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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课的计划
8-2: 科研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科研论文的结构）

8-6: 如何选择研究课题、写好文献综述？

8-9: 科研论文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一）

8-15: 科研论文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二）

- 回归分析的基本原理与实操

- 如何利用回归模型来刻画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意义？

- 回归模型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如何判断回归模型的好坏？

- 如何实现每一步操作？如何解读回归结果？

8-20: 如何写好学术论文的每个部分、论文的投稿、修改和发表

- 学术论文的各个部分

- 之前的课程：题目、摘要与关键词、引言、文献评述、模型、分析和讨论

- 使用三线表报告回归分析结果

- 学术论文的投稿、修改和发表



回归分析

■ 回归分析：

– 是帮助我们从现实世界的观测数据⼊⼿，为某⼀特定变量（被解释变量Y）构建其对于
另⼀个或多个变量（解释变量X）依存关系的统计⽅法

– 其目的是要：

■ 利用过去数据，揭示本质规律( X对 Y有何影响？) ，预测未来(给定 X⽔平下，Y
的取值)！

■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象，判断某⼀项营销决策的价值

+ or -X Y



■ 简单回归分析（单变量、单元、一元回归分析）：

– 假设我们有N个观测样本( 𝑋! , 𝑌!)(样本量 = N )，关于每个样本我们知道：

■ 𝑌：是我们想要解释、想要预测的变量，因此也被称为“被解释变量” (Dependent Variable)、“结果
变量”(Outcome Variable)； 𝑌!是样本i被解释变量的取值

■ 𝑋：是我们认为会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的变量，因此也被称为“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
“解释变量”(Explanatory Variable)；𝑋!是样本i被解释变量的取值

– 回归分析帮助我们得到一条最优的线性函数 𝑌 = 𝛽" + 𝛽#𝑋，来解释𝑋与𝑌之间的统计关系

■ 𝛽"：X=0时y的取值；纵轴上的截距项

■ 𝛽#：X每变动一个单位，Y变动多少个单位

■ 回归分析的原理：将 Y 的取值变动情况分成两个部分， 𝑌! = 𝛽" + 𝛽#𝑋!+∈!：

– 𝛽" + 𝛽#𝑋：Y中可以被X所解释的部分，及估计得到的回归方程

– ∈!：随机的、无法被解释的部分

通过找到使误差平方和∑!$#% ∈!&最小化的𝛽"
∗和𝛽#

∗，使 Y中可以被X所解释的部分足够大（ 𝛽" + 𝛽#𝑋），
而随机的、无法被解释的部分足够小（ ∈!）；这一方法又被称作“最小二乘法”

𝑌 = 𝛽" + 𝛽#𝑋𝑌

𝑋

N个观测样本
（𝑋!，𝑌!）

𝑋



■ 简单回归分析（单变量、单元、一元回归分析）：

– 以众筹数据集为例，我们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𝐵𝑎𝑐𝑘𝑒𝑟𝑠 = 17.99 + 33.44 × 𝑃ℎ𝑜𝑡𝑜𝑠𝑁𝑢𝑚𝑏𝑒𝑟

■ 在Kickstarter上，项目图片每增加1张，项目的支持者数量平均增加约33个⼈，即项
目是否有图片，对于项目众筹成功⽽⾔是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因素！

– 针对回归分析的结果，我们需要对其好坏展开评价与检验：

■ 使用拟合优度来评价回归模型的好坏

– R Square = (()（回归平⽅和）
((*（总平⽅和） = #.,,-./

&.0"/.#" = 0.052 = 5.2%

– 含义：在Y的总变差中，有5.2%可以由X与Y之间的线性关系来解释，可见⼆者之间有较强的
线性关系

■ 检验1: 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 𝐻"：𝛽# = 0（此时意味着回归线是⼀条⽔平线，因变量Y的取值不依赖于自变量X的取值，即
两个变量之间没有线性关系）

– p值< 𝜶：有充⾜理由拒绝𝑯𝟎，说明X与Y之间存在显著线性关系

■ 检验2: 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 𝐻"：𝛽# = 0（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否显著）

