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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GDP增速及拐点预测：经济新常态和疫情期的特殊意义 

 季度GDP核算：1992年起步，2011年环比，2015年正式 

 季度GDP增速预测常用的传统方法： 

  一是定性预测方法 

  二是定量预测方法：计量经济学、系统仿真、其他方法 

 囿于所用数据在发布频率、量体等诸多方面的制约因素，

以及模型自身的缺陷，预测结果的有效性常常遭受质疑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述评 

 



大数据为宏观经济走势预测带来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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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的内涵界定 

     技术能力视角：大数据是规模超过现有数据库工具获取、

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集。 

     概念内涵视角：可以将大数据定义为具有海量性、高速

性、多样性和可变性等特征的多维数据集，需要通过可伸缩

的体系结构实现高效的存储、处理和分析。 

                                                           ——2017年12月 



       

      信息技术大数据国家标准（GB/T 35295-2017）：具有

体量巨大、来源多样、生成极快、且多变等特征并且难以

用传统数据体系结构有效处理的包含大量数据集的数据。 

（2017.12.29发布，2018.7.1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国家统计局对大数据给出的定义： 

       

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发改委（2017；官方指导意见）：大

数据是非传统数据的主体，在很多情形下可以代指非传统

数据。具体而言，非传统数据是指通过非传统政府统计调

查获取的数据（国外一些机构也称之为“二手数据”） 。 

国家统计局（2013，2015；研究成果）：大数据通常被

认为是采用多种数据收集方式、整合多种数据来源的数据，

是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架构高速处理和挖掘、具有高度应

用价值和决策支持功能的数据、方法及其技术集成。 

 

 



 
 大数据为经济预测带来的机遇 

         一是数据量体 

         二是数据类型 

         三是数据思维：Forecasting（预测）→ 

                                     Nowcasting（现测） 

 利用大数据预测季度GDP增速的代表性文献有Götz and 

Knetsch（2019）、Clark et al（2017）、Kopoin et al

（2013）、Carriero et al（2012）以及刘涛雄和徐晓飞

（2015），等等。 



 

利用大数据预测季度GDP的建模思路探索 

         一是抽取变量数据的主要解释因子 

         二是假定变量估计系数满足一定的统计分布 

         三是利用高维数据机器学习模型 

         四是将大数据变量植入主流的DSGE模型 

         五是其他思路（系统动力学等） 



 

利用大数据预测季度GDP的建模思路探索 

   √    一是抽取变量数据的主要解释因子 

         二是假定变量估计系数满足一定的统计分布 

         三是利用高维数据机器学习模型 

         四是将大数据变量植入主流的DSGE模型 

         五是其他思路（系统动力学等） 



 
本报告利用大数据建模分析的主要内容 

一是利用大数据指标完善季度GDP增速预测方法 

二是探讨大数据月度指标在季度GDP预测中的作用 

三是优化所用的混频大数据动态因子模型 



二、理论模型与估计方法 

 
采用混频大数据动态因子模型的主要原因 

一是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数据频度不同 

二是便于减少大量月度指标之间的信息重叠 

三是公共因子时间序列变量可能存在较为显著

的自回归关系 



 
动态因子模型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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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季度GDP环比增速 

 

 

 

 

  表示基于每季度对应月份的、潜在的GDP月度

环比增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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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随机冲击项序列之间在任何时点均独立 
 
 
▲以上为混频动态因子模型的基本设置，可

以表示为经典的状态空间形式。 



 
以p=1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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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方法 

 

 

 

    建立似然函数，利用主成分和卡尔曼滤波的求解

方法处理，使得： 

 *

1( ) ( ( )) ( ( ))n nln ln 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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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用于预测季度GDP环比增速的指标集包括： 

 

      一是传统宏观经济统计指标集：14个 

      

      二是大数据指标集：8个 

 

      注意：所有指标均为环比数据 

 

 



 
大数据指标选取规则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非传

统数据统计应用指导意见》科学选取大数据变量指标 

        ——非传统数据是指通过非传统政府统计调查获取的

数据，包括政府部门的行政记录数据、商业记录数据、互

联网数据、电子设备感应数据以及其他非传统数据 

        ——大部分大数据变量的原始数据均可以免费获取 

        ——部分大数据需要通过网络爬取（借助Python的爬

虫框架scrapy） 

 

 



指标集 指标名称 样本区间 指标集 指标名称 样本区间 

传
统
宏
观
经
济
统
计
指
标
集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2011Q1-2018Q3 

