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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估计量均方误差的近似值及其估计量的偏差

张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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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回归估计，有下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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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引 言

设总体由(个单元组成，每个单元有两个数量

指标+、,，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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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从总体中用不放回方式抽取样本量为&的

简单随机样本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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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估计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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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证明均方误差的近似值2（’!(）及其估计

量)*+（’!(）的偏差的阶为"
$%,

! -（’!(）的偏差

引理 设4%、5% 和6%（%!"，%，⋯，$）是来自总体

7%、-%和8%（%!"，%，⋯，0）的简单随机样本，#4、#5
和$6 为样本均值，且总体均值$7!$-!%8!$，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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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设按简单随机方法抽取样本时，对所有:$0
个样本，$+;"*!%$／$*;%+6，;"和;%与$无

关，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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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分别是来自总体

%"、("、*"和+"（"!$，"，⋯，$）的简单随机样本，

记#、’、! 和&为相应的样本均值，则总体均值%
!(!*!+!%,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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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在定理#的条件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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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给出了回归估计量的均方误差及

均方误差估计量的偏差为4（$
)
-
"

），本文改进了这

一结论，证明回归估计量的均方误差及均方误差估

计量的偏差为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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