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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统计学是一门方法论学科,通过对统计数据的整理、分析得到高质量的统计信息,

为国家宏观调控、企事业单位预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作为一门科学, 统计学具有极强的严谨性。对于

谁是统计学鼻祖的讨论, 对于统计指标定义的讨论,以及对于统计信息质量提高的讨论成为当今统计

界讨论的焦点。作为一名人口统计学教学工作者, 笔者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与统计研究工作者们

共同探讨这些相关问题, 并提出加强统计教学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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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人口统计学的发展历史,探讨统计学的学科创始人

任何一门学科, 其学科创始人的研究内容与开创方向对本学科的发展和学科发展史来说,都是一

个重要的问题。在我国统计学界,长期以来有一个不争的共识,即认为英国科学家威廉#配第( Willian#

Petty, 1623~ 1687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马克思也认为配第既是/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

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0(马克思, 1975: 302)。而笔者在人口统计学与统计学的教学过程中,就约翰

#格朗特( John#Grant, 1620~ 1674年)与威廉#配第两个人的研究内容、作品发表时间和开创方向作了简

明的对比,对统计学的创始人有些不同的看法。

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 人口统计学是整个人口学领域的核心内容之一, 其开端可以追溯到

英国科学家约翰#格朗特( John#Grant )在 1662年发表的第一本关于人口统计的著作 ) ) ) 5关于死亡表

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6。这本书的历史背景是: 伦敦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一方面人口

密集, 另一方面其城市的公共卫生又非常恶劣。在 1563年、1592年、1603年、1625年和 1665年连续发

生鼠疫烈性传染病, 每次都带来巨大的灾难, 城市人口大量死亡。1603年鼠疫过后, 伦敦每周都要发

布出生、死亡人数总计表,客观上积累了丰富的人口统计资料。格朗特根据对伦敦几十年的人口资料

观察与研究,在崇尚科学的思想指引下, 写成了5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6一书。在该书

中,格朗特根据当时关于英国伦敦郊区约 50万人口的丧葬和教会洗礼的数据资料,对英国伦敦及其

农村郊区居民的出生婴儿的性别比做出了估计(男孩略多于女孩,大体比值为 14: 13)。他通过比较人

口出生数和死亡数,得出城乡人口自然增长率不同的结论。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编制生命表的人。

根据对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分析,他对当时服兵役年龄的男子数、育龄妇女数、伦敦居民家庭总数, 甚至

对伦敦的总人口数都做了估计。全书除结论外, 包括起源与进步、死因的一般观察、特殊死因、鼠疫

病、, ,埋葬与洗礼的差异、男女数的差异、居民数等十二章内容,形成了一个科学体系的雏形。

威廉#配第则于 1690年出版了他的著名著作5政治算术6, 其特点在于应用其独创的/立方法0,即

利用实际资料, /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话0,他说: /我进行这种工作所使用的方法,在目前还不是常

见的。因为我不采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语进行思辩式的议论, 相反的采用了这样的方法 (作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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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诉

诸人们的感觉的议论,借以考察在自然中有可见根据的原因0(贺铿, 2001) 。他对当时英国、法国和荷

兰三国的经济实力从数量上进行了系统的对比分析和论证。虽然配第并没有使用统计一词, 但他首

创的数量对比分析方法对统计学的发展也奠定了方法基础。因此人们把5政治算术6看作是统计学的

第一本著作,标志着统计学的诞生。正是在此意义上, 马克思认为配第是/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

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0

5辞海6(夏征农主编, 1999: 919)中/科学0的定义为: 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

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是社会意识形式之一。/科学方法0的定义为:人们获得科学

认识所采用的规则和手段系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在因素。一般分为三个层次: 专门科学方

法,即某一门学科中所运用或具有相应的研究方式、规则与手段; 一般科学研究方法, 即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等共同运用或分别运用的一般方式、原则或手段;全学科方法,即适用范围最广泛, 具有最普通

方法论意义的哲学方法。这三个层次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因此,从研究内容上看:配第对当时英国、法国和荷兰三国的经济实力的对比分析,其目的是比较

三国的/国势力量0, 从而为英国的大国地位提供数字支持。而格朗特在他5关于死亡表的自然和政治

的观察6这一著作中, 对英国伦敦及其农村郊区居民的出生婴儿的性别比例做了估计,他是对某种自

然现象主动意识上的科学研究,作为一种专门科学方法,在研究内容上更接近于现代科学的定义。

其次, 配第以/他首创的数量对比方法对统计学的发展奠定了方法基础0(吴可杰, 1986: 2) , 而格

朗特在5关于死亡表的自然和政治的观察6这一著作中,实际上已经应用了数量对比方法;并且, 在论

文中已明确提到了/性别比0、/人口自然增长率0等统计指标,这些概念都涉及到了数量对比关系。

再次, 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5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6一书的出版时间为 1662年,而

5政治算术6一书的出版时间为 1690年,两者相差 28年。这在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史上也不算是太短的

