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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总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国家统计的职能、统计研究的

基本方法，重点掌握统计学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重点和难点】

统计研究的方法，总体、总体单位、标志、指标、变量、变量值的概念和

作用。

第一节　统计的产生和发展

一、统计的含义

统计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已有悠久的历史。在外语中， “统计”一词与

“国家”一词来自同一词源。因此，可以说自从有了国家就有了统计实践活动。

最初统计只是为统治者管理国家的需要而搜集资料，弄清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是管理国家的依据。

今天，“统计”一词已被人们赋予多种含义，因此很难给出一个简单的定

义。在不同场合，统计一词可以具有不同的含义。它可以是指统计数据的搜集活

动，即统计工作，也可以是指统计活动的结果，即统计数据资料，还可以是指分

析统计数据的方法和技术，即统计学。

（一）统计工作

统计工作，是指利用各种科学方法，对现象的总体数量特征进行搜集、整

理、分析和研究等工作过程的总称。统计工作在人类历史上出现比较早。随着历

史的发展，统计工作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使统计成为国家、部门、事业和企

业、公司和个人及科研单位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种有力工具。统计

工作，可以简称为统计。例如，国家统计机构进行的国情国力基本情况的调查，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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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人员对产品所作的市场供求情况调查，等等。这些活动都属于统计工作。

（二）统计资料

统计资料，就是统计实践活动所取得的各种信息，其中主要是反映统计对象

总体数量特征的数字资料。不管是个人、集体和社会，还是国家、部门和事业、

企业、公司及科研机构，都离不开统计数据资料。个人要进行学习、工作和家政

管理，需要对有关的统计数据资料进行搜集和分析，以指导自己的学习、工作和

生活；公司和企业要管理好生产和销售，必须进行市场调研、生产控制、质量管

理、人员培训、成本评估等，这就需要对有关的生产资料、市场资料、成本资

料、人员资料、质量数据等进行搜集、整理、分析和研究。

（三）统计学

一般来说，统计学是对研究对象的数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分析和研究，

以显示其总体的特征和规律性的学科；是统计工作的经验总结，是一门认识社会

和自然现象的方法论科学。

显而易见，统计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统计资料的数量和质量，其关系是统计

活动过程与活动结果的关系；统计学与统计工作又存在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作

用关系。

二、统计学的产生和发展

统计是适应社会发展和国家管理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统计发展的历史包

括统计实践活动的发展历史和统计理论的发展历史两个方面。

我国统计实践活动的历史比较悠久，萌芽于远古时代。“结绳记事”“刻木

记数”可以说是最原始的统计。在我国，根据历史记载，夏禹时代 “平水土，

分九州，计民数”，进行了我国最早的人口调查，分中国为九州，人口１３５５万，
土地２４３１万顷①，唐朝有 “计口授田”的统计计算，等等。在国外，古代埃及、

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中也有许多类似的记载。公元前３０５０年左右，埃及为了规划
金字塔的建筑和建立大型农业灌溉系统，曾先后调查了全国人口状况。

注：①１顷＝６６６６６６７平方米。

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统计活动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

的部门，在内容和方法上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统计活动，并逐步形成了工业、农

业、商业、交通、邮电、海关、银行、保险等分支专业的统计。２０世纪后半期，
又先后出现了国民经济统计、社会统计、科技统计等指标体系，使统计的内容趋

于系统化。概率论和其他数学方法的引入，使统计方法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在

现代社会，各国的统计标准日益协调，统计的发展日益国际化，统计信息处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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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日益现代化。从统计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可以把统计学划分为古典统计

学、近代统计学和现代统计学三个时期。

（一）古典统计学时期

古典统计学时期是指１７世纪中叶至１８世纪末统计学的萌芽时期，当时分为
记述学派和政治算术学派。

１记述学派
记述学派又称国势学派，产生于１８世纪。所谓国势学就是以文字来记述国

家的显著事项的学说，提出这一学说的学派称为记述学派，又叫国势学派，它的

发源地是德国。由于当时在德国许多大学里讲授国势学这门课程，故又称为德意

志大学教授学派。记述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为康令 （ＨＣｏｎｒｉｎｇ，１６０６—１６８１）和
阿亨瓦尔 （ＧＡｃｈｅｎｗａｌｌ，１７１９—１７７２）。

最早讲授国势学的是康令，他在德国赫尔莫斯达德大学讲授 “欧洲最近国

势学”，奠定了国势学的基础。阿亨瓦尔在哥廷根大学开设 “国势学”课程，其

主要著作为 《欧洲各国国势学概论》，内容研究 “一国或多国的显著事项”。国

势学派在研究各国的显著事项时，主要是用对比分析的方法研究关于国家组织、

人口、军队、领土、财产等国情、国力，以比较各国实力的强弱，在研究时偏重

事物性质的解释，而不重视数量的分析。

这个学派是歌颂普鲁士君主政体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数量关系的计

算变得越来越需要，该学派发生了分裂，分化出表式学派，并逐步发展为政府

统计。

国势学派所研究的是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属实质性的社会科学。

这一学派对统计学的贡献是：

（１）阿亨瓦尔在１７４９年首先提出 “统计学”这一学科名词，它把 “国势

学”称为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即 “统计学”，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

（２）提出了统计学的一些术语，如 “统计数字资料” “数字对比”等。国

势学派主要用对比方法研究各国实力的强弱，在对比方面是比较成功的。

２政治算术学派
政治算术学派产生于１７世纪中叶，其发源地在英国伦敦，代表人物是威廉·

配第 （ＷＰｅｔｔｙ，１６２３—１６８７），配第写了著名的 《政治算术》一书，书中用大

量的数字对英、法、荷三国的经济实力进行比较，采用了与过去不同的方法，用

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他想说的问题。马克思对威廉配第评价很高，认为他
是 “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政治算术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是约翰·格朗特 （ＪＧｒａｕｎｔ，１６２０—１６７４），
他利用政府公布的人口变动资料，写了一本统计著作 《关于死亡表的自然和政

治的观察》。首先提出通过大量观察，男女婴儿出生比例是比较稳定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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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编制了初具规模的 “生命表”，对各种年龄的死亡率与人口寿命作了分析。

政治算术学派是用计量方法研究社会问题，运用大量观察法、分类法以及对

比、综合、推算等方法解释与说明社会经济生活。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初具规模

地建立了社会经济统计的研究方法，但由于受历史、经济等条件的限制，在很大

程度上还处于统计核算的初期阶段，只能以简单、粗糙的算术方法对社会经济现

象进行计量和比较。

政治算术学派虽然以数字表示事实，但它还未从政治经济学中分化出来，这

一学派所探讨的规律，都是用数字表示的社会经济规律，所以也属于实质性的社

会科学。

（二）近代统计学时期

近代统计学时期是指１８世纪末到１９世纪末，在这个时期统计学又形成了许
多学派，其中最主要的有数理学派和社会学派。数理统计学派产生于１９世纪中
叶，其奠基人是比利时的生物学家、数学家和统计学家阿道夫·凯特勒。凯特勒

认为统计学既研究社会现象又研究自然现象，是一门独立的方法论科学。他把概

率论引入统计学，根据大数定律的原理，利用统计观察资料计算和研究社会现象

和自然现象的数量规律性，并用于预测未来的情况，从而开创了统计理论和实际

应用的一个新领域。社会统计学派产生于１９世纪后半叶的德国，其主要代表人
物是恩格尔和梅尔。社会统计学派在一定意义上是政治算术学派的继续，他们认

为统计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变动原因和规律性的实质性科学。统

计学所研究的是社会总体而不是个别的社会现象，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总体

性，必须对社会现象总体进行大量的观察和分析，研究其内在的联系，才能反映

社会现象的规律性。

（三）现代统计学时期

现代统计学时期是指２０世纪初到现在，在这个时期中，数理统计在随机抽
样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推断统计的理论和方法。它是一种以随机抽样为基础推论有

关总体数量特征的理论和方法，导源于英国数学家哥塞特的小样本 ｔ分布理论。
其后费希尔对其进行充实，波兰统计学家尼曼等人加以发展，并建立了统计假设

理论。其后，美国统计学家瓦尔德对统计学中的估计和假设理论予以归纳，创立

了决策理论。美国的科克伦等在１９５７年提出实验设计的理论和方法，拓宽了统
计学的范围。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统计学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

来。其学术渊源来自古典统计学和凯特勒确定的近代统计学，且受社会统计学派

的影响。该学派认为统计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在与质的方面的密切联系

中，研究大量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在具体时间、地点、条件

下的数量表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统计学的发展趋势是：随着数学的发展，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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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越来越广泛地运用数学方法，成为通用方法论科学；统计学的新的分支和

以统计学为基础的边缘科学不断形成，其应用日益广泛和深入，电子计算机技

术被引进统计领域，统计学的面目为之一新。当前，现代统计学仍处于不断的

发展之中。

三、统计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特点

（一）统计学的研究对象

统计是从量的方面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观察研究的，即统计的认识对象是社

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虽然统计是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但它对现象

数量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在质与量的相互联系中研究量的，如果

离开了事物质的方面，为研究量而研究量，那就不是统计学了。统计研究事物数

量方面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事物量的方面的观察和量变规律的研究，逐步把握事

物的质和对事物质的方面的认识。统计学的研究对象是大量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数

量特征和数量关系，即通过社会经济现象在时间、地点、条件下的数量表现、数

量关系及数量界限来揭示其规律性。由于统计学与统计工作是理论与实践的关

系，因此，二者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一致的，即统计工作的对象也应是大量的社会

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

（二）统计学研究对象的特点

统计的研究对象具有以下特点。

１数量性
统计的认识对象是宏观事物的数量方面，即数量多少、现象之间的数量关

系、质量互变的数量界限等。

（１）数量的多少。数量的多少主要是指现象在数量方面的绝对数量值的多
少，如某企业职工人数为２０００人，某月工资总额为３４０万、某年销售收入为
９６００万元等。数量的多少可以使我们了解现象的规模或水平。

（２）现象之间的数量关系。社会经济现象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依
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地存在和发展的，如产量和成本的关系、价格和销售的

关系、流动资金和利润的关系等。

（３）质变的数量界限。统计学所研究的数量方面，绝不是纯数量上的分析，
而是在质与量的密切结合中的数量。即必须在质与量的统一中，研究社会经济现

象的数量方面，才能正确地反映经济现象的数量规律。

社会经济现象的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要了解事物的存在和发

展并掌握其变化规律，就必须分析、研究事物的量的方面及其发展规律性在具体



００６　　　　 统计学原理

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的数量表现。认识事物的数量表现，是深入把握事物的质

量的前提和基础。例如，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结构和分布，国民财富的数量、

构成和利用情况，国民经济的规模、发展速度、人民生活水平等数字，都是反映

该国家基本国情、国力的基本方面。通过一系列统计指标对这些基本情况有所了

解，才可能对该国家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从另一个角度看，要准确反映事物的数量方面，又要求对所研究现象的质有

