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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估计并消除春节等移动假日的影响是我国季节调整工作中

的一个重点和难点$本文首先借鉴b=%"=SXF]S季节调整程序中的 复 活 节 模 型

建立了基本的春节模型#继而 考 虑 到 存 量 数 据 与 流 量 数 据 在 性 质 上 的 差 异#提

出了存量数据的春节模型$在 此 基 础 上 进 一 步 扩 展#构 造 了 三 区 段 变 权 重 春 节

模型$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和 货 币 供 应 量 的 实 证 检 验 表 明#这 一 组 春 节 模 型

能够很好地消除季节调整中的春节效应$

!!关键词!季节调整#春节效应#
b=%"=SX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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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由于季节因素的存在#使得原始的月度或季度时间序列数据 !统称为子

年度数据"不具有可比性#不能 直 接 进 行 比 较$季 节 调 整 就 是 对 子 年 度 数 据

中隐含的由季节性因素引起的季节影响加以纠正的过程$季节调整的用途主

要有两点%其一是出于制订生产计划和控制存货的目的#对季节变化预先作

出估计#提前采 取 应 对 措 施&其 二 是 为 了 能 够 从 总 量 变 化 中 消 除 季 节 变 化#
从而能够更清晰 地 揭 示 其 他 类 型 的 变 动#特 别 是 反 映 经 济 周 期 的 运 动 规 律$
季节调整后的时间序列是趋势)循环和不规则因素的合成$与没有经过季节

调整的数据相比#调整后数据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更及时地反映经

济的瞬间变化#识别经济变化的转折点$
与季节因素相伴而来的还有日历效应#也就是各种与日历相关的影响因

素#如闰年)交易日效应)移动假日效应等#它们是长期存在并可以预测的#
其对子年度时间序列的影响与季节因素类似#同样会给经济周期的判断造成

困难#因此常把它们和季节因素组合在一起考虑并加以消除$
移动假日定期出现#但不一定出现在每年的同一时间$随着假日 在 公 历

中的出现日期的推移#使得此类假日的影响在相邻月份 !或季度"之间的分

配每年都有所不同$在我国最重要的移动假日是春节$如何估计和消除春节

的影响#是我国季节调整工作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国内已有的研究#如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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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军 !"##J"#张鸣芳等 !"##J"和贾淑梅 !"##<"等均借鉴了美国普查局b=
%"=SXF]S季节调整程序中的复活节模型$根据所设定的假日影响的天数在

相邻月份之间的分配比例构造回归变量$从而对春节效应作出估计%但在实

证应用中未对流量数据和存量数据作出严格区分$简单套用流量春节模型对

货币供应量等存量数据进行调整$显然是不合适的%在本文中$我们首先界

定了流量和存量的概念差别$为流量和存量数据分别构造了基本的春节效应

模型$进而借鉴美国普查局?3)’-4程序所给出的三区段等权重移动假日模型$
建立了扩展的变权重流量春节模型和存量春节模型%经实证检验$这两个模

型能够很好地解 决 我 国 春 节 等 移 动 假 日 的 调 整 问 题%本 文 的 内 容 安 排 如 下&
第二节简要介绍基本的流量数据春节模型’第三节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

度数据为例具体说明基本春节模型的计算原理’第四节构造存量数据基本春

节模型’第五节借鉴?3)’-4程序建立三区段变权重流量春节模型’第六节构

造三区段变权重存量春节模型$并以货币供应量 ]#月度数据 为 例 说 明 其 计

算原理’最后是结论部分%

二!流量数据的基本春节模型

b=%"=SXF]S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的季节调整程序$由美国普

查局历时五十余载开发#升级而成$根据美国的情况设定了复活节#劳动节

和感恩节三种移动假日$用以消除流量数据中可能存在的移动假日效应%复

活节和劳动节效应的基本模型假定&从节日之前的第8 天开始$经济活动的

水平发生变动$并保持在这一新水平上直至节日的前一天%感恩节效应的基

本模型假定&日度活动水平从感恩节之前或之后的第8 天开始发生变动$并

保持在这一新水平上直到%"月"J日’其中$8$#表示感恩节之前的8 天$

8##表示感恩节之后的8天%
据此构造回归变量$将对于给定月份D$受到节日影响的时段落在D月份

的时间占整个受影响时段8 的比例记为&

<!8$D"M %8b
(节前8天中落在D月份的天数)$

在节日影响不到的月份$该变量的取值为#%
在实际计算时$回归变量应当采取中心化 !,3)2313C"的形式$以保证在

消除估计的假日影响之后$所得到的序列的年度总和大致等于调整之前的原

序列的年度总和%如果没有进行中心化处理$这两个年度总和之间就会每年

相差大致相同的幅度$这样$经过假日调整和季节调整之后得到的序列将是

原观测序列的有偏估计%
在我国$最重要的移动假日就是春节%春节在现行公历中的变动 范 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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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月"%日到"月"#日#因此#农历新年与公历新年 $元旦%之间的时滞从

