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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原理》

内容概要

《统计学原理(第4版)》主要考虑的是高职高专院校对相应的教材的需求，是为适应高职高专院校财经
类专业教学和满足经济管理人员学习的需要而编写的。《统计学原理(第4版)》的编写，参考了国内外
有关专著、教材，吸收了有关统计教学和科研的新成果，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充分考虑了统计改革的
新经验和新成就，具有较强的思想性、理论性、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统计学原理(第4版)》比
较系统和全面地阐述了统计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术方法及其应用，在写法上力求概念准确
、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简明扼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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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总论
第一节 统计研究的对象、特点和作用
第二节 统计研究的基本方法与过程
第三节 统计学中的基本概念
第四节 我国统计的任务和组织
第二章统计设计和统计调查
第一节 统计设计的概念和内容
第二节 统计指标和指标体系的设计
第三节 统计表及其设计
第四节 统计调查的概念和种类
第五节 统计调查方案
第六节 调查问卷的设计
第七节 统计调查的组织方式
第三章统计整理
第一节 统计整理的意义和步骤
第二节 统计分组
第三节 次数分布
第四节 统计汇总的组织、技术与现代化
第四章总量指标和相对指标
第一节 总量指标
第二节 相对指标
第三节 计算和运用总量指标、相对指标的原则
第五章平均指标和变异指标
第一节 平均指标的概念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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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数和中位数
第六节 正确计算和运用平均指标的原则
第七节 标志变异指标
第六章动态数列
第一节 动态数列的一般问题
第二节 动态数列的水平指标
第三节 动态数列的速度指标
第四节 长期趋势和季节变动
第七章统计指数
第一节 统计指数概述
第二节 综合指数法
第三节 平均指数法
第四节 指数体系和因素分析
第八章抽样调查
第一节 抽样调查的一般问题
第二节 抽样误差
第三节 总体指标的推断
第四节 必要抽样数目的确定
第九章相关与回归分析
第一节 相关分析的一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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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相关关系的判断
第三节 回归分析的一般问题
第四节 回归模型的建立与检测
第十章统计预测
第一节 统计预测概述
第二节 几种常用的简单模型预测
第三节 长期趋势模型预测
第四节 回归模型预测
第五节 统计预测误差分析
第十一章统计综合分析
第一节 统计综合分析的概念、任务和形式
第二节 统计综合分析的一般原则、程序和方法
第三节 统计比较
第四节 综合评价
第五节 统计分析报告
附录正态分布概率表
参考文献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统计指标(见配套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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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数量性统计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包括社会经济现象的规模
、水平、现象间的数量关系，以及决定现象质量的数量界限。统计研究对象的数量性，是统计区别于
其他社会经济调查研究活动的根本特点。必须指出，统计对社会经济现象数量方面的认识是定量认识
，但必须以定性认识为基础，要和定性认识结合起来，遵循定性-定量-定性的科学的认识规律。例如
，要了解和研究国内生产总值的数量、构成及其变化，首先必须了解国内生产总值的本质属性，然后
才能根据这种认识去确定国内生产总值的口径、范围和计算方法，进而才能据以处理许许多多复杂的
、具体的实际统计问题。（二）总体性统计研究的对象不是个体现象的数量方面，而是由许多个体现
象构成的总体的数量方面。例如，劳动生产率统计，不是研究某个人具体的劳动效率，而是研究一个
国家、地区、部门或一个企业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及其变动。统计研究对象的总体性这个特点，是由社
会经济现象的特点和统计研究的目的决定的。由于社会经济现象错综复杂，各个个体现象所处条件不
同，它们既受共同因素的影响，又受某些个别的、偶然的因素影响。因此，个体现象的数量特征和变
动趋势是难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总体的本质和规律的。只有以社会经济现象的总体为研究对象，即以
构成总体的全部或足够多数的个体现象为研究对象，才能消除偶然因素的影响，正确地揭示出社会经
济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性。但是，总体是由个体所构成的，要认识社会经济现象总体，就必须从调查了
解个体现象的情况开始，从个体到总体，如人口统计必须从了解每个人的情况开始，然后经过分组、
汇总、计算、整理等工作，才能过渡到说明人口总体数量的特征。（三）具体性统计所研究对象的数
量是具体的数量，不是抽象的数量，这是统计和数学的重要区别。数学虽然是以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
和数量关系为研究对象，但是，它是非常抽象的。而统计所研究的量是具体事物在具体时间、地点和
条件下的数量表现，它总是和现象的质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例如，2008年我国的钢产量为50092万吨，
原煤产量为27.88亿吨，原油产量为19001万吨，粮食产量为52870.9万吨等，显然不是抽象的量，而是我
国在2008年这一具体条件下钢、原煤、原油、粮食生产的数量表现。如果抽掉具体的内容，不是在一
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进行研究，那就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也就不成其为统计，其数字也就不是统计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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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统计学原理(第4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1世纪高职高专财经类专业核心课
程教材,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推荐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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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上课用的，很不错哦
2、挺好的，书的质量挺好
3、很好的一本教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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