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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财经专业基础课系列：统计实务》特点：　　1.突出实用
性作为培养高职、高专人才的教材，在教材内容上应该针对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的特点。
本书在教材内容安排上，以实用为主，去掉比较难懂又没有多大实用价值的内容，增加一些对学生将
来的专业学习和就业有实用价值的内容，力求科学、简明、通俗易懂。
　　2.突出先进性　　统计理论和方法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不断得到改进和充实。
因此，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教材内容能不断随之更新、更贴近实际，保证新的统计研究成果及时
得到介绍和推广。
我们还使用了国家权威部门最新发布的统计信息资料及经济生活中常见的实例，这些资料图文并茂、
题材广泛，可以使学生感受到统计学的实用性和真实性。
　　3.突出实践性　　统计是一门方法论的学科，高职、高专教育也要求培养应用型人才。
因此，本教材每章都先引入案例，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然后介绍相关理论知识和方法，每个知识点都
有相应的例题，最后每章都有题型丰富的应用能力训练题，并增加了实训训练，使学生能开阔视野，
与社会生活实际相结合，提高动手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书是作者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改革实践，针对学生学习中感到较为疑难的问题和容易出
错的问题而编写，针对性强，适用面广。
相信对学生领会、理解统计知识，把握统计思想，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在编写过程中，作者参阅了大量资料，力求数据准确、内容翔实。
但是，由于水平有限，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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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57年，我国开始编制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并且加工整理了1952～1957年的全国
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指数，以及主要工业品的出厂价格指数。
后来由于在价格制度上长期实行单一的调拨价格，工业品价格长期保持不变，继续编制这样的工业品
价格指数已失去了现实意义，故于1962年停编。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工业产品价格逐步由单一价格形式转向多种价格形式。
为了适应我国价格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家统计局从1984年起恢复了工业品价格指数的编制工作。
经过l985～1987年这3年的试编，1988年正式由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编制工业品价格指数，并上
报国家统计局。
1991年，国家统计局正式制定了《工业品价格统计调查方案》。
目前，《工业品价格调查目录》包括1 400多种产品。
调查企业的范围已增加到25 000家，城市的范围增加近300个。
 我国目前编制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共有4种分组：①轻、重工业分组。
②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组。
③工业部门分组。
④工业行业分组。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有两种分组：①材料类别分组。
②工业行业分组。
 工业品价格调查采用重点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的调查方法。
重点调查将全部国有企业和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列为调查对象，采用主观选择的方法
选择调查企业；典型调查是把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下的非国有企业作为抽样对象，采用随机抽样的调
查方法。
 编制工业品价格指数主要解决如下问题。
 1.选择代表产品 代表产品的选择，即制定科学的、完善的工业品价格调查目录，对工业品价格指数能
否正确反映工业品价格变动的实际情况影响极大。
如果代表产品过少，会造成代表性不足、价格指数不准确，而过多又会增加工作量，造成不必要的浪
费。
从国外的情况看，一般是用几百种至2 000多种代表产品来编制工业品价格指数。
我国编制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选用了1400多种产品，编制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选用了500
多种产品。
 目前，《工业品价格调查目录》的制定遵循了以下原则： （1）按工业行业选择代表产品。
也就是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进行选择。
工业行业是以工业企业生产的主要产品的主要用途、所用原材料和生产工艺为划分原则的。
按工业行业选择代表产品，就相当于先把全部工业产品进行归类，然后，再根据各个行业在国民经济
中的地位，按行业选择相应的代表产品。
这样，既便于选择，也可以提高代表产品的代表性。
各行业选择代表产品的个数多少，要根据各行业的具体情况而定。
但要保证各主要行业都有一定的代表产品，以分别反映各主要行业工业品价格变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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