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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计

记录实践

记录资料

记录理论

是研究怎样搜集、整

顿、分析反应事物总

体信息的数字资料，

并以此为根据，对总

体特性进行推断的原

理和措施。

记录理论的系统化和科学化结晶成记录学



大量观测法

综合指标法

记录分组法

根据记录研究问题的目的
不一样，可以选择不一样
的分组原则对总体进行不
一样的分组以反应总体的
构成和现象之间的依存关
系。

根据大量观测获得的资料，计算、
运用多种综合指标，以反应总体
一般数量特性的记录分析法。

记录在研究社会经济现
象等的数量方面时，必
须对总体现象中的所有
或足够多数的个体进行
观测，以到达对现象总
体数量特性及其规律性
的认识。

记录学措施

时间数列分析法

指数分析法

有关分析法

抽象推断法



记录的基本概念

由许多性质相似的个别事物构成的整体

构成总体的性质相似的个别事物，叫单位，也叫

从总体中抽取的一部分个体，是有限的个体集合

反应实际存在的一定社会总体现象的数量概念和
详细数值

总体

个体

样本

指标



记录指标的构成

指标名称 指标数值

时间和空
间范围

指标计
量单位

M1M1 M2M2

M4M4 M3M3

久其企业北京总部员工数量为
490人。

人们在理论上使用的记录指标
一般只是一种指标名称，如国
内生产总值、耕地面积、居民
储蓄额、人口密度等。



指标分类-按反应的内容或其数值体现
形式

类型 内容 例子

绝对指标
（反映现
象总规模，
通常以绝
对数表现）

时期指标 反映现象在一段时期内的总量，
时期指标可以累积，从而可以
得到长时间内的总量

产品产量；能源生
产总量；财政收入；
商品零售额

时点指标 反映现象在某一时刻上的总量，
不能累积

年末人口数、科技
机构数、股票价格

相对指标
（两个绝对数之比） 相对数表现形式：比例和比率

经济增长率；物价
指数；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率

平均指标
（平均数或均值）

反映的是现象在某一空间或时
间上的平均数量状况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利润

变异（方差） 是指分布数列中各单位标志值与其平均数的离差的
平方的算术平均数的平方根



指标分类-按管理功能

描述指标 预警指标

反应社会经济运行的
状况、过程和成果，
提供对社会经济总体
现象的基本认识，是
记录信息的主体
自然资源拥有量指标
社会财富指标
劳动资源指标

用于对宏观经济运行
进行监测，对国民经
济运行中即将发生的
失衡、失控等进行预
报、警示。
•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
收入增长率
•社会消费率

评价指标

用于对社会经济运行
的成果进行比较、评
估和考核，以检查工
作质量或其他定额指
标的结合使用。
国民经济评价指标
企业经济活动评价指
标

描述指标 评价指标 预警指标



指标体系



研究问
题范围

反应现
象范围
大小

专题性指
标体系

综合性指
标体系

宏观
指标
体系

微观
指标
体系

体系分类

• 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记录指标体系

• 企业或事业单位的记
录指标体系

•  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记录指标体系

• 经济效益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分类

中观
指标
体系

• 各地区或各部门的记
录指标体系



变量和变量值
变量是现象发展变化的数量化概念，或者说是现象自身所固有的、随条件变化而变化的量。

变量的详细数值体现就是变量值。

例如：“1995年河南省电力消费总量为566.48亿千瓦小时”这个指标中，“电力消费量”
是变量，“566.48”是变量值。

自变量与因变量

自身变化会引起其他变量变化的量，叫自变
量；
受其他变量影响而变化的量，叫因变量

单位产品的原材料消耗量的多少影响单
位产品成本的高低，因此，单耗是自变
量，成本是因变量。

变量的连续性与离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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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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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需用计算或测量的方法取得变量值。

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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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件数等等。离散
变量通常以点数的方法取得变量值。



数据分类-持续与离散

持续数据以参数的形式，例
如尺寸、重量或时间，阐明
一种产品或过程的特性。测
量原则可以故意义地不停分
割，使精确度提高。

离散数据是某件事发生或未
发生的次数，以发生的频数
来表达。

无罪或
有罪

烟火探测器



平均数



记录的基本概念
算术平均数 调和平均数 几何平均数

是总体各单位某一数量标志的平均
数。是求出一定观察期内预测目标
的时间数列的算术平均数作为下期
预测值的一种最简单的时序预测法。

又称倒数平均数，是变量倒数的算
术平均数的倒数。

是n个变量值连乘积的n次方根

计算简单
计算平均数时没有考虑到近期的变
动趋势，因而预测值与实际值往往
会发生较大的误差

调和平均数易受极端值的影响，且
受极小值的影响比受极大值的影响
更大。 

只要有一个变量值为零，就不能计
算调和平均数。 

受极端值的影响较算术平均数小。 

如果变量值有负值，计算出的几何
平均数就会成为负数或虚数。 

它仅适用于具有等比或近似等比关
系的数据。 

适用于预测销售比较稳定的产品。
如没有季节性变化的粮油食品和日
常用品等

应用范围较小 多用于计算平均比率和平均速度。
如：平均利率、平均发展速度、平
均合格率等

变量不同：算术平均数是x，调和平均数是 1/x 。 

权数不同：算术平均数是f或n，代表次数（单位数），调和平均数是xf或
M，代表标志总量

H≤G≤Y　 

　　并且只有当所有变量值都相等时，这三种平均数才相等 



中位数是指将数据按大小次序排列起来，形成一种数列，居于数列中间
位置的那个数据，用Me表达。

记录的基本概念

例如：根据左表的数据，计算50名

工人日加工零件数的中位数。

从中位数的定义可知，所研究的数

据中有二分之一不不小于中位数，

二分之一不小于中位数。中位数的

作用与算术平均数相近，也是作为

所研究数据的代表值。在一种等差

数列或一种正态分布数列中，中位

数就等于算术平均数。



记录的基本概念

众数：是指社会经济现象中最普遍出现的标志值。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  
最多的那个数据，用Mo表达。

