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词解释

1.统计学

收集、处理、分析、解释数据并从数据中得出结论的科学

2.描述统计与推断统计

描述统计：数据收集、处理、汇总、图表描述、概括与分析

推断统计：利用样品推断总体特征

3.截面数据与时间序列

截面数据：同一或近似同一时间点上收集的数据

时间序列：不同时间上同一事物随时间变化的数据

4.品质数据与定量数据

品质数据：包括分类数据和顺序数据，主要是用文字描述的一类，亦称定性数据

定量数据：按照数字尺度表现为数值的一类数据

5.参数与统计量

参数：用来描述总体特征的概括性数字性度量

统计量：用来描述样本特征的概括性数字度量，也可以表述成关于样本的不含参

数的可测实值函数。

6.总体的特征

同质性：样本总体都必须具有某一共同的品质标志属性或数量标志数值

大量性：构成总体的总体单位数目要足够多

7.概率抽样与非概率抽样

概率抽样：遵循随机原则进行的抽样，总体中每个单位都有一定的机会被选入样

本。

非概率抽样：不依取随机原则，而是根据研究目的对数据的要求，采用某种方式

从总体中抽出部分单位对其调查。

8.概率抽样与非概率抽样的区别

概率抽样按一定概率以随机原因抽取，每个被抽中概率是已知的，用样本对总体

目标量可以估计。非概率抽样适合于探索性的研究，不能使用样本的结果对总体

相应的参数进行推断，也无法得到总体参数的置信区别。

9.分层抽样与系统抽样

分层抽样：是将抽样单位按某种特征或某种规则划分为不同的层，然后从不同的

层中独立随机抽样样本。

系统抽样：将总体按一定顺序排列，随机抽取一个初始单位，然后按事先规定好

的规则确定其他样本单位。

分层抽样的样本结构与总体的特征相近，提高了估计的精度，系统抽样对估计量

方差的估计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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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阶段抽样与整群抽样

多阶段抽样和整群抽样都是概率抽样的一种，整群抽样将所有单位合并成群，抽

取群，然后对群中的所有样本全部实施调查。多阶段抽样时不断抽取群，直至最

终抽样单位。

11.判断抽样及其分类

判断抽样是指研究人员根据经验、判断和对研究对象的了解，有目的地选择

一些单位作为样本，实施时根据不同的目的有重点抽样、典型抽样、代表抽样等

方式。判断抽样包括重点抽样、典型抽样和代表抽样。

12.方便抽样与判断抽样

方便抽样最大的特点是容易实施，调查的成本低，但是这种方法无法对总体

的有关的参数进行推断。判断抽样是主观的，样本选择的好坏取决于调研者的判

断、经验、专业程度和创造性。成本低易操作，但由于是人为确定的，没有依据

随机的原则，无法对总体的有关参数进行估计。

13.系统抽样与配额抽样

将总体中的所有单位按一定顺序排列，在规定的范围内随机地抽取一个单位

作为初始单位，然后按事先规定好的规则确定其他样本单位，这种方法叫系统抽

样。配额抽样类似于概率抽样中的分层抽样，它首先将总体中的所有单位按照一

定的标志分为若干类，然后在每个类中采用方便抽样或判断抽样的方式选取样本

单位。这种抽样方式操作比较简单，而且可以保证样本的结构和总体的结构类似。

但在抽取具体样本单位时，并不是随机原则。

14.抽样误差与非抽样误差定义及区别

抽样误差：是由于抽样的随机性引起的样本结果与总体真值之间的误差，主

要存在于概率抽样中。抽样误差并不是针对某个具体样本的检测结果与总体真实

结果的差异而言的，抽样误差描述的是所有样本可能的结果与总体真值之间的平

均性差异。非抽样误差是相对抽样误差而言的，是指除抽样误差之外的，由于其

他原因引起的样本观察结果与总体真值之间的差异。非抽样误差在任何抽样方式

中都有可能产生。

抽样误差并不是针对某个具体样本的检测结果与总体真实结果的差异而言

的，抽样误差描述的是所有样本可能的结果与总体真值之间的平均性差异非抽样

误差在任何抽样方式中都有可能产生。非抽样误差分为：抽样框误差、回答误差

和无回答误差。

15.抽样框误差

抽样框误差：抽样框信息不完整而导致的误差。一个好的抽样框应该是抽样

框子中的单位和研究总体中的单位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16.众数、中位数、平均数

