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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中 趋 势 测 度 中 的 几 个 问 题 探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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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集中趋势的测度是描述统计学的重要内容。为了测定数据的集中趋势 , 统计学家设计了许多方法 , 主要

有:不同的变量类型和次数分布类型 ,决定了不同的集中趋势测度方法;个体量与总量的不同对应关系 , 决定了数

值平均数的不同计算方法;研究目的不同 ,研究对象的特点不同 , 决定了平均发展速度测度时的不同设计方法。充

分体现了统计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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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easurementofcentraltendencyisthekeycontentinstatistics.Statisticiansputforwardmany

methodstomeasurethecentraltendencyindata, whicharescientificandartistic.First, methodsto

measurethecentraltendencyindataaredecidedbythedifferenttypesofvariablesandtheirdistribu-

tions.Second, theyaredecidedbytherelationbetweenindividualvalueandpopulationvalue.Third,

theyaredesignedaccordingtodifferentrasearchpurposeinthemeasureofmeandevelopmentspeed.

Keywords:centraltendency;measurement;typesofvariables;typesofdistribution

　　集中趋势的测度是描述统计学的重要内容。

为了测定数据的集中趋势 ,统计学家针对不同的

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 ,设计了许多指标和方法 ,体

现了统计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然而 ,人们在实际

应用中 ,总是不能选择出最恰当的指标反映数据

的集中趋势 。究其原因 ,主要是现有的教科书对

这部分内容的介绍不够透彻 ,甚至在部分内容的

介绍上缺乏严谨性。因此 ,有必要结合这些指标

和方法的特点 ,揭示隐藏其中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

让人们在理解的基础上正确选择集中趋势的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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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一 、集中趋势测度中涉及的研究
对象

　　(一)三种不同的变量类型

在统计学中 ,涉及到三种不同类型的变量:分

类变量 、顺序变量和数值型变量 。统计学家针对

不同的变量类型 ,设计出了不同的集中趋势测度

方法。

(二)三种不同的次数分布形状

集中趋势既可依据未进行任何整理的原始数

据 ,也可根据整理后的数据加以确定 ,只是适用的

指标和方法不同 。这里 ,整理是指排序 、编制次数

分布数列等活动 。并且 ,次数分布的形状不同 ,适

用的集中趋势指标也不同 。

由于社会经济现象性质不同 ,各种统计总体

各有不同的次数分布 ,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分布

特征。概括起来 ,各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现象

的次数分布类型 ,大致有三种:钟型分布 、U型分

布和 J型分布。

1.钟型分布。钟型分布的特征是 “两头小 ,

中间大 ”,即靠近中间的变量值分布的次数多 ,靠

近两边的变量值分布的次数少 ,其曲线图宛如一

口古钟 ,如图 1所示。

钟型分布可分为对称分布和偏态分布(非对

称分布)。对称分布是以某变量值为对称轴 ,左

右两侧对称 ,两侧变量值分布的次数随着与中间

变量值距离的增大而渐次减少 ,如图 1(Ⅰ )所示。

偏态分布为非对称的钟型分布 ,它们各有不同方

向的偏态 ,如图 1中的(Ⅱ)、(Ⅲ)。图(Ⅱ),曲线

是正偏分布(或称右偏分布),图 (Ⅲ),曲线是负

偏分布(或称左偏分布)。

　　图 1 钟型分布示意图

　　2.U型分布 。 U型分布的形状与钟型分布

相反 ,靠近中间的变量值分布次数少 ,靠近两端的

变量值分布次数多 ,形成 “两头大 ,中间小 ”的 U

型分布 。例如人口死亡率按年龄的分布便是如

此 。人口总体中 ,幼儿和老年人死亡率高 ,而中青

年死亡率低 。图 2是 U型分布图 。

　　图 2 U型分布示意图

　　3.J型分布 。J型分布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次

数随着变量的增大而增多 ,呈正 J型 ,如图 3(Ⅰ)

所示。例如心脑血管发病率按年龄的分布便是如

此 。另一种呈反 J型分布 ,即次数随着变量增大

而减少 ,如图 3(Ⅱ)所示 。例如肺炎发病率按年

龄的分布便是如此。

　　图 3 J型分布示意图

　　二 、集中趋势测度中需辨析的几
个问题

　　(一)测度集中趋势 ,谁更名副其实?

集中趋势是指一组数据向其某值靠拢的倾向

和程度 。统计学家设计的集中趋势测度指标主要

有三个:众数 、中位数和数值平均数 ,但哪一个指

标更名副其实呢 ?

