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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 》中

一些疑难问题的辨析
`

鲍凤仙
(盐城工学院工商管理系

,

盐城
,

2 24 00 3)

摘 要 统计作为一门学科
,

它的墓本概念的表述是简明的
,

然而却是重要的 ;其内

洒是明确的
,

然而外延却是丰富的
。

不能准确把握概念的实质
,

往往成为学习该学科

的难
.

点
,

探究和辫析概念的特性和条件是解决难点的钥匙
。

关键词 统计学 调和平均数 序时平均数特性 辫析

分类号 F 2 2 2

. “

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
”

是经济类各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

是一门方法论学科
.

本学科的

一些概念
,

一方面要能表述经济现象的特性
,

另一方面在计算中又要能遵循数学运算的法则
,

准确把握概念的特性和应用条件
,

则成为学好该学科的钥匙
。

1 调和平均数的特性及应用条件

调和平均数本来是数学中的一个名词
,

其定义是
:

变量倒数的平均数的倒数
,

计算公式是
:

王
, = 艺刀艺 (f/ x o) 统计学中也有调和平均数

,

其定义是
:

变量及其对应的数量标志总量作权

数的调和平均数
,

它的应用条件是 xf 一 m
,

计算公式是
:

王
2 ~ 艺m /艺 ( m / x)

。

统计学中的调和

平均数只是借用了数学中的名词及表现形式
,

而其内涵和应用条件是依经济指标的关系表现

出的特性定义的
。

请看下表 1 的算例
。

表 1 数学与统计学调和平均数算例比较资料表

变量 x

单价 (元k/ g )

变量发生频数 f

重量 ( k g )

数量标志总量 m

金额 (元 )

2 3 6

1 2

10

左
几今翻八jLO

合 计 9 28

如果已知 x
、

f 两列资料
,

则 x 的平均数可用加权算术平均法计算
,

其过程和结果如下
:

收稿日期
: 19 98一 0 2一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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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乏红
,

~
一 ` 一 艺了

2 X 3 + 3 X 4 + 5 X Z

如果用数学中的调和平均法求 x

万f

3 + 4 十 2

的平均数
,

则为
:

3 + 4 咔
一

2

2 8
_ 。 , . ,

一
, ,

~ 下
.

彬 J
·

1 1 气)石 / K g 少
口

2 7 0

9 7
、 2

.

7 8 (元 / k g )
2一5.

卜
一

4一s
+

s一2f一X
艺

数学中可以证明
:

子
、
邵

(当 二都相等时
,

等 ,
立 )

艺亩 “
’

统计学中的调和平均数
,

是在已知 x
、

m 两列资料
,

且 xf 一 m 的条件下
,

用加权调和平均

法计算 x 的平均数
,

其过程和结果如下
:

王
3 _ 万m _

艺墨

6 + 1 2
一

卜1 0

6
.

12
.

1 0
~

丈
. ~
七 气

一
`

十 下
~

J 任 口

一

警
、 & ` ,`元 “̀ ,

在统计学中
,

当 xf ~ m 的条件下
,

可以证明
:

二 _
门

乏红
.

“ 一 艺f

_ 习m _

叉 竺
— 工

因此
,

统计学中的调和平均数的特性是已知变量及其对应的数量标志总量
,

应用条件是

xf = m
。

2 相对数 (或平均数 )时间数列的序时平均数的特性及应用条件

序时平均数是时间数列的动态平均数
。

它的定义是将经济指标在不同时间上数值表现的

差异进行抽象化
,

找出它们的集中趋势值
.

其中
,

相对数 (或平均数 )时间数列的序时平均数的

计算原则是
:

先分别求出组成相对数 (或平均数 )时间数列的原分子
、

分母绝对数时间数列的序

时平均数后再对比 ;计算公式是
:

,

例如表 2

表 2 合格率的序时平均数计算表

一三石
一一

当
`
~ 牛

,

则万
口

一月 二月 平均数

a :

合格产品数 (件 )

b
:

产品生产数 (件 )

。 :

合格率 (呱 )

a 一
= 80

b一= 10 0

c l
= 8 0

a Z
~ 7 2

b Z = 1 2 0

c Z= 6 0

a
= 7 6

b = 1 1 0

c = 6 9
.

0 9 1

c ,十 c :

c l
= 2

= 丝鱼土丝丝~ 70 叽腼
2

, 一 , 一 ,

二

序时平均数虽是反映动态的
,

但它依然是将各期指标值的差异进行抽象化得到的
。

计算时

必须符合抽象数学运算的法则
。

在石
;

的计算式中
,

因为
` ; 、

cz 虽是同分母的百分数
,

但其各自的百分之一的含量是不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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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其中
` ;
的百分之一的含量是 1( 件 )

, ` :
的百分之一的含量是 1

.

