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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统计学基础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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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统计学基础教学中，会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中，有的是概念表述不准确，有些是内容表述不透彻。这

些问题的存在，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疑惑。针对总体与总体单位之间的关系，变量的概念，算术平均数与强

度相对数的区别，区间估计问题以及描述统计与推断统计的区别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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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统计总体和总体单位的关系问题

统计总体一般定义为: 在同一性质基础上结合

起来的许多个别单位的整体。总体单位是构成总体

的每一个单位。从上述定义中可以看出，统计总体

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总体中，必须有许多个个别单

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总体的大量性。但有些

教材在说明总体和总体单位的关系时，会提出一种

观点: 统计总体和总体单位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互

换，即在一定的条件下，某一现象，可以作为总

体，而在另一条件下，则可以成为总体单位。例

如，在一些教材中这样描述: 当研究 A 市民营企

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时，该市的全部民营企业就是一

个总体，其中每一家民营企业就是一个总体单位;

如果要研究一家民营企业的生产经常情况，那么这

家民营企业就成为总体了。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从总体的定

义上可以看出，总体必须由许多个单位组成，一个

单位是不能构成一个总体的，上例中表明，在研究

一家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时，该家民营企业即

为总体，这表明一家企业也可以作为一个总体，不

符合对总体的定义。如果说研究这家民营企业的所

有职工情况，那么，此时这家企业的所有职工才是

总体，而这家企业不能成为总体，如果说这家企业

是总体，那么其总体单位是什么呢? 所以笔者认

为，总体和总体单位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互换的表

述是不恰当的。

拓展问题: 标志和指标互换问题

在一些教材中，由于存在着总体和总体单位互

换的观点，从而得出了标志和指标也可以互换的结

论。因为指标是说明总体的，而标志是说明总体单

位的，既然总体变成了标志，那么原来说明总体的

指标，就变成了说明总体单位的了，也就变成了标

志了。例如，有的教材中的例子提到: 我们研究一

个工业企业 ( 总体) 的生产情况时，该企业的工

业总产值、职工人数等是反映该企业的生产情况的

统计指标; 而当我们研究全国或一个地区的工业生

产情况时，每个企业 ( 总体单位) 的工业总产值、

职工人数等，则变成了反映企业特征的标志。笔者

认为，这种提法是有问题的。前文中已经提出，总

体和总体单位是不能互换的，在这一前提下，标志

和指标当然也就无法互换。该例中的一个企业是不

能成为总体的，既然一个企业不能成为总体，那么

反映这一个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职工人数，也只能

是标志，而不可能成为指标。所以指标和标志互换

的提法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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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变量的概念

统计学教材中，通常把变量定义为: 可变的数

量标志。这种说法是否合适，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变量，顾名思义，是一个变化的量，也就是其

