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次和十一次国际时间序列会议概况

吴 智 铭
(上海交通大学)

1 9 8 3年 8 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市国际时间序列会议

(简称 IT sM ) 组织召开了两次专业会议
,

即 8 月10

E】一 8 月1 4日的专题讨论会 ( 10 ’ “IT SM )和 8 月 18 日

一 s月2 1日的一般会议( 1 1
’ ‘ IT S M )

。

我国参加会议

的代表有四人
:

北京工业学院张志方
,

黑龙江应用数

学研究所韩志 刚
,

山西大学田承骏和上海交 通大学吴

智铭
。

法便于掌握
,

计算过程工作量小
,

又能指导实践的切

实可行的研究成果
。

应该说
,

真正做到这一点是不容

易的
。

这些观点
,

可供我国从事时间序列分析研究工

作的同志参考
。

一 IT SM会议的宗旨和发展概况

这次的IT SM会议
,

我国是第一次正式派员参加
,

因此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一国际会议 组 织 的 基本情

况
。

1 9 7 6年在剑桥会议
_

L
,

西欧
、

北美许多权威学者

都参加 了
,

并 确 定 组 织
“
国 际

.

时 间 序 列 会 议
”

(IT S M )
,

其执行主席是英国的o liv e r D
.

A n d e r so n 。

以后每年都召开一次或一次以上的会议
。

因此83 年 8

月召开的两个会议
,

已经是第十次
、

第十一次的国际

会议了
。

关于IT S M成立的宗旨 目 标
,

0
.

D
.

A n d e r s o n曾

在 1 9 8 1 年的第四次大会上著文明确
,

并归 纳 以下三

点
:

( 1 ) 促进时间序列分析的科学研究
,

使用技巧

和应用范围
。

通过会议中相互启发和讨论
,

传播各种

新的想法和经验
,

可直接影响
、

改进实践
。

( 2 ) 打破目前许多实际工作者所处的相对弧立

状态
。

让不同地区
、

不同实践环境下对时间序列分析

有兴趣的人员集中在一起
。

( 3 ) 在时间序列分析范围内
,

打破对那些具备

强烈理论统计学背景的人员中有相当束缚力的模式
。

按 IT s M 组织者的看法
,

时间序列分析将发展成

为一个既有理论背景
,
又有广泛实践需要的一种应用

定量学科(A p plje d Q u a n tita tiv e D isip lin e )
。

强调当

前时间序列研究中推广具体应用的重要性
,

而理论上

的严格性
、

完整性或求解结果的最优化 不 应 过于苛

求
。

希望理论工作者能在应用上多花一些精力
,

并使

用易于为人们所接受的数学语言
。

总的来说
,

要求方

二 会议的基本内容

这次在多伦多举行的第一个会议 (第 10 次 IT SM

专题讨论会)
,

约有50 余人参加
,

宣读论文36 篇
。

内

容上偏重于地质
、

水文和环境方面的模型及其应用
。

这次会议对
“

多维空间—
时间序列

”

特别注意
,

有

关这方面的论文有 了篇
。

第二个会议 (第n 次 IT sM一一一般性会议 )约有

80 余人参加
,

宣读论文50 篇
。

内容上有时间序列的一

般理论
,

多元 (或称矢量型 ) 时间序列的分析
、

建模

等
。

从应用角度来说
,

第二个会议偏 重 于 经 济
、

金

融
、

社会
、

交通管理等方面
。

总的来说
,

这两个会议的重点是集中在时间序列

的应用上
。

特别是对几种较新的时间序列模型的分析

和应用
,

有较多的论文报告
。

从方法论 (Met h od ol 。-

gy ) 角度提出的论文
,

也占相当大的比重
。

单纯作理

论分析的文章极少
。

为方便起见
,

下面把这两个会议的主要内容归纳

在一起
,

作一简单的综述介绍
。

1
.

