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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别被统计数据忽悠了    统计数据在社会经济和个人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人们越是强调“用事实说话”，就越离不开统计数据。
因为，具有可靠来源、运用正确方法得到的统计数据本身就是“事实”的一部分。
    据中国信息报、国家统计局新闻中心、新华网联合开展的“2008最受关注的统计数据”(简称2008年
度数据)投票结果，当年我国公众最关注的统计数据依次是：(1)职工平均工资及其增长速度；(2)消费
价格指数(CPI)；(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4)房屋销售价格指数；(5)GDP及其增长
速度；(6)城镇登记失业率；(7)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其增长速度；(8)粮食总产量；(9)万元GDP能耗水平
；(10)进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11)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12)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及其增长速度；(1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速度；(14)投资增长速度；(15)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16)财政收入及
其增长速度；(17)外汇储备量；(18)贸易顺差；(19)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20)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增
长速度。
    上述三家机构2011年2月23日发布的“2010最受关注的统计数据”(简称2010年度数据)表明，最受关
注的前五位依次是：(1)消费价格指数(CPI)；(2)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及其增长速度；(3)房屋销
售价格指数；(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5)粮食总产值。
    毫无疑问，统计数据的生命在于真实。
然而，近年来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
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关心工资、住房、人口、工业、农业、第三产业等重大国情国力的调查结果，希
望能从中及时准确地了解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另一方面，人们对统计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适
用性又必然会提出更高要求，并且总是感到这些数据无法满足要求，以至于产生了诸多误解。
    人们越重视统计数据，统计数据就越不堪重负，越容易受偏见，越容易受操纵。
她就像一位“洗头妹”，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用有色眼镜来看她，对她指指点点；也有人在牵线遥控
，想把她变成道具。
    有关揭露统计数据造假的译作近年来在我国颇为盛行，如美国学者的《统计数字会撒谎》、德国学
者的《统计数据的真相》中文版已相继问世。
这些无疑都是经典名著，但由于脱离我国实际，对我国读者来说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书在贴近中国读者生活实际、针对中国读者关心的民生话题、切合中国读者阅
读口味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除此以外，与前者主要揭露统计数据造假不同的是，本书的重点放在读者如何正确看待统计数据、
了解统计手段等方面，无论观点还是结论都要客观、公正得多。
    统计数据当然会有假，但绝不会全是假的，否则统计学也就不会成为一门科学，官方统计机构也就
不可能列入政府直属机构序列了。
就好比说，市场上一定会有假币，但不可能所有钞票都是假币。
政府部门要打击假币，而你则要学会如何识别假币。
两者之间有共通之处。
    本书的目的在于：帮助读者厘清与民生数据有关的各种关系，睁眼看看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或者
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而是你自己不懂统计造成的，从而帮助读者形成一种科学、正确的统计观。
    不用说，对于所有希望用统计数据说话的人看来，这部著作都会从一个独特角度帮助你分析和思考
问题，无论你是普通读者还是专业人员，也无论是个人事务还是政府决策。
书中列举的都是目前我国读者最关注的热门统计数据尤其是民生数据，仅仅因为这一点，相信就会引
起读者浓厚的阅读兴趣，并从中得到应有收益了。
    严行方    2012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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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们越重视民生问题，民生数据就越是不堪重负。
她就像一位洗头妹，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都有人牵线遥控，再怎么清白也是跳进黄河也洗
不清。
本书从我国实际出发，致力于帮助读者厘清与统计数据尤其是民生数据有关的复杂关系，看看究竟问
题出在哪儿，或者根本就没有问题、只是你的观察角度不对造成的，从而树立起一种科学、正确的统
计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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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行方，财经热点研究专家。
擅长用最简单的道理阐述最枯燥的话题。
主要著作有《每天学点金融学》《人民币可以说不》《人民币不高兴》《通胀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等，均为财经类畅销书。
其中不乏中国图书奖、“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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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 言 别被统计数据忽悠了
　　
第一章 统计口径：读懂统计数据的基本前提
　　统计口径是统计数据的入门。
了解统计数据必须先了解统计口径，否则就无法对统计数据作出合理解释，也就更谈不上正确利用了
。

　　
第二 章抽样调查：以偏赅全就免谈公正客观
　　抽样调查一般来说是能够“以点带面”的，但前提条件是样本选择和数量有极其严格的要求，否
则难免会“以偏赅全”、“盲人摸象”。

　　
第三 章民意调查：谨防“民意”成“名义”
　　民意调查结果能否代表民意，客观上看调查机构是否真正独立，主观上看是否尽可能减少倾向性
，有没有把倾听民意变成包办民意。

