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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将计量经济学与气象学相结合，在经典ＣＤ生产函数中引入气象因子构建气象计量经济模型，引入弹性和极差率

的概念，定量分析了气象条件变化对我国农业经济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准确性，加入气象因子提高

了对农业经济产出的整体拟合水平，初步证明了计量经济模型的合理性。受气象条件变化的综合影响，各行政区农业经济产

出变化幅度为５％～８５％，各区域农业经济产出变化幅度为３．４％～１９．５％。计量经济学在气象领域的应用可以定量评估天

气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为天气和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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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以全球增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已经对全

球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显著的影响。ＩＰＣＣ

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在全球不同地区产

生的影响差异很大，如果全球平均温度升高４℃，全

球平均ＧＤＰ损失将达到１％～５％，但是区域的经

济损失将会更大。随着温度的继续升高，气候变化

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进一步增大［１］。２００６年，由英国

著名经济学家斯特恩领导编写的《斯特恩回顾：气候

变化经济学》采用经济学模型，对北美、欧洲以及澳

大利亚等地区气候变化对经济和粮食产量的影响进

行了详细的评估，结论指出，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承

载能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对全球经济产

生的影响多为负面的［２］。ＩＰＣＣＡＲ４报告中采用的

全球平均估计，低估了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失，对

于高敏感和气候适应能力较低的国家或地区，经济

损失将显著增大。

许小峰［３］指出，气象经济的概念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气象条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如利用气象信

息减少灾害损失；二是以气象信息为手段，通过市场

需求获利。国内学者比较关注气象信息服务的社会

经济效益，并取得一定研究成果［４７，２２］。运用计量经

济模型评估天气气候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起源于国

外，近年来才在国内开始兴起。Ｄｕｔｔｏｎ分析指出，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具有天气气候风险，

其中受天气气候变化影响的农业ＧＤＰ值达１３５８亿

美元［８］。Ｊｅｆｆｅｒｙ
［９］和Ｌａｒｓｅｎ

［１０］用加入气象因子的

计量经济模型，对美国１１个经济行业进行了天气敏

感性评价，受天气变化影响的美国农业 ＧＤＰ为

１２．０９％。董文杰、丑洁明等将气象因子引入 ＣＤ

生产函数构建新的气候经济模型，用东北粮食产量

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１１１２］。罗慧等采用相同的方法

构建计量模型，细致评估了陕西各经济行业对气象

条件的敏感性，总体而言，陕西经济产出对气象条件

变化的敏感性幅度约为９．４％～１１．５％
［１３１４］。孙宁

等建立多变量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ＳＶＡＲ，通过

脉冲响应函数来考察气温对南京市工业经济的动态

影响，结果表明平均每年南京工业产值的３．１％受

到气温升高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平均每年南京工

业经 济 发 展 对 本 地 的 气 温 升 高 的 贡 献 率 有

４．４％
［１５１６］。与国外研究成果相比较，国内学者对天

气气候经济影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方法

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而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评

估天气气候的影响还限制于个别地区和个别站点。

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的经济生产活动都直接或

者间接受到天气变化的影响。例如，高温、寒潮、暴

雨、干旱以及长时期的气候变率都会影响国民经济，

而农业经济受到的损失最为严重。因此，建立气象

计量经济模型，用科学严谨的计量分析方法，定量分

析高敏感、高脆弱的农业经济受气象条件变化影响

的大小，有利于进一步研究不利天气条件影响我国

农业经济产出风险水平，适应和减缓不利天气条件

对农业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

１　资料

１．１　气象资料

气象数据采用的是国家气候中心１９７８—２００６

年１６０个标准站的逐日平均温度、逐日降水资料。

以年为单位，计算的气象因子包括＞１０℃活动积温

犃犆犜、平均温度标准差犜犇、年降水量犘与降水量标

准差犘犇。

１．２　社会经济统计资料

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新中国５５年统计年

鉴》［１７］，以及中国统计局统计数据库，包括１９７８—

２００６年３１个行政区的农业ＧＤＰ值、固定资本总投

资犓、农业劳动力人数犔与农业机械化总动力犈。

２　方　法

２．１　计量经济模型的构建

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在经典的 ＣＤ生产函

数［１８］中引入气象因子 ，将气象因子和资本、劳动

力、能源等常规经济因子一起看成是影响经济产出

的因素：

　　　　　　　犙＝犳（犓，犔，犈，犠） （１）

式（１）中犙，犓，犔，犈，犠 的分别代表农业经济产出、

固定资本投资、劳动力、能源和气象因子向量，将公

式（１）改写成传统的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产函数的指

　　ＣＤ生产函数的传统形式表示为犢＝犃（狋）犔α犓βμ，式中犢 是工业总产值，犃（狋）是综合技术水平，犔是投入的劳动力数，犓 是资本投入，α

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μ表示随机干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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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形式：