大
数
据
指
标
集 

上海钢联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2011Q1-2018Q3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2011Q1-2018Q3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2011Q1-2018Q3 

中国煤炭价格指数（全国综
合指数） 

2011Q1-2018Q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011Q1-2018Q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11Q1-2018Q3 

进出口总额 2011Q1-2018Q3 
财新中国制造业PMI 2011Q1-2018Q3 

广义货币（M2） 2011Q1-2018Q3 

社会融资规模 2011Q1-2018Q3 
财新中国服务业PMI 2011Q1-2018Q3 

国家财政支出额 2011Q1-2018Q3 

中国制造业PMI 2011Q1-2018Q3 物流景气指数 2016Q1-2018Q3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2011Q1-2018Q3 新经济指数 2016Q1-2018Q3 

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2011Q1-2018Q3 
电商物流运行指数 2016Q1-2018Q3 

发电量 2011Q1-2018Q3 

股市日均成交额 2011Q1-2018Q3 数字经济指数 2016Q1-2018Q3 

      预测季度GDP增速的月度指标集 



 
大数据指标的具体来源说明 

 

      上海钢联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来源于上海钢联官方网

站，中国煤炭价格指数（全国综合指数）来源于中国

煤炭市场网，物流景气指数和电商物流运行指数来源

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其余指标均来自于财新网。 

 



四、实证分析结果及讨论 

 
根据大数据指标情况分成两部分讨论： 

（一）基于2011Q1-2018Q3期间样本的实证分析 

             14个传统宏观经济指标，4个大数据指标 

（二）基于2016Q1-2018Q3期间样本的实证分析 

             14个传统宏观经济指标，8个大数据指标 

预测优劣程度的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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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于2011Q1-2018Q3期间样本的实证分析 

 
    不包含大数据指标模型预测的均方根误差（代表性部分） 

  q=13 

 

q=12 

 

 

q=11 

 

 

q=10 

 

 

q=9 

 

 

q=8 

 

 

q=7 

 

p=1 

r=13 0.1089 0.1106 0.1140 0.1102 0.0953* 0.1026 0.1035 

r=12 — 0.1117 0.1138 0.1134 0.1020 0.1234 0.1214 

r=11 — — 0.1170 0.1216 0.1190 0.1309 0.1250 

p=2 

 

r=13 0.1088 0.1091 0.1074 0.1068 0.1149 0.1151 0.1207 

r=12 — 0.1117 0.1093 0.1102 0.1212 0.1194 0.1287 

r=11 — — 0.1176 0.1184 0.1246 0.1230 0.1203 



  q=17 q=16 q=15 q=14 q=13 q=12 q=9 

p=1 

 

r=17 0.0987 0.0974 0.0967 0.1036 0.1080 0.1041 0.0821* 

r=16 — 0.1053 0.1054 0.1078 0.1078 0.1059 0.0894 

r=15 — — 0.1054 0.1067 0.1104 0.1117 0.0952 

p=2 

 

r=17 0.0982 0.1006 0.1023 0.1050 0.1072 0.1168 0.1231 

r=16 — 0.1050 0.1051 0.1043 0.1064 0.1164 0.1137 

r=15 — — 0.1053 0.1047 0.1071 0.1137 0.1090 

    包含大数据指标模型预测的均方根误差（代表性部分） 



 不含大数据 q=13 

 

q=12 

 

 

q=11 

 

 

q=10 

 

 

q=9 

 

 

q=8 

 

 

q=7 

 

p=1 

r=13 0.1089 0.1106 0.1140 0.1102 0.0953 0.1026 0.1035 

r=12 — 0.1117 0.1138 0.1134 0.1020 0.1234 0.1214 

r=11 — — 0.1170 0.1216 0.1190 0.1309 0.1250 

p=2 

 

r=13 0.1088 0.1091 0.1074 0.1068 0.1149 0.1151 0.1207 

r=12 — 0.1117 0.1093 0.1102 0.1212 0.1194 0.1287 

r=11 — — 0.1176 0.1184 0.1246 0.1230 0.1203 

 含大数据 q=17 q=16 q=15 q=14 q=13 q=12 q=9 

p=1 

 

r=17 0.0987 0.0974 0.0967 0.1036 0.1080 0.1041 0.0821 

r=16 — 0.1053 0.1054 0.1078 0.1078 0.1059 0.0894 

r=15 — — 0.1054 0.1067 0.1104 0.1117 0.0952 

p=2 

 

r=17 0.0982 0.1006 0.1023 0.1050 0.1072 0.1168 0.1231 

r=16 — 0.1050 0.1051 0.1043 0.1064 0.1164 0.1137 

r=15 — — 0.1053 0.1047 0.1071 0.1137 0.1090 



 
两点基本结论 

    ——大数据指标确实较为显著地降低了模型预

测的均方根误差（RMSE），提升了预测精度 

    ——发挥大数据指标的预测功用，需要科学合

理设置参数，并非只靠大数据本身就能够较为方

便地得出较好的预测效果 

 