时间。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提到创始人问题,从科学的定义出发, 考虑到方法体系的完整性, 也考虑到

人口统计学作为部门统计学的学科地位,约翰#格朗特与威廉#配第应当共同作为统计学科学的创始

人。以往仅将威廉#配第作为统计学科学创始人的提法值得商榷。格朗特作为研究人口统计学的第

一人,应该得到其应有的科学地位。

2  关于人口统计学与统计学基本概念严谨性的探讨

统计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基本概念的严谨性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人口统计学作为部门统计

学,其相应的基本概念与统计学必定是完全相同的。但是, 笔者在统计学与人口统计学的教学过程

中,时常碰到基本概念严谨性讨论的尴尬问题, 试举几例, 以下是人口统计学中的/性别比0与/性比
例0概念在不同教材中的表述:

( 1) /这一性别比例107: 100就是新生婴儿性别比的数量规律0(袁卫、庞皓、曾五一主编, 2003: 2) ;

( 2) /人口构成统计(一)人口性别构成:性比例= 男性人口数/女性人口数0 (袁寿庄、赵彦云、高敏

雪编著, 1994: 330) ;

( 3)性别构成的表示方法有二:

( a)以全体人口数为分母,分别计算男、女所占百分比,以此观察男女比例。

其公式为: 性别构成= 男性(或女性)人口P总人口
( b)以女子人口数为 100,计算男子与女子的比例,即每 100名女子所对应的男子数。

其公式为: 性比例(每 100名妇女) = 男子数P女子数 (刘铮编, 1981: 26)。

( 4)性别比是总人口中男性人口数和女性人口数之间的比例关系,表明每 100名女性人口数所对

应的男性人口数。公式表示为:性别比= (男性人口数P女性人口数) @ 100%(张洪芹主编, 1997: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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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人口性别构成:性比例:Rs= ( Pm/ Pw) @ 100 其中 Pm(或 Pw)为男性(或女性)人数, Rs为性比

例0(唐贵忠编, 2003: 182)。

从以上举例中可以看出:编者时常将/比0与/比例0的统计概念混在一起来表述。特别是其中的

一些权威性教材,将对整个统计教育带来影响。那么, 以定义规范、公式严谨的各种辞典, 对此类问题

的表述又是怎样呢? 仍然以/性别比0与/性比例0这两个最基本的人口统计学概念为例,不同的辞典

也有不同的表述:

第一, 5中国百科大辞典6(中国百科大辞典编委会编, 1990)的表述:

( 1) /性别构成0:

男(女)性比例= [男(女)性人口总数/总人口] @ 100%

性别比= (男性人口总数/女性人口总数) @ 100

( 2) /出生婴儿性别比0:一定时期内出生婴儿中男婴和女婴人数之比。

男婴占出生婴儿的比例= (出生男婴数/出生婴儿总数) @ 100%

出生婴儿性别比= (出生男婴数/出生女婴数) @ 100

第二, 5实用统计手册6( 5实用统计手册6编写组编, 1985)的表述:

/人口性别比0(简称/性比例0) :

性别比= (男性人口总数/女性人口总数) @ 100%

出生婴儿性别比= (出生男婴数/出生女婴数) @ 100%

(注: 本书中人口统计部分所有的/比0、/比例0、/率0、/系数0都是百分数。)
第三, 5统计辞典6(贾宏宇主编, 1986)的表述:

( 1) /人口性比例指标0:

人口性比例= (男性人口总数/女性人口总数) @ 100%

( 2) /人口性比重0:

人口性比重= [男(女)性人口总数/总人口] @ 100%

同样呈现混乱的状态,事实上,性别比与性比例(也称性比重)是研究人口性别构成的最基本的指

标,对此5常用人口统计公式手册6(翟振武等主编, 1993)和5中国经济统计实用大辞典6都有精准的表

述,以5中国经济统计实用大辞典6为例:

/性别构成0:指一定地区范围一定时期总人口中男性与女性人口数的比例。人口的性别比例直

接影响人口的结婚状况和生育状况, 对于研究人口再生产, 安排经济布局有重要意义。在统计中,通

常将性别构成和年龄构成结合起来,研究人口和经济等问题。通常有两种表示方法:

男女性比重= [男(女)性人口总数/总人口] @ 100%

性别比= (男性人口总数/女性人口总数) @ 100

/出生婴儿性别比0:

出生婴儿性别比= (出生男婴数/出生女婴数) @ 100

从以上的举例中不难看出,统计学与人口统计学基本概念的严谨性问题, 确实值得关注。其实,

关于/比0和/比例0概念的统计学描述本来是一个十分明确的问题。/比0属于比较相对数,是两个相

互独立的不同的绝对量之间的比较关系(或比较两个同类量(或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它要求分子与

分母同属于时点数或时期数。/比0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分子与分母不能相互包含。如人口统计中的性
别比和老少比等。而/比例0(又称比重)属于结构相对数,它反映的是总体中各部分的统计量占总体

