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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了一种着眼于 提高回归系数估值精度的自变量选取准则
,

同时给出了

估计理论
,

回归分析
,

自变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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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文讨论问题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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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来分析自变量选择对参数估计所起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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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估计参数的意义上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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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优

选模型中的参数都能得到比较理想的估计
,

关于这一点读者还可从文末的例子中看得更

清楚
。

该原则还有两个显著优点
:

一是能找到较好的近似 J
,

的统计量 d声
,

二是计算容

易实现
。

现在我们来构造近似 d ,

的统计量 d芬
.

由于 铭 》 t
,

故由〔 2 ]知

护 = 匕二醚恤吐
旅 一 t

给出了 a “ 的一个较准确的估计
,

沙2

、 a 2
.

下面我们 还需构造一个近似 { T声
:

}
2 的统计

量
,

注意到 ( 2 )
、

( 4 )两式
,

故有

声璧
s = B

一 ’
Z鑫Y ( 10 )

于是

刀 ( IIT 声里
,

}!
2 ) = !}T 声

:

}】
2 + , 2 t r ( T B

一 ’
T

`

) ( 1 1 )

从 ( 2 2 ) 式看
,

用 jl少声璧
,

l}
2
作为!}T声

:

I!
2
的估计一般是 偏大 了 , 是否 可以用 ,IT声f

。

}1
2 -

, Z t r (少 B
一 ’

T
`

)作为】}T尹
:

}}
2的估计呢? 当 !! T声里

,

}!
空
( , Z t r ( T B 一 ’ 少

’

)时
,

该设想 显然 不

妥
。

理想的办法是对统计量 l少声f
。

}
2
作压缩

。

令 , (毛)叠 E (论IIT声f
。
11一 IIT声

:

}}
2 ) 2 = m i n ( 1 2、

应用 [ l ]中引理 2
.

1 ,

无=

类似 [ 1 ] ( P 1 8 4 )可推得
:

IIT 刀
,
!}

4
+ , 2

!] T刀
:

!!
’ t r ( T B 一 ’ T ’

】! T刀
,
}1
` + 6 a “

}! T刀
:
}{

2 t r ( T B 一 ’ , ’

) + Zo 4 t r ( T B 一 `
T

’

) 2
( 1 3 )

!1T刀
:
!!

2 + 。 2 t J ( T B 一 ’
T

`

)

】】T刀
:

!}
2 + 6 , 2 t r ( T B

一 `
T

’

)
( 14 )

则因 g( 幻是二次函数及

k < k苦 < 1
,

g ( k ) = m i n

知

g (无) < g (垂餐 ) < g ( l )

但由于 ( 1 4) 式中包含了未知项 , 2 、

}}T声
:
!}

2 ,

故护仍不能 求得
,

从 ( 1 1) 式看
,

用 以下统

计量作为护的近似是合适的
。

无
釜苦 二 1}T 刀璧

。

}!
2

!{T 声f
。

11
2 + 5沙 2 t r (少B

一 ’ T `

)
( 15 )

定义统计量

」声二 夕 , t r ( , B
一 ’ 少

`

) 一 无
` 芳

11少刀f
。

!}
2

( 1 6 )



1 0 0 国 防 科 技 大 一 攀 报 结1 2卷

本文把J 井愈大愈好作为自变量选择的准则
。

下面我们给出计算心的方法
。

由 〔]l之定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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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了以上准备
,

我们就可以利用 〔l] 中的扫描程序编出计算西声和声, : 。 的程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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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文的准则并不比使用基于 R S s P的各类准则增加多少计算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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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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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出一个模拟计算的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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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的产生过程与工1 〕中的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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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 相同
。

我们共算了 15 组随机数
,

这里列出有代表性

的一组
,

结果如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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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儿类准则的估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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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该例说明
:

J节是 d ,的一个较准确的估计
,
本文的准则比基于 R S S P 的各准

则有一个明显的优势
,

即最优选模型中各 自变量对应的参数能得到更准确的估计
。

本丈承沙红教授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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