犙＝犃犲
δ狋犓β犓犔β犔犈β犈犠βＷ （２）

式（２）中的β犓，β犔，β犈，和β犠 为常数系数，犲
δ狋代表科技

进步动态变化对经济产出的影响，犃 代表影响经济

产出的所有其他因子的共同作用，传统ＣＤ生产函

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约束条件，即所有常数系数之

和为１或者∑
犠

犻＝犓β犻＝１
。将公式（２）转换成自然对

数形式，同时可以引入自变量的平方项和相互作用

项：

ｌｎ（犙犻犼狋）＝ｌｎ（犃犻犼）＋δ狋犻犼＋∑
犡
β犡ｌｎ（犡犻犼狋）＋

∑
犡
β犡犡ｌｎ（犡犻犼狋）ｌｎ（犡犻犼狋）＋ε犻犼狋 （３）

式（３）中的ε犻犼狋为随机误差项，犡是自变量向量，模型

系数β犡 或β犡犡表示自变量的产出弹性，可以代表经

济产出对不同因子变化的敏感性。

２．２　模型的设定与诊断

２．２．１　异方差与自相关性

经济数据存在异方差、自相关性，普通最小二乘

法ＯＬＳ会给模型参数的估计带来误差。因此，对残

差序列相关的行政区建立一阶自回归模型ＡＲ（１）。

将中国分为８个区域
［１９］（图１），对８个区域建立面

板数据模型，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方法ＧＬＳ估计模型

参数，同时应付异方差与自相关问题。解决数据存

在的异方差、自相关性之后，模型的估计参数才是线

性无偏的，模型的参数才能进一步加以解释［２０］。

图１　区域划分

Ｆｉｇ．１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２．２．２　初步验证

在不加入气象因子的条件下，预测１９７８—２００６

年３１个行政区的农业经济产出，预测值与实际值的

拟合犚２ 值为０．９８９６（图２ａ），加入气象因子之后，模

型的拟合犚２值为０．９９０３（图２ｂ）。因此，本文建立的

计量经济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准确性，且加入气象因

子之后提高了模型对农业经济产出的整体拟合能力。

图２　ＧＤＰ预测值与实际值的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ＧＤ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ｒｅａｌｄａｔａ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气象因子对各行政区农业经济的产出弹性

用犇犠 统计量诊断残差序列的自相关性，存在

自相关的行政区建立一阶自回归模型并估计模型参

数，其中有８个行政区气象因子产出弹性具有统计

显著性（表１）。

犃犆犜与重庆、湖南农业经济产出显著正相关，

与海南农业经济产出显著负相关。犃犆犜 每增加

１％，重庆、湖南农业经济产出分别增加１．６３％、

２．６５％，海南农业经济产出减少３．９３％。犜犇 与重

庆、广东农业经济产出显著正相关，与海南、天津、云

南的农业经济产出显著负相关。犜犇每增加１％，重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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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气象因子对行政区农业经济的产出弹性

犜犪犫犾犲１　犈犾犪狊狋犻犮犻狋犻犲狊狅犳犪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狅狌狋狆狌狋狋狅

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犳犪犮狋狅狉狊犳狅狉犪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狏犲狉犲犵犻狅狀狊

行政区 犃犆犜 犜犇 犘 犘犇 犇犠检验

重庆 １．６３ ２．００ ０．４３ －０．１４ ２．２５

广 东 ０．０１ ０．２９ －０．０６ ０．１０ ０．９９

海南 －３．９３ －０．７９ －０．０９ ０．１６ ０．９９

河北 －０．１５ －０．７５ －０．３１ ０．４５ １．４５

湖南 ２．６５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３７ １．９８

内蒙 －０．０６ －０．３１ ０．０１ ０．３８ １．００

天津 ０．２９ －１．３７ －０．０８ ０．２０ １．７４

云南 －０．１３ －０．４０ ０．０９ －０．４２ ０．９８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１０％，表示显著性水平５％，表示

显著性水平１％

Ｎｏｔｅｓ：，，ａｎｄ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ｖａｌｕｅｓａｔａ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ｏｆ０．１，０．０５，ａｎｄ０．０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ｓａｍｅ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庆、广东农业经济产出分别增加２％、０．２９％，海南、

