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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统计基础》是按照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有关文件精神，根据经济管理类高
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来编写的。
本书的编写突出高职高专教育特点，根据相关专业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以“理论知识够用，突出实
践应用技能”为原则，精简了一些繁琐的数学推导和理论证明，强化统计方法在社会经济领域里的应
用，注重培养学生利用统计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同时，本书注意吸取统计实践及统计学教学改革的新方法和新经验，并在教材中体现。
在编写内容上力求做到概念准确、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简明扼要、内容具体、深入浅出。
每章前有“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章后有“本章小结”、“本章知识网络”和形式多样的“综
合练习与训练”，便于学生理解、消化和吸收所学内容。
本书由鲜晓花和张翠凤任主编。
各章执笔人如下：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鲜晓花编写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六章和附录A；河
南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张翠凤编写第三章、第七章、第九章、第十章和附录B、附录C；江苏南京市中华
中等专业学校张亚男编写第八章；甘肃平凉职业中专刘亚红编写第五章；中国交通第四公路工程局有
限公司北京第三工程处刘丹编写第二章的部分内容和第四章、第六章的部分习题。
鲜晓花、张翠凤对全书进行了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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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统计学是一门关于收集、整理和分析经济统计数据的方法论科学，其目的在于揭示社会经济现象的数
量表现、数量关系以及质、量互变的界限和规律性。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概论、统计调查、统计整理、综合指标、动态数列分析、统计指数分析、抽样推
断、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国民经济统计概述、Excel在统计中的应用等内容。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院校、成人高校及本科院校二级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类专业
的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供五年制高职、中职学生及其他相关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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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般来讲，相关分析包括回归和相关两方面内容，因为回归与相关都是研究两个变量相互关系
的分析方法。
但就具体方法所解决的问题而言，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有明显差别的。
相关系数能确定两个变量之间相关方向和相关的密切程度，但不能指出两变量相互关系的具体形式，
也无法从一个变量的变化来推测另一变量的变化情况。
回归分析就是对具有相关关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之间数量变化的一般关系进行测定，确定一个相
应的数学表达式，以便从一个已知量来推测另一个未知量。
为统计预测提供一个重要的方法。
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是互相补充、密切联系的。
相关分析需要回归分析来表明现象数量关系的具体形式，而回归分析则应该建立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
，依靠相关分析表明现象的数量变化具有密切相关，进行回归分析求其相关函数的具体形式才有意义
。
在相关程度很低的情况下，回归函数的表达形式代表性就几乎不存在了。
回归有不同的种类，按自变量的个数可分为一元回归和多元回归，只有一个自变量的称为一元回归，
又称简单回归；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自变量的称为多元回归，又称复回归，按照回归线的形状分，有线
性回归（直线回归）和非线性回归（曲线回归。
线性回归是指回归模型的因变量是自变量的一次函数形式，回归规律在图形上表现为一条直线；非线
性回归是指因变量是自变量的一次以上函数形式，回归规律在图形上表现为形态各异的曲线。
本书只介绍一元线性回归。
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区别与联系  回归分析与相关分析是两个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
概念。
从二者的联系看，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都是以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而且相关分析
是回归分析的前提和基础，回归分析则是相关分析的深人和继续。
只有在确定变量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回归分析才是可行的。
如果在没有对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以及相关方向和程度作出正确判断之前，就进行回归分析，
很容易导致虚假回归。
但仅对现象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也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就现象之间的变动关系配合适当的数学
模型，并用以对变量之间的变动关系作出具体的描述，进而对现象的发展作出具有一定可靠性的估计
和推断，而这正是回归与相关所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只有把回归分析与相关分析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过程，才能达到分析和研究的目的。
二者的区别，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相关分析中，对所涉及的变量不存在自变量和因
变量的划分问题，故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对等的；而在回归分析中，则必须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分析
目的，对所涉及的变量进行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划分，并根据自变量的给定值，推算因变量的数值。
因此回归分析中，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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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统计基础》是高职高专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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