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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写在前面的话 

 

关于学习 Stata 的意义，大家只需知道：目前，Stata 是计量经济学、特别是微观

计量经济学的主流软件。因此，Stata 很重要、很有用，而大家也会在使用 Stata

的过程中慢慢体会到它的特点。 

 

本讲义取名为“Stata 简明讲义”，意在突出“简”和“明”两个字。虽然讲义长

达五十多页，但相比 Stata 的完全手册来说，还不及九牛之一毛，故为“简”。实

际上，完全手册中的很多内容都鲜有人（特别是计量经济学者）问津，而本讲义

列出的内容则是大家经常用到的操作；所以，“简”也有“简”的好处。即便如

此，掌握这份讲义也并非易事。所谓“明”，是明晰的意思。本讲义本着“手把

手教”的精神，力求把每项操作都说得具体明晰，以方便初学者（特别是没有程

序操作经历的初学者）尽快上手。至于本讲义在“简明”上做得怎么样，还需要

各位读者来评判。 

 

中心的一位学长邹传伟，曾经写过一份“Stata 介绍”，在网上可以下载。那份讲

义比较全面，但不够具体明晰。本讲义参照那份讲义，在框架上查漏补缺，并进

一步地明晰化。本讲义第二部分的“do 文件”和第七部分的“残差分析”的相

关内容均来自于中心的沈艳老师的相关讲义，而沈老师对于本讲义的成形给予了

细致的指导。本讲义附带了一些数据文件，其中“WAGE1.dta”和“WAGEPRC.dta”

均来自 Wooldridge 的中级计量教材的数据集，而其他数据则为作者自己的杜撰。

尽管从别人那里拿来了许多好东西，但本讲义的任何错误仍源于作者自己的疏

忽。 

 

本讲义是这样安排的：第一部分讲 Stata 的界面，第二部分讲 do 文件，第三部分

讲怎样把数据导入 Stata，第四部分专门讲 help 和 search 命令以及帮助文件的阅

读方法，第五部分讲数据的描述及管理，第六部分讲如何画图，第七部分讲初步

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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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各位学习愉快。 

 

 

一、Stata 长什么样？ 
 

首先，让我们看看 Stata 长什么样。我们以 Stata 9.1（以下简称 Stata）为例。点

击可执行文件“wstata.exe”，即可看到 Stata 的基本界面： 

 

 
 

中间黑色背景的区域就是 Stata 的基本显示界面，数据分析的结果一般显示在这

一区域中。在我看来，黑色的背景有助于减缓视觉疲劳。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显示

方式，可以把鼠标放在这一区域中，点击鼠标右键，进而设定自己喜欢的显示方

式。 

 

围绕着黑色区域，有三个白色背景的框，左边两个，下边一个。左下角的框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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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Variables”，这里会显示数据中所有变量的名称。下边的框的标题是

“Command”，这里用来输入各种操作命令，命令操作的结果一般会显示在黑色

区域中。左上角的框的标题是“Review”，这里会显示你曾经操作过的所有命令。

在三个框的右上角，均有这样一个小图标： 。点击它会使框隐藏起来，其效果

类似于把 QQ 拖到屏幕的边上；再次点击会恢复原状。而点击右上角另外一个图

标 ，会把相应的框关掉；如果想再次打开，可以点击菜单栏的“Window”，并

选择相应的框。 

 

黑色屏幕上方的菜单栏和图标栏，下文会逐步涉及。 

 

 

二、良好的习惯从 do 文件开始 

 

上文提到，Stata 的 Command 框可以输入各种操作命令。实际上，绝大多数初学

者（甚至很多长时间使用 Stata 的人）都只是通过 Command 框一条一条地输入

命令，边走边看。这种做法的缺点在于：进行命令操作的时候具有盲目性，不易

厘清自己将要做什么；而命令操作过后缺乏系统性，忘了自己曾经做过什么，而

且别人也无法了解你的操作过程；另外，如果你想再次进行类似的操作，得重新

输入曾经运行过的命令，比较繁琐。因此，大家 好从一开始就养成一个良好的

习惯：在进行任何程序操作之前，都要事先写好完整的操作计划书；这一操作计

划书在 Stata 里叫做 do 文件，而 Stata 会自动运行 do 文件中计划好的所有操作。 

 

下面是一个 do 文件的一部分（选自沈艳老师的相关讲义），我们借此看一下 do

文件是个怎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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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是这个 do 文件的名称，do 文件的后 名是“do”。第二行是这个 do 文件

的作用，即你要通过这份操作计划书做什么事情。这两行不是操作的内容，而是

对操作的注释。在 do 文件中，注释的部分用“/*”和“*/”包裹起来。有编程经

验的人都知道，注释在程序里非常重要。从上面的 do 文件可以看出，注释不仅

出现在开头，而且出现在每一段命令之前。注释虽然不直接参与程序的运行，但

却可以帮助你清晰地规划将要做的事情，也可以帮助你在事后准确地回忆起曾经

做过的事情，还可以帮助他人较快地读懂你的操作计划。一个好的注释必须简洁、

清晰，能用短短几个词就准确地描述你要做的事情。 

 

接下来，是“set more off”命令。在程序的运行过程中，如果显示结果很长（如

一屏显示不完），屏幕下方就会出现“—more—”的标记；这时，Stata 会暂停显

示；只有按任意键，结果才能继续显示下去。而“set more off”就是把“—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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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去掉的命令；这样，do 文件在运行的过程中就不会因为某项操作的显示结

果太长而暂停运行。 

 

接下来，是“cap log close”命令。要明白这条命令，得先明白什么是 log 文件。

打个比方，开大会的时候，需要录像机全程录像，以备事后查用。同样，运行操

作程序的时候，也需要全程记录所有的操作命令和操作结果，以备事后查用。log

文件就是 Stata 中的录像带，用来忠实记录整个操作过程。如果准备拍新录像的

时候，发现一盘旧录像带还在录像机里放着，那么就要先取出旧录像带，以便放

入新录像带。同样，如果在进行新的程序操作之前，Stata 还在运行着某个以前

的 log 文件，那么就得先把这个 log 文件关掉，以便开启新的 log 文件进行记录。

“log close”就是关闭旧的 log 文件的命令。在“log close”前面加“cap”的原

因是：如果原来没有 log 文件在运行，那么运行“log close”命令会产生错误信

息，Stata 也就会因此中止 do 文件的运行；而前面的“cap”可以阻止在“log close”

命令运行过程中的任何错误信息的出现，从而保证 do 文件的运行不会因此中止。 

 

接下来便是开启新的 log 文件的命令。“log using”命令用来开启一个 log 文件，

命令后面是 log 文件的路径和名称。值得强调的是，Stata 命令中出现文件的路径

和名称时，可以用双引号包裹起来，也可以不用。命令 后“replace”的意思是：

如果在那个路径下已经存在一个这样的文件，那么新开启的 log 文件把原文件完

全覆盖；如果你想在已经存在的 log 文件后面继续记录，可以把“replace”换成

“append”。log 文件的操作还有其他常用命令。直接运行“log”命令可以查询

当前 log 文件的工作状态；“log off”命令可以暂停 log 文件的运行，就像把录像

机暂时关掉；“log on”可以重新开始 log 文件的运行，就像重新开动录像机；如

果想查看 log 文件记录的内容，可以在“view”命令后面加上 log 文件的路径和

名称。此外，点击图标栏的 图标，也可以对 log 文件进行一系列的操作。 

 

