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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利用我国2000年1月到2011年12月的月度CPI历史时间序列数据，分别运用季节性ARIMA模
型和趋势外推法（抛物线模型）对CPI序列进行拟合，并进行两种模型的组合预测，然后对三种模型的预测精度分
析比较。结果显示，组合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要优于单一模型的预测精度，可以在CPI的预测中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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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是反映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格水

平的统计指标，表示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和服务的

价格变化趋势或幅度。CPI涉及经济发展，关乎社会和

谐，维系人民生计，是管理者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货币

市场和债券市场及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的重要参考依据，历

来备受政府和民众关注。因此对CPI的精确预测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分别用ARIMA模型和趋势外推模型两种单项模

型和组合预测模型对CPI进行分析与预测，并将预测精度

进行对比，以期对未来CPI的走势有更精确地把握，从而

对未来的经济政策以及宏观经济决策提出相关建议。

1 资料来源和方法

1.1 资料来源

通过查阅2001~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得到我国

2000年1月到2011年12月的月度CPI历史数据，以1999

年各月度为基期进行预处理。

1.2 研究方法

1.2.1 ARIMA模型

当序列存在季节性时，需进行季节差分，步长为季节

周期的长度，参数D是为得到非季节性时间序列所进行的

季节差分阶数。在进行季节性差分处理后可能仍存在季

节性相关和偏相关，P为季节性偏自相关阶数，Q为季节性

自相关阶数。最后得到的ARIMA（p,d,q）(P,D,Q)用以下方

程表示：

φp(B)ΦBs∇d∇D xt = θ
q(B)ΘBs μt (1)

其中B为一般滞后算子，Bs为季节性滞后算子，S为季

节周期时长[1]。

1.2.2 趋势外推法

（1）图形识别法。以时间t为横轴、观察值为纵轴，将

时间序列数据绘制成散点图，观察选择较为合适的函数曲

线模型。

（2）差分法。差分后非平稳序列可变为平稳序列。根

据差分特性，可选择合适的趋势模型。常用的趋势预测模

型有四种：即多项式模型(

yt = b0 + b1t+ b2t2 + ... + bntn)；

指数曲线预测模型（

yt = aebt），修正指数曲线预测模型

(

yt = a+ bct）；对数曲线预测模型（


yt = a+ b ln t）；生长曲

线预测模型（皮尔曲线

yt =L/1+ ae-bt ，龚珀兹曲线


yt = kabt

）[2]。

1.2.3 组合预测

本文选取常用的方差倒数法确定权重，表达公式为：

且

Wj =D-1
j /∑

j=1

m

D-1
j 且∑

j=1

m

W j =1, j=1,2,⋯,m. (2)

式中Dj为第j个模型的误差平方和，即

Dj =∑
j=1

m

(Yt - Ŷ ij)
2

组合预测的形式采用线性组合模型：

y0t =w1y1t +w2y2t +⋯+wn ynt (3)

式中，y0t为t期的组合预测值；y1t…ynt为n种不同单项

预测模型在t期的预测值；w1…wn为相应的n种组合权数，

wi依据方差倒数法加以确定。

当n=2时：w1 = σ 22/(σ 21 + σ 22);w2 = 1-w1

式中，σ 21 (i=1,2)为第i种单项预测模型的残差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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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n>2时：wt =1/Qt (t=1,2,…n)，Qt为第t种单项预测

模型的残差平方和。[3]

1.2.4 预测精度

通常评价预测精度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①预测误差的方差(MSE)和标准差(SDE)

MSE=
∑
i=1

n

e2i

n = 1
n∑i=1

n

(yi - ŷi)2 (4)

SDE=
∑
i=1

n

e2i

n = 1
n∑i=1

n

(yi - ŷi)2 (5)

②平均相对误差( MPE)和平均相对误差绝对值

(MAPE)

MPE= 1
n∑i=1

n yi - ŷi

yi
(6)

因为MPE存在正负抵消的问题，因此，MAPE应用更

为广泛，公式如下：

MAPE= 1
n∑i=1

n |

|
||

|

|
|| yi - ŷi

yi
(7)

