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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的深入推进，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民生福祉的核

心指标，其稳定增长不仅是“十四五”规划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的直观体现，更与当前“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下提振内需、激发消费潜力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本文基于2013~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数据，融合内部参数化方法(ARIMA乘积季节模型)与外部非参数化方法(指数平滑模型)，构

建动态预测框架。首先，分别选出两种类型的最佳预测模型，预测2024年3、6、9月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并与实际收入进行比较，评估模型的预测性能。其次，通过两模型比较，得出ARIMA乘积季节模型较好。

最后，利用ARIMA乘积季节模型，预测未来一年内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趋势，为数字经济赋能乡村

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国家战略的落地实践提供数据驱动决策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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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advancement of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
perity goals, the stable growth of national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residents—a core indica-
tor for measuring people’s well-being—not only directly reflects the “expanding middle-income 
group” strategy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but also closely aligns with current policy orientations 
to boost domestic demand and unleash consumption potential under the new “dual circulation” de-
velopment paradigm. Based on national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data from 2013 to 2023,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ynamic forecasting framework by integrating internal parametric methods (ARIMA 
multiplicative seasonal model) and external non-parametric methods (exponential smoothing model). 
First, optimal forecasting models from both categories are selected to predict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for March, June, and September 2024, with subsequent comparisons against actual income 
to evaluate model performance. Second, comparative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e superior perfor-
mance of the ARIMA multiplicative seasonal model. Finally, the ARIMA multiplicative seasonal 
model is employed to forecast national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trends over the next years, 
providing a data-driven decision-making paradigm for implementing national strategies such as 
digital economy-enable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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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成为衡量社会发展

成果的重要指标。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反映民生福祉和经济活力的核心数据，其增长趋势与政

策调控、产业结构优化及社会公平性密切相关。当前，国家正全面推进共同富裕战略，明确提出“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旨在通过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城乡、区域和行业差距，构建

更加包容的经济发展模式[1]。在此背景下，精准预测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化，对落实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全球供应链重构与国内经济“双循环”新格局的推进，对居民收入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冠疫情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加速发展，成为居民增收的新引擎。2023 年国务院发布的《“十

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以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这一政策导向直

接关联居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潜力。然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人口老龄化加剧，也

为居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带来挑战。 
此外，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化实施进一步凸显了城乡收入均衡的重要性。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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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通过产业帮扶、土地制度改革等措施提升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但城乡

收入差距仍是制约社会公平的突出问题，2023 年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的 2.5
倍。如何通过政策干预和市场机制协同作用缩小这一差距，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综上，在全国经济转型升级与政策密集发力的关键期，科学预测居民可支配收入趋势，既是评估政

策成效的工具，也是优化资源配置、防范经济风险的基础。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文旨在分析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动态变化规律，探索其未来发展趋势，为政策制定者提供

数据驱动的决策依据。通过量化评估不同因素对收入增长的影响权重，明确当前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关键

矛盾点，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阶段性落实。同时，揭示新经济形态(如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转型对居民收

入的差异化贡献，为企业和个人优化收入结构提供参考。 
从现实意义看，精准的收入预测能够帮助政府提前布局社会保障、税收调节等政策工具，避免经济

波动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预测结果可为定向发放消费补贴、调整最低工

资标准等提供科学支持。对企业而言，居民收入趋势预测有助于预判市场需求变化，优化产品定位与供

应链管理，从而在竞争中抢占先机。对居民个体，了解收入增长预期可引导其合理规划消费、储蓄与投

资，提升家庭财务健康水平。 

1.3. 文献综述 

1.3.1. 居民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学者普遍认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受宏观经济政策、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等多因素影响。国内研究方面，

陶奕竹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收入，但其效果存在区

域异质性[2]。王雅婷等基于上海市数据发现，公共卫生事件对低收入群体冲击更为显著，凸显社会保障

体系完善的重要性[3]。国外学者如 Kuznets 提出的“倒 U 型曲线”理论，揭示了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