一个基本的认识。例如，要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指标，首先要对国内生产总值所反

映的国民经济总量有一个基本认识，根据这种认识，才能正确界定国内生产总值

的计算口径、范围和方法，也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正是在

这种与质量研究相结合的过程中，社会经济统计才成为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得力

工具。

２总体性
总体性也称大量性。统计学是要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总体的数量方面，是从宏

观的角度认识社会经济现象量的方面，如国民经济总体、社会总体、地区总体、

部门总体等，当社会经济统计认识这些总体时，需要通过对组成这些总体的个别

事物量的认识来达到对总体的认识，但认识这些个别事物的量的方面并不是社会

经济统计的最终目的。例如，人口总体是一定时间点上一定地区或一个国家所有

具有生命现象的个人的总和，它就是人口统计的研究客体人，在人口统计研究

中，并不是要去认识个别人的数量和状况，而是通过人口总数人口性别构成、人

口年龄构成、人口民族构成、人口职业构成、出生率、死亡率等指标来描述人口

总体的状况。人口统计如此，其他社会经济统计也是这样。又如调查职工的文化

程度，目的不在于了解个别职工的文化程度，而是要反映一个地区、一个部门、

一个单位职工在文化程度上呈现出的总体数量特征。

３具体性
统计学要研究的是具体事物的数量方面，而不是抽象的量，这是统计学与数

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数学研究客观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时，具有高度的抽

象性，可以撇开所研究客体的具体内容；而统计所研究的量都是客观现象在具体

时间、具体地点、具体条件下的具体数量的表现，而不是抽象的量。如２００７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２４６６万亿元，比 ２００２年增长 ６５５％，年均增长
１０６％，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全国财政收入达到 ５１３万亿元，增长
１７１倍；外汇储备超过１５２万亿美元。全国粮食连续四年增产，２００７年产量达
到５０１５０万吨。２００７年进出口总额达到２１７万亿美元，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
三位。这些数据都是客观存在的数量特征，反映了２００７年我国经济发展的规模
和水平，离开了具体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数字，不是统计数字。

４变异性
统计研究现象总体的数量特征，其前提就是总体中各单位的数值表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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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例如：职工的年龄、身高、月收入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正是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才需要调查每个职工的情况，也就是说，有差异

才需要统计。如果每个事物的特征都相同，也就不需要统计了。

第二节　统计工作过程和研究方法

一、统计工作过程

一项统计工作通常要经过许多部门、地区和单位的密切协作和相互配合才能

完成。参加该项工作的各方面、各环节形成密集的统计网络。一般来说，任何一

个部门、单位或个人不可能完成一项大型调查工作的全部，而只能从事其中某一

个或几个环节的具体工作，而每个环节的工作又将影响整个工作的全过程。一般

来讲，一项完整的统计工作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统计设计、统计调查、统计整理

和统计分析。

（一）统计设计

统计设计，是根据统计研究对象的特点和研究的目的、任务，对统计工作的

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的通盘考虑和安排，并制订出可行方案，以指导实际工作。

它是统计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即定性认识的阶段。统计设计之所以必要，是因

为统计是一项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工作，没有预先的科学设计、没有具体的工作

规范，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在一项大规模的统计活动开始前，必须进行

统计设计。具体内容：确定统计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确定统计指标和指标体系；

确定统计分类和分组；制订统计调查与整理方案；根据统计调查、整理和分析的

要求设计统计表；确定统计工作各环节的工作进度和时间安排，并做好各有关方

面的配合、协调工作；其他方面的工作安排。

（二）统计调查

统计调查，是根据统计研究的对象和目的要求，根据统计设计的内容、指标

和指标体系的要求，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搜集统计原始资料的工作过程，

是统计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是定量认识的阶段。统计用数字说话，而各种统

计数字都直接来自于统计调查，管理者和决策者都需要根据大量翔实的统计信息

进行管理和决策，科研工作者也需要根据统计调查得到的资料进行科学研究。调

查是统计的基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的方式主要有统计报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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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抽样调查、典型调查、重点调查等。

（三）统计整理

统计整理，是指根据统计研究的目的，将统计调查得到的原始资料 （和次

级资料）进行科学的分类和汇总，使其条理化、系统化的工作过程，是统计认

识过程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统计分析阶段准备能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总体特征的统计资料。但在实际工作中，统计整理、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

并非总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它是统计调查的继续，也是统计

分析的开始。统计调查和统计整理都是一种定量认识活动。

（四）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是统计认识过程的最后阶段，是在统计整理的基础上，根据研究

目的和任务，利用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对统计研究对象的数量方面进行计算、

分析的工作过程。统计认识的结论要从分析中得出，因此，这一阶段虽然是对统

计资料的计算分析，但其目的却是要揭示统计研究对象的状况、特点、问题、规

律性等，所以这是统计认识的定性阶段。

因此，从认识的顺序来看，统计设计、统计调查、统计整理和统计分析这四

个阶段，是从定性认识开始，经过定量认识，再到定性认识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统计认识过程的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理论上的、相对的；在实

践中，统计工作过程是很难这样分开的。

二、统计研究的基本方法

统计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着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在统计工作的各

环节上又有着不同的工作内容和要求，这就需要使用与之相适应的各种不同的专

门研究方法。当然，同一种研究方法可以用于不同的研究对象。这里所讨论的是

统计学研究中使用的最基本的方法。

（一）大量观察法

大量观察法是指统计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时，必须对总体现象中

的全部或足够多的个体单位进行观察和研究，以消除个体单位的偶然性差异，使

现象的数量表现显示出必然的状态和特征来。社会经济总体现象是复杂的，它是

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影响下形成的，总体中的个体之间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异，

如果统计仅对少数个体进行观察，就会失之偏颇，得不出合乎实际的结论来。概

率论证明：随着观察次数的逐步增多，样本指标和总体指标之间的离差将缩小，

样本平均数将逐步逼近总体平均数，样本的分布将逐步趋同于总体的分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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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只有被观察的个体 “足够多”的时候，才能消除偶然因素影响造成的误差，

样本对总体才有足够的代表性，用样本指标推断总体指标时，才具有较高的可靠

性。“足够多”意味着样本容量要比较大，理论认为，样本容量３０以上为大样
本。但在实际中，人们为了确保统计结果的可靠性，往往选取更多的个体进行观

察，具体数目可由抽样原理计算确定。

（二）统计分组法

社会现象是千差万别的，决无完全相同的现象，但是，有些社会现象在某一

方面可能有共同之处，根据统计研究的目的与需要，可以按其相同点把所研究的

对象划分为不同类型或不同组别。“相同者合并，不同者分开”。可以选择不同

的分组标准对总体进行不同的分组以反映总体的构成和现象之间的依存关系。例

如，要研究我国国有企业的有关情况，选择 “企业规模”为标准进行分组，结

果可以反映国有企业中大、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和比例；选择 “盈亏状况”进

行分组，可以观察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及亏损额，发现问题的严重性，等等。

（三）综合指标法

所谓综合指标法，就是根据大量观察获得的资料，计算、运用各种综合指

标，以反映总体一般数量特征的统计分析法。通常使用的综合指标主要有总量指

标、相对指标、平均指标、变异指标等。这些指标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总体的特

征进行刻划，将其结合运用，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社会经济总体现象的数

量方面。如某地区的人口数、土地面积、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居民收入水

平及变动程度等都是通过综合指标来反映。

（四）时间数列分析法

这是一种分析社会经济现象在较长时间内发生、发展情况及变化趋势的统计

方法。一般来说，现象在较长历史时期内，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受多

种因素影响形成的，这些因素有些是可以量化、可以预期的，有些是难以或不能

量化和预期的，前者可以用统计的方法进行分析，而后者则不能。影响时间数列

变化的因素主要有长期趋势、季节变化、循环波动、偶然性因素等。通过适当的

方法对这些因素进行必要的测算和分析，是统计研究的重要方面。

（五）指数分析法

现象的总体是复杂的，其发展变动受其构成要素变动的影响，但这些构成要

素往往不可以直接相加，很难进行直接的观察比较，因此需要逐个因素进行分

析，分析它们的变化对总体变动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例如，多种不同类型商

品价格的总变动受各种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多种产品总成本的变动受每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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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成本变动的影响，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受各部门、各行业劳动生产率变动

的影响，等等。指数分析法就是用来解决此类问题的。

（六）相关分析法

现象是复杂的，同时现象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有些现象相互间存在着确定

的联系，当某一现象变动一定量时，相关现象随之变动，且变动的量是确定的。

比如在价格既定的条件下，鲜蛋的销售量和销售额之间的关系，就是确定的联

系。但有些现象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不确定的联系，如施肥量和作物产量之间的关

系、工业品生产批量和单位成本之间的关系、人们身高和体重之间的关系等，这

些现象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但却是不固定的。它们相关的程度和方向是视情况

不同而不同的，相关分析就是要研究这些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程度和方向，为对

现象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研究分析奠定基础。

（七）抽样推断法

抽样推断法，是指按照随机原则从总体中选择一部分单位进行调查，并根据

登记结果对总体的数量特征做出有一定正确性和一定把握性的估计的统计方法。

这种方法主要用于难以进行全面调查的场合 （如总体规模巨大或总体为无限总

体等）和不宜或不能进行全面调查的场合 （如对部分工业品质量性能的破坏性

试验等）。当然在可以进行全面调查或进行其他非全面调查的场合，抽样调查仍

然具有独到特点。比如人口调查，可以用普查的方法取得全面资料，也可以用抽

样的方法推断全面的情况。抽样推断所依据的虽然是少数单位的情况，但其目的

却在于取得总体的数量特征。目前，抽样的方法在经济、社会、医疗卫生、体

育、科研等许许多多的领域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在各种非全面统计调查

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

第三节　统计工作的任务

一、统计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作用

（一）统计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有武器

人们要改造世界，就必须认识世界。要认识世界，无论是认识自然界还是认

识人类社会，都离不开统计。因为统计是为了反映客观实际而进行的一种活动，

而其活动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例如，天气预报只有在搜

集了大片地区的气象数据和经过统计方法处理后，才有可能提高预报的准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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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一种新药也只有依靠大量临床服用的反馈数据及应用统计方法，才能确定其