"%天到<%天不等&图%就是最近J#年 $%:;%’"#"#%春节在公历中的分布

情况&

图!!春节变动

参照b=%"=SXF]S对复活节和感恩节的调整方法#我们首先建立基本的

流量数据春节模型&假定春节对于待调整变量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春节前的8
天(V%J*8*"#且89#(8$#表示春节之前的8天(8##表示春节之后

的8天(8QV%J表示节后影响的时效是从正月初二到正月十五&对于给定

的年份0#令80#D表示春节之前8 天中落在D月份的天数&定义变量<0#D$8%

Q80#D)8 $用0!D双下标表示时序+#等价于前文的<$8#D%%#给定对8的

约束#该变量在除%月!"月和H月以外的其他月份取值都是#&然后#还需

要对<0#D$8%进行中心化处理#消除季节性&从<0#D$8%中减掉月份D在全部

样 本 年 份 的 均 值 =<&#D$8%# 就 得 到 最 终 的 解 释 变 量 R0#D$8%# 即

R0#D$8%Q<0#D$8%V=<&#D$8%&这样#通过消除春节效应对所关心的特定月份

的长期影响#就使得这一解释变量具有零均值!不含季节性#从而能够保持

序列的原始水平&进而模型可以写作!0#DQJR0#D$8%W[0#D#其中!0#D是对应

第0年第D期的待调整序列#[0#D是回归误差&
对于加法分解模型#如果是通过13?SXF]S预调整模块向b=%"=SXF]S

程序导入用户自定义的回归变量#则一个一般的13?SXF]S回归模型形式为

%$$%*$$
A%$%W$%C$%W$A%B$!0#DW2WJR0#D$8%W*%M2$$%3$$A%$0#D&

$%%

其中$是滞后算子#A是季节周期 $月度数据AQ%"#季度数据AQJ%&模型

隐含着首先从!0#D中减去回归效应#得到零均值的误差序列[0#D#然后对该序

列[0#D取差分以得到一个平稳序列#比如说:0#D#:0#D被假定服从平稳的SX]S
模型#即%$$%*$$

A%:0#DQ2$$%3$$A%$0#D&使用迭代广义最小二乘算法估计参

数#得到估计的春节效应为Qp0#DQcJR0#D$8%&从!0#D中减去春节回归效应#即

!0#DVQp0#D#就得到了经过春节效应调整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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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乘法分解模型#各种分解成分之间是相乘的关系#因此需要 先 对 原

序列!0#D取对数#即=0#DQ4-?!!0#D"#然后对=0#D建立 !%"式形式的13?SXF=
]S模型#实际的春节模型为$=0#DQ4-?!!0#D"QJR0#D!8"W[0#D#估计得到的

春节效应回归结果为Ap0#DQcJR0#D!8"#再对其取指数变换#即得春节效应调整

因子Qp0#DQ3Ap0#DQ3
cJR0#D!8"#用原序列!0#D除以相应的调整因子#即!0#D%Qp0#D#就

消除了春节的影响&

三!流量数据基本春节模型的应用

下面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序列 !%::H年%月至"##J年%%月"
为例对以上模型具体加以说明&数据引自NOL商业电子数据出版社+F_各国

宏观经济指标数 据 库&原 始 序 列 的 折 线 图 显 示 该 序 列 存 在 明 显 的 季 节 波 动&
为了更方便地解释春节效应的计算过程#这里采用的是加法分解模型#并且

没有考虑交易日效应&

% SM!SCC(2(O3M024(31#单点异常值"#表示发生在+# 时 刻 的 异 常 值 点’\T!\3O34T’(>2#水 平 漂 移"#表 示

从+# 时刻起变量瞬间变化到一个新的水平上并保持这一水平’P&!P3.A-12*15&’*)?3#暂时变化"#表示

在+# 时刻变量瞬间变化到一个新的水平 上#随 后 经 指 数 衰 减 回 到 原 有 水 平&b=%"=SXF]S季 节 调 整 程

序在进行异常值自动探测的过程中#使用残差标准偏差的稳健估计计算+统计量#即+,Q%7J;g残差绝

对偏差的中位数#同时默认的临界值由样本容量决定!均大于通常使 用 的+分 布 临 界 值"#以 保 证 检 测 程

序只把最为显著的异常值标识出来#减少由季节调整选项的设定差异而引起的异常值识别的不稳定 性&
在本例中#样本数为%JH#程序默认的异常值探测临界值为H7;:#即只有当回归得到的+统计量的绝对值

