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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

内容概要

《统计学:从概念到数据分析》主要介绍了概率基础、统计的基本概念、描述性统计、估计、假设检验
、回归与分类等内容，同时介绍了决策树、神经网络和随机森林等组合方法以及如何用R、SPSS、SAS
等软件来实现相应的计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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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引言
§1.1 什么是科学方法？
§1.2 统计是什么？
§1.3 学习统计需要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1.4 习题
第二章 变量和数据
§2.1 数据和变量概述
§2.2 概率和随机变量
§2.3 数据的收集
§2.4 个体、总体、样本和抽样
§2.5 附录
§2.6 习题
第三章 描述统计学方法
§3.1 制表方法
§3.2 图描述方法
§3.3 用少量汇总数字的描述方法
§3.4 软件的使用
§3.5 习题
第四章 变量的分布
§4.1 和定量变量有关的事件
§4.2 变量的分布
§4.3 离散型变量的分布
4.3.1 二项分布
4.3.2 多项分布
4.3.3 超几何分布
4.3.4 Poisson分布
§4.4 连续型变量的分布
4.4.1 正态分布
4.4.2 总体分位数和尾概率
4.4.3 x2分布
4.4.4 t分布
4.4.5 F分布
4.4.6 均匀分布
§4.5 用小概率事件进行判断
§4.6 抽样分布和中心极限定理
4.6.1样本函数的分布
4.6.2样本均值的性质和中心极限定理
§4.7 变换非正态数据，使其更加接近于正态假定
§4.8 统计量的一些常用函数
§4.9 软件的使用
§4.10 习题
第五章 简单统计推断: 对总体参数的估计
§5.1 点估计
§5.2 区间估计
5.2.1 正态分布总体均值μ的区间估计
5.2.2 两个独立正态分布总体均值差μ1-μ2的区间估计
5.2.3 配对正态分布总体均值差μD=μ1-μ2的区间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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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总体比例(Bernoulli试验成功概率)p的区间估计
5.2.5 总体比例(Bernoulli试验成功概率)之差p1-p2的区间估计
§5.3 软件的使用
§5.4 习题
第六章 简单统计推断: 总体参数的假设检验
§6.1 假设检验的过程和逻辑
§6.2 正态总体均值的检验
6.2.1 对一个正态总体均值μ的t检验
6.2.2 对两个正态总体均值之差μ1-μ2的t检验
6.2.3 配对正态分布总体均值差μD=μ1-μ2的t检验
§6.3 总体比例(Bernoulli试验成功概率)的检验
6.3.1 一个总体比例p的检验
6.3.2 两个总体比例之差p1-p2的检验
§6.4 关于中位数的非参数检验
6.4.1 非参数检验简介
6.4.2 单样本的关于总体中位数(或总体α分位数)的符号检验
6.4.3 单样本的关于对称总体中位数(总体均值)的Wilcoxon符号秩检验
6.4.4 两独立样本的比较总体中位数的Wilcoxon秩和检验
§6.5 软件的使用
§6.6 习题
第七章 变量之间的关系
§7.1 定性变量之间的相关
7.1.1 列联表
7.1.2 两个定性变量相关性的x2检验
§7.2 定量变量之间的相关
7.2.1 定量变量之间关系的描述
7.2.2 定量变量之间相关的概念
7.2.3 Pearson线性相关系数及相关的检验
7.2.4 Kendallτ相关系数
7.2.5 Spearman秩相关系数
§7.3 软件的使用
§7.4 习题
第八章 经典回归和分类
§8.1 回归和分类概述
8.1.1 “黑匣子”说法
8.1.2 试图破解“黑匣子”的实践
8.1.3 回归和分类的区别
§8.2 线性回归模型
8.2.1 因变量和自变量均为数量型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
8.2.2 因变量是数量变量，而自变量包含分类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
§8.3 Logistic回归
§8.4 判别分析
§8.5 软件的使用
§8.6 习题
第九章 现代回归和分类: 数据挖掘所用的方法
§9.1 决策树: 分类树和回归树
9.1.1 分类树
9.1.2 回归树
§9.2 组合方法: adaboost、bagging和随机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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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为什么组合？
9.2.2 Adaboost
9.2.3 Bagging
9.2.4 随机森林
§9.3 最近邻方法
§9.4 人工神经网络
§9.5 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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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金融，水产渔业研究，遗传学，地理学，地质学，历史研究，人类遗传学，水文学，
工业，法律，语言学，文学，劳动力计划，管理科学，市场营销学，医学诊断，气象学，军事科学，
核材料安全管理，眼科学，制药学，物理学，政治学，心理学，心理物理学，质量控制，宗教研究，
社会学，调查抽样，分类学，气象改善，博彩，等等。现在，任何领域的研究结果，如果没有根据数
据所作出的结论，是很难被认可的。目前，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面对着所谓的"信息爆炸"。在网络
、遥感、金融、电讯、地理、商业、旅游，军事以及生物医学等各个领域不断产生大量的数据。现在
从各个领域中产生的数据量远远超过了人们分析和处理它们的能力。如何能够把数据中的重要信息迅
速有效地提取出来是非常重要的。数据挖掘、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领域的出现对统计学、计算机科
学及各个相关领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来了机会和挑战。那么，统计实践的一个全过程究竟是由什
么组成的呢？首先，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一个目标。比如一个企业想要知道他们的某项产品受欢迎的
程度、市场占有率、知名度以及什么因素影响人们对该产品的看法等，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集数
据，而收集什么样的数据则是首先要关注的。至少，要了解多少人购买该产品或对该产品有兴趣、人
们为什么认可该产品以及这些人的文化程度、工作性质、性别和年龄等特征。人们也许还需要了解竞
争对手的各种信息。实际上，即使是有经验的人，也可能忽略一些需要调查的内容。在确定调查内容
和所要提的问题之后，就要考虑如何设计问卷。问卷的设计对于调查结果至关重要，问卷的质量直接
影响调查的结果。一个不合格的问卷既浪费资源、又不会得到预期的结果。确定了问题，下面就要考
虑如何收集数据了。比如，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什么人群中调查，因为每一个产品都有其适应的人群。
对缺水地区推销洗衣机，对低收入阶层推销奢侈品都是荒唐的。在确定调查对象和范围之后，还要确
定调查多少人。调查人越多，结果就越可靠，但也更耗费资源。用什么方式调查也是必须确定的问题
。如果用问卷调查，选择面对面调查、电话调查、网上调查和邮寄问卷，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调
查之后，就要从数据中找到规律。这些规律可能是由一些数学公式表示的模型，也可能是由一些算法
所界定的。这些模型可能是已知的，也可能是改进的或者是根据数据新构造的。根据这些模型，人们
可以理解数据所表达的含义，也可以对未来进行预测。一般来说，统计过程大体上可以总结成下列步
骤：1.明确目标，并根据目标确定需要收集的变量，也就是收集什么类型的数据。还要确定收集数据
的方法。2.收集数据。3.选取或者改进已知的模型，或者基于数据构造新的模型。这个建模步骤和前面
步骤1、2中的收集数据的步骤可能要重复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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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统计学:从概念到数据分析》是高等学校统计学类系列教材之一。

Page 7



《统计学》

精彩短评

1、难得的本土好书
2、刘乐乐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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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统计学》的笔记-第2页

        所有的科学理论都应该是可证伪的（falsif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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