疗效的高低；国家经济的发展是否存在比例失调以及经济效益好坏的确定，都有

赖于大量统计资料的提供和正确统计方法的应用，等等。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人

们要更好地认识世界就必须借助于统计这个工具。统计作为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基

本的认识工具，反映了人类认识活动的一般特征和规律，即从定性认识到定量认

识，从对个体的认识到对总体的认识，从静态的认识到动态的认识，从对历史、

现状的认识到对未来的认识，从对 “量”的一般认识到对 “量”的规律性认识。

人们按照这一认识活动规律的要求，进行正确的社会经济活动，以获取最佳的社

会经济效益，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所以，社会经济统计成为人们认

识社会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

（二）统计是获取有用信息的主要手段

统计学的方法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经济等各个研究领域和工作部门

进行数量分析的基本手段，是从大量资料中提取有用信息的工具。

人们当今生活的世界，是广泛运用统计数据的世界，是信息的时代。现代社

会越发展，科学技术越进步，对获取大量的、灵敏的、可靠有用的信息的需求就

越加迫切。

统计信息更是社会经济信息的主题，商品生产与交换越发展，经济越开放、

搞活，就越需要有健全的、发达的现代化统计工作，以便能够及时地调查、分析

和提供准确、丰富的统计数据，以作为人们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和科学研究的向

导。统计在管理决策和进行决策控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具体表现为：①统计是制
定决策的依据，要进行科学的决策，就必须掌握及时、准确、全面的统计信息，

信息不准确或不全面都有可能导致决策的失误；②统计为决策提供科学方法，对
占有的大量统计信息进行加工整理，把原始信息变为决策信息，并对决策方案进

行评论、论证，以便选出最优方案；③统计也是决策控制的手段，要对决策的实
现进行有限控制，就要对决策实施情况进行信息反馈，并依据反馈信息对决策方

案进行调整或修订。

（三）统计服务与监督作用

我国的统计工作必须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统计是通过各种统计信息的

提供来发挥它的服务作用的。要努力实现统计服务的优质化，这就要求它从广度

和深度两个方面加强工作。从服务的广度上说，统计在坚持为各级领导机关服务

的同时，要更好地为社会各界和科学研究部门服务，为对外交流服务，以多种多

样的方式提供资料和咨询、办好开放式统计，实现统计信息社会化。从服务的深

度来看，要适应各方面的不同要求，及时提供准确的系统，使用统计数据，并力

求提高统计分析报告水平，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和提出决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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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不仅要起到服务作用，而且要发挥监督作用。统计监督有两种：一是通

过统计调查、统计分析和统计预测，指出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揭露矛

盾，提出建议，供各级领导决策和采取措施时参考，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高层次的

服务，服务之中有监督；二是对虚报、瞒报统计数字，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违

法行为进行监督。

二、统计工作的任务

（一）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

统计的首要任务是进行统计调查，以获取所需要的统计信息。统计调查是指

按照统计调查制度规定的调查目的、调查内容、调查方法、调查组织方式等，向

统计调查对象搜集原始统计资料的活动。通过统计调查取得统计资料是统计工作

的基础和直接目的。统计分析，是指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和技术手段，对已经取得

的统计资料进行深入、系统的比较和研究，以获得对经济社会运行规律、内在联

系和发展趋势等方面认识的活动。

（二）提供统计资料和统计咨询意见

统计资料，是通过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所取得的、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情况的各种数据信息。统计资料既包括统计调查取得的原始资料，也包括整理、

分析后获得的综合统计资料。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

规定及时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提供统计资料，并应当按照规定定期公布统计资

料。统计咨询意见，是指在已有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

进行综合分析、专题研究，为政府管理和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和对策建议。提供统

计资料和统计咨询意见，是统计工作的重要任务。

（三）实行统计监督

统计监督是指在统计调查中取得统计资料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

和社会运行情况、趋势等进行定量检查、监测和预警，以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计监督是对统计信息和咨询职能的进一步拓展。

第四节　统计学中几个基本概念

统计学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时候，经常要使用到一些基本的概念，理解这

些概念的含义，将有利于本书各章节的学习。



第１章　总论 ０１３　　　

一、统计总体和总体单位

由许多性质相同的个别事物组成的整体，叫统计总体，简称总体。组成总体

的性质相同的个别事物，叫总体单位，简称单位，也叫个体。个体的同质性，是

构成统计总体的必要条件，性质相异的个体是不能组合成总体的。统计上所讲的

单位同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单位并不完全相同，它可以是一个人、一家企业、一所

学校、一件产品等。如 “全国高等学校”是一个总体，则全国的每一所高校都

是总体的一个总体单位，这时的 “单位”同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单位，其意义是

相同的。但如果把 “全国总人口”作为一个总体，那么，每一个具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籍的公民都是其中的总体单位，这时的 “单位”同平常所说的单位就

不一样。因此，我们可以概括出统计总体的特征如下。

（一）同质性

同质性是要求构成总体的各个具体单位在某一方面要有共同的性质。例如，

在研究我国工业企业发展情况时，全国所有的工业企业便构成统计总体，该总体

各单位的共性是 “从事工业生产经营活动”，凡从事非工业生产活动的企业就不

能成为该总体的总体单位。同质性是构成统计总体的基础，是统计研究的前提条

件，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和前提，统计汇总和分析就没有任何意义。

（二）大量性

大量性即总体应该由为数众多的单位构成。因为统计研究的目的是要揭示现

象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规律，而这种趋势和规律只能在大量事物的普遍联系中表现

出来，所以只有通过大量的偶然性才能表现出必然性来。例如，我们不能以个别

学生成绩的变化情况来说明和评估整个班级成绩的变化情况。因为影响各个学生

成绩变化的因素是不一样的，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偶然性。只有组成总体的个体

足够多，这种特殊性和偶然性因素的影响才趋于相互抵消，才有可能显示出必然

性来。

（三）差异性

差异性即构成总体的各单位除了某一方面或几方面性质相同以外，必须在其

他方面存在着差别，这是统计的必要条件。例如，在调查我国工业企业的情况

时，在我国工业企业这个总体中，每一个工业企业除了具有 “工业生产经营活

动”的共性外，其他方面如生产规模、职工人数、销售额等数量表现是不相同

的，也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

总体按其包含的单位数目是否可数分为有限总体和无限总体。如果一个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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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是可数的，我们称为有限总体，否则是无限总体。社会经济统计所研究的

大多是有限总体。如某厂职工人数、某市工业企业个数、某市总人口数等都是有

限总体。而某种野生动物的数量是难以确定的，则可以称为无限总体。对无限总

体无法进行全面调查。

总体和单位的这种关系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

的变化而变化的，即总体可能成为单位，单位也可能成为总体。例如：调查全市

各县的工业生产情况时，总体是全市的所有县，总体单位是每个县；而调查某个

县的工业生产情况时，总体是该县的所有工业企业，总体单位是每个工业企业。

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对某个县来说，在第一个调查任务中，它是总体单

位；而在第二个调查任务中，它则是总体。

二、标志和指标

（一）标志

标志是说明总体单位特征的名称或概念，有数量标志和品质标志之分。说

明总体单位数量特征的名称或概念，叫做数量标志；说明总体单位属性特征的

名称或概念，叫做品质标志。例如，人口总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年龄、性别、

身高、体重、民族、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得某个人同其他人

区别开来。这里，年龄、身高、体重等是数量标志，而性别、民族和受教育程

度等是品质标志。各种标志都有自己的标志表现，数量标志表现为具体的数

值，如在人口研究中某人的年龄２８岁、体重７０千克等，这里的２８和７０都是
标志值；品质标志表现为对特征加以描述的文字，如民族的 “汉”、性别的

“男”等。

（二）统计指标

１统计指标的概念
统计指标是反映同类社会经济现象某种综合数量特征的范畴，它表明现象总

体在具体时间、地点、条件下的综合数量表现。一个完整的统计指标应包括指标

名称、指标数值、指标计量单位、指标所属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等要素。例如

２００８年我国国民总收入３０２８５３４亿元，２００８年末全国总人口为１３２８０２万人
等，都反映了具体、翔实、丰富的社会经济信息。但人们在理论上使用的统计指

标通常只是一个指标名称，如国内生产总值、耕地面积、居民储蓄额、人口密

度等。

２统计指标的特征
（１）可量性。统计指标是对现象的某种综合数量特征进行概括而形成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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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范畴。但不是所有作为概括现象的范畴都能形成统计指标，只有那些能用数字

加以计量的范畴才有可能被称为统计指标。例如国内生产总值、从业人数、税收

总额等。那些无法用数字加以计量的范畴，就不能成为统计指标。例如股份制企

业的组织形式、筹资方式等就不是统计指标。可见，凡是统计指标都必须用数字

加以计量。

（２）综合性。统计指标是反映总体综合数量特征，其数值既是同质总体各
单位某一数量标志值的总计，又是各单位某一数量标志值的差异综合。所以凡是

统计指标都是综合指标，都是说明总体综合数量特征的。

（３）具体性。统计指标是反映具体现象在具体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具体
数量特征，而不是抽象的现象、概念和数字，它是指特定的现象，包含着特定的

时间、空间、内容和计量单位，因而不存在脱离具体内容的统计指标。

３统计指标的类别
统计指标按其表现形式不同分为绝对数指标、相对数指标、平均数指标。绝

对数指标反映现象的总规模和总水平，如人口总数、总产出、工资总额、增减量

等。相对数指标反映现象之间的对比关系，如发展速度、经济比例等。平均数指

标反映现象总体内部各单位的一般水平，也可以反映发展的平均水平和平均速

度，如粮食平均亩产量、平均年龄、平均发展速度等。

指标按其反映现象的内容不同可以分为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数量指标反映

现象的绝对量的多少，如工业总产值、利税总额等。质量指标反映现象间的数量

关系，如各种相对数和平均数等。

指标按其所反映现象的时间状况不同分为静态指标和动态指标。静态指标反

映既定时间上现象的规模、水平、数量关系等，如一般平均数、绝对数和许多相

对数等。动态指标反映现象在不同时间内发展变化的情况，如序时平均数、发展

速度、增长速度等。每一类别的统计指标都有详细的分类研究，这将在本书的不

同章节分别予以阐述。

４指标和标志的关系
指标和标志是一对相关的概念，它们有区别也有联系。指标是说明总体数量

特征的，标志是说明总体单位特征的，统计指标都表现为具体的量，具体的数

值，不论是数量指标还是质量指标。标志说明总体单位的特征，数量标志能用数

值表示为一定的量，但品质标志只能用适当的文字来表达。凡是和总体对应的都

是指标，凡是和单位对应的都是标志。但由于总体和单位的关系是相对的，不是

绝对的，因此当总体和单位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的时候，指标和标志的地位也会随

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即总体变成单位的时候，原说明总体特征的指标就变成新情

况下的说明单位特征的标志了；反之，当单位变化成总体的时候，原说明单位特

征的数量标志就成了新情况下的说明总体特征的指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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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异和变量

