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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1/2021_2022__E7_AC_AC_

E5_9B_9B_E7_AB_A0_E8_c33_41796.htm 投资者可以用两种方

法来选择衡量“增长型行业”，一是比较研究法，将行业的

增长情况与国民经济的增长进行比较，从中发现增长速度快

于国民经济的行业；二是数理统计法，利用行业历年的销售

额、盈利额等历史资料分析过去的增长情况，并预测行业的

未来发展趋势。 (一)比较研究法 有三个步骤，第一，确定该

行业是否属于周期性行业。主要是观察同一时期该行业销售

额是否与国民生产总值同向变化，如果同向变化则很可能是

周期性行业。第二，比较该行业的年增长率与国民生产总值

的年增长率，如果在大多数年份中该行业的年增长率都高于

国民经济综合指标的年增长率，说明这一行业是增长型行业

。第三，计算各观察年份该行业销售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

占比重。如果这一比重逐年上升，说明该行业属于增长型行

业。 (二)数理统计法 对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常用

方法有两种，一是将行业历年销售额与国民生产总值标在坐

标图上，用最小二乘法找出两者的关系曲线，根据国民生产

总值的计划指标或预计值可以预测行业的未来销售额。二是

利用行业历年的增长率资料计算历史的平均增长率和标准差

，预计未来增长率。 (1)相关关系是指指标变量之间的不确定

的依存关系。相关关系包括因果关系，另外，两个指标变量

受第三个指标变量影响而发生的共变关系，也属于相关关系

。 (2)相关关系按研究指标变量的多少可分为一元相关和多元

相关，按指标变量之间依存关系的形式可分为线性相关和非



线性相关，按指标变量变化的方向可分为正相关和负相关。

当指标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密切到函数关系时，称为完全相

关；当指标变量之间不存在依存关系时，称为不相关或零相

关；大多数相关关系介于其间，称为不完全相关。 (3)相关系

数r的数值有一定范围，即│r│＜1。 当│r│=1时，表示两

指标变量完全线性相关； 当│r│=0时，表示两指标变量不存

在线性相关； 当0π│r│≤0．3，为微弱相关；当0π│r│

≤0．5，为低度相关；当0．5π│r│≤0．8，为显著相关；

当0．8π│r│≤=1，为高度相关。 判定系数12表示指标变量

之间的依存程度，12越大，表明依存度越大。 (4)一元线性回

归方程可用于：描述两指标变量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利用

回归方程进行预测，把预报因子代人回归方程可对预报量进

行估计；利用回归方程进行统计控制，通过控制自变量的范

围来控制因变量。 (5)时间数列可分为随机性时间数列和非随

机性时间数列，其中，非随机性时间数列又可分为平稳性时

间数列、趋势性时间数列和季节性时间数列三种。 如果所有

的自相关系数都近似等于零，表明该时间数列属于随机性时

间数列；如果r1比较大，r2、r3渐次减小，从r4开始趋近于零

，表明该时间数列是平稳性时间数列；如果r1最大，r2、r3等

多个自相关系数逐渐递减但不为零，表明该时间数列存在着

某种趋势；如果一个数列的自相关系数出现周期性变化，每

间隔若干个便有一个高峰，表明该时间数列是季节性时间数

列。 时间数列分析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根据现象发展变化的规

律进行外推预测，最常见的时间数列预测方法有：趋势外推

法、移动平均法与指数平滑法和自回归预测。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