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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计量经济学从模型设定到模型应用，包括一整套完整科学的分析框架，任何一个环节不严谨，都可能导致变色龙的实

证结果，而遭受质疑。2010年 Angrist 和 Pischke 正式提出了“可信性革命”，以推动实证分析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本文在可信性革命背景下，结合计量经济学分析框架，探讨了每一个环节在科学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原因。然后结合

因果推断思想、数值模拟方法、研究对象基本内涵和现实运行机制的梳理、权威期刊公开的数据和代码资源利用等角

度，提出了计量经济学科学精神培育的教学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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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Econometrics, from model setting to model application, includes a complete set of scientific analytical 

frameworks. Any link that is not rigorous can lead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chameleons being 

questioned. In 2010, Angrist and Pischke officially proposed the "credibility revolution"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and rigorous nature of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each link of econometric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article explored the scientific issues and reasons in the context of credibility revolution.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ausal inference,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s, sorting out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tilizing data and code 

resources publicly available in authoritative journals, a teaching reform idea for cultivating the scientific 

spirit of econometrics wa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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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济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各种可观测不可观测的变量相互影响，推动着经济系统的运行和发展。计量经济学作为因果分析的主

流方法，在经济学理论和统计学方法的支持下，具有一套严谨科学的分析框架，即假设→检验→修正→再检验的分析过程。正确运用计

量经济学模型，有助于对经济系统的内在因果逻辑关系，得出一个稳定、合理、可靠的估计结果，从而对经济现象提出合理的解释。

然而，任何利器都有其两面性，不正确的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可能会使结果不稳健，从而产生“变色龙”一样的实证结果，导致

实证结果的不可信。重模型检验、轻模型设定，为了实证而实证的怪圈在学生的毕业论文中普遍存在。张凤娜和余相辰指出产生该问

题的根源在于模型设立和样本采集在教科书中的分量越来越轻，初学者在根基打得不牢的情况下，直接进入模型检验方法与理论的学

习 [1]。学生对计量经济学模型机理的理解普遍不到位，在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背景下，计量软件操作门槛越来越低，这些因素共同推动

了学生在做毕业论文时，急于求成，直接跨越到数据处理和软件操作环节，不重视对研究对象基本内涵和现实运行机制的梳理，盲目地

建立假设、选取数据、选择控制变量、以及设定模型，导致从选题到最后模型结果都缺乏经济意义，模型与现实严重脱节，对于不符合

实际的回归结果进行牵强解释，朱长存和白云超指出这一现象反映了科学精神教育的不足，计量经济学教学中要加强学生科学研究的严

谨性与规范性教育，培养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的科学精神 [2]。

早在1983年，Leamer 就指出研究者在采用微观数据进行分析时常缺乏严谨的态度，对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提出质疑 [3]。之后，经济

学界对经验研究的可信性进行了越来越多的探讨。2010年，Angrist 和 Pischke 正式提出了“可信性革命”的概念，认为“可信性革

命”的核心是对研究设计的强调、改进和更清晰的表述 [4]。孙旦和何菁指出培育学生科学精神与职业道德，与计量经济学课程特点高度

契合，也是重要的思政教学目标 [5]。因此，“可信性革命”下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教学模式需要变革，以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

为目标，引导他们深入理解计量经济分析不严谨产生的变色龙结果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从而激发他们严谨的学术研究精神、强烈的

学术责任感和诚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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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量经济学学生科学精神培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及

原因

计量经济学的完整框架包括理论机制分析建立研究假设、模

型变量的选择和构造、收集数据、选择基准回归模型估计样本回

归方程、回归模型合理性、稳定性、可靠性检验、通过检验的模

型进行应用，整个分析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不严谨都可能导致

结果的不可靠。因此，我们将从计量经济学分析的每个过程探讨

当前学生科学精神培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首先，理论机制分析建立研究假设环节，学生普遍存在经济

机理在不同的论文之间照搬，缺乏结合自己分析的问题深入探讨

的过程，学生花费在理论机制分析的时间普遍不足。深究背后的

原因在于经济问题的产生是经济系统内多个可观测不可观测的因

素交互作用产生的结果。而学生普遍社会经验不足，对经济问题

的理解有限，又不愿意花费时间研读文献，因此在做实证分析时

无法真正的理解其所研究问题的内在运行机制，因而研究假设的

提出往往不够严谨。

模型变量的选择和构造环节，包括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

量、关键控制变量的选择和构造。这个环节存在的不够科学的问

题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

的选择上不够严谨，尤其是新出现事物的度量，比如金融科技、

科技金融、新质生产力等新兴事物的量化指标是否具有代表性，

具有什么样的代表性误差，是否会影响研究结论，缺乏深入的思

考。2.关键控制变量的选择方面缺乏严谨的论述，究其原因在于

学生对于“混淆变量、可放可不放的变量、一定不能放的变量”

