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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统计调查

考点 统计调查的种类

1.按调查对象的范围不同

全面调查和非全面调查

全面调查包括全面统计报表和普查。

非全面调查包括非全面统计报表，抽样调查，重点调查和典型调查。

2.按调查登记的时间是否连续划分

连续调查和不连续调查

普查

1.普查是为某一特定目的而专门组织的一次性全面调查，如人口普查、经济普查、农业普查。

2.普查的特点：

第一，普查通常是一次性的或周期性的。

①经济普查每 10 年进行 2 次，分别在末尾数字为 3.8 的年份实施。

②人口普查逢“0”的年份进行，农业普查逢“6”的年份进行，均为 10 年一次。

第二，普查一般需要规定统一的标准调查时间，以避免调查数据的重复或遗漏，保证普查结果的准确性。

①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为普查年份的 11 月 1 日 0 时。

②农业普查的标准时间定为普查年份的 1月 1日 0时。

第三，普查的数据一般比较准确，规范化程度也较高，它可以为抽样调查或其他调查提供基本依据。

第四，普查的使用范围比较窄，只能调查一些最基本及特定的现象。

抽样调查

1.抽样调查是实际应用中最广泛的一种调查方式和方法，它是从调查对象的总体中抽取一部分单位作为样本

进行调查，并根据样本调查结果来推断总体数量特征的一种非全面调查。

2.总体、个体和样本

3.抽样调查的特点

经济性

时效性强

适应面广

准确性高

4.抽样方法

——随机原则

（1）简单随机抽样。

就是从包括总体 N个单位的抽样框中随机地、一个一个地抽取 n个单位作为样本，每个单位的入样概率都是

相等的。

概率抽样

（2）分层抽样

首先将总体分成不同的“层”，然后在每一“层”内进行抽样。

（3）整群抽样

是将一组被调查者视作一个抽样单位而不是个体的抽样方法。



（4）等距抽样

又称系统抽样，是在样本框中每隔一定距离抽选一个被调查者。

非概率抽样

（1）非概率抽样的类型

偶遇抽样

判断抽样

配额抽样

滚雪球抽样

（2）非概率抽样的优缺点

优点 缺点

快速简便，费用相对较低，不需要任何抽样框，对探

索性研究和调查的设计开发有很大的帮助

需要对样本代表性作很强的假定，风险很大。不能从

数量上推断总体。

四、重点调查

1.重点调查是一种非全面调查，在所要调查的总体中选择一部分重点单位进行调查。所选择的重点单位虽然

只是全部单位中的一部分，但就调查的标志值来说在总体中占绝大比重。

2.适用范围很广，尤其适合只要求了解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势，不要求掌握全面数据，调查少数重点单位就能

满足需要的情形。

【例如】要及时了解全国工业企业的增加值和资产总额情况，只需对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进行重点调查即可。

大中型工业企业数占全国工业企业数不到 5%，但这些大中型企业的增加值和资产总额却占全国工业的 60%以

上

五、典型调查

1.典型调查是一种非全面调查，它是根据调查的目的与要求，在对被调查对象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有意

识地选择若干具有典型意义的或有代表性的单位进行的调查。

2.作用：可弥补全面调查的不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验证全面调查数据的真实性。

第二十章 统计数据的整理与显示

考点 数据的整理与显示

类型 整理方法 显示方法

分类数据 频数、比例、比率、百分比 条形图、圆形图

顺序数据 频数、比例、比率、百分比、

累积频数、累积频率

条形图、圆形图、

累积分布图

数值型

数据

频数、比例、比率、百分比、

累积频数、累积频率、分组

（单变量分组、组距分组）

条形图、圆形图、

累积分布图、

直方图、折线图

考点 统计表

一、统计表的构成

（1）表头：放在表的上方，说明统计表的主要内容

（2）行标题：统计表的第一列

（3）列标题：统计表的第一行

（4）数字资料：表的其余部分是具体的数字资料

二、统计表的设计

设计统计表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要合理安排统计表的结构。

第二，表头一般应包括表号、总标题和表中数据的单位等内容。

第三，表中上下两条横线一般用粗线，中间的其他线要用细线，看起来清楚、醒目。

（1）通常情况下，统计表的左右两边不封口。

（2）列标题之间一般用竖线隔开，而行标题之间通常不必用横线隔开。

（3）表中数据一般是右对齐，有小数点时应以小数点对齐，而且小数点的位数应统一。

（4）对于没有数字的表格单元，一般用“—”表示，一张填好的统计表不应出现空白单元格。

第四，使用统计表时，必要时可在表的下方加上注释，特别要注意注明资料来源。

第二十一章 数据特征的测度

考点 集中趋势测度

指标 极端值 品质数据 数值型数据

分类数据 顺序数据

位置平均数 众数 不受影响 适用 适用 适用

中位数 不适用 适用 适用

数值平均数 算术平均数 受影响 不适用 不适用 适用

几何平均数 不适用 不适用 连乘积关系的适

用

考点 离散程度的测度

一、离散程度的测度

1.离散程度是指数据之间的差异程度或频数分布的分散程度。

2.离散程度和集中趋势是两个同样重要的数据分布特征。集中趋势的测度值是对数据一般水平的一个概括性

变量，它对一组数据的代表程度，取决于该组数据的离散水平。

3.数据的离散程度越大，集中趋势的测度值对该组数据的代表性就越差;离散程度越小，其代表性就越好。

二、极差、标准差和方差

极差 标准差

含

义

是最简单的变异指标，是总体或分布中最大的标志

值与最小的标志值之差，又称全距，用 R 表示。

标准差是总体所有单位标志值与其平均数离差之

平方的平均数的平方根。

计

算

方

法

R＝Xmax－Xmin

注意

1.极差反映的是变量分布的变异范围或离散程度;计算简便，含义直观，运用方便;但它不能反映其间的变量

分布情况，还易受极端值的影响。

2.方差

方差是标准差的平方。

计算公式：



三、离散系数

含义 离散系数通常是就标准差来计算的，因此也称标准差系数；

它是一组数据的标准差与其相应的算术平均数之比，是测度数据离散程度的相对指标。

目的 为了消除变量值水平高低和计量单位不同对离散程度测度值的影响。

计算

公式

一组数据的标准差与其相应的算术平均数之比

应用 主要是用于比较对不同组别数据的离散程度。

离散系数大的说明数据的离散程度也就大，离散系数小的说明数据的离散程度也就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