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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本篇文章中，考虑到构成组数据之横截面时间序列扰动项之间的关联性和异质性，我们首先设计出一

些蒙特卡洛实验程序以生成组数据单位根检验统计值之有限样本密度分布。随后，在体现出处于考察中的假设

性同积关系的前提下，我们设计出一个简明的蒙特卡洛实验框架以生成单一方程式同积关系检验统计值之有限

样本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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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  论 

由 Levin和 Lin(1992)和 Im, Pesaran和Shin(1996)各自发展的组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已经
在涉及跨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之实证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特别是，这些具创新精神

的经济计量方法极大地促进了汇率波动这一学术研究领域的新发展。运用 Levin 和 Lin(1992)
所发展的检验方法，Oh(1996),Wu(1996)和 Papell(1997)的研究提供了支持长期购买力平价假
设的证据；运用 Im, Pesaran 和 Shin(1996)所发展的检验方法，Canzoneri, Cumby 和
Diba(1999)的研究也发现了支持长期购买力平价假设的相关证据。与此同时，这些新的计量方
法的运用也推动了国际经济增长这一学术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运用 Levin和 Lin(1992)所发展的
检验方法，Coe 和 Helpman(1995)的实证分析表明研究与开发（R&D）和研究与开发溢出（R&D 
Spillovers）非常有益于国际经济增长；运用 Im, Pesaran和 Shin(1996)所发展的检验方法，Lee, 
Pesaran和 Smith(1997) 的实证分析则证明了各国经济发展模式不具有同质性。 

这些运用新的组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的实证研究赋予了一些重要经济议题以全新的诠释。

不过，这些实证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不足是：构成相关组数据的各横截面时间序列扰动项之

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性和异质性常常没有被认真地加以考虑。O’Connell(1998)是指出相关购买力
平价假设的实证分析中存在此不足的首批经济学家之一。在他的相关购买力平价议题的研究

中，O’Connell采用了可行性广泛最小二乘法（FGLS）来应付这一不足。他的实证分析结果显
示，如果考虑到各国时间序列扰动项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性和异质性并做出适当修正，则根本

就没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长期购买力平价假设是正确的。另一方面，Sweeney(2000)也认识到
各国时间序列数据扰动项之间的关联性和异质性的重要性。不过，在他的相关购买力平价议题

的研究中，采用的是似无关性回归（SUR）计量分析方法来进行必要修正。与 O’Connell(1998)
的实证分析结果相反，Sweeney(2000)的实证研究给出了支持长期购买力平价假设的证据。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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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现有的实证分析结果具有相当程度的敏感性，会随着所采用的计量分析工具的不同而变

化。 

在那些试图将 Levin和 Lin(1992)和 Im, Pesaran和Shin(1996)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加以拓展
并运用于组数据同积关系检验的实证研究中同样出现了问题。现有的涉及到组数据同积关系检

验的实证研究如Coe 和Helpman(1995)和Sweeney和 Li(1999)是基于对来自假设性的组数据
同积方程式之回归分析剩余进行单位根检验。除了上面提到的横截面时间序列扰动项之间的关

联性和异质性没有被考虑这一不足之外，这些涉及组数据同积关系检验的实证研究中存在着一

个更为显著的不足---在生成相关同积关系检验统计值之有限样本密度分布以获取相应临界值
的过程中，处于被考察中的假设同积关系均没有在相关实验过程中得以体现。 

 在本篇文章中，考虑到构成相关各组数据之横截面时间序列扰动项之间的关联性和异质

性，我们首先设计出一些蒙特卡洛实验程序以生成组数据单位根检验统计值之有限样本密度分

布，并由此获取对应于相关组数据单位根检验统计值之临界值。我们感兴趣的是相关组数据单

位根检验统计值之有限样本密度分布在多大程度上对不同蒙特卡洛实验程序产生敏感。接着，

我们设计出一个简明的蒙特卡洛实验模型以生成单一方程式同积关系检验统计值之有限样本

密度分布。我们的蒙特卡洛实验框架不仅考虑到相关各组数据之横截面时间序列扰动项之间的

关联性和异质性，而且还体现出处于考察中的假设同积关系。 

本篇文章的剩余部分组织如下。 第二部分介绍由 Levin 和 Lin(1992)和 Im, Pesaran 和
Shin(1996)各自发展的组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第三部分设计一些体现出构成组数据之横截面
时间序列扰动项之间的关联性和异质性的蒙特卡洛实验程序以生成组数据单位根检验统计值