1.众数 。变量数列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变量值

称为众数。从众数的定义中不难发现 ,用众数反

映变量数列的集中趋势最直接 ,最名副其实。不

仅如此 ,众数的适用范围也最广 。不管是何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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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类变量 ,顺序变量 ,数值型变量),也不管这

些数据呈现何种分布(钟形分布 ,包括对称的和

非对称的;U形分布;J形分布), 只要进行了整

理 ,编制成次数分布数列 ,都可以用众数反映其集

中趋势 。

2.中位数 。将变量从小到大(或从大到小)

排序后 ,处于中间位置上的那个数就是中位数。

和众数不同的是 ,用中位数反映变量数列的集中

趋势是有条件的。首先 ,只有顺序变量和数值型

变量才可能用中位数反映其集中趋势 。因为这两

类变量能够排出顺序 ,而分类变量无法排出数据

的大小顺序(即使排出顺序 ,也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 ,分类数据不能用中位数表示其集中趋势。

其次 ,顺序变量和数值型变量的分布必须是钟形

的 。因为 ,对于 U形分布 ,中位数不仅不是变量

数列的集中趋势 ,恰恰相反 ,它是变量数列分布最

稀疏的地方(见图 2);而对于 J形分布 ,中位数所

表示的密集程度只相当于数列最集中程度的一半

左右(见图 3)。因此 ,对于形状为 U形分布和 J

形分布的顺序变量和数值型变量 ,其集中趋势不

能用中位数来测度 ,只有钟形分布方可。

总之 ,要想用中位数反映变量数列的集中趋

势 ,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 ,变量是顺序变量或

数值型变量;第二 ,这两类变量的分布必须是钟形

的 。

3.数值平均数 。在集中趋势的测度指标中 ,

数值平均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不管数据是否加

以整理 ,都可计算数值平均数。之所以用数值平

均数来测度变量数列的集中趋势 ,是因为客观实

际中 ,许多社会现象统计总体的分布都趋于钟形

分布 ,例如 ,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的分布 、零件

公差的分布 、商品市场价格的分布等 。而钟形分

布最大的特点是 ,变量的平均水平基本上是数列

分布最密集的地方。这就是说 ,能不能用数值平

均数表示变量分布的集中趋势也是有条件的。其

一 ,变量必须是数值型变量 ,因为只有数值型变量

计算其数值平均数才有意义;其二 ,数值型变量的

分布必须是完全对称的钟形分布(见图 1(Ⅰ ))。

之所以强调必须是完全对称的钟形分布 ,是因为

对于右偏的钟形分布(见图 1(Ⅱ)),数值平均数

会比众数偏大;对于左偏的钟形分布 (见图 1

(Ⅲ)),数值平均数又会比众数偏小 ,因此数值平

均数只是数据集中趋势的一个近似值 ,近似的程

度随钟形分布的偏斜程度而不同 ,偏斜程度越小 ,

用数值平均数反映数据的集中趋势就越精确;反

之 ,则越不精确。

总之 ,只有满足上述两个条件 ,变量的数值平

均数才能等价于其集中趋势 ,把数值平均数作为

集中趋势的测度指标才会名副其实 。上面讨论的

结论可用表 1简洁地表示出来。

集中趋势
测度指标 适用的数据类型

适用的
分布形状

数据是
否整理

众数
分类变量 、顺序变量 、

数值型变量

钟形分布 、
U形分布 、
J形分布

是

中位数 顺序变量 、数值型变量 钟形分布 是

数值平均数 数值型变量 钟形分布
是否整
理均可

(二)位置平均数的说法 ,什么时候用更合

适 ?

在一般教科书中 ,众数和中位数又被称为位

置平均数 ,用来反映变量数列的一般水平。我们

认为 ,这也是有条件的 。其一 ,变量必须是数值型

变量 ,因为只有数值型变量计算其平均水平才有

意义;其二 ,数值型变量的分布必须是钟形的。首

先来看 U形分布的众数和中位数。对于 U形分

布(见图 2),变量有两个众数 ,一个是变量的最小

值 ,另一个是变量的最大值 ,不管是哪一个 ,众数

都不能表示变量的一般水平。 U形分布的中位数

在其底部中央 ,虽不能表示数据的集中趋势 ,但却

是数据的一般水平 ,只是这个一般水平无法合理

解释。在统计中 ,对于无法合理解释的指标 ,人们

便也不再计算。也就是说 , U形分布的中位数不

能被称为位置平均数 。同理 ,也可解释 J形分布

的众数和中位数不能作为数据一般水平代表的原

因 。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 ,变量的集中趋势才能

等价于其一般水平 ,位置平均数的称呼才会名副

其实。

(三)中位数的位置究竟该如何确定?