众数是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变量值，用Mo表示，众数主要用于测量

分类数据的集中趋势；中位数：是一组数据排序后处于中间位置上的变量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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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表示，中位数主要用于测度顺序数据的集中趋势；平均数是集中趋势的最主

要测度值，不适合分类数据和顺序数据。众数是一组数据分布的峰值，不受极端

值的影响，其缺点就是不唯一性，而且只有当数据量较大时才有意义。中位数是

一组数据中间位置上的代表值，不受极端值的影响，当数据分布偏斜程度较大时，

使用中位数是好的选择。平均数是应用最广泛的集中趋势测度值，但对于偏态的

数据，平均数代表性较差。

17平均数的统计思想

平均数是一组数据的重心所在，是数据误差相互抵消后的必然结果，反映出

事物必然性的数量特征。

18.变异系数与方差

方差和标准差是反映数据分散程度的绝对值，其数值的大小一方面受原变量

值本身水平高低的影响，也就是与变量的平均数大小有关。变异系数是测度数据

离散程度的相对统计量，主要是用于比较不同样本数据的离散程度。

19.切比雪夫不等式

切比雪夫不等式原始形式：
r
XErXP )()(  ，r为任意常数，X为随机变量；

而我们平时看到的切比雪夫不等式 2

)()(


 XVarXP  ，  为随机变量 X的

期望，切比雪夫不等式推导出 3-sigma原理。另外要会证明该不等式。

20.偏度与峰度

设 X的三阶矩存在，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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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分布的偏度

1 >0：称分布正偏或右偏； 1 =0：称分布对称； 1 <0：称分布左偏或负偏。

设 X的四阶矩存在，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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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X分布的峰度

2 <0，则标准化后的分布形状比标准正态分布更平坦，称为低峰度；

2 =0，则标准化后的分布形状与标准正态分布相当；

2 >0，则标准化后的分布形状比标准正态分布更尖峭，称为低峰度；

21.概率的统计定义

在相同条件下随机试验 n次，某事件 A出现 m次 ，则 m/n称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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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发生的概率。随着 n的增大，该频率围绕某一常数 p上下波动，且波动的幅度

逐渐减小，趋于稳定，这个频率的稳定值即为该事件的概率。

22.互斥与独立区别

互斥事件一定是不独立的，不独立的事件不一定是互斥的。不互斥的事件可

能是独立的也可能是不独立的，然而独立事件不可能是互斥的。

23.二项分布的特点

特点：试验包括 n个相同的试验；每次试验只有可能两个结果；出现一种结

果 p的概率相同；试验是相互独立的。

24.泊松定理

二项分布的 n 值比较大，成功的概率 p 比较小，np适中的时候，二项分布

用泊松分布近似具有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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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次序统计量与充分统计量

次序统计量：样本观测值 nxxx ,,, 21  经过排序后， )(ix 称为第 i个次序统计

量。在连续场合，随机变量 X的密度函数为 )(xf ，分布函数为 )(xF ，则第 i个

次序统计量的密度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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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注意最大值分布和最小值分布就好。

充分统计量：统计量加工过程中一点信息都不损失的统计量，判断充分统计

量的方法称为因子分解定理。

26.枢轴量

设法构造样本和未知参数 的函数 ),,,,( 21 nxxxGG  使得 G的分布不依

赖与未知参数，一般称具有这种性质的函数 G为枢轴量。必须分清楚枢轴量与

统计量之间的区别，枢轴量不是统计量，因为枢轴量含有未知参数，只是枢轴量

的分布不依赖于参数，能形成一个具体的分布，而统计量是不含有参数的。

27.柯西分布

柯西分布的密度函数 )(xf 是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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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柯西分布的一阶矩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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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中心极限定理以及其来源

