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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统计学是从事各类科学研究工作所必须掌握的知识，是人们认识未知世界的有效工具。
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大量数据的处理技术变得很容易实现，这就使得很多统计方法在现实
中的应用也变为可能，也使统计科学成为21世纪初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之一。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统计学教材的发展，从最初的一两本书，到现在的上百个版本，可谓发展迅
速。
从教材内容上看，其学术观念也发展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总结以往教材的经验，取长补短，提练既适合我国实际，又能为后续课程
提供有力支撑的特色教材，是本次教材编写的宗旨。
在30多年的财经类相关课程的教学中，我深感目前主流教材中存在的知识漏洞给教学带来的不便，同
时又常因学生的知识结构问题，而调整教学内容。
因此，在一些后续课程的教材中，常以附录的形式补充一些统计知识。
基于以上原因，在本次教材的编写中，我们较传统教材做了很大的结构调整并尽量使内容充实。
例如，增加了探索性统计分析、统计预测等内容，并将统计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分开，同时充实了偏
相关、复相关、典型相关、等级相关、自相关和偏自相关等内容。
统计学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中应用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统计试验上。
在自然科学中统计试验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在社会科学中是很难进行统计试验的。
人们对现实社会经济现象的一次观察，只能被看做是试验的一次观察，而对其进行重复的观察几乎是
不可能的。
这就要求我们在为社会科学各专业编写统计学教材时，要选择小样本、非重复试验等特有的统计方法
为学习的主要内容，使我们的统计学习能与其专业课的学习和实践很好地结合，这就使得我们的统计
学教材与概率统计等一般教材有着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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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服务社会经济管理的角度，以社会科学各专业的研究方法为服务对象而编写的。
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自身的各类活动行为，所以它的研究方法不同于理工科各专业中以自
然现象为主的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往往以非正态分布、非线性形式、不确定性的因素、预期的因素、制度安排等复杂系统为对
象进行统计研究，所以我们将对上述现象进行统计分析的常用方法纳入本书，使本书的内容较传统教
材有了很多的改进，并在体系上由浅入深地重新做了安排。
    本书在各章节采用引言的方式简练地介绍并协调全书的关系；以小结的方式概括本章的主要内容；
以案例的方式引导读者学会综合应用本章的统计知识；以习题及配套答案的方式来巩固所学的知识。
本书对各类统计方法的含义、原理、应用原则及其计算机的实现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讲解。
同时，还为广大读者提供免费的自编软件和配套的弹性教案及教学课件等辅助教学资料。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统计学课程教材，也可供对统计感兴趣的社会人士学习、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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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现代统计学的大发展时期（20世纪初到现在）1.20世纪的两大对立学派（1）欧美数理统
计学。
自19世纪末叶以来，欧洲自然科学飞速发展，促进了数理统计学的快速发展。
进化论和能量守衡定律的出现促进了描述统计的完善，是描述统计学派发展的顶峰。
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细胞学的发展推动下，统计学迈进了推断统计的新阶段，直到50年代都是推断
统计学派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
在这期间有影响的理论和大师很多，例如，20世纪初英国统计学家戈赛特（William Sealy Gosset，1876
～1937）的T分布理论；20世纪20年代英国统计学家费暄（R.A.Fisher，1890～1962）的F分布理论；20
世纪30年代波兰统计学家尼曼（Jerzy Splawa Neyman，1894～1981）等人的假设检验理论及置信区间估
计等理论；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统计学家瓦尔德（A.Wasld，1902～1950）等学者的统计决策理论、多
元分布理论等。
到了20世纪50年代，经过几代大师的努力，推断统计的基本框架已经建成，并逐渐成为20世纪的主流
统计学。
这是统计学全面发展的阶段，由于受计算机和新兴科学的影响，统计学越来越依赖于计算技术，成为
数量分析的方法论科学。
这一时期统计学的研究和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使得在现代统计学史中很难找到权威性的代表人物。
当今的统计学家只能限制在有限的专业领域内从事某方面的研究，这是现代统计学的主要特点。
例如，科克伦（W.G.Cochran，1909～1980）的实验设计理论；安得森（Th.W.Anderson）的复变数分
析等。
（2）东方社会经济统计学。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的大多数统计学家受社会统计学派的影响，主张统计学是一门实质性的社会科
学。
1954.年3月，由苏联科学院、中央统计局、教育部联合召开了统计科学讨论会，并把统计学定义为：
统计学是在质与量的密切联系中研究大量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在具体地点及时间
条件下的数量表现的社会科学。
这一定义对我国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都很大，在这些国家中形成了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理论
基础的社会经济统计学派。
该学派是在反虚无论、反消亡论、反万能科学论和反数学形式主义中形成的，并以物质产品为核算范
围，建立了物质产品平衡表核算体系（即MPS）。
直到1993年以后，该核算体系才逐渐在改革中消亡。
但直到今天，其对我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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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统计学》：中国科学院规划教材·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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