之更为准确的有限样本密度分布。第四部分设计一个既考虑到相关组数据之横截面性质又体现

出处于考察中的假设同积关系的简明蒙特卡洛实验框架以生成针对单一方程式同积关系检验

统计值之更为准确的有限样本密度分布。第五部分提供总结性评论。 

2  组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 

   在本部分，我们将简明介绍由 Levin和 Lin(1992)和 Im, Pesaran和 Shin(1996)分别发展的
组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首先介绍的是 Levin和 Lin(1992)的计量模型，然后是 Im, Pesaran和
Shin(1996)的计量模型。 

2.1   Levin和 Lin(1992)的组数据单位根检验模型 

假设我们要针对一组覆盖 N 个国家、时间跨度为 T 年的数据 zi,t  进行单位根检验，其中

i 是国家标识，t是时间标识。我们首先根据下列方程式对组数据 zi,t 进行转换以分离掉其中的

初始特征平均值和时间趋势特征平均值 

ititi zzz −= ,,ˆ                                                               （1） 

    ttiti zzz ˆˆ~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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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迪基-福勒（Dickey-Fuller）单变量自回归模型可以被用来检验转换后的组数据 tiz ,
~      

是否呈现单位根过程。相应的检验方程式为 

     tititi zz ,1,,
~~ ερ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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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ti,ε 是误差项，且假定各回归分析误差项之间不存在关联性。对应的检验假设为ρ=1，
i =1,2,…,N。ρ的最小二乘法估计值由如下方程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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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检验单位根存在与否的 t 统计值则被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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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检验假设为ρ=1时，Levin和 Lin(1992)给出了当时间跨度 T和横截面数量 N趋向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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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3)1ˆ( NNNT ⇒+−ρ 并且 )1,0(875.125.1 NNt ⇒+ρ 。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自相关，可以用一种增广型迪基-福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单
变量自回归模型来替代前述的简单迪基-福勒单变量自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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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 表示增广项的数目， ti,ζ 是误差项，且假定各回归分析误差项之间相互独立。当检验假

设为ρ=1时， tiz ,
~ 被假定为呈现 I(1)，即具有单位根。Levin和 Lin(1992)证明了无论方程式(6)

是否增加常数项，或时间趋势项，或固定时间因素项，前述相关极限状态依然保持。方程式(6)
可以被用来对组数据 tiz ,

~ 进行一次性回归分析，得到一个针对检验假设ρ=1 的 t 检验统计数据
--- ρt 统计值。 

2.2   Im, Pesaran和 Shin(1996)的组数据单位根检验模型 

同样，假设我们要针对一组覆盖 N 个国家、时间跨度为 T年的数据 zi,t 进行单位根检验，

其中 i是国家标识，t是时间标识。Im, Pesaran和 Shin(1996)建议采用如下的增广型迪基-福勒
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来进行单位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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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i 表示增广项的数目， ti,ζ 是误差项，且假定各回归分析误差项之间不存在关联性。比

较方程式(6)和方程式(7)，我们可以发现，Levin和 Lin(1992)所倡导的检验方法与 Im, Pesaran
和 Shin(1996) 所倡导的检验方法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应于增广型迪基-福勒单变量自回归检验
模型，Levin和 Lin(1992)是对相关组数据进行一次性回归分析，而 Im,Pesaran和 Shin(1996)
则是对构成相关组数据的每单个横截面时间序列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换句话说，Levin 和
Lin(1992)的方法假设构成相关组数据的每单个横截面时间序列具有相同的回归分析剩余方差
和自相关模式[1]，而 Im, Pesaran和 Shin(1996)的方法则允许构成相关组数据的每单个横截面
时间序列拥有独特的回归分析剩余方差和自相关模式。 