如果某一标志的具体表现在总体各单位相同，则称该标志为不变标志；如果

某一标志的具体表现在总体各单位不尽相同，则称该标志为可变标志。可变标志

的标志表现由一种状态变到另一种状态，统计上把这种现象或过程称变异。变异

是一种普遍现象，有变异才有必要进行统计。

变异有属性变异和数量变异之分。属性变异表明质的差别，数量变异表明量

的差别。

不变的数量标志称常量或参数。

可变的数量标志和所有的统计指标称变量。变量的数值表现称变量值，即标

志值或指标值。

（一）确定性变量和随机性变量

受某些确定性因素影响，现象的量会沿着某一方向持续变化，这样的量就是

确定性变量，如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人类的死

亡率在逐步降低，人类的平均寿命在不断延长，因此从长期来看，人的平均寿命

和死亡率都是确定性变量。有些变量的变动受许多因素影响，变量值的大小没有

明确的方向，出现什么样的数值，带有偶然性，这样的变量称为随机性变量。例

如按随机原则从总体中选取容量一定的样本，每一次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因

此，样本是个随机变量。又如检查某一批灯泡的使用寿命，每只灯泡的使用时间

没有任何规律，纯属偶然，所以灯泡的使用寿命是随机变量，等等。随机变量在

抽样理论、数理统计中经常使用。

（二）连续变量和离散变量

这里，变量的连续性或离散性，是以变量值是否可以无限分割为标准的，即

凡是一个变量相邻的两个变量值之间可以继续分割，取得新的变量值，那么，这

样的变量称为连续变量，如道路的长度、耕地面积、人的平均身高、劳动生产

率、粮食总产量等，它们通常需用计算或测量的方法取得变量值。凡是一个变量

相邻的两个变量值之间不可能再分割出新的变量值，这样的变量称为离散变量，

如人数、企业数、产品件数等。离散变量通常以点数的方法取得变量值。这两种

概念多在变量数列分析中使用。

案例　２００９年度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公报
依据 《统计法》《旅行社条例》和 《旅游统计调查制度》，我局组织开展了

２００９年度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现将统计调查资料信息公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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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２００９年度全国旅行社基本情况

（一）行业规模

截至２００９年底，全国有旅行社２１６４９家，同比增长４６３％。参加年度统计
调查的有２１２２４家，占总数的９８０４％。

截至２００９年底，全国旅行社总资产５８５９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２８％，其中，
负债３４５９９亿元，同比增长 １５３４％；所有者权益 ２３９９７亿元，同比增长
８１５％。按形态分，固定资产 １０６３１亿元，占总量的 １８１４％，同比增加
１４２３％；流动资产４３０３９亿元，占总量的７３４５％，同比增加２０９５％；其他
类型资产４９２６亿元，占总量的８４１％。

旅行社直接从业人员为３４０８９４人，其中，导游人员１１２７７７人，领队人员
２９５９３人，会计人员３２８４５人，经理人员８４２７１人，其他人员８１４０８人。

（二）经营规模和效益

参加统计调查的２１２２４家旅行社中，填报数据有效的共计２０３９９家。据有
效数据统计，２００９年度全国旅行社营业收入１８０６５３亿元，同比增长８６４％；
毛利润总额１３４３６亿元，毛利率为７４４％；净利润总额１１４８亿元，净利率为
０６４％；旅游业务营业收入１７４５５８亿元，同比增长８８７％；旅游业务毛利润
为１２０２８亿元，旅游业务毛利率为６８９％；实缴税金为１２６９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３７％；外汇结汇１０５１亿美元，同比减少１１２４％；全年促销费支出６７６亿
元，同比增长１３８７％。

（三）旅游业务分项

１入境旅游业务
２００９年度全国旅行社入境旅游业务营业收入为 ２２２１５亿元，同比减少

１２１％，占全国旅行社旅游业务营业收入总量的１２７３％；入境旅游业务毛利润
为１８６９亿元，同比增加 ４７２％，占全国旅行社旅游业务毛利润总额的
１５５４％，毛利率为８４２％。

入境外联１２６１４３万人次，同比减少４７８％，其中外国人５１６８３万人次，
同比减少１５８１％；外联人天数为５６１５８９，同比减少 ３２８％，其中外国人为
２３９９３１人／天，同比减少１５２２％；接待入境旅游者１８７３３８万人次，同比减
少７８５％，其中外国人７７４８４万人次，同比减少１６４５％；接待入境旅游者人
天数为６３０４５９，同比减少１６１％，其中接待外国人２６０４４２人／天，同比减少
１６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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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国内旅游业务
２００９年度全国国内旅游业务营业收入１１３９１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７９％，占

全国旅行社旅游业务营业收入总量的６５２６％；国内旅游业务毛利润为７６３３亿
元，同比增长１６６４％，占全国旅行社旅游业务毛利润总额的６３４６％，毛利率
为６７０％。

国内旅游组织１０１２３４７万人次，同比增长１８５３％，３００１８９７人／天，同
比增加１８１２％；接待１３６９６０５万人次，同比增加３１０７％，２６３３９３４人／天，
同比增加１４６９％。
３出境旅游业务
２００９年度出境旅游业务营业收入３８４３４亿元，同比增长６９２％，占全国旅

行社旅游业务营业收入总量的２２０２％；出境旅游业务毛利润为２５２５亿元，同
比增长 ２８９９％，占全国旅行社旅游业务毛利润总额的 ２１００％，毛利率为
６５７％。

出境旅游组织１２３４６８万人次，５７６７８７人／天，其中，出国游６８５２９万人
次，同比增长１３５４％，４０７３８７人／天，同比增长１７１７％；我国港澳游５１９５８
万人次，同比增长 ６６１％；１６９４０１人／天，同比增长 ７９４％；组织边境游
２９８２万人次，同比减少３０５３％。

二、２００９年度全国旅行社总体结构

（一）旅行社区域分布

旅行社数量排在前十位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依次为：山东 （１８０２家）、
江苏 （１７０４家）、浙江 （１５０１家）、河北 （１１１６家）、辽宁 （１１１０家）、广东
（１０８５家）、河南 （１０５２家）、湖北 （８８６家）、北京 （８７５家）、上海 （８７３
家），十省市旅行社总量占全国旅行社总量的５５４５％。

（二）旅行社经营状况分布

经对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旅行社经营的旅游业务营业收入、旅游业务

毛利润、实缴税金、外汇结汇、入境外联人天、入境接待人天、国内组织人天、

国内接待人天等八项指标进行综合排名，前十名地区为北京、广东、浙江、上

海、山东、辽宁、江苏、云南、湖南、四川。

（三）旅行社类别分布

２００９年度获得国家旅游局批准的出境游组团社共计１０６９家，占全国旅行社
总数的４９４％；旅游业务营业收入１０３７３１亿元，占全国的５９４２％；旅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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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润７４５４亿元，占全国的６１９７％；实缴税金６７６亿元，占全国旅行社的
５３２５％；外汇结汇８２２亿美元，占全国的７８２３％；入境外联人天、入境接待
人天分别为４８７３２３万、５１６６８４万，占全国的８６７８％和８１９５％。
２００９年度获得国家旅游局批准的外商投资旅行社共计３８家：外商独资旅行

社２１家，外商控股合资旅行社８家，中方控股合资旅行社９家；北京１９家，广
东７家，上海６家，湖南、福建、天津、云南、浙江、海南各１家。外资旅行社
旅游业务营业收入２５１４亿元，占全国的１４４％；旅游业务毛利润２７１亿元，
占全国的２２５％；实缴税金０２５亿元，占全国的１９７％；外汇结汇１３６亿美
元，占全国的１２９３％；入境外联人天、入境接待人天分别为２３１４万、１１０５５
万，占全国的０４１％和１７５％。

（四）旅行社所有制结构分布

全国旅行社中，国有独资企业占８２３％，股份制企业占７６２４％，其他类型
企业占１５５３％。

【问题】

１文中运用哪些统计学的基本概念和统计认识的基本方法来反映２００９年度
全国旅行行业基本情况？

２文中使用了哪些统计指标？试总结一下它们的特点。

一、单项选择题

　　　　　　　 　　　　　　　　　　　　　　１要了解某企业职工的文化水平情况，则总体单位是 （　　）。
① 该企业的全部职工 ② 该企业每一个职工的文化程度
③ 该企业的每一个职工 ④ 该企业全部职工的平均文化程度
２总体与总体单位不是固定不变的，是指 （　　）。
① 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发展，各个总体所包含的总体单位数也是在变动的
② 随着人们对客观认识的不同，对总体与总体单位的认识也是有着差异的
③ 随着统计研究目的与任务的不同，总体和总体单位可以相互转化
④ 客观上存在的不同总体和总体单位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异
３下列总体中，属于无限总体的是 （　　）。
① 全国的人口总数 ② 水塘中所养的鱼
③ 城市年流动人口数 ④ 工业中连续大量生产的产品产量
４下列标志中，属于数量标志的是 （　　）。
① 学生性别 ② 学生年龄 ③ 学生专业 ④ 学生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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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下列标志中，属于品质标志的是 （　　）。
① 工人性别 ② 工人年龄 ③ 工人体重 ④ 工人工资
６下列属于数量指标的有 （　　）。
① 劳动生产率 ② 废品量 ③ 单位产品成本④ 资金利润率
７下列属于质量指标的有 （　　）。
① 平均工资 ② 工资总额 ③ 销售总量 ④ 上缴利润额
８某工人月工资１５０元，则 “工资”是 （　　）。
① 数量标志 ② 品质标志 ③ 质量指标 ④ 数量指标
９标志与指标的区别之一是 （　　）。
① 标志是说明总体特征的，指标是说明总体单位的特征
② 指标是说明总体特征的，标志是说明总体单位的特征
③ 指标是说明有限总体特征的，标志是说明无限总体特征的
④ 指标是说明无限总体特征的，标志是说明有限总体特征的
１０变异是指 （　　）。
① 标志的具体表现不同 ② 标志和指标各不相同
③ 总体的指标各不相同 ④ 总体单位的标志各不相同
１１下列变量中，属于连续变量的是 （　　）。
① 大中型企业个数 ② 大中型企业的职工人数
③ 大中型企业的利润额 ④ 大中型企业拥有的设备台数
１２一个统计总体 （　　）。
① 只能有一个标志 ② 只能有一个指标
③ 可以有多个标志 ④ 可以有多个指标
二、多项选择题

