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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致读者

这是一本写给文科类学生的统计学教科书，也就是说，它是非数学专业学生通识教育的一部分。本书的

内容，以本书作者之一在普渡大学文学院为一、二年级学生授课的经验为基础发展而来。我们很高兴地

发现，其他教师也认为本书对于各类学生都有用处，甚至对哲学和药学专业的学生也是如此。本书第8
版修订了文字，也增加了新的内容，但是目标仍和原版相同：不是把统计学当作技术工具展示给大家，

而是作为受过教育的人应有的知识素养。

统计学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统计学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

作为最不“文科”的学科，统计学的这一名声已被广泛传播，要是有人说它的好话，多半是在说它的用
处。医疗保健领域的专业人员必须拥有统计学知识，才能阅读医学研究报告；经理人也要懂统计学，因

为需要对大量的数字进行统计分析，才能看得出所以然。普通老百姓只有了解统计学，才能看懂民意调

查结果和政府发布的统计数据，例如失业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因为数据和机会无处不在，
所以本书的宣传语可以这样写：每个人都用得上的统计学，读者可以从中获利多多。

这些都是事实。我甚至可以说，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本书的通俗讲法要比一般教科书采用的以介绍方

法为主的方式更能够为他们将来的统计学研究打好基础。美国统计协会和美国数学协会的联合课程委员

会，就建议任何统计学入门课程都应该“强调如何进行统计思考”，而且要体现出“更多的数据和概念，
少一点儿公式和推导过程”。本书就是这样做的，其风格贴近文科教育：更多的概念、更多的思考、简
单的数据、很少的公式，而且没有正式的推导过程。

应该掌握统计学的另一个理由是：统计学实际上属于人文学科。人文教育强调基本的知识技能，也就是

适用于各种领域的通用分析方法。传统人文学科展示了这样的方法：文学和历史研究，政治和人类社会

的社会分析，认识大自然的实验科学，数学中的抽象和演绎。之所以将统计学归入人文学科，是基于这

样一个事实，即用不确定的经验数据推导得出结论，也是一种通用的思考方法。这本书的两个主题—数
据和机会，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经验中。尽管我们使用数学工具来处理数据和机会问题，但这些工具

并不是纯数学的。实际上，心理学家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认为精通正规的数学方法对于提高我们对

数据和机会进行有效推理的能力，并没有多大帮助。

本书在作者能力和读者可接受的范围内，突出了统计学是一种独立且基本的思考方法的观点。本书的重

点在于统计思维，也有人称之为量化或数据分析。

本书的性质本书的性质

统计学的书，有些专谈理论，有些专讲方法，而本书不谈这些。本书讲的是统计思维和统计推断，统计

学与公共政策，以及包括从药学到社会学在内的人文科学的关系。我加入了许多基础的图表和数据分析

技术，以使思想更生动，推理更有力。学生通过处理数据，可以学到怎样去思考数据。但是，我们没有

让技巧超越概念成为主角，我们的意图是用文字而不是代数来教学，我们鼓励讨论甚至争辩，而不是只

教授如何计算。当然，有些计算仍然是必要的。本书涵盖的内容要比传统的学期课程更丰富，从通识教

育的精神出发，宁可涵盖更广泛也不愿过于追求细节。

虽然本书的风格并不那么正统，但仍然是一本教材。本书内容的编排是为了让学生们系统地学习，而且

提供了很多练习，其中有不少需要学生们进行讨论或做出判断。即便那些喜欢从轻松阅读中获得快感的

读者，也应该在读完正文后再做做练习。也请教师留意，尽管本书只用到了很简单的数学，但并不是一

本轻松的教材。将重点放在观念和推理上，对于读者的要求反而要比通篇都是公式的教科书更高。

第第8版新增的内容版新增的内容

本书适用于当下的教育环境，延续了非数学化的方式，将统计学介绍给读者，帮助大家清晰地思考在个

人和职业生活中可能会碰到的问题。以下是第8版新增的内容。



•内容。在调查中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增加了，但也引起了更多的争议。因此，我们在第4章加入了一个关
于网络调查的讨论。为了帮助澄清可靠性这个概念，我们在第8章引入了方差，在第17章增加了贝叶斯
定理。

•小结。本书每章后面的“小结”包括“本章要点”，总结了该章的主要内容，并将本章和前一章、后一章的
内容联系起来。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厘清各章之间的关系，以及了解统计学的整体实践。

•案例与练习。相较以前的版本，本书有超过1/3的案例和练习有所更新，以反映当下的数据和各种话
题。这些案例和练习涵盖了广泛的应用领域，有助于增加学生的兴趣和亲切感。新的案例和练习包括脸

谱网和评级，低脂肪食物和肥胖症，以及短信。

•设计。本书配有极具现代感的插画，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字内容。文中的知识普及旨在引导学生
了解“现实生活中的统计学”。网上练习现在都已经加了练习编号，可以把学生直接带到本书配套网站，
了解最新的内容和资源。

•EESEE（统计案例与练习的电子百科全书）案例分析。由俄亥俄州立大学统计系开发的这些电子案例
分析，为学生们提供了及时和真实的数据案例。EESEE增加了超过40个新的案例分析，有些被用作本书
每章开头的案例。