1.林德伯格-勒维中心极限定理（独立同分布条件下）

设 }{ nX 为 独 立 同 分 布 的 随 机 变 量 序 列 ， 并 且

RxDXEX ii  记即方差有限,,0, 2 ，恒有：当 )1,0(~
/

N
n

xn



 时，

2.棣莫弗-拉普拉斯定理（二项分布条件下）

设 }{ nY 服从二项分布 B(n,p)， Rx记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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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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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其 )(x 为正态分布。当用正态分布来作为二项分布的近似计算时，需要作出修

正， )5.05.0()(  ULPULP nn 

林氏中心极限定理证明可以选择矩母函数的泰勒公式二阶展开近似方法。

29.点估计与区间估计的区别

点估计就是用样本统计量的某个取值直接作为总体参数的估计值，任何值都

可以做未知参数的点估计值，一个点估计值的可靠性由抽样标准误差来衡量的。

区间估计是在点估计的基础上，给出总体参数的一个区间范围，该区间通常

由样本统计量加减估计误差得到的；区间估计三要素：点估计值，抽样平均度，

估计的可靠度。

30.相合估计

设  为未知参数， ),,,(ˆˆ
21 nnn xxx   是的一个估计量，n为样本容量，

若对 0 ，有：

0)ˆ(lim 


 nn
P

则称 n̂ 为参数 的相合估计。相合性是对估计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31.匹配样本

一个样本中的数据对应于另一个样本的数据，通常两样本的数目相同。

32.渐近无偏估计

n



 为随机变量的估计量，且满足  






n
nnE lim, ，此时称 n



 为的渐近

无偏估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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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最小方差无偏估计

对参数估计问题，设̂ 为的一个无偏估计，如果对另外任意一个 的无偏

估计~，在参数空间上都有：

)~()ˆ(  DD 

则称̂为 的一致最小方差无偏估计，记为 UMVUE。一般而言，若 UMVUE

存在，则它一定是统计量的函数。

34.经验分布函数

经验分布函数：设 ),,,( 21 nxxx  为总体样本 ),,,( 21 nXXX  的一个观测值，若将

样本观测值 ix 由小到大进行排列，为 )()2()1( nxxx   ，对任意实数，称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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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样本 ),,,( 21 nXXX  的经验分布函数。

35.费希尔信息量

费希尔信息量： 2)];(ln[)( 


 xpEI



 ，当总体分布的 )(I 越大，包含总体分布

参数 的信息越多，这可以比较两个统计量哪一个具有总体参数的信息更加充

分。

36.第一类错误与第二类错误的关系与区别

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 与犯第二类错误的概率  可以用一个函数表示，即所谓的

势函数。设检验问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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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
H

的拒绝域为W，则样本观测值落入W的概率称为该检验的势函数。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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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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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样本量给定的条件下， 与  增减互反相互引导，我们找不到一个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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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同时减小的检验。同时使 与  同时减小的方法就是增大样本量