理解不到位，控制变量选择的目的及重要性缺乏清晰的认识。

收集和处理数据环节，不严谨的地方体现在：1.样本时间的

选择，经常看到的做法是选择近5年或近10年，学生并不清楚

为什么这么做。早在1976年，Lucas就指出计量模型的参数估计

值通常是条件于政策变量；当政策发生变化时，估计的参数也会

随之发生变化 [6]。如果样本时间内，政策发生了变化，而模型中

没有考虑到这种变化，就可能导致实证结果有误。2.样本是否存

在自选择问题，样本选择就是某些样本由于某些外在的系统性原

因，导致观察值丢失。3.异常数据的处理不严谨，八股论文中学

生都会汇报描述统计分析，但是却不会根据分析结果判断数据是

否存在异常值。如果数据本身出现了问题，分析结果出现偏差，

那就毫不意外 [7]。

选择基准回归模型估计样本回归方程环节，基准回归模型的

设定缺乏理论基础，构建模型时想当然的设成线性模型，政策分

析时想当然的设成一般 DID模型，而不考虑政策实施的渐进性。

面板回归模型时对于个体效应、城市效应、行业效应的选择缺乏

科学依据，大多学生选择的依据是哪个效应下结果符合预期就报

告哪个结果。

回归模型合理性、稳定性、可靠性检验环节，首先学生对于

合理性、稳健性、可靠性三个概念的理解是不够清晰的。合理性

即估计结果对照参考文献以及经济理论，应当能够合理解释。比

如中国经济增长中的 TFP 增长率在改革开放后平均为2%[8]，如

果超出这个范围，估计结果就不具有合理的经济意义。可靠性就

是所谓的稳健性检验，确保模型不会因为内生性而导致模型的估

计值不可靠，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是判断计量经济模型质量的重要

标准。LoAndrew et al.指出一些研究为了完成研究任务，只报告

多个回归结果中显著性的结果，虽然有的研究也做了一些稳健性

分析，但远不能证明所得到的是真正可靠的结果 [9]。究其原因在

于稳健性分析方法的选择一般都是参考其他文献的做法，而并没

有深入分析自己的实证模型到底存在何种内生性，不同的内生性

应该选择不同的分析方法。洪永淼指出任何理论和模型都有其特

定的局限性，也都有成立的前提条件和应用范围，并不存在一种

计量经济学模型或方法可用于研究任何经济问题 [10]。稳定性即参

数估计不因政策变化而变化。如果不能保证参数估计值的稳定性 ( 

Invariant) ，条件于数据的模型估计结果就成为了“变色 龙”: 数

据变化，模型估计结果也随之变化 [7]。

二、学生科学精神培育目标下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

思路

首先，传统的计量经济学课程内容多以 “可信性革命”之前

的经典计量经济学为主，需要进行课程内容的改革。Angrist 和 

Pischke指出因果推断是计量经济学“可信性革命”的核心 [4]。赵

西亮 [11]、李伟 [12]、余伟 [13]等学者都指出了因果推动方法应该引入

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周闯和张同斌提出了以因果推断为核心的计

量经济学课程内容体系，包括因果识别的 Rubin模型核心思想的

讲授、以 Rubin模型为基础的各种主流因果识别方法等 [14]。 随着

因果推断计量经济学的发展，目前已出版了许多基于因果推断视

角的计量经济学教材，由斯托克等人编写的《计量经济学》、伍

德里奇编写的《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安格里斯特等 人

编写的《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精通计量：从原因到结果的探

寻之旅》、赵西亮编写的《基本有用的计量经济学》、邱嘉平编

写的《因果推断实用计量方法》等。

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教学方法多是利用 OLS回归公式的推导，

讲解 OLS关于外生性的假设以及产生的内生性问题，然后再举例

进行辅助教学。由于数学推导的难度，学生关于案例背后的因果

逻辑理解不到位，案例背后真实的回归方程以及因果效应大小未

知，因此学生并不能清晰的认识到内生性产生的危害。 许秀建议

借助于数值模拟方法 [15]，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计量经济学的数学

机理。数值模拟方法的优势在于：1.数据的产生过程清晰可见，

因此多个变量背后的因果关系以及因果效应大小可以清楚的展示

给学生，让学生清楚的看到回归结果与真实结果的差距。2.基于

模拟仿真结果，进一步让学生基于 OLS回归原理以及变量之间的

因果关系，分析回归结果偏离真实结果的原因，一方面可以加深

学生对内生性问题的理解，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控

制变量在模型中发挥的不同作用。3.数值模拟方法成本低，变形

多，稍微改一下变量的产生过程，就可以衍生出很多的数据，可

以让学生去检验自己对于因果效应分析的理解。

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提供学生进行现实问题分析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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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a操作的机会。国内越来越多的权威期刊要求作者公开论文数

据及程序代码，比如《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等。利用这

些网站提供的数据和代码，可以节省学生寻找数据的时间，以及

撰写代码的困难性，让其将更多精力放到案例研究对象基本内涵

和现实运行机制的梳理，以及论文变量、数据、模型、稳健性分

析等合理性、可靠性的分析上。

三、结语

计量经济模型是结合了经济学理论和统计学方法对经济现象

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建立和分析，有助

于更好地理解各种经济现象产生的原因。由于实证计量分析过程

涉及环节多，任一环节的不科学不严谨，都可能导致实证结果的

不可靠和变色龙，从而误导大家对经济现象的理解。计量经济学

结果的可行性需要从源头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

本文首先从计量经济学分析框架的角度，探讨了每一个环节学生

科学精神培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然后结合因果推断思想和

数值模拟方法，从课程内容改革、课程教学方法、案例的选择和

使用等角度，提出了学生科学精神培育目标下计量经济学教学改

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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