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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我们在长期从事统计学教学的工作中，亲身体验并见证了统计学科

的发展与成熟。正如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的那样：“一种科学

只有当它达到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统计学就是这

样一门成功地运用数学，特别是概率和抽样技术等数学理论而形成的方

法论学科。它的发展和成熟的方法技术现已广泛地运用到各个领域，无

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无论是宏观调控、微观管理还是科学研究

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等，均离不开统计方法的应用，统计学科在其应用

中不断地凸现出它的魅力。统计学科的产生与发展为信息社会的数据

处理提供了大量的、科学的技术与手段，特别是统计软件的开发，使人们

从繁琐的计算中解放出来，从难以理解的数学方法中得到了实际应用，

这充分体现着该学科的使用价值。随着时代的变迁、信息社会的到来，

计算机技术的引入和统计软件的开发等在推进统计学科更好发展与成

熟的同时，又对统计学科的教学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通过学习

该门学科，使学生掌握基本技能，并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受益，就要求统

计学科的教学工作无论是在教学思想、教学方式方法还是在教学手段上

都需要不断地更新，以顺应本学科发展的需要。

教学实践表明，成熟的学科需要成熟的教学方式与手段。随着计算

机技术的引入、统计软件的开发与应用，传统的教学方式与方法面临着

挑战。当今世界进入信息社会后，很难想象，脱离计算机的统计学教学

效果会如何。特别到了２１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为满足社会人才培养

的需求，独立学院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统计学作为经济与管理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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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的核心课程，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对于独立学院学生而言，学习统

计学就是应用，而应用的关键是对统计学思想认识和理解的深化，这样

一来，在课堂上过多地进行统计理论公式的推导显然意义不大。侧重于

实际应用是独立学院教学的特点，如何适应这一受众教育群体的需要，

编写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统计理论思想传播、重实际应用的教材，以

适应统计学教学的需要，是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编写该教

材的基本定位。

为此，我们倾心编写此教材的宗旨，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

教材应适应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内容上重实用、重趣味，编写教材的目

标应是学生学了能用得上，能立即上手；第二，引导读者对统计学产生兴

趣，不再畏难，愿意学并且有学好它的信心；第三，在文字表述上尽量生

动和亲切，力求通俗易懂，让学生、教师、统计工作者和其他读者均能从

中受益。

从编写思想的确立到教学内容的挑选，从编写手段到表述方式的选

择等，我们始终遵循此宗旨，并力求此教材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理论性。注重挑选统计学最基本的统计理论，充分表现出统

计学方法论思想。以“描述统计学”与“推断统计学”两大学科支柱为依

托，精选内容，体现统计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论体系。

第二，应用性。结合每一章节内容，选择合适的生活中的案例或事

例，以Ｅｘｃｅｌ为计算工具，展示统计方法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让读者在

学习统计思想的同时，了解其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意义。

第三，趣味性。在应用性的基础上，结合教学内容选择适当的练习、

思考与讨论，增强学习者的主动思维和动手能力。

第四，通俗性。在版面设计上，力求生动活泼；在文字表述上，力求

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在写作上，力求淡化统计理论的推导和计算，重点

突出统计思想与方法和计算机的应用技术。

本书参编者及分工如下：黄英编写第５、７、９、１０章，张志编写第３、４
章，雷彬编写第２章，俞良蒂编写第１、６、８章。

本书的出版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十分感谢中国地质大学江城



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部领导的鼓励与帮助，感谢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的大

力支持，感谢江城学院曾担任统计学教学工作的各位老师提出的宝贵意

见、建议，感谢新疆财经大学张忠俊老师的大力支持和通力合作。

由于统计学科的迅速发展，编者水平所限，书中的不当和疏漏之处

敬请同行和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部
《统计学方法与应用》编写组

２０１１年１月



序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类高等院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人才培养质

量成为衡量各院校办学水平的主要指标，而教材作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的载体，对各类高等院校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就许多院校目前使用的教材现状来看，现行教材不太适合院校学生