时间序列的应用

会议中的论文报告
,

主要涉及下述各领域内的应

用
。

( 1 ) 经济
、

金触
、

社会问.
。

由于社会制度的

不同
,

西方国家学者们所研究的社会经济情况和所希

望解决的问题与我们的差异很大
。

但他们分析思考的

方法
,

仍可借鉴
。

这次会议中没有提出全局性的 (指

一个地区以至整个国家) 动态经济模型
,

但是局部范

围的动态经济模型则提出了很多
。

一种较简单实用的

模型是
:
以单项指标为中心

,

考虑其他因素对其产生

的影响
。

实际上这是一个多输入
、

单输 出 的 系统模

型
。

例如荷兰 A R MO 银行经济部为银行的信贷业务

提供了一个随投资
、

利率
、

工资和其他偶然因素变动



国 外 自 动 化 1 9 8 4年

的模型
,

分析信贷发展前景 川
。

更 多的模型采用了

多输入
、

多输出的多变量时间序列 (即 矢 量 时 间序

歹11
,

简写为 V A R M A )
。

美国 Illin o is 大学 提供了二

次大战后 自到80 年为止的时期间
,

工业产景
、

利息
、

股票价格
、

企业兼井等多个经济变量的相互影响 } 2 1 。

另外还有讨论失业率
、 一

「资
、

政策
、

通货膨胀之间关

系的模型 [ 3 ’ 。

讨论金融
、

证卷
、

货币流和产品价格

间关系的模型 l‘ ] 。

( 2 ) 环境
、

气像
、

水文方面的应用
。

这类课题

往往涉及相当大一个区域内的自然对象的描述
。

由于

整个过程的复杂性
,

研究的方法和所得的结论都有相

当大的局限性
。

很多作者在讲完了专题报告后
,

并没

有一篇定稿的论文可以提供
,

这在一定程度土说明了

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

例如美国T o le d 。大学 R
.

T er ry 对

化工厂周围的大气层条件
、

风向
、

风速对所排放的二

氧化硫气体浓度分布的影响建立模型
,

并企图找出对
“
酸雨

”
的预报 fs ] [ 6 ] 。

巴西的M o r e ttin 对C e a r a地的

降雨量引用 了 1 31 年的记录以串列相关法谱估计法确

定了它的循环周期 (13 年或26 年 )
,

从而提高了降雨量

的预报精度 t ’] 。

端典的H jor th 用空间
一
时间序列方法

,

从空间某些固定参考点 上的时间序列数据
,

试图建立

三维的气象动态模型
。

考虑到物理上扩散过程的作用

在建模中不仅使用了大气层的一般物理参数
,

还使用

了变量的梯度来描述整个分布场随时间的变 异 [ s ! 。

荷兰的 K o pp el m a n 介 绍 了 为解决食用淡水问题
,

对
“ D e G ro te R ay

”

蓄水 池中水的含磷量作的分析

测定
,

建立了磷元素在蓄水池中存在量的 平 衡 模 型

(用扩展K al m a n 滤波法)
,

预测了水中含磷量 的 变

化范围并用以指导对水池采取预处理的方法 「’] 。

( 3 ) 地质应用
。

从地球表面一定区域 布 置的探

测器上得到的记录
,

是地震预报的重要依据 [ ’“! 。

如

果在某一地点施加一定的激励信号
,

从周围的探测器

记录到的一系列回波信号
,

即是一组时间序列
,

其中

包含了各种丰富的信息
,

对地质结构的分析
、

石油开

采有很重要的意义
。

这次会议上对应于地层结构的数

学模型
,

信号处理等问题作热烈的讨论 【‘ ’一 ‘3 ! 。

其主

要问题是
:

目前使用空间上三维的动态随机模型在分

析计算 上还有相当大的困难
。

一些论文还回顾综述了

以往的工作
,

提出了今后的研 究 设 想 〔“l 。

此外
,

尚有论文按观测数据用非线性回归方法求出与估计参

数有非线性关系的地层模型 「‘5 〕。

( 4 ) 其他应用
。

在交通运输 I‘6 ] [ 1 ’l [ 1 8 ] 、

医药卫生 l‘引 tZ OI 、

生物学 [ 2 ‘1 、

能源 「2 2 ] 、

电信通讯

t 2 3 ] 〔2 ‘ 1 、

生产管理 [ 2 ’] 等方面
,

因为报告的论文比

较少
,

不再一一介绍
。

2
.