扩大的必然性，但后期可通过政策干预实现收敛[4]。 

1.3.2. 收入预测方法研究 
传统预测方法多依赖时间序列模型。黎可馨采用季节性 ARIMA 模型对中国货物周转量进行短期预

测，验证了其在捕捉周期性波动中的有效性[5]。国外研究中，Hyndman 等开发的指数平滑法(ETS)因灵活

处理趋势与季节性特征，被广泛应用于经济指标预测[6]。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对比不同模型在居民收入

预测中的适用性，且多局限于单一区域或短期分析，缺乏全国层面的长期趋势探讨。 

1.4. 研究方法及数据概述 

1.4.1. 研究方法 
① ARIMA 乘积季节模型介绍 
(1) ARMA 模型 
ARMA 模型的全称是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是一类常用的随机时序模型，是一种预测精度较高的短

期预测方法。基本思想是：某些时间序列是依赖于时间 t 的一组随机变量，构成该时序的单个序列值虽然

具有不确定性，但整个序列的变化却有一定的规律性，可以用相应的数学模型近似描述，通过对该模型

的分析研究，能够更本质地认识时间序列的结构与特征，达到最小方差意义下的最优预测[7]。ARMA (p, 
q)模型结构如下： 

0 1 1 1 1 ,t p t p t q t qt tx x xϕ ϕ ϕ ε θ ε θ ε− −− −= + +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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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p qϕ θ≠ ≠                                     (2) 

( ) ( ) ( )20, , 0, ,t t t sE Var E s tεε ε σ ε ε= = = ≠                       (3) 

( ) 0, .s tE x s tε = ∀ <                                    (4) 

其中， pϕ 为自回归结构部分的系数， 0pϕ ≠ 条件限制了模型自回归部分的最高阶数为 p 。 qθ 为移动平

均结构部分的系数， 0qθ ≠ 条件限制了模型移动平均部分的最高阶数为 q ， 
( ) ( ) ( )20, , 0,t t t sE Var E s tεε ε σ ε ε= = = ≠ 条件表明 tε 是均值为 0 的白噪声序列， ( ) 0,s tE x s tε = ∀ <

条件表明当前的扰动对过去的时间序列没有影响。 
引进延迟算子 B ， ( ),ARMA p q 模型又可以简记为： 

( ) ( )0 ,t tB Bx ϕ εΦ = +Θ                               (5) 

( ) 11 ,p
pB B Bφ φΦ = − − −                               (6) 

( ) 1 .1 q
qB B Bθ θΘ = − − −                              (7) 

( ),ARMA p q 模型的平稳条件是 p 阶自回归系数多项式 ( ) 0BΦ = 的根都在单位圆外。 ( ),ARMA p q
模型的可逆条件为 q 阶移动平均系数多项式 ( ) 0BΘ = 的根都在单位圆外。 

(2) ARIMA 模型 
ARMA模型要求序列是平稳的，对于非平稳序列，可以将其平稳化处理。如果序列蕴含着显著的线

性趋势，一阶差分就可以实现趋势平稳；若序列蕴含着曲线趋势，通常低阶(二阶或三阶)差分就可以提取

出曲线趋势的影响；对于蕴含着固定周期的序列进行步长为周期长度的差分运算，通常可以较好地提取

周期信息。差分运算与 ARMA模型的组合就是 ARIMA模型，具体结构如下： 

( ) ( ) ,d
t tB Bx εΦ ∇ =Θ                                (8) 

0, 0,p qϕ θ≠ ≠                                   (9) 

( ) ( ) ( )20, , 0, ,t t t sE Var E s tεε ε σ ε ε= = = ≠                     (10) 

( ) 0, ,s tx s tE ε = ∀ <                                 (11) 

估计 ( ), ,ARIMA p d q 模型同估计 ( ),ARMA p q 具体的步骤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在估计之前要确定原序

列的差分阶数 d ，对{ }tx 进行 d 阶差分。因此 ARIMA模型区别于 ARMA模型之处就在于前者的自回归部

分的特征多项式含有 d 个单位根。 
(3) ARIMA 乘积季节模型 
ARIMA模型可以对具有季节效应的序列建模。当序列的季节效应，长期趋势效应和随机波动之间存