2 我国月度CPI预测分析

2.1 ARIMA模型预测

2.1.1 平稳性检验

对CPI和一阶差分序列(DCPI)绘制时序图（图1），可以

看出原序列有明显的增长趋势，而差分序列基本平稳。对

DCPI 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T=-10.2057，相伴概率 P=

0.000，因此它是平稳的。

图1 CPI及DCPI序列的时序图

运用Eviews6.0软件实现相关图的绘制，一阶差分序

列的相关图如图2[4]：

图2一阶差分序列DCPI的自相关图与偏自相关图

由图2可知，一阶差分序列平稳，但滞后12期的自相

关系数和偏自相关系数分别是0.447和0.406，说明存在周

期为12个月的季节波动。

2.1.2 模型定阶

建立类似ARIMA(2,1,1)(1,1,1)12季节模型，对各种

组合进行检验并进行对比，对比结果见表1：
表1 四个模型的相关检验结果

(p,q)

（2,1）

（2,0）

(1,1)

(1,0)

调整后的决定系数

0.7727

0.7740

0.7571

0.7569

AIC

1.4974

1.4772

1.5182

1.5017

SC

1.6154

1.5717

1.6121

1.5723

注：AIC值为赤池准则的特征值；SC为施瓦茨准则的特征值。

比较表1的各项结果，（p，q）取值为(2,0)时，调整后的

决定系数（Adjusted R2）最大且AIC值与SC值最小。综上，

选择模型ARIMA(2,1,0)(1,1,1)12作为最终的预测模型，

即：

∇∇12CPI= 1 + 0.885800B12

(1 - 0.210662B- 0.164656B2)(1 + 0.195275B12)
εt

2.1.3 模型的检验

①参数检验
表2 ARIMA模型的参数检验

变量

AR(1)

AR(2)

SAR(12)

MA(12)

系数

0.2106

0.1646

-0.1952

-0.8858

标准误

0.0819

0.0776

0.0758

0.0001

T统计量

2.5700

2.1198

-2.5731

-5217.5

P值

0.0115

0.0362

0.0114

0.0000

由表2可得，各参数的t检验值及相应的P值显示，各

参数均有统计学意义，DW= 2.0482≈ 2，adj.R2=0.7740，

说明模型构建比较理想。

②模型检验

残差的自相关系数和偏自相关系数检验显示，残差的

12 阶延迟已经不存在相关性；残差序列无相关性（P=

0.4412）；MAPE=0.3396%，预测精度比较高。

图3 ARIMA模型预测图

2.2 趋势外推法预测

我国月度CPI的时间序列时序图（图1）显示了时间序

列呈现非线性趋势分布，提示采用趋势外推拟合。本文将

时间t作为自变量，将我国月度CPI数据作为因变量进行趋

势拟合。且通过计算可以得到，CPI序列的二阶差分大致

相等，所以可以建立CPI序列的二次预测模型，即抛物线

模型：yt= b0 + b1t+ b2t2。

由图1可以看出原始序列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所以先

对月度CPI序列进行季节调整（如图4），可以看出季节性

得到消减。

对季节调整后的序列进行方程估计，得到预测模型：

CPIsa = 99.21729884 + 0.021140129t + 0.0014605696t2

adj.R2=0.973264，F=2603.845，方程和系数均通过显

著性检验。MAPE=1.1068%，预测精度相对于ARIMA模型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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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抛物线模型的参数检验

变量

C

t

t2

系数

99.2173

0.0211

0.0015

标准误

0.4191

0.0133

8.91E-05

T统计量

236.7357

1.5842

16.3839

P值.