大于H7;:时#该时点才会被标识为异常值&在此基础上自动在模型中引入对应的虚拟变量#以保证模型

的参数估计具有稳健性&

首先不考虑春节效应进行季节调整#回归变量只包括常数项#令程序自动

选取合适的SXF]S模型#自动探测SM(\T和P&三类异常值&% 估计得到的

回归结果如表%所示&可以看到#在不考虑春节效应的情况下#程序标识出的

异常值多达$个#其中在标记为SM异常值的!个时点中#%::!年%月(%::;
年%月("##"年%月和"##J年%月都分布在%月份#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因

此#有理由相信这一次季节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春节效应的影响&

表!!回归模型

变量 参数估计 标准差 +统计量 概率值

常数项 ! J7:HJ< H7<$#JH !%7H; #7%$#"
自动识别的异常值

SM%::!79*) V:$7;!<J %:7HJ;H" V<7#! #7####
SM%::!7L3, %"<7JJH% "#7#J<<# !7"! #7####
SM%::;79*) %HH7H$H: %:7HJ;%! !7;: #7####
SM"##"79*) V%H;7:%H! %;7!;$;! V$7JH #7####
SM"##H7]*5 V%!"7;HH# %;7!;$;! V;7$% #7####
\T"##H78-O V%<:7<;"! "!7%%";# V!7%% #7####
SM"##J79*) %H;7:;%; "$7!;%##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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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引入春 节 模 型 消 除 春 节 效 应#在 本 例 中$我 们 假 定8Q"##除%
月和"月以外$即当D9%或"时$<0$D的取值均为##提供%::H年至"##<年

的春节变量数 据$其 中%!"月 份 的 具 体 数 值 见 表"#例 如%:::年$在 春 节

%"月%!日&之 前 的"#天 里$有<天 落 在%月 份!%<天 落 在"月 份#因 此

<%:::$%%"#&Q<’"#Q#7"<$<%:::$"%"#&Q%<’"#Q#7$<#<0$%%"#&和<0$"%"#&的样

本平均值分别为=<@$%%"#&Q#7$"!:和=<@$"%"#&Q#7"$H%$即平均而言$节前

"#天的影响落在%月份的比率是落在"月份的比率的近H倍#用这些月度均

值去修正变量<%8&$就 得 到 了 最 终 的 解 释 变 量R%8&$列 在 表"的 最 后 两

列#程序估计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H所示#

表!!春节模型的数据!!"!#"

年份 春节 "#天之前
’天在%月

%80$%&
’天在"月

%80$"&
<0$%%8& <0$"%8& R0$%%8& R0$"%8&

%::H %月"H日 %月H日 "# # % # !#7"$H% V#7"$H%
%::J "月%#日 %月"%日 %% : #7<< #7J< V#7%$!: #7%$!:
%::< %月H%日 %月%%日 "# # % # #7"$H% V#7"$H%
%::! "月%:日 %月H#日 " %; #7% #7: V#7!"!: #7!"!:
%::$ "月$日 %月%;日 %J ! #7$ #7H V#7#"!: #7#"!:
%::; %月";日 %月;日 "# # % # #7"$H% V#7"$H%
%::: "月%!日 %月"$日 < %< #7"< #7$< V#7J$!: #7J$!:
"### "月<日 %月%!日 %! J #7; #7" #7#$H% V#7#$H%
"##% %月"J日 %月J日 "# # % # #7"$H% V#7"$H%
"##" "月%"日 %月"H日 : %% #7J< #7<< V#7"$!: #7"$!:
"##H "月%日 %月%"日 "# # % # #7"$H% V#7"$H%
"##J %月""日 %月"日 "# # % # #7"$H% V#7"$H%
"##< "月:日 %月"#日 %" ; #7! #7J V#7%"!: #7%"!:
=<&$D%8& #7$"!: #7"$H%

表$!回归模型

变量 参数估计 标准差 +统计量 概率值

常数项 ! J7!H:: "7:$#%H !%7<! #7%"%H
用户自定义变量

DA1()? ;;7%#:# %%7%JH!# $7:% #7####
自动识别的异常值

SM%::!7L3, %H;7<!JH "H7HJ;H% <7:H #7####
SM"##H7]*5 V%$J7$#!; "H7H<<%# V$7J; #7####
\T"##H78-O V%!J7%$%$ ":7"#;<; V<7!" #7####