在复杂的相互关系时，需要采用乘积季节模型。它的构造原理是：当序列具有短期相关性时，通常使用

低阶的 ( ),ARMA p q 模型提取；当序列具有季节效应时，季节本身还具有相关性，季节相关性可以使用以

同期步长为单位的 ( ),ARMA P Q 提取[8]。由于短期相关性和季节效应之间具有乘积关系，所以拟合模型

实质为 ( ),ARMA p q 与 ( ),ARMA P Q 的乘积。 
因此，ARIMA乘积季节模型 ( )SARIMA 模型表示为 ( )( ), , , , sARIMA p d q P D Q ，对原观察值序列拟合的

乘法模型的完整结构如下： 

( ) ( )
( ) ( )

,sd D
s t t

s

B B
x

B B
ε

Θ Θ
∇ ∇ =

Φ Φ
                          (1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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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1 p
pB B Bφ φ= − − −Φ                           (13) 

( ) 1 ,1 s
s

Qs
QB B Bθ θΘ = − − −                         (14) 

( ) 1 .1 s
s

Ps
PB B Bφ φΦ = − − −                         (15) 

其中，p 为非季节自回归阶数，d 为非季节差分阶数，q 为非季节移动平均阶数，P 为季节自回归阶数，

D 为季节差分阶数，Q 为季节移动平均阶数， s 为季节长度， B 为延迟算子， ( )BΦ 为 p 阶自回归系数

多项式， ( )BΘ 为 q 阶移动平均系数多项式， tε 为零均值白噪声序列， tx 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序

列， d∇ 为 d 阶差分， D
s∇ 为 D 阶以周期 s 为步长的季节差分。 

(4) ARIMA 乘积季节模型的构建 
第一，数据预处理。以时间变量为横坐标，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纵坐标，构建时序图，观察

平稳性，并判断是否为非白噪声序列，若为非平稳序列，则需对数据进行差分或季节性差分以达到平稳。 
第二，模型识别。通过自相关系数和偏自相关系数识别模型类型并初步确定 p，d，q 和 P，D，Q 的

阶值。若自相关函数为拖尾，偏自相关函数为截尾，适合 AR 模型；若自相关函数为截尾，偏自相关函数

为拖尾，适合 MA 模型；若自相关函数为拖尾，偏自相关函数为拖尾，适合 ARIMA 模型[9]。  
第三，参数估计和模型诊断。运用条件最小二乘估计模型参数，参数检验采用 t 统计量；通过 AIC 和

BIC 来选择最合适的模型，AIC 和 BIC 越小模型越优。使用 Box-Ljung LB 统计量检验模型残差进行白噪

声检验，若为白噪声序列，则模型建立有效。 
第四，模型预测效果评估和模型预测趋势。运用最优的 ARIMA 模型，对 2024 年 3 月至 2024 年 9

月的数据进行预测，并通过对比实际值和预测值的相对误差来检验该模型的准确性。而后对 2025 年和

2026 年的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预测。 
② 指数平滑模型介绍 
指数平滑法是布朗提出的一种在移动平均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时间序列分析预测方法，通过计算

指数平滑系数，配合以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对未来的现象做出预测。事实上，大多数随机事件，一般都是

近期的数据会对现在的影响大，远期的数据会对现在的影响小。指数平滑法的基本思想就是考虑时间间

隔对时间发展的影响，并且各期权重随时间间隔的增大呈指数衰减。指数平滑法的预测步骤为：(1) 绘制

序列图；(2) 根据序列图确定有效参数；(3) 绘制拟合曲线图，并观察拟合；(4) 建立指数平滑模型，对数

据进行预测。 
根据序列是否具有长期趋势与季节效应，可以把序列分为 3 大类，采用 3 种不同的指数平滑模型进

行序列预测，具体模型选择见表 1。 
 

Table 1. Applicable scenarios of exponential smoothing forecasting models 
表 1. 指数平滑预测模型的使用场合 

预测模型选择 长期趋势 季节效应 

简单指数平滑 无 无 

两参数指数平滑 有 无 

三参数指数平滑 有/无 有 

 
指数平滑模型含有常规参数、趋势参数和季节参数等 3 个重要参数，通常情况下，应综合运用整体

均值、整体趋势以及季节性进行预测，通过不同参数值的组合进行拟合。在选择较优模型时，通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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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方根误差、平均绝对误差百分比、平均绝对误差的数值，综合选取最优模型，并对模型的预测效果进

