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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快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经济与管理全球一体化，使得社会越来越需要一批融经济与管理于一
体的综合型人才。
要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的综合型人才，必须以坚实的理论与方法为基础。
统计学正是这样一门融理论与方法于一体，为所有的经济类与管理类专业提供理论与方法的一门专业
基础学科。
它可以为经济类与管理类专业知识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为了适应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编写一部既为经济类与管理类专业提供理论与方法，
又能提供融实用、简单和创新于一体的统计学教材。
近年来也出版了各种统计学或者统计学原理教材，有的教材比较偏重理论与烦琐的方法，有些教材则
偏重于实践统计的内容。
对于烦琐的统计方法，如果在操作上无法解决，将会极大地限制统计的作用。
如果能把烦琐的统计方法用一些工具加以解决，可以大大提高统计的分析功能，充分发挥统计作为一
种方法论工具的作用。
虽然有些教材也作过这方面的努力，但都不太全面。
作者应清华大学出版社邀请所编写的这部教材，力求在吸收近些年统计学教材优秀成果，融合本教材
编写组15年来长期所从事的统计学教学与科研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融全面性与创新性于一体的
统计学教材。
本书集统计学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软件应用、引导案例与复习思考题于一体，对各种经济类与管理
类专业和不同层次的教学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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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适应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并依据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大学本科《统计学
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的，主要介绍统计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
内容包括总论、统计调查、统计整理、总量指标和相对指标、平均指标、变异指标、抽样调查、相关
与回归分析，统计指数，时间序列分析，统计预测，统计信息系统，统计综合分析。
    本书结构新内容新、适用性强而且在各章增加了导读，学习目标、关键概念、专栏、本章小结，思
考与练习。
本书的特点是便于读者了解统计学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和应用：明确学习目的和重点，掌握关键概念
、理论和方法；拓展统计知识；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巩固学习成果。
另外，本书增加了统计史、统计信息、统计信息系统、统计图表和统计综合分析章节；加强了统计指
标、抽样调查和统计预测章节的分量。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统计学专业和经济管理类各专业统计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广大统计工作者
和经济管理工作人员自学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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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平均指标的基本理论  第二节 算术平均数  第三节 调和平均数  第四节 几何平均数  第五节 位置平均
数  第六节 平均指标的应用  本章小结  思考与练习第六章  变异指标第七章  抽样调查第八章  相关与回
归分析第九章  统计指数第十章  时间序列分析第十一章  统计预测第十二章  统计信息系统第十三章  统
计综合分析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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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对调查资料进行审核和订正 审核方法有逻辑检查和计算检查。
 对收集的各类统计资料，在整理时首要的工作就是对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
 1）准确性审查 主要审查统计调查过程中的误差。
统计误差通常可分为两类：一是登记误差，即记录、计算、汇总等过程发生的误差，以及虚报、瞒报
、等作假造成的误差。
二是随机误差，即抽样推断系统产生的代表性误差。
代表性误差是可以控制的，所以审查的重点是前一种情况产生的误差，即是因统计人员素质产生的登
记误差。
其检查方法有两种：逻辑性检查和技术性检查。
 （1）逻辑性检查是用来检查各资料的内容是否合理、有关项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的方法。
这就要求检查人员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实事求是的思想品德，并要熟悉内容情况，有熟练的业务能力
。
 （2）技术性检查主要包括：填报有无遗漏或重复；调查项目是否填齐，内容是否合规，有无错行错
栏情况；计量单位是否正确；合计、乘积等计算是否正确等。
 2）完整性审查 一主要是检查应调查的单位有无遗漏，应调查的内容是否齐全，是否有未按时报送的
