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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 «统计学» 教材已经出版ꎬ 该书的主编之一王磊老师邀请

我写一篇序ꎮ 湖北经济学院统计人长期以来ꎬ 致力于统计学教材的编写与修订ꎬ «统计

学» 一书就是他们在这方面工作的重要成果ꎮ
教育是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ꎬ 办好教育ꎬ 离不开高质量教材建设ꎮ 近年来ꎬ 我国

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统计学教材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积极的成果ꎮ 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

我国统计学教育的资源ꎬ 也为培养优秀的统计学人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ꎮ 但随着我国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全面推进ꎬ 现有教材的实例往往难以体现我国社会

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ꎬ 难以体现新时代的奋斗目标ꎮ
为了进一步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ꎬ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ꎬ 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ꎬ 曾霞、 王磊与朱冬辉老师主编的 «统计学» 尝试

将新时代明确的奋斗目标融入教材编写过程ꎮ 该教材的编写秉持教育为基础、 文化为

魂的原则ꎬ 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性思考ꎬ 努力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教材、 课堂和学生

中的深入传播与实践ꎮ 统计学是一门关于数据的科学ꎬ 数据中蕴含着大量的辩证唯物

主义观点ꎬ 为统计学与思政教育结合提供了可能ꎬ 从而实现全员、 全程、 全方位育人

的要求ꎮ
本书将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有机融合起来ꎬ 并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ꎬ

主要特点如下:
一是教材理论体系框架结构合理ꎬ 内容丰富且完整ꎮ 按照统计学的定义ꎬ 教材涵

盖了收集、 处理、 分析和解释数据等内容ꎬ 并详细介绍了描述统计分析方法和推断统

计分析方法ꎮ
二是教材采用了与时俱进和生动的案例与例题ꎬ 这些来源于现实的例题既能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ꎬ 又能帮助学生培养将实际问题抽象为统计学问题的能力ꎬ 同时也实

现了教学内容和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ꎬ 强化培养学生知、 行、 思、 辩的全方位学习

能力ꎮ
三是教材借助于 Ｅｘｃｅｌ、 ＳＰＳＳ 等软件ꎬ 将统计数据的分类、 汇总和结果用图形展

示ꎬ 并应用于假设检验、 方差分析等推断统计方法ꎬ 提升学生将统计学理论方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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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四是教材构建立体化的教学资源ꎬ 考察重要知识点的练习和软件操作均配有二维

码ꎬ 扫码即可观看相关视频资源ꎬ 除此之外ꎬ 还配备了包括教学课件等丰富的增值辅

助教学资源ꎬ 可免费下载使用ꎮ
五是教材积极响应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指导精神ꎬ 在每章结束时讲述

了中国统计学家的故事ꎬ 通过统计学家的生平和学术贡献ꎬ 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

的统一ꎬ 切实提高立德树人成效ꎮ
笔者相信ꎬ 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提高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专业水平和技能ꎬ 有助

于培养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 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ꎬ 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

的贡献ꎮ 在新时代背景下ꎬ 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ꎬ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推动统计学教育不断创新和发展ꎮ

厦门大学教授　 　



教育是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教育问题ꎬ 始终把 “为谁培养人、 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 作为根本问题ꎬ
强调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教育、 科技、 人才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 战略性支撑ꎮ” 这为我国教育、 科技和人才事业未

来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ꎮ 我们教育工作者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ꎬ 就是要结合自身

工作实际ꎬ 不忘立德树人初心ꎬ 牢记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使命ꎬ 以课程建设为抓手ꎬ
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ꎬ 统计学课程建设亦是如此ꎮ

统计学是一门收集、 处理、 分析、 解释数据并从数据中得出结论的科学ꎬ 揭示的

是现象总体内在的数量规律ꎬ 主要包括收集数据、 处理数据、 分析数据、 解释数据和

得到结论五个部分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ꎬ 统计学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ꎮ 无论是政府部门为了进行有效的管理与指导ꎬ 还是公司或企业的生产管理以及

居民的日常生活等ꎬ 都离不开统计学ꎮ 近年来ꎬ 我国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统计学教材

在内容和体系上都有了较大改进ꎮ 然而ꎬ 现今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正逐步加快ꎬ 与此

同时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提出了 “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

治教育资源ꎬ 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的要求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ꎬ 青年

强ꎬ 则国家强ꎮ 而统计学是一门关于数据的科学ꎬ 数据中蕴含着大量的辩证唯物主义

观点ꎬ 为统计学与思政教育结合提供了可能ꎬ 为引导青年学生树立为国奋斗的理想提

供了载体ꎬ 也为我们出版这本融合了思政元素内容的教材提供了历史机遇ꎮ 我们统计

学教师要用自己的学识、 阅历、 经验去点燃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ꎬ 通过统计分析方法

讲好中国故事ꎬ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润物无声地滋养青年学生的精神世界ꎬ 引导学

生把人生理想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ꎮ
依据统计学的定义ꎬ 本书的主要内容分为四大部分ꎮ 第一部分包含第 １ 章ꎬ 主要

学习和了解统计的产生和发展、 统计学的定义、 统计学的应用以及一些基本定义ꎮ 第

二部分主要介绍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ꎬ 包含第 ２ 章、 第 ３ 章和第 ４ 章ꎬ 具体内容为

统计数据的搜集、 数据的整理与展示和数据分布特征的度量ꎮ 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推

断统计分析方法ꎬ 包含第 ５ 章至第 １１ 章ꎬ 具体内容为抽样分布理论、 参数估计、 假设



　 　 　 　 　 　 　 　 　 　 　 统 计 学

２　　　　

检验、 分类数据分析、 方差分析、 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时间序列分析ꎮ 第四部分包

含第 １２ 章ꎬ 主要学习和了解指数的相关知识ꎮ
要学好统计学并能灵活运用ꎬ 一方面要掌握基本的统计理论与方法ꎻ 另一方面要

学会将实际问题抽象为统计问题ꎬ 并能掌握基本的使用统计软件的方法ꎮ 我们以 “围

绕经管类专业建设培养统计技能” 为目标ꎬ 以 “建设统计学省级一流课程” 为依托ꎬ
组织相关教师编写了本教材ꎮ 本教材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理论体系框架结构合理ꎬ 内

容丰富且完整ꎮ 按照统计学的定义ꎬ 教材涵盖了收集、 处理、 分析和解释数据等内容ꎬ
并详细介绍了描述统计分析方法和推断统计分析方法ꎻ 二是采用了与时俱进和生动的