特点、不太符合办学定位的问题较为普遍，许多高职高专院校使用一本

二本的教材，偏理论化、内容死板：而本科院校使用高职高专的教材，过

分重视应用和操作，缺少相关学科的广度和深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呢？必须根据各校办学层次、专业特色和培养目标，进一步加强自编教

材的建设工作，做到因材施教，量体裁衣。对于三本独立学院来讲，应根

据这类院校应用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使教材建设工作做到“面向应

用、面向职业、面向能力、面向实践”，重视教材的适用性、实用性、思想性

和生动性。教师编写和课堂选用的教材，应符合学生层次，既能调动学

生的学习热情，又能切实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分析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满足独立学院培养应用型专业人才的定位要求。中国地质大学江城

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部的中青年教师在老教师的指导与带动下，基于多年

的教学工作，不断学习，亲历实践，编写了一套适用于应用型人才培养院

校经济与管理类本科专业学生学习的专业基础课教材。该套系列教材

有：《管理学原理与实践》、《经济学原理与实践》、《会计学原理与应用》、

《市场营销学》、《财务管理基础》、《统计学方法与应用》和《电子商务概

论》。

这部《统计学方法与应用》的编写，正是经管类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要求的体现。通览本书，它无疑是一部内容丰富、生动活跃和具有
·Ⅰ·



亲和力的专业基础教材，这部教材适用于三本院校经管专业的学生，对

于对统计学有兴趣但非统计专业的学生，它也不失为一部适用的优秀教

材。本书对统计思想和具体应用着墨甚多，在“统计公式”、“数字推导”

等统计方法上面，作者做最大的努力以淡化其复杂和困难程度；本书重
“统计思想”的传输，重视“如何做统计思考”胜于鼓励学生生搬硬记统计

方法或公式的推导。作者将统计学这门看似属于数理类的学科，努力尝

试以文科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努力体现在本书中的案例选用、概念解释、

统计结论表述以及习题的设计等各个细节，它尽力在改变人们对统计学

的传统看法，旨在使初学者产生学习统计学的兴趣并能从中受益，是这

部教科书最大的亮点之一。

该书作者们既有长期从事统计学教学的老师，也有从事统计方法应

用的实际工作者，皆有丰富的统计学教学和实践经验，并在各自研究领

域有独到见地。他们长期工作在统计学教学第一线，孜孜不倦地探求以

统计学理论和方法解决现实问题，作者们均拥有多年统计学教学经验和

企业相关工作经历，这使得本书在统计方法、思想联系实际方面更具有

优势。无论是引文或案例，还是课后习题，均取材丰富并贴合现实，政府

政策、社会服务、餐饮、金融、地产、汽车、信息通讯和教育等，均有所涉

及；统计结论及实践适用于社会生活和经济管理的各个方面，诸如政策

制定、产品宣传、研发、生产经营、财务、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策划等等；这

使得本书内容翔实丰富，并极具实践性。

每章节之前的“学习目标”，最简要地提示本章重点内容，接下来的
“开篇案例”给出一个社会、经济或商务实际案例，以引入本章内容。在

每章结束之时，安排“案例讨论”与全文相呼应，诠释如何将本章所讲统

计方法应用于这个实际案例；“学习指导与小结”按教学安排顺序列出各

节要点；“思考与练习”分成不同难度等级，以便适用于不同教学对象。

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它推进统计学学科的发展，同时为统计方法

的应用开辟广阔天地。本教科书于每章根据内容，专门介绍计算机技术

与本章内容的紧密关系，并编写相应案例进行详细说明。如计算机在数

据收集中的应用，Ｅｘｃｅｌ在统计数据输出、统计图、结果演示、描述统计
·Ⅱ·



和推断统计方法的运用等，这些内容使读者不仅可以从中学习到统计学

方法和理论，并且可以实际上机操作，充分提高学生运用统计方法解决

实际问题的动手能力。这是本教科书的又一大亮点。

综上所述，这本《统计学方法及应用》教材定位合理，在作者能力范

围之内和读者可接受的限度之下，较为明确地表达出作者对统计学的观

点。它基于理论，立足于现实和运用，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选

择读本。我们希望各位读者通过阅读和学习本书，对统计学思想有全新

的认识，掌握更多的统计学理论和方法，并运用于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体

会到统计学带给我们的好处和乐趣。感谢参与编写的各位教师为本书

所做的努力，希望他们能在统计学教学和研究领域再接再励，为我国统

计科学的教育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最后，我们期望广大读者在使用该套系列教材的过程中给我们提出