Im,Pesaran 和 Shin(1996)的方法提出了一个标准 t 统计值的概念。根据方程式(7)所得出
的针对每一横截面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 1=iρ ，i = 1,...,N 的所有 N个 t统计值，Im, Pesaran
和 Shin(1996)的组数据单位根检验之标准 t 统计值--- tΓ ，是依据下式获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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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Var 分别是标准 t 统计值--- tΓ 的平均值和方差，由 Im, Pesaran 和 Shin(1996)通过蒙特卡

洛模拟实验获取。Im, Pesaran 和 Shin(1996)证明了无论方程式(7)是否增加常数项，或时间趋

势项，或固定时间因素项，标准 t 统计值--- tΓ 在极限状态总是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3  组数据单位根检验统计值之有限样本密度分布 

对应于上一部分所得出的组数据单位根检验 ρt 统计值和标准 t 统计值之临界值可以通过
蒙特卡洛模拟实验来获取。在本部分，我们将分别介绍如何依据前述由 Levin和 Lin(1992)和 Im, 
Pesaran和Shin(1996)所倡导的组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得出组数据单位根检验统计值之有限样
本密度分布,进而获取相关临界值。首先我们将介绍在理想状况下，即假定在构成组数据的各横
截面时间序列扰动项之间不存在关联性且具有同质性的情形下如何获取单位根检验统计值之

有限样本密度分布。然后我们会介绍在非理想状况下，即在构成组数据的各横截面时间序列扰

动项之间存在关联性且不具有同质性的情形下如何获取单位根检验统计值之有限样本密度分

布。 

3.1  理想状况下的组数据单位根检验统计值之有限样本密度分布 

假定我们需要获取针对储存于矩阵 TNX × 中的一组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之临界值, 其中 N 是横截
面数量，T是时间跨度。对储存于 TNX × 中的原始组数据求一阶差，并计算出对应的方差-协方
差矩阵 NN×Ω  ，1此即为储存于矩阵 TNX × 中的原始组数据的剩余方差-协方差矩阵。在理想状
况下，构成组数据的各横截面时间序列扰动项之间被假定为具有同质性并且是相互独立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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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形下， NN×Ω 是一个同一矩阵。为了获取相关组数据单位根检验统计值之临界值，我们的

蒙特卡洛实验只需要遵循如下程序。 

首先，我们根据虚拟数据生成程序 tititi zz ,1,, ε+= − ， ti,ε ∼ N(0,1), i = 1, 2, …, N，t = 1, 2,…, 
T, 其中 00, =iz ，生成覆盖 N个国家且时间跨度为 T年的一组虚拟数据。然后，依据前述方程
式(1)和(2)对虚拟组数据进行转换以分离掉其中的初始特征平均值和时间趋势特征平均值。根
据 Levin和 Lin(1992)的方法，运用前述增广型迪基-福勒方程式(6)对转换后获得的虚拟组数据

tiz ,
~ 进行单位根检测，以获取 ρt 统计值；根据 Im, Pesaran和 Shin(1996)的方法，运用前述增
广型迪基-福勒方程式(7)对转换后获得的虚拟组数据 tiz ,

~ 进行单位根检测，以获取标准 ρt 统计
值。重复此蒙特卡洛过程 10,000 次或更多，我们可以得到关于 ρt 统计值和标准 t 统计值之有
限样本密度分布，而相关组数据单位根检验之临界值则可以从这些有限样本密度分布中获取。 

3.2  非理想状况下的组数据单位根检验统计值之有限样本密度分布 

因为现实并非如假设的那么理想，上述用来获取组数据单位根检验统计值之有限样本密度

分布的蒙特卡洛实验程序可能并不可靠。实质上，各横截面时间序列扰动项之间的关联性和异

质性是现实世界中组数据的普遍特征（O’Connell,1998和 Sweeney,2000）。也就是说，若储
存于矩阵 TNX × 中的组数据是来自于现实生活，其剩余方差-协方差矩阵 NN×Ω 很可能并不是一

