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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F?-KF模型的安徽省城乡收入差距的预测

刘兆鹏$ 陈 敏

!宿州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 安徽 宿州 !%D####

44摘4要!根据 $ECS I!#$! 年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 LǸQL模型$用 .L. 软件

进行拟合$对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情况进行分析$给出了 !#$% I!#$B 年安徽省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

距的预测值% 结果显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继续扩大%

关键词!LǸQL模型#城乡收入差距#预测

中图分类号!b$! 文献标志码!L

??随着安徽省经济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都有

了较大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善% 在城乡居

民收入增加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从 $ECS 年

的 EC 元扩大到了!#$! 年的 $%S!D元"这导致-三农.问题

日益显著"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危及

社会稳定和和谐'$A!(

%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研究

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建立LǸQL预测模型"对安徽

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和分析%

$ LǸQL模型

具有如下结构的模型称为求和自回归移动平均模

型"记为LǸQL!V"<"]#模型'%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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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QL!V"]#模型的自回归系数多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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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为平稳可逆LNQL!V"]#模型的移动平滑

系数多项式%

! 安徽省城乡收入差距分析与建模

)5! 数据分析

选取 $ECS I!#$! 年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数据!表 $#"从 $ECS 年到

!#$! 年"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SD>%Sc"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S$>%"c"二

者分别增加了 EE>"% 倍和 "%>C! 倍"但在安徽省城乡

居民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二者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图 $#%

图! 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5) 数据的平稳化处理与检验

安徽省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序列!表 $#记为 F

G

"

其时序图!图 !#"由图 ! 可知除个别年份外"安徽省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总体呈上升趋势"且数据不具有明显的周

期变化和季节波动"但呈现出一定的指数增长趋势"是

典型的非平稳序列'BA"(

%

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序列取自然对数"消除异方差

性)记为,*F

G

"绝对收入差距对数序列蕴含显著的线性

趋势"为提取序列,*F

G

的线性增长趋势"对,*F

G

进行 $ 阶



表! !(#LM)*!)年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

年份

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元d人#

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

!元d人#

城乡收

入差距

$ECS !$$>!% $$%>D% EC>S

$ECE !CS>$E $C#>!% $#C>E"

$ES# %DD>!! $"D>S% $CE>%E

$ES$ D!D>B" !D">DE $CS>#C

$ES! DB!>B! !BE>$ $E%>D!

$ES% DDS>D% %#D>"D $D%>CE

$ESD BBE>$$ %!!>EC !%">$D

$ESB "%%>SB %"E>D$ !"D>DD

$ES" S%D>C" %E">B% D%S>!%

$ESC E!D>SD D!E>!" DEB>BS

$ESS $#CD>C DD">#B "!S>"B

$ESE $!CD>C DSB>B% CSE>$C

$EE# $%BD>" B$B>"" S%S>ED

$EE$ $DSB>$D B%E>$" EDB>ES

$EE! $CEB>BD BC%>%S $!!!>$"

$EE% !!%%>SE C!D>B $B#E>%E

$EED %#%B>%S EC%>! !#"!>$S

$EEB %CCS>S" $%#!>S! !DC">#D

$EE" DDE%>E! $"#C>C! !SS">!

$EEC DBEE>!C $S#S>CB !CE#>B!

$EES DCC#>DC $S"%>#" !E#C>D$

$EEE B#"D>" $E##>!E %$"D>%$

!### B!E%>B% $E%D>BC %%BS>E"

!##$ B""S>S !#!#>#D %"DS>C"

!##! "#%!>D !$$C>BC %E$D>S%

!##% "CCS>#% !$!C>DS D"B#>BB

!##D CB$$>D% !DEE>%% B#$!>$

!##B SDC#>"S !"D#>E" BS!E>C!

!##" ECC$>#B !E"E>#S "S#$>EC

!##C $$DC%>BS %BB">!C CE$C>%$

!##S $!EE#>%B D!#!>DE SCSC>S"

!##E $D#SB>CD DB#D>%! EBS$>D!