接下来就是导入数据、进行各种操作了。后文会逐步介绍相关的内容。 

 

那么，怎样写这样一个 do 文件呢？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打开一个记事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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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在里面编辑，编辑好之后另存为后 名为“do”的文件即可。二、用 Stata

自身附带的 do 文件的编辑器进行编辑。在 Command 框中输入“doed”，就可以

打开 do 文件编辑器。如果想编辑已经存在的 do 文件，需要在“doed”后面加上

do 文件的路径和名称。另外，也可以直接点击 Stata 图标栏里的 图标来编辑

do 文件。编辑 do 文件的过程中，别忘了点击编辑器图标栏上的 图标来保存编

辑的成果。 

 

如果用 do 文件编辑器编辑 do 文件，可以点击编辑器图标栏里的 图标来试运行

do 文件（也可以运行“run”命令加 do 文件的路径和名称）。试运行只会反馈 do

文件中的错误，而不会显示 do 文件的运行结果，这便于对 do 文件的调试。当

do 文件顺利通过试运行之后，便可以点击编辑器图标栏里的 来正式运行（也

可以运行“do”命令加 do 文件的路径和名称）。正式运行会显示所有的运行结果。

此外，还可以通过 Stata 菜单栏中的“File  Do…”来运行一个 do 文件。 

 

上面所讲的内容恐怕不易在短时间内被 Stata 的初学者（尤其是没有程序操作经

历的初学者）完全接受。但是大家应该试着从一开始就养成写 do 文件的好习惯，

并在实践的过程中慢慢体会 do 文件的好处及其所涉及的各种操作。 

 

 

三、怎样把数据导入 Stata? 
 

想炒菜，得先把菜倒进锅里；同样，用 Stata 分析数据，得先把数据导入 Stata。 

 

Stata 默认的数据文件是后 名为“dta”的文件。讲义附带的一个数据文件是

“WAGE1.dta”，它可以直接用 Stata 打开。打开的方式无非有以下几种：1、运

行“use”命令加数据的路径和名称。2、像上文中列出的 do 文件那样，先用“cd”

命令进入数据所在的目录，然后用“use”命令直接加数据的名称来导入数据。

当要操作的许多的数据文件都在同一个目录下面时，用这样的方法导入数据比较

 6



Stata 简明讲义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王非 

方便——导入新数据时，只需改变“use”命令后的文件名即可，而不需改变数

据的路径。3、在菜单栏中选择“File  Open”，并选择数据所在的路径；4、点

击图标栏的 ，并选择数据所在的路径。 

 

在前两种方式中，“use”命令后面，往往需要加一个“clear”。打个比方，想炒

一锅新菜，得把原来的一锅菜倒出去；同样，想导入一个新数据，得把原来的数

据清理出 Stata。“clear”就是把原来的数据清理出 Stata 的命令。 

 

考虑到编辑 do 文件的需要，大家应掌握前两种数据导入方式。通过一个 do 文件

导入数据后，会看到如下的界面： 

 

 
 

我们看到，黑色区域显示出了 do 文件的所有操作及其结果。Review 框中显示出

了曾经运行过的命令（打开 do 文件的命令）；如果你想再次操作曾经操作过的命

令，直接双击 Review 框中的相应命令即可，就不必重新输入一遍了。Variable

框中显示的就是“WAGE1.dta”所包含的变量，有工资（wage），教育水平（educ）

和工作经验（expe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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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按照上述方法打开另一个数据文件“c04adult.dta”时（该文件为中国健

康和营养调查的 2004 年的成人数据。因为太大，没有和讲义附在一起），显示界

面中出现了红色的错误信息： 

 

 
 

这几行提示告诉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数据；此外，还给出了三种可行的方

案：1、更有效地存储和压缩数据，2、删掉某些变量或观测值，3、增大分配给

该数据的空间。一般来说，我们选择第 3 种方案。毕竟，许多人不愿意“委屈”

菜的质量和分量，那就换口大锅吧。 

 

“换大锅”的命令是：set memory xxM。其中的“xx”为一个数字，代表分配给

数据多大的空间；“M”为存储容量的单位，即兆字节。Stata 默认的分配空间是

1M。接下来，我分配给这个大数据 10M 的空间。分配完毕后，就可以顺利打开

数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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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我们已经知道怎样把 dta 格式的数据文件导入 Stata 了。但是，对于

许多不是 dta 格式的数据文件，我们应该怎么办？ 

 

对于后 名是“raw”, “txt”和“csv”的数据，Stata 可以用“insheet using”命

令导入。这个命令的用法和“use”类似。对于那些可以另存为这三种格式的数

据，可以先把它们转化成这三种格式，然后用“insheet using”命令导入。讲义

附带着一个 Excel 文件“wage1_sub.xls”，是“WAGE1.dta”的子样本。打开这个

Excel 文件，另存为“txt”（制表符分隔的文本文件）或“csv”格式后，可以用

“insheet using”命令导入。一般来说，在导入非“dta”格式的数据后，要把这

些数据另存为“dta”格式。因此，在 do 文件的“insheet using”命令的下一行，

好紧跟“save”命令。一般的命令是“save *.dta”，“*”代表另存为的文件名。

如果不加“.dta”，Stata 默认的存储格式为“dta”。此外，如果想保存对数据的任

何改动，也要使用“save”命令。 

 

当源数据是 Excel 数据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将其直接复制粘贴到 Stata 里。以

“WAGE1_sub.xls”为例：1、打开“WAGE1_sub.xls”，用鼠标选定包括变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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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全部数据内容，并复制；2、用 clear 命令清空 Stata 内的原有数据，然后

点击菜单栏中的 图标，将光标放在左上角的那个格子中，然后粘贴。操作完

毕后，我们会看到： 

 

 
 

这个大框是数据编辑框，除了点击 图标之外，还可以直接输入 edit 命令打开。

中间的白色区域就是源文件中的所有数据，每一行为一个观测值（一个人），每

一列为一个变量；白色区域左边是观测值的序号，从 1 到 100；白色区域的上边

是变量名称。我们发现，在复制粘贴的过程中，原来 Excel 文件中的变量名称自

动跑到了数据编辑框中它应当所在的位置。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变量名就不能用

汉字表示。 

 

此外，还可以用专门的数据格式转化软件（比如 StatTransfer）将其他格式的数

据转化成可以直接导入 Stata 的格式。StatTransfer 可以转化的数据格式有许多：

Access 数据、ASCII 数据、Excel 数据、Gauss 数据、Matlab 数据、Minitab 数据、

SAS 数据、SPSS 数据、Statistica 数据和 Stata 数据等，基本上涵盖了常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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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该软件的使用比较简单，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大家可以试着将

“WAGE1_sub.xls”转化成 dta 格式。 

 

后，如果要一条一条地录入数据，可以直接在数据编辑框中录入（但我建议先

用 Excel 等比较方便的软件录入，然后再导入 Stata）。 

 