时间序列的理论和方 法

属 于纯理论性的文章极少
。

大部分的理论文章是

在一定实践背景下对新方法的探索研究
.

也有提出分

析
、

充实
、

改进
、

评价等种种意见和措施的
。

下面分

几个方面来叙述
。

( 1 ) 空间一时间序列 (一维到三维)
。

不同位

置处 变 量 时间序列描写
。

一般常见的时间序列则成

为它在零维 (固定点 ) 下的特例
。

发表的文章包括综

述
、

建模
、

分析
、

仿真和应用 } 2 6 一 3 “ ] 。

当前对这类

模型感兴趣的应用场合很多
,

如气象
、

地质
、

水文及

大型工业设备等
。

从提出的论文来看
,

一维的A R MA

建模比较具休
,

可作实际应用
。

二维和三维的空间一

时间序列
,

较多停留在分析讨论土
,

还没有实际应用

效果的报导
。

( 2 ) 多变l (矢皿) 时间序列
。

有 些 著 者 称

为联立传递函数方程模型 (例如K
.

s
.

Li i[
3 ‘」和L

.

M
.

Li u 日 2
勺

。

这是一种在复 杂过程中许多相互影响的

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

这个方法在实践中已受到普遍重

视和广泛应用
。

除了前面已提起的经 济 领 域 的应用

外
,

还可以用来探求表面上关联并不紧密的许多现象

之间的关系
。

例如某一地区的气温对降雨量
、

河流水

量
、

小麦产量及市场价格影响的模型
,

甚至判断考虑

太阳黑子的平均值是否对某地区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现

象起一定的作用 L3 3 1 。

( 3 ) 单变I 时间序列
。

这个论题中 仍 然 集 中

了最多的论文
,

但一般性的文章很少
。

除一篇综述建

模
、

诊断
、

预报 t3 ‘】外
,

有两篇讨论过A R M A 过程的

建模 [ 3 5 一 3 6 ] ,

一篇介绍传递函数式 的 A R
、

A R MA

过程的程序包 〔3 ’ ] ,

其他都是分析单变量时间序列 中

一些更为深入的问题
。

数据分析和建模
,

w al k er 给出了 数 据为有限长

度时
,

模型参数渐近性评价 「3 0 1 。 数据短缺时的建模

和预报 [3 ’一 “〕 。

采样条件特殊
,

数据为非均匀分布

时的建模 「‘ ’]个别观察值存在很大偏差时
,

提高建模

和预报精度的方法 [ ‘2 1 。

非平稳序列的建模和分析
,

有三种不同的角度
。

T r e r in o 从均值随时间变化的方面着手 [‘ 3 ] ,
F ln d ley

用一后移算子多项式将非平稳变换为平稳 l“〕。

我国

韩志刚同志提出了一个多级 时 间 序 列 处 理 的 模型

丁‘5 〕 ,

引起与会人员的注意
。

非线性时间序列方面
,

兴趣集中在 闻 式 自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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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R )模型上
。

有讨论线性 和 非线性模型抉择问题

[‘ “1 ,

非线性随机振荡的判断问题 I‘ , 1 和非线性预报

以建模问题 [ ‘ , , 。

其他的理论性论文还有
: A R MA 过 程 中样本相

关函数的分布问题 f‘ ’1 ,

从谱估计求取新息方差的讨

论 [ ’0 ] 等
。

( 4 ) 饭报方法
。

按对象的性质选择预报模型

和方法是十分重要的
。

M a h m 的 d 给 出了短数据 (特

别用于经济领域) 精确预报的经验 【”10 Du
o n g介绍

了从多种假设出发建立的不同的预报模型的联合
,

如

何保留好的结果而删去差的 [ 5 2

气 对季节性时间序列

的预报
,

建议了多种方法
。

T h o m Ps fo ne 先对每年内

同一季节的数据建立相应的单个模型
,

然后将其组合

起来成为统一的参数较少的周期模型 t” l 。 C oz an et

则是先从年度的数据模型中预报次年的总体值
,

然后

再按总值推测到每个月
。

当某月的预报偏差已知时
,

又可用于修正总体 「s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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