案例与例题ꎬ 这些来源于现实的例题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ꎬ 又能帮助学生培养将

实际问题抽象为统计学问题的能力ꎬ 提升经管类专业学生的数据素养能力ꎬ 同时也实

现了教学内容和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ꎬ 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教育同向、 同行、 协

同育人ꎻ 三是借助于 Ｅｘｃｅｌ、 ＳＰＳＳ 等软件ꎬ 将统计数据的分类、 汇总和结果用图形展

示ꎬ 并应用于假设检验、 方差分析等推断统计方法ꎬ 提升学生将统计学理论方法应用

于实际问题的能力ꎻ 四是每章结束时讲述了统计学家的故事ꎬ 通过统计学家的生平和

学术贡献ꎬ 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统一ꎬ 切实提高立德树人成效ꎻ 五是为贯彻实

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ꎬ 本书还配有大量微课视频ꎬ 扫码即可观看ꎮ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经济管理类以及人文、 社会科学等学科的本、 专科教材或参

考书ꎬ 也可以作为从事统计工作或统计分析工作人员的参考书ꎮ
本书由曾霞、 王磊和朱冬辉担任主编ꎮ 各章执笔人分别为: 第 １ 章、 第 ２ 章朱冬

辉ꎬ 第 ３ 章耿智琳ꎬ 第 ４ 章肖宪标ꎬ 第 ５ 章、 第 ６ 章、 第 ７ 章曾霞ꎬ 第 ８ 章、 第 ９ 章王

磊ꎬ 第 １０ 章李文君ꎬ 第 １１ 章赵琼ꎬ 第 １２ 章肖宪标ꎮ

编　 者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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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绪　 论

１ 通过统计学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学习ꎬ 更好地利用统计学的基本方法去了

解和认识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成就ꎮ
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ꎬ 我们要继续奋斗ꎬ 到本世

纪中叶ꎬ 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ꎮ 综合国

力、 国际影响力和现代化强国如何体现? 可以由哪些指标来反映? 通过统计学的学习

将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ꎮ

你知道统计对我们很重要吗?
统计资料表明: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７ ９４２ 元增长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６４ ５２１ 元ꎬ 按 ２０１８ 年汇率折算为 ９ ７７１ 美元ꎬ 已达到或超过中等收入国

家水平ꎻ 按 ２０００ 年不变价格计算ꎬ 人均 ＧＤＰ 年均增长速度为 ８ ９９％ ꎬ 略低于

ＧＤＰ增长速度ꎻ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３ ７２１ ３ 元增长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８ ２２８
元ꎬ 按 ２０００ 年不变价格计算ꎬ 年均增长速度为 ８ ５７％ ꎬ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

增长 ７ ４４％ ꎬ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７ ４８％ ꎮ 从恩格尔系数的大小看ꎬ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８ 年恩格尔系数呈逐年下降之势ꎬ 其中ꎬ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９ ２％ 降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７ ７２％ ꎬ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４９ １％降到 ３０ ０７％ ꎬ 表明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ꎮ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恩格尔系数的划分标准ꎬ 恩格尔系数在 ４０％ ~ ４９％为小康ꎬ ３０％ ~ ３９％为相对富

裕ꎬ ２０％ ~３０％以下为富裕ꎬ ２０％以下为极其富裕ꎮ 这说明ꎬ 改革开放给我国居

民生活水平带来了极大的提高ꎬ 居民生活水平向相对富裕的阶段迈进ꎮ ＧＤＰ 指标

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增长速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 恩格尔系数为什么能反映一

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生活水平?
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 ４０％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 “警戒线”ꎬ 基尼系数在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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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以上表示收入差距较大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我国基尼系数长时期都处在 “警戒线” 以

上①ꎬ 最高时 ２００８ 年达到了 ４９ １％ ꎬ ２０１８ 年只是略为下降ꎬ 仍为 ４６ ８％ ꎬ 收入

分配呈现出较大的差距ꎬ 这表明如何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仍然是我国政

府管理部门和经济学界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ꎮ 为什么国际上将基尼系数作为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 为什么将基尼系数 ４０％设置

为收入分配差距的 “警戒线”ꎮ
２００８ 年美国 “次贷危机” 发生后ꎬ 我国经济建设面临复杂而严峻的经济形

势ꎮ 国际局势复杂多变ꎬ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ꎬ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ꎬ 国内经济体制

改革进入 “深水区”ꎬ 生产方式面临升级换代期ꎬ 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 发展速

度和发展质量处于不同层面ꎬ 使得不同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不同省份的经济建设

呈现出较大的发展差异ꎬ 而且这种差异变化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增大变得越来越

明显且越来越复杂ꎮ 这种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究竟呈现出怎样的特征ꎬ 在不同区域

之间或同一区域不同省份之间又表现为什么样的状态?
上述问题必须依靠统计学的专门知识来加以分析解答ꎬ 统计对我们很重要ꎮ

因此ꎬ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经典的教科书——— «经

济学 (第 １２ 版)» 中特别提到: “在许多与经济学有关的学科中ꎬ 统计学是特别

重要的ꎮ” 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ꎬ 三分之二以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

研究成果与统计有关ꎮ

统计及其应用

１ １　 统计与统计学

１９ 世纪英国著名的科幻作家赫伯乔治威尔斯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Ｇｅｏｒｇｅ
Ｗｅｌｌｓ) 曾经说过: “统计思维总有一天会像读与写一样成为一个有效率的公民的必备

能力ꎮ” 统计是什么? 与什么打交道? 统计学又是关于什么的科学? 下面将对这些问题

展开讨论ꎮ

１ １ １　 什么是统计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ꎬ 或在报纸、 杂志上看到这样的报道和描述:
无论你在百货商店购物还是在网上冲浪ꎬ 总有人在收集与我们购物或上网有关的

资料ꎻ 又比如你可能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没有多少年的白领工作者ꎬ 准备购置一套房

子作为结婚用房ꎬ 这个时候需要你做一定的市场调查ꎬ 也就是说你需要了解目前市场

上流行什么样式的房子ꎬ 居住面积多大? 房子的价格如何? 配套设施及周边环境怎样?
你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吗? 等等ꎮ 这里就涉及搜集统计数据、 统计分析判断等相关问题ꎬ

① ２０１５ 年中国基尼系数为 ０ ４６２　 创 １２ 年来最低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９). 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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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数据就能够为我们提供相应的指导意见ꎮ
作为一名潜在的汽车购买者和一名具有良好社会责任的公民ꎬ 你愿意为保护地球生