在数据导入的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其他问题，这需要大家开动脑筋，灵活解决。

在数据导入之后，请大家务必要对照一下源数据，看看导入的数据和源数据是否

一致，是否出现了诸如串行或串列的问题。 

 

 

四、Stata 命令中的倚天剑和屠龙刀 
 

把数据导入 Stata 之后，接下来就是复杂的数据分析和处理工作了。这一工作需

要浩如烟海、变化多端的命令，而这往往使初学者畏而却步。其实，毫不夸张地

说，只要掌握了 Stata 命令中的倚天剑和屠龙刀，就可以畅行江湖了。这两条

重要的命令是：help 和 search。 

 

当你确切地知道某个命令的名称，但却不太清楚它的用法时，就用 help 命令；

当你只是模糊地知道某个命令时，就用 search 命令。下面以简单的线性回归命令

为例。 

 

简单的线性回归命令是 regress。如果你知道 regress 这个命令，但是不知道它

的用法，可以输入如下命令：help regress。然后，Stata 会跳出一个框，对这个命

令进行详细说明（即该命令的帮助文件）。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命令，但是你知道

你想做 OLS，可以输入如下命令：search ols。然后，Stata 会给出它认为和“ols”

这个关键词比较相关的命令及简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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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其中对 regress 命令的简要说明是“Linear regression”，比较符合我们

的需要。用鼠标点击蓝色的命令，就可以得到该命令的帮助文件。寻找命令需要

很多搜索技巧，大家要灵活掌握。 

 

拿到了倚天剑和屠龙刀，但是不会玩，也是白搭。同样，找到了需要的命令，但

是看不懂帮助文件，也是没用。下面详细解说一下 regress 命令的帮助文件，以

求大家对帮助文件有些感觉。 

 

打开 regress 的帮助文件，我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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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角有一行是“dialog：regress”。用鼠标点击后，跳出一个对话框，根据对话

框的提示，可以完成线性回归的操作。前文提到过，Stata 中许多常见的操作，

既可以用程序命令来实现，又可以通过菜单栏和图标栏来实现（如 use、edit 和

regress 等）。使用对话框等工具，固然会比较简便，但却无法用 do 文件进行统一

操作，也无法留下操作记录。因此，建议大家努力掌握相关命令的语法，即使它

非常复杂。 

 

右上角还有一个“also see”。在这里面，Stata 列出了它认为的和 regress 命令比

较相关的其他操作命令。此外，在帮助文件的末尾，有“also see”的更详细的

列表。 

 

往下走，是 Title 和 Syntax。Title 就是命令的名称及简要说明。Syntax 是帮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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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核心内容，它简要介绍了命令的结构和选项。Syntax 的第一行是命令的结构。

“regress”表示回归的命令，“depvar”表示回归的因变量，“indepvars”表示回

归的自变量，“if”表示回归的条件，“in”表示回归的范围，“weight”表示回归

的权重，“options”表示回归的选项。“regress”的前三个字母的下方有一条线，

表示在输入 regress 这个命令的时候，只要输入“reg”即可。帮助文件中其他命

令或选项的下划线均表示这种含义。命令结构中斜体的部分表示在实际操作中，

大家需要将其替换成相应的内容（如将 depvar 替换成真正的因变量）；而粗体且

非斜体的部分（比如 regress）表示在实际操作中，大家得将其照搬。帮助文件中

的斜体或粗体均表示这种含义。用方括号括起来的部分在实际操作中可有可无，

没有括起来的部分必须出现在命令中（比如，reg 命令至少要包含 reg 和 depvar

两项。如果是“reg depvar”，就表示拿因变量对常数项作回归）。所有蓝色的部

分均可用鼠标点击，从而出现进一步的说明。此外，不要忘了“options”之前还

得加个逗号。 

 

命令结构的下面，是命令的选项，即列出什么东西可以作为“options”。选项有

三类。第一类是“Model”，第二类是“SE/Robust”，第三类是“Reporting”。“Model”

表示需要怎样的模型，比如要不要常数项；“SE/Robust”表示需要怎样的标准误，

比如要不要稳健的标准误；“Reporting”表示需要报告怎样的结果，比如需要报

告怎样的置信区间。在选项的右侧，有相应的简要说明。如果需要在命令中出现

多个选项（如既不要常数项，又要报告稳健标准误），则选项之间用空格间隔。 

 

在选项说明的下方，有几行字，是 regress 命令的补充说明：比如在该命令中，

可以加前 ，变量可以包含滞后算子等。 

 

到此为止，大家就把 regress 这个命令的“浓缩版”帮助文件看完了。后面还有

三大部分：“Description”，“Options”和“Examples”。 这三部分是对命令的进

一步说明。“Description”详细说明了该命令是干什么的，“Options”对命令选项

作了更细致的说明，而“Examples”给出了许多应用该命令的例子。如果大家没

有看懂前面“浓缩版”的帮助文件，就需要沉住气，慢慢地品味后面三部分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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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以“WAGE1.dta”为例，运行如下的命令： 

 

reg wage educ exper if female= =1 in 1/100 [aweight=educ], noc l(90) 

 

可以得到： 

 

 

 

这条命令是拿工资对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作回归，回归的样本限定为序号从 1 到

100 中的女性；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用教育水平作权重；此外，回归不包

括常数项，且需要报告 90%水平上的置信区间。至于回归结果，后文再进行解释。

需要注意的是，条件语句中的等号为两个“=”，赋值语句中的等号为一个“=”，

这符合一般的编程原则。 

 

其他的运算符号还有：大于（>），小于（<），大于或等于（>=），小于或等于（<=），

不等于（!=），和（&），或（|）等。圆括号可以改变运算的先后顺序。详情请参

照 operator 的帮助文件。 

 

下文提到的所有命令，大家都可以通过帮助文件来掌握它的详细语法。值得强调

的是，看帮助文件、自学命令的使用方法是项辛苦的工作，需要大家的信心、耐

心和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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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看”数据与“管”数据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数据分析和处理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应该怎么走？许多人一

拿到数据，就迫不及待地做回归——就如同猪八戒吃人参果，不观其色，不嗅其

香，不品其味，不求其疵，吃到肚子里都不知怎么回事。倘若是好果子，这么吃

有些可惜；倘若是坏果子，这么吃有伤身体。同样，一个数据，有它的魅力，也

有它的瑕疵；在回归之前， 好用各种方法“看”数据：看它的基本含义、基本

特征乃至基本规律，从而掌握数据的基本面貌。“看”完数据之后，难免会发现

一些需要修剪的地方（或者是数据本身存在一些不足，或者是数据的状态不符合

自己的分析习惯等），这就需要对数据进行初步的管理。“看”数据才能知道如何

“管”数据，而“管”数据是为了更好地“看”数据，两者浑然一体。所以，下

文将“看”数据和“管”数据的操作穿插在一起，并以“WAGE1.dta”为例进行

说明。 

 

首先，使用“list”等命令可以浏览整个数据。此外，点击菜单栏的 图标（或

运行“browse”），也可以看到整个数据。数据的界面和上文提到的点击 图标（或

运行“edit”）所得到的界面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只能浏览数据，而后者可

以编辑数据。 

 