天津、云南农业经济产出分别减少０．７９％、１．３７％、

０．４％。犘犇与河北、内蒙古农业经济产出显著正相

关，与云南农业经济产出显著负相关。犘犇 每增加

１％，河北、内蒙古农业经济产出分别增加０．４５％、

０．３８％，云南农业经济产出减少０．４２％。此外，犘

与各行政区的农业经济产出的定量关系不具有统计

显著性。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８个行政区的农业经济

产出对温度类气象因子的敏感性大于降水类气象因

子。对温度显著敏感的行政区有重庆、广东、海南、

湖南、天津和云南，对降水显著敏感的行政区有河

北，内蒙古和云南。

３．２　气象因子对各区域农业经济的产出弹性

因为单个行政区分析样本量为２９个，样本量的

不足使很多行政区的农业经济产出与气象条件之间

的定量关系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将中国分

区建立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模型，在增加样本量的前提下，进

一步分析气象条件变化对区域农业经济产出的影

响。根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华北地区选择固定

效应做计量分析，其余区域则选择随机效应。采用

广义最小二乘法ＧＬＳ估计模型参数，得到气象因子

对各区域农业经济的产出弹性（表２）。

　　犃犆犜与华北农业经济产出显著正相关，与西南

农业经济产出显著负相关。犃犆犜 每增加１％，华北

农业经济产出增加０．９５％，西南农业经济产出减少

０．１８％。犜犇与华北、华南农业经济产出显著负相

关，与西南、西北农业经济产出显著正相关。犜犇每

表２　气象因子对区域农业经济的产出弹性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犾犪狊狋犻犮犻狋犻犲狊狅犳犪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狅狌狋狆狌狋狋狅

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犳犪犮狋狅狉狊犳狅狉犵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狉犲犵犻狅狀狊

区域 犃犆犜 犜犇 犘 犘犇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华北 ０．９５ －１．５０ －０．１６ ０．２１ ３０．０９

东北 ０．１５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７ １．４０

华东 －０．１９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０４ ２．７５

华中 －０．０８ －０．２４ －０．１８ ０．０７ １．９８

华南 －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０３ －０．０５ １．２１

西南 －０．１８ ０．４０ ０．０１ －０．０２ １１．０９

西北 －０．１０ ０．５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８０

青藏 ０．０２ ０．４４ ０．１３ －０．０９ ０．１５

增加１％，华北、华南农业经济产出分别减少１．５％、

０．２４％，西南、西北农业经济产出分别增加０．４％、

０．５４％。犘犇与华北农业经济产出显著正相关，犘犇

每增加１％农业经济产出增加０．２１％。犘与华中农

业经济产出显著负相关，犘 每增加１％农业经济产

出减少０．１８％。此外，气象条件与东北、华东和青

藏三个地区农业经济产出的定量关系不具有统计显

著性。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相对于降水因子，温度因

子对中国各区域农业经济产出的影响更大更显著。

其中，华北、华南、西南和西北的农业经济产出受温

度影响显著，华北、华中的农业经济产出受降水影响

显著。

３．３　气象条件影响农业经济产出的极差率

引入极差率这一概念，进一步分析气象条件变

化对农业经济产出的综合影响。在保持经济因子不

变的条件下，将１９７８—２００６年气象因子值代入模

型，计算得到２９年的农业经济产出值。因为经济因

子保持不变，２９年的农业ＧＤＰ的变化大小完全由

气象因子变化大小决定，并计算出最大值 ＧＤＰｍａｘ、

最小值ＧＤＰｍｉｎ、平均值ＧＤＰａｖｅ、极差犚犪狀犵犲与极差

率犚犪狀犵犲狉犪狋犲（极差与平均值的比率）。

图３为各行政区农业经济产出受气象条件变化

综合影响的极差率。较大的５个行政区包括，重庆

８５％、海南５０％、湖南４９％、青海３５％与甘肃３３％，

表明这５个行政区农业经济产出对气象条件变化的

敏感性较大。极差率较小的５个行政区包括河南

１１％、宁夏１０％、山东９％、贵州６％与四川５％，表

明这５个行政区农业经济产出对气象条件变化的敏

感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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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行政区农业经济产出极差率

Ｆｉｇ．３　Ｒ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ｐｕｔｔｏｗｅａｔｈｅｒ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ｇｉｏｎｓ