可以看出春节效应变量DA1()?在%̂ 的 检 验 水 平 上 具 有 显 著 性#采 用 这

一春节模型$程序标识出的异常值只有H个$不具有明显的规律性#通过公

式Qp0$DQcJR0$D%8&就可以估计得到春节效应$输出序列记为D*43D＿’-4%$具体

数值见表J#经过对照可以发现$表%中识别到的J个发生在%月份的SM异

常值的估计系数$与表J中对应年份的春节效应的符号完全一致$由此判断$
正是春节效应的存在导致最初的季节调整将这些时点标识为异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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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由春节模型估计得到的春节效应!"月和#月的值"其他月份的值为$#

年份 %月 "月

%::H !"J7#!#< V"J7#!#<
%::J V%<7<;;< %<7<;;<
%::< "J7#!#< V"J7#!#<
%::! V<<7"H$! <<7"H$!
%::$ V"7H$"" "7H$""
%::; "J7#!#< V"J7#!#<
%::: VJ"7#"%" J"7#"%"
"### !7JH;$ V!7JH;$
"##% "J7#!#< V"J7#!#<
"##" V"J7H::J "J7H::J
"##H "J7#!#< V"J7#!#<
"##J "J7#!#< V"J7#!#<
"##< V%%7%;H% %%7%;H%

事实上#对于该序列而言#同季节影响相比#春节效应的 影 响 幅 度 相 对

很小$在本例中#春节效应对%%"月份的平均调整幅度分别相当于原序列水

平的%7%"̂ 和%7%$̂ #而 同 期 季 节 因 素 的 平 均 调 整 幅 度 分 别 为<7J;̂ 和

"7J:̂ $使用乘法分解模型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限于篇幅这里不再 给 出 具

体结果$春 节 效 应 !D*43D＿’-4%"%季 节 因 素 !D*43D＿D>%"与 异 常 值 冲 击

!D*43D＿-24%"的对比图见图"$

图#!春节效应 "%&’(%＿)*’"#$季节因素 "%&’(%＿%+"#与异常值冲击 "%&’(%＿*,’"#

四!存量数据的基本春节模型

b=%"=SXF]S程序对存量数据中可能存在的移动假日影响没有提供内建

的解释变量$经过与美国普查局N1(*)7&7 ]-)D344联系确认#他们认为在实

践中存量数据很少需要考虑移动假日效应#如果确实存在移动假日效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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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导入用户自定义回归变量进行处理的#
实际上$存量数据的统计同样会受到移动假日的影响#比 如 在 我 国$人

们习惯上仍然大量使用现金进行消费$在春节等假日前夕人们往往会持有更

多的现金$集 中 购 物$这 就 必 将 影 响 到 春 节 期 间 货 币 供 应 量 的 统 计#因 此$
有必要研究针对存量数据如何进行移动假日效应的调整#

在概念上$流量数据是日度数据的累加值$在移动假日 影 响 区 间 内$经

济活动水平不同于非假日$将这段时期内每一天的数据加总$就构成了待调

整变量总的移动假日效应$因此可以基于对这一区间的分解来分离移动假日

效应$构造解释变量#这一解 释 变 量 必 须 满 足 互 补 性 %13,(A1-,*4&约 束$即

移动假日对流量数据年度总和的净影响从长期来看保持某一定值$只不过在

相邻月份 %或季度&之间的分配比率会随着这一假日在公历中出现日期的移

动而发生变动#比如在前面的例子中$%:::年春节出现在"月%!日$则春节

效应对当年"月的影响高于历史平均水平#7J$!:g;;7%#:#1J"亿 元$相 应

地$当年%月的春节效应就低于历史平均水平约J"亿元#
存量数据对应于观测登记日这一时点上的统计值$如果观测登记日落在

移动假日的影 响 区 间 内$则 待 调 整 变 量 的 统 计 就 受 到 了 假 日 的 影 响$否 则$
变量的统计就不受影响#因此对存量数据构造移动假日效应解释变量就不存

在互补性约束#如果简单套用流量数据的移动假日模型$就会造成错误$人

为引起过度调整 %参见 Y-)?d-)?]-)32*15S02’-1(25$"###&#
对存量数据构造移动假日回归变量$比流量数据更为复杂$需要 涉 及 两

个参数$即假日效应的影响期 %8%&和 存 量 数 据 的 观 测 登 记 日 %8"&#仍 然

以春节为例加以说明#
假定春节对于待调整变量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春节之前的8% 天$%*8%*"##

