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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组合预测的邮政业务主要指标预测研究 

—以重庆邮政业为例 

万晓榆，费 舜，田帅辉 

( 重庆邮电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065) 

【摘 要】对邮政业主要指标的准确预测是制定邮政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需要使用科学、有效、合理

的方法进行支撑。以重庆市邮政业为例，统计分析邮政业务总量、邮政业务收入、快递业务总量和快递业务收入四

项主要指标在 2012 年 12 月至 2016 年 2 月期间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分别运用灰色模型、Holt-Winters 模型、

趋势外推法等三种方法对四项主要指标进行拟合，用方差倒数法进行三种模型的组合预测，并对四种模型的预测精

度进行分析比较。结果显示，组合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要优于任意一种单一预测模型。 

【关键词】邮政业务指标; 灰色预测; Holt-Winters 模型; 趋势外推法; 组合预测 

【中图分类号】F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 2016) 05-0102-07 

近年来，网络零售的爆炸式发展使得邮政业务量得到井喷式增长。“十二五”期间，我国邮政业规模持续扩大，行业整体实

力继续增强。2015 年，全年邮政行业业务总量完成 5070 亿元，同比增长 37%。全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

接营业收入)完成 4020 亿元，同比增长 25%。其中，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 206 亿件，同比增长 48%;快递业务收入完成 2760

亿元，同比增长 35%
［1］

。在此背景下，重庆市邮政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邮政业务主要指标均有显著提高，较好地完成了“十二

五”规划制定的任务目标。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如何准确地对重庆市邮政业在“十三五”开局期间的主要业务指标进行预测非

常重要。基于此，分别使用了多种单一预测方法和组合预测方法对重庆市邮政业务总量、邮政业务收入、快递业务总量和快递

业务收入 4项主要业务指标进行了预测，为重庆市邮政业“十三五”规划提供决策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通过查阅历年重庆市统计年鉴、重庆市邮政管理局官方数据，收集了 2012 年 12 月到 2016 年 2 月期间共 39 个月份的邮政

业务主要指标的历史数据，并绘制成以时间编号为横轴、指标数据为纵轴的时间序列图，具体如图 1所示。 

(二)研究方法 

灰色系统理论常用于研究少数据、贫信息的不确定性问题，通过从“部分”已知信息的生成、开发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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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系统预测模型 GM(1，1)在物流发展规模的预测研究中也取得了较好结果，模型预测精度等级较高
［2］

。笔者选取的邮政业务

主要指标是月度数据，从图 1可以看出，所选取的数据资料具有较为明显的时间变动趋势，而 Holt-Winters模型对这种具有时

间变动趋势的时间序列具有较好的预测精度。同样，在对邮政业务指标这种具有长期趋势变动的时间序列的预测分析中，可以

选择趋势外推法进行预测，以便更好地反映邮政业务的长期发展变化规律。 

 

1．灰色模型 

GM(1，1)预测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3］

。 

第一步，计算各年数据的累加总额 

 

(1)式中:X
(1)

t'表示第 t'期的累加总额;X
(0)

t'表示第 t'期的实际值。 

第二步，计算 B矩阵和 X矩阵，计算公式如下 

 



 

 3 

第三步，通过计算 A矩阵，得到常数 a和常数 b，计算公式如下 

 

第四步，通过以下公式，得到累加预测额和年度预测额 

 

2．Holt-Winters模型 

Holt-Winters模型主要有三种，分别是乘法、加法和无季节性模型
［4］

。 

(1)Holt-Winters乘法模型 

该方法用于具有线性趋势的乘法季节变化序列。yt'的平滑序列式为 

 

(7)式中:at'表示截距;bt'表示斜率;k为周期数目(k＞0);at'+bt'k表示趋势;St'为季节因子;s为季节周期长度;T'为时间。 

截距、斜率和季节因子的定义如下 

 

(9)式中:α，β，γ均在 0～1之间，为平滑系数。 

预测值为 

 

(10)式中:ST'+k－s为样本数据最后一年的季节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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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olt-Winters加法模型 

该方法用于具有线性趋势的乘法季节变化序列。yt'的平滑序列式为 

 