– p值< 𝜶：有充⾜理由拒绝𝑯𝟎，说明X与Y之间存在显著线性关系

– 在单变量回归分析中，检验1和检验2等价；但是在多变量回归分析中，二者并不等价

𝑌 = 𝛽" + 𝛽#𝑋



■ 简单回归分析（单变量、单元、一元回归分析）：

– 以众筹数据集为例，我们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𝐵𝑎𝑐𝑘𝑒𝑟𝑠 = 17.99 + 33.44 × 𝑃ℎ𝑜𝑡𝑜𝑠𝑁𝑢𝑚𝑏𝑒𝑟

■ 在Kickstarter上，项目图片每增加1张，项目的支持者数量平均增加约33个⼈，即项
目是否有图片，对于项目众筹成功⽽⾔是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因素！

– 针对回归分析的结果，我们需要对其好坏展开评价与检验：

■ 使用拟合优度来评价回归模型的好坏

– R Square = (()（回归平⽅和）
((*（总平⽅和） = #.,,-./

&.0"/.#" = 0.052 = 5.2%

– 含义：在Y的总变差中，有5.2%可以由X与Y之间的线性关系来解释，可见⼆者之间有较强的
线性关系

■ 检验1: 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 𝐻"：𝛽# = 0（此时意味着回归线是⼀条⽔平线，因变量Y的取值不依赖于自变量X的取值，即
两个变量之间没有线性关系）

– p值< 𝜶：有充⾜理由拒绝𝑯𝟎，说明X与Y之间存在显著线性关系

■ 检验2: 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 𝐻"：𝛽# = 0（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否显著）

– p值< 𝜶：有充⾜理由拒绝𝑯𝟎，说明X与Y之间存在显著线性关系

– 在单变量回归分析中，检验1和检验2等价；但是在多变量回归分析中，二者并不等价

𝑌 = 𝛽" + 𝛽#𝑋
p值：当原假设成
立的时候，我们观
测到当前数据情况
的概率。
如果p值很小、但
我们又确实在现实
中观测到了当前数
据，
那么此时我们就有
充⾜的理由拒绝掉
原假设、认为它不
对。



简单回归分析

■ 使用Excel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由三个部分构成：
1. 回归统计：展示了回归分析的常用统计量
2. ⽅差分析：是对回归分析的⽅差分析表。其主要作用是对回归⽅程的线性关系进⾏
显著性检验

3. 回归参数估计的结果：

自由度 平⽅和 均⽅ F检验统计量 F检验统计量的显著性

相关系数
判定系数
调整后的判定系数

回归⽅程的截距

回归⽅程的斜率 截距和斜率的置信区间检验回归系数的
T统计量和P值

𝐵𝑎𝑐𝑘𝑒𝑟𝑠 = 17.99 + 33.44 × 𝑃ℎ𝑜𝑡𝑜𝑠𝑁𝑢𝑚𝑏𝑒𝑟



简单回归分析

■ 思考：如果我们得到了Y与X之间的回归方程，并且检验结果全部显著，此时我们可以说

X导致了Y吗？为什么？



简单回归分析

■ 思考：如果我们得到了Y与X之间的回归方程，并且检验结果全部显著，此时我们可以说

X导致了Y吗？为什么？

– 例子1：Y = 财富水平；X = 教育水平， 𝛽8 > 0；教育水平可以提高薪酬水平吗？

- 例子2：Y = 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X = 消防车的派出数量， 𝛽8 > 0；消防车会加
剧火灾的经济损失？



简单回归分析

■ 思考：如果我们得到了Y与X之间的回归方程，并且检验结果全部显著，此时我们可以说

X导致了Y吗？为什么？

– 例子1：Y = 财富水平；X = 教育水平， 𝛽8 > 0

■ 虽然可以理解为，教育水平越高，这个人的财富水平越高，但也有可能是因

为这个人的财富水平越高，他能接触和负担的教育资源越好

- 例子2：Y = 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X = 消防车的派出数量， 𝛽8 > 0

n 两个变量之间满足很强的线性回归关系，但并不是说消防救援行动导致了火

灾经济损失，而是X与Y都受到“火情严重程度”的影响

+ +

+

+

+

X Y

X Y

W



简单回归分析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r4y1C7gs?spm_id_from=333.337.search-
card.all.click&vd_source=19aecf57e19c27dfc37d8587a32cafdd