宝贵的意见！

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

经济与管理类专业基础课教材编写委员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２日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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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１章　导　论

【名言采撷】

学者不能离开统计而研究，政治家不能离开统计而施政，事业家不
能离开统计而执业。①

———马寅初
【学习目标】
第１章的学习目标是通过统计的基本理论及常用的统计概念的学习，让读者

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貌，知道什么是统计学，什么是统计，统计的历史功绩、统计学
家等文化背景；对统计数据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该学科常用的基本概念有一个清
楚的认知，并在理解的基础上，抓住关键，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知识点浏览】

１．统计和统计学的概念

２．统计数据的类型

３．总体和样本

４．参数和统计量

５．变量
【开篇案例】

第２９届夏季北京奥运会奖牌榜②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３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１１２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投
票选定北京获得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主办权。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即第２９届夏季奥林匹
克运动会于２００８年８月８日２０时开幕，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４日闭幕。本届奥运会口号为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Ｏｎｅ　Ｗｏｒｌｄ，Ｏｎｅ　Ｄｒｅａｍ），主办城市是中国北京。参赛国
家及地区２０４个，参赛运动员１１　４３８人，设３０２项（２８种运动）比赛项目。

２００８年８月８日，是值得中国人永远铭刻在心中的日子。这天在我国首都北
京，成功主办了第２９届奥运会开幕式。提起第２９届夏季北京奥运会，人们仍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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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料来源：李心愉编著．应用经济统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资料来源：据第２９届夏季北京奥运会网站公告的数据整理所得。



晰地记得中国人在世人面前充分展示出“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的成果。

开幕式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人文情怀，展示了高科技与现代艺术的完美
结合；奥运会期间的环境保护、社会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了空前水准，得到了全世
界人民的喝彩，那激动人心的场景，相信每个中国人都引以骄傲与自豪。我们更不
会忘记我国运动员在这屇奥运会上取得的骄人成绩。获得奖牌居前１０位的国家
及奖牌数如表１－１所示。

表１－１　第２９届奥运会获奖牌前１０位国家及奖牌数

排名 国家／地区 金牌 银牌 铜牌 奖牌总数

１ 中国 ５１　 ２１　 ２８　 １００

２ 美国 ３６　 ３８　 ３６　 １１０

３ 俄罗斯 ２３　 ２１　 ２８　 ７２

４ 英国 １９　 １３　 １５　 ４７

５ 德国 １６　 １０　 １５　 ４１

６ 澳大利亚 １４　 １５　 １７　 ４６

７ 韩国 １３　 １０　 ８　 ３１

８ 日本 ９　 ６　 １０　 ２５

９ 意大利 ８　 １０　 １０　 ２８

１０ 法国 ７　 １６　 １７　 ４０

合计 ３０２　 ３０３　 ３５３　 ９５８

中国奖牌占比（％） １６．９　 ６．９　 ７．９　 １０．４

我国所获金牌总数居首，占全部金牌总数的１６．９％，比名列第二的美国所获
金牌多１５块；所获得的奖牌总数为１００块，奖牌总数占全部奖牌总数的１０．４％。

第２９届夏季北京奥运会在我国的成功主办，不仅展示了中国人的风采，体现了中
国的实力，也使一批年轻的选手脱颖而出。

类似这种用统计数据对某个事件的情况和结果进行报道，用统计方法对宏观
和微观经济现象进行描述、分析、推算和预测、决策的事例，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比
比皆是，这些都是我们最常见的统计形式与结果。