变量在每月的8" 这一天进行观测登记$8"QH%表示每月的最后一天#对于给

定的年份0$如 果 观 测 登 记 日8" 落 在 影 响 期 内$则 定 义 变 量<0$D%8%$8"&

Q%$否则$<0$D%8%$8"&Q##给 定8% 的 取 值 范 围$该 变 量 在 除%月!"月

以外的其他月份的值都是##例如$当8%Q"#!8"QH%时$变量在除%月以

外的其他月份取值都是##对<0$D%8%$8"&进行中心化处理$减掉月份D在全

部样本 年 份 的 均 值=<&$D%8%$8"&得 到 实 际 的 回 归 变 量 R0$D%8%$8"&$即

R0$D%8%$8"&Q<0$D%8%$8"&V=<&$D%8%$8"&#R0$D%8%$8"&表示 春 节 影 响 时

效为8%!观测登记日为每月8" 时$第0年第D月对应的春节影响#模型可以

写作!0$DQJR0$D%8%$8"&W[0$D$其中!0$D是对应第0年第D期 %月份或季度&的

待调整序列$[0$D是回归误差#最后估计得到的春节效应为Qp0$DQcJR0$D%8%$8"&#

五!扩展的变权重流量数据春节模型

针对美国以外的国家 %地区&使用b=%"=SXF]S进行移动假日调整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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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美国普查局N1(*)7&7]-)D344提供了一个专门生成移动假日解释变量的

?3)’-4程序#用户只需 提 供 本 地 特 定 的 移 动 假 日 所 对 应 的 在 公 历 中 的 日 期#
同时设定假日效应的影响时效#程序就能够自动产生供b=%"=SXF]S使用的

移动假日解释变量的数据值$

?3)’-4程序将移动假日效应进一步细分为节前影响%节后影响和节日期

间的影响三类#对应引入三个解释变量#如图H所示$基本假设和前面一样#
假定经济活动水平在影响期内保持不变#即服从均匀分布$对三类影响的时

间长度可以分别 加 以 设 定#并 通 过 最 终 的 各 种 诊 断 检 验 方 法#如 SF&准 则%
样本外预测表现等选取最合适的影响时效$\()*)C\(0 !"##H"利用这一程

序导入春节变量#对我国台湾地区十个重要的经济变量进行了分析$

图!!

上述春节模型均假定经济活动水平在影响期内保持不变#即服从均匀分

布#这无疑是对现实情况的一种合理简化$通过对参数8 的调整#一般总可

以得到比较满意 的 季 节 调 整 结 果$在 没 有 日 度 数 据 作 为 建 模 依 据 的 情 况 下#
该模型保证了b=%"=SXF]S程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但事实上有些经济变量

所受到的春节影响并不服从这种均匀分布#如图J所示的香港金融管理局根

据日度数据绘制的负债权证 !,312(>(,*23D->()C3R23C)3DD#&FD#类似于基础货

币"!除以年度平均数"在春节前后的变动情况$

图"!香港#$%对年度平均#$%的比率 !&’’("&’’’#

!引自 )*+,-*+,.*+/01234506*2703$8999#

图J中&8Z表 示 中 国 春 节$从 图 中 可 以 看 出#在 春 节 之 前&FD持 续 攀

升#到节日期间达到最大值#随后又持续下降$影响时效约为春节前后各"#
天$有鉴于此#结合?3)’-4程序的三区段建模思想#我们假设春节效应在节



第"期 栾惠德!张晓峒"季节调整中的春节模型 $%<!!

前和节后的日度权重各不相同#距离春节越近#影响强度越大#赋予的权重

也越大$节日期间变量服从均匀分布#日度权重相等%构造扩展的三区段三

变量流量数据春节模型如下%

假定"节前春节效应影响天数共8J 天#其影响强度呈线性增长#即节前第

8J 天的影响权数为 %

,
8J

0M%
0

#节前第8JW%天的影响权数为 "

,
8J

0M%
0

#&#节前第"天的

影响权数为8JW%

,
8J

0M%
0

#节前第%天的影响权数为 8J

,
8J

0M%
0

%

节日期间的春节效应影响天数共8C 天#其影响强度保持不变#即每一天的

影响权数相同%
节后春节效应影响天数共82 天#其影响强度呈线性衰减#即节后第%天的

影响权数为 82

,
82

0M%
0

#节后第"天的影响权数为82W%

,
82

0M%
0

#&#节后第82W%天的影响

权数为 "

,
82

0M%
0

#节后第82 天的影响权数为 %

,
82

0M%
0

%

然后根据节前!节中和节后影响天数落在%月!"月和H月的具体情况#
将各天的影响权数加总得到比例变量<J’8J(!<C’8C(和<2’82(#再分别进行

中心化处理#构造 节 前!节 中 和 节 后 回 归 变 量RJ’8J(!RC’8C(和R2’82(#
导入13?SXF]S模型%若对应的+统计量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即表明该解释

