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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创新教材·会计（会计电算化）专业规划教材：统计基础》依据现代统计岗
位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职业技能的要求，以实际统计工作过程为主线，以学生统计职业技能培养
为本位，坚持专业对象适应性，遵循理论简明化、结构新优化、实践操作化、应用岗位化的基本原则
，力求实现对象适用、理论够用、岗位能用、操作可用，有机融入当今统计制度改革“企业一套表”
实施等思想，突出统计的基本理念和统计分析方法。

　　《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创新教材·会计（会计电算化）专业规划教材：统计基础》设置了“学习目
标”、“章节架构”、“学习重点”、“技能要求”、“案例导引”、“章节小结”、“复习思考题
”、“实训题”等，还设立了“小常识”、“知识延展”等栏目，注重统计工作过程的自我体验，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拓展统计应用理念，为了学生的终身发展，提升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

　　本书可作为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成人教育培训学校相关专业的统计学教材，也可作为广大统
计工作者的应用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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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统计学的研究对象及特点 统计学的研究对象是大量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
。
统计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统计特点。
统计学的特点如下。
 1.数量性 事实上，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学科很多，而统计研究的是其数量方面，体现了数量性。
数量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如一个地区人口的多少，一个企
业销售总额的大小等。
 （2）现象之间的数量关系，如人口中的男、女数量的比例，反映人口数量与居住之间关系的人口密
度；企业资金投放结构等。
 （3）质与量互变的数量界限，如农村居民生活收入的贫困线或城镇居民的低保线是多少。
 统计学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整个数量变动过程，是在质与量的辩证统一中来认识现象的数量及其数量
关系，并非单纯研究数量。
这主要基于现象的质决定着现象的数量，而现象特定的数量表现又反映现象一定的质。
所以研究现象的数量时，不能离开现象的质，必须以现象的质的分析为基础，来确定现象数量表现的
特定范围。
数量性是统计的基本特点。
 2.总体性 统计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领域中现象整体的数量方面，即统计的数量研究是对现象整体
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进行综合观察分析，得出其数量上的特性及变动规律性，非对个别现象的认知。
例如，对某市工业企业从销售、供应、生产等方面综合，研究该市企业经营状况，如果不对相关工业
企业进行数量方面的观察分析，就不能得出该地区全部工业企业具有代表性的经营状况结论。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统计整体性的数量研究，决定于统计研究的目的，并且不排斥对个体现象的认识
。
实际上说来，统计对总体数量的研究，恰恰是以对个体数量的观察为基础和前提的。
例如，人口普查时，如果没有对每一个自然人基本信息的调查记录，就不能得到人E1整体的性别比例
、民族分布、职业构成、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数量认识。
 3.具体性 统计研究的是具体时间、地点、条件下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
统计研究的数量都是现象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具体的数量表现，而不是脱离现象物质内容的抽
象的数量。
例如，在某时间、某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5.5％，离开这一具体时间、空间界限条件，不能说明任
何问题。
统计研究的数量是社会经济现象具体的量，数学所研究的数量则是抽象的量，是没有具体意义的量。
由此可见，统计量和数学量存在着本质区别，但同时也并不排除研究具体社会经济现象时，利用数学
方法。
实际统计工作中，恰恰广泛应用着数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现象的数量表现及其关系，如回归分析。
 4.社会性 统计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
社会现象是人类有意识社会活动的条件、过程和结果。
任何社会现象都与人（或人的集合）的利益相关，尤其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多元化，
统计人员的社会观、经济观、价值观是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统计认识结论的重要因素。
在统计研究中，要注意对社会经济现象认识的利益代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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