　　图４为各区域农业经济产出受气象条件变化综

合影响的极差率，从大到小依次为华北１９．５％、华

南１４．１％、华中９．５％、青藏８．８％、西南６．７％、西

北５．７％、华东３．７％与东北３．４％。各区域农业经

济产出对气象条件变化的敏感性大小与表２中所得

结论较为一致。农业经济产出对气象条件变化敏感

性较大的区域，应提高农业经济生产活动关键时期

的天气预报或气候预测准确率，提前预估受天气变

化影响的农业经济产出值，有利于决策者及时调度

资源，减缓农业经济的可能损失。

图４　区域农业经济产出极差率

Ｆｉｇ．４　Ｒ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ｐｕｔｔｏｗｅａｔｈｅｒ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ｓ

４　结论和讨论

４．１　结　论

将计量经济学与气象学结合，建立气象计量经

济模型。在对模型进行充分的诊断与检验之后，对

气象条件变化影响我国农业经济产出进行了计量经

济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加入气象因子的模型能够提高对我国农业

经济产出的整体拟合能力，模型预测值与实际值拟

合犚２ 值为０．９９０３，初步证明了本文所构建模型的

合理性。

（２）引入“弹性”这一概念，表征单个气象因子

对农业经济产出的影响大小。相对于降水、温度因

子对我国８个行政区和各区域的农业经济产出的影

响更显著。对温度因子显著敏感的行政区有重庆、

广东、海南、湖南、天津和云南，对降水因子显著敏感

的行政区有河北、内蒙古和云南。华北、华南、西南

和西北的农业经济产出受温度因子影响显著，华北、

华中的农业经济产出受降水因子影响显著。

（３）引入“极差率”这一概念，在保持经济因子

不变的条件下，分析４个气象因子变化对中国农业

经济产出的综合影响。各行政区农业经济产出极差

率变化幅度为５％～８５％，各区域农业经济产出极

差率变化幅度为３．４％～１９．５％。

４．２　讨　论

将经济学与气象学结合，构建气象计量经济模

型，为气象和气候变化研究工作提供了新思路和新

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经济学与气象学结合的

理论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未来的研究工作中，

将采用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更加细致的数据，就天

气气候对我国粮食产量的影响，极端气候事件对我

国不同经济部门的影响等科学问题，从计量经济学

角度进行科学分析。这些工作的实施可以定量评估

天气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为我国天气气候

变化的风险管理、防灾减灾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１］　ＩＰＣＣ．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０７：ＴｈｅＡＲ４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Ｍ］．

Ｇｅｎｅｖａ，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ＩＰＣＣ，２００７：６０７０．

［２］　Ｓｔｅｒｎ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ｖｉｅｗ

［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１２２

１３９．

［３］　许小峰．“气象经济”概念辨析［Ｊ］．江西气象科技，２００３，２６

（４）：１２１４．

［４］　于庚康，秦铭荣，季润生，等．江苏省气象为农业服务效益评

估模型［Ｊ］．气象，２００１，２７（２）：２９３１．

［５］　罗慧，张雅斌，刘璐，等．高影响天气事件公众关注度的风险

评估［Ｊ］．气象，２００７，３３（１０）：１５２２．

０５　　　　　　　　　　　　　　　　　　　 　
气　　象　　　　　　　　　　　　　　　 　　 　　　第３６卷　



［６］　罗慧，谢璞，俞小鼎．奥运气象服务社会经济效益评估个例分

析［Ｊ］．气象，２００７，３３（３）：８９９４．

［７］　扈海波，王迎春，李青春．采用ＡＨＰ方法的气象服务社会经

济效益定量评估分析［Ｊ］．气象，２００８，３４（３）：８６９２．

［８］　ＤｕｔｔｏｎＪＡ．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ｉｎａｎｅｗｅｒａｆｏｒｗｅａｔｈｅｒ

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２，８３（９）：１３０３１３１１．

［９］　ＬａｒｓｅｎＰＨ．Ａ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ｓｔｏＷｅａｔｈｅｒ［Ｄ］．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６．

［１０］　ＬａｒｓｅｎＰＨ，ＬａｗｓｏｎＭ，ＬａｚｏＪＫｅｔ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ｏＷｅａｔｈｅｒ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６，２００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ｏｕｌｄｅｒ，ＣＯ．［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ｏｎｌｉｎｅａｔｗｗｗ．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ｏａａ．ｇｏｖ／？ｆｉｌｅ＝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１］　丑洁明，董文杰，叶笃正．一个经济气候新模型的构建［Ｊ］．科