!#$# $BCSS>! B!CB>$ $#B$%>$

!#$$ $S"#">$% "!%!>% $!%C%>S%

!#$! !$#!D>!$ C!## $%S!D>!$

??注&数据来源于 !#$% 年/安徽省统计年鉴0%

图) !(#LM)*!)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时序图

差分"记为
.

,*F

G

"得到差分后序列
.

,*F

G

时序图!图 %#%

由图 %可知绝对收入差距对数序列 $阶差分后的序列

基本平稳"通过观察
.

,*F

G

序列的自相关图!图 D#和
.

,*F

G

序列的L@b检验结果和白噪声检验结果!图 B$图 "#"从而

确定是否可以采用此
.

,*F

G

序列进行模型的建立%

由
.

,*F

G

序列 $ 阶差分后的序列自相关图 D 可知"

.

,*F

G

序列的自相关系数一直都比较小"基本控制在 !

倍的标准差范围以内"具有显著的短期相关性"表明

图$ 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对数序列!阶差分时序图

图' 城乡收入差距对数序列!阶差分自相关图

图& 城乡收入差距对数序列!阶差分F+N

检验结果图

图" 城乡收入差距对数序列!阶差分白噪声

检验结果图

.

,*F

G

序列为平稳序列)同时图 B 显示的 L@b检验结果

各个W值都小于 #>#B"也说明
.

,*F

G

序列为平稳序列%

图 " 白噪声检验结果显示
.

,*F

G

序列是非白噪声序列"

说明该序列还蕴含着值得提取的相关信息%

)5$ 数据的平稳化处理与检验

对平稳非白噪声
.

,*F

G

序列拟合 LNQL!$"J# 模

型% 自相关图 $ 结果显示
.

,*F

G

序列自相关系数 % 阶截

尾"所以可以考虑拟合QL!%#模型% 再考察
.

,*F

G

序列

偏自相关图!图 C#"结果显示偏自相关系数 % 阶截尾"因

此也可以拟合LN!%# 模型%

综上"可以考虑选用模型LǸQL!%"$"##和LǸQL

!#"$"%#对,*F

G

序列进行拟合%

通过检验可知两个模型 LǸQL!%"$"##和 LǸQL

!#"$"%#都有效"为了得到最优模型"采用 L̀[和 .P[

准则对模型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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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城乡收入差距对数序列!阶差分

偏自相关图

由表 !"LǸQL!%"$"##模型的 L̀[和 .P[都比

LǸQL!#"$"%#模型的 L̀[和 .P[小"因此选用LǸQL

!%"$"##模型"综上得最优模型为LǸQL!%"$"##%

表) F-=和6O=准则对多个F?-KF模型的比较

项目 LǸQL!%"$"## LǸQL!#"$"%#

L̀[ M%%>###E M%!>CCB$

.P[ M%#>#"ED M!E>SD%"

??确定模型为LǸQL!%"$"##模型"通过 .L. 对其进

行参数估计!图 S#"其LǸQL!%"$"##模型为&

!$ (:#,*B

G

'#>$D""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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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DC$EE:

%

"

,

G

K

+7+7,

.!#"#>#$E"B#

图L F?-KF"$$!$*#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图

利用此模型对 !#$! 年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

行预测"最终的预测结果是 $D #$B>S! 元"!#$! 年实际

收入差距为 $% S!D>!$ 元"预测相对误差近似为 $>%

"

说明预测值与实际结果是比较接近的"另外将预测值和

序列观测值联合作图通过图示也可以直观地看出该模

型对序列的拟合效果良好!图 E#%

图( 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序列模型拟合效果图

??!#$% I!#$B年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预测见表 %%

表$ )*!$M)*!&年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预测值

年份 !#$% !#$D !#$B

收入差距 $CBCD>D% !#$BS>SS !%#%$>#S

% 结束语

本文针对 $ECS 年至 !#$! 年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进行 LǸQL模型拟合"并且预测了 !#$% I!#$B 年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未来 % 年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仍将继续拉大"城乡发展不平衡"如何保持城乡收入分

配均衡"将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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