截距、斜率和季节因子的定义如下 

 

预测值为 

 

(3)Holt-Winters无季节性模型 

该方法用于具有线性时间趋势但无季节变化的序列。yt'的平滑序列式为 

 

截距、斜率和季节因子的定义如下 

 

预测值为 

 

3．趋势外推法 

常用的趋势外推预测模型一般分为多项式曲线模型、指数曲线模型、对数曲线模型三类。具体模型如下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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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项式曲线预测模型 

 

(19)式中:Y^为预测值;bn为常数。 

(2)指数曲线预测模型，特指修正后的 

 

(3)对数曲线预测模型 

 

4．组合预测 

采用多种预测模型进行组合预测的关键问题在于确定各模型的权重，本文选取常用的方差倒数法确定组合预测模型的权重
［6］

，该表达公式为 

 

(22)式中:Dj为第 j个模型的误差平方和，即 

 

组合预测的形式采用现行组合模型 

 

(24)式中:y0t'为 t'期的组合预测值;y1t'，y2t'„ynt'为 n 种不同单项预测模型在 t'期的预测值;w1，w2„wn 为相应的 n

中组合权数;wn依据方差倒数法加以确定。 

5．预测精度评价 

在评价预测模型的精度时，常用以下几种方法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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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均方误差(MSE)和误差标准差(SDE)，公式分别为 

 

 

(2)计算平均相对误差(MPE)和平均相对误差绝对值(MAPE)，具体公式如下 

 

二、重庆市邮政业务主要指标预测 

(一)基于灰色模型的指标预测 

1．原始数据 

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以邮政业务总量为例 

 

2．建立预测模型 

借助 Matlab2014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并建立预测模型，结果如下 

 

4 项邮政主要指标的时间响应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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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型预测 

利用灰色模型对重庆市 4项邮政业务主要指标进行预测，将历年数据代入时间响应式，计算得到预测结果，如表 1所示。 

 

(二)基于 Holt-Winters模型的指标预测 

1．建立预测模型 

本文使用 SPSS22．0软件，对重庆市邮政业务总量、邮政业务收入、快递业务总量、快递业务收入分别建立无季节、乘法、

加法的 Holt-Winters 模型，结果如表 2 所示。根据均方根误差(ＲMSE)最小原则和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APE)最小原则，上述

三类预测模型中，Holt-Winters加法模型最优。 

2．模型预测 

利用 Holt-Winters加法模型对重庆市 4项邮政业务主要指标进行预测，借助 SPSS22．0软件得到预测结果，绘制成的折线

图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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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趋势外推法的指标预测 

由前述图 1可以看出，在短期宏观环境波动不大的情况下，重庆市邮政业务的 4个主要指标基本呈现线性变动趋势。因此，

本文将时间 t'作为自变量，将邮政业务主要指标数据分别作为因变量 1、2、3、4，采用多项式趋势外推模型中的线性模型进行

趋势拟合。 

1．建立预测模型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趋势分析方法中的最小二乘原理进行分析，设待估计的直线为 



 

 9 

 

(38)式中:y^为 y的预测值。 

方程中的常数 a和 b可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即 

 

利用 SPSS22．0软件，得到 4项邮政业务主指标的直线预测模型: 

(1)邮政业务总量 

 

(41)式中:常数项和回归参数的 t检验值分别为 21．311和 15．052，都通过了 t检验;(42)式中回归模型拟合度Ｒ2为 0．927，

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43)式中 F检验值为 226．572，也通过了检验，说明该直线模型拟合度较好。 

(2)邮政业务收入 

 

(44)式中:常数项和回归参数的 t检验值分别为 17．795和 11．034，都通过了 t检验;(45)式中回归模型拟合度Ｒ2为 0．632，

模型拟合程度好;(46)式中 F检验值为 121．760，也通过了检验，说明该直线模型拟合度较好。 

(3)快递业务量 

 

(47)式中:常数项和回归参数的 t检验值分别为 7．847和 11．631，都通过了 t检验。(48)式中回归模型拟合度Ｒ2为 0．886，



 

 10 

模型拟合程度好;(49)式中 F检验值为 135．285，也通过了检验，说明该直线模型拟合度较好。 

(4)快递业务收入 

 