态环境做出应有的贡献ꎮ 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ꎬ 消费者的行为对自然资源到底有怎样的

影响呢? 你应该使用汽油发动机的汽车ꎬ 还是新能源汽车ꎬ 或者电动车、 自行车呢?
报纸、 杂志或互联网上的统计结果会影响你的消费观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 (ＷＤＩ) 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９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为

２１４ ２７７ 亿美元ꎬ 增速为 ２ ３％ ꎻ 而中国 ＧＤＰ 为 １４３ ４２９ 亿美元ꎬ 增速为 ６ １％ ꎬ ＧＤＰ
规模稳居世界第二位ꎬ 为位居第三位日本的 ＧＤＰ 总额的 ２ ８２ 倍ꎮ 但人均 ＧＤＰ 中国仅

为美国的 １６％ 、 日本的 ２６％ ꎬ 与世界平均水平 １１ ４３６ 美元 /人相比ꎬ 少了 １ １７４ 美元ꎮ
这样的结果意味着我们需要用统计的方法来对所研究的事物、 现象进行分析比较ꎮ

在认识纷繁复杂的当今世界时ꎬ 统计学自有其一席之地ꎮ 对于列入国家食品管理

部门食品名单上的食品是否含有转基因ꎻ 新冠疫苗的接种数量与接种普及程度如何ꎬ
疫苗 (Ｖｅｒｏ细胞) 的预防效果是否有差异ꎻ 学前教育是否影响孩子们上学后的学习表

现ꎻ 维生素 Ｃ是否有助于预防疾病等ꎻ 这些都可以运用统计方法进行分析ꎮ 总之ꎬ 不

论何时何地ꎬ 只要有数据ꎬ 统计就能派上用场ꎮ
卡尔文勋爵指出: “当你能衡量你所谈论的事并且能用数字把它表示出来时ꎬ 可以

说你对它有一些了解ꎻ 当你不能衡量它并且不能用数字表示出来时ꎬ 你对它的了解是

肤浅而不能令人满意的ꎻ 你的了解可能是知识的开端ꎬ 但很难说你已经进入了科学的

阶段ꎮ”① 这里所谈论的数字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统计数据ꎬ 同时他也告

诉我们ꎬ 要对客观事物进行科学的了解和认知ꎬ 需要利用统计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ꎮ 当

然ꎬ 在利用统计工具展示数据资料的信息时ꎬ 是需要掌握一定的数据分析技巧的ꎮ
上面提到的问题和现象都与统计有关ꎬ 那什么是统计呢? 我们认为 “统计” 一词

的基本含义应该是: 统计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总体数量特征和数量变化规律活动的统

称ꎮ 统计与数字打交道ꎬ 是对现象的数量方面进行分析、 判断ꎬ 通过对现象的统计ꎬ
达到用数量来揭示现象的状况、 变化以及规律、 未来趋势等目的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明确规定: 统计的基本任务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进行统计调查、 统计分析ꎬ 提供统计资料和统计咨询意见ꎬ 实行统计监督ꎮ 国

家建立集中统一的统计系统ꎬ 实行统一领导、 分级负责的统计管理体制ꎮ 国务院

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各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统计工作的组织领导ꎬ 为统计工作

提供必要的保障ꎮ

① 萨缪尔森  经济学 [Ｍ]. 下册. 高鸿业ꎬ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７９ꎬ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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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２　 统计学及其分类

统计学是在统计实践的基础上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方法论科学ꎮ 英文里的统计学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是由拉丁文的国家、 政府 (ｓｔａｔｕｓ) 演化而来ꎮ 有很长一段时间ꎬ 它被视为

是有关于国家经济、 人口统计及政治等各种现象所显现出的原始数据及图表ꎮ 即使在

今日ꎬ 许多的报道及政府公报里也常含有大量令人感兴趣的数据所制成的图表ꎮ 到目

前为止ꎬ 统计学界对于统计学的定义也是莫衷一是ꎬ 众说纷纭ꎮ 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

统计学是收集、 分析、 表述和解释数据的科学ꎻ «韦伯斯特国际辞典 (第 ３ 版)» 定义

统计是一门收集、 分析、 解释和提供数据的科学ꎻ 马里奥特里奥拉 (Ｍａｒｉｏ Ｆ Ｔｒｉｏｌａ)
在 «初级统计学» 一书中指出ꎬ 统计指的是一组方法ꎬ 用来设计实验、 获得数据ꎬ 然

后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组织、 概括、 演示、 分析、 解释和得出结论ꎮ
从上面的定义中ꎬ 我们不难发现ꎬ 统计学的定义基本类似ꎬ 都是与数据有关的科

学ꎮ 因此ꎬ 可以对统计学进行如下的定义ꎮ 统计学是收集、 处理、 分析、 解释数据并

从数据中得出结论的科学ꎮ 它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１) 收集数据ꎬ 即如何取得数据ꎮ 这里涉及采用什么方法得到数据ꎬ 从哪些渠道

取得等内容ꎮ
(２) 处理数据ꎬ 即如何整理与展示数据ꎮ 这里涉及采用什么方法来整理数据ꎬ 采

用什么形式 (图、 表) 来展示数据等内容ꎮ
(３) 分析数据ꎬ 就是利用统计方法分析数据ꎮ 这里将告诉我们根据数据特点采用

什么方法分析数据ꎮ
(４) 数据解释ꎬ 它是对结果的说明ꎮ 这里涉及以怎样的语言 (统计语言或经济语

言) 对分析结果进行解释ꎮ
(５) 得到结论ꎬ 即从数据分析中得出客观结论ꎮ 这里将告诉我们如何从统计数据

的分析解释中得到客观而准确的结论等ꎬ 它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来支撑且要有敏感的

洞察力 (知识、 经验、 判断)ꎮ
统计学按照其采用的数据分析方法可分为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ꎮ 描述统计研究数据

搜集、 处理、 汇总、 图表描述、 概括与分析等统计方法ꎬ 内容包括搜集数据、 整理数据、
展示数据和描述性分析等ꎬ 通过描述统计反映数据的基本特征ꎬ 找出数据变化的规律ꎮ
推断统计是研究如何利用样本数据来推断总体特征的统计方法ꎬ 内容主要有参数估计、
假设检验和模型构造与估计等ꎬ 通过推断统计可以对现象的总体特征作出推断ꎮ 不论是

