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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暑假前夕，我很幸运地看到举办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的

消息，于是很快和同学一起报名。我和其中一位队员来自中南大学金融系，另一

位成员来自统计系。我们当时写的题目是关于黄金市场波动传导演变，吸取了

Hasbrouck基于 VEC模型提出的信息份额模型中用方差分解表现各个市场不同的

价格反映能力的思想，用 SVAR 模型中的预测方差分解与脉冲响应函数来描述伦

敦黄金市场和上海黄金交易所间的价格波动传导。  

比赛过程中，我感受最深的是评委老师们体现出的专业素养和严谨求实的态

度。答辩过程中专家老师们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向有些团队提出

其使用的模型与现实逻辑的不吻合，或指出其所使用的抽样方法在现实中的弊

端；当我们还对作品的新颖选题感到新鲜时，评委老师很快察觉其创意的背后匮

乏理论支撑。从评委老师们以深厚的数学功底、犀利的眼光、还有长期从事统计

相关工作积累的重要经验给我们了智慧的引导。特别要提到的是魏振军老师，在

后期修改阶段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魏老师非常耐心严谨，她在审稿时发现我

们论文中误将“协整”错写成“斜整”，和我们讨论价格序列取对数的问题，并

详细指导我们如何将图表调整得更加规范。魏老师从容专注的学术气度让我对今

后的学术研究有了很强烈的憧憬。 

再分享一些关于参赛的经验。首先，从建模计算到撰写论文和绘图，应尽量

做到细致准确。统计是一门非常应用的学科，工作中采集的数据和计算出的结果

很大程度上成为以后分析决策的依据，因此再精细小心也不为过。国家统计局每

个月都在收集数据、计算成百上千的经济指标，每个指标都可能影响到政府的决

策，股市的涨跌，消费者的情绪，投资者的动力，所以无论是计算方法还是数据，

都值得反复的推敲检查。我们在前期处理原始数据就格外小心，采集原始数据时，

我们首先剔除（由于假期、停盘、数据缺失等原因导致）无法完整配对的数据，

然后换算单位，对数据进行配对。对 Hasbrouck 的 VEC 方法和 Cholesky 分解我

也进行了深入学习，发觉用 SVAR 模型来刻画两个市场间的价格波动传导最为恰

当，因此改变了以前文献中一贯使用 VEC 方法来描述市场间价格相互影响的方



式。计算出结果后，我们查阅了大量经济文献来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解释，最后

对论文正文斟酌润色，图表也经过多次修整，论文从撰写到修改一共打磨了四个

多月。第二条经验是增强团队合作与分工，因为每个人的擅长迥异，每个人可尽

量扬长避短，使队伍特色最大程度地发挥。在我们的团队里，统计系的高涛同学

擅长制作幻灯片以及提问，他制作了我们答辩时用的幻灯片，齐整精美，而且在

我们比赛的两天，他思维极其活跃，每当其他队完成展示后，他提出一串串关键

且有趣的问题，连评委老师都对他投以赞许的目光，这也对我们的成绩有所加分。 

参加统计建模比赛以后，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更关注统计。现在我即将

完成硕士学习进入博士阶段，两年来我的过半课程都涉及统计，计量经济学和数

学。学习如测度论，概率论，渐进统计等基础课程，对我来说像是在修行，虽然

学习过程中被抽象艰涩的概念证明不断折磨，但学懂后有一种通透的领悟，统计

真是一门美丽的语言。最后我想深深地感谢比赛的主办方--中国统计教育学会，

还有热情负责的组织者，李锐、孙慧等老师，因为你们的辛勤工作才有了这个大

学生统计学习和展示的优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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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秘书处说明：该文作者是中南大学获得 2011 年大赛一等奖参赛队员。该

征文内容已经作者同意可在中国统计教育学会及国家统计局微博微信平台酌情

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