0.0000

0.0154

0.0000

2.3 组合预测模型拟合

对比以上模型的预测效果可知，趋势外推拟合模型的

预测误差较大，可能是因为影响CPI的因素复杂，不能简

单的用时间变量t来解释，而ARIMA模型的预测精度较

高。为提高预测精度，考虑建立组合预测模型如下：

y0t =w1y1t +w2y2t
其中，y0t为组合预测模型的预测值；w1,w2为单项预

测模型的权重系数；y1t,y2t分别为ARIMA(p,d,q)模型和抛

物 线 模 型 的 预 测 值 。 根 据 权 重 公 式 (2)，得

w1 = 0.6571,w2 = 0.3429，则组合预测模型为：

y0t = 0.6571y1t + 0.3429y2t
2.4 各模型拟合效果与预测精度评价

用各模型对我国2011年的月度CPI数据进行预测并

与实际值比较，结果见表4和图5：
表4 2011年我国月度CPI实际值和预测值对比

月
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实际
值

104.9

104.9

105.4

105.3

105.5

106.4

106.5

106.2

106.1

105.5

104.2

104.5

ARIMA模型

预测值

105.250

104.549

104.987

105.374

105.009

105.892

106.185

106.400

106.442

105.321

104.466

104.081

绝对
误差

0.350

-0.351

-0.413

0.074

-0.491

-0.508

-0.315

0.200

0.342

-0.179

0.266

-0.419

相对
误差
（%）

0.334

-0.334

-0.392

0.070

-0.466

-0.478

-0.296

0.188

0.322

-0.170

0.255

-0.401

抛物线模型

预测值

105.427

105.301

105.520

105.414

105.333

105.750

105.636

105.453

105.494

105.078

104.169

104.644

绝对
误差

0.527

0.401

0.120

0.114

-0.167

-0.650

-0.864

-0.747

-0.606

-0.422

-0.031

0.144

相对
误差
（%）

0.502

0.382

0.114

0.108

-0.158

-0.610

-0.812

-0.704

-0.571

-0.400

-0.030

0.137

组合预测

预测值

105.340

104.836

105.199

105.417

105.149

105.873

106.026

106.105

106.146

105.267

104.393

104.303

绝对
误差

0.440

-0.064

-0.201

0.117

-0.351

-0.527

-0.474

-0.095

0.046

-0.233

0.193

-0.197

相对
误差
（%）

0.420

-0.061

-0.191

0.111

-0.332

-0.496

-0.445

-0.090

0.044

-0.221

0.186

-0.188

图5 三种模型预测值与实际值的比较

可见，组合模型的预测误差明显小于ARIMA模型和

抛物线模型，且组合预测值较其他两种模型的预测值更接

近实际观测值。三种模型预测精度比较如下：

表5 模型精度比较

模型

ARIMA模型

抛物线模型

组合模型

MSE

0.1213

0.2323

0.0849

SDE

0.3483

0.4820

0.2914

MAPE

0.0031

0.0038

0.0023

由表5可以看到组合预测模型的预测误差的方差，平

均相对误差和平均相对误差绝对值均比ARIMA模型和抛

物线模型小，说明组合预测模型的精度高于各单一模型。

2.5 外推预测

运用组合预测模型对我国2012年1月到12月的月度

CPI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见表6，预测值非常接近实际值。
表6 2012年月度CPI的组合预测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实际值

104.5

103.2

103.6

103.4

103

102

101.8

102.0

预测值

104.5844

104.3702

103.9274

103.8974

103.4501

102.7155

102.1657

102.2554

102.7496

102.8464

103.4195

103.0018

备注：截至定稿时，我国月度CPI的实际值只公布至2012年8月份。

3 结论

（1）CPI趋势预测的方法虽然很多，但是由于近几年

来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变化，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

断深入，消费者物价水平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

此在建立模型的时候，无法将所有因素考虑进去，模型仅

能使用历史数据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信息，CPI预测的难度

越来越大。本文运用组合预测模型对2012年的CPI进行

了预测，说明组合预测可以应用到CPI的预测。

（2）组合预测模型综合了单项预测模型的优点，从而

减少预测的系统误差，提升预测效果，提高预测精度。

（3）本文运用组合预测模型进行预测，得到我国2012

年1到12月份的CPI预测值，与真实值接近，预测精度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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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季节调整后的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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