变量不具有解释力#从回归模型中消去#再重新估计模型#直到最后获得满

意的模型%
使用节前!节中和节后三个变量进行三区段建模#由于每个变量 的 系 数

是分别估计的#这样就可以精确计算节前!节中和节后不同的春节影响$如

果其中某个区段上的春节影响的方向与其他区段上的影响方向不同#变化不

连续#则三个变量的估计系数就可能具有不同的符号%具有这种特征的流量

数据是现实存在的#比如工业生产#在节日之前可能会出现加速#节日期间

几乎完全停滞#节日之后缓慢恢复到正常水平%又比如春运期间的铁路客流

量#在春节之前持续攀升#是正向变化$节日期间急剧缩减#低于正常水平#
是负向变化$节后又从较高的峰值上逐渐减少#恢复到正常水平#春节影响

也是正向的%如图<所示%因此#这一三变量三区段模型完全可以适用于具

有(型双峰分布特征的数据#具有良好的通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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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此外#使用这一模型#可以单独调整节前或节后某一个变量的参数 !8J
或82"#而不必重新计算其他两个变量的数据值$若其中某 一 个 变 量 不 具 有

显著性#也可以将其单独剔除#而保留其他具有解释力的变量#从而模型具

有高度的灵活性%

" 由于缺少日度数据作为建模依据#春节变量参数值8J&8C 和82 应当通过对季节调整总体效果的各种

诊断检验进行选取#包括D4(C()?DA*)D!平移区间检验"&13O(D(-)’(D2-15!修正历史检验"&样本外预测效果

以及SF&&值!修正的赤池信 息 准 则"等 指 标%在 本 例 中 参 数 值 的 确 定 主 要 是 出 于 方 便 计 算 及 比 较 的

考虑%

仍以社会消费品 零 售 总 额 时 间 序 列 为 例 加 以 说 明%考 虑 节 前 影 响 期 为

8JQ"#天#节日期间影响 期 为8CQ$天#节 后 影 响 期 为82Q"#天"#计 算

%::H年至"##<年的春节变量数据%表<给出了经过中心化的最终解释变量在

%&"&H月份的具体数值%

表!!扩展的流量数据春节模型的部分数据!!""#$"!#"%"!$"#$#

年份 <J0#% <J0#" RJ0#% RJ0#" RC0#% RC0#" R20#% R20#" R20#H

%::H % # !#7H$J V#7H$J !#7$%J V#7$%J !#7%JH V#7#%< V#7%";

%::J #7H% #7!: V#7H%% #7H%% V#7";! #7";! V#7#J" V#7##% #7#JH

%::< % # #7H$J V#7H$J V#7%JH #7%JH V#7#J" #7%$% V#7%";

%::! #7#% #7:: V#7!%% #7!%% V#7";! #7";! V#7#J" V#7J$$ #7<%:

%::$ #7< #7< V#7%"! #7%"! V#7";! #7";! V#7#J" #7#:: V#7#<$

%::; % # #7H$J V#7H$J #7";! V#7";! V#7#J" #7%$% V#7%";

%::: #7#$ #7:H V#7<<J #7<<J V#7";! #7";! V#7#J" V#7H": #7H$"

"### #7!< #7H< #7#"" V#7#"" V#7";! #7";! V#7#J" #7%<! V#7%%J

"##% % # #7H$J V#7H$J #7$%J V#7$%J #7#<H #7#$< V#7%";

"##" #7"% #7$: V#7J%% #7J%% V#7";! #7";! V#7#J" V#7#:% #7%HJ

"##H % # #7H$J V#7H$J V#7";! #7";! V#7#J" #7%$% V#7%";

"##J % # #7H$J V#7H$J #7$%J V#7$%J #7"": V#7%#% V#7%";

"##< #7H$ #7!H V#7"<J #7"<J V#7";! #7";! V#7#J" #7%$% 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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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回归模型

变量 参数估计 标准差 +统计量 概率值

常数项 !!<7$%H# H7J;"JJ !%7!J #7%#H!
用户自定义变量

DA1()?R !$7%$"# %#7#H;#$ !7!: #7####

DA1()?C J!7%##; :7<#;J; J7;< #7####

DA1()?* ":7#%J! %J7;<#!! %7:< #7#<H<
自动识别的异常值

SM%::H79*) V%$$7"HH$ H:7$##<H VJ7J! #7####

SM%::!7L3, %"$7!"<< %$7%%HH% $7J! #7####

SM"##H7]*5 V%!H7:<:! %$7%<H"% V:7<! #7####

\T"##H78-O V%<;7##%# "H7;!H;: V!7!" #7####

程序估计得到的回归结果见表!#可以看出节前效应变量DA1()?R和节中

效应变量DA1()?C都具有很强的显著性$而节后春节效应变量DA1()?*的+值

也达到了%7:<$接近于<̂ 的显著性水平$故在模型中予以 保 留#节 前 效 应

的显著性最强$影响最大#
分别计 算 各 个 月 份 的 节 前!节 中 和 节 后 效 应"cJ%RJ%8J&!cJ"RC%8C&和

cJHR2%82&$将其加总就得到了综合的春节效应QpQcJ%RJ%8J&WcJ"RC%8C&W
cJHR2%82&$其中%!"!H月份的数值见表$#经对 照 可 以 看 出$由 扩 展 的 春