多元回归分析

■ 单变量回归模型：𝑌 = 𝛽" + 𝛽#𝑋

■ 多元回归模型： 𝑌 = 𝛽" + 𝛽#𝑋# + 𝛽$𝑋$ +⋯+ 𝛽%𝑋%

■ 为什么要进⾏多元回归分析？

– 在实际中影响因变量的因素往往有多个，在单变量回归模型中，我们实际上是把这些众多的

因素都放⼊了随机误差项∈! （如：⽕情的严重程度），因此⽆法在这些变量都不变的条件下，
研究某⼀个解释变量 (X1) 对于被解释变量 (Y) 的影响

– 因此，在我们只能使用“观测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的时候，使用多变量回归分析，可以帮助我

们尽可能清楚地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时候，研究X1与Y之间的关系，此时X1为解释变量，

X2和X3为控制变量

X1 Y

∈

𝑌 = 𝛽" + 𝛽#𝑋# +∈

X1
Y

∈

𝑌 = 𝛽" + 𝛽#𝑋# + 𝛽$𝑋$ + 𝛽&𝑋& +∈

X2

X3

简单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

■ 单变量回归模型：𝑌 = 𝛽" + 𝛽#𝑋

■ 多元回归模型： 𝑌 = 𝛽" + 𝛽#𝑋# + 𝛽$𝑋$ +⋯+ 𝛽%𝑋%

– 假设我们有N个观测样本( 𝑋#! , 𝑋$! , 𝑋&! , 𝑌!)(样本量 = N )

■ 以餐厅评价为例，

– 𝑌：消费者对这家餐厅的喜爱程度

– 𝑋#：餐厅的价格

– 𝑋$：餐厅的服务

– 𝑋&：餐厅的位置

n 如果不使用回归分析，我们可能认为这三个要素同等重要，

n 通过回归我们可以发现，相比于其他要素而言，价格是更为重要的！

Ratings = 0.3 ×𝑃𝑟𝑖𝑐𝑒 + 0.3 × 𝑆𝑒𝑟𝑣𝑖𝑐𝑒 + 0.3 × 𝐿𝑜𝑐𝑎𝑡𝑖𝑜𝑛

Ratings = 0.6 ×𝑃𝑟𝑖𝑐𝑒 + 0.15 × 𝑆𝑒𝑟𝑣𝑖𝑐𝑒 + 0.25 × 𝐿𝑜𝑐𝑎𝑡𝑖𝑜𝑛



■ 使用Excel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众筹数据为例）：

多元回归分析

这里需要把选择的
被解释变量放在单
独的⼯作表中

导⼊每列数据时可以使用快捷键：shift + control + 下键



■ 使用Excel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众筹数据为例）：

■ 写出多元回归方程：

多元回归分析

𝐵𝑎𝑐𝑘𝑒𝑟𝑠
= −0.22 + 12.23 × 𝑃ℎ𝑜𝑡𝑜𝑠𝑁𝑢𝑚𝑏𝑒𝑟 − 0.04 × 𝑃𝑟𝑖𝑐𝑒 + 0.22 × 𝑉𝑖𝑑𝑒𝑜𝐿𝑒𝑛𝑔𝑡ℎ
+ 0.03 × 𝐹𝑏𝑁𝑢𝑚𝑏𝑒𝑟 + 1.92 × 𝐶𝑜𝑚𝑚𝑒𝑛𝑡𝑠



■ 使用Excel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众筹数据为例）：

■ 拟合优度：

– 判定系数（R Square）是对于估计回归⽅程拟合优度的度量。

– 含义：在项目支持⼈数的总变差中，有40.7%可以由此处5个变量组成的线性关
系来解释，即，在项目支持⼈数的取值变动中，有40.7%是由这5个变量的取值
决定的。可见⼆者之间有较强的线性关系