37.检验功效

1 是反映统计检验判别能力大小的重要标志，我们称之为检验功效或检验

力。在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得到控制的条件下，犯取伪错误的概率也要尽可能地

小，或者说，不取伪的概率 1 尽可能增大。 1 越大，意味着当原假设不真

实时，检验判别出原假设不真实的概率越大，检验的判别能力就越好； 1 越

小，意味着当检验的判别能力越差。

38.小概率原理

在一次试验中，小概率事件发生的概率几乎为 0，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就

有理由拒绝原假设，这是假设检验的思想。

39.p值定义及作用

P值是指当原假设为真时，所得到的样本观察结果或者更极端结果出现的概

率。另一种定义就是，在一个假设检验中，利用样本观测值能够做出拒绝原假设

的最小显著性水平。当 p 时，拒绝原假设，当 p 时，接受原假设。P值

越小，拒绝原假设的理由越充分。P值的大小取决于：（1）样本数据域原假设的

差异；（2）样本量的大小；（3）被假设参数的总体分布。

40.参数检验与假设检验的异同点

相同点：

（1）都根据样本推断总体信息；

（2）都以抽样分布为理论依据，推断结果均有风险；

（3）对同一问题的参数，使用同一样本、同一统计量、同一分布，因而二者可

以互换；

不同点：

（1）参数估计是以样本资料估计总体参数的可能范围，假设检验是以样本资料

检验对总体参数的先验假设是否成立。

（2）区间估计只是以估计值为中心的双侧的置信区间，假设检验既有双侧检验

又有单侧检验。

（3）区间估计立足于大概率，以 1 的可信度去估计总体参数的置信区间；假

设的的检验立足于小概率，通常是给定的很小的显著性水平 去检验对总体参数

的先验假设是否成立。

41.示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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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性函数在以后的学习中经常用到，体会用处就可以了。

42.方差分析

方差分析：通过检验各总体均值是否相等来判断分类型自变量对数值型因变

量是否有显著影响。基本思想：实际是通过对数据误差来源的分析来判断不同总

体的均值是否相等。

43.方差分析的基本假定与多重比较

方差分析的假定：

（1）每个总体（水平）均应服从正态分布；

（2）各个总体的方差 2 相同；

（3）观测值是独立的；

44.多重判定系数

SST
SSCSSRR 

2 （多重判定系数）

45.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函数关系与相关关系

相关分析目的在于测度变量之间的关系强度，它所使用的测度工具就是相关

系数；而回归分析侧重于考察变量之间的数量伴随关系，并通过一定的数学表达

式将这种关系描述出来。

变量关系分函数关系和相关关系，函数关系是指一一对应的确定关系；相关

关系是指变量之间客观存在的不确定的数量关系。相关分析是指对两个变量之间

线性关系的描述与度量。

46.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假定

①y与 x具有线性关系；

②在重复抽样中，自变量 x的取值是固定的，即假定 x是非随机的。在①和②的

假定下，给定的 x值，y取值对应一个分布， xyE 10)(   ；

③误差项 是一个期望值为 0的随机变量， 0)( E ；

④对于所有 x， 的方差 2 相同；

⑤误差项 ),0(~ 2 N ，且独立。

47.多元回归分析中，t检验与 F检验的作用

在一元线性回归中，自变量只有一个，相关系数检验，F检验和 t检验是等

价的，但在多元回归分析中，F检验只用来检验总体回归关系的显著性，而 t检
验则是检验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

48多重共线性及其表现形式、补救

定义：当回归模型中两个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变量彼此相关时。在多元线性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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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中无多重共线性假定：Rank（X）=k。多重共线性带来的主要麻烦是对单个回

归系数的解释和检验。

形式：

①变量之间高度相关时，可能会使回归的结果造成混乱，甚至会把分析引入歧途；

②可能对回归参数的估计值正负号产生影响；

③参数估计值不确定（因为 R(X)<k，此时 0XX ），参数估计值的方差无限大。

补救：

①修正多重共线性：这种方法有很多，比如：剔除变量；变换模型的形式，一般

有差分形式，赋权重形式；利用非样本先验信息、截面数据域时间序列数据并用、

变量变换，一般有计算相对指标、小类指标合并成大指标，名义数据转换成实际

数据等等。

②逐步回归法：用被解释变量对每个考虑的解释变量作简单回归，将贡献最大的

解释变量留住，以此为基础，再次逐个回归。除此之外，还有向前选择，向后剔

除，最优子集。

③岭估计法： YXkIXXk  )()(~ ，I 为单位矩阵，k为常数，k的选择原则是

使得均方误差 )](~[ kMSE  达到最小，最优的 k依赖于  和 2 。

49.随机游走过程

一阶自回归模型：t期观测值与 t-1期观测值之间的线性关系 ttt rYY  1 ，

即当 r=1时，称 ttt YY  1 为随机游走过程，而且随机游走过程是非平稳的。

50.季节指数

季节指数：刻画了序列在一年度内各个月份或各季度的典型季节特征。在乘

法模型中，季节指数是以其平均数等于 100%为条件而构成的，它反映了某一月

份或季度的数值占全年平均数值的大小。若无季节变动，则各期的季节指数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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