其次，你需要了解各个变量的特征和含义。运行“describe”命令，你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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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命令是对数据和变量作基本描述的命令。运行该命令，我们可以得

到样本容量、变量个数、变量名称、变量存储类型和格式以及变量的基本含义等

信息。如果想修改变量名称、变量格式或变量含义等内容，可以分别使用“rename”, 

“format”和“label”等命令，也可以在数据编辑框中双击相应变量而直接修改。

值得一提的是，在由大型问卷整理而来的数据中，由于变量众多，所以很难像

“WAGE1.dta”这样给每个变量都起上非常直观的名字；通常的做法是把问卷问

题的编号作为相应变量的名称。此时，大家需要对照问卷来了解各个变量的含义。 

 

如果你想在既有变量的基础上定义新变量，可以用“generate”命令。比如，我

想定义一个新的虚拟变量“male”。当该变量取值为 0 时，个体为女性；取值为

1 时，个体为男性。那么我可以运行下面的命令： 

 

generate male = abs(female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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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emale 是已经存在的变量——其取 1 时，个体为女性；取 0 时，个体为男

性。abs(.)是绝对值函数（Stata 中常用的函数或数学函数可以通过 help functions

或 help math functions 获得。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函数都可以用于 generate 命令；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尝试 generate 的扩展命令——egen）。那么，一列名为

“male”的新变量就生成了。我还可以通过如下的方式来生成： 

 

generate male = 0 if female = = 1 

replace male = 1 if male = = . 

 

第一行命令是对所有的女性样本定义变量 male 的取值。如果只运行第一行命令，

会发现：对于女性样本，male 取值为 0；而对于男性样本，male 的取值为“.”。

这个小圆点代表 missing value，即对于男性样本，变量 male 的值缺漏了。为了

把这些缺漏的值补上，我们加上第二行命令。“replace”命令用来修改变量的取

值。第二行命令的含义是：将变量 male 所有缺漏的值更改为 1。如果不能用一

个简单的数学函数生成整个变量，我们往往就要使用这种分步生成变量的方法。

此外，在定义新变量的时候，写明变量的基本含义（即 variable label）是一个良

好的习惯，既方便别人了解数据，又防止自己遗忘变量的含义。如果想删除这个

刚定义的变量，可以使用“drop”命令（“keep”命令是与其恰好相反的命令）。 

 

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每个变量取值的基本特征，可以运行“summarize”命令，从

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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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与每个变量对应的样本容量、算术平均数、标准差、 小值和 大值等

信息。从而，我们可以了解每个变量基本的取值特征和取值范围。此外，我们还

可以初步地检查变量的取值有无技术性错误。比如，wage, educ 和 exper 等变量

都是非负数；当你看到这些变量的 小值是负数时，就要怀疑数据的录入是否正

确（但有时，一些调查问卷会用负数来代表缺漏值）。再比如，变量“married”

的含义是“婚否”，只取 0 和 1 两个值；如果看到其 大值是 2，就很可能存在

数据的录入错误。如果没有剔除这些“问题数据”而直接进行回归等分析，其结

果就可能存在偏差。 

 

此外，诸如 ameans, centile, correlate, count, inspect, tabstat, tabulate 等命令都可以

从某个角度对变量及其数据进行粗略的描述。大家可以对照帮助文件掌握它们的

语法。 

 

有时，把样本个体按照某个变量的取值排序，会有助于对数据的清晰观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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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t educ”命令，就可以把整个样本按照教育水平从低到高排序，从而就可以

看看工资随着教育水平的增加会怎样变化。但是，sort 命令只能升序排列；如果

还想降序排列，可以使用“gsort”命令。 

 

有时，为了处理的方便，常常需要把一个截面数据转化成面板数据，也需要把一

个面板数据转化成截面数据，这需要用到“reshape”命令。打开讲义附带的数据

“consume2.dta”。这个数据是截面数据，变量“hhid”可以唯一地确定观测值。

数据中的“consum1”,“consum2”和“consum3”分别表示某家庭在 1 月、2 月

和 3 月的消费。现在，我想把这个数据转化成面板数据，即每一个观测值由两个

维度的变量（一个表示家庭，一个表示时间）来确定。以下是相关的 do 文件的

语句。 

 

 

 

第一段语句表示导入数据并浏览，可得数据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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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语句表示将该数据转化成面板数据。转化的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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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reshape”命令中，截面数据被形象地称作宽（wide）数据，而面板数据被形

象地称作长（long）数据。所以，将截面数据转化成面板数据的命令是“reshape 

long”，把面板数据转化成截面数据的命令是“reshape wide”。在第二段语句中，

“reshape long consum”表示：在即将转化成的面板数据中，变量“consum”将

用来表示月消费。在面板数据中，每一个观测值中的月消费需要由两个维度的变

量来确定，也即consumij。其中，i变量为家庭，j变量为月份；体现在命令中，就

是“i(hhid) j(month)”。转化之后，便得到上面的结果。 

 

同理，第三段语句将面板数据再转化回截面数据。到目前为止，大家需要注意以

下问题：1、面板数据中表示时间的变量（月份）的名称是自己定义的，数据的

相互转化伴随着时间变量的增删。2、不管在截面数据中，还是在面板数据中，

关键变量的取名要统一，以方便程序的自动转化。比如在面板数据中，消费的变

量取名为“consum”，是因为截面数据中消费变量名称的字母部分就是“consum”。

如果面板数据中的消费取名为“consumption”，Stata 就无法进行转化工作。3、

在转化的过程中，Stata 自动分拆“consum1”,“consum2”和“consum3”的字

母部分和数字部分，并将数字部分赋值给新生成的时间变量。 

 

在上面的情况下，时间变量的取值是 1、2 和 3，都是数字格式。但在很多情况

下，时间变量会取诸如“01”,“02”和“03”的字符串格式。这种情况下，就

需要在 reshape 的选项部分中加入“string”。第四段和第五段语句就说明了这个

问题。 

 

后，在反复的转化过程中，如果想转化回去，直接运行“reshape long”或“reshape 

wide”即可，如第六段语句所示。更详细的内容请参见“reshape”命令的帮助文

件。 

 

有时，想观察的数据位于两个或多个不同的数据文件中，我们 好先将这些数据

文件合并起来。数据的合并有三种基本情况。第一种是简单合并（simple merge）。

比如，有两个数据文件。第一个数据记录了 100 名工人的性别和年龄，第二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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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录了这 100 名工人的工资和消费。我想把这两个数据合并起来，让所有工人

的性别、年龄、工资和消费出现在同一个文件中。如果两个数据中相同的观测值

序号代表相同的工人，那么我们只需根据观测值的序号将两个数据简单合并在一

起即可。相关的命令是： 

 

use firstdata 

merge using seconddata 

 

这两条命令的含义是：首先，导入第一个数据；然后，将第二个数据合并进来。

在 Stata 的合并操作中，先导入的数据叫 master data 或 data in memory，合并进来

的数据叫 using data 或 data on disk。 

 