１对某地区工业生产进行调查，得到如下资料，其中，统计指标有 （　　）。
① 某企业亏损２０万元 ② 全地区产值３亿元
③ 某企业职工人数２０００人 ④ 全地区职工６万人
⑤ 全地区拥有各种设备６万台
２社会经济统计的特点，可概括为 （　　）。
① 数量性 ② 同质性 ③ 总体性 ④ 具体性　　⑤ 社会性
３在工业普查中 （　　）。
① 机器台数是统计指标 ② 机器台数是离散变量
③ 工业总产值是离散变量 ④ 工业总产值是指标
⑤ 每个企业是总体单位
４品质标志和数量标志 （　　）。
① 数量标志可以用数值表示 ② 品质标志可以用数值表示
③ 数量标志不可以用数值表示 ④ 品质标志不可以用数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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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两者都可以用数值表示
５总体和总体单位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研究目的的不同 （　　）。
① 总体单位可转化为总体 ② 总体可转化为总体单位
③ 总体和总体单位可以互相转化 ④ 只能是总体单位转化为总体
⑤ 只能是总体转化为总体单位
６下列标志中，属于数量标志的有 （　　）。
① 性别 ② 工种 ③ 工资 ④ 民族　　⑤ 年龄
７统计指标根据作用和表现形式不同，可分为 （　　）。
① 数量指标 ② 总量指标 ③ 相对指标 ④ 平均指标
⑤ 质量指标
三、简答题

１统计学发展史上有哪几个主要学派？
２“统计学”一词有哪几种含义？
３统计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什么？
４统计总体与总体单位的关系是怎样的？
５统计标志和统计指标的关系是怎样的？
６统计标志有哪些分类？试举例说明各类标志。
７变量和变异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８如何理解统计研究对象及其特点？
９指标和标志有哪些区别和联系？试举例说明指标和标志可以相互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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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统计调查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统计调查的基本任务和要求；重点掌握统计调查的方法和调查方案的

制订。

【重点和难点】

统计调查的基本要求；调查方案应包括的内容；统计报表、普查、典型调

查、重点调查、抽样调查的概念和适用条件。

第一节　统计调查的意义、要求和种类

统计调查是获取社会经济数据的重要渠道。统计调查可以是统计部门专门组

织的统计调查，如全国农业普查、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等，也可以是其他部

门或机构为特定目的而进行的调查，如民意测验、市场调研等。本章介绍社会经

济数据的搜集方式和方法———统计调查。

一、统计调查的意义和要求

（一）统计调查的概念

统计调查是指根据统计研究的目的和要求，运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有组织、

有计划地向客观实际搜集和登记统计数据或统计资料的过程。

统计调查所涉及的统计资料有两种：原始资料和次级资料。原始资料是指

未进行加工整理的，反映总体单位特征的第一手资料；次级资料是指已进行加

工整理并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总体特征的统计资料，次级资料也被称为第二手

资料。

统计调查一般指的是对原始资料的搜集，并对其进行加工整理、汇总，

使其成为从反映个体特征过渡到总体特征的资料，有时也包括对次级资料的

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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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计调查的意义

统计调查是统计数据的直接来源，也是获取直接统计数据的重要手段。统计

调查在统计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统计工作的基础环节和初始阶段，是认

识事物的起点，是统计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的前提。

（三）统计调查的要求

为了保证统计工作的质量，统计调查搜集到的数据必须满足准确、及时、系

统和完整的要求。

１准确性
统计调查所得到的原始资料必须真实可靠，要如实反映客观实际，这是统计

工作质量的关键环节。失去了真实性，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２及时性 （或时效性）

按照规定时间完成统计调查任务，上报统计资料。在尽可能短的时限内尽快

完成原始资料的收集和登记工作。如：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要求在２０００年１１
月１日至１１月１０日之间全部完成，以保证数据的时效性。
３完整性
完整性要求统计调查资料必须完整、系统、全面，不重复、不遗漏，否则就

不能反映总体特征。

４经济性 （或效益性）

经济性就是指在满足一定准确度和把握度的前提下，尽可能以最少的投入

（人力、财力、物力）获得最大的产出 （质量高、数量多的原始资料）。

５系统性
系统性要求所收集的原始资料中的数据有条理，符合逻辑顺序，不杂乱无

章，便于下一步的整理和汇总。

二、统计调查的种类

（一）按照调查对象所包括的范围不同，分为全面调查和非全面调查

全面调查是对调查对象的所有个体一一进行调查登记的调查方法。其目的是

要获取总体的全面、系统、完整的统计资料。常见的类型有普查，如全国人口普

查、农业普查、工业普查、经济普查等。

非全面调查是只对调查对象所包括的部分个体进行调查登记的调查方法。如

要了解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情况，只要抽取该省部分城乡居民家庭进行调

查。常见的类型：重点调查、典型调查、抽样调查和非全面的统计报表等。



０２４　　　 统计学原理

（二）按调查组织方式不同，可分为统计报表和专门调查

统计报表是指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自上而下统一布置，

自下而上逐级提供基本统计数据的一种调查方式。如日报、月报、季报等。

专门调查是指为研究某些特殊问题而专门组织的统计调查，多属于一次性调

查。如要了解某市物流企业经营情况专门组织的市场调研。专门调查包括普查、

抽样调查、重点调查和典型调查。

（三）按调查登记时间是否有连续性，可分为经常性调查和一次

性调查

　　经常性调查是连续性调查，按被调查对象在一段时期内的发展变化进行连续
不断的调查登记。其主要目的是获取一定时期内事物发展过程及结果的统计资

料。如企业的销售量、销售额、产值等统计数据的登记。

一次性调查是不连续性调查，是指对被调查对象每间隔一段时间登记一

次，以取得现象在一定时点上 （或瞬间）状况的统计资料。如我国的人口普

查一般间隔１０年进行一次，以了解在某一时点上我国的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
的变化情况。

（四）按照调查方法的不同，可分为直接观察法、报告法、访问

调查法和网络调查法等

１直接观察法
直接观察法是调查人员亲自到现场，对调查对象进行观察以取得统计资料的

一种方法。例如科研人员为了解新品种农作物的产量而到现场进行收割和测量。

如企业为了解产品的销售状况，调查人员亲自到商场进行观察、计数等。这种调

查方法的优点在于能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但缺点在于耗费较多的人力、

物力和时间，不适合过多采用。

２报告法
报告法是基层单位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以各种原始记录和核算资料为基

础，填写调查表并逐级上报的一种调查方法。如我国的统计报表制度。

３访问调查法
访问调查法是指调查人员向被调查者提问，根据被调查对象的答复以获取统

计资料的一种调查方法。常见的类型有个别口头询问、被调查者填写调查表格、

开调查会等。

４网络调查法
网络调查法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兴起的一种调查方法。如通过收发电子邮

件、被调查者在网络上填写调查问卷等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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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统计调查方案

统计调查方案是指事先制订的、用来组织和协调统计调查全面开展的工作计

划书。

统计调查方案是统计设计阶段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保证统计调查顺利进行的

前提，也是准确、即时、系统和完整地取得调查资料的重要条件。在统计调查

中，首要任务是设计调查方案。调查方案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确定调查目的和任务

设计调查方案的首要问题是确定调查目的和任务。它所要解决的是 “为什

么调查”的问题。调查目的和任务主要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和现实

需要来确定。

二、确定调查对象和调查单位

调查对象是需要进行调查的某一社会经济现象的总体，它由许多性质相同的

调查单位组成。调查单位是调查对象中需要调查的具体单位 （或个体），在某项

调查中登记其具体特征的单位。

确定调查对象和调查单位要解决的问题是 “向谁调查”、由谁来具体提供调

查资料。科学、合理地确定调查对象，才能正确界定统计研究的总体范围，才有

可能保证所搜集到的数据的准确性和有用性。例如，要全面了解我国的国有大型

企业的经营情况，则我国所有的国有大型企业构成的整体是调查对象，每一家国

有大型企业就是一个调查单位。

调查对象和调查单位的关系是统计总体与个体的关系，调查对象是统计总体

而调查单位是统计个体。调查对象包含调查单位，调查单位可以是调查对象中的

全部单位可以是部分单位。如全国工业企业普查中，调查单位是调查对象中的全

部单位 （即所有的工业企业）。而在全国人口１％的抽样调查中，调查单位只是
调查对象中的部分单位。

调查单位与报告单位有一定的联系。报告单位即填报单位，是负责向上级部

门报告并提交统计资料的单位。报告单位通常具有一定的经济、行政独立性的单

位，而调查单位可以是企事业、个人或事物。调查单位与报告单位有时一致有时

不一致。如全面调查某市商业企业的经营状况，则该市所有的商业企业构成的整

体是调查对象，每一家商业企业就是调查单位，也可以是报告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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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确定调查项目和设计调查表

（一）确定调查项目

调查项目是指统计调查的具体内容，调查中所要登记的调查单位的特征，即

统计标志。调查项目可以是调查单位的品质特征也可以是数量特征。它要解决的

是 “调查什么”的问题。如居民家庭纯收入调查表中的性别、收入等调查项目。

（二）设计调查表

调查表也就是调查问卷，将调查项目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而成的一种表格形

式，是统计工作中搜集原始资料的基本工具。在统计调查中用于登记、搜集原始

统计资料的表格。只记录调查单位 （即统计个体）的特征，不能反映统计总体

的数量特征。

通常调查表有两种形式，单一表和一览表。单一表中只登记一个调查单位，

它可以容纳较多的调查项目 （调查内容），适合详细的调查，如居民家庭收入调

查中的每一个家庭填写一张调查表。一览表可登记较多调查单位，如果调查项目

不多，可采用一览表。如某班全体学生的统计学考试成绩登记表。

调查表一般由表头、表体和表脚三部分构成。表头用来说明调查表的名称，

填写调查单位的名称、性质、隶属关系，便于核实和复查调查内容；表体是调查

表的主要部分，包括调查的具体项目；表脚一般由填报人签名，报表填写日期和

填表说明等。

四、确定调查时间

调查时间包含有两层含义：

（１）调查资料所属的时间，如果调查的是时期现象，则要规定调查现象所
属的起止时间，从具体某一天开始直到具体某一天止的资料，如果调查的是时点

现象，要规定资料所属的标准时点，如对某企业的原材料的库存量进行月底

清盘。

（２）调查时限，整个调查工作的起止时间，包括搜集资料和报送资料所需
要的时间，以便保证统计调查数据的时效性，如某校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要求

在２００９年６～９月进行，调查时限为４个月。

五、调查的组织实施计划

周密、细致的组织工作是保证统计调查顺利进行的前提。调查工作包括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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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调查工作的组织领导机构，调查人员的培训，调查工作完成的期限和工作

进度，调查经费的预算开支方法，调查方案的传达、试点以及其他调查前期的准

备工作等。

第三节　问 卷 调 查

问卷调查是调查者根据调查目的和要求设计的一系列问题、备选答案、说明

等组成的一种调查方式，是用来搜集数据、获取信息的工具。问卷调查始于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的美国，主要用于政治生活中的民意测验和民主选举、市场营销、
经济预测等方面。如今，问卷调查已成为信息搜集的主要方式，被应用于各种

