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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冀、赵养森、罗宏编著的《统计基础与实用方法》从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两个层面介绍统计的基础
理论和实用方法。
描述统计方法只能对统计数据做基本的利用，若要从统计数据中挖掘规律性的东西，那就必须广泛采
用推断统计方法，推断统计数据中隐含着丰富的信息。
所谓推断统计，就是在收集、整理观察样本数据的基础上，对有关总体作出推断，其特点是根据随机
性的观察样本数据、问题的条件和假定，以概率形式对未知事物作出推断。

本书可供高职院校管理类各专业有针对性地选择讲授（或学习）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的部分或全部内
容，以满足各专业技术对统计方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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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几何平均数的缺点为：①数列中不能零值，否则不能计算几何平均数。
②数列中有一项数值为负，则几何平均数将成为负值或虚数。
③若数列的项数为偶数，几何平均数在理论上有两个可能数值，一为正值，一为负值，实际应用中当
取正值。
 （3）调和平均数的优劣：调和平均数的计算较为繁琐，因此，调和平均数的应用有其特定的场合，
只有在这种场合下，调和平均数的计算才是正确的。
 调和平均数的优点为：①调和平均数通常只用以平均某些比率（相对数和平均数），且仅限于在某些
场合为宜。
②调和平均数具有严格被确定的性质，其数值由一分配中的每一项目所决定。
 调和平均数的缺点为：①不为一般人所理解。
②计算较繁琐。
③易受极端值的影响，尤其受极端小值的影响。
④若有一项数值等于零，则不可能计算调和平均数。
 若某超市销售日用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价格随市场而变化，而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
下，商品平均价格的计算分两种情况： 当居民的收入相对稳定时，平均价格的计算为： 式中Pi——不
同商品的价格；X——不同商品的消费量。
 （4）平方均数的优劣：在许多情况下，需要计算项目数据的平方数值而非数据本身的数值，此等数
目的平均数，则以平方均数为宜。
当计算各数值与算术平均数的离差的平均数时，对离差不能计算算术平均，因离差总和等于零，即正
负离差相互抵销。
如将离差予以平方皆成正值，则可计算平方数值的算术平均数，再予以开平方，而得平均数。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平方均数为好。
然而，平方均数也有重大缺点：平方均数也易受极端大的数值所影响，计算过程较为复杂，不易为一
般人所理解。
 （5）中位数的优劣：对一般人来说，中位数容易理解。
当资料排成序列，中位数可不必费力，即可求出；而且任何极端值都不影响中位数的大小。
在开放式次数分布数列中也可计算中位数。
不能用数字测定的现象，也可求出其中位数。
例如，颜色按不同深浅排列，可计算出其中位数的色泽。
一群数值对其中位数的绝对差，即不以正负号表示的偏差，永远小于对其他任何数值的绝对差。
 （6）众数的优劣：各种平均数都是在用一个数值代表总体的数值。
如果总体各项目数据有集中于某一点的现象，选择这个集中点上的值作为代表值实为合理。
当数列分布的形态为偏态时，众数优于算术平均数。
许多统计学家认为，当众数与算术平均数具有明显差异时，宜选择众数而不选择算术平均数。
同时众数不受极端值大小的影响。
众数的缺点：难于计算和缺乏稳定性。
数列中一个项目的数值剧烈变动，而对众数影响不大。
有些数列往往并无众数。
除非项目众多，易有众数出现。
有时一个分布可能有两个或多个众数。
统计学家常常利用两个众数的出现，研究资料是否纯一，有无不纯一的资料掺杂其中。
例如，某大学新生体格检查，其中男生身高分布若有两个众数出现，研究者应考虑资料是否有将女生
身高资料掺杂其中，而有不纯一的现象。
众数不适合进一步数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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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统计基础与实用方法》是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由立信会计出
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统计基础与实用方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