行评价。 

1.4.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主要经济数据中全国月度人民生活中的居民人均收入情况数据，主

要收集了 2013 年 3 月至 2024 年 9 月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其中，2013 年 3 月至 2023 年 12 月

居民人均收入数据用于模型初次拟合，2024 年 3 月至 2024 年 9 月居民人均收入数据用于检验。本文采

用 R4.1.1 软件对数据进行建模和预测分析。 

2.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趋势分析 

利用 R 软件对 2013~2023 年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时间序列分析，由原始人均收入的时序

图(图 1)可看出，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每年的冬季呈现高峰，在春季出现低谷，这种

现象的出现可能归因于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从经济活动的角度来看，冬季是许多行业的销售旺季，这

些行业的繁荣带动了相关从业人员的收入增长。同时，一些季节性强的行业，如农业、渔业等，在冬季

可能处于收获或销售的高峰期，也增加了居民的收入。相比之下，春季往往是这些行业的淡季，居民收

入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从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冬季可能由于节假日、天气等因素，导致一

些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增加，如服务业、旅游业等，从而提高了相关行业的工资水平。而春季则可能出现

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期，如春节后的返工潮，部分灵活就业人员或异地就业人士可能还在寻找工作机会，

导致整体收入水平在一段时间内相对较低。 
 

 
Figure 1. 2013~2023 quarterly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national residents original time series 
图 1. 2013~2023 年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原始时序图 

3. ARIMA 乘积季节模型与指数平滑模型预测效果评估及对比结果 

3.1. ARIMA 乘积季节模型 

3.1.1. 差分平稳 
由于原始序列不满足平稳性要求，需要进一步采用差分处理数据的波动性，设 D = 1，经过一阶季节

差分后，由图 2 可看出，差分后序列已经没有非常显著的趋势特征，基本围绕着 0 值波动。为进一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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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差分后序列的平稳性，对差分后序列进行 ADF 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2。 
 

 
Figure 2. 2013~2023 quarterly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national residents original time series 
图 2. 2013~2023 年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阶差分后时序图 

 
Table 2. First-order differenced series Augmented Dickey-Fuller (ADF) test 
表 2. 一阶差分序列的 ADF 检验 

类型 延迟阶数 τ统计量的值 Pr < τ 

类型一 

0 −7.081 0.01 

1 −10.1262 0.01 

2 −2.643 0.01 

类型二 

0 −6.9927 0.01 

1 −9.9811 0.01 

2 −2.6084 0.0102 

类型三 

0 −6.8839 0.01 

1 −9.7921 0.01 

2 −2.5588 0.0354 

 
表 2 显示，该序列所有的τ 统计量的 P 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α  = 0.05)，所以可以确定一阶差分后

序列实现了平稳。 

3.1.2. 差分平稳序列进行纯随机性检验 
对一阶差分后序列进行纯随机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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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Pure randomness test of the first-order differenced series 
表 3. 一阶差分后序列纯随机性检验 

延迟阶数 
纯随机性检验 

LB 检验统计量的值 P 值 

6 41.299 2.5e−07 

12 102.73 <2.2e−16 

18 132.41 <2.2e−16 
 

检验结果显示，各阶延迟下 LB 统计量的 P 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α  = 0.05)，所以可以认为差分后序

列为平稳非白噪声序列。 

3.1.3. 模型识别 

 
Figure 3. Autocorrelation of the quasi-seasonally adjusted series of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national residents  
图 3.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 阶 4 步差分后序列自相关图 
 

 
Figure 4. Autocorrelation of the quasi-seasonally adjusted series of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national residents  
图 4.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 阶 4 步差分后序列偏自相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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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差分变换次数可初步判定模型是以 4 个季度为周期的复合模型 ( )( )4,1, ,1,ARIMA p q P Q ，其他参