描述统计还是推断统计都是为了揭示现象总体内在的数量规律ꎬ 只不过所依赖的分析方

法不同而已ꎮ 描述统计依赖现象的数据资料ꎬ 通过数据搜集、 整理、 显示和分析来揭示

其总体数量规律性ꎻ 推断统计是基于分布理论、 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ꎬ 利用样本信

息和概率论对总体数量特征进行估计和检验等来揭示其总体数量规律ꎮ 因而可以认为描

述统计是推断统计的基础ꎬ 而推断统计是现代统计学的核心和标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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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３　 统计的应用

统计应用非常广泛ꎬ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有数据的地方就会用到统计ꎮ 比如ꎬ
政府部门的管理与指导、 公司或企业的生产管理以及居民的日常生活ꎬ 等等ꎮ 下面主

要谈一谈统计方法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以及其他学科当中的应用ꎮ
统计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应用有以下方面:
(１) 经济发展战略ꎮ 政府制定长远的经济发展战略ꎬ 一方面需要对宏观经济形势

进行科学的判断与分析ꎻ 另一方面需要对政府自身进行合理的发展定位ꎬ 因地制宜科

学发展等ꎮ 所有这些都需要利用统计方法来进行数据分析ꎮ
(２) 产品质量管理ꎮ 产品质量管理部门使用统计方法ꎬ 通过实验设计、 质量控制和

质量检验的路径来控制产品质量ꎬ 避免生产更多的不合格品ꎬ 从而取得更好的经济效果ꎮ
(３) 市场研究领域ꎮ 企业营销部门使用统计方法对市场进行研究ꎬ 估计偏爱某种

产品的顾客比例ꎬ 以及他们为什么喜欢这种产品ꎬ 并且进行决策ꎬ 采取何种战略最有

效地扩大销售ꎮ
(４) 财务分析领域ꎮ 财务部门一方面使用统计方法在不同的投资组合中进行决

策ꎬ 以相对较低的投资风险获得较高的投资利润ꎻ 另一方面使用统计方法选择样本进

行审计ꎬ 并在成本会计中找出成本变动的原因ꎮ
(５) 经济预测领域ꎮ 企业要对未来的市场状况进行市场调查与分析ꎬ 经济学家要

对宏观经济的未来走势进行分析ꎬ 都需要利用统计信息、 统计方法进行预测与判断ꎮ
(６) 人力资源管理ꎮ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利用统计方法对员工的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工资等进行分析ꎬ 为制订科学的薪酬计划、 合理的奖惩制度提供依据ꎮ

统计学是收集、 处理、 分析、 解释数据并从数据中得出结论的方法论学科ꎬ 已被

应用于诸多的学科之中ꎬ 统计方法及其分析结果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ꎮ 比如说ꎬ 一篇

学术论文能否在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ꎬ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正确地使用了统计分

析方法ꎮ 马寅初先生说得好: 学者不能离开统计而研究ꎬ 政治家不能离开统计而施政ꎬ
事业家不能离开统计而执业ꎮ 统计学方法应用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之中ꎬ 与它们结合形

成相互渗透的交叉学科ꎬ 因而产生一系列专门领域的统计学ꎬ 诸如ꎬ 经济统计学、 经

营管理统计学、 社会统计学、 医药卫生统计学、 生物工程统计学、 天体物理统计学、
工业统计学、 金融统计学ꎬ 等等ꎮ 本书内容属于经济统计学ꎮ

１ ２　 统计数据

统计数据是用于描述和解释研究对象所收集、 分析和汇总的事实和数字ꎮ 它既是

对现象或事物测量的结果ꎬ 又是对现象或事物进行分析的基础ꎮ 比如ꎬ 对一个国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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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活动总量的测量可得到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ꎻ 对商品价格水平变动的测量得到商品

价格指数ꎻ 对产品质量的测量可得到甲等品、 乙等品等ꎮ 下面从不同的角度对统计数

据进行分类ꎮ

１ ２ １　 分类数据和数值型数据

按照数据计量尺度的不同ꎬ 统计数据可分为分类数据和数值型数据ꎮ
分类数据是只能归于某一类别的非数字型数据ꎬ 它是对事物分类的结果ꎬ 具体表

现为类别ꎬ 一般用文字来表现ꎮ 分类数据根据其具体表现是否有序可分为无序分类数

据和有序分类数据ꎮ 无序分类数据的各类别之间是不可以排序的ꎮ 比如ꎬ 人口按性别

可分为男性和女性ꎻ 企业按所有制形式可分为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等ꎮ 这

些数据的具体取值不存在顺序关系ꎮ 有序分类数据也称为顺序数据ꎬ 各类别之间可排

序ꎮ 比如ꎬ 产品按质量等级可分为一等品、 二等品、 三等品和不合格品ꎻ 你对某项实

施的政策是赞成、 反对ꎬ 还是保持中立等ꎮ 这些变量取值是存在顺序关系的ꎮ 实际工

作中ꎬ 为了方便统计处理ꎬ 有时可用数字代码来表示各分类数据ꎮ 这可根据个人习惯

或约定俗成的规则进行编码ꎮ 比如ꎬ 用 “０” 表示女性ꎬ “１” 表示男性ꎻ “１” 代表国

有企业ꎬ “２” 代表集体企业ꎬ “３” 代表民营企业ꎻ 等等ꎮ
数值型数据是按数字尺度对事物或现象测量的观察值ꎬ 结果表现为具体的数值ꎬ

它是对事物或现象进行的精确测度ꎮ 比如ꎬ 人的体重为 ６０ 千克、 ７０ 千克、 ７５ 千克等ꎻ
某教室的面积为 ７８ ６３ 平方米ꎻ 某商场某个季度商品销售额为 １５８ ３２ 万元等ꎮ

无序分类数据和有序分类数据都是反映事物的品质特征ꎬ 说明事物的类别ꎬ 都是

用文字来描述ꎬ 因此也可统称为定性数据或品质数据ꎮ
数值型数据反映的是事物的数量特征ꎬ 通常用数值来表现ꎬ 因此也可称为定量数

据或数量数据ꎮ

２０２１ 年中国 ＧＤＰ规模达 １１４ ４ 万亿元 (１７ ７ 万亿美元)ꎬ 名义增长 １２ ８％ ꎬ
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ꎻ 中国、 美国占全球 ＧＤＰ 比重分别超 １８％和 ２３％ ꎮ ２０２１
年中国实际 ＧＤＰ 增长 ８ １％ ꎬ 两年平均增长 ５ １％ ꎻ 同期ꎬ 美国 ＧＤＰ 同比增长

５ ７％ ꎬ 德国 ２ ８％ 、 英国 ７ ５％ 、 日本 １ ７％ 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预测