【思考与讨论】

１．列举生活中的统计方法或思想应用的实例。谈谈你对统计学的直观感受。

２．为什么说学习统计学对每个人都是必要的？你有何体会？

那么什么是统计？什么是统计学？统计学有哪些科学方法和技术？统计学有
哪些思想？用怎样的现代化计算工具完成数据的处理？诸如此类问题，我们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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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中一一为读者释然。本章就统计学中的基本理论与概念、统计的应用领域
和统计数据分类等问题进行介绍。

１．１　统计及其应用领域

提起“统计”一词大家并不陌生，人们经常在报刊杂志、电视广播里看到听到
“统计”字眼，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统计的方法。如用统计图表描述武汉市历年
天气气象的变化趋势，用统计指标“年递增速度”表述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用统计
预测的方法估计“能源的生产量与消费量”情况，用经济模型找出事物发展变化的
规律，用假设检验的思想检验生产厂家对某产品质量的承诺的可靠性，等等。这些
都是统计思想的体现，是统计方法应用的结果。

１．１．１　统计学的概念

统计是泛指统计资料、统计工作的统计科学的总称。而统计学是在对统计数
据的收集、整理、加工、汇总、展示全工作过程中，起指导意义的一门方法论学科，是
理论与方法论的集合。统计通常指统计实际工作，而统计学是一门方法论学科。
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

◎定义１．１：统计学（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是收集、分析、表述和解释数据的科学。
数据收集也就是取得数据，数据整理就是对取得的数据进行加工处理，用统计

图表等形式展示出来，数据分析则是通过统计方法研究数据及其特征，数据的解释
是对分析的结果进行说明。从这一定义中可知，统计学是一门关于数据处理技巧
的方法论学科。

１．１．２　统计学分科

统计学是一门方法论学科，按应用方法的不同可分为描述统计方法和推断统
计方法，因而形成了统计学的两大分科，即描述统计学和推断统计学。

◎定义１．２：描述统计学（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是研究数据收集、整理和描述
的统计学分支。

描述统计的内容包括取得研究需要的数据，以图表形式进行加工处理与显示、
概括与分析，得出所研究现象的一般性规律或特征。如某班的上课出勤率为

９７％，就是对学生到课情况的一般性描述。

◎定义１．３：推断统计学（ｉｎ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是研究如何利用样本数据来推
断总体数量特征的统计学分支。

统计学研究的是总体现象的规律，而不是个体的数量特征，当被研究的总体很
大或是无限总体时，无法收集到所有的数据，只能采集样本信息，通过样本数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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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总体特征。如要研究全国独立学院的办学条件，由于范围太大，数据难以全面
收集，这时就可采用统计抽样技术，抽取适量样本，通过样本提供的信息来推断全
国独立学院的教学投入情况。这种由部分推断总体的方法就是应用了科学的抽样
技术来实现的。

描述统计学和推断统计学形成了统计学科完整的方法论体系，两者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联系表现在：对数据处理的起点和终点是一致的，它们的起点都是收集
反映客观现象的数据，终点都是研究总体内在的数量规律性。区别在于：当收集的
数据来源于总体，则直接运用描述统计学的方法寻找总体内在的数量规律性；若收
集的数据来源于样本，则在通过描述统计学的方法对样本信息进行描述的基础上，
应用概率论（含分布理论、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对总体的数量特征进行估计
和检验等方法，从而得出总体内在的数量规律性。

１．１．３　统计的应用领域

随着统计学的发展，统计方法被广泛地应用到众多领域，如经济学、管理学、会
计学、医学、地质学、社会学、教育学、工程学、气象学等，所有的行业如工业、农业、
商业、信息业、金融业、军事、教育等都十分重视统计思想与方法的应用。表１－２
列出了统计的一些应用领域，目的是使我们通过简单浏览，充分认识到统计学的应
用十分广泛。

表１－２　统计的应用领域

ａｃｔｕａｒｉａｌ　ｗｏｒｋ（精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工业）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考古学）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文学）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农业）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管理科学）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审计学）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市场营销学）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人类学）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医学诊断）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人口统计学）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军事科学）

ｄｅｎｔｉｓｔｒｙ（牙医学）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气象学）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经济计量学）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政治学）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工程）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心理学）