多元回归分析

𝐵𝑎𝑐𝑘𝑒𝑟𝑠
= −0.22 + 12.23 × 𝑃ℎ𝑜𝑡𝑜𝑠𝑁𝑢𝑚𝑏𝑒𝑟 − 0.04 × 𝑃𝑟𝑖𝑐𝑒 + 0.22 × 𝑉𝑖𝑑𝑒𝑜𝐿𝑒𝑛𝑔𝑡ℎ + 0.03 × 𝐹𝑏𝑁𝑢𝑚𝑏𝑒𝑟
+ 1.92 × 𝐶𝑜𝑚𝑚𝑒𝑛𝑡𝑠

R Square =
SSR（回归平⽅和）
SST（总平⽅和）

=
10353532744
25422842292

= 0.407



■ 使用Excel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众筹数据为例）：

■ 对回归结果进行检验：

– 检验1：回归系数的检验

■ 检验的步骤：

– 待检验的假设： 𝐻9：𝛽8 = 0；备择假设： 𝐻8：𝛽8 ≠ 0

– 计算检验统计量：𝑡 = :'
∗

;<(:')
= :'的估计值

:'的标准误差
（由数理统计理论支持）

– 做出决策：确定显著性⽔平， α = 0.05，与比较p值比较⼤小：
■ p值< 𝜶：有充⾜理由拒绝𝑯𝟎，说明X与Y之间存在显著线性关系

■ p值> α：没有充⾜理由拒绝𝐻"，没有证据表明X与Y之间存在显著线性关系

■ Excel数据分析中的结果：

多元回归分析

𝐵𝑎𝑐𝑘𝑒𝑟𝑠
= −0.22 + 12.23 × 𝑃ℎ𝑜𝑡𝑜𝑠𝑁𝑢𝑚𝑏𝑒𝑟 − 0.04 × 𝑃𝑟𝑖𝑐𝑒 + 0.22 × 𝑉𝑖𝑑𝑒𝑜𝐿𝑒𝑛𝑔𝑡ℎ + 0.03 × 𝐹𝑏𝑁𝑢𝑚𝑏𝑒𝑟
+ 1.92 × 𝐶𝑜𝑚𝑚𝑒𝑛𝑡𝑠

在5个变量中，仅有“图片数量”、
“评论数量”的影响是显著的，其余
3个变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对Y的影响不⼤



■ 使用Excel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众筹数据为例）：

■ 对回归结果进行检验：

– 检验2：线性关系的检验

■ 检验的步骤：

– 待检验的假设： 𝐻9：𝛽8 = 0；备择假设： 𝐻8：𝛽8 ≠ 0

– 计算检验统计量：𝐹 = ??@/8
??B/(CDE)

（由数理统计理论支持）

– 做出决策：确定显著性⽔平， α = 0.05，与比较p值比较⼤小：
■ p值< 𝜶：有充⾜理由拒绝𝑯𝟎，说明X与Y之间存在显著线性关系

■ p值> α：没有充⾜理由拒绝𝐻"，没有证据表明X与Y之间存在显著线性关系

■ Excel数据分析中的结果：

多元回归分析

𝐵𝑎𝑐𝑘𝑒𝑟𝑠
= −0.22 + 12.23 × 𝑃ℎ𝑜𝑡𝑜𝑠𝑁𝑢𝑚𝑏𝑒𝑟 − 0.04 × 𝑃𝑟𝑖𝑐𝑒 + 0.22 × 𝑉𝑖𝑑𝑒𝑜𝐿𝑒𝑛𝑔𝑡ℎ + 0.03 × 𝐹𝑏𝑁𝑢𝑚𝑏𝑒𝑟
+ 1.92 × 𝐶𝑜𝑚𝑚𝑒𝑛𝑡𝑠