２０２１ 年全球经济实际增速 ５ ９％ ꎬ 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全球领先地位ꎮ
中美经济规模差距正在快速缩小ꎮ 美国 ２０２１ 年 ＧＤＰ为 ２３ ０ 万亿美元ꎬ 中国

ＧＤＰ相当于美国的约 ７７ ０％ ꎮ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 年ꎬ 中美经济规模差距从 ９ １ 万亿美元

快速缩减至 ５ 万亿美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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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望在十年左右跃升为第一大经济体ꎮ 如果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保持年均

５ ５％左右的增长ꎬ 则将在 ２０３０ 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ꎬ 再回世

界之巅ꎬ 全球政经格局和治理版图进入新的篇章ꎮ①

１ ２ ２　 观测数据和实验数据

按照取得数据方法的不同ꎬ 统计数据可分为观测数据和实验数据ꎮ
观测数据是通过调查或观测所搜集到的数据ꎬ 也可称为调查数据ꎮ 这类数据不涉

及研究人员对研究对象或事物行为模式的干预ꎬ 也就是说是在没有人为控制或操作的

条件下得到的ꎬ 随着观测对象的不同ꎬ 其形式和内容是多种多样的ꎮ 一般来讲ꎬ 反映

社会经济现象的统计数据都属于观测数据ꎮ
实验数据是指在实验中控制实验对象而得到的数据ꎮ 这类数据需要对在实验中控

制一个或多个变量并测量操纵的结果ꎮ 比如ꎬ 我们给一组植物施肥ꎬ 另一组植物不施

肥ꎬ 那么我们就是在控制植物土壤的成分ꎬ 可以测量增长率、 成活率等变量ꎻ 再比如ꎬ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ꎬ 各国开展了新冠疫苗的实验而得到疫苗有效率的实验数据ꎮ 自

然科学领域的统计数据多数来自于实验数据ꎮ

１ ２ ３　 截面数据、 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

按照数据与时间的关系ꎬ 统计数据可分为截面数据、 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ꎮ
截面数据是在相同或近似相同的同一时间点搜集的数据ꎬ 这类数据描述的是同一

时间上的同一现象在不同空间上的变化情况ꎬ 因此又称为静态数据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０ 年全

国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就属于截面数据ꎬ 它反映了 ２０２０ 年国内生产

总值 (ＧＤＰ) 在我国不同地区的变化ꎮ
时间序列数据是不同时间上搜集的数据ꎬ 这类数据描述的是同一现象在不同时间上

的动态变化情况ꎬ 因此又称为动态数据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就属于时间序列数据ꎬ 它反映了国内生产总值从 ２０００年到 ２０２０年间的动态变化ꎮ

面板数据是同时在时间和截面 (空间) 上取得的二维数据ꎬ 它是截面数据和时间

序列数据的结合ꎬ 这类数据反映的是同一现象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的变化情况ꎮ 例

如ꎬ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我国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 (不含港、 澳、 台地区) 的地区生产总

值就属于面板数据ꎬ 它反映了国内生产总值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２０ 年之间在我国各地区的

变化情况ꎮ 从某一年份看ꎬ 它是由 ３１ 个地区生产总值数字组成的截面数据ꎻ 从某一省

份看ꎬ 它是由 ２１ 年地区生产总值数据组成的时间序列数据ꎮ 该面板数据由 ３１ 个省份

① 任泽平  中美经济规模快速缩小ꎬ 中国有望十年之内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１). 泽

平宏观ꎬ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 日ꎬ ｈｔｔｐｓ: / / ｉ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ｃ / ８Ｅ１８５Ｒｚ２０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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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年的数据组成ꎬ 共有 ６５１ 个观测值ꎮ

１ ３　 几个基本概念

统计学中概念很多ꎬ 其中有几对概念非常重要ꎬ 几乎贯穿于统计学的始终ꎬ 因而

有必要拿出来单独进行介绍ꎮ 这些定义包括总体与样本、 统计指标与指标体系、 变量

与变量值等ꎮ

１ ３ １　 总体与样本

１ 总体

在很多情况下ꎬ 需要有关研究对象的个体的信息以便得出相关结论ꎮ 比如ꎬ 经济学

家收集有关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数据以了解全国居民家庭收入的变动情况ꎻ 股票投资者收

集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数据来分析股票价格指数的变动情况以决定是否投资ꎻ 社会学家

收集有关数据来了解人类行为ꎻ 植物学家收集有关植物的情况以了解它们的生长状况ꎮ
这时我们所关注的所有个体就形成了总体ꎮ 因此可以认为ꎬ 总体是指所研究对象的所有

个体 (元素) 组成的集合ꎮ 而构成总体的每个个体 (元素) 称为个体ꎬ 亦可称为总体单

位ꎮ 在这里ꎬ 所有居民家庭、 所有的上市公司、 所有的人口、 所有的植物就称为总体ꎬ 而

每个居民家庭、 每个上市公司、 每个人、 每种植物是总体中的每一个元素ꎬ 称为个体ꎮ 总

体中所包含的个体 (元素) 数量可称为总体单位数ꎬ 一般用大写的英文字母 “Ｎ” 表示ꎮ
总体范围的确定相对来讲比较容易ꎬ 一般是根据研究目的来确定的ꎮ 比如ꎬ 要研

究某城市工业企业的生产情况ꎬ 该城市所有工业企业的集合就是总体ꎬ 该市每一个工

业企业就是个体ꎻ 要研究某高校在校生的生活费开支情况ꎬ 该校所有的在校学生就形

成总体ꎬ 每一位在校学生就是个体ꎻ 某企业要新上线一款新型汽车ꎬ 其研究目的就是

要了解这款新型汽车消费群体的状况ꎬ 则购买这款新型汽车的潜在消费者就构成了我

们的研究总体ꎬ 每一位潜在消费者就是个体ꎮ
总体根据其总体单位数是否可数可分为有限总体和无限总体ꎮ 有限总体是指总体

中包含的总体单位数是可数的ꎻ 无限总体是指总体中所包含的总体单位是不可数的ꎮ
一般来讲ꎬ 对社会经济领域开展研究ꎬ 其总体多数属于有限总体ꎬ 而对自然现象开展

的研究就属于无限总体ꎮ 比如ꎬ 由工业企业、 在校学生、 潜在消费者构成的总体就是

有限总体ꎻ 而由于人类现有的认知能力有限ꎬ 无法确定宇宙中行星的数量ꎬ 因而对宇

宙空间中行星的研究就属于无限总体ꎮ
２ 样本

总体是我们关注的所有个体组成的全体ꎮ 对构成总体的所有个体都进行观察ꎬ 通

常是不现实的ꎬ 也是不可能的ꎮ 为此ꎬ 我们只能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以及研究的要求ꎬ
观察总体中一小部分个体的集合ꎬ 以达到对研究现象总体的认识ꎮ 这一小部分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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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ꎬ 就是人们常说的样本ꎮ 样本就是从总体抽取的一部分个体 (元素) 的集合ꎬ 构