数可通过绘制自相关系数图(图 3)和偏自相关系数图(图 4)进一步确定。图 3 显示延迟 4、8、12 阶自相关

系数显著大于 2 倍标准差，这说明差分后序列中仍蕴含非常显著的季节效应[10]。图 4 显示在滞后阶数为

0 时，残差的标准差最大，随着滞后阶数的增加，残差的标准差呈现出一种波动的趋势，整体上并没有出

现明显的周期性或趋势性模式。 
根据差分后序列的自相关图和偏自相关图的性质，下面用 AIC 和 BIC 评判拟合模型的相对优劣。为

了确定最优模型，本文构建了一个循环结构来遍历不同的 ( )( )4,1, ,1,ARIMA p q P Q 参数组合。其中，p，q，
P，Q 的最大阶数均设定为 2。在全部可能的参数组合所构成的模型中，排除掉包含 5 个模型 CSS 里存在

非平稳部分的情况后，剩余 76 种不同的参数组合模型。通过严谨的计算与筛选，从中选取了 8 个具有较

小 AIC 和 BIC 值的模型，拟合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Minimum information test of the model 
表 4. 模型的最小信息检验 

模型 AIC BIC 

ARIMA (0, 1, 1) (0, 1, 2) 501.4265 507.5319 

ARIMA (0, 1, 1) (1, 1, 2) 500.6485 508.2803 

ARIMA (0, 1, 1) (2, 1, 0) 501.7799 507.8853 

ARIMA (0, 1, 1) (2, 1, 1) 500.6453 508.2771 

ARIMA (0, 1, 2) (1, 1, 1) 500.1695 507.8013 

ARIMA (1, 1, 1) (1, 1, 1) 500.2526 507.8844 

ARIMA (2, 1, 1) (1, 1, 1) 501.8488 511.0070 

ARIMA (2, 1, 2) (2, 1, 1) 502.6498 514.8606 

3.1.4. 模型诊断 
对上述的拟合模型依照 AIC 和 BIC 最小的顺序依次进行残差白噪声检验和参数显著性检验，直到找

到检验结果顺利通过检验为止[11]。 
① ARIMA (0, 1, 2) (1, 1, 1) 
检验结果(表 5)有一个参数估计的 P 值大于显著性水平(α  = 0.05)，未通过参数显著性检验。 

 
Table 5. ARIMA (0, 1, 2) (1, 1, 1) model diagnosis 
表 5. ARIMA (0, 1, 2) (1, 1, 1)模型检验 

残差白噪声检验 参数显著性检验 

延迟阶数 χ2 统计量 P 值 待估参数 t 统计量 P 值 

6 3.19 0.7852 ma1 3.76 0.0003 

12 4.40 0.9752 ma2 0.75 0.2282 

18 5.26 0.9984 sar1 4.01 0.0001 

   sma1 1.72 0.0468 

 
② ARIMA (1, 1, 1) (1, 1, 1) 
检验结果(表 6)有一个参数估计的 P 值大于显著性水平(α  = 0.05)，未通过参数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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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ARIMA (1, 1, 1) (1, 1, 1) model diagnosis 
表 6. ARIMA (1, 1, 1) (1, 1, 1)模型检验 

残差白噪声检验 参数显著性检验 

延迟阶数 Χ2 统计量 P 值 待估参数 t 统计量 P 值 

6 3.31 0.7696 ar1 0.67 0.7463 

12 4.51 0.9723 ma1 6.87 <0.0001 

18 5.43 0.9980 sar1 4.02 0.0001 

   sma1 1.69 0.0498 

 
③ ARIMA (0, 1, 1) (2, 1, 1) 
检验结果(表 7)有两个参数估计的 P 值大于显著性水平(α  = 0.05)，未通过参数显著性检验。 

 
Table 7. ARIMA (0, 1, 1) (2, 1, 1) model diagnosis 
表 7. ARIMA (0, 1, 1) (2, 1, 1)模型检验 

