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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有关统计理论的教材较多，而涉及统计实际业务的教材很少。
为此，亟须编写能将统计基本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有助于提高学生统计能力的；满足高等职业教育
需要的教材。
本书编写力求突出以下几个特点：1．按照高职教育要求构建知识体系本书按照教育部关于“高职高
专教育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充分汲取编者多年教学改革经验成果，构建“以统计基本理论为主
线，以统计技能训练为手段，以统计能力培养为目的”的知识体系，较好地满足了对技能型、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要求。
2．强化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结合每章的统计理论知识，有针对性地精选读者熟悉的统计常识和案例进
行分析，突出统计的实用特点，使感性认识较自然地转化为理性认识。
增强统计方法的可操作性，充实调查方案设计、问卷设计、抽样框的编制、市场预测、统计分析报告
写作等实训内容。
缩小理论与实践的距离，有助于读者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有益于统计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3．删繁就简推陈出新简要阐明统计基本理论，明析统计分析思路，形象描述抽象概念，删繁就简，
突出对统计基本原理的理解及统计方法的科学应用。
注重将统计教学改革和统计制度改革的最新成果融入教材，推陈出新。
将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或焦点问题作为统计案例进行分析，展示统计知识的实用性和资料的时效
性。
4．适应高职学生的学习特点针对统计学概念多、公式多、方法多的特点，每章均附有：学习目标、
本章小结、重要概念、统计分析步骤、练习题和实务等相关内容。
对各章的概念和公式进行归纳概括，对统计方法的分析思路和应用条件进行分解和评价，通过对案例
的分析增强读者对统计理论的掌握与驾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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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统计理论与实务》是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
全书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为宗旨，从统计工作实际需要出发，遵循“统计基本理论为主线，统
计技能训练为手段，统计能力培养为目的”的原则构建知识体系。

全书介绍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运用有效的方式方法搜集和整理所需的数字信息；如何运用统计
分析方法对整理后的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变异分析、抽样推断、相关与回归分析、因素分析、动态分
析，旨在揭示事物潜在的规律性，进而提出合理的推断或决策的建议。

《统计理论与实务》适宜高等职业教育经济和管理类专业学生选用。
也可作为广大经济工作者的工具书或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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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6．2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可以判断变量间关系的密切程度。
当变量间相关关系密切时，即表明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较大，而其他因素对其影响较小。
通常称影响大的因素为决定性因素，影响小的因素为偶然性因素。
假如某消费品的价格与销量高度负相关，就意味着销量的变动主要受价格的影响（或价格的变动主要
受销量的影响）。
而其他因素，诸如广告费、居民收入、消费心理、需求量、售后服务等，虽然对它们有影响，但程度
较小。
因此，我们在研究该消费品的价格与销量变动关系时，就有理由忽略其他偶然因素的存在。
这样一来，价格与销量的关系就可视为一一对应的、确定的函数关系。
进而就有可能建立函数方程式，并可能根据给定的价格推算销量（或根据给定的销量推算价格）。
给定的量可称为自变量，推算的量称为因变量。
然而，偶然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忽略偶然因素建立的反映价格与销量的方程也仅仅是一个估计关系值
，和真实值之间存在着误差。
研究方程式的建立及误差的控制即为回归分析的主要内容。
6．2．1回归分析的意义回归分析是把具有相关关系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模型化，用建立的数学方程进
行估计或预测的统计方法。
“回归”和“相关”这两个术语是英国生物统计学家高尔顿1877年首次提出的。
高尔顿在研究父子两代人身高时发现，身体特别高或特别矮的父亲，其子的身高并非特别高或特别矮
。
他把这种趋向于同类平均数方向移动的迹象称为“回归”现象。
后来，回归一词被用来泛指变量之间的一般数量关系。
回归分析过程可分为三个步骤：（1）建立回归方程。
根据搜集到的变量间的相关资料，选择适当的数学模型，用最小平方法建立回归方程。
回归方程将变量间不确定的相关关系抽象成确定的函数关系，揭示变量间的一般数量对应关系。
（2）推算因变量的估计值。
依据建立的回归方程，把给定的自变量值代人回归方程，求出相对应的因变量的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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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统计理论与实务》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职高专财经类教材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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