数值不确定的量。如果将变量定义为可变的数量标

志，那么指标也就不是变量，因为从统计学中的概

念可知，标志是说明总体单位的，而指标是说明总

体的。但在时间序列分析时，时间序列的构成要素

包括两个因素，一个是现象所属的时间，一个是现

象的指标数值。那如果将某个企业不同时期的人员

加以平均的话，此时的企业人员数是变量还是指标

呢，按指标的定义: 指标是描述总体特征的，而说

明一个企业不同时期的人员情况，这个时候的企业

仅是一个总体单位，是不能构成总体的。所以这个

时候的企业人员数更应该是一个变量，而不是指

标。因此，如果只将变量定义为可变的数量标志，

那对于这种情况就无法解释了。
笔者认为:变量可以定义为一个变化的量，无论

是标志也好，指标也好，都可以定义为变量，这样不

仅可以使问题简单化，而且更便于理解和应用。
拓展问题: 关于连续变量与离散变量的问题

在解释连续变量与离散变量时，有这样的描

述: 离散变量是用整数表示的，而连续变量可以用

小数表示。这里的问题是，整数还是小数的计量单

位是什么? 比如人数，我们认为其是离散变量，但

如果我们的计量单位是百人、千人的话，那么人数

也可以表示为 0． 25 千人，这样也出现了小数，是

不是说其就可以作为连续变量了呢? 再如，企业利

润这个变量，是连续的呢，还是离散的呢? 我们认

为是连续的，但如果精确到分的计量单位，这个利

润变量还会出现小数吗? 所以笔者认为，在介绍连

续变量和离散变量时，除了介绍其概念以外，还需

要在变量的计量单位上进行说明，以便更好地理解

变量的类型。

三、关于抽样推断的区间估计问题

许多统计学教材中，在介绍抽样推断的区间估

计内容时，都将参数的估计区间设定为 “平均数

的区间估计”和“成数的区间估计”，其中为极限

抽样误差，为概率度。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概率度的

确定方法。在许多统计学教材中，概率度是根据事

先给定的估计的置信程度，查正态分布概率表来确

定的。这里就存在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计算概率

度时，并不是任何情况都要查正态分布概率表来获

得概率度的数值，而是需要分别对待的。正确的说

法是，在正态分布下，方差已知或方差未知但却为

大样本的情况下，可以查正态分布概率表来获得概

率度的数值，而在方差未知，且为小样本的情况

下，我们则需要查分布表来获得概率度的数值。这

在教学过程中，是应该明确说明的。

四、关于算术平均数和强度相对数的区别

在统计教学中，有些问题比较难以理解和区

别，其中算术平均数和强度相对数区别就很难理

解。有些强度相对数有较强的 “平均”意思，如

“人均钢产量”，而平均指标也具有平均的意思，

如“职工人均工资”。如何区别算术平均数和强度

相对数呢?

首先，从概念上看，二者是不同的。强度相对

数是两个有联系而性质不同的总体对比而形成相对

数，反映两个不同总体现象对比所形成的密度、强

度; 算术平均数是反映同质总体单位标志值一般水

平的指标，即分子和分母同属于一个总体，一个是

总体的标志总量，一个是总体的单位总量。从计算

公式上看，二者也是不相同的，算术平均数分子、

分母分别是同一总体的总体标志总量和总体单位总

量，是总体标志总量除以总体单位总量，分子、分

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即分母每一个总体单位都

在分子可找到与之对应的标志值，反之，分子每一

个标志值都可以在分母中找到与之对应的总体单

位。例如，计算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企业的工资

总额除以企业的职工人数，这里每个职工都具有工

资这一标志，也即都有其相应的工资额，分母与分子

具有一一对应关系;而强度相对数是两个总体现象

之比，分子分母没有一一对应关系。例如，人均钢产

量，分子是钢产量，而分母是人数，但分母每个人并

不都具有钢产量这一标志，许多人是不会生产出钢

的，也就是分子和分母没有一一对应关系。
—501—

第 5 期 刘卫东: 关于统计学基础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五、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问题