个同一矩阵。为了获取更为可靠的组数据单位根检验统计值之有限样本密度分布和相关临界

值，我们的蒙特卡洛实验程序必须能够体现出现实世界中组数据的真实特征。 

具体而言，我们考虑两种类型非理想状况。第一种类型非理想状况假设构成组数据的横截

面时间序列扰动项之间相互独立且不具有同质性。在此情形下，若储存于矩阵 TNX × 中的组数

据是来自现实生活中的一组真实数据，其剩余方差-协方差矩阵 NN×Ω 不再是一个同一矩阵，而

是一个对角线矩阵。第二种类型非理想状况假设构成组数据的横截面时间序列扰动项之间存在

关联性且不具有同质性。在此情形下，若储存于矩阵 TNX × 中的组数据是来自现实生活的一组

真实数据，其剩余方差-协方差矩阵 NN×Ω 是一个实对称矩阵。接下来，我们将详细给出如何在

第二种类型的非理想状况下利用蒙特卡洛实验来获取组数据单位根检验统计值之有限样本密

度分布和相关临界值。相对而言，利用蒙特卡洛实验在第一种类型的非理想状况下获取组数据

单位根检验统计值之有限样本密度分布和相关临界值的过程则较为简单，很容易从我们下面的

阐述中推导出来。 

如前所述，假定我们需要针对储存于矩阵 TNX × 中的一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其中 N 是
横截面数量，T 是时间跨度。首先，对储存于 TNX × 中的原始组数据求一阶差，并计算出对应

的方差-协方差矩阵 NN×Ω ，此即是储存于矩阵 TNX × 中的原始组数据的剩余方差-协方差矩阵。 
对矩阵 NN×Ω 进行分解，我们有 

    NNNNNNNNNNNN PPCC ×××××× ′×=′⋅Λ⋅=Ω          

其中 NNC × 是一个互不相关矩阵，其每一列对应于矩阵 NN×Ω 的每一特征向量， NN×Λ 是一个对

角线矩阵，其对角线上各值对应于 NN×Ω 的各特征值，而 NNP × 则是一个等于
2/1

NNNNC ×× Λ⋅ 的非

奇异矩阵。 

现在，生成一个 N行 T列的虚拟随机矩阵 { }tiTNE ,ε=× ，其中 ti,ε ∼ N(0,1)，i=1, 2, …,N，
t=1, 2, …,T。知： NNTN IE ×× =)cov( 。我们有如下的矩阵转换 

TNNNNNTNNNTN ECEPU ×××××× ⋅Λ⋅=⋅=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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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根据虚拟数据生成程序 tititi zz ,1,, µ+= − , 00, =iz ，其中 i = 1, 2, …, N，t = 1, 2,…,T，
生成覆盖 N个国家且时间跨度为 T年的一组虚拟数据。知 

NNNNNNNNNNNNNNNNNNNNTNNN

NNTNTNNNNNTNTNNNTNTNTN

CCCICPEP

PEEEPPEEPEUUEU

××××××××××××

×××××××××××

Ω=′⋅Λ⋅=′⋅Λ⋅⋅Λ⋅=′⋅=

′⋅′⋅⋅=′⋅′⋅⋅=′⋅=
2/12/1)cov(

)([][)cov(

也就是说，我们所生成的虚拟组数据之剩余方差-协方差矩阵等于我们欲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的

真实组数据之剩余方差-协方差矩阵。换句话说，我们所生成的虚拟组数据具有与现实组数据完

全一致的跨横截面性质。 

同样，根据前述方程式(1)和(2)对虚拟组数据 zi,t 进行转换以分离掉其中的初始特征平均值

和时间趋势特征平均值。根据 Levin和 Lin(1992)的方法，运用前述增广型迪基-福勒方程式(6)
对转换后得到的虚拟组数据 tiz ,

~ 进行单位根检测，获取 ρt 统计值；根据 Im, Pesaran 和
Shin(1996)的方法，运用前述增广型迪基-福勒方程式(7)对转换后得到的虚拟组数据 tiz ,