就笔者查阅到的文献看 ,在介绍中位数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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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公式时 ,一般都给出了两套计算公式:

其一 ,对于未分组或已分组且为单项式数列

的资料 ,中位数按下式确定:

Me=

xn+1
2
　n为奇数

1
2
{xn

2
+xn

2
+1}　n为偶数

(1)

或

Me=

xf+1
2
　f为奇数

1

2
{xf

2
+xf

2
+1}　f为偶数

(2)

式中 , Me表示中位数 , x(i)为一组数据 x1 , x2 ,

… , xn从小到大排序后处于第 i个位置上的数 , n

或 f为总次数 。其中 , (1)式用于确定未分组资

料的中位数 , (2)式用于确定已分组且为单项式

数列资料的中位数。

其二 ,对于已分组且为组距式数列的资料 ,中

位数按下式确定:

Me=LM +
f/2-SMe-1

fM
dM(下限公式)

=UM +
f/2-S

'
Me+1

fM
dM(上限公式) (3)

式中 , LM、UM分别为中位数所在组的下限和

上限;SMe-1是到中位数组前面一组为止的向上累

计频数 , S
'
Me+1是到中位数组后面一组为止的向下

累计频数;dM =UM -LM为中位数组的组距;其他

符号的含义同前 。

上面介绍的两套确定中位数的方法 ,除了适

用的资料类型 、公式的具体表达方法等形式上的

不同外 ,其最本质的差异在于确定中位数所在位

置上的不同 。第一套公式确定出的中位数位置为

(n+1)/2(或(f+1)/2),而第二套公式确定出

的中位数位置为 f/2,显然这是不严谨的 。相比

之下 ,第一套公式确定出的中位数位置符合中位

数的有关定义 ,更合理 ,也更容易理解 。因此应该

修订第二套公式 ,使之与第一套公式相一致。建

议将第二套公式修订为:

Me=LM +
(f+1)/2-SMe-1

fM
dM(下限公式)

=UM +
(f+1)/2-S

'
Me+1

fM
dM(上限公式)

(3)

(四)数值平均数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计算方

法 ?

一般教科书都会介绍数值平均数的两种算

法 ———算术平均数和几何平均数 ,也有教科书将

调和平均数作为算术平均数的一种变形加以介

绍 ,并指出算术平均数(包括调和平均数)用于计

算静态的单位标志平均数 ,而几何平均数用于计

算时间上相互衔接的比率的平均数 。至于其中的

原因 ,却没有任何介绍 。

笔者认为 ,之所以会存在不同的数值平均数

计算方法 ,根本原因在于个体量与总量的不同对

应关系 。这里个体量是指 ,对于我们研究的变量 ,

总体中每个个体的取值;总量是指总体的总量 。

研究对象的特点不同 ,个体量与总量的基本

对应关系也不同。一般说来 ,个体量与总量之间

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对应关系 。

其一 ,总量 =个体量。这是我们最熟知 、也

最常见的个体量与总量的关系 。如一个班同学的

总成绩是每个同学的成绩之和 ,一个国家的 GDP

是其所有经营单位的增加值之和等等。对于这种

数量对应关系 ,数值平均数的计算必须采用算术

平均方法(或其变形 ,如调和平均方法)。

其二 ,总量 =Π个体量 。总量与个体量之间

的这种对应关系也很常见。如 “十一五 ”期间经

济的总发展速度 ,就等于期间各年的经济发展速

度连乘积;连续几道工序加工出来的产品的合格

率 ,就等于这几道工序各自合格率的连乘积。对

于这种数量对应关系 ,数值平均数的计算就必须

采用几何平均方法 ,而不能使用算术平均方法 。

(五)平均发展速度测度方法如何因研究目

的的不同而不同 ?

研究目的不同 ,研究对象的特点不同 ,决定了

平均发展速度测度时的不同设计方法 。根据不同

的研究目的及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 ,统计学家设

计了平均发展速度的两种计算方法:几何平均法

(b= Π
n
i=1 = yn/y0 , bi表示第 i期的环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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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 b表示平均发展速度 , yn表示时间序列第 n

期的发展水平 , y0表示时间序列的最初发展水

平)与高次方程法(b+b
2
+… +b

n
=

n

i=1
yn/y0 ,各符

号的含义同几何平均法 ,通过解此方程即可得到

b)。这两种算法中 ,几何平均法侧重于考察现象

最末期的发展水平 ,该方法计算的定基发展速度

b
n
与实际资料最末期的定基发展速度相一致 ,因

此 ,如果我们不太关心现象的发展过程 ,主要关心

发展的最终结果 ,如 GDP的发展目标是否实现 ,

就可以选择此方法。而高次方程法侧重于考察现

象的整个发展过程 ,该方法计算的各期定基发展

速度的总和(b+b
2
+… +b

n
)与实际资料各期定

基发展速度的总和相一致 ,因此 ,如果我们关心过

程的发展质量 ,如投资额 、绿化面积 ,就可以选择

此方法 。另外 ,由于两种方法的设计原理不同 ,适

用的时间序列也不相同。几何平均法既适用于时

点序列 ,也适用于时期序列;而高次方程法只适用

于时期序列 。

综上所述 ,数据有无整理 ,变量属于何种类

型 ,变量的具体分布形状 ,个体量与总量之间的不

同对应关系 ,研究目的是什么 ,这些都会影响到集

中趋势测度方法的选择。统计学家针对种种不同

的情形设计出了相应的方法 ,充分体现了统计的

科学性 。细细品味 ,你或许还能体会到其中的艺

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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