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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特点：
第一，本书主要是针对高年级本科生和非统计学专业研究生，为使初学统计学的学生尽快了解统计研
究的思维方式，掌握统计分析的基本方法并加以应用，编写时注重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阐述
统计学的基本思想与方法，同时力求强调统计思想，略掉了一些不必要的数学证明和公式推导。
书中在对各种具体方法作必要的阐述之后，都配备有具体的案例或例子说明其基本思想与方法的应用
，并用图表等比较直观的形式进行解释。

第二，本书的内容完整，整体框架清晰，逻辑性较强，突出了实际问题分析与统计研究中的工作顺序
与知识的逻辑关系。
从内容上看，不仅包括描述统计，也包括推断统计；从分析方法来看，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统计学
原理的基本内容，也包括实际分析研究中常用的多元统计分析的方法与应用，力求使读者较为系统、
完整地掌握统计方法论的总体框架，从而能够在学习统计学的基本理论、思想与方法的同时，把握何
时、用何种方法、对何种问题进行统计分析与研究。

第三，统计学是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与研究发现问题、得出结论的方法论的科学，具有很强的应用
价值。
为了避免读者学完之后只掌握统计学基本思想与方法而无法实际操作，本书的编写力求具有较强的实
用性和可操作性。
在介绍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统计软件，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统计计算与分析的过程及其技术的实现。
同时，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并对计算结果进行解读，以提高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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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立平，经济学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市属市管高校中青年骨
干教师、教学名师。
从事统计学教学、研究工作26年来，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统计预测方法》、《统计学》、《
统计基础理论》、《计量经济学》、《应用回归分析》等多门课程。
主要研究领域：统计分析、数量经济学。

　现已出版《微观经济运行分析》、《宏观经济运行分析》、《经济责任审计与评价》等学术著作多
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加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研究。
其中，论文《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评价体系及实证分析》获全国统计科研成果三等奖，《北京现代化
进程研究》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适应市场经济，深化统计教学改革》获北京市高校教学成果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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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第十一章　主成分与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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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统计学的性质与研究对象　　由统计学的发展历史可知，统计学是从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数
量特征开始的。
随着统计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展，统计学得以不断发展。
　　总体上看，统计学的研究对象与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统计学是一门关于数据的科学，统计研究的是客观事物的数量特征，包括数量状态、数量
关系和数量变化规律，统计的基本语言是数据。
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只要有出现大量数据的地方，就需要统计。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任何事物都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体。
如果数据资料准确、可靠，统计分析方法运用得当，那么，通过研究客观事物的数量方面，就可以正
确地认识客观事物的特征与发展变化的规律。
　　第二，统计学对大量同类现象的数量方面进行综合反映与研究，也就是说，统计学的研究对象是
客观现象总体的数量，单个数据的分析与研究不是统计学的研究对象。
只有通过对大量的现象或对某一现象进行多次重复的观察，才有可能找到统计关系和统计规律。
当然，按照认识论由个体数量到总体数量这样的认识逻辑，统计研究的对象尽管是总体数量，也必须
从个体数量的调查入手。
　　第三，统计学的研究对象是不确定的现象，即随机性的变量。
不确定性现象的存在是由于受到偶然的、随机因素的作用，使得客观事物的实际数量表现存在一定程
度的不可确知性。
现实中，太多的现象都是不确定的现象，如人的寿命是一个随机变量，这种随机性可能和人的遗传基
因、生活习惯、生活质量等很多因素都有关系。
虽然一个人的寿命有一定的随机性，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公民的预期寿命非常稳定，且女性的预期寿
命高于男性的预期寿命，这就是在随机性之中的规律性。
　　第四，统计的基本方法是归纳推断。
统计对总体的认识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掌握构成总体的全部事物的数据资料进行认识，这时运用算
术方法和统计描述手段就可以达到认识总体的目的；二是从总体中抽取部分事物组成样本，然后依据
样本的数据，对总体进行推断，其基本方法就是归纳推断，而不是逻辑推理。
从应用的经济性、时效性、实用性和可行性等方面考虑，利用样本资料对总体进行归纳推断，其优势
比较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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