学通报，２００６，５１（１４）：１７３５１７３６．

［１２］　ＤｏｎｇＷｅｎｊｉｅ，ＣｈｏｕＪｉｅｍｉｎｇ，ａｎｄＦｅｎｇＧｕｏｌｉｎ．Ａｎｅ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ｆｏｒ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ｎ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

［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７，２４（２）：３３６３４２．

［１３］　罗慧，李良序．气象服务效益评估方法与应用［Ｍ］．北京：气

象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４９２８５．

［１４］　罗慧，谢璞，薛允传，等．奥运气象服务社会经济效益评估的

ＡＨＰ／ＢＣＧ组合分析［Ｊ］．气象，２００８，３４（１）：５９６５．

［１５］　孙宁，李廉水．基于ＳＶＡＲ 模型的气温变化对南京市工业经济

的影响研究［Ｊ］．气象，２００９，３５（１０）：９０９６．

［１６］　孙宁，李廉水，严明良．基于协整理论的气温变化对南京市主要

行业的影响研究［Ｊ］．气象，２００８，３４（９）：９７１０３．

［１７］　中国统计局．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１９４９－２００４［Ｍ］．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８］　ＣｏｂｂＣＷａｎｄ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Ｈ．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２８，１８：１３９１６５．

［１９］　中国气象局．中国灾害性天气气候图集１９６１－２００６年［Ｍ］．北

京：气象出版社，２００７：ＩＶ．

［２０］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Ｊ．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Ａ Ｍｏｄｅｒ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Ｍ］．Ｃｉｎｃｉｎｎａｔｉ，ＯＨ：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３．

［２１］　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９：１４５１４６．

［２２］　陈云峰，高歌．近２０年我国气象灾害损失的初步分析［Ｊ］．气象，

２０１０，３６（２）：

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

７６８０．

征稿简则

１　《气象》主要刊登气象科学研究领域的综合评述及研究论文；天气、气候诊断分析与预报技术；气象业务技术及业务现代化建

设经验；气象灾害的规律及防灾减灾决策；公共气象服务和专业气象服务技术方法；气象科技信息动态等。

２　来稿注意事项

２．１　来稿务必论点明确，数据可靠，文字精炼。文章的书写顺序为：中文题目（不超过２０个汉字）、作者姓名、单位名称、邮政编

码、中文提要（２００～３００字）、关键词（３～８个）；英文题目、作者姓名、单位名称、邮政编码、英文提要及英文关键词；引言；正

文；结论和讨论；致谢；参考文献。文章首页页脚处附作者信息，即姓名、从事专业工作和研究方向．Ｅｍａｉｌ等。

２．２　正文标题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不同层次数字间用圆点间隔，如“１”，“１．２”，“２．１．３”等。标题左顶格，在数字编号后空一

格再写标题，末尾不加标点符号。

２．３　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请注明省部级以上基金名称和项目编号。

２．４　文稿的单位制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图、表中量和单位间用“／”隔开，表示物理量的符号用斜体表示，并注

意文种、大小写、正斜体、上下角码等。

２．５　科技术语和名词应使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

２．６　文稿只附必要的图表。图、表要求准确，清晰，美观。在文中相应的位置插入图、表。图、表附相应的中英文图题、表题。附

表请使用三线表。

２．７　参考文献按在文内出现顺序连续编码。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献书写格式为：［序号］作者姓名（列出前３位）．题名［Ｊ］．期刊

名，年，卷（期）：页码．在专著、教科书上发表的文献书写次序为：［序号］作者姓名．译者姓名．文题名．书名［Ｍ］．出版地：出

版社，出版年：页码．

３　请勿一稿两投。本刊一般不退稿，若６个月内未见刊用通知，可自行处理。

４　本刊收取发表费，并付稿酬，所付稿酬包含纸质版、数字版稿酬和刊物内容网络服务报酬等。凡不同意将其稿件纳入此两种

版本进行交流者，请书面说明。

５　通讯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４６号《气象》编辑部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８１

　 网上投稿地址：ｈｔｔｐ：∥２１９．２３４．８３．５

　 电话：（０１０）６８４０７９３６　５８９９３７８９　６８４０７３３６　Ｅｍａｉｌ：ｑｉｘｉａｎｇ＠ｃａｍｓ．ｃｍａ．ｇｏｖ．ｃｎ

１５　第１０期　　　　　　　 　　刘　杰等：气象条件影响我国农业经济产出的计量经济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