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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1.3 总量指标的计量单位 总量指标的计量单位都是有名数。其表现形式有实物单
位、货币单位和劳动单位。以不同计量单位表现的总量指标反映和说明的问题不同。 1.1实物单位 （1
）实物单位的概念。实物单位是根据事物的自然属性和特点采用的自然、物理计量单位。实物单位计
量的总量指标称为实物指标。 （2）实物单位的分类。 ①实物单位按性质不同，可分为自然计量单位
、度量衡单位和标准实物单位。 自然计量单位是按照被研究现象的自然状况来度量其数量的一种计量
单位，如设备按台计量，牲畜按头计量等。它和自然数相对应，表现为整数，是不能细分的。一般用
来表示离散型变量。 度量衡单位是按照统一的度量衡制度的规定来度量客观事物的数量的一种计量单
位，它可以细分。如铁路按长度千米计算，煤炭按重量吨计算等。一般用来表示连续型变量。度量衡
单位的采用主要是由于某些现象总体无法用自然单位来计量（像水、粮食等）。也有一些现象虽然有
自然单位可采用，但用度量衡单位更为精确。例如，鸡蛋虽可用“个”计量，但用“千克”计量更精
确。 标准实物单位是按照统一折算的标准来度量被研究现象数量的一种计量单位。例如，10吨含氮70
％的化肥与10吨含氮100％的化肥不能简单加总为20吨化肥，若按含氮100％的标准把不同含氮量的肥
料进行折算，则10吨含氮70％的化肥只可折合成7吨标准化肥，这样合计为17吨含氮100％的标准化肥
。标准实物量消除了同一类产品由于品种、规格、能力或含量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能够比较确切地反
映生产成果。 ②实物单位按表现形式的不同，可分为简单单位、双重单位和复合单位。 简单单位只
用一种单位计量，如电冰箱用台来计量。 双重单位同时采用两种单位计量，如电动机的数量用台／千
瓦计算。 复合单位将两种单位结合在一起计量，如货物周转量以吨公里表示等。 （3）实物指标的特
点及局限性。实物指标的最大特点是它直接反映产品的使用价值或现象的具体内容，因而能具体地表
明事物的规模和水平。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广泛应用实物指标。但实物指标也有其局限性，即指标的综
合性能比较差，不同的事物，性质不同、计量单位不同，无法进行汇总，因此不能用来反映现象的总
规模和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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