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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的比较思想 

 

文/史书良 

 

  摘要：统计的比较思想是依照比较的思维逻辑将比较对象与比较标准进行比较对照，计算出现象数量上

的差别和变化，进而对比较对象作出评价和判断的一种统计思维方式。统计的比较思想在相对指标、变异指

标、时间数列分析、指数、抽样推断和相关分析中得到了有效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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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思想，即关于‘为何统计、统计什么、如何统计’的思想，也就是关于统计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 或者说，统计思想是为实现一定的统计目的，对其统计对象，如何进行统计的思维方式，它包含大量

观察的思想、平均的思想、相关分析的思想、估计推断的思想、比较的思想等许多具体的统计思想。正确地

认识和理解这些统计思想，以更好的运用统计去认识社会经济现象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就统计的比较思想谈

点个人的认识。 

 

  一、统计比较思想的具体内容 

 
  统计的比较思想是依照比较的思维逻辑将比较对象与比较标准进行比较对照，计算出现象数量上的差别

和变化，进而对比较对象作出评价和判断的一种统计思维方式。它包含比较的标准、比较的方式和比较的原

则等具体内容。 

 

  （一）统计比较的标准 

 

  考察运动距离必须有参照物，进行比较必须有标准，确定比较标准是进行统计比较的首要问题。作为统

计比较的标准，依研究目的的不同常有以下几种： 

 

  1、经验数据或理论数据标准 

 

  经验数据或理论数据标准是根据大量的、长期的资料总结计算而得的或根据有关科学理论研究确定的正

常值，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使用这种比较标准有助于评价和判断事物发展是否正常。 

  



 

  2、时间数据标准 

 

  时间数据标准一般是以比较对象本身的历史数据作为比较标准，用以观察和分析研究现象本身的发展变

化。时间数据标准有前期数据标准、历史最好时期数据标准、历史转折前期数据标准等。 

 

  3、空间数据标准 

 

  空间数据标准是以同类现象的某一空间数据作为比较标准。通常是将同一时间不同空间（包括不同系

统、不同单位、不同地区）上的比较对象的数据进行比较，以认识现象之间的差距。空间数据标准主要有平

均水平标准、先进水平标准、相似空间数据标准等。 

 

  4、计划或政策规定数据标准 

 

  计划或政策规定数据标准，是以国家计划部门、行业部门、公司、企事业单位所制定的有关计划，党和

国家有关方针政策规定的数据作为比较标准。通常用于检查监督计划或政策的执行情况。 

 

  （二）统计比较的方式 

 

  确定了比较的标准后，怎样把比较对象与比较标准相比较，是进行统计比较的方式方法问题。统计比较

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1、相比比较 

 

  相比比较也称相对比较，它是将比较对象与比较标准相除而进行的，比较的结果表现为相对数，用以表

明现象间静态的联系程度或者现象本身动态变化的程度。 

 

  2、相差比较 

 

  相差比较也称绝对比较，它是将比较对象与比较标准相减而进行的，相减的结果表现为绝对数，用以表

明两者相差的绝对量。 

 

  相比比较与相差比较这两种统计比较方式，即可单独使用，也可结合使用，一般以结合使用为好，结合

使用可使人们的认识比较完整，既可了解差别或变化的相对程度，也可了解相差的绝对量。 

 

  （三）统计比较的原则 

 

  进行统计比较必须注意一些问题，或说进行统计比较时要遵循一些原则，它是进行科学合理统计比较的

关键问题。现象之间必须是可以比较的，简称现象的可比性，是统计比较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具体的讲有以

下两个方面： 

 

  1、联系性原则 

 

  现象之间的联系是进行比较的基础，现象之间有联系，比较才会有意义。辩证法的世界观认为世界是普



遍联系的，联系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现象联系的相对性也即现象之间联系的条件性。因此，在进行统计

比较时，要对现象的联系进行具体的分析判断，深入研究现象联系的具体条件。联系性原则是统计比较的前

提性原则。 

 

  2、一致性原则 

 

  在对现象间联系分析的基础上，统计比较的一致性原则要求比较对象和比较标准的两个指标，在指标的

内涵和口径、时间界限、空间范围即地区和组织系统范围、计算方法、计量单位、计算价格等方面要一致。

一致性原则是统计比较的操作性原则。 

 

  二、统计比较的作用及其在统计理论中的具体运用 

 
  （一）统计比较的作用 

 

  统计比较具有其独特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比较可以反映现象的联系程度和差别程度。现象之间总是处在联系之中的，现象的联系程度

和差别程度，通过相比比较或相差比较便可获得清晰的认识。 

 

  第二、通过比较可以把不可比较的现象转化成可以比较的现象。反映现象的指标有总量指标、相对指标

和平均指标三种形式，其中总量指标往往是不可直接比较的，但通过相比比较的方式抽象后，就可把不可比

的现象转化成可比的现象。 

 