成样本的个体 (元素) 的数量称为样本 (容) 量ꎬ 通常用小写的英文字母 “ｎ” 表示ꎮ
通过对样本中各元素的数据信息来推断总体特征ꎮ 比如ꎬ 从某高校在校学生中随机抽

取 １００ 名学生ꎬ 这 １００ 名学生就构成了一个样本ꎬ 根据这 １００ 名学生的月均生活费支

出来推断该校所有在校学生的月均生活支出ꎮ
在这里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ꎬ 样本量与样本的可能数目是两个不同的定义ꎮ 样本量

是指样本中包含个体 (元素) 的数量ꎬ 而样本的可能数目是指从总体中随机抽取一定量

的样本可能形成多少个样本ꎬ 这与抽样的方式方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ꎮ 比如ꎬ 从 Ｎ ＝４的
总体中ꎬ 随机抽取容量 ｎ ＝２的样本ꎬ 可能形成多少个样本呢? 大家可思考一下!

１ ３ ２　 统计指标与统计指标体系

１ 统计指标

对于总体和样本ꎬ 我们所关心的只是它们的数据特征ꎬ 而不是组成总体的个体

(元素) 本身ꎮ 比如ꎬ 要检验一批灯泡的质量ꎬ 我们所关注的并非灯泡的数量多少ꎬ
而是相关灯泡质量的数据ꎬ 即通过一系列数据来假设、 评价、 度量灯泡的质量ꎮ 这里

的数据特征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统计指标ꎮ 因此ꎬ 统计指标可定义为用来反映总体或样

本特征的定义和数值ꎬ 它是研究人员想要了解的某一特征值ꎮ 比如ꎬ ２０２１ 年我国国内

生产总值 (ＧＤＰ) 为 １ １３３ ２３９ ８ 亿元ꎬ 人均 ＧＤＰ为 ８０ ９７６ 元ꎬ 这些指标从某一侧面

概括性地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数量特征ꎮ 由此可见ꎬ 统计指标是由指标的定义

(名称) 和指标取值两项基本要素组成的ꎮ 指标的定义是对所研究总体或样本数量特

征的概括ꎬ 也是对总体或样本的质的规定性ꎻ 指标的取值反映所研究总体或样本在不

同时间、 地点、 条件下的规模和水平ꎮ 总之ꎬ 统计指标是对所研究对象的具体化ꎬ 也

是统计对客观事物认识的起点ꎮ 其实ꎬ 总体或样本数量特征的概念也可以用参数或统

计量来反映ꎬ 关于参数与统计量的内容参见第 ５ 章抽样分布理论ꎮ
统计指标按照其表现形式与内容可分为总量指标、 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ꎮ
总量指标表明所研究现象 (总体或样本) 总规模、 总水平的指标ꎬ 一般用绝对数形

式表示ꎬ 因此又称为绝对数指标ꎬ 如人口总数、 企业总数、 职工总人数、 工资总额、 国内

生产总值、 商品销售额、 商品进出口总额等ꎬ 这些指标反映现象或过程的总规模和总水平ꎮ
相对指标表明现象 (总体或样本) 内部的数量对比关系或普遍程度的指标ꎬ 一般

用相对数形式表示ꎬ 因此又称为相对数指标ꎬ 如人口出生率、 人口自然增长率、 职工

劳动生产率、 人口密度、 资产贡献率、 万元 ＧＤＰ耗电量、 普通高等院校生师比等ꎬ 这

类指标概括性地反映现象内部的数量对比关系或普遍程度ꎮ
平均指标表明现象 (总体或样本) 内部各个个体单位某一特征值一般水平的指

标ꎬ 一般用平均数形式表示ꎬ 因此又称为平均数指标ꎬ 如平均身高、 平均体重、 职工

的平均工资、 学生的平均成绩、 灯泡的平均使用时间等ꎮ 这类指标是根据所研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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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个体单位某一特征值计算得来的ꎬ 其计算较为复杂ꎬ 具体请见本书第 ４ 章数据分

布特征的度量ꎮ
统计指标按照其反映的数量特点 (性质) 可分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ꎮ
数量指标表明所研究现象 (总体或样本) 总规模、 总水平的指标ꎬ 习惯上将总量

指标归入数量指标的范畴ꎮ
质量指标是表明所研究现象 (总体或样本) 相对水平和工作质量的指标ꎬ 习惯上

将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归入质量指标的范畴ꎮ

数据显示ꎬ ２０２１ 年ꎬ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 １ １４３ ６７０ 亿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８ １％ ꎬ 超额完成了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６％以上” 的目标ꎮ 此外ꎬ ２０２１ 年ꎬ 我国

粮食总产量为 ６ ８２８ ５ 亿千克ꎬ 比上年增加 １３３ ５ 亿千克ꎬ 增长 ２％ ꎬ 粮食总产量

连续 ７ 年保持在 ０ ６５ 万亿千克以上ꎬ 超额完成目标ꎮ
数据还显示ꎬ ２０２１ 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 同比上涨 ０ ９％ ꎬ 这一终

值远低于 «政府工作报告» 设定的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３％ ”① 左右的目标ꎮ 在

当前全球通胀压力严峻的大背景下ꎬ 超额完成物价调控目标实属不易ꎮ

２ 统计指标体系

一个统计指标只能反映现象的某个数量特征ꎬ 说明现象某一侧面的情况ꎮ 客观现象

是复杂多样的ꎬ 要反映其全貌ꎬ 描述其发展变化的全过程ꎬ 单纯依靠某单个统计指标显

然是不够的ꎬ 需要一系列统计指标来反映ꎬ 而这一系列统计指标便形成了指标体系ꎮ 统

计指标体系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统计指标所组成的有机整体ꎬ 用以反映所研究现象各

方面相互依存、 相互制约的关系ꎮ 例如ꎬ 经济发展与经济实力的统计指标体系、 居民生

活与健康水平的统计指标体系、 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的统计指标系等ꎮ 统计指标体系的

