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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统计与统计数据

考点 1 统计的含义 ★★★

考点 2 统计数据的计量尺度 ★★★★

考点 3 统计数据的类型 ★★

考点 4 统计指标及其类型 ★★

考点 1 统计的含义★★★

1、统计工作：也称为统计实践活动，是指利用科学的方法，收集、整理、分析和提供有关社会经济现象数字

资料的工作的总称。

2、统计数据：统计工作活动过程所取得的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现象的数字资料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其他资料的

总称。它是统计工作的成果或“产品”。

3、统计学：是关于收集、整理、分析和解释统计数据的科学，是一门认识方法论性质的科学，其目的是探索

数据内在的数量规律性，以达到对客观事物的科学认识。

考点 2 统计数据的计量尺度★★★★

1、定类尺度

按照客观现象的某种属性对其进行分类或分组，各类各组之间的关系是并列、平等而且互相排斥的。

（1）是最粗略、计量层次最低的计量尺度。

（2）作为代码的数值不反映各类的优劣、量的大小或顺序，不可以区分大小或进行任何数学运算。

2、定序尺度

是对客观现象各类之间的等级差或顺序差的一种测度。利用定序尺度不仅可以将研究对象分为不同的类别，

而且可以反映各类的优劣、量的大小或顺序。

定序尺度只是测度了类别之间的顺序，未测量出类别之间的精确差值。

该尺度的计量结果只能比较大小，不能进行加、减、乘、除等数学运算。

3、定距尺度

定距尺度是对客观现象类别或次序之间间距的测度。

表现为数值，可以计算差值，其结果可以进行加、减计算。

4、定比尺度

是在定距尺度的基础上，确定相应的比较基数，然后将两种相关的数加以对比而形成的相对数（或平均数），

用于反映客观现象的结构、比重、速度、密度等数量关系。

定比尺度计量的结果可以进行加、减、乘、除等数学运算。

定类尺度 可以计算每一类或组中各元素或个体出现的频数 不可比大小，不可进行数学运算

定序尺度 可以反映各类的优劣、量的大小或顺序 能比较大小，不能进行数学运算

定距尺度 可以用数字表示现象各类别的不同和顺序大小的差异 可进行加、减

定比尺度 反映现象的结构、比重、速度、密度等数量关系 可进行加、减、乘、除

【单选题】下列计量尺度中，适用于反映现象结构、比重、速度、密度等数量关系的是（ ）。

A.定类尺度

B.定序尺度

C.定距尺度



D.定比尺度

【答案】D

考点 3 统计数据的类型★★

分类数据 由定类尺度计量形成，表现为类别，通常用文字表述，但

不区分顺序。

说明事物的品质特征，不能用数值

表示，通常用文字表述，称为定性

数据或品质数据。顺序数据 由定序尺度计量形成，表现为类别，通常用文字表述，但

有顺序。

数值型数据 由定距尺度和定比尺度计量形成，说明的是事物的数量特

征，通常用数值来表现。

通常用数值来表现，称为定量数据

或数量数据。

【单选题】下列统计数据类型中，由定距尺度和定比尺度计量形成的是（ ）。

A.数值型数据

B.分类数据

C.顺序数据

D.定性数据

【答案】A

考点 4 统计指标及其类型★★

一、统计指标的含义

1、是用来反映现象总体数量状况的基本概念。

2、是反映客观现象总体数量状况的概念和数值。

二、统计指标的分类

1、总量指标

是反映客观现象总体规模的统计指标，通常以绝对数的形式来表现，因此又称绝对数，如土地面积、国内生

产总值、财政收入等。

2、相对指标

相对指标是两个绝对数之比，如经济增长率、物价指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等。

3、平均指标

又称平均数或均值，它所反映的是现象在某一空间或时间上的平均数量状况，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利

润。

二、统计指标的分类

统计指标 内容 举例

总量指标 反映总体规模（时期指标、时点指标） 土地面积、

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

相对指标 是两个绝对数之比（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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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数量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利润

【多选题】【2018 真题】统计指标按其反映的内容或其数值表现形式不同，可以分为（ ）。

A.总量指标

B.数量指标

C.相对指标

D.平均指标

E.质量指标

【答案】ACD



【解析】本题考查统计指标的类型。统计指标按其反映的内容或其数值表现形式不同，可以分为总量指标、

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三种。

【多选题】下列统计指标中，属于总量指标的有（ ）。

A.财政收入

B.年末人口数

C.国内生产总值

D.商品零售额

E.人均利润

【答案】ABC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