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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复旦博学”精品教材《经济学》系列中的一本。
      全书共分八章，即绪论、统计调查、统计整理、综合指标、动态数列、统计指数、抽样调查、相关
分析。
本书对统计的基本原理及方法作了阐述。
这次修订，增删了部分内容，如第三章、第四章、第七章，同时，所用实例更突出实用性、简明性。
本书的一大特点是每章后有练习题及书未有习题解答，适合各大专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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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洁明，女，上海人。
中学毕业下乡数年。
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1982年毕业留校。
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市经济学会理事、上海市统计学会会员等。
多年来，主要从事经济统计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出版教材、著作多部，主要有：《统计学原理》（ 1997年度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社会经
济调查研究与写作》（1999年度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当代中国经济
理论的演变》（获1998－1999年度上海市第三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著作类奖）。
另在《复旦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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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三、分组标志的选择      分组标志是统计分组的依据。
正确选择分组标志，能使分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也是使统计研究获得正确结论的前提。
正确选择分组标志，须考虑到以下三点；    (一)根据研究问题的目的来选择    任何事物都有许多标志，
标志选择不当，分组结果必然不能正确反映总体的性质特征。
这就要我们根据统计研究的目的；采取不同的分组标志。
例如，对工业企业进行研究，目的是了解工业企业生产计划的完成情况，那就以工业企业计划完成的
程度作为分组标志；如果目的是要了解工业企业生产内部结构，那就以生产部门作为分组标志；如果
目的在了解工业企业盈亏情况，那就以盈亏作为分组标志；如果目的变为了解工业生产技术力量状况
，那就以职工技术等级、技术装备水平等为分组标志。
        (二)要选择最能反映被研究现象本质特征的标志作为分组标志    这就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
和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为依据，在相同的研究目的下选择好分组标志。
比如，在研究国民经济的现状、发展和平衡关系时，像按所有制的分组、按国民经济部门的分类都是
最基本的分组或分类。
又比如，工业企业规模划分时；新标准参照国际通行惯例，确定了以从业人员数、销售额和资产总额
三项指标共同将企业归类。
    (三)要结合现象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或经济条件来选择    社会经济现象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
化，历史条件不同，事物特征也会有变化。
因此，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分组标志也应作相应改变。
例如，列宁在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对俄国粮食作物地区按耕地面积对农户进行分组，而对经
济作物地区的农户进行分组时，除主要考虑耕地面积之外，还参照其他一些情况。
列宁以耕地面积作为分组标志是符合俄国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因为当时俄国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是
粗放经营，耕地面积的大小正好能反映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但列宁在研究美国农业发展时，针对美
国集约化经营的特点，不再选用耕地面积这个标志，改用单位面积的投资作为分组标志。
       由于总体单位的标志有品质标志和数量标志两种，因此，分组标志也有品质标志和数量标志两种
。
    品质标志一般不能用数量表示，它表明事物的质量属性。
按品质标志进行分组，情况有不同，有的比较简单，比如，人口按性别分组；有的则比较复杂，复杂
的品质分组称为分类，比如，人口按职业分组、工业生产按部门进行分组等。
在统计实践中应用的分类是很多的，为了便于统计的名称、范围和计量单位的统一，国家制定有统一
的分类目录，例如，“工业产品目录”、“工业部门分类目录”、“商业部门统一商品目录”等等，
各地区、各部门进行统计资料整理时，必须遵照执行。
    数量标志广般是用数量表示的，比如产品数量、固定资产数量、流动资金、利润、成本等都是数量
标志。
按数量标志进行分组，可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变量数值不多，变动范围不大，即总体单位的不同
标志值较少，这时可做成单项式分组；另一种情况是变量数值较多，变动范围较大，即总体单位的不
同标志值较多，则应作组距式分组。
这两种分组将在下面的“变量数列”中详述。
    一、相对指标的概念和作用    社会经济现象是相互联系的。
为了分析现象总体的数量关系，就要将有关的指标加以比较，须运用相对指标。
    相对指标又称相对数，它是两个有联系的指标数值对比的结果。
用来对比的两个数，既可以是绝对数，也可以是平均数和相对数。
例如，人口密度是人口数与土地面积两个绝对数之比，等等。
相对指标的特点是把两个对比的具体数值概括化或抽象化了，使人们对事物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相对指标的主要作用如下：    1．能具体表明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比例关系。
总量指标是反映现象总的规模、水平的情况，其发展速度是快、是慢、是大、是小难以看出，而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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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是把有关指标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分析，就能把问题的实质和全貌反映出来。