解释变量的组合与Y
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



■ 思考：既然拟合优度（R Square）反映的是5个变量的线性组合对于Y的解释力度，而通过对

变量回归系数展开逐一检验我们发现，有3个变量对Y的影响并不显著，只有2个变量是有效

变量。那么大家觉得，如果此刻我们丢掉这3个变量、仅使用2个有效变量，回归输出结果中

的哪些部分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哪些不会？理由是什么？

多元回归分析

A

B

C



多元回归分析

A, B, C 均未发⽣很⼤变化

A

B

C



多元回归分析

再进一步，请大家思考：

如果我此时删掉Comments这个有效变量，大家觉得回归输出结果中的哪些部分会发生显
著变化？哪些不会？理由是什么？

A

B

C

A, B, C 均未发⽣很⼤变化



多元回归分析

线性回归⽅程的整体解释⼒度下降



多元回归分析

线性回归⽅程的整体解释⼒度下降



多元回归分析

■ 随堂小练习：请大家打开Excel，尝试自己做以下回归分析，在聊天框中写出你得到的回归方程和
拟合优度，并简单解释你得到的回归结果：

– 利用项目筹集金额（FundingRaised）和捐赠者数量（Backers），计算人均捐款数额
（AvgDonate），将计算结果保存在新的一列：

■ 6116个项目的捐赠者数量（Backers）> 0；样本量 = 6116

– 并分析：AvgDonate与 Comments、PhotosNumber、Price、FbNumber、VideoLength
之间存在何种统计关系？



多元回归分析

■ 随堂小练习：请大家打开Excel，尝试自己做以下回归分析，在聊天框中写出你得到的回归方程和
拟合优度，并简单解释你得到的回归结果：

– 利用项目筹集金额（FundingRaised）和捐赠者数量（Backers），计算人均捐款数额
（AvgDonate），将计算结果保存在新的一列：

■ 6116个项目的捐赠者数量（Backers）> 0；样本量 = 6116

– 并分析：AvgDonate与 Comments、PhotosNumber、Price、FbNumber、VideoLength
之间存在何种统计关系？

– 并分析：AvgDonate与 Comments、PhotosNumber、Price、FbNumber、VideoLength
之间存在何种统计关系？

𝐴𝑣𝑔𝐷𝑜𝑛𝑎𝑡e
= 47.17 + 0.001𝐶𝑜𝑚𝑚𝑒𝑛𝑡𝑠 + 3.66𝑃ℎ𝑜𝑡𝑜𝑁𝑢𝑚𝑏𝑒𝑟𝑠 + 0.08𝑃𝑟𝑖𝑐𝑒 − 0.005𝐹𝑏𝑁𝑢𝑚𝑏𝑒𝑟 + 0.14𝑉𝑖𝑑𝑒𝑜𝐿𝑒𝑛𝑔𝑡ℎ



多元回归分析

■ 随堂小练习：请大家打开Excel，尝试自己做以下回归分析，在聊天框中写出你得到的回归方程和
拟合优度，并简单解释你得到的回归结果：

– 利用项目筹集金额（FundingRaised）和捐赠者数量（Backers），计算人均捐款数额
（AvgDonate），将计算结果保存在新的一列：

■ 6116个项目的捐赠者数量（Backers）> 0；样本量 = 6116

– 并分析：AvgDonate与 Comments、PhotosNumber、Price、FbNumber、VideoLength
之间存在何种统计关系？

– 并分析：AvgDonate与 Comments、PhotosNumber、Price、FbNumber、VideoLength
之间存在何种统计关系？

– 并分析： FundingRaised与 Comments、PhotosNumber、Price、FbNumber、
VideoLength之间存在何种统计关系？

𝐴𝑣𝑔𝐷𝑜𝑛𝑎𝑡e
= 47.17 + 0.001𝐶𝑜𝑚𝑚𝑒𝑛𝑡𝑠 + 3.66𝑃ℎ𝑜𝑡𝑜𝑁𝑢𝑚𝑏𝑒𝑟𝑠 + 0.08𝑃𝑟𝑖𝑐𝑒 − 0.005𝐹𝑏𝑁𝑢𝑚𝑏𝑒𝑟 + 0.14𝑉𝑖𝑑𝑒𝑜𝐿𝑒𝑛𝑔𝑡ℎ

𝐵𝑎𝑐𝑘𝑒𝑟𝑠
= 4.31 + 1.91𝐶𝑜𝑚𝑚𝑒𝑛𝑡𝑠 + 12.22𝑃ℎ𝑜𝑡𝑜𝑁𝑢𝑚𝑏𝑒𝑟𝑠 − 0.06𝑃𝑟𝑖𝑐𝑒 + 0.03𝐹𝑏𝑁𝑢𝑚𝑏𝑒𝑟 + 0.24𝑉𝑖𝑑𝑒𝑜𝐿𝑒𝑛𝑔𝑡ℎ