2( 件 )
,

它不符合抽象数学

中分数加法运算时
,

必须有相同的标准计算单位 1 的要求
。

8 0
.

7 2 9 6
.

7 2
兴软+ 六获 子瓷二+ 于焦

一 。 ~ 一 1 0 0
’

1 2 0 12 0
’

12 0 , 。 、 。 ~ 一
. 、 . _

~ ~
.

二
一

` 一 一` L -J 一 、

。 。 , 二
如果用云

,

一止业七
一

~ 三竺七上巴一 70 %是否可以 ? 同样也不行
。

初看上去
` 2

进行了异
声” / 卜

产 ’ J

咐 2 2
’
一 产 “

~ 目
’

J 夕” ” ,J ” ~
一 ’ 一 ’ J . ’ “

’

目一 ~
一 `

~
’ J J Z ’

分母通分运算
,

把分母同化了
,

但它依然违反了标准计算单位是 1 的要求
。

现在来仔细分析一下分数加法运算的条件
,

例如求粤与粤的平均数
,

计算式为
乙 0

1
.

1
几万 --t

~

言
` O

5

6 5

2 12

,

此式中的鲁
、

粤都是标准计算单位 1 的等分比率
,

白 0

其和的平均数袅也是标准计算单
l `

位 1 的 12 等分中的 5 等分
。

(一般分数加法运算时
,

把标准计算单位 1经抽象省去了 )

如果设想鲁
、

要等分比率有相同的标准计算单位
乙 Q

1
、 , , 。 .

1
、 , , 。

下
,

入 1 乙门一下
.

入 1乙

`“ ,

则其平均数是三一飞

~
一 ”

·

女口果告
、

告等分
比率的标准计算单位不相同

,

且分另。是 1。
、

1 2
,

那么
,

它们的平均数是

1
、 , . 。 .

1
、 , , 。

女 X 1 0+ 音 X 1 2
迢二二共立二二一 4

.

5
。

可见不同标准计算单位的平均数是不相等的
。

石
: 、

乙正是违反了抽象
2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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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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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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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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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运算的法则
。

在石
,
中

, : , 、 ` 2
的标准计算单位分别是 100

、

12 。
,

但被省去
,

而误认为都是 100
,

只把 SQ%
、

6 0%当作等分比率了
。

在石
2
中

,

用黑代替黑
,

是改变黑等分比率的标准计算单位
,

将 1。。改为 1 2。 ,

变为同分
协

’ `

”
尹 “ 1 2 0

’ 、 目 1 0 0
’

~ ~ ~ 1 0 0
’

J

刀
“ .
一

脚 J
们” 少

了 ’

一一 ~
’ 一 , ,J `

~ ~
产 J ` “ ” ~ 月

’
, 刀

母
,

只把黑
,

黑当作等分比率
,

且认为它们有相等的标准计算单位 1 进行运算的
。

其实
,

把
~

’ / 、 J
目 1 2 0

,

1 2 0 ~
’ --r 叮 / J 卜 .

一
’

一
犷 、 / J 目

” J
口

’ `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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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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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 一
只 J 。

~ 入
’ J 目

黑改为黑
,

是用通分办法改变了等分比率的表现形工
,

并不能改变其比值
,

更不能改变原来
1 0 0~

/ 砂
1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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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计算单位 100
。

上述 石
; 、

孔都未能把等分比率和标准计算单位两个概念区分开
。

几实际是 石
;
的翻版

。

合格率
`
的序时平均数石的特性和条件是

:

抽象集中值石是等分比率 (合格率 )及每单位

合格率 (等分 比率 )都有相同的标准计算单位
。

一
、

二两月的合格率的等分比率分别是黑
、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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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月的标准计算单位是 1 10 (件 )( 一
、

二两月产品生产数的合格率的均值 )
,

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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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黝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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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揣一 69

·

09 `铸

二 ,
一 ( 8 0十 7 2 )十 2 ( 8 0+ 72 )令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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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石币丽可万丽落厄 -一万而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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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 , 八 , , , 。 。 , 二。 , 二 , . * 二、 。 ` * , , 二
所以

。 ~ 号一贵轰是正确的
。

因此
,

把分数的等分比率和标准计算单位两个概念准确把握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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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正确地计算序时平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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