例如，我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2002年完成工业增加值31 482亿元，比上年增长12．6
％。
其中完成轻工业增加值12 294亿元，比上年增长12．1％；重工业增加值19188亿元，增长13．1％。
这些相对指标具体反映了工业内部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
    2．能使一些不能直接对比的事物找出共同比较的基础。
例如，甲、乙两个企业，甲企业生产皮鞋，乙企业生产化妆品，我们不能根据两企业的生产水平直接
评价它们经营的好坏。
但是，通过产值计划完成程度、产值利润率、产值发展速度等相对指标，就使它们有了共同的比较基
础，从而能相互比较。
    3．相对指标便于记忆、易于保密。
在一定情况下，相对指标比总量指标说明问题突出、给人印象鲜明，从而便于人们记忆。
在社会经济指标中，有些绝对数是不便于公诸于众的，但为了公布其发展状况，则可以用其发展速度
等相对指标。
    相对指标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有名数，另一种是无名数。
有名数是将对比的分子指标和分母指标的计量单位结合使用，以表明事物的密度、普遍程度和强度等
。
如人口密度用人／平方公里，平均每人分摊的粮食产量用千克／人等。
      无名数是一种抽象化的数值，一般分为系数、倍数、成数、百分数、千分数等。
    系数或倍数是将对比的基数作为1。
两个数对比，其分子与分母数值相差不多时，可用系数形式表示，如固定资产磨损系数、工资等级系
数、结构比例系数等。
反之，分子数值与分母数值相差很大时，则常用倍数，如我国1997年家用电冰箱产量是．986万台，
是1983年产量的52倍。
       成数是将对比的基数作为lo。
例如，粮食产量增加一成，即增长l／10。
这里的成数是对十分数的一种习惯叫法。
    百分数是将对比的基数作为100。
它是相对指标中最常用的一种表现形式。
当相对指标中的分子数值和分母数值较为接近时，采用百分数较合适。
l／100用“l％”表示。
千分数是将对比的基数作为l 000。
它适用于对比的分子数值比分母数值小得多的情况。
如人口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等多用千分数表示，l／l 000用“1％。
”表示。
    二、平均指标指数的应用    上述加权算术平均数指数和加权调和平均数指数是综合指数的变形形式
，除此之外，平均数指数还有一种独立形式。
但在编制质量指标指数时，采用以报告期总量指标加权计算的调和平均数指数还是以基期总量指标加
权计算的算术平均数指数，是值得加以具体考虑的。
前者调和平均数指数，依据当前实际数量构成状态编制指数，较有优点，但取得当年资料难度较大；
后者算术平均数指数，在应用资料条件上较为有利，如果两期数量指标没有明显变化，也能取得正确
的结论，所以，平均数指数形式及其权数的应用，可以根据研究现象的实际情况以及资料条件，加以
具体决定。
    (一)平均数指数形式及其权数的应用与综合指数比较，表现出下面两点不同    1．综合指数主要适用
于全面资料的编制。
而平均数指数除了可以适用全面资料编制外，对于非全面资料的编制，更有其现实应用意义。
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例，市场上有成千上万种零售商品价格变动，不可能取得全面资料编制居民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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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价格指数。
我国居民消费价格调查在全国选择不同经济区域，以及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样本，对其市场价格进行
经常性调查，以样本推断总体。
目前我国抽选出的调查市、县226个。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查食品、衣着、服务项目等八大类，300多种商品和服务项目的价格，计算权数根
据9万多户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构成确定。
    2．综合指数一般采用实际资料作为同度量因素来编制。
仍以上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例，计算综合指数，要用400种代表规格品价格相对应的实际零售量资料
，既有困难，也不恰当。
用平均数指数编制，除了可用实际零售额为权数外，也可以在实际零售资料的基础上推算确定零售比
重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因此编制质量指标指数，既可以节省不少调查工作量，又能够保证指数计算结论的准确性。
    鉴于以上两点情况，在国内外广泛运用加权算术平均数指数和加权调和平均数指数来编制一些重要
的经济指数。
这些经济指数的编制往往使用重点产品或代表产品的个体指数，权数则根据实际资料做进一步推算确
定。
下面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和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的编制为例加以说明。
    三、几种主要价格指数的编制    物价指数是一种重要的指数，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要求，并与国际上价格统计方法逐步接轨，从1994
年起，我国对原有编制物价指数的方法进行了重大改革。
从2001年开始，我国价格统计指数的公布和使用将由以商品零售价格为主改为以居民消费价格为主。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是反映城乡商品零售价格变动趋势的一种经济指数。
零售物价的调整变动直接影响到城乡居民的生活支出和国家的财政收入，影响居民购买力和市场供需
平衡，影响消费与积累的比例。
因此，计算零售价格指数，可以从一个侧面对上述经济活动进行观察分析。
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晶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
和程度的相对数，是对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综合汇总计算的结果。
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可以观察和分析消费晶的零售价格和服务价格变动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费支
出的影响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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