多元回归分析

■ 随堂小练习：请大家打开Excel，尝试自己做以下回归分析，在聊天框中写出你得到的回归方程和
拟合优度，并简单解释你得到的回归结果：

– 利用项目筹集金额（FundingRaised）和捐赠者数量（Backers），计算人均捐款数额
（AvgDonate），将计算结果保存在新的一列：

■ 6116个项目的捐赠者数量（Backers）> 0；样本量 = 6116

– 并分析：AvgDonate与 Comments、PhotosNumber、Price、FbNumber、VideoLength
之间存在何种统计关系？

– 并分析：AvgDonate与 Comments、PhotosNumber、Price、FbNumber、VideoLength
之间存在何种统计关系？

– 并分析： FundingRaised与 Comments、PhotosNumber、Price、FbNumber、
VideoLength之间存在何种统计关系？

𝐴𝑣𝑔𝐷𝑜𝑛𝑎𝑡e
= 47.17 + 0.001𝐶𝑜𝑚𝑚𝑒𝑛𝑡𝑠 + 3.66𝑃ℎ𝑜𝑡𝑜𝑁𝑢𝑚𝑏𝑒𝑟𝑠 + 0.08𝑃𝑟𝑖𝑐𝑒 − 0.005𝐹𝑏𝑁𝑢𝑚𝑏𝑒𝑟 + 0.14𝑉𝑖𝑑𝑒𝑜𝐿𝑒𝑛𝑔𝑡ℎ

𝐵𝑎𝑐𝑘𝑒𝑟𝑠
= 4.31 + 1.91𝐶𝑜𝑚𝑚𝑒𝑛𝑡𝑠 + 12.22𝑃ℎ𝑜𝑡𝑜𝑁𝑢𝑚𝑏𝑒𝑟𝑠 − 0.06𝑃𝑟𝑖𝑐𝑒 + 0.03𝐹𝑏𝑁𝑢𝑚𝑏𝑒𝑟 + 0.24𝑉𝑖𝑑𝑒𝑜𝐿𝑒𝑛𝑔𝑡ℎ

Q：有同学可以解释这个结果吗？

𝐹𝑢𝑛𝑑𝑖𝑛𝑔𝑅𝑎𝑖𝑠𝑒𝑑
= −10819 + 213.91𝐶𝑜𝑚𝑚𝑒𝑛𝑡𝑠 + 2234.67𝑃ℎ𝑜𝑡𝑜𝑁𝑢𝑚𝑏𝑒𝑟𝑠 + 17.68 𝑃𝑟𝑖𝑐𝑒 + 0.61𝐹𝑏𝑁𝑢𝑚𝑏𝑒𝑟
+ 35.51𝑉𝑖𝑑𝑒𝑜𝐿𝑒𝑛𝑔𝑡ℎ



使用三线表展示回归结果

1.选择的模型：OLS，普通最小⼆乘回归模型

2.被解释变量

3.解释变量与控制
变量的估计结果：
- 估计值
- 估计值的标准误
- 参数的显著性检
验结果

5.样本量

4.拟合优度

6.表注：参数估计的显著性系数的符号含义



与回归有关的其他讨论

■ 回归分析到这里就终止了吗？

自变量：连续
因变量：连续

自变量：连续
因变量：是或否

(如：众筹项目是否成功？
消费者最终是否决定购买？)

自变量：连续
因变量：计数变量

(如：消费者重复购买次数？
消费者共享单车使用次数？本
月混合动⼒汽车售出多少台？)

....