节模型所得到的春节效应与基本模型的差别并不很大$再次印证了基本模型

的结论$即对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序列而言$同季节影响或异常值冲击相

比$春节效应的影响幅度相对很小#从而也说明基本春节模型对于一般的应

用而言能够提供较为满意的调整效果#

表"!由扩展的春节模型估计得到的综合春节效应!#月"$月和%月的值

#其他月份的值为&$

年份 %月 "月 H月

%::H !!"7"H%% V<;7<%%H VH7$%:;
%::J VH<7H%;: HJ7#!J$ %7"<J%
%::< %$7H"$$ V%H7!#$: VH7$%:;
%::! V<<7J$#J J#7H::; %<7#$#!
%::$ V""7;JJ% "J7J:%J V%7!J$H
%::; H$7#;<" VHH7H!<J VH7$%:;
%::: V<%7!H"# J#7;JJ< %#7$;$<
"### V%"7:";" %!7"HH< VH7H#<H
"##% <:7!#!# V<<7;;!" VH7$%:;
"##" VJ"7#H!% H;7%<!; H7;$:H
"##H %#7$J%: V$7#""% VH7$%:;
"##J !J7$%;% V!#7::;H VH7$%:;
"##< VH%7J;#< H<7"##H V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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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扩展的变权重存量数据春节模型

采取和流量 数 据 类 似 的 思 路#分 节 前$节 中 和 节 后 三 个 区 段 进 行 建 模#
构造春节模型%

假定&节前春节影响呈线性增长#影响天数共8J 天#则节前第8J 天的

影响权数为%
8J
#节前第8JV%天的影响权数为"

8J
#’#节前第"天的影响权

数为8JV%
8J

#节前第%天的影响权数为8J
8JQ%

%

节日期间的春节影响保持不变#即每一天的影响权数相同#均为%%
节后春节影响呈线性衰减#影响天数共82 天#则节后第%天的影响权数

为82
82Q%

#节后第"天的影响权数为82V%
82

#’#节后第82V%天的影响权数

为"
82
#节后第82 天的影响权数为%

82
%

然后考察观测登记日8" 具体落在节前$节中和节后哪一个影响区段的哪

一天#计算对应的影响权数#得到变量<!8J#8C#82#8""#8"QH%表示每月

的最后一 天#再 进 行 中 心 化 处 理#构 造 回 归 变 量R!8J#8C#82#8""#加 入

13?SXF]S模型#若对应的+统 计 量 不 具 有 统 计 显 著 性#即 表 明 该 解 释 变 量

不具有解释力#则调整参数8J$8C 和82 的取值#再重新估计模型#直到最

后获得满意的模型%
考虑到存量数据#如人口总量#一般而言都是连续变化 的#具 有 较 强 的

惯性#所受到的春节影响通常是同向的#因此这里采用的是单变量三区段的

形式%

H 该序列样本数为%"$#故程序默认的异常值探测的临界值为H7;!%

以中国货币供应量月度时间序列 ]#为例加以说明 !%::<年%月("##<
年$月#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未调整的 ]#序列如图!所

示#可以看出其中存在明显的季节性波动%首先不考虑春节影响#使用乘法

分解模型进行 调 整#考 虑 存 量 交 易 日 效 应#令 程 序 自 动 选 取 合 适 的 SXF]S
模型$自动探测异常值%H得到的调整后序列如图$所 示#可 以 看 出 调 整 结 果

并不理想%与此相对应#输出结果中程序自动标识出的异常值多达!个#分

别为 SM%::!7%$SM%::!7"$SM%:::7%$SM%:::7"$SM"##"7%和 SM"##H7%#
全部分布在%月和"月%说明春节效应的存在严重影响季节调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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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未调整的 "#序列 !$%%&年$月"’##&年(月#

图(!未考虑春节效应的季节调整后序列

下面引入扩展的存量春节模型#经过对多组参数值调整效果的综合比较$
最终确定节前影响期为8JQ%<天$节日期间影响期为8CQH天$节后影响期

为82Q"#天$提供%:$#%"#"#年的春节变量<&%<$H$"#$H%’的数据 &程序

在进行中心化 处 理 时 也 将 采 用%:$#%"#"#年 的 样 本 均 值’#其 中%::<年 至

"##<年%月和"月的部分数值见表;#程序估计得到的回归结果见表:#
注意到自定义的三区段存量春节效应变量DA1()?的+统计量达":7#<$具

有极强的显著性#程序 自 动 识 别 出 的 异 常 值 只 有%::$年%月 的%次 暂 时 变

动$体现了当 时 的 货 币 政 策 的 影 响#分 别 计 算 各 年 份 的 春 节 效 应 调 整 因 子

3cJR&8J$8C$82$8"’$其中%月和"月的数值列在表;的最后两列#春节效应与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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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异常值冲击和交易日效应的对比图见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对于中国

