定性的存在M，所得模 

型很可能仅具有预测精度高的假象，实际的预测精度可能要低得多。关于组合预测的早期实证检验已表 

明 】，当序列模式变化明显时，简单的组合预测模型常常表现出良好的外推预测性能。 

迄今的国内组合预测研究在模型构造、权重确定和模型比较方面还主要侧重于拟合精度，对外推预 

测精度的考察尚少 。本文通过一个实际案倒的分析，说明了当被预测变量趋势变动显著时，简单平 

均组合相对于其他组合模型在外推预测方面具有较大的优越性。 

l 模 型 
假定对于被预测变量 有一个单项预测 ，i=1，2，⋯， 。本文涉及的组合预测模型如下 

1)简单平均组合 

= ∑ 

式中 w t)： ．1 f 。 

2)最优加权平均组合 

)-∑w 

式中 ∑ =1； =( ， ，⋯， ) = ‘兄， ‘ ；R=(1 1--，1) ； =( )⋯； 

( —f,Xy,一 )；Ⅳ为样本数据长度。 

3)考虑系统偏差的最优加权平均组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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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喜 =1；W~31=(w( ， ，⋯， ’) IRy,? ； ． )⋯； 古 ( 一自一 )× 1 一 
( 一一e，一 )； 为 的样本预测误差均值。 

4)考虑系统偏差和尺度偏差的最优加权平均组合【 

= ∑w(4]( ，+卢，， (4) 

式中∑ =1； 

ty 一Qi一目i J a 

小二乘估计而得。 

=( ， ，⋯， ：∑： ／群∑： ；∑ =( )⋯； =专砉( 一 一辟 )x 
、 届分别为 的样本位置偏差和尺度偏差系数；珥和届由回归方程 最 

5)线性回归组合_13 

J_ +∑ 
l=l 

式中 wo<-,’， ，⋯， 由最小二乘估计而得。模型(3H5)的理论分析参见文献[12]c 

(5) 

2 实例分析 
2．1 数 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文献【11]中英国1977年第 1季度至 1985年第2季度的季度通货膨胀率，五个单 

项预测分别由五家机构作出，简记为HCF、LBS、NI、OECD和PD，数据如表 1所示。 

2．2 组合预测结果与分析 

将上述的五个模型应用于表 1数据，可得各模型在不同样本段与预测段的精度如表2所示。 

从表 2可知．简单平均组合在各预测段的预测精度均高于其他组合预测模型，这种优越性在预测段 

增加 (样本段减少)时体现得尤为显著。如当样本段长度为 l4时，虽然模型 (4)和 (5)具有明显低 

于模型 (1)的拟合精度，但其预测精度却大大低于模型 (1)。随着样本段长度的增加，简单平均组合 

在外推预测方面的相对优势有所下降，特别是模型 (4)和 (5)的预测精度相对于模型 (1)有明显改 

善，当样本段长度为26时．模型 (4)的预测精度已接近模型 (1)。 

从表2还可以看出，对于相同的数据分段，拟合精度与预测精度呈现出不一致的特点，拟合精度高 

的模型其预测精度大多相对较低，虽然这一现象不具有普遍性，但至少说明仅仅依据模型样本段的拟合、 

精度或假设检验不足以说明其在外推预测时的性能，特别是在数据趋势存在较大的变动时，这一问题更 

为突出，这可以从本例数据变动趋势中得到说明。 

从表1可知，实际通胀率经历了从1977年第1季度到1978年第2季度相对平稳的上升后，从1978 

年第3季度开始快速攀升到1979年的最高点，之后又快速回落到1978年第2季度的水平 (1980年2季 

度)，经过短暂徘徊和相对的下降后，从 1982年第2季度开始，稳定的通胀率一直持续到整个数据段末。 

伴随实际数据的变动，各单项预测也经历了起伏波动的过程，并且各单项预测的性能表现出不平稳性， 

如表 3和表 4看出。 

从表3和表4可知，各单项预测样本段与预测段的性能存在严重的差异，这将造成对样本数据拟合 

程度高的模型预测性能反而不佳。 

从不同数据段考察，五个模型各自拟合精度与预测精度的变化关系具有不同的特点。随着样本段长 

度的增加，虽然各模型预测精度均随之提高，但模型 (1)和 (2)的拟合精度与预测精度同时提高，而 

模型 (4)和 (5)的拟合精度与预测精度呈相反方向变化，模型 (3)介于其中。这一现象也可以从数 

据趋势的变动和模型的复杂程度加以解释 (本文涉及的五个组合预测模型的复杂程度是依次增加的。线 

性回归组合等价于无偏性调整后的单项预测与被预测变量无条件期望值的最优加权平均组合 )。当校本 

数据量少时，所包含的趋势变动也少，对样本数据拟合能力强的复杂组合预测模型自然具有很高的拟合 

精度，但其估计的组合权重对样本数据依赖程度也高，难以适应预测段序列模式的变化。这一点模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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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5)在样本段长度为 14时表现最充分。在 1980年第2季度以前，通胀率一直呈上升趋势，模型 (4) 

和 (5)很好地拟合了这一趋势。但这之后．通胀率转呈下降趋势，模型 (4)和 (5)无法适应这种变 

化．预测性能很差 随着样本数据量的增加，所包含的趋势变动也大．复杂程度高的组合预测模型拟合 

精度也随之下降 相反，对样本数据依赖程度低的简单组合预测模型随着序列模式的稳定．其拟台精度 

逐步提高。在本例中．从 1980年第3季度即第 1 5个数据开始．通胀率平稳下降后趋于稳定。 

表 1 1997(I卜J9850I)英国通货膨胀搴殛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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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组合预测模型样本段与预测段的根均方差 

注 表中各栏左边效据为投合RMSE．右边数据为预测RMSE 

表3 单项预测误差均值 

表4 单项预测方差 

3 结 束 语 
本文通过实例分析，说明了当序列模式变动较大时，简单平均组合预测模型相对于其他组合预测模 

型的优越性，也说明了对历史数据依赖程度高的复杂组合预测模型难以适应序列模式大的变动。同时指 

出，当存在多变序列模式时，基于样本段的拟合精度或模型假设检验不足以说明模型的外推预测性能。 

本文的分析对于组合预测模型的选择和应用具有重要的实际参考价值。进一步的工作应考虑能适应多种 

序列模式的组合预测模型，文献【14】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此外，简单平均组合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组 

合权重的高度稳定性，而这是适应性组合预测方法所不具备的。因此，能利用简单平均组合的权重鲁棒 

性和时变环境下的良好性能，又能对结构性变化作适应性调整的自适应组合预测方法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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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antages ofavergesofforecastingrelativetoother combiningforecasts a『eillustrated by 

all empirical study,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hi曲 accuracy of fitting is not sufficient f0rⅡlc hi曲 accuracy of 

combination forecasting when the mode of economic sea'ics is highly variable
．The am lysis in this paper is of 

importance to the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combination forecasting models
． 

Key words combination forecasting； averages offorecasting, accuracy offating； forecast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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