设置不仅是对客观现象的反映ꎬ 更是人们对客观现象认识的结果ꎬ 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

变化以及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的积累ꎬ 统计指标体系也将不断改进、 更新而逐步完善ꎮ

１ ３ ３　 变量与变量值

为了更好地对我们感兴趣的对象进行研究ꎬ 还需要了解的另一个重要定义是变量ꎮ
变量是说明现象某种特征、 特质或属性的概念ꎬ 如人的性别、 寿命、 体重、 受教育程

度ꎬ 商品销售额、 产品质量等级等都是变量ꎮ 变量的具体取值叫变量值ꎮ 比如ꎬ 人的

性别可以取男性和女性两个值ꎬ 人的体重可以是 ６０ 千克、 ６５ 千克、 ７０ 千克等ꎬ 这里

①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５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所作 «政府工作报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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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男性、 女性、 具体数字就是变量值ꎮ 通常ꎬ 在进行数据分析时ꎬ 需要确定变量及其

取值变化ꎬ 因此ꎬ 我们可对变量进行如下分类ꎮ
变量按照其取值的变化不同可分为分类变量和数值型变量ꎮ
分类变量是说明事物类别的名称ꎬ 其取值为分类数据ꎬ 可分为无序分类变量和有

序分类变量ꎮ 无序分类变量取值的各类别间是不可排序的ꎮ 比如ꎬ “性别” 就是一个

无序分类变量ꎬ 其变量取值为 “男” 或 “女”ꎻ “产业” 也是一个无序分类变量ꎬ 其变

量取值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等ꎮ 这些变量取值不存在顺序关系ꎮ
有序分类变量也称顺序变量ꎬ 其取值的各类别之间可以排序ꎮ 比如ꎬ “产品质量等级”
就是一个有序分类变量ꎬ 其取值为 “甲等品” “乙等品” “丙等品” 等ꎻ “你对某项实

施的政策的态度” 也是一个有序分类变量ꎬ 其取值可以是 “赞成” “中立” “反对”
等ꎬ 这些变量取值是可以排列顺序的ꎮ 还有诸如 “受教育程度” “居民生活的贫困或

富裕程度”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划分” 等都属于有序分类变量ꎬ 不胜枚举ꎮ
数值型变量是说明事物数量特征的名称ꎬ 其取值为数值型数据ꎬ 如 “产品产量”

“国内生产总值” “商品进出口额” “身高” “体重” 等都属于数值型变量ꎮ 数值型变

量根据其取值是否连续ꎬ 又可以划分为离散型变量和连续型变量ꎮ 离散型变量是变量

的值只能通过计数的方法取得ꎬ 它是不连续的ꎬ 只能取有限个值ꎬ 且只能用整数来表

示ꎬ 能够一一列举ꎬ 如 “企业个数” “职工人数” “在校学生人数” 等就属于离散型变

量ꎮ 连续型变量是在数轴上一个或多个区间中取任何值的变量ꎬ 它的取值是连续不断

的ꎬ 可以用整数或小数来表示ꎬ 无法一一列举ꎬ 如 “年龄” “身高” “零件的尺寸”
“温度” “轮胎的里程” “灯泡的使用寿命” 等就属于连续型变量ꎮ

变量按照其变化是否确定可分为确定型变量和非确定型变量ꎮ
确定型变量是受确定性因素影响的变量ꎬ 即影响变量值变化的因素是明确的ꎬ 是

可解释和控制的ꎮ 非确定型变量是受不确定因素 (随机因素) 影响的变量ꎬ 变量的取

值是无法确定的ꎬ 影响因素是不明的ꎬ 也不好控制ꎬ 又称为随机变量ꎮ 社会经济领域

内的现象既有确定性变量也有随机变量ꎮ
上面所讨论的变量都与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有关ꎬ 我们把这种变量称为经验变

量ꎮ 经验变量描述的是我们周围可观测到的物质世界中的事物ꎮ 除了经验变量ꎬ 我们

还使用由统计学、 数学方法构造出来的变量ꎬ 这类变量可称为理论变量ꎮ 比如ꎬ 我们

在以后的章节中将要介绍的 Ｚ 变量、 ｔ 变量、 χ２变量和 Ｆ 变量等ꎮ

统计与数字打交道ꎬ 统计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总体数量特征和数量变化规律

活动的统称ꎮ 统计学是收集、 处理、 分析、 解释数据并从数据中得出结论的科学ꎮ
其内容包括: 收集数据、 处理数据、 分析数据、 解释数据、 得到结论ꎮ 描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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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推断统计的基础ꎬ 推断统计是现代统计学的核心和标志ꎮ 统计应用非常广泛ꎬ
只要有数据的地方就会用到统计ꎮ 统计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应用ꎬ 也可在其他学

科中应用ꎮ 本书内容属于经济统计学ꎮ
统计数据是用于描述和解释研究对象所收集、 分析和汇总的事实和数字ꎮ 它

既是对现象或事物测量的结果ꎬ 又是对现象或事物进行分析的基础ꎮ 按照不同的

分类规则ꎬ 统计数据可以分为分类数据和数值型数据ꎬ 观测数据和实验数据ꎬ 截

面数据、 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ꎮ
总体是指所研究对象的所有个体 (元素) 组成的集合ꎬ 而构成总体的每个个

体 (元素) 称为个体ꎬ 亦称为总体单位ꎮ 总体中所包含的个体 (元素) 的数量称

为总体单位数ꎬ 一般用大写的英文字母 “Ｎ” 表示ꎮ 总体有有限总体与无限总体之

分ꎮ 样本是从总体抽取的一部分个体 (元素) 的集合ꎬ 构成样本的个体 (元素)
的数量称为样本 (容) 量ꎬ 通常用小写的英文字母 “ｎ” 表示ꎮ 统计指标是用来

反映总体或样本特征的定义和数值ꎬ 它是研究人员想要了解的某一特征值ꎮ
统计指标按照其表现形式与内容可分为总量指标、 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ꎮ 统

计指标按照其反映的数量特点 (性质) 可分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ꎮ 统计指标体系

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统计指标所组成的有机整体ꎬ 用以反映所研究现象各方面

相互依存、 相互制约的关系ꎮ
变量是说明现象某种特征、 特质或属性的概念ꎮ 变量值是指变量的具体取值ꎮ

变量按照其取值的变化不同可分为分类变量和数值型变量ꎮ 变量按照其变化是否

确定可分为确定型变量和非确定型变量ꎮ

统计需要实事求是———人口统计学家戴世光

戴世光 (１９０８—１９９９ 年)ꎬ 湖北江夏人ꎬ １９３１ 年毕

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ꎬ １９３６ 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数理统