第二种是附加合并（append）。比如，有两个数据文件。第一个数据记录了 50 名

工人的性别、年龄、工资和消费，第二个数据记录了另外 50 名工人的性别、年

龄、工资和消费。如果我想把这 100 名工人的数据合并到同一个文件中，只需把

一个数据附加到另一个数据的末尾即可。相关的命令是： 

 

use firstdata 

append using seconddata 

 

针对以上两种数据合并的情况，大家可以自己杜撰数据，来尝试一下。下面重点

讲第三种合并：匹配合并（match merge）。随讲义有两个文件，一个叫“mid.dta”，

一个叫“final.dta”。前者记录着一个班的期中考试成绩，后者记录着该班的期末

考试成绩。打开“mid.dta”，我们会看到学号为从 01 到 20 的学生的期中成绩（学

号为 15 的学生没有成绩）；打开“final.dta”，我们会看到这些学生的期末成绩（学

号为 09 的学生没有成绩）。我们想把这些学生的期中成绩和期末成绩合并在同一

文件里，以方便比较和统计。在合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把学生的学号作为合并

的纽带；通过共同的学号，两个数据可以匹配在一起。下面是 do 文件的相关语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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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匹配合并之前，我们必须对作为纽带的变量进行排序，并且排序要在所有的待

合并数据中进行。排序之后，匹配合并才能继续。在上面的 do 文件中，第一段

代码表示在 using data（“final.dta”）中对学号排序。第二段代码表示导入 master 

data，并对学号排序。第三段代码表示通过学号将两个数据合并起来，并且将合

并好的数据存储为“all.dta”。合并后，得到如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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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数据中，有四个变量。其中，“stno”, “mids”, “finals”分别表示学号、

期中成绩和期末成绩。“_merge”表示相应的观测值来源于哪个数据文件。该变

量等于 1，则相应的观测值来源于 master data；该变量等于 2，则相应的观测值

来源于 using data；该变量等于 3，则相应的观测值来源于两个数据文件（关于

“_merge”的更多的涵义请参见 merge 的帮助文件）。通过观察合并后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出 Stata 合并的算法：1、把两个文件中的数据分别按照学号排序。2、

以 master data 中的学号为根本，将 using data 中具有相同学号的数据一条一条并

进来；如果某学号在 using data 中没有记录，则在相应的变量中用小圆点代替（如

09 号学生）。3、如果某学号在 master data 中无记录、但在 using data 中有记录（如

15 号学生），则暂不合并；待所有在 master data 中存在的学号都合并完之后，再

考虑那些只在 using data 中出现的学号。 

 

 25



Stata 简明讲义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王非 

匹配合并不仅能合并两个数据，还能合并多个数据。在讲义的附带数据里，除了

“mid.dta”和“final.dta”之外，还有“gender.dta”。这个文件记录了这 20 名学

生的性别。现在，我想把这三个数据合并在一起。下面是 do 文件的相关命令： 

 

 
 

这几段代码与前面的几段代码大同小异：首先，先对所有的 using data 以及 master 

data 排序，然后进行匹配合并。 

 

以上的两个例子有个共同点：不管在 master data 中，还是在 using data 中，作为

纽带的变量（“stno”）都可以唯一地确定观测值（即不存在两个观测值，它们拥

有相同的学号）。如果这个“唯一性”不满足，又该怎么办呢？在讲义的附带数

据里，有“consume.dta”和“earning.dta”两个文件。前者记录了家庭层面的消

费（变量包括家庭编号和家庭月消费），而后者记录了个人层面的工资收入（包

括家庭编号、个人编号和个人工资）。如果想把这两个数据合并在一起，得依靠

变量“hhid”（家庭编号）作纽带。“hhid”在“consume.dta”中可以唯一确定观

测值，但在“earning.dta”中却不可——因为在这个数据中，同一个家庭内，还

有不同的个人及其工资。下面是进行此操作的 do 文件的相关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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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改动位于倒数第二行——在 merge 命令中，加入“uniqusing”的选项。

“uniqusing”表示“hhid”在 using data（“consume.dta”）中可以唯一确定观测值，

而在 master data 中不可以。同样，当合并的纽带变量只能在 master data 中唯一

确定观测值时，选项就变为“uniqmaster”。在大型的微观层面的调查中，数据往

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层面——个人层面、家庭层面、社区层面等等。要想把不同层

面的数据合并在一起，就要用到上述的操作。 

 

另一种“唯一性”不满足的情况就是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的合并。讲义附带的

“gpa.dta”记录了学号从 01 到 20 的学生在两个学期中的 gpa，是一个简单的面

板数据。另一个数据“gender.dta”则记录了这 20 位学生的性别，是一个截面数

据。我们现在想把这两个数据合并到一起。在合并的过程中，学号（stno）在截

面数据中具有唯一性，但在面板数据中没有（面板数据中，学号和学期共同确定

一个观测值）。同理，相应的 do 文件命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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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原来截面数据中的变量（female）被合并到面板数据中之后，被视作

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 

 

在合并操作之后，一定要检查一下合并好的数据，看看是否与自己的合并初衷相

符。“merge”命令非常重要，需要大家在实践中熟练掌握。 

 

 

五、画图 
 

上面一部分，我们提到了“看”数据的许多方法。除了冷冰冰的数字，我们还可

以通过鲜活形象的图来了解数据。因为画图的内容较多，故单独列为一个部分。 

 

输入“help graph”，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和画图有关的命令。我们对画图的学

习就从这里开始。下面仍以“WAGE1.dta”为主进行说明。 

 

首先，我们介绍对单个变量如何画图。对于单个变量，我们 关心的可能就是这

个变量取值的特征了。 

 

第一个常用的命令是 graph box，即画盒状图的命令。运行“graph box wage”，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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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对盒状图结构的说明，摘自其帮助文件。 

 

 
 

其中，upper adjacent value = 75th percentile + (75th percentile – 25th percentile) * 1.5, 

lower adjacent value = 25th percentile – (75th percentile – 25th percentile) * 1.5。实际

操作中，如果这样计算出的upper adjacent value比样本的 大值还大，那么upper 

adjacent value就取样本的 大值；同样，如果lower adjacent value比样本的 小值

还小，那么lower adjacent value就取样本的 小值。 

 

一般来说，比 upper adjacent value 大或比 lower adjacent value 小的值都是奇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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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er）。因为是否包含奇异值会对数据分析的结果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所以

对数据做深入分析之前，有必要通过盒状图等图来发现和处理奇异值。 

 

进一步，如果想形象地知道单个变量取值的分布情况，可以用 histogram 命令，

这个命令用来画某变量取值的柱状图。图的横坐标是该变量的取值，纵坐标是该

变量取各个值的频率。下图是运行“histogram wage”的结果。 

 

 
 

如果想将工资的分布拟合成光滑的曲线，可以运行“kdensity wage”，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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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将这两个图叠加，可以运行“histogram wage, kden”，得到： 

 

 
 

从以上三幅图可以看出，工资的分布是左偏的。此外，spikeplot, dotplot 等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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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形象地画出单个变量取值的分布。 

 