    

(50)式中:常数项和回归参数的 t检验值分别为 9．445和 13．954，都通过了 t检验。(51)式中回归模型拟合度 R2 为 0．917，

模型拟合程度好;(52)式中 F检验值为 194．709，也通过了检验，说明该直线模型拟合度较好。 

2．模型预测 

利用软件对重庆市邮政业务主要指标趋势进行预测，并绘制成折线图如图 3所示。 

 

(四)基于组合模型的指标预测 

1．组合预测模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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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以上模型的预测效果可知，之所以趋势外推拟合模型的预测误差较大，是因为影响邮政主要指标的因素复杂，不能简

单地用时间变量 t'来解释，而组合模型的预测能够综合以上多种预测方法各自的优点，因此可以通过建立组合预测模型提高精

度预测: 

 

模型如下(53)式中:yk(t')为第 k项指标组合预测值;wk1，wk2，wk3为第 k项指标的单项模型权重;yk1(t')，yk2(t')，yk3(t')

为第 k项指标的单项模型预测值。根据权重公式计算后的组合模型权重如下: 

a．邮政业务总量 

w11=0．357，w12=0．476，w13=0．167b． 

邮政业务收入 

w21=0．354，w22=0．496，w23=0．150c． 

快递业务总量 

w31=0．415，w32=0．401，w33=0．184d． 

快递业务收入 

w41=0．324，w42=0．479，w43=0．197 

根据方差倒数法计算所得的各单模型权重，建立重庆市邮政四项业务主要指标的组合预测模型如下: 

a．邮政业务总量 

y1(t')=0．357y11(t')+0．479y12(t')+0．167y13(t')b． 

邮政业务收入 

y2(t')=0．354y21(t')+0．496y22(t')+0．150y23(t')c． 

快递业务总量 

y3(t')=0．415y31(t')+0．401y32(t')+0．184y33(t') 

d．快递业务收入 

y4(t')=0．324y41(t')+0．479y42(t')+0．197y4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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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型预测 

根据上述 4个组合预测模型计算得到组合预测序列，并绘制成组合预测散点图如图 4所示。 

 

(五)各模型预测精度评价 

 



 

 13 

用上述 4个组合预测模型对重庆市邮政业 2012 年 12月至 2016 年 2月间的 4项主要指标进行预测并与实际值相比较，结果

显示预测精度高(见表 3)。在对 4项指标的组合预测中，均方误差(MSE)分别为 0．040、0．060、19205．342、0．028，均低于

单个预测方法结果的均方误差;误差标准差(SDE)分别为 0．200、0．244、138．583、0．169，均低于单个预测方法结果的误差

标准差;平均相对误差绝对值(MAPE)分别为 3．110%、3．749%、5．942%、4．540%，均低于单个预测方法结果的平均相对误差绝

对值。可见，在对快递业务总量和快递业务收入的预测中，组合预测模型的预测误差明显小于灰色预测、季节指数预测、趋势

外推预测 3种单一预测模型，且组合预测值比单一模型的预测值更为接近实际观察值。 

三、外推预测 

运用组合预测模型对重庆市邮政业务 2016 年 3月至 2016年 12月间的 4项主要指标进行外推预测，预测结果如表 4所示。

该组合预测方式综合了单一预测模型的优点，使预测结果更加精准，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参考。 

 

四、结论与局限 

(一)研究结论 

1．本文以重庆市邮政业务“十三五”规划指标预测为例，建立组合预测模型，对重庆市邮政业务 4大主要指标在未来一段

时间内的变动情况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可以为邮政管理局、邮政公司等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2．通过构建组合预测模型，综合各个单项预测模型的优点，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预测的系统误差，提高了预测的效果和精

度。 

3．本文的组合预测方法能够进一步推广到重庆以外城市的邮政业务指标预测领域。 

(二)研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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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预测模型中未对邮政业的市场环境进行充分考虑，因此在面临较大的市场变动时，本预测结果可能会与重庆市邮政

业长期发展的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 

2．本文选取的组合预测模型在各模型的权重计算过程中是在单一模型预测结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受单一模型选择是否合理

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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