　　
第四章 概率：说穿了就是出现的可能性大小
　　概率本身只是一个数学或统计学名词，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不应该受到人为干扰，否则就必然会影
响到统计结果的正确性和代表性。

第五章 发展趋势：未来不可能是直线运动
　　哪怕过去的统计数据再真实，据此作出的预测也不过是你的某种猜测。
要记住，用外推法预测的“未来”并非就是“过去”的延长。

　　
第六章 小数点：影响判断力，有误导作用
　　小数点精确到多少位，初看起来只关系到精确度问题，实际上对读者的心理感觉影响是很大的。
换句话说，小数点会影响你的判断力。

　　
第七章 平均数：它在多数情况下毫无意义
　　一位不会游泳的统计学家听说河水平均深0?5米就蹚过去，结果淹死了，实际上它的最深处超过2
米。
极端值会严重干扰平均数的真实性。

　　
第八章 职工平均工资：与你自己关系不大
　　职工平均工资数据在宏观上有助于政府决策，但具体落实到某个人身上基本上就没什么参考价值
了，所以大可不必对它耿耿于怀。

　　
第九章 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代表真实消费能力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因为是家庭和个人可以支配的纯收入，所以受到公众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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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也是一种平均数。

　　
第十章 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上还是毛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并不是家庭结余，也不是现金收入，并且除了现金还包括实物。
所以它名义上是“纯收入”，其实质还是“毛收入”。

　　
第十一章 平均住房面积：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
　　城镇居民平均住房面积究竟是多少，总体上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居民住宅条件；可是具体到个人
来说，这样的统计数据就毫无意义。

　　
第十二章 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各敲各的锣
　　权威机构发布的房价指数相互打架，中介机构则永远唱多。
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在行”背后，其实都有自身利益的诉求在内。

　　
第十三章 商品房空置率：折射出的是政策空置
　　住房空置率是衡量房地产市场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准，关系到国计民生及房地产政策走向。
住房空置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政策空置。

　　
第十四章 消费价格指数：通常落后于通货膨胀
　　房价、肉价、菜价轮番上涨，使得公众对消费价格指数这个经济学术语越来越感兴趣。
其实，它的主要作用是用作宏观调控参考的。

　　
第十五章 国内生产总值（GDP）：考核政府官员的“硬指标”
　　谈经济必谈GDP，这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某种“共识”。
然而联合国认为，GDP指标既没这么重要也没这么科学，大可对它看轻一些。

　　
第十六章 粮食总产量：指标内涵比数据更重要
　　老百姓说“民以食为天”，当官者说“为政之要首在足食”。
由此可见粮食总产量这个数据是多么重要、公众对它为什么如此重视了。

　　
第十七章 汽车销售量：与多数人的理解不一样
　　各企业、各品牌的汽车销量究竟是多少，最权威的数据是国家公安部门的上牌数。
但奇怪的是，恰恰是这个数据千呼万唤出不来。

　　
第十八章 增长率：经济增长从来不是越快越好
　　增长率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评价指标，但不能什么都看增长率，也不能随意用过去的增长率来预测
未来增长率。
“增长率崇拜”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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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失业率：两个失业率，龙凤双胞胎
　　无论从哪方面看，登记失业率指标都已经严重落后于现实，变得越来越不可信，取而代之的必将
是国际通用的调查失业率指标。

　　
第二十章 离婚率：统计口径不符合理解习惯
　　统计专家也有集体昏头的时候：1987年到2005年间我国的离婚率全都被高算1倍，稀里糊涂地就成
了“全球离婚率最高的国家”。

　　
第二十一章 性病率：真实数据根本就统计不到
　　性病率的官方数据只不过是实际发生率的十分之一。
只有明确性病率指标的统计范围和性病概念，才可能对该数据有一个客观认识。

　　
第二十二章 国民阅读率：只统计纸媒已落后时代
　　阅读率不高本质上反映的是“读书无用论”，但也应当看到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阅读方式。
国民阅读率包括纸质阅读，也包括电子阅读。

　　
第二十三章 交通事故死亡率：不是天灾是人祸
　　飞机、火车、汽车都以各自的统计数据强调自己的运输安全系数更高，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
交通事故死亡率在全球是最高的。

　　
第二十四章 重大自然灾害发生率：水火无情
　　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国家。
详细了解自然灾害等级中有关“重大”或“特别重大”的划分标准，会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相关灾情报
道。

　　
第二十五章 智商高低：不以高喜，不以低悲
　　人的智商确实有高低，但不必过于迷信。
智商测量表的内容30年不变，已经严重脱离社会发展环境，由此得到的结果自然难以服众。