~ 进行单

位根检测，获取标准 t 统计值。重复此蒙特卡洛过程 10,000次或更多，我们可以得到关于 ρt 统
计值和标准 t 统计值之有限样本密度分布，而相关统计值之对应临界值则可以从这些有限样本
密度分布中获取。 

4  单方程式组数据之间的同积关系检验 

在本部分，我们将首先给出一个单方程式组数据之间的同积关系检验模型并介绍在不必考

虑处于考察中的假设性同积关系的前提下如何设计蒙特卡洛实验程序以获取相关同积关系检

验统计值之有限样本密度分布和对应的临界值。接着，我们会介绍在考虑到处于考察中的假设

性同积关系的前提下如何设计蒙特卡洛实验程序以获取相关同积关系检验统计值之有限样本

密度分布和对应的临界值。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的蒙特卡洛实验方法同样适用于单方程式简单

时间序列数据之间的同积关系检验。 

4.1   未体现出处于考察中的假设性同积关系之单方程式组数据之间的同积检验 

同积概念及相关假设检验方法首先是由 Engle和 Granger(1987)引入经济计量学学术研究
领域的。此后，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同积关系检验方法。不过，这些方法的核心依然

是由Engle和Granger所倡导的基于同积回归分析剩余的单位根检验---若干非稳态经济变量之
间同积关系之存在与否关键取决于相应的同积回归分析剩余是否呈现稳态。由此可见，对于简

单时间序列数据而言，同积关系检验等同于对相应的同积回归分析剩余进行单位根检验；而对

于由时间序列数据汇集而成的组数据而言，同积关系检验等同于对相应的组数据之间的同积回

归分析剩余进行单位根检验。显然，上面所阐述的组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只需要稍加拓展，便

可以运用于组数据之间的同积关系假设检验。 

具体而言，假设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需要检验分别储存于矩阵 TNY × 和 TNX × 中的两组由时

间序列汇集而成、覆盖 N个横截面、时间跨度为 T的组数据 Y和 X之间是否存在同积关系。
换句话说，假设我们需要检验的是由下述方程式所表述的 Y和 X之间的关系是否是同积关系 

    tititi XY ,,, πα +⋅=                                                          （8） 

遵循 Engle和 Granger(1987)的方法，在检验 Y和 X之间是否存在同积关系之前，我们必须首
先证明Y和X都呈现单位根过程---同积检验法要求所有被考察的相关经济变量都必须呈现单位
根过程或非稳定状态。显然，本篇文章第二部分介绍的由 Levin和 Lin(1992)和 Im, Pesaran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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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1996)倡导的组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可以被分别运用到 Y和 X以获取相关   统计值和标
准 ρt 统计值。然后，运用第三部分发展的蒙特卡洛实验程序获取对应于 ρt 统计值和标准 t 统计
值之有限样本密度分布和相应临界值。以所获取的临界值作为度量标准，若 Y和 X被证明均呈
现单位根过程，我们便可以对方程式(9)进行回归并获得回归分析剩余 ti,π̂ 。然后，我们可以运

用第二部分介绍的组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和第三部分发展的相关蒙特卡洛实验程序来对回归

分析剩余 ti,π̂ 进行单位根检验，计算出相关 ρt 统计值和标准 t 统计值并获取对应的有限样本密
度分布和临界值。2以所获临界值作为度量标准，若 ti,π̂ 被证明呈现单位根过程，那么我们就不

能说 Y和 X之间存在同积关系；相反，若 ti,π̂ 被证明呈现稳态，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Y和 X之间
存在同积关系。 

4.2  体现出处于考察中的假设性同积关系之单方程式组数据之间的同积检验 

上面所提议的单方程式组数据之间的同积关系检验方法存在着一个显著的不足---相关单
位根检验统计值之有限样本密度分布和对应临界值是在完全没有体现出处于考察中的假设性

