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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落实《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的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规划的要求，
根据中等职业学校《统计基础知识》教学大纲编写了本教材。
本教材在内容体系上作了如下安排：导论、统计设计及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显示、统计总量指标和相
对指标、统计分布的数值特征、时间序列、统计指数、相关与回归分析、抽样调查等。
 本教材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统计学的基础知识，突出原理与应用结合，描述统计与推断统计并重，使用
大量的实例说明统计方法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同时结构规范，以方便广大教师和学生使用。
本教材是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专业主干课程教材，也可供其他系统各类中等专业教育或培训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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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述第一节 统计的产生和发展第二节 统计研究的对象与作用第三节 统计工作过程和基本研究
方法第四节 统计中常用的几个基本概念第二章 统计设计与统计调查第一节 统计设计第二节 统计调查
第三章 统计数据的整理第一节 统计整理的意义和步骤第二节 统计分组第三节 次数分布第四节 统计汇
总的组织、技术与现代化第五节 统计表和统计图第四章 总量指标和相对指标第一节 总量指标第二节 
相对指标第五章 平均指标和变异指标第一节 平均指标的概念和作用第二节 平均指标及其应用第三节 
标志变异指标第六章 动态数列第一节 动态数列概述第二节 动态数列的水平指标第三节 动态数列的速
度指标第四节 现象变动的趋势分析第七章 统计指数第一节 统计指数及其种类第二节 总指数的编制第
三节 综合指数及其应用第四节 平均指数及其应用第五节 指数体系及因素分析第八章 抽样估计第一节 
抽样估计的一般问题第二节 抽样误差第三节 抽样估计的方法第四节 各类抽样组织形式的参数估计第
九章 相关与回归分析第一节 相关分析的一般问题第二节 相关关系的判断第三节 回归分析的一般问题
第四节 回归模型的建立与检测附录一累计法(递增速度)查对表附录二正态分布概率表附录三分布临界
值表附录四检验相关系数p=0的临界值(rd)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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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7世纪中叶在英国，威廉·配第《政治算术》的问世，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同时也标志着统计学的诞生。
在德国，差不多同时，产生了与“政治算术”并称的“国势学”。
它们在统计学说史上，形成为长期并存的两大学派。
1.政治算术学派：“政治算术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廉·配第（1623-1687），其主要代表作是《政治算
术》（1671年完成，1690年正式出版）。
这里的“政治”是指政治经济学，“算术”是指统计方法。
这本书运用大量的实际统计资料，对英、法、荷三国的国情国力，作了系统的数量对比分析，指出了
英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
配第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他利用实际资料、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明问题的方法，为统计学的创立，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政治算术学派的另一创始人是约翰·格郎特（1620-1674），他的代表作是《对死亡率公报的自然观察
和政治观察》。
当时，伦敦瘟疫流行，死亡情况严重，引起社会不安。
格郎特根据“死亡率公报”，对伦敦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性别比例和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分类计
算和预测，证明没有悲观的必要。
这本书所用的具体的数量对比分析的方法，对统计学的创立，与《政治算术》起了同等重要的作用，
被认为是政治算术学派的又一本名著。
政治算术学派，以后还有一系列的统计学家和统计学著作，但一直未正式采用“统计学”这一科学命
名，因此，被统计史学家称为无统计学之名，而有统计学之实。
2.国势学派：亦称“记述学派”。
创始人是康令（1606-1681）和阿亨瓦尔（1719一1772）及其继承者。
他们在大学中开设了一门新课程，最初叫“国势学”，因在外文中“国势”与“统计”词义相通，后
正式命名为“统计学”。
它搜集大量实际资料，分门别类地记述了有关国情国力的系统知识，包括土地、人口、政治、军事、
财政、货币、科学、艺术和宗教等，然而这个学派始终没有把数量对比分析作为这门科学的基本特征
。
记述学派的统计学虽然主张用实际资料作为立论的基础，但是特征是以文字记述，而不是用数字计量
，故其应归属实质性的社会科学，因此，记述学派被统计史学家称为有统计学之名，而无统计学之实
。
两个学派具有很大的共同之点，均以社会经济作为研究对象，均以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资料作为立论
的基础，均认为自己这一门科学是具体阐明国情国力的社会科学。
不同之点在于是否把数量方面的研究作为这一门科学的基本特征。
正是由于这样的共性和个性，使得两个学派共同发展和相互争论达两百年之久。
两个学派在欧洲各国以至在资本主义世界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直至19世纪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统计实践的要求，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分工，统计学作为一门对社
会经济现象进行数量对比分析的方法论科学，已为社会所公认。
两个学派之间的长期争论，才告平息。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统计基础知识>>

编辑推荐

《统计基础知识》是21世纪中等职业教材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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