与回归有关的其他讨论

■ 回归分析到这里就终止了吗？

■ 有哪些渠道可以让我自学回归分析（计量经济学）？

– Bilibili & YouTube

– Seeing Theory (A visual introduction to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https://seeing-theory.brown.edu/index.html#firstPage

– UCLA 统计学教材：https://stats.oarc.ucla.edu/

– ....

https://seeing-theory.brown.edu/index.html
https://stats.oarc.ucla.edu/


学术论文的写作

1. 研究问题的提出与聚焦：

• 解释变量 X；

• 被解释变量 Y；

• 主效应 X à Y

• 解释为何 X与Y之间存在这种主效应？主效应在何时会被放⼤、何时会被抑制？

2. 回顾现有⽂献中对于上述要素的讨论

• 现有⽂献的结论（“评” ）

• 现有⽂献的不⾜（“述” ）

• 本研究的独特贡献（“点明价值”）



学术论文的写作

3. 数据的来源、获取⽅式、合理性与价值（样本与总体、数据集的价值）



学术论文的写作

4. 变量的定义、度量⽅式、与描述性统计特征

• 统计数据、统计变量与理论变量

• 我定义的变量可以研究我的问题吗？

• 我定义的变量应该如何测量？需要哪些统计数据的支持？

我目前收集到的数据可以支持我测量它们吗？



学术论文的写作

4. 用表达式建立起回归模型



学术论文的写作

5. 使用三线表记录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

1.选择的模型：OLS，普通最小⼆乘回归模型

2.被解释变量

3.解释变量与控制
变量的估计结果：
- 估计值
- 估计值的标准误
- 参数的显著性检
验结果

5.样本量

4.拟合优度

6.表注：参数估计的显著性系数的符号含义



学术论文的写作

6. 对回归分析的结果展开解读

- 系数的估计结果（估计值的⼤小与⽅向、p值）？

- 系数估计结果的含义（数据表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 如何理解这⼀分析结果？



学术论文的投稿和修改

1. 期刊投稿流程

• 同⾏评议

期刊编辑

匿名审稿⼈

Desk Rejection：
30∼40%



学术论文的投稿和修改

1. 期刊投稿流程

• 同⾏评议

• 投稿流程

• 仔细阅读期刊的投稿指南，包括投稿要求、评审流程、撰稿要求（题目、摘

要、关键词、图标规范、参考⽂献、引用标志、字体与板式）

• 营销科学学报：http://www.jms.org.cn:8081/jms/CN/column/column3.shtml

• ⼼理学报： https://journal.psych.ac.cn/xlxb/CN/column/column6.shtml

•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https://journals.sagepub.com/author-
instructions/MRJ

• 进⼊同⾏评议环节 (R&R, revision and resubmission; 2∼4轮不等)，针对期
刊编辑和审稿⼈提出的意见作出修改

• R&R分类：Major Revision和 Minor Revision

• 从他⼈的R&R中学习经验：https://journal.psych.ac.cn/xlxb/CN/0439-
755X/current.shtml

http://www.jms.org.cn:8081/jms/CN/column/column3.shtml
https://journal.psych.ac.cn/xlxb/CN/column/column6.shtml
https://journals.sagepub.com/author-instructions/MRJ
https://journal.psych.ac.cn/xlxb/CN/0439-755X/current.shtml


学术论文的投稿和修改

1. 期刊投稿流程

2. 会议投稿流程（流程短、不需要反复修改、⽆出版物、可以参加学术会议获取修改建议）

• INFORMS Marketing Science Conference: https://www.informs.org/Meetings-
Conferences/INFORMS-Conference-Calendar/2022-ISMS-Marketing-Science-
Conference

• JMS中国市场营销学术年会暨博⼠⽣论坛：
http://www.jmsmeeting.org.cn/index.php/subs?fid=23

• CMIC中国市场营销国际学术年会：

• IFMSA营销科学与应用国际会议

https://www.informs.org/Meetings-Conferences/INFORMS-Conference-Calendar/2022-ISMS-Marketing-Science-Conference
http://www.jmsmeeting.org.cn/index.php/subs?fid=23


课后小作业

请各位同学：撰写3∼5页的分析报告，包含：研究问题的提出、⽂献评述、数据采集、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分析结果、利用三线表汇报回归分析的结果、对于回归结果的解读

DDL：8月21日晚12点 (joeyliu1997@163.com)，
请各位同学发作业时在邮件主题上注名，谢谢⼤家！也欢迎⼤家就任何课程问题与我
们沟通∼

mailto:joeyliu1997@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