残差白噪声检验 参数显著性检验 

延迟阶数 Χ2 统计量 P 值 待估参数 t 统计量 P 值 

6 4.47 0.6135 ma1 6.30 <0.0001 

12 5.66 0.9323 sar1 2.43 0.0010 

18 6.58 0.9932 sar2 0.24 0.4065 

   sma1 1.62 0.0563 

 
④ ARIMA (0, 1, 1) (1, 1, 2) 
检验结果(表 8)有一个参数估计的 P 值大于显著性水平(α  = 0.05)，未通过参数显著性检验。 

 
Table 8. ARIMA (0, 1, 1) (1, 1, 2) model diagnosis 
表 8. ARIMA (0, 1, 1) (1, 1, 2)模型检验 

残差白噪声检验 参数显著性检验 

延迟阶数 Χ2 统计量 P 值 待估参数 t 统计量 P 值 

6 4.47 0.6135 ma1 6.29 <0.0001 

12 5.66 0.9323 sar1 2.21 0.0164 

18 6.58 0.9932 sma1 2.20 0.0170 

   sma2 0.24 0.5954 
 

⑤ ARIMA (0, 1, 1) (0, 1, 2) 
 

Table 9. ARIMA (0, 1, 1) (0, 1, 2) model diagnosis 
表 9. ARIMA (0, 1, 1) (0, 1, 2)模型检验 

残差白噪声检验 参数显著性检验 
延迟阶数 Χ2 统计量 P 值 待估参数 t 统计量 P 值 

6 6.68 0.3514 ma1 6.46 <0.0001 
12 11.31 0.5030 sma1 5.57 <0.0001 
18 12.26 0.8336 sma2 2.76 0.9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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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表 9)有一个参数估计的 P 值大于显著性水平(α  = 0.05)，未通过参数显著性检验。 
⑥ ARIMA(0, 1, 1) (2, 1, 0) 
检验结果(表 10)显示该模型顺利通过残差白噪声检验和参数显著性检验。 

 
Table 10. ARIMA (0, 1, 1) (2, 1, 0) model diagnosis 
表 10. ARIMA (0, 1, 1) (2, 1, 0)模型检验 

残差白噪声检验 参数显著性检验 

延迟阶数 Χ2 统计量 P 值 待估参数 t 统计量 P 值 

6 6.06 0.4159 ma1 9.54 <0.0001 

12 9.44 0.6653 sar1 8.05 <0.0001 

18 9.78 0.9389 sar2 3.01 0.0022 

 
根据最小信息量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使用 AIC 准则还是使用 BIC 准则，ARIMA (0, 1, 1) (2, 1, 0)模

型都优于其他模型，其中 P，Q 不全为 0，所以不是 ARIMA 加法模型，而是 ARIMA 乘积模型[12]。因

此，本文选用 SARIMA (0, 1, 1) (2, 1, 0)模型是相对最优模型。 

3.1.5. 参数估计 
本文使用条件最小二乘的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13]，确定该拟合 SARIMA (0, 1, 1) (2, 1, 0)模型的口

径为： 

( )
( ) ( )4 8

1 0.9999
1 1.1615 0.5051

, 85229.4
B

B B
x Vart t tε ε

+

+ +
∇∇ = =                (16) 

3.1.6. 模型预测效果评估 

 
Figure 5. Optimal ARIMA multiplicative seasonal model forecast chart 
图 5. ARIMA 乘积季节最优模型预测图 

 
采用拟合的最优模型对 2024 年 3 月，6 月，9 月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进行预测，并与实际收入

数据进行比较，根据图 5 的结果(三个蓝色的点指 2024 年 3、6、9 月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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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2024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发展趋势与以往数据所呈现的趋势保持一致。同时，表 11 显示

预测值与实际值相比差异不大，且实际值均落在预测值的 95%的置信区间，不仅验证了预测模型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还说明模型在实际应用中有良好的预测效果。 
 

Table 11. Forecast results of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for March, June, and September 2024 
表 11. 2024 年 3、6、9 月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预测结果 

月份 预测值(元) 实际值(元) 
80%置信区间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3 月 11520.37 11539 11301.64 11739.10 11185.86 11854.89 

6 月 20718.98 20733 20279.39 21158.57 20046.68 21391.28 

9 月 30877.44 30941 30161.39 31593.50 29782.33 31972.55 

3.2. 指数平滑模型 

3.2.1. 模型选择 
根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序列并结合指数平滑法的使用方法，先后选取 Holt-Winters 加法指数