有时，人们还需要知道某个变量的分布距离一些常见分布（比如正态分布）有多

远。symplot, quantile, qnorm, pnorm, qchi, pchi 等命令就可以实现这些想法。

symplot 检验某变量的分布距离对称分布有多远。运行“symplot wage”，可得： 

 

 
 

其中，直线为 45 度线。散点越接近那条直线，该变量的分布就越接近于对称分

布。由这个图可以看出，工资的分布远远不是对称分布。 

 

同理，quantile 用于检验变量的分布距均匀分布有多远，qnorm 和 pnorm 用于检

验变量的分布距正态分布有多远，qchi 和 pchi 用于检验变量的分布距卡方分布

有多远。这些图中都有一条 45 度线，图中的散点越接近这条线，变量的分布就

越接近于相应的常见分布。 

 

需要补充的一个相关命令是 qladder。运行“qladder wage”，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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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九幅图用来检验工资及其幂、对数等函数距正态分布有多远，相当于对工资及

其幂、对数等函数用 qnorm 命令。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工资的对数形式（ 中间

的那幅图）比工资本身（右上角的那幅图）更接近正态分布。 

 

接下来，我们介绍对两个变量如何画图。对于两个变量，我们 关心的大概就是

它们之间的关系了。 

 

对于两个变量， 重要的一类画图命令是 graph twoway。所谓“twoway”，就是

两个变量构成的平面坐标系。在 graph twoway 这一大类命令中，还有许多小类，

比如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用点表示还是用线表示等等。运行“graph twoway scatter 

wage educ”，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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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用点表示工资和教育水平之间关系的命令。对应于每个教育水平，都有与之

相对应的工资水平。从图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工资的

平均水平是上升的。运行“graph twoway scatter wage educ || lfit wage educ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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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红色直线是工资对教育水平的拟合线。从这幅图中，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

出工资随教育水平上升的趋势。如果你想用曲线来拟合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将

上述命令中的“lfit”换成“qfit”或“fpfit”等，或直接运行“lowess wage educ”。 

 

从上面的散点图可以看出，对于某个教育水平，散点有时稠密，有时稀疏。稠密

意味着工资取相应值的点较多，稀疏意味着工资取相应值的点较少。下面介绍的

sunflower 命令会使“稠密”和“稀疏”变得更明显。运行“sunflower wage educ”，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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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蓝色小圆圈代表一个观测值，而一朵绿色或橘红色的“花”代表许多观测

值。对于绿色花来说，一片花瓣代表一个观测值；对于橘红色花来说，一片花瓣

代表 5 个观测值（一片花瓣代表多少观测值可以人为设定）。因此，看花的颜色

以及花瓣的数量就可以判断出工资在相应值附近的取值是稠密还是稀疏。 

 

下面以“WAGEPRC.dta”为例，说明用曲线表示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命令。打

开这个数据，运行“graph twoway line price t if t<=50”，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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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图画出了在前 50 期，消费价格指数（price）随时间（t）的变化趋势。如果

想用直线或平滑曲线拟合，可以仿照画散点图的命令，在后面加上 lfit, qfit, fpfit

等命令。 

 

此外，运行“graph twoway connected price t if t<=50”，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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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命令用圆点标出了曲线的每个转折点。 

 

除了散点和曲线以外，还可以用面积图、柱状图、针状图等许多其他形式来勾画

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只需将上述命令中的”scatter”, “line”或”connected”换

成”area”, “bar”或”spike”等命令即可。详情请参考 graph twoway 的帮助文件。 

 

上文提到的 graph box 命令，还可以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比如，回到

“WAGE1.dta”，我想看工资和性别的关系，运行“graph box wage, over(female)”，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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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命令的语法和 twoway 命令的语法略有不同：twoway 把两个变量直接罗列在

一起；而 graph box 拿其中的一个变量（female）做分组或分类变量，从而画出

工资在两个性别上的对比情况，也就反映出了工资和性别的某种关系。从这个图

中可以看出，男性工资的平均水平（左边一组）要比女性工资的平均水平（右边

一组）高一些。 

 

有时，我们想直接画出不同性别人群的平均工资，可以运行“graph bar wage, 

over(female)”或“graph dot wage, over(female)”。前者是柱状图，后者是点状图。

下图为运行第一条命令画出的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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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明确看出，男性的平均工资比女性的平均工资高。如果想让柱状图旋

转 90 度，可以使用 graph hbar 命令。 

 

下面介绍饼状图的画法。打开“revenue.dta”。该数据记录的是一个连锁超市在

六个地区的年度收益情况。变量 district 是地区的编号，1 号到 5 号的地区都有两

家超市分店，而 6 号地区只有一家分店；变量 revenue 是相应分店的收益（百万

元）。现在，总店经理想对比这六个地区的收益情况，即想了解收益和地区的关

系。运行“graph pie revenue, over(district)”，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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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命令把每个地区所有分店的收益相加，然后列出这六个地区各自的总收益。 

 

有时，我们想比较两个变量的分布之间有多大差距。回到“WAGE1.dta”，运行

“qqplot wage educ”，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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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散点越接近于 45 度线，两个变量的分布就越接近。因此，上图告诉我们，

工资和教育的取值分布相差比较大。 

 

接下来，我们介绍对多个变量如何画图。 

 

有时，我们对多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很感兴趣，想同时画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比如，我们对工资、教育和性别三者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运行“graph matrix wage 

educ female”，可得： 

 

 
 

graph matrix 命令用矩阵的形式同时画出多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第 1 行第 2

列和第 2 行第 1 列的图画出了工资和教育的关系，第 1 行第 3 列和第 3 行第 1 列

画出了工资和性别的关系，第 2 行第 3 列和第 3 行第 2 列画出了教育和性别的关

系。任意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都用两幅图表示，只不过横纵坐标恰好颠倒。 

 

上文介绍的 graph box, graph bar, graph dot 等命令都可以画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运行“graph box wage, over(female) over(educ)”，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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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图画出了在任何教育水平上，工资的性别差异。纵坐标是工资，横坐标有两

行：底下一行为教育水平，上面一行为（在每个教育水平上的）性别。从这幅图

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在绝大多数教育水平上，男性平均工资都高于女性；而

且可以看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工资的平均水平都有

所提高。 

 

运行“graph bar wage, over(female) over(educ)”，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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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幅图与上一幅图类似，只不过画出了每一类人的平均工资。其揭示的规律也

与上一幅图类似。 

 

命令后的“over”表示按什么变量分组；有几个“over”，就分几层。此外，“over”

的前后顺序不同，画出的图就不同。运行“ graph bar wage, over(educ) 

over(female)”，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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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图横坐标的分层次序发生了改变，表示对于每一个性别，工资如何随教育水

平变化。如何将横坐标分层，取决于大家希望通过图传达怎样的信息。graph dot

命令也可以画出类似的图，不再赘述。 

 

画图的主要命令就介绍到这，下面简单介绍图的设定。只用上面所讲的简单命令

画出的图可能不会令你满意。比如，你想修改图的整体风格、图的颜色或大小、

横纵坐标的标识、图的标题、图例的格式、图的背景等等。一般来说，每一个画

图命令都有非常详细的“options”，用来设定图的特征。大家可以研读帮助文件

去掌握相应的命令。此外，还可以用对话框操作。点击菜单栏中的“Graphics”，

你可以看到常用的画图命令以及对图的各种设定；点击菜单栏中的“Prefs  

Graph Preferences…”，就可以对图片的风格和字体等特征进行设定（其实，直接

在图片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Preference…”，就可以完成这一操作）。 

 