货币供应量 ]#序列而言%春节效应的影响是相当大 的%若 不 能 予 以 适 当 消

除%势必不能取得满意的调整效果$经计算可知%春节效应对%#"月份的平

均调整幅度分别约为原序列水平的J7$%̂ 和H7%#̂ $

表!!扩展的存量数据春节模型的数据!!""#$"!#"%"!$"&’"!&"%##

年份 <0%% <0%" R0%% R0%" 3
cJR0%%!8J%8C%82%8"" 3

cJR0%"!8J%8C%82%8""

%::< %7#### #7#### !#7J"H: V#7%;HH %7#!$< #7:$""
%::! #7#### #7!<## V#7<$!% #7J!!$ #7:%<% %7#$J<
%::$ #7!### #7%### #7#"H: V#7#;HH %7##H$ #7:;$"
%::; %7#### #7#### #7J"H: V#7%;HH %7#!$< #7:$""
%::: #7#### #7<<## V#7<$!% #7H!!$ #7:%<% %7#<;%
"### #7$HHH #7#### #7%<$" V#7%;HH %7#"J< #7:$""
"##% #7;### #7#### #7""H: V#7%;HH %7#H<% #7:$""
"##" #7"!!$ #7H<## V#7H#:< #7%!!$ #7:<H< %7#"!#
"##H %7#### #7#### #7J"H: V#7%;HH %7#!$< #7:$""
"##J #7$### #7#### #7%"H: V#7%;HH %7#%:H #7:$""
"##< #7J!!$ #7"### V#7%#:< #7#%!$ #7:;HH %7##"!
"##! %7#### #7#### #7J"H: V#7%;HH %7#!$< #7:$""

表(!回归模型

变量 参数估计 标准差 +统计量 概率值

存量交易日效应

]-) !#7###$ #7##%:J !#7H$ #7$%"%
P03 V#7##!H #7##%:% VH7": #7##%J
G3C V#7##%% #7##%:! V#7<: #7<<!<
P’0 V#7###" #7##%:H V#7%% #7:%"!
I1( #7###; #7##%:" #7H: #7!:$H
T*2 #7##"$ #7##%:< %7H; #7%$#<
"T0)!C31(O3C" #7##H< #7##%;% %7:" #7#<$!
用户自定义变量

DA1()? #7%<J# #7##<H# ":7#< #7####
自动识别的异常值

P&%::$79*) #7#$J# #7#%%$$ !7"; #7####

接下来进一步通过季节调整后序列来考察春节效应的相对大小及季节调

整的效果$程序自动输出的季节调整后序列 !]#＿D*"消除了季节因素#交

易日效应和移动假日效应等日历效应%但并未消除异常值的影响$用原序列

!]#"除以季 节 因 素 !]#＿D>"%得 到 的 是 只 消 除 了 季 节 影 响 的 序 列%记 为

]#＿DA$绘制折线图如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不消除春节效应的季节

调整后序列 !]#＿DA"是不光滑的%所有的犄角点都分布在%月和"月&而

利用我们所建立的存量数据春节模型能够很好地消除春节影响%所得到的调

整后序列 !]#＿D*"充分光滑%完全可以满足季节调整的要求%唯一一个明

显的犄角点 !P&%::$79*)"可以解释为一次异常值冲击&进一步消除异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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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序列 #]#＿D-$已经没有明显的犄角点%

图!!春节效应 !"#＿$%&"#季节因素 !"#＿’("#异常值冲击 !"#＿%)&"

与交易日效应 !"#＿)*"

图+!三种季节调整后序列的比较

七!结!!论

本文 首 先 在 美 国 普 查 局 b=%"=SXF]S 季 节 调 整 程 序 的 复 活 节 模 型 基 础

上&建立了基本的流量数据春节效应模型&进而界定了流量数据与存量数据

在性质上的差别&构造了存量数据春节模型%在此基础上对春节效应的影响

区间进一步细分&得到了扩展形式的多区段变权重流量春节模型和存量春节

模型%分别运用这两个模型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货币供 应 量 ]#月 度 时

间序列进行季节调整&结果表明&这两个模型能够很好地对春节效应作出估

计&因此可以用于解决我国春节等移动假日的调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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