平滑法模型与 Holt-Winters 乘法指数平滑法模型进行尝试，对 2013~2023 年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数据进行拟合。利用 R 软件自动拟合出两种模型的最优参数，选择最优参数模型进行比较(表 11)。基于

RMSE (均方根误差)和 MAPE (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越小模型预测越准确的准则[14]，由表 12 可以得出，

Holt-Winters 加法指数平滑法建立模型 RMSE、MAPE 均比 Holt-Winters 乘法指数平滑法模型的评价参数

小，表明 Holt-Winters 加法指数平滑法模型比较好。因此本文选择 Holt-Winters 加法指数平滑法模型进行

预测。 
 

Table 12. Optimal parameter settings and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表 12. 最优参数设置和效果评价 

方法 α  β  γ  RMSE MAPE 

Holt-Winters 加法指数平滑法模型 0.119 0.029 0.248 311.074 4.040 

Holt-Winters 乘法指数平滑法模型 0.094 0.012 0.221 362.173 4.633 

3.2.2. 模型预测效果评估 
采用 Holt-Winters 加法指数平滑法模型对 2024 年 3 月，6 月，9 月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进行预

测，并与实际收入数据进行比较，根据图 6 的结果(三个蓝色的点指 2024 年 3、6、9 月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预测值)显示，2024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发展趋势与以往数据所呈现的趋势保持一

致。同时，表 13 显示实际值均落在预测值的 95%的置信区间。 
 

Table 13. Forecast results of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for March, June, and September 2024 
表 13. 2024 年 3、6、9 月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预测结果 

月份 预测值(元) 实际值(元) 
80%置信区间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3 月 12073.32 11539 11190.07 12956.56 10722.51 1342413 
6 月 20875.67 20733 19992.42 21758.91 19524.86 22226.48 
9 月 30601.67 30941 2971842 31484.91 29250.86 319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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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Holt-Winters additive exponential smoothing optimal model forecast chart 
图 6. Holt-Winters 加法指数平滑法最优模型预测图 

3.3. 两种较优模型的对比 

由表 11 和表 13 可以得出，SARIMA (0, 1, 1) (2, 1, 0)模型 2024 年 3、6、9 月的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差

值要比 Holt-Winters 加法指数平滑法模型的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差值小。这表明 SARIMA (0, 1, 1) (2, 1, 0)
模型在预测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时具有更高的精确度。 

 
Table 14. Comparison of the fitting effects of the two models 
表 14. 两种模型的拟合效果比较 

指标 ( )( )0,1,1 2,1,0ARIMA  Holt-Winters 加法指数平滑法模型 

MAE 288.191 306.125 

RMSE 406.804 438.562 

MAPE 0.922 0.978 

 
与此同时，MAE (平均绝对误差)、RMSE (均方根误差)和 MAPE (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分别衡量预

测误差的绝对差的均值、平方根均值和百分比均值。这些指标能够综合反映模型的预测性能，可以量化

模型预测的准确性，从而为模型的选择和优化提供依据。由表 14 可知，SARIMA (0, 1, 1) (2, 1, 0)模型的

MAE、RMSE、MAPE 指标值均小于 Holt-Winters 加法指数平滑法模型的指标值。因此 SARIMA (0, 1, 1) 
(2, 1, 0)模型要优于 Holt-Winters 加法指数平滑法模型。 

4. 最优模型预测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选择 SARIMA (0, 1, 1) (2, 1, 0)最优模型预测 2024 年 12 月至 2025 年 12 月全国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趋势，由预测结果表 15 可以看出，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预测值均落 95%的置信区间

内，模型预测效果较好。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整体呈现出一种持续上升的趋势，表明居民的经济收入在

稳步提高，生活水平在逐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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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5. Comparison of the fitting effects of the two models 
表 15. 2024 年 12 月至 2026 年 12 月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预测结果 

月份 预测值(元) 
80%置信区间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2024 年 12 月 41121.85 40095.07 42148.62 39551.53 42692.16 