同积关系的前提下获取的。我们现在设计出一些蒙特卡洛实验程序以便在既考虑到同积检验回

归分析剩余之横截面性质又体现出处于考察中的假设性同积关系的前提下获取单方程式组数

据之间同积关系检验统计值之有限样本密度分布和对应临界值。 

如上所述，假设我们需要检验由方程式(9)所表述的 Y 和 X 之间的关系是否是同积关系。
同理，第一步是证明 Y和 X均呈现单位根过程。如前所述，考虑到来自于现实世界的组数据的
真实特征，我们必须先要获取有关 Y和 X的横截面性质并据此设计蒙特卡洛实验程序以生成针
对 Y和 X的相关单位根检验统计值之有限样本密度分布和对应临界值。以所获取的临界值作为
度量标准，若 Y 和 X 被证明均呈现单位根过程，我们便可以对方程式(9)进行回归分析并获得
回归分析剩余 ti,π̂ 。第二部分介绍的由 Levin和 Lin(1992)和 Im, Pesaran和 Shin(1996)倡导的
组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可以被分别运用于回归分析剩余 ti,π̂ 以获取相关   ρt 统计值和标准 t
统计值。 

当获取针对回归分析剩余 ti,π̂ 的单位根检验 ρt 统计值和标准 t 统计值之后，问题的关键转
化为如何获得关于这两个统计值的有限样本密度分布和对应临界值。下面我们将给出既体现出

处于考察中的假设性同积关系又考虑到相关各组数据之横截面性质以获取针对单方程式组数

据之间同积关系检验统计值---即针对回归分析剩余 ti,π̂ 的单位根检验 ρt 统计值和标准 t 统计值
之有限样本密度分布和对应临界值的相关蒙特卡洛实验步骤。 

步骤一、对同积检验方程式(9)进行回归分析，获取估计系数α̂和回归分析剩余 ti,π̂ 。 

步骤二、对储存于矩阵 TNX × 中的组数据 X 求一阶差，计算出对应的方差-协方差矩阵

TNX × ，此即为矩阵 NN×Ω 的剩余方差-协方差矩阵。 

步骤三、若检验假设为相关变量之间不存在同积关系， 则从步骤一中所获取的同积回归
分析剩余 ti,π̂ 被假定为呈现单位根过程。求出组数据 ti,π̂ 的一阶差，计算出对应的方差-协方差
矩阵 NN×∏ ，此即为回归分析剩余 ti,π̂ 的剩余方差-协方差矩阵。 

步骤四、根据在步骤二中所获得的组数据 tiX , 的剩余方差-协方差矩阵 NN×Ω ，按照我们在

第三部分所提议的非理想状况下组数据单位根检验之相关蒙特卡洛程序，生成一组虚拟非稳态

随机数据
p
tiX , ，使得其剩余方差-协方差矩阵与 NN×Ω 相等。 

步骤五、根据在步骤三中所获得的同积回归分析剩余 ti,π̂ 的剩余方差-协方差矩阵 NN×∏ ，

按照我们在第三部分所提议的非理想状况下组数据单位根检验之相关蒙特卡洛程序，生成一组

虚拟非稳态随机数据
p
tiX , ，使得其剩余方差-协方差矩阵与 NN×∏ 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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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六、若检验假设为相关变量之间不存在同积关系，按照
p
ti