后，简单介绍一下图片的存储和合并。存储图片可以用“graph save”命令，

也可以在图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Save Graph…”。图片的存储格式有许多，

可以自行选择。如果需要转换图片的存储格式，可以使用专门的图片处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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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把几幅画好的图合并成一幅图，可以使用 graph combine 命令。下图是

“WAGEPRC.dta”文件中，消费价格指数随时间的变化的四个图（时间共 200

期，每图 50 期）合并成一幅图的情形： 

 

 

 

下面是 do 文件的相应语句。 

 

 46



Stata 简明讲义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王非 

 
 

另外，关于图片的导入、查询、展示、描述、改名和删除等操作，请参照 graph

命令的帮助文件，这里不再赘述。画图命令是一大类命令，以上所述也只是皮毛，

更多的知识需要大家在实践中慢慢积累。 

 

 

六、回归分析初探 
 

回归分析是计量经济学的核心。在做完详细的数据描述和处理之后，就可以根据

研究需要，做初步的回归分析了。本部分先以“WAGE1.dta”为例，介绍了和回

归分析相关的一些操作；然后以“WAGEPRC.dta”为例，补充说明了时间序列

回归中的一些操作。 

 

在“WAGE1.dta”中，我们想研究工资取决于怎样的因素。经典的工资方程是： 

0 1 2 expi iwage educ er ui iβ β 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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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ge 是工资，educ 是教育水平，exper 是工作经验，u 是误差项，下标 i 表示个

人。运行“reg wage educ exper”，可得： 

 

 

 

回归结果分为三部分：左上角的部分为各种平方和，右上角的部分为回归的某些

整体参数，下面的部分为系数及其相关的参数。我们分别介绍。 

 

先看左上角的表格。与“SS”相对的那一列为各种平方和。其中，与“Model”

相对的是解释平方和，与“Residual”相对的是残差平方和，与“Total”相对的

是总平方和。显然，总平方和 = 解释平方和 + 残差平方和。与“df”相对的那

一列是各种平方和的自由度，而与“MS”相对的那一列是各种平方和除以相应

的自由度。 

 

再看右上角的部分。第一行为样本容量。第二行是检验联合显著性的 F 统计量的

值。第三行告诉我们，回归是联合显著的。第四行和第五行分别是 R 平方和调

整的 R 平方。在 Gauss-Markov 假设中， 2( | )E u x 2σ= 。第六行的“Root MSE”

就是对σ 的估计 σ̂ ，也就是左上角“Residual”那一行、“MS”那一列的数字

（10.6083361）的算术平方根。 

 

后看下面的部分。三行数据分别是 educ 的系数, exper 的系数和常数项的估计

值及相关的参数。第一列为系数的估计值；第二列为系数的标准误；第三列为各

系数的 t 值（第一列除以第二列）；第四列为 p 值，反映系数的显著程度；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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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列为系数的置信区间。可以看出，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与工资都有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 

 

估计完回归方程之后，还需要进行检验、预测等工作。本部分着重讲解检验，预

测放在时间序列部分中。所谓检验，既有在既定模型下对系数的检验，又有对模

型本身的检验。下面分别说明。 

 

对系数的检验，无非包括对单变量系数的检验和对多变量系数的检验。首先讲单

变量检验。如果想检验某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可以直接看回归结果中的 p 值，也

可以用 test 命令。例如，想检验 educ 的系数是否显著，可以运行“test educ”。

与回归表格中给出的 t 统计量不同，test 命令给出的是 F 统计量。如果想检验 educ

的系数是否等于一个常数（比如 1），可以运行“test educ = 1”或者“test _b[educ] 

= 1”。在 Stata 里，_b[educ]返回的是 educ 的系数估计值，并且可以直接作为一

个数字参加运算。比如，我想计算 educ 的系数和 exper 的系数相加等于多少，可

以运行“display _b[educ] + _b[exper]”，屏幕上会直接显示运算结果。接下来是

多变量检验。如果想检验系数的联合显著性，可以直接看回归结果中的 F 统计量

的值，也可以运行“test educ exper”。如果想检验“educ 的系数是否等于 0.5，

并且 exper 的系数是否等于 0.1”，可以运行“test (educ = 0.5) (exper = 0.1)”。此

外，诸如“test educ = exper”, “test educ = exper = 1”， “test educ + exper = 1”

等命令可以用来检验“educ 和 exper 的系数是否相等”、“educ 和 exper 的系数是

否都等于 1”和“educ 的系数和 exper 的系数的和是否为 1”等各种原假设。详

情请看 test 命令的帮助文件。 

 

对模型本身的检验有许多。如果你想检验模型是否遗漏了高次项（比如方程中是

否应当包括工作经验的平方项），可以运行“ovtest”。 这条命令使用的是 RESET

检验。如果想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可以运行“hettest”。这条命令使用的是

Breusch-Pagan 检验和 Cook-Weisberg 检验。至于序列相关检验，在下面的时间序

列部分中会提到。如果怀疑模型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等问题，可以命令 Stata

算出稳健的标准误，在回归命令的选项中加入“r”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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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做完回归后，对残差进行分析很有必要。首先，你要生成残差那一列数据。

在运行完回归后，运行“predict uhat, r”，即可生成残差，且残差的变量名叫“uhat”。

如果你想通过画图来看看是否存在异方差现象（比如想看看误差项的方差是否是

educ 的函数），可以运行下面的命令： 

 

gen uhatsq = uhat^2 

twoway scatter uhatsq educ || lfit uhatsq educ 

 

第一条命令生成残差的平方项这个变量；第二条命令画出残差的平方和教育的关

系，并作线性拟合。得到： 

 

 

 

可以看出，残差的平方与教育水平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进而可能存在异方差

现象。 

 

如果想看看误差项的正态分布假设是否成立，可以通过残差来近似地看。运行

“pnorm uhat”，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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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点连成的曲线越接近于 45 度线，就说明残差的分布越接近于正态分布。由上

图看出，正态分布的假设有些牵强。 

 

后，讲解一下虚拟变量作为自变量时的相关命令。比如，我认为在控制了教育

水平和工作经验的情况下，工资还会受性别的影响，因此我在原来的工资方程右

边再加入表示性别的虚拟变量（female）。在 Stata 操作时，并无不同，直接加入

这个变量即可（即运行“reg wage educ exper female”）。如果我认为教育对工资

的回报本身还存在性别差异，那么需要在工资方程右边再加入教育水平和性别的

交叉相乘项（educ*female）。在 Stata 处理时，可以生成一列新变量（比如叫

edufem），等于 educ*female，然后再把这个新变量加入自变量中（即运行“reg wage 

educ exper female edufem”）。另外一种方法是运行“ xi: reg wage exper 

i.female*educ”，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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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emale*educ”这一项就表示把 educ, female 和 educ*female 这三个变量加入回

