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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适应国民经济诸多领域做定量分析的需要以及当前教学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
很多高等院校相继给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了该课程。
作者在原出版《多元统计分析》一书的基础上，根据全国统计教材编委会专家评审组通过的《编写大
纲》要求，对原书进行了修改、充实。
借助再版的机会补充了：路径分　析和多维标度法等，力争写出一本适合财经、统计、管理等专业的
教材，同时也想给对多元分析方法感兴趣的广大科　技工作者提供一本较系统掌握这一方法的良好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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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般作聚类图时横坐标（并类距离）的范围太小时对区别类的灵敏度就差些，也就
是说太浓缩的方法不够灵敏，但太扩张的方法对分类不利。
和类平均法相比最短距离法、重心法使空间浓缩。
最长距离法、可变类平均法、离差平方和法使空间扩散，而类平均比较适中，与其他方法相比，既不
太浓缩也不太扩张。
 还有一些性质，如单调变换不变性、类重复不变性等，就不再介绍了。
 5.4.2 确定分类个数的方法 在聚类分析中，类的个数如何确定？
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
迄今为止，我们只是直观地叙述了“类”的概念，并未给出严格的定义，因为对各种不同的类给予统
一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类”的概念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出类的不同定义，但在实际应用中，人们并不是完全从类的定义来确定类，
所以下面介绍确定类个数的几种常见方法。
 （1）由适当的阈值T确定类的个数 阈值T是根据实际情况人为给定的，用阈值T去分割聚类图，对样
品（或变量）分类，如前面例5.2聚类图。
取T=4.5将样品分成四类，认为能较好地反映我国实际情况，相当于在距离4.5处切一刀。
 （2）根据数据点的散布图变化趋势确定类的个数 如果考察的变量只有二个，则可通过数据点在平面
上作散布图，在曲线拐弯处确定类的个数，如果有三个变量，可以绘制三维散布图并通过旋转三维坐
标轴由数据点在曲线拐弯处的分布来确定应分为几个类。
当考察的变量在三个以上时，可以由这些变量给出二个或三个综合变量后再绘制数据点在综合变量上
的散布图，从而直观地确定分类个数。
 （3）根据聚类图确定分类个数的准则 Bemirmen（1972年）提出了应根据研究目的来确定适当的分类
方法，并提出了一些根据聚类图来分析的准则。
 准则A：各类重心之间的距离必须很大； 准则B：确定的类中，各类所包含的元素都不要太多； 准
则C：类的个数必须符合实用目的； 准则D：若采用几种不同聚类方法处理，则在各自的聚类图中应
发现相同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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