资料等。
 注意：在审核过程中，当遇到数据缺失、无效、或不一致时，要进行数据插补。
数据插补有很多方法，如推理插补、均值插补、比率／回归插补、最近邻值插补等。
 3.进行统计分组（分类）并进行编码 4.进行统计汇总 即计算各组和总体总量。
 5.编制统计表，绘制统计图，显示整理结果 3.1.3新时代统计整理的特点 统计整理是比较传统的统计实
务的内容，一般来讲，其内容并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
 首先，数据录入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统计整理。
统计整理的许多内容比如原始资料的审核和编码都属于数据录入的程序。
 其次，汇总技术不再是统计整理的重要内容。
一旦确定了分组方案，利用计算机实现汇总易如反掌。
许多传统的汇总技术和手段都显得过时了。
汇总这种功能在计算机时代非常简单，但是，分类却仍然保留着原来的挑战，比如，人口普查中，对
于人口总体按照年龄进行分组。
 最后，数据清理技术日益普及。
数据清理为数据分析的前期准备工作，是为了更好地分析数据。
结合数据录入，在统计实务中，数据清理工作日益重要，也日益普及。
随着数据挖掘技术和方法的运用日渐普及，数据清理已经成为统计学的重要内容。
 3.2 统计分组 3.2.1 统计分组的概念及作用 1.统计分组的概念 统计分组是根据现象总体内在特点和统计
研究任务的要求，将总体按照一定标志划分为若干性质不同又有联系的组成部分的一种统计方法。
 例如，企业按经济类型分组，可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和其他企业；学生按考试成绩分
组，可分为60分以下（不及格）、60分～70分（及格）、70分～80分（中等）、80分～90分（良好）
和90分～100分（优秀）。
 统计分组的目的在于揭示现象之问存在的差别，要保持同一组内统计资料的同质性和各组间统计资料
的差异性。
统计分组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对总体而言是分，即将总体区分为性质不同的若干组成部分；对总体单
位而言是合，即将性质相同的总体单位合为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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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际接轨成为当代中国统计改革和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在实践中，以推行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公布通用系统(GDDS)”为
主要标志，我国的统计标准、制度和方法等逐步实行与国际统计准则接轨；在理论上，改革初期开始
的关于统计学科性质和学科体系构成的讨论以及随之而来的“大统计学”建设的研究与实践，喻示着
我国的统计学科建设也走上了国际接轨的进程。
与此相应，在教育界，我国统计人才和经济管理类人才统计素质的培养规格和方式也正在逐步实行国
际接轨。
　　本书是为适应我国统计实践、理论和教育发展的需要而编写的教材。
在指导思想上，本书尝试打破“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界限，突破传统的《统计学原
理》的局限性，按“大统计学”的思想构建统计学的基本理论、方法与技术体系；在写作思路上，本
书以数据的搜集、整理、分析和利用为主线，按“科学”与“实用”相结合的原则取舍内容，由描述
统计到推断统计组织全书的内容体系，突出统计为决策尤其是经济管理决策服务的功能；在写作方法
上，本书力求做到深人浅出，简明扼要，对各种统计理论和方法，都配有大量的例题予以说明，并在
章后附有具有代表性的习题。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经济学类、管理学类和其他非统计专业“统计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统
计专业相关课程的教材，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应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和课程设置情况，对教材中
的相关内容进行适当的取舍。
本书也可供统计实际工作者和经济管理工作人员学习参考。
　　本教材是集体智慧和团结协作的结晶，由湖南省各高校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统计教师共同编写完
成，由许涤龙教授、邹新月教授担任主编，并负责大纲设计、书稿总纂和审核定稿。
各章的编写人员如下：　　第一章：许涤龙(湖南大学教授)；　　第二章：叶明霞(吉首大学副教授)
；　　　　第三章、第十二章：贺伟奇(中南大学副教授)；　　第四章、第五章：邹新月(湖南科技大
学教授)；　　第六章：肖彦花(湘潭大学副教授)；　　第七章：周四军(湖南大学副教授)；　　第八
章：任英华(湖南大学讲师)；　　第九章：张彤(南华大学副教授)；　　第十章：欧阳涛(湖南农业大
学副教授)；　　第十一章：曾昭法(湖南大学副教授)。
　　其中，任英华讲师参加了第一章、第六章部分内容的编写，并参加了全书部分章节的修改工作。
　　在本教材编写和出版过程中，中南大学陈雪萍副编审提供了大量的帮助；湖南大学王耀中教授、
宋光辉教授、涂光华教授、王国实副教授、朱慧明博士、王亚雄博士、张立军博士、胡荣才博士、陈
黎明讲师、肖百龙博士、李正辉博士、倪青山老师等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同时，本教材参考了许
多国内外学者的同类著作和教材，从中汲取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许涤龙　　　　　　　　　　　　　　
　　　　　　　　　　　　　　　　　 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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