归方程；所以有了这一项，就不必在 Stata 命令中单独加入 female 和 educ 了。“i”

是和分类变量相关的运算符，需要放在分类变量（female）的前面。“xi”是一种

前 ，表示后面要使用“i”这个运算符；前 和主命令之间用“：”分隔。Stata

中有许多特定的前 ，除了“xi”之外，还有“by”,“cap”等等；详情请参见

prefix 的帮助文件。接下来看回归结果怎样解释。“_Ifemale_1”的系数是

-0.7580393，这表明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female 这个变量取 1 的群体的

平均工资比 female 取 0 的群体的平均工资大约低 0.758 个单位（也即在其他条件

都不变的情况下，样本中女性的平均工资比男性的平均工资低大约 0.758 个单

位）。类似，“_Ifem*educ_1”的系数的含义是，在其他条件都不变时，样本中女

性多受一年教育所得的回报比男性少大约 0.112 个单位。但是，回归结果显示，

这两个变量的系数都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多重共线性（用 corr 命令，得到

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超过了 0.9），因此需要去掉一个变量。如果想去掉交叉相

乘项，则上文已给出了相应的命令；如果想去掉 female 这一项但是保留交叉相

乘项，可以运行“xi: reg wage exper i.female|educ”，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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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系数都显著了。 

 

重新回到 经典的工资方程。如果我认为在控制了教育和工作经验的情况下，工

资还有地域性差异，那么就有必要加入表示地域的变量。原数据中有三个虚拟变

量表示地域：northcen 表示是否在北部，south 表示是否在南部，west 表示是否

在西部；而这三个虚拟变量都为 0，则表明在东部。运行“reg wage educ exper 

northcen south west”即可。数据中还有一个变量，叫“region”。它取四个值（1、

2、3、4），分别表示在北部、南部、西部和东部。这个变量是和表示地域的三个

虚拟变量相对应的；原数据中并没有，是我为了说明问题而额外生成的。我的问

题是：如果原数据中没有那三个虚拟变量，你如何控制地域这个因素？第一种答

案是直接把 region 这个变量加到回归式里。这个答案不妥。因为 region 的取值只

是表示分类，并没有实际的含义。如果直接把 region 加入回归式，其系数必然无

法解释。第二种答案是根据 region 这个变量生成三个表示地域的虚拟变量；可以，

但有些麻烦。第三种答案是直接运行“xi: reg wage educ exper i.region”，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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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gion”表示把根据 region 生成的虚拟变量都加入回归式。因为升成的四个

虚拟变量都加入会产生完全共线性，所以系统自动忽略了其中的一个虚拟变量

（即与 region 取 1 相对应的虚拟变量）。 

 

进一步，如果我认为不同地域的工资性别歧视的程度也不同，就有必要加入性别

和地域的交叉相乘项。运行“xi: reg wage educ exper i.region*i.female”，可得： 

 

 

 

在 region 和 female 前面都加“i”，是因为两者都是分类变量。“i.region*i.female”

意味着加入表示地域的虚拟变量以及地域和性别的交叉相乘项；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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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emale*i.region”，意味着加入表示性别的虚拟变量以及地域和性别的交叉相

乘项。在地域和性别的交叉相乘项存在的情况下，不能同时出现表示地域的虚拟

变量和表示性别的虚拟变量，因为存在完全共线性。 

 

以上所述的基于截面数据的绝大部分操作都可以用于对时间序列数据的操作，下

面再补充讲述时间序列数据处理过程中的一些常见操作。以“WAGEPRC.dta”

为例。 

 

一个数据导入 Stata 后，Stata 并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截面数据还是时间序列数据。

因此，在应用许多时间序列特有的操作前，必须告诉 Stata——这个数据是时间

序列数据。导入“WAGEPRC.dta”后，运行“tsset t”，可得： 

 

 

 

tsset 是“声名这个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的命令，而 t 是时间序列数据中表示时

间的变量。可见，这个时间序列数据共有 286 期。 

 

Stata 允许变量使用下标，这对时间序列来说非常方便。比如，我想生成一列新

变量，是滞后一期的消费价格指数（price），可以运行“gen price_1 = price[_n-1]”。

如果滞后 t 期，将下标改为“_n-t”即可。 

 

Stata 还允许使用滞后算子“L.”。因此，运行“gen price_1 = L.price”也可以生

成滞后一期的消费价格指数。如果滞后 t 期，前面的算子就需变成“Lt.”。其他

的算子（超前算子、差分算子等）请见 varlist 的帮助文件。 

 

接下来介绍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时间序列有许多特有的回归模型，下面主要以

简单的 ARMA(1, 1)模型为例。至于时间序列的其他模型（ARCH 系列模型，VAR

模型等）请参见 time 的帮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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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arima price if t<=100, ar(1) ma(1)”，可以在前 100 期中估计关于 price 的

ARMA(1, 1)模型： 

 

 
 

ARIMA（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模型是一个变化很多的模型，

ARMA 模型可以算作它的特例；所以 Stata 中没有专门的 ARMA 模型的命令，

而是将其“嵌套”在 ARIMA 模型的命令中。命令逗号后面的“ar(.)”和“ma(.)”

用来表示 ARMA 模型的阶数。 

 

预测是时间序列中的重要内容。上面对前 100 期的 price 进行了回归。基于前 100

期的回归系数能否很好地预测后面各期的 price 的值呢？运行下面的命令： 

 

predict pricehat if t>100, xb 

twoway line price t if t>100 || line pricehat t if t>100 

 

第一条命令是对因变量作预测的命令。前文讲过，得到残差也是用 predict 命令，

只不过后面的选项为“r”；而要得到因变量的拟合值，后面的选项变为“xb”。

第二条命令是将后面各期的 price 的真实值和预测值画在同一幅图中进行比较。

如果要在同一幅图中画多条线，中间可以用“||”间隔，也可以将画每一条线的

命令用圆括号括起来。下图即为得到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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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ARMR(1, 1)模型虽然简单，但预测的效果很好。需要说明的是，预测的相

关操作在截面数据中也是经常使用的。 

 

时间序列回归中还有一类特别的问题——序列相关。首先运行“reg price 

L.price”，对 price 做一阶自回归（AR(1)模型），然后检验这个模型中是否存在序

列相关的问题。运行“dwstat”，可以用 Durbin-Watson d 统计量去检验序列相关。

还可以运行“ durbina” , “bgodfrey”等命令，即利用 Dubin 替代检验、

Breusch-Godfrey 检验等方法检验序列相关。其他类的检验（如单位根检验、条

件异方差检验等）请参照 time 的帮助文件。 

 

处理序列相关的办法有许多，如果想用准差分法修正，可以运行“prais price 

L.price”，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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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几行是用迭代的方法得到的误差项一阶自相关的系数，即所谓的 ρ̂。中间

一大部分即为修正后的回归结果。 下面两行列出了修正前后的 Durbin-Watson d

统计量的值。可见，修正之后，序列相关问题被大大减弱了。 

 

回归分析是计量经济学的核心，而本部分所讲只是一点皮毛。更艰深的内容（如

和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 相关的回归模型、2SLS、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等）

暂时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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