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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当一个或几个相互联系的变量取一定数值时，与之相对应的另一变量的值虽然不确
定，但它仍按某种规律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化。变量间的这种相互关系，称为具有不确定性的相关关系
。例如，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水平的关系、投资额和国民收入的关系、商品流转规模与流通费用的关系
等都属于相关关系。 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和相关关系，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本来具有函
数关系的变量，当存在观测误差时，其函数关系往往以相关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具有相关关系的变量
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对其有了深刻的规律性认识，并且能够把影响因变量变动的因素全部纳入方程
，这时的相关关系也可能转化为函数关系。另外，相关关系也具有某种变动规律性，所以，相关关系
经常可以用一定的函数形式去近似地描述。客观现象的函数关系可以用数学分析的方法去研究，而研
究客观现象的相关关系必须借助于统计学中的相关与回归分析方法。 二、相关关系的种类 客观现象
的相关关系可以按不同的标志加以区分。 （1）按相关的程度可分为完全相关、不完全相关和不相关
。当一种现象的数量变化完全由另一个现象的数量变化所确定时，称这两种现象间的关系为完全相关
。例如，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某种商品的销售总额与其销售量总是成正比例关系。在这种场合，相
关关系便成为函数关系。因此也可以说函数关系是相关关系的一个特例。当两个现象彼此互不影响，
其数量变化各自独立时，称为不相关现象。如通常认为股票价格的高低与气温的高低是不相关的。两
个现象之间的关系介于完全相关和不相关之间，称为不完全相关，一般的相关现象都是指这种不完全
相关。 （2）按相关的方向可分为正相关和负相关。当一个现象的数量增加（或减少），另一个现象
的数量也随之增加（或减少）时，称为正相关。如消费水平随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当一个现象的数量
增加（或减少），而另一个现象的数量向相反方向变动时，称为负相关，如商品流转的规模愈大，流
通费用水平则愈低。 （3）按相关的形式可分为线性相关和非线性相关。当两种相关现象之间的关系
大致呈现为线性关系时，称之为线性相关。如人均消费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通常呈线性关系。如果两
种相关现象之间，并不表现为直线的关系，而是近似于某种曲线方程的关系，则这种相关关系称为非
线性相关。如产品的平均成本与产品总产量就是一种非线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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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计量经济学老师推荐的书，是统计学的入门书，非常不错
2、开学买的课本，没什么说的了，教学指定课本，书很新，就是发货有点慢，快递倒是很快的说，
不过只是开学了两周，不耽误用
3、今天下雨，快递员还是及时的把书送到了，在晚上半夜9点，尽管有点儿晚了，但是还是感到很欣
慰。书很不错。翻了几页，感觉统计学没我想象那么简单，哈哈，海曙需要良好的高数和线代功底的
。
4、书的质量不错，总体来说是一次不错的购物经历
5、挺好的。质量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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