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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统计学（第3版）》共十二章，内容有导论；统计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综合指标；指数；时间
序列；统计推断和检验，其中包括概率、概率分布；各种推断和检验方法；抽样设计；回归分析和相
关分析，以及决策分析。
　　本书可作为高等财经类专业统计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统计工作者、经济分析和企业管理人员
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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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计算和运用相对数时应注意的问题 （一）注意保持对比指标数值的可比性 由
于相对数是两个指标之间的对比，对比结果的正确性直接取决于指标的可比性。
例如，计算结构相对数和比较相对数必须是同类现象；计算动态相对数必须是同类现象在不同时期的
比较；计算强度相对数必须是有联系的两个总体指标。
如果把非同类现象或无联系总体的指标拿来对比，便会失去相对数的实际意义，以致得出不正确的结
论。
所以在计算和应用相对数时，必须注意检查指标的含义、范围、时间、地点和计算方法是否可比。
对于国与国之间的有关指标对比，尤其要注意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
 （二）注意同绝对数相结合应用 相对数是通过事物间的对比，用一个抽象化的比值来表明其相互关
系的。
把现象的具体规模和水平进行抽象，就难以反映现象的绝对量差别，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在利用相
对数时，要将相对数与绝对数结合运用，进行分析。
 （三）注意各种相对数的结合应用 一种相对数只说明某一方面的情况，若把各种相对数指标联系起
来研究问题，就可以比较全面地说明所研究现象的特征及其发展的规律性。
例如，将动态相对数和结构相对数结合起来计算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比例关系，了解我国由于
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所引起的比例关系的变化情况，从而可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科学依据。
 第二节 指数的概念和分类 一、指数的概念 从广义上讲，凡是能说明现象变动的相对数都是指数。
例如，上一节所阐述的动态相对数、比较相对数和计划完成相对数，都可以叫做指数。
但从狭义上讲，指数是用来表明不能直接相加和不能直接对比的现象在不同时期间的相对变动程度。
例如，要综合说明全部工业产品的产量变动，由于各种工业产品的实物单位不同（如钢产量以吨为单
位、机床以台为单位），不能采用直接相加的方法求出各个时期的总产量，因而就无法将两个时期的
总产量直接对比来说明全部工业品产量的综合变动。
又如，由于不同种类的商品价格不能简单地直接相加，因而要研究两个时期的各种商品价格，就不能
通过简单汇总然后对比的方法来说明价格的综合变动。
所以，狭义的指数是专指不能直接相加的现象在不同时期间比较的综合相对数。
统计学中关于指数的理论与方法，主要是指这种狭义指数的编制理论与方法。
 二、指数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志，指数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数量指数和质量指数 按所反映现象的特征不同，可分为数量指标指数和质量指标指数两种。
 数量指标指数，常称数量指数，反映现象的总规模、水平或工作总量的变化。
例如，产品产量指数、商品销售量指数等，这些指数是根据产量、销售量等数量指标计算的。
 质量指标指数，常称质量指数，反映工作质量的变动情况。
例如，劳动生产率指数，价格指数等，它们是根据劳动生产率、成本、价格等质量指标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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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部重点推荐教材:统计学(第3版)》可作为高等财经类专业统计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统计工
作者、经济分析和企业管理人员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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