计硕士ꎻ 曾任西南联合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ꎻ 人口学家ꎬ 更是我国 ２０ 世纪杰出的统计学家ꎮ
３０ 多年前笔者机缘巧合之下ꎬ 有幸聆听了戴世光教

授一场学术讲座ꎬ 时间大约是 １９８７ 年ꎬ 地点在中南财经

大学供研究生上课的小教室ꎬ 条件相当简陋ꎬ 既没有麦

克风ꎬ 也没有现在的 ＰＰＴꎬ 全凭口头表述ꎮ 戴教授虽然是

年近 ８０ 的耄耋老人ꎬ 但自始至终精神矍铄ꎬ 声音洪亮ꎬ 激情澎湃ꎬ 并不时借助于

粉笔将主要观点或关键词写在黑板上ꎬ 其演讲的画面犹在眼前ꎮ 讲座主要讲了三

个问题: 一是 １９７８ 年冬峨眉山会议以来我国统计学界的发展变化ꎬ 二是统计学与



第 １ 章　 绪　 论　 　 　 　 　 　 　 　 　 　 　

１３　　　

数理统计学的相关学术观点ꎬ 三是统计学需要实事求是ꎮ 尤其是第三个问题ꎬ 令

人印象深刻ꎬ 因为讲的时间比较长ꎬ 对 “实事求是” 这一定义作了较为全面而科

学的解释ꎮ “实事” 就是要从实际出发ꎬ 反映客观事物的基本状况ꎻ “求” 就是寻

找、 追求、 探寻ꎻ “是” 就是事物的客观规律、 内在的数量特征ꎮ 实事求是是统

计学的精髓ꎬ 统计学就要实事求是ꎮ 戴教授最后指出统计数据要实事求是ꎬ 统计

分析方法要实事求是ꎬ 统计分析结论要实事求是ꎬ 统计工作人员更要实事求是ꎮ
这不正是现代统计学所强调的研究内容与要求吗? 之后笔者又陆续拜读了戴教授

的相关著作ꎬ 其中两篇文章 «积极发展科学的统计学为我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服务» 和 «实事求是是研究统计科学问题的指导思想»ꎬ 其中的内容与观点更是

引发了我国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统计学界长达十多年的学术大讨论ꎮ
戴教授ꎬ １９４０—１９９２ 年 ５０ 余年一直从事教学科研工作ꎬ 实事求是ꎬ 勤于耕

耘ꎬ 成果丰硕ꎬ 为统计学界及其从业人员实事求是地从事开展统计教学、 科研、
统计实务工作树立了很好的示范作用ꎮ

▶ 讨论:
１ 从以上示例中ꎬ 你学到了什么?
２ 统计学是在统计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方法论科学ꎬ 其中最为关键与重

要的问题是什么?

一、 思考题

１ １　 什么是统计学?
１ ２　 解释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ꎬ 并描述两者之间的关系ꎮ
１ ３　 举出你所知道的 ２ 个或 ３ 个统计应用的例子ꎮ
１ ４　 统计数据可分为哪几类? 其分类的标准是什么?
１ ５　 解释截面数据、 时间序列数据、 面板数据的含义ꎬ 并各举一例ꎮ
１ ６　 解释总体、 个体和样本的含义ꎬ 并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ꎮ
１ ７　 统计指标按计量形式与内容可分为哪几种?
１ ８　 如何理解统计指标体系ꎬ 并举例说明ꎮ
１ ９　 什么是变量? 如何理解理论变量与经验变量ꎬ 并举例说明ꎮ
二、 练习题

１ １　 指出下面变量的类型ꎮ
(１) 性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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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年龄ꎮ
(３) 手机销售量ꎮ
(４) 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ꎬ 小区物业管理部门决定对进入小区的人

员进行登记ꎬ 居民对这项措施的态度是 (赞成、 中立、 反对)ꎮ
(５) 购买商品时的支付方式 (现金、 信用卡、 支付宝或微信)ꎮ
１ ２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 某电视台公布了来自不同制造商的 １２０ 款大屏幕电

视机的检测报告ꎬ 据此谈谈总体、 样本和个体分别是什么ꎮ
１ ３　 假定 １２０款大屏幕电视机的检测报告中ꎬ 公布了每款电视机的制造商、 生

产成本、 屏幕尺寸、 类型 (液晶、 等离子、 背投)ꎬ 以及综合得分 (０ ~１００ 分)ꎮ 请

问: 这里涉及几个变量? 哪些是分类变量ꎬ 哪些是顺序变量ꎬ 哪些是数值型变量?
１ ４　 某高校学生会从该校在校学生中随机抽取 ２００ 名学生进行调查ꎬ 其中ꎬ

６０％的学生回答他们月生活费支出在 １ ５００ 元以上ꎬ ８０％的学生回答他们的消费

支付方式是校园卡ꎮ 请回答以下问题:
(１) 这一研究的总体是什么ꎬ 样本是什么?
(２) 月生活费支出是分类变量、 顺序变量还是数值型变量?
(３) 消费支付方式是分类变量、 顺序变量还是数值型变量?
(４) 这一调查涉及的是截面数据、 时间序列数据ꎬ 还是面板数据?
１ ５　 «金融时报» 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ꎬ 共有 ２ ５６０ 名成年人进行参加了这

次调查ꎮ 其中一个问题是: 您如何评价银行的服务态度? 可能的答案是: 优秀、
良好、 中等、 较差和非常差ꎮ 请回答下面的问题:

(１) 这项调查的样本容量是多大?
(２) 数据是分类型数据、 顺序型数据还是数值型数据?
(３) 对这一问题ꎬ 用绝对数还是相对数汇总数据ꎬ 哪个更合适?
(４) 答案中有 １０％的人说银行服务态度优秀ꎬ 有多少人给出了这种答案ꎮ
１ ６　 一项调查表明ꎬ 消费者每月网上购物的平均支出为 ２ ５００ 元ꎬ 他们选择

网上购物的主要原因是 “价格便宜且方便”ꎮ 回答下列问题:
(１) 这一研究的总体是什么?
(２) 消费者网上购物的主要原因是 “价格便宜且方便”ꎬ 它属于分类变量、

顺序变量还是数值型变量?
(３) “消费者每月网上购物的平均支出为 ２ ５００元” 是经验变量还是理论变量?
(４) 研究者使用的是描述统计还是推断统计?

单选题 判断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