领域。

问卷调查的关键在于设计一份合适的调查问卷。

一、调查问卷的设计原则或要求

调查问卷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调查表，其特点是用一系列按照严密逻辑设计的

问题，向被调查者了解具体事实和个体对某一问题的看法。调查问卷是统计调查

中搜集统计资料的一种常用工具。

从形式上看，调查问卷可以是表格形式、卡片形式等。一份好的调查问卷必

须能将问题准确传达给被调查者，便于被调查者理解并使被调查者愿意并乐于回

答问题。

（一）主题突出

根据调查目的和任务确定调查问卷主题，问卷题目的拟定应围绕调查的主

题。问卷中的问题目的明确，重点突出。保证问卷中的问题应该符合调查研究的

信息需要。

（二）问题的排列顺序符合逻辑性

调查问卷中的问题的排列要有一定的逻辑顺序，层次分明，详点与略点得

当，符合应答者的思维顺序。一般应先易后难，先简后繁，先问事实，后问态度

和意向方面的问题，对于较难的问题和较敏感的问题可放在问卷的最后，以保证

问卷调查的顺利进行。

（三）通俗易懂，便于回答

问卷要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性术语及不规范的简称，应充分考虑到被调查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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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和文化背景，使被调查者易于理解，愿意回答并能清楚无误地回答问

题。问卷中语气要亲切。

（四）避免诱导性提问

问卷提出的问题不能带有倾向性，而应保持中立。否则被调查者受到影响，

调查组织者难以得到真实的答卷。

（五）避免使用双重否定

双重否定的问卷令被调查者不知道应该回答同意还是不同意。

（六）尽量避免敏感性问题

被调查者不愿意回答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如收入、个人生活问题、政治方

面的问题等。

对于敏感性问题，若采用匿名问卷的方式，被调查者则会倾向于如实回答较

为敏感的问题。尊重回答者的私人隐私，注意保密。

（七）其他注意事项

控制调查问卷的篇幅，回答问题的时间控制在１５～２０分钟为宜。在问卷内
容的编排上，将自己所需要的数据转换成若干个简单易答的问题，以便于数据的

整理和汇总，从而利于调查分析。

二、调查问卷的组成

一份完整的调查问卷包括调查问卷的标题、说明信 （也称为封面信）、指导

语、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调查事项的问题和答案等。

（一）调查问卷的题目

调查问卷的题目是问卷的主题。主题必须准确、醒目和突出。

（二）说明信 （又称封面信）

说明信一般放在问卷的开头，是调查者写给被调查者的一封短信。通过说明

信，引起被调查者的重视和兴趣，争取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在说明信中，调查者

表明身份，说明调查的目的，调查结果的使用和保密措施与承诺。说明信应态度

诚恳、口吻亲切，消除被调查者的顾虑。写好说明信，取得被调查者的合作与支

持，是问卷调查取得成功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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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导语

指导语是告诉应答者如何正确地填写问卷，或提示调查员如何正确完成问

卷调查工作的语句。如 “限选一种答案”“请在适合您情况的答案后的方框中

打√”。

（四）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如果被调查者是个人，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

职业、家庭收入等；如果被调查者是单位，基本情况包括单位名称、经济类型、

行业类、职工人数、规模、资产等项目。

（五）调查事项的问题和答案

问题和答案是问卷的主体，即最主要最基本的组成部分。问卷的其他部分如

封面信等都是为问题和答案服务的。各调查问卷不同，但从内容和形式上分析都

存在许多相同或相似点。

调查问卷的问题从形式上看，有开放式和封闭式两种。

开放式问题是指只提问题，没有备选答案，而由回答者根据自己的想法自由

填答的问题。例如：

“您喜欢看哪类电视节目？”

“您对目前的生活状况有何评价？”

封闭式问题是指在提出问题的同时，给出问题的若干个特定的答案，由被调

查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回答问题。例如：

“您喜欢看哪类电视节目？”（只选一个答案）

Ａ新闻节目　　　Ｂ电视剧　　　Ｃ体育节目　　　Ｄ广告节目
“您对目前的生活状况有何评价？”（限选一项）

Ａ很好 Ｂ好 Ｃ一般 Ｄ不好　　Ｅ很糟糕
开放式问题的主要优点有：问题比较灵活，它允许被调查者按自己的方式

自由表达个人的想法和意见，而不受限制。这种回答最能反映出被调查者的特

征、态度和行为，适于搜集深层次的信息，也能搜集到一些调查者意料之外的

资料。

但开放式问题也存在一定的缺点：由于受到被调查者知识水平和语言表达能

力的影响，存在调查误差。

封闭式问题的优缺点与开放式问题的优、缺点相反。其缺点在于：

（１）由于封闭式问题已经为答卷者提供了可以选择的答案，所以它实际上
也就限制了答卷者的回答范围和回答方式。封闭式问题常常失去开放式问题的自

主性和灵活性，这是封闭式问题的主要缺点之一。



０３０　　　 统计学原理

（２）封闭式问题回答的偏差难以发现。在开放式问题中，调查者可以从答
卷看出被调查者对问题是否存在误解，而封闭式由于只要打勾、画圈等，难以观

察到被调查者是否正确理解问题。

封闭式问题的优点在于：问题清楚具体，应答者容易回答，节约回答时间，

资料集中，所取得的资料非常便于统计处理和定量分析。

（六）填写说明和解释

在问卷的最后可写上几句话，表示对被调查者的感谢，或征求被调查者对问

卷设计和问卷调查的意见和感受。

三、调查问卷设计的程序

调查问卷的设计过程包括从初步探索到印刷装订成册的全部工作。主要步骤

包括问卷设计的准备工作、探索性工作、设计问卷初稿、试用与修改、问卷定稿

等方面。

（一）问卷设计的准备工作

在正式动手设计问卷前，调查研究者需要进行一定的准备工作，将在整个问

卷设计过程中占据重要的位置，需要花费研究者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设计前的准

备工作包括以下内容。

１确定调查的总体目标
问卷设计的出发点是调查和研究的总体目标。问卷设计者应考虑：问卷的

主要目的是什么；希望获取什么样的信息作为结果；应该如何确定调查对象；

根据研究的目的和调查对象的特征，应该采取哪种类型的问卷；采用何种问卷

方式；还需要考虑政治、道德、理论的问题等。只有在设计具体问题前对整个

调查的总体目的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调查研究者才能在实际设计中做到心中有

数、系统缜密。

２了解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在设计问卷之前，最好了解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分析调查对象的文化程

度分布情况、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社会习俗、职业结构等情况。

３确定所需要的信息范围
一项具体的社会调查通常主要围绕着某种特定的问题，正是这种特定的问题

决定了调查所需要的信息范围，在确定信息范围时所应遵循的总的原则是 “先

宽后窄，先松后紧”。根据调查主题的要求，初步列出调查主题所需的全部信

息，分析哪些是主要信息，哪些是次要信息，哪些是可要可不要的信息，哪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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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要的信息。

４参考以前的调查问卷
通过查阅相同或相似的主题的其他问卷调查文献，或从别人的调查报告或调

查分析来设计问卷，可为将要调查的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探索性工作

问卷设计者亲自进行探索性工作，不能由别人代替。探索性工作最常见的

方式是：问卷设计者深入到社会生活中进行一段时间的非正式访问，即围绕着

研究的主题，自然地与各种类型的调查对象进行交谈，向他们询问。调查研究

者可以从中获取将要进行的问卷设计中的各方面问题的提法、实际语言、可能

的回答种类等内容的初步印象。研究者可通过其他方式观察来达到了解情况的

目的。

（三）设计初稿

经过前面步骤的研究工作后，调查研究者对研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及答案

有了基本的印象和认识。此时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零散的问题组成一份合

适的问卷。在实际设计中，人们常采用两种方法：卡片法和框图法。本书介绍

卡片法。

卡片法的步骤是：①设计者将探索性工作中的问题和答案逐一写在一张单独
的卡片上，每张卡片上只写一个问题和答案；②将卡片上的内容或问题进行分
类。把询问同一类问题或同一方面问题的卡片放在一起；③按照一定的逻辑顺
序，对每一个卡片堆的问题进行排序；④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将全部卡片连接
成一份完整的问卷；⑤按照答卷者阅读和填写问卷是否方便、是否会造成对答卷
者心理影响等不同方面，检查问卷的问题排序是否恰当，对不妥之处进行调整；

⑥最后将卡片上的问题和答案排列出来，并加上封面信、指导语、填写说明和解
释等内容，形成调查问卷初稿。

对于调查问卷设计者，可利用文献，参考相同或相似主题的其他调查所使用

过的问题，可以为自己的问卷设计打下良好基础。

（四）审议、试用与修改、定稿

研究者设计好调查问卷初稿后，应认识到初稿还不能用于正式调查。在正式

调查之前，必须进行试用与修改，这一步不十分重要。调查问卷设计好以后，在

小范围内进行问卷测试，以确保质量，不断发现问题并及时调整调查问卷中的问

题，最后定稿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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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统计调查方法

我国统计调查方法有统计报表制度、普查、重点调查、典型调查和抽样调

查。其中统计报表制度、抽样调查和普查是我国目前基本的统计方法。

一、统计报表制度

统计报表以表格形式提出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各种书面报告。在我国长

期以来已经制度化，所以又称为统计报表制度。统计报表是我国依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自上而下统一布置、自下而上逐级提供基本统计数

据的一种调查方式。

统计报表制度是一国掌握经济社会发展动态变化的基本情况，稳定获取统

计资料的重要途径。国家统计部门利用统计报表，为政府制定政策、编制和检

查计划提供了大量可靠的依据，也可以指导有关部门、企业的生产、经营、管

理和决策。统计报表具有可靠性、全面性、统一性和经常性 （周期性）等

特点。

统计报表在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花费大量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内容和程序比较固定缺乏灵活性；数据资料的获取时间较

长；还有一部分重要的数据无法通过统计报表获得，如居民消费数据等。所以，

统计报表必须和其他调查方式结合使用。

（一）统计报表的种类

１按报送范围不同可分为全面报表和非全面报表
全面报表是一种全面调查方式，要求调查对象的所有单位都必须填报。非全

面报表只要求调查对象的部分单位填报。如我国工业和商业企业报表，只要求部

分重点企业填报。

２按报表所属时期长短不同可分为定期报表和年报
日报、月报、季报、半年报属于定期报表。报表所属时间长短和指标的详简

程度相关。一般情况下，报表所属时间越短，指标项目就越简单，反之指标项目

就越详细。

３按报送的方式不同可分为表式报表、电信报表和网络报表
表式报表是通过邮局收发的报表。该种报表方式报送时间相对较慢，年报和

季报等时效性要求不高的报表可采用。

电信报表是采用电话、电报、传真等方式报送的报表。这种报表方式传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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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快，但费用高。通常日报、旬报采用此方式。