ｅｃｏｌｏｇｙ（生态学） ｐｓｙｃｈｏｐｈｙｓｉｃｓ（心理物理学）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教育学）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质量控制）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流行病学）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宗教研究）

ｆｉｎａｎｃｅ（金融）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社会学）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遗传学）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调查抽样）

ｇｅｏｌｏｇｙ（地质学）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分类学）

当然，统计不是万能的，统计能帮助我们进行数据分析，并从分析中得出某些
结论，但对统计结论的进一步解释，则需要专业知识。如２００３年“非典”时期，我们
可用统计学中的大量观察法，通过临床观察找到病因及其规律，但是如何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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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治疗，却要由医务工作者通过医学专业知识进行探索与解决。
统计学科的发展成就了许多统计学家，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著名统计学家有：

Ｊａｃｏｂ　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伯努利）（１６５４—１７０５）、Ｅｄｍｏｎｄ　Ｈａｌｌｅｙ（哈雷）（１６５６—１７４２）、Ｄｅ
Ｍｏｉｖｒｅ（棣莫弗）（１６６７—１７５４）、Ｔｈｏｍａｓ　Ｂａｙｅｓ（贝叶斯）（１７０２—１７６１）、Ｌｅｏｎｈａｒｄ
Ｅｕｌｅｒ（欧拉）（１７０７—１７８３）、Ｐｉｅｒｒｅ　Ｓｉｍｏｎ　Ｌａｐｌａｃｅ（拉普拉斯）（１７４９—１８２７）、Ａｄ－
ｒｉｅｎ　Ｍａｒｉｅ　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勒让德）（１７５２—１８３３）、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ｌｔｈｕｓ（马尔萨斯）
（１７６６—１８３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Ｇａｕｓｓ（高斯）（１７７７—１８５５）、Ｊｏｈａｎｎ　Ｇｒｅｇｏｒ　Ｍｅｎｄｅｌ（孟德
尔）（１８２２—１８８４）、Ｋａｒｌ　Ｐｅａｒｓｏｎ（皮尔逊）（１８５７—１９３６）、Ｒｏｎａｌｄ　Ａｙｌｍｅｒ　Ｆｉｓｈｅｒ
（费希尔）（１８９０—１９６２）、Ｊｅｒｚｙ　Ｎｅｙｍａｎ（奈曼）（１８９４—１９８１）、Ｅｇｏｎ　Ｓｈａｒｐｅ　Ｐｅａｒ－
ｓｏｎ（皮尔逊）（１８９５—１９８０）、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ｅｌｌｅｒ（费勒）（１９０６—１９７０）等。

人类进入２１世纪后，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们仍在应用统计学的理论与方法，
为人类作出诸多贡献。从应用统计学理论与方法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成果的回
顾中，我们再次目睹了统计学科的魅力与贡献。

２０００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Ｊ·赫克曼和丹尼
尔·Ｌ·麦克法登，以奖励他们发展了广泛应用在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中对个
人和住户的行为进行统计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奖励赫克曼对分析选择性样本
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奖励麦克法登对分析离散抉择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美英两位经济学家共获２００３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
恩格尔和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双双获得２００３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今
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发明了处理许多经济时间序列两个关键特性的统计方法：
时间变化的变更率和非平稳性。”瑞典皇家科学院称恩格尔“不仅是研究员们学习
的光辉典范，而且也是金融分析家的楷模，他不仅为研究员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
具，还为分析家们在资产作价和投资配搭风险评估方面找到了捷径”。瑞典皇家科
学院称“格兰杰的贡献将用于研究财富与消费、汇率与物价水平以及短期与长期利
率之间的关系”。①

１．２　统计数据的类型

统计数据是对客观现象进行测量的结果。例如，“２００９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３３５　３５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７％。年末全国总人口为１３３　４７４万人，全年出生人口

１　６１５万人，出生率为１２．１３‰；死亡率为７．０８‰；自然增长率为５．０５‰。出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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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摘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７日发布的“历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人及学术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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