男鞋号码
（厘米）

销售量
（双）

24.0 12

24.5 84

25.0 118

25.5 541

26.0 320

26.5 104

27.0 52

合计 1200

例如：某制鞋厂要理解消费者最需要哪种型号的男皮鞋，

调查了某百货商场某季度男皮鞋的销售状况，得到资料

如下表（某商场某季度男皮鞋销售状况）

众数重要用于定类数据的集中趋势，也合用于作为定序

数据以及定距和定比数据集中趋势的测度值。鞋号25.5

厘米就是众数。



算术平均数 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平均数 

调和平均数 算术平均数的转化形式 ,这种平均数使用较少。而
且，它要求每个原数据值都不能为零。 

几何平均数 用于计算相对数（如比率、速度等）的平均数 

中位数 平均数的补充形式，两者都是为避免原数据中极
端值的影响而采用的方法，都不受每个原数据大
小的影响，而只受位置和次数的影响。 众数 

根据同一资料分别计算和确定五种平均数，得到的结果一般是不同的。
就算术平均数、调和平均数和几何平均数来说，算术平均数最大，几何
平均数其次，调和平均数最小。 



记录基本概念

分位数根据其将数列等分的形式不一样可以分为中位数，四分位数，十
分

位数、百分位数等等。四分位数作为分位数的一种形式，在记录中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例如：某企业职工按月工资的分组

资料。

根据四分位数的计算公式，其成果

为：某企业职工月工资的三个四分

数分别为698.75元、793.33元和

897.41元。



计量尺度
分类 概念 数学

特征
例子

定类
尺度

将数字作为现象总体中
不同类别或不同组别的
代码，这是最低层次的
尺度。在这种情况下，
不同的数字仅表示不同
类（组）别的品质差别，
而不表示它们之间量的
顺序或量的大小。

“＝”或 

“≠”。 

将国民经济按其经济类型，可以分为国有经济、集体经
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等类，并用（01）代码表示国
有经济，（02）表示集体经济，并且用（011）代表国
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012）代表国有联营企业；用（02

1）表示集体经济中集体企业，（022）表示集体联营企
业；其中两位代码表示经济大类，而三位代码则表示各
类中的构成。不同代码反映同一水平的各类（组）别，
并不反映其大小顺序。各类中虽然可以计算它的单位数，
但不能反映第一类的一个单位可以相当于第二类的几个
单位等等。

定序
尺度

定序尺度不但可以用数
表示量的不同类（组）
别，而且也反映量的大
小顺序关系，从而可以
列出各单位、各类（组）
的次序。

“>”或
“<”。 

对合格产品按其性能和好坏，分成优等品、一等品、合
格品等等。这种尺度虽然也不能表明一个单位一等品等
于几个单位二等品，但却明确表示一等品性能高于二等
品，而二等品性能又高于三等品等等。定序尺度除了用
于分类（组）外，在变量数列分析中还可以确定中位数、
四分位数、众数等指标的位置。 



计量尺度
分类 概念 数学

特征
例子

定距
尺度

定距尺度也称间隔尺度，是对
事物类别或次序之间间距的计
量，它通常使用自然或度量衡
单位作为计量尺度。定距尺度
是比定序尺度高一层次的计量
尺度。它不仅能将事物区分为
不同类型并进行排序，而且可
以准确地指出类别之间的差距
是多少。

“+”或“-” 学生某门课程的考分，可以从高到低分类排序，形成90分、80

分、70分，直到零分的序列。它们不仅有明确的高低之分，而
且可以计算差距，90分比80分高10分，比70分高20分等等。定
距尺度的计量结果表现为数值，可以进行加或减的运算，但却
不能进行乘或除的运算，其原因是在等级序列中没有固定的、
有确定意义的“零”位。例如，学生甲得分90分，学生乙得0分，
可以说甲比乙多得90分，却不能说甲的成绩是乙的90倍或无穷
大。因为“0”分在这里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并不意味着乙学
生毫无知识。恰如我们不能说40℃比20℃暖和2倍一样。没有
确定的标准的“零”位，但有基本的确定的测量单位，如学生成
绩的测量单位是1分，质量价差的测量单位量1元，温度的测量
单位是1℃等等，这是定距尺度的显著特点。

定比
尺度

在定距尺度的基础上，确定可
以作为比较的基数，将两种相
关的数加以对比，而形成新的
相对数，用以反映现象的构成、
比重、速度、密度等数量关系。
由于它是在比较基数上形成的
尺度，所以能够显示更加深刻
的意义。

“÷”或
“×”

将一个国家（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该国（地区）居民对比。
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反映国家（地区）的综合经济能
力。199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2％，排列
世界第七位，堪称世界经济大国，但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21.2％，如果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在世界各国中又居于
比较落后的位次，说明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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