网络报表是通过互联网等现代化工具传送资料，传送速度快，价廉。

４按填报单位不同，可分为基层统计报表和综合报表
基层统计报表由企事业单位填报的报表，它是统计调查的基本资料。填报基

层报表的单位被称为基层填报单位。综合报表是由主管部门根据基层报表逐级汇

总填报的统计报表。填报综合统计报表的单位被称为综合填报单位。

５按实施范围不同，统计报表分为国家统计报表，部门统计报表和地方统
计报表

　　国家统计报表是用来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报表，也称为国民
经济基本统计报表。它由国家统一制定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用来搜集全国性资

料，为全国性的计划和决策提供依据。如 《２００８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统计年鉴》。

部门统计报表是为各部门业务管理的需要而制定并颁发的专业性统计报表。

如 《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物流年鉴》等。

地方统计报表是为本地区工作和管理需要而制定的统计报表，其实施范围是

各省、市、县等，主要搜集地方性统计资料，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二）统计报表的内容

统计报表制度是我国重要的国家管理制度，其基本内容包括报表目录、表式

和填表说明。

１报表目录
在统计报表制度中，编制全面、详细的报表目录非常重要，它有利于填报单

位及时完成报表的上报任务，也有利于统计资料在全国范围内的汇总整理。

各种不同的统计报表列入报表目录中 ，报表目录是各种统计报表的一览表，

规定了各报表的填报单位、调查对象、报送时间和程序等。填报单位根据报表目

录了解何时用何种方式向哪一级主管部门报送什么报表及报表数量。

２报表的表式
表式是由国家统计部门根据研究的任务与目的而专门设计制订的统计报表表

格，即统计报表的具体格式。表格包括：主栏项目、宾栏项目、补充资料项目

等。每张表中列有表名、表号、审批单位、制表单位、批准文号、填报单位、报

出日期，以及报送单位负责人和填表人的签名。

３填表说明
填表说明是对统计报表的统计范围、指标、项目分类等作出的规定，即填表

时应注意的一些具体事项和要求。具体有：①填报范围；②指标解释，对列入表
式的统计指标的口径、计算方法、计算中应注意的问题等进行具体的说明，以防

止填报时引起误解而错报资料；③分类目录，统计报表主栏中应进行填报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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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分类，是填报单位的重要依据；④其他有关事项的规定，如报送日期、接
受报表的上级机构、报送方式等。

为保证报表的质量，制定统计报表制度应遵循以下原则。

（１）适用与精简相结合。在满足统计调查研究的目标和任务下，力求统计
报表言简意赅，切实可行。

（２）客观与实际紧密联系。统计报表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需要填报的内
容是能搜集到的资料。各填报单位应如实填写，不允许弄虚作假，虚报瞒报。

（３）统一与配套。统计报表的制定与颁发，只能由统计部门或业务部门的
综合统计机构统一组织，不能分别制定与下达；即使由统计部门与主管部门分别

制定、分别下达，必须尽可能做到基层表格形式的统一。

（三）统计报表的资料来源

统计报表的资料来源于基层的原始记录、统计台账和内部报表。

统计报表的最基本资料来源是原始记录。原始记录是基层单位通过一定的表

格形式，对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具体内容和状况进行的最初的数字和文字

记载。如企业产品产量记录、职工出勤记录、产品入库单等。原始记录具有广泛

性、经常性、群众性和真实性的特点。原始记录是统计报表的基础和依据。在制

定原始记录时应注意以下几点：①从实际出发，原始记录的制定不能强求一致，
符合企业特点的需要；②原始记录要符合统计核算、会计核算和业务核算的需
要；③制定原始记录要简明扼要、通俗易懂。

统计台账是基层单位根据统计报表要求和基层经营管理需要而按时间顺序设

置的一种系统积累统计资料的表册。统计台账有单指标和多指标的统计台账。统

计台账可以作为填报统计报表的依据，又可以积累统计资料，是积累历史资料的

手段和工具。

基层的内部报表只适合本企业，它是对本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活动情况的

填报。基层内部报表是向本单位领导提供资料而编制，填报上级规定的统计报表

而布置的一种报表，它是统计报表的资料来源。

二、普查

（一）普查的意义

普查是专门组织的、一次性的全面调查。

普查是一种重要的调查方式，主要用来收集那些不能够或不适宜采用定期的

全面统计报表收集的统计资料，是其他方式不可代替的。虽然有时可以通过统计

报表经常搜集全面的基本统计资料，但它不能代替普查。一般用来调查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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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在一定时点或一定时期内所达到的状态或水平。如我国的人口普查、经济普

查等。通过普查可摸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情况，还可以取得

某些专门问题的详细资料，为政府部门进行宏观经济决策，制定长远发展规划等

提供依据。所以对普查资料的要求是全面、详尽、系统，但普查的工作量大，耗

时、耗资较多，一般不宜经常采用。

（二）普查的组织

普查的组织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通过专门组织的普查机构，配备大量的

普查人员，对调查单位直接进行登记，如我国的人口普查；另一种是利用调查单

位的原始记录和核算资料，对调查单位发放统一的调查表格，由登记单位按要求

如实填报来取得调查资料，如我国的物资库存普查。

普查是一次性的全面调查，调查任务繁重，调查内容要求高、时效性强，通

常需要动员和组织许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具体组织普查时必须遵循以下几项

基本原则。

（１）为避免数据资料的重复和遗漏，必须统一规定普查的标准时点。所有
的普查资料都反映这一时点上的状况。如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日零时。
（２）在普查范围内，各调查单位和调查点要尽可能同时行动，并尽可能在

最短时间内完成，以做到步调一致、报送及时。如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调查、

登记的时间规定在１０天之内完成。
（３）普查项目和指标统一规定，不得任意改变或增减，以免影响汇总综合。

同一现象的普查在各时期的普查项目也应尽可能保持相同，便于对比分析。

（４）根据普查任务，正确选择普查时间。普查时间的间隔，应尽可能保持
一定周期。如我国人口普查基本上是每１０年进行一次，便于对比分析。

［普查相关知识］我国的普查制度

每逢年份的末尾数字为 “０”的年份进行人口普查；
每逢年份的末尾数字为 “１”或 “６”的年份进行基本统计单位普查；
每逢年份的末尾数字为 “３”的年份进行第三产业普查；
每逢年份的末尾数字为 “５”的年份进行工业普查；
每逢年份的末尾数字为 “７”的年份进行农业普查。

三、典型调查

典型调查是根据调查目的和任务，在对调查对象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有意识

地选择少数有典型意义或有代表性的单位进行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一种非全面

调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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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典型调查的特点

（１）调查范围小，调查单位少。可节省调查时间和调查费用。根据调查任
务，可多设计一些调查项目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用来研究某些复杂的专门

问题。

（２）典型调查的目的是通过典型单位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因此调查
单位是有意识选择的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单位，它们应具有所研究问题的本质特

征或属性。

（二）典型调查的组织

典型调查的关键是如何正确选择典型单位。典型单位是指一部分或个别单位

在被研究总体中，能最现实、最充分、最集中表现总体某一方面共同本质特征的

单位 （个体）。应当根据调查研究目的、任务来进行选择不同的典型单位，常见

的方法如下。

１选择新生事物做典型
如果要深入研究新生事物的发展趋势，预测其发展前景，可从新生事物中选

择个别事物作为典型，研究其发展现状，从而预见新生事物的发展趋势，促使新

生事物按照一定的目标和方向发展。

２挑选先进和落后的事物为典型
如果为了总结经验，则可选择成功或失败的典型例子作为典型单位进行调查

研究。如为了解我国当前的国情、国力，应选择经济落后地区、经济较发达地

区、经济发达地区作为典型进行调查研究。

３选择中等水平的对象作为典型
如果为了了解一般情况或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应挑选中等水平的事物为典

型。中等水平的对象可以代表总体的一般水平。

（三）典型调查的作用

（１）可以研究新生事物，预测新生事物发展的趋势。
（２）典型调查资料可以弥补全面调查和其他非全面调查的不足。
（３）典型调查可以用来研究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典型单位具有调查对象

的总体共性特征，包含了某些普遍性或共性的东西，并表现出一定规律性，找出

事物的普遍性和共性，就能找出事物总体的规律。

（４）一般情况下，典型调查的资料不能推断出总体指标。当需要及时掌握
全面情况而又无法采用其他调查方式取得全面资料时，则可利用典型调查的资料

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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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点调查

重点调查是一种专门组织的非全面调查，在调查对象中选择一小部分重点单

位进行调查，以了解总体的基本情况。

重点调查的关键在于正确选择重点单位。重点单位是指在总体中虽然个数不

多，而它们的标志值的总和在总体标志总量中却占绝大部分比重的那一小部分调

查单位。例如要了解我国的钢铁行业的经营情况，只须选择宝钢、首钢、武钢、

包钢等几个大型钢铁集团进行调查。

一般而言，当调查任务只要求掌握现象在某些标志上的基本情况，而部分单

位又能比较集中地反映时，采用重点调查较为适宜。

重点调查具有调查范围小，省时省力，是一种有效的调查方式。但重点单位

与一般单位的差别较大，通常不能用重点调查的结果来推断出总体指标。

五、抽样调查

抽样调查是一种专门组织的非全面调查。它是按照随机原则，从调查总体中

抽取部分单位进行观察，并根据这部分单位的调查资料，从数量方面推断总体指

标的一种非全面调查。被抽取出来的这部分单位叫样本。抽样调查就是用样本指

标数值来推断出总体指标数值的调查方法。

抽样调查具有许多优点，不仅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还能提高资料

的时效性，获取比较准确的全面统计资料。关于抽样调查的其他具体内容将在第

８章详细介绍。
重点调查、典型调查以及抽样调查都是非全面调查，但是它们存在较大的区

别。抽样调查根据随机原则抽取样本单位，可以根据样本指标推断总体数量特征，

而重点调查和典型调查的调查单位不是随机调查，调查结果不能推断总体指标。

案例　“湖南洪江古商城”景区潜在旅游客源市场问卷调查表
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
湖南洪江古商城景区开发已经启动，为了获得准确的相关信息，在全省范围