 

 

 



 
利用下式将季度GDP环比增速，转换成季度

GDP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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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预测效果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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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预测效果对比图 

 

6.4

6.8

7.2

7.6

8.0

8.4

8.8

9.2

9.6

10.0

10.4

i ii iii iv i ii iii iv i ii iii iv i ii iii iv i ii iii iv i ii iii iv i ii iii iv i ii iii iv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GDP
GDP_BF

GDP_F



 
 2.基于2016Q1-2018Q3期间样本的实证分析 

 

 
  q=8 q=7 q=6 q=5 q=4 q=3 

p=1 

 

r=8 0.0143 0.0194 0.0147 0.0500 0.0337 0.0077* 

r=7 — 0.0308 0.0574 0.0617 0.0615 0.0354 

r=6 — — 0.0537 0.0611 0.0561 0.0785 

p=2 

 

r=4 — — — — 0.0463 0.0271 

r=3 — — — — — 0.0641 

r=2 — — — — — — 

     不包含大数据指标模型预测的均方根误差（代表性部分） 



  q=8 q=7 q=6 q=5 q=4 q=3 

p=1 

 

r=8 0.0560 0.0562 0.0421 0.0064 0.0175 0.0184 

r=7 — 0.0545 0.0526 0.0622 0.0596 0.0613 

r=6 — — 0.0570 0.0680 0.0654 0.0854 

p=2 

 

r=4 — — — — 0.0211 0.0014* 

r=3 — — — — — 0.0643 

r=2 — — — — — — 

    包含大数据指标模型预测的均方根误差（代表性部分） 



不含大数据  q=8 q=7 q=6 q=5 q=4 q=3 

p=1 

 

r=8 0.0143 0.0194 0.0147 0.0500 0.0337 0.0077 

r=7 — 0.0308 0.0574 0.0617 0.0615 0.0354 

r=6 — — 0.0537 0.0611 0.0561 0.0785 

p=2 

 

r=4 — — — — 0.0463 0.0271 

r=3 — — — — — 0.0641 

r=2 — — — — — — 

 含大数据 q=8 q=7 q=6 q=5 q=4 q=3 

p=1 

 

r=8 0.0560 0.0562 0.0421 0.0064 0.0175 0.0184 

r=7 — 0.0545 0.0526 0.0622 0.0596 0.0613 

r=6 — — 0.0570 0.0680 0.0654 0.0854 

p=2 

 

r=4 — — — — 0.0211 0.0014 

r=3 — — — — — 0.0643 

r=2 — — — — — — 



模型预测效果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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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基本结论： 

    ——在同样的参数结构下，包含全部大数据指

标的模型并非在所有情形下都拥有更小的预测均

方根误差（REMSE） 

    ——预测效果最好的包含全部大数据指标模型

的RMSE，明显低于预测效果最好的不包含大数据

指标的基准模型 

   ——样本长短对模型预测效果存在较大影响 

 

 



 
 大数据月度指标蕴含的信息，有助于提升季度GDP增

速预测精度和时效性，但这一结论成立的重要前提是需

要获取相对较长的时间序列样本，并科学合理地设置模

型估计的参数。 

 

 

 

 

 

五、主要结论及未来方向 

 

 



 
 大数据月度指标蕴含的信息，有助于提升季度GDP增

速预测精度和时效性，但这一结论成立的重要前提是需

要获取相对较长的时间序列样本，并科学合理地设置模

型估计的参数。 

 

 在同等参数结构设置情形下，仅仅通过增加大数据月

度指标的信息体量，并非总是能够降低预测的均方根误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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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月度指标蕴含的信息，有助于提升季度GDP增

速预测精度和时效性，但这一结论成立的重要前提是需

要获取相对较长的时间序列样本，并科学合理地设置模

型估计的参数。 

 

 在同等参数结构设置情形下，仅仅通过增加大数据月

度指标的信息体量，并非总是能够降低预测的均方根误

差。 

 

 利用大数据建模预测时，可能需要更加多样的数据、

更加新颖的建模切入点和更加抗噪的模型机制设计。 

 

 

 

五、主要结论及未来方向 

 

 



欢迎批评指正！ 

 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