p
ti

p
ti XY ,,, ˆˆ πα +⋅= 生成对应

于原始组数据 tiY , 的一组虚拟非稳态随机数据
p
tiY , ，其中α̂是在步骤一中获取的，而 p

tiY , 和
p
ti,π 则

分别在步骤四中和步骤五中获取。 

步骤七、将步骤六中所获得的虚拟非稳态随机数据
p
tiY , 作为应变量，而将步骤四中所获得

的虚拟非稳态随机数据
p
tiY , 作为自变量，进行类似如方程式 (9)那样的回归分析，

ti
p
ti

p
ti XbY ,,, τ+⋅= ，获取相应回归分析剩余 ti,τ̂ 。这一步骤的意义在于，为了更为可靠地检验

原始组数据 Y与 X之间的同积关系是否真实存在，我们允许因为自变量的扰动项与整个同积检
验回归分析剩余之间的可能关联而导致的同积检验回归分析估计系数的可能波动。 

步骤八、根据文章中方程式(1)和(2)对步骤七中所获得的回归分析剩余 ti,τ̂ 进行转换，以分

离掉其中的初始特征平均值和时间趋势特征平均值。再根据文章中增广型迪基-福勒方程式(6)
和(7)分别对转换后得到的数据 ti,

~τ 进行单位根检验，获取相应的一组虚拟 ρt 统计值和标准 t 统
计值。 

步骤九、重复上述步骤四至步骤八 10,000次或者更多，我们可以得到 10,000组或更多虚
拟 ρt 统计值和标准 t 统计值。这些虚拟统计值的密度分布即是对应于方程式(9)的组数据 Y与 X
之间的同积关系检验真实统计值之有限样本密度分布，而相应的临界值则可以从这些有限样本

密度分布中获取。 

如上所述，在已知的涉及到单方程式组数据之间同积关系检验的实证研究中，相关检验统

计值之有限样本密度分布和临界值的获取过程没有体现出处于考察中的假设性同积关系。我们

这里所设计的蒙特卡洛实验框架克服了这一显著不足。这样，我们的实验框架就可以很方便地

用来重新评估现有的涉及到单方程式组数据之间同积关系检验的实证研究。 

5  结论性评论 

 组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已经在涉及跨国家或跨地区的经济学学术研究领域中得到了越来

越广泛的应用。然而，或者因为没有考虑到相关组数据之横截面时间序列扰动项之间的关联性，

或者没有考虑到这些扰动项之间的异质性，现有的涉及到组数据单位根检验的实证分析研究结

果可能并不可靠。取决于所采用的相关组数据单位根检验临界值误差之大小，现有的实证分析

研究可能相当程度地曲解了诸如购买力平价、国家经济增长等重要国际经济议题。 

 在本篇文章中，我们发展了一些新的蒙特卡洛实验程序以更为准确可靠地获取组数据单位

根检验统计值之有限样本密度分布和对应的临界值。运用我们的程序所获得的相关单位根检验

统计值之有限样本密度分布和相应临界值已经考虑到处于考察中的组数据之横截面性质并且

只适用于相关组数据，而对其它任何组数据，即使对与被考察中的组数据有着同样数目的横截

面与同样时间跨度的组数据都不适用。这样，我们的蒙特卡洛实验程序就提供了一个与现有的

组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保持一致的可操作平台，既可以用来重新考察已知的涉及到组数据单位

根检验的实证研究，也可以运用于未来的相关实证研究。 

 在本篇文章中，我们还新发展了一个简明的蒙特卡洛实验框架以更为准确可靠地进行单方

程式时间序列数据之间的同积关系检验。我们的简明框架可以在既考虑到相关各组数据的独特

性质又体现出处于考察中的假设性同积关系的前提下获取相关同积关系检验统计值之有限样

本密度分布和相应临界值。这样，我们的蒙特卡洛实验框架就提供了一个简明的可操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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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以用来重新考察现有的涉及到同积关系检验的实证研究，也可以运用于未来的相关实证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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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firstly develop some Monte Carlo procedures to generate the finite-sample 

density distributions for panel unit-root test statistics accounting for cross-sectional properties. A simple 

Monte Carlo framework is then developed to generate the finite-sample density distributions for 

single-equation panel cointegration test statistics accounting for the underlying hypothetical cointegrating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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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vin和 Lin(1993)提供了一种新的组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他们的新方法也允许构成组数据的每单个时间

序列数据保留各自独特的回归分析剩余方差和自相关模式。不过，因其相对而言的简洁明快，本篇文章决定

介绍由 Im, Pesaran和 Shin(1996)所倡导的方法。 

2
正如我们在第三部分所阐述的，在运用相关蒙特卡洛实验程序对 Y、X和回归分析剩余 ti,π̂ 进行单位根检验

的过程中，比较可靠的蒙特卡洛实验程序是既要考虑到相关各组数据之横截面时间序列扰动项之间的关联性

又要考虑到其异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