统计学中，将统计分析方法分为描述统计和推

断统计。在某些教材中，对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是

这样定义的: 描述统计是统计分析的最基本内容，

是指应用统计指标、统计表、统计图等方法，对资

料的数量特征及其分布规律进行测定和描述; 而统

计推断是指通过抽样方式，利用样本估计总体特征

的过程，包括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两项内容
［1］。

笔者认为: 描述统计应该定义为对历史数据的

描述和分析，是对有关事物进行准确的表述，这种

描述和分析，即可以用文字描述，也可以用图表来

展示，更多的是用指标来体现; 而推断统计是利用

历史资料去推断未来情况或用部分单位的资料去推

断未知总体情况的分析方法，是根据所掌握的历史

资料去对未知的事物进行的一种估计和判断，不是

对未知事物的结果做出的准确性判断，而应该是具

有一定把握的概率估计。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仅参

数估计和和假设检验属于推断统计的内容，同样回

归分析、时间序列的预测分析等一些具有预测和估

计的统计分析，也应该属于推断统计的内容。

六、样本容量与样本个数问题

样本容量也称样本单位数或样本量，是从总体

按随机原则抽取的部分单位数量。例如，从总体

10 000 个单位中，按随机原则抽取 100 个单位组成

样本，其样本容量即为 100。
样本个数也称样本的可能数目，是指按照随机

原则从总体中抽取样本单位组成样本的所有可能的

组合数。从一个总体中抽取样本单位，会有许多种

组合，有多少种组合，就会有多少样本可能数目，

样本个数的多少，与样本容量以及抽样方法等因素

都有直接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例如，总

体单位数为 4，样本容量为 2，如果按不重复抽样

的方式抽取样本，则可能的样本个数为 6 个，假设

这 4 个总体单位为 A、B、C、D，则这 6 个样本分

别为: AB、AC、AD、BC、BD、CD。
在统计教学中，经常混淆样本个数与样本容量

的概念。这种概念上的混淆，是一种原则上的错

误，会直接影响到统计推断的一些其他问题，如对

抽样平均误差概念的理解等问题，因此在教学中，

要明确两者的不同。

七、标准差与抽样平均误差、估计标准误差的

关系问题

标准差是标志变异指标的一种，是用来衡量变

量值差异程度的指标。它是各总体单位的标志值与

其平均数离差平方的算术平均数的平方根。
抽样平均误差是所有可能的样本指标与总体指

标的平均离差，是样本指标的标准差。
估计标准误差是说明实际值与其估计值之间相

对偏离程度指标，主要用来衡量回归方程的代表性。
从根本上说，三者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衡量

差异程度的指标，都是标准差，三个指标都可以用

来衡量平均数或估计值的代表性大小。所不同的

是，标准差是用来衡量所有变量值差异程度的，可

以反映平均数的代表性大小; 抽样平均误差是用来

衡量样本指标的差异程度的，可以衡量抽样推断的

精确程度; 而估计标准误差是用来衡量实际值与估

计值偏离程度的，可以用来衡量理论值对实际值的

代表程度。
三个指标在计算公式上，也略有不同。标准差

在计算公式的根号下的分母为总体单位的个数;而

抽样平均误差计算公式中的根号下的分母为样本单

位的个数减 1，是因为在计算其平均数时，失去了一

个自由度;估计标准误差的计算公式中的根号下的

分母为观测值个数减 2，是因为其在计算回归方程

(一元回归方程) 的参数时，失去了两个自由度。

八、统计教学手段问题

统计学是研究现象数量方面的科学，涉及大量

的计算问题。传统的统计教学，都是在黑板上或屏

幕上演示，效率低，效果差。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

用，统计分析软件的不断发展，教学设施越来越完

善，教学手段越来越丰富，这为统计教学采取更加

有效的教学手段，尤其是利用计算机及其软件方面

奠定了基础。在众多的统计计算分析工具中，Ex-
cel 是一种非常简单有效的工具。Excel 提供了超强

的统 计 分 析 程 序，范 围 涵 盖 了 最 基 本 的 统 计 分

析
［2］。利用“分析工具库”可以用来进行统计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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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制表、描述统计量计算、参数估计、假设检

验、方差分析、相关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抽

样、数据变换; 通过 78 个统计函数，也可以实现

许多统计计算。
笔者认为: 统计学的教学由于其计算量较大，

其教学既可以在安装统计软件的实验室里授课，也

可以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对于相

关的统计计算，可以利用 Excel 进行分析计算，这

样不仅可以节省授课时间，扩大课堂信息量，更能

充分利用现代化设备，保证计算的准确性及便利

性，提高授课效率。

九、方式、方法问题

在统计学中，经常会提到方式和方法问题。从

字面意义上来看，二者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是近义

词，但在统计中，方式和方法中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在统计学中，提到方式和方法的内容主要是:

调查方式和方法，抽样方式和方法。

首先来讨论调查方式和方法。调查方式在统计

学中，指的是统计调查的组织方式，主要包括统计

报表、普查、抽样调查、重点调查和典型调查; 而

调查方法则指的是调查的技术方法，包括询问调查

法、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方式是组织调查的方

式，而调查方法是调查的技术方法，是收集资料的

具体方法。
其次来讨论抽样方式和抽样方法。抽样方式是

指抽取样本单位的方式，即通过什么方式来构成样

本，其方法主要包括简单随机抽样、类型抽样、机

械抽样、整群抽样和多阶段抽样，其主要特征是是

否对总体进行相关的处理，然后抽取样本单位。如

在分类抽样方式下，先对总体进行分类，然后再从

不同类别中抽取单位共同组成样本。抽样的方法是

如何从总体中抽样样本单位的方法，包括重复抽样

和不重复抽样，其特点是对已经抽中的样本单位是

否放回总体中参加下一次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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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me issues such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totality and totality unit，the concept of variable，the
difference between arithmetic average and strength relative number，interval estimation，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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