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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SVAR模型的定义和重要性

定义

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是一种

用于分析多个时间序列之间动态关系

的统计模型，特别适用于分析经济、

金融等领域的多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

响。

重要性

SVAR模型能够揭示变量之间的即时影

响和长期关系，为政策制定和预测提

供有力支持。



经济政策评估

用于分析股票、债券等资产价格的
相互影响和动态关系。

金融市场分析

行业研究 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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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分析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关
系和相互影响。

用于评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对
经济变量的影响。

用于研究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影响
和竞争关系。

SVAR模型的应用领域



02 SVAR模型的建立



在建立SVAR模型之前，需要确定模型的阶数。阶数决定了模型中
滞后变量的数量，通常根据数据的时间跨度和经济理论来确定。

确定模型阶数

根据数据的时间跨度来确定模型阶数，通常选择能够涵盖大部分时
间趋势的阶数。

考虑时间跨度

根据经济理论来确定模型阶数，以确保模型能够反映经济变量之间的
长期关系。

考虑经济理论

确定模型阶数



识别模型结构

在建立SVAR模型时，需要确定模

型的结构。结构决定了变量之间

的相互关系，通常根据经济理论

和数据特征来确定。

考虑经济理论

根据经济理论来确定模型的结构，

以确保模型能够反映经济变量之

间的因果关系。

考虑数据特征

根据数据特征来确定模型的结构，

例如使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等方法来确定变量之间的长期关

系。

识别模型结构



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

最大似然估计法是一种统计方法，用于估计未知参

数的值，使得样本数据的似然概率最大。

使用最小二乘法

最小二乘法是一种统计方法，通过最小化预

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残差平方和来估计未知

参数的值。

估计模型参数

在建立SVAR模型之后，需要估计模型的参

数。参数估计通常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或最

小二乘法等统计方法。

估计模型参数



03 SVAR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单位根检验是用于检验时间序列数据是否存在单位根，即是否存在非平稳性。在SVAR模型中，单位根检验常用于检验模型中

的内生变量是否稳定。

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有ADF检验、PP检验等，这些检验的原假设都是存在单位根，即数据非平稳。如果检验结果拒绝原假

设，则说明数据平稳，SVAR模型是稳定的。

单位根检验



VS

Johansen协整检验用于检验多个时

间序列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

系。在SVAR模型中，Johansen协整

检验用于确定内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

协整关系。

协整关系的存在说明变量之间存在长

期均衡关系，这有助于判断SVAR模

型的稳定性。如果Johansen协整检

验结果拒绝原假设，说明内生变量之

间不存在协整关系，SVAR模型可能

不稳定。

Johansen协整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用于检验一个时间序列是否是另一个时间序列的原因，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

SVAR模型中，Granger因果检验用于判断内生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如果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显示某一内生变量对另一内生变量没有显著影响，说明该内生变量对SVAR

模型的稳定性没有贡献，可能需要从模型中剔除。因此，Granger因果检验也是检验SVAR模型稳定性

的重要方法之一。

Granger因果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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