相应统计量的百分比。从统计学相对数的角度看:

比较相对数:是同一总体中各组成部分之间对比的相对指标,它反映总体中各组成部分之间数量

联系程度和对比关系。性别比、老少比和抚养比即属于此类相对数。

结构相对数:是总体各个组成部分与总体数值对比求得的比重,用以表明总体内部的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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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用百分数表示。结构相对数= (总体部分数值/总体全部数值) @ 100% , 人口统计中的男性比例

(又称男性比重)和老年人口比例(比重)即属于此类相对数。

所以,比和比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如果辞典、教材本身没有把统计的基本概念表述

清楚,就会给受授者产生误解。也影响了统计学的教学。

3  关于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教学性探讨

真实性是统计的根本原则,是统计的生命线。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 统计工作在

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统计信息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发展及改革开放伟大

事业的顺利进行。因此, 提高统计信息质量, 充分发挥统计工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十分

必要的。但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不进行调查研究,只按领导意愿取得统计资料; 统计人员

缺乏事业心,思想麻痹,致使统计数据缺乏真实性和可靠性,以至提供的统计信息严重失真。这不但

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同时也干扰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实施。

作为人口统计学的教学人员,为了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为未来统计领域提供高质量的人才,如

何在统计教学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统计素养培养, 是统计教学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我们

提出以下建议:

( 1) 增加统计法的教学内容,对在校生进行统计普法宣传。

1983年 12月 8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5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6, 1996

年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正。自5统计法6颁布实施以来,各级部门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为提高统计数据

的质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 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现实统计工作中,不能如实提供统

计资料、虚报、满报甚至伪造、篡改统计数据的现象时有发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

统计人员不能自觉遵守统计法规, 缺乏统计职业道德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有些统计人员无

视5统计法6,不能依法统计,降低了数据的可信度,也必然造成人力和财力的严重浪费,同时给国家制

定宏观人口、经济政策带来了困难。因此,必须从培养人的素质抓起,必须从培养在校大学生抓起,以

加强未来统计人员的法律意识,从而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

( 2) 加强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基础性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5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法6第五条明确规定:国家加强对统计指标体系的科学研究,不断改进统计调查方法, 提高统计的

科学性、真实性。因此,加强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基础性研究, 是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重要措施。

统计学辞典和统计学教材是统计学最为重要的基础,加强统计出版物的严谨性校订,提高统计教学人

员的教学严谨性对于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十分重要。加强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基础性研究, 对提

高统计科学的严谨性和培养高素质的统计人才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 3) 在全部学科教学中开设5统计学6课程。

人类进入 21世纪,统计学在全世界受到普遍重视,世界上各主要发达国家都把统计学视为各门

科学的最为基础的课程, 缺乏数据的论证与描述, 在学术上已普遍受到质疑。在大学中普遍开设统计

学课程,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我国在此方面已经明显滞后。因此,提高统计学的教学地位, 在全部

学科教学中开设5统计学6课程,对于提高我国的统计数据质量非常必要。这既是科学发展的具体需

要也是时代发展的强烈呼唤。因此,全面开设5统计学6课程,应当受到全社会的普遍重视, 特别是教

育部门的重视。1998年教育部公布5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6, 统计显示, 在 11个学

科门类249个专业的必修课中,只有 30个专业(不含统计专业)开设了统计方面的课程。统计课程在

非统计专业开设的不够广泛,且教学内容浅,针对性差,这直接导致了我国非统计专业本科生统计素

养低下,对我国统计数据的质量构成了威胁。

( 4)走出校园,深入实际,在实践中培养学生对统计数据的敏感性, 同数据建立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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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是一门收集、整理和分析统计数据的方法科学, 其目的是探索现实世界的内在数量规律

性,以达到对客观事物的科学认识。目前,世界各发达国家,在注重统计理论教育的同时, 都积极采取

措施,鼓励学生走出校园, 深入实际, 在实践中培养学生对统计数据的敏感性,同数据建立感情。因

此,我国的统计教育也必须重视实践性的教学, 采取各种有效的具体措施(比如规定一定的学分) ,培

养学生的统计素质,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学好统计学。同时, 也应当聘请具有讲授能力的实际统计分

析专家,担任专业的兼职或客座教授, 给学生提供更多到实际岗位上学习锻炼的机会,使理论学习与

实际应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 5) 利用学校有关资源, 发挥高校优势,创办高校咨询中心,进行市场调查及数据分析工作。

这是一条先进国家已经取得成功的经验,这样既提高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又直接地提高了学生的

实践能力。目前,我国的市场调研中心很少, 除了零点、AC尼尔森等有限的几家公司外, 大部分都不

能满足社会与市场的广泛需要。因此, 以高校为基础, 建立咨询中心,发挥信息优势,进行市场调查及

数据分析工作, 其发展的潜力是很大的。对此,毋庸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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