　　
第二十六章 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不是平均死亡年龄
　　“平均预期寿命”和“平均死亡年龄”是两个不同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更何况，每个人的寿数都不一样，平均寿命一说毫无意义。

　　
第二十七章 孩子究竟长多高：这是不可能预测的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父母在关心孩子究竟能长多高的同时，更重要也是更现实的，应该是关注他们的身体素质，关注运
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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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保健品功效：功效和疗效并非一回事
　　保健品能否保护人体健康，首先要看它的功能和作用机理是什么，然后是掌握安全限量和有效量
比例，决不要盲目听信广告宣传。

　　
第二十九章 高考人数下降：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
　　读大学不是高中生的唯一出路，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一条最佳出路。
2009年开始高考报名人数下降，实在是市场调节的结果。

　　
第三十章 大学生同居率：摸着石头过河
　　究竟有多少大学生在同居，众说纷纭的数据很难确保完全符合实际，不过从中反映出的社会现实
是很难用好奇或对性的渴望解释的。

　　
第三十一章 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想不造假也难
　　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作为一种硬性考核标准，设计过于简单又缺乏监督，只需学校自己说话就行，
这样的数据如果不是水汪汪的才怪呢！

　　
第三十二章 数据打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在行
　　统计数据打架，受伤的并不是当事人（数据），而是一脸无辜的第三者：你我他。
混乱的统计信息干扰着政府判断，也愚弄着公众。

　　
第三十三章 权威数据：权威的根基是读者信服
　　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就更正确吗？
不一定。
那些拉大旗，作虎皮的所谓权威部门就更别提了。
请相信，只有永恒利益，没有永恒权威。

　　
第三十四章 被统计：扭曲数据真实性的哈哈镜
　　应该统计在内时却没有被统计，不该统计在内时却强行被统计，这样的数据虽然会让人有被“幸
福”笼罩着的感觉，但终究是歪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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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保健用品的范围就广泛了，像平时所说的健身器、按摩器、保健毯、药枕、磁水器、
保健内衣鞋帽等都是。
根据严格定义，保健食品就是指保健功能食品，而保健（功能）食品是食品的一种，具有一般食品的
共性，能够调节人体机能，适用于特定人群，但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
正因如此，《保健（功能）食品通用标准》中规定，在保健食品宣传方面不能出现有效率、成功率等
相关词语，也不得宣传改善、增强性功能等方面的作用。
但说归说，做归做。
现在的保健食品宣传都在反复强调有效率、治愈率多少多少，说得比药品还好（主要是强调它的副作
用小）。
那么，保健食品究竟和药品、食品有什么区别呢？
从保健食品和一般食品之间的区别看，保健食品确实含有一定功效，否则它就不能叫保健食品了；可
是话又说回来，既然它含有一定的功效成分，那么就只能适用于特定的人群，而不是所有人。
这样一对比就知道它们之间的区别了。
如果进一步问，保健品的这些功效究竟指什么呢？
根据国家规定，这些功能主要包括以下22种：免疫调节、调节血脂、调节血糖、延缓衰老、改善记忆
、改善视力、促进排铅、清咽利喉、调节血压、改善睡眠、促进泌乳、抗突变、抗疲劳、耐缺氧、抗
辐射、减肥、促进生长发育、改善骨质疏松、改善营养性贫血、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作用、美
容、改善胃肠道功能。
凡是保健品广告中宣传的、超过上述范围的所谓保健功能都是违法的。
从保健食品和药品之间的区别看，保健食品虽然有一定保健作用，却不能直接用于治疗疾病，说穿了
它只是一种身体机理调节剂、营养补充剂；而药品的作用，当然是直接用于治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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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生数据的真相:最真实的民生数据使用手册》编辑推荐：客观、透彻、辩证、权威、我国第一部全
方位解读民生数据的本土著作。
统计数据在社会经济和个人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人们越是强调“用事实说话”，就越离不开统计数据。
因为，具有可靠来源、运用正确方法得到的统计数据，本身就是“事实”的一部分。
《民生数据的真相:最真实的民生数据使用手册》的目的在于：帮助读者厘清与民生数据有关的复杂关
系，睁眼看看这些数据是不是符合实际，背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根本就没有问题，而是你不懂
统计造成的。
对于所有希望用数据说话的人来说，《民生数据的真相:最真实的民生数据使用手册》会从一个独特角
度帮助你分析和思考问题，无论普通读者还是专业人员，无论个人事务还是政府决策。
书中列举的都是目前我国读者最关注的热门数据尤其是民生数据，仅仅因为这一点，相信就会引起读
者浓厚的阅读兴趣，并从中得到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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