  第三、通过比较可以消除现象的量纲，进而把不能综合的现象加以综合。人们在认识现象总体的整体状

态时，往往需要把构成现象总体的个别现象或元素进行综合，但这些个别现象或元素的量纲往往是不同的，

它给综合设置了障碍，通过相比比较后便可消除量纲，给进一步综合研究创造了前提条件。 

 

  （二）统计的比较思想在统计理论中的具体运用 

 

  统计理论中的具体思想和方法很多，但这些具体的统计思想与方法中，往往是从统计的比较开始的，或

者说运用并融合着统计的比较思想。这里，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一下统计的比较思想在统计理论中

的具体运用，抛砖引玉，旨在说明统计的比较思想在统计思想中的基础性、常用性和广泛性。 

 

  1、统计的比较思想在相对指标中的运用 

 

  相对指标也称相对数，它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指标数值的比值，是统计比较思想的直接体现者。

把实际完成数与计划任务数相比较得到的计划完成相对数是看计划的执行情况；把部分数值与总体数值相比

较得到的结构相对数是看总体的结构状况；把总体中的各部分数值相比较得到的比例相对数是看总体内各部

分间的比例关系；把本单位某类指标数值与同类型单位的同类指标数值相比较得到的比较相对数是看现象之

间的差距；把某一现象的总量指标数值与有联系而性质不同的现象的总量指标数值相比较得到的强度相对数

是看一事物在它事物中的强度、密度和普遍程度；把报告期指标与基期指标相比较得到的动态相对数是看现

象的发展变化。 

 



  2、统计的比较思想在变异指标中的运用 

 

  变异指标是用以反映总体各单位标志值之间差别程度的大小和衡量平均数代表性高低的。总体各单位标

志值之间的差别程度是通过比较加以确认的。在确定总体各单位标志值之间的差别程度上具体有两种比较，

一种是绝对比较，或将总体各单位中的最大标志值与最小标志值相比较，计算极差；或将总体各单位的标志

值与其平均数相比较，计算平均差和标准差。一种是相对比较，即用绝对比较得到的极差、平均差和标准差

再与各自的平均数相比较，以消除现象的量纲和标志值水平对绝对比较结果的影响。衡量平均数的代表性也

是通过比较进行的，哪个总体的标志变异指标小，则其平均数的代表性就高，反之就低。 

 

  3、统计的比较思想在时间数列分析中的运用 

 

  时间数列分析是对现象发展过程和发展变化趋势的描述，统计比较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描述思想。一是把

报告期指标与基期指标，或进行绝对比较计算增长量；或进行相对比较计算发展速度和增长速度。通过统计

比较来描述现象的发展变化过程。二是将包含季节因素剔除偶然因素的历年同季（月）平均数与既剔除季节

因素又剔除偶然因素的历年各季（月）总平均数相比较计算季节指数，以描述现象季节变化的规律。三是把

现象各时间上的实际值与拟合的趋势线值相比较，按照二者离差平方和最小的思路来拟合趋势线方程，以更

理想的描述现象发展变化的趋势。 

 

  4、统计的比较思想在指数中的运用 

 

  指数是相对数的特殊形式，其重要的统计思想是合成，既如何把不能相加的现象加以合成后再进行比较

来反映现象总体数量的综合变动。指数的各种合成中均使用了统计的比较思想。一是借助媒介因素（称同度

量因素）把不能直接相加的现象转化成可直接相加的现象，再用可直接相加现象的对比来反映不可直接相加

现象的综合变动。二是先计算各个现象的相对数（个体指数），用相比比较消除不同现象的量纲，再对各个

现象的个体指数赋权平均以求得反映现象总体数量的综合变动。 

 

  5、统计的比较思想在抽样推断中的运用 

 

  抽样推断是以样本指标推断总体指标，它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即推断的精确度和推断的可靠度。推断的

精确度是通过抽样误差的大小来衡量的，抽样误差是在样本指标与总体指标相比较的基础上确定的，并以所

有样本指标与总体指标的平均误差来表示的，误差大精确度就低，误差小精确度就高。推断的可靠度是通过

概率度的大小来衡量的，概率度也是在抽样极限误差与抽样平均误差相比较的基础上确定的，它是抽样极限

误差为抽样平均误差的倍数，概率度大其可靠度就高，概率度小其可靠度就低。 

 

  6、统计的比较思想在相关关系分析中的运用 

 

  相关关系分析是对相关现象之间相关程度的描述和相关现象之间相关数量关系的模拟。描述现象间相关

程度所使用的相关系数指标就是在统计比较的基础上确定的，首先，将相关两个变量与各自平均数相比较确

定协方差，其次，再与各变量的标准差相比较，以消除各变量的量纲和标准化相关系数的取值范围。模拟相

关数量关系的模型，也是在统计比较的基础上建立的，它与拟合趋势线方程的比较思想是一致的。 

 

  统计的比较思想在统计理论中的运用是不胜枚举的，它是一种广泛应用的基本的、常用的统计思想，准

确的理解和把握统计的比较思想对于学好用好统计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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