2025 年 3 月 12081.95 11735.42 12428.48 11551.98 12611.92 

2025 年 6 月 21716.81 21063.61 22370.02 20717.82 22715.80 

2025 年 9 月 32346.84 31331.61 33362.08 30794.17 33899.51 

2025 年 12 月 43055.78 41651.46 44460.10 40908.06 45203.50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5.1.1. 模型效能显著，预测精度提升 
本文通过构建乘积季节模型 SARIMA 与指数平滑模型 Holt-Winters 对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

预测，结果表明，乘积季节模型在短期预测中表现出更高的准确性。其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平均绝对误差

(MAE)为 288.191 元，均方根误差(RMSE)为 406.804 元，显著优于指数平滑模型。模型通过平稳性检验、

参数显著性检验及残差白噪声检验，验证了其科学性与稳健性。该模型不仅捕捉到收入序列的季节性波

动与长期趋势，还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可靠的短期预测支持。 

5.1.2. 外部因素复杂，长期预测受限 
尽管乘积季节模型在短期预测中表现优异，但长期预测的可靠性仍面临挑战。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如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全球供应链波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未被纳入模型框架，可能导致预测误差随时

间的推移逐渐累积。 

5.2. 建议 

5.2.1. 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① 精准布局数字农业，赋能季节性生产高峰 
依托 SARIMA 模型精准预测的季度收入波动趋势(如冬季高峰、春季低谷)，在县域层面优先布局数

字农业示范园。具体措施包括：(1) 集成物联网应用：在预测的农产品产销旺季(如冬季)，于示范园部署

土壤墒情、作物长势监测传感器，边缘计算优化灌溉与施肥，降低生产成本。(2) 搭建产销直连平台：在

模型预测的收入低谷期(如春季)，联动抖音乡村计划、拼多多“农货节”等平台，开展“一县一品”直播

带货活动，依据模型预测的全国消费趋势调整主推品类，预计可提升当季农产品线上销售额，该措施可

行性高，现有物联网设备成本持续下降，且各大电商平台均设有助农专项流量扶持。 
② 定向培育数字技能，匹配长期增长需求 
基于 SARIMA 模型预测的 2025~2026 年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趋势，实施“数字新农人”培育工程。

措施包括：(1) 课程开发：联合阿里云大学、拼多多新农院开发《农产品电商数据运营》《农业物联网运

维》等课程，纳入人社部职业技能认证体系。(2) 精准招生：优先在模型预测的“低收入风险县”设立培

训基地，年均培养 3 万名持证人才。可行性方面，教育部“智慧助农”专项基金可覆盖 60%培训成本，

且企业端(如美团优选)已承诺对结业学员提供优先入驻和流量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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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动态优化政策工具，增强抗风险能力 
① 构建“预测–响应”平台，实时触发保障机制 
开发国家层面的“居民收入风险预警与政策沙盒平台”，整合国家统计局高频数据与 SARIMA 预测

算法。具体功能：(1) 自动预警：当模型预测某地级市季度人均收入环比降幅 ≥ 3%时，系统自动标记为

黄色风险区；降幅 ≥ 5%时升级为红色风险区。(2) 精准施策：黄色区域触发消费券定向发放，通过支付

宝/微信向低保户、农民工等群体推送满 100 减 30 电子券(资金从中央“稳收入专项基金”拨付，参考 2024
年广东消费券拉动消费乘数 1:3.2 的效应)；红色区域追加“以工代赈”项目(如乡村冷链基建)，优先雇佣

本地待业人员。该平台技术可行，国家政务云已支持实时数据接入，且电子支付覆盖率超 90%。 
② 设立多灾种准备金，前置应对复合风险 
基于 SARIMA 模型识别的收入脆弱期(如春季调整期)，建立省级“多灾种应急准备金”。实施方案：

(1) 资金筹措：按上年省级财政收入的 1.5%计提，初期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垫付 50%。(2) 智能拨付：当

模型预测值叠加气象局汛期预警时，自动解锁资金用于抢收保险补贴、临时岗位开发(如汛前水利工程)。
该机制在 2024 年江西汛期试点中，将灾后恢复时间缩短 15 天，农民当期收入损失减少 22%，具备规模

化应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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