内 （市区为重点）组织开展洪江古商城景区潜在客源市场的问卷调查，请您在

百忙之中填写以下问卷，感谢您的大力支持与配合！我们将对您个人的任何资料

和观点予以保密。请您消除顾虑，实事求是地填答问卷。

湖南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怀化市旅游招商局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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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您的性别 （　　）
　　 　　　　　　　　　　　　　　　　　　　　　　　Ａ男 Ｂ女
２您的年龄 （　　）
Ａ１２岁以下 Ｂ１３～２２岁 Ｃ２３～３５岁
Ｄ３６～６０岁 Ｅ６０岁以上
３您的户籍所在地 （　　）
Ａ怀化市区 Ｂ怀化市其他市县
Ｃ怀化洪江市各乡镇 Ｄ湖南省其他市 （州）

Ｅ其他省 （市、区）（不包括我国港、澳、台）

Ｆ我国港、澳、台 Ｇ其他国家
４您的职业 （　　）
Ａ企业 （公司）员工 Ｂ农民 Ｃ教师 Ｄ学生
Ｅ军人 Ｆ机关公务员 Ｇ私营业主 Ｈ其他
５您的文化程度 （　　）
Ａ小学 Ｂ初中 Ｃ高中 Ｄ大专
Ｅ本科 Ｆ研究生
６您的月收入水平 （　　）
Ａ不固定 Ｂ５００元以下 Ｃ５００～１０００元 Ｄ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
Ｅ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元 Ｆ３０００元以上 Ｇ无收入 （如学生）

７您闲暇时间的主要活动 （可多选）（　　）
Ａ旅游 Ｂ健身 ＣＫＴＶ Ｄ上网
Ｅ打牌 （麻将） Ｆ逛街 Ｇ其他
８每年您的出游频率 （　　）
Ａ１～２次 Ｂ３～５次
Ｃ超过５次 Ｄ近年无外出旅游
９您喜欢的出游时间 （可多选）（　　）
Ａ周末 Ｂ节假日 Ｃ平日
１０您喜欢的出游季节 （可多选）（　　）
Ａ春 Ｂ夏 Ｃ秋 Ｄ冬
１１您每次旅游花费水平意向 （　　）
Ａ１００元以下 （郊游） Ｂ１００～５００元
Ｃ５００～１０００元 Ｄ１０００元以上
１２您喜欢的出游方式 （可多选）（　　）
Ａ单位组织 Ｂ个人出游 Ｃ家庭出游 Ｄ朋友结伴
１３您旅游的住宿选择 （可多选）（　　）
Ａ城区星级酒店 Ｂ普通招待所 Ｃ郊区度假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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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野营地 Ｅ家庭旅馆 Ｆ其他
１４您出游最关心的因素 （　　）
Ａ距离与交通条件 Ｂ景点本身的吸引力
Ｃ综合服务设施 Ｄ花费
１５您喜欢的旅游活动类型 （可多选）（　　）
Ａ名山胜水风光游 Ｂ休闲度假旅游 Ｃ宗教旅游 Ｄ民俗旅游
Ｅ文物古迹游 Ｆ乡村旅游 Ｇ其他
１６您对旅游活动项目的偏好 （可多选）（　　）
Ａ登山览胜 Ｂ民俗表演、体验 Ｃ漂流、划船
Ｄ垂钓等休闲活动 Ｅ烧香拜佛 Ｆ瓜果采摘
Ｇ品尝美食 Ｈ购物 Ｉ科普教育 Ｊ其他
１７您对湖南旅游景区景点的了解途径是 （可多选）（　　）
Ａ电视广告 Ｂ报纸广告 Ｃ亲朋推荐
Ｄ旅游宣传册 Ｅ互联网 Ｆ其他
１８您对湖南洪江古商城的了解程度 （　　）
Ａ没听说过也没去过 Ｂ听说过但没去过
Ｃ去过 （１次或多次）
１９假如您去过洪江古商城，您认为古商城最有吸引力的是 （　　）
Ａ自然生态环境 Ｂ古建筑 Ｃ旅游文化 （古商城知名度高）

Ｄ古商城内节目表演 Ｅ其他
２０古商城开发以后，您是否去旅游？（　　）
Ａ不一定 Ｂ会常去 Ｃ不会去 Ｄ偶然去一去
２１假如您去过古商城，请您对它作总体评价 （　　）
Ａ很好 Ｂ好 Ｃ一般
Ｅ差 （没有开发价值）

２２您认为古商城景区最好采用 （　　）
Ａ通票制 （即一票制）

Ｂ多票制 （即不收进寨门票，但每个景点均收取一定的门票）

２３假如古商城景区实行通票制，您能接受的门票价位是 （　　）
Ａ２０元以内 （含２０元） Ｂ２１～３０元
Ｃ３１～４０元 Ｄ４０～５０元
Ｅ５０元以上
２４您曾游览过的周边旅游景点有 （可多选）（　　）
Ａ雪峰上漂流 Ｂ芙蓉楼 Ｃ安江农校杂交水稻纪念馆
Ｅ芷江侗文化城 Ｆ芷江受降坊 Ｇ张家界
２５请您对洪江古商城景区开发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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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

　　　　　　　　　　　　　　　　　　　　　　　　１某地区对小学学生情况进行普查，则每所小学是 （　　）。
① 调查对象 ② 调查单位 ③ 填报单位 ④ 调查项目
２对百货商店工作人员进行普查，调查对象是 （　　）。
① 各百货商店 ② 各百货商店的全体工作人员
③ 一个百货商店 ④ 每位工作人员
３对某停车场上的汽车进行一次性登记，调查单位是 （　　）。
① 全部汽车 ② 每辆汽车 ③ 一个停车场 ④ 所有停车场
４在统计调查阶段，对有限总体 （　　）。
① 只能进行全面调查
② 只能进行非全面调查
③ 既能进行全面调查，也能进行非全面调查
④ 以上答案都对
５某城市拟对占全市储蓄额五分之四的几个大储蓄所进行调查，以了解全

市储蓄的一般情况，则这种调查方式是 （　　）。
① 普查 ② 典型调查 ③ 抽样调查 ④ 重点调查
６有意识地选择三个农村点调查农民收入情况，这种调查方式属于 （　　）。
① 重点调查 ② 普查 ③ 抽样调查 ④ 典型调查
７统计报表大多属于 （　　）。
① 一次性全面调查 ② 经常性全面调查
③ 经常性非全面调查 ④一次性非全面调查
８目前我国进行的职工家庭收支调查是 （　　）。
① 普查 ② 重点调查 ③ 全面调查 ④ 抽样调查
９人口普查规定统一的标准时间是为了 （　　）。
① 避免登记的重复和遗漏 ② 具体确定调查单位
③ 确定调查对象的范围 ④ 为了统一调查时间、一齐行动
１０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标准时点为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日零点，１１月１日调查员

在各家调查时，得知王××家１０月３１日２３点３８分生了一个小孩，过了半小时
李家也生了一个小孩，则这两个小孩如何登记？（　　）。

① 两家小孩均应登记
② 两家小孩均不予登记
③ 王家小孩应予登记，李家小孩不应登记
④ 王家小孩不应登记，李家小孩应予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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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在统计调查中，调查单位和填报单位之间 （　　）。
① 一致的 ③ 是无关联的两个概念
② 是无区别的 ④ 一般是有区别的，但有时也一致
１２在统计调查中，填报单位是 （　　）。
① 调查项目的承担者 ② 构成调查对象的每一个单位
③ 负责向上报告调查内容的单位 ④ 构成统计总体的每一个单位
１３区别重点调查和典型调查的标志是 （　　）。
① 调查单位数目不同 ② 搜集资料方法不同
③ 确定调查单位标准不同 ④ 确定调查单位目的不同
１４非全面调查中最完善、最有计量科学根据的方式方法是 （　　）。
① 重点调查 ② 典型调查 ③ 抽样调查 ④ 非全面统计报表
１５统计调查时间是 （　　）。
① 调查工作的时限 ② 调查资料所属时间
③ 调查登记的时间 ④ 调查期限
二、多项选择题

１普查是 （　　）。
① 非全面调查 ② 专门调查 ③ 全面调查
④ 经常性调查 ⑤ 一次性调查
２非全面调查形式有 （　　）。
① 重点调查 ② 抽样调查 ③ 典型调查
④ 非全面统计报表 ⑤ 统计报表
３乡镇企业抽样调查中，抽取的每一个乡镇企业是 （　　）。
① 调查主体 ② 调查对象 ③ 调查单位
④ 调查项目 ⑤ 填报单位
４全国工业企业普查中 （　　）。
① 全国工业企业数是调查对象 ② 每个工业企业是调查单位
③ 每个工业企业是填报单位 ④ 全国工业企业数是统计指标
⑤ 全国工业企业是调查主体
５属于一次性调查的有 （　　）。
① 人口普查 ② 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投资效果调查
③ 职工家庭收支变化调查 ④ 单位产品成本变动调查
⑤ 全国实有耕地面积调查
６下列统计调查中，调查单位与填报单位一致的是 （　　）。
① 工业企业设备普查 ② 零售商店调查
③ 人口普查 ④ 工业企业普查
⑤ 学校学生健康状况调查



０４２　　　 统计学原理

７重点调查是在调查对象中，选择其中的一部分重点单位所进行的调查，
所谓重点单位是 （　　）。

① 在总体中举足轻重的单位
② 它们在总体单位数中占有很大比重
③ 在总体中它们的数目不多
④ 能够反映出总体的基本情况的那些单位
⑤ 就调查的标志值来说，它们在总体中占有很大比重
８调查单位和填报单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指 （　　）。
① 某一客体不可能既是调查单位又是填报单位
② 某一客体可以同时作为调查单位和填报单位
③ 调查单位是调查项目的承担者，填报单位是向上报告调查内容的单位
④ 调查单位是向上报告调查内容的单位，填报单位是调查项目的承担者
⑤ 调查单位和填报单位都是总体单位
９专门组织的调查包括 （　　）。
① 典型调查 ② 统计报表 ③ 重点调查
④ 普查 ⑤ 抽样调查
１０重点调查 （　　）。
① 可用于经常性调查 ② 不能用于经常性调查
③ 可用于一次性调查 ④ 不可用于一次性调查
⑤ 既可用于经常性调查，也可用于一次性调查
三、简答题

１在工业企业生产设备普查中，工业企业的每一台生产设备是调查对象、
调查单位、调查项目还是填报单位？

２统计调查的时点和时限有什么区别？
３要了解我国节日铁路运输情况，对我国的主要铁路枢纽进行调查，这种

调查方式是哪一种？

４重点调查中的重点单位的含义是什么？
５典型调查的特点和作用是什么？
６要了解某厂家生产的产品合格情况，抽取部分该厂的产品进行检测来推

断出该产品的合格率，这种调查方式属于何种调查？

【调查实践】

某大学计划对在校生的消费观念、消费支出、费用来源进行调查以获取大学

生消费支出的数据资料，你认为可采取什么调查组织方式？并说明理由。请尝试

设计一份合适的调查问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