•小应用程序。小应用程序是指与本书内容有关的统计应用程序，可以在本书配套网站上获得。有些程
序已经做了修改，也增加了一些新的程序。

除了以上新增加的内容，本书还保留了以前各版本的优点。

•案例分析。在每章的开篇，案例分析让学生置身于与本章概念相关的真实生活场景中。每章结尾的“案
例评估”会提出问题，促使学生重读开篇案例，评估他们学到的知识。

•统计学中的争议。列出了有争议的问题，并将其与该章的内容联系起来。在“关于‘统计学中的争议’的
答案”中给出了后续讨论和解决建议。

•新闻中的练习。从受欢迎的新闻媒体中摘录，反映了当下发生的事件和新的数据来源。

•网上练习。每章都有，这些练习引导学生在网上浏览并认真思考统计数据和概念。



序言序言 了解统计学了解统计学

统计学是关于数据的学问。数据就是数字，但又不仅仅是“数字”，数据是有上下文联系的数字。比如，
数字10.5本身没任何意义，但是，假如我们听说一位朋友刚出生的孩子体重为10.5磅[1]，那么我们会恭

喜她生了一个健康的宝宝。结合数字的上下文联系和个人知识，就可以做出判断。我们知道，体重10.5
磅的新生儿个头相当大，而新生儿的体重不太会是10.5盎司[2]或10.5千克。因此，上下文联系可以使数
字含义明确。

统计学通过数据获取真知灼见并且得出结论，所用的工具是图表和计算。但是，这些工具要在符合常识

的思考方式下使用。让我们先快速地了解一下新闻媒体、热门政治和社会争议的数据和统计研究方面的

丰富成果，迈出学习统计学旅程的第一步。在后文中，我们将对序言里列举的案例展开更为详细的研

究。

数据胜过逸闻数据胜过逸闻

信仰不能取代算术。

亨利·斯宾塞

一则逸闻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它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就在于其内容能打动人。逸闻可以让事情

人性化，所以新闻报道通常以逸闻开头（和结尾）。但是逸闻无法用作决策的依据，正是因其内容生

动，所以也常常误导我们。我们判断一个说法可信与否的依据，是它是否有数据支持，而不是它是否来

自一个动人的故事。

住得离高压电缆太近，是否会导致儿童患上白血病？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花了5年时间和500万美元，来
收集有关这个问题的数据。结果发现，在白血病和暴露在高压电缆产生的电磁场之间没有任何相关性。

和这篇研究报告同时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的社评大声疾呼，是时候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浪
费我们的研究资源了”。

比较一下两则报道产生的影响：一则是有关历时5年、花费500万美元的调查研究的电视新闻报道，另一
则是对一位能说会道的母亲的电视采访，她患有白血病的孩子恰好住在高压电缆附近。在公众心目中，

几乎每次都是逸闻胜出。但事实上，我们应该心存疑问，因为数据要比逸闻更可靠，数据可以系统地描

绘出整体图景，而不是聚焦于个别事件。

我还打算补充一句，“数据胜过自封的专家。”新闻行业通常所秉持的所谓公正的立场，就是各找一名正
反方“专家”发表简短的评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是否其中一方代表的是整个学科的共识，而另一方则是
蝇营狗苟于某些特殊利益的骗子。媒体这种处理冲突的做法使现在的公众认为，对应每一位专家，都有

一个持相反观点的专家。如果你真的关注某个话题，就应该尝试从数据中找出结论，还要判断数据的质

量是否良好。很多问题确实还未得到解决，但也有很多问题，只在那些不重视证据的人的头脑中才悬而

未决。你至少可以了解一下这些“专家”的背景，还有他们引用的研究结果是否曾刊载于那些文章必须先
通过外部评审之后才能发表的严谨期刊上。

数据来源非常重要数据来源非常重要

数字不会说谎，但说谎的人会算计。

查尔斯·格罗夫纳

数据是数字，而数字总显得非常可信。其实有的数字是这样，有的却并非如此。任何统计研究中最重要

的事，就是数据的来源。专栏作者安·兰德斯问她的读者，如果可以重新来过，是否还会生孩子？回答
的人中有70%坚定地说“不要”。但是，你对于兰德斯从泪迹斑斑的信中，引述读者哭诉他们的孩子如何
像野兽一样的话语，大可一笑置之。因为兰德斯从事的是娱乐业，她邀请读者回答这个问题时，回应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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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的应该是那些后悔生孩子的父母。大部分的父母并不后悔生小孩。我们知道这个事实，是因为曾经

有人对许多父母做过调查，而且为了规避偏见，受访的父母是随机抽取的。民意调查当然也不是没有瑕

疵——这点我们后面会谈到——但它仍比邀请有一肚子不满的人来回答问题要好得多。

即使是信誉卓著的期刊，也不一定能对坏数据免疫。《美国医学会杂志》刊登过一篇文章，声称用管子

将冷却的液体输送进胃里，可以缓解溃疡症状。这种治疗对病人的确有效果，但那只是因为病人通常会

信服医生的权威性。也就是说，安慰剂（placebo，虚拟治疗）发生了作用。后来终于有人产生了质疑，
做了有控制组的比较研究——有些病人接受了这项治疗，有些只使用了安慰剂——结果表明安慰剂组
（控制组）的“表现”更好。“没有比较，就没有结论”，这是判断医学研究好坏的一个很好的依据。比
如，我对于最近突然流行的“自然疗法”就心存怀疑。在这些疗法当中，极少会通过比较实验来证明它们
不只是装在贴着漂亮植物图片的瓶子里售卖的安慰剂。

小心潜在变量小心潜在变量

我的钱足够我这辈子花了，只要我不买东西。

杰基·梅森

有报道说，在美国，设有赌场的县犯罪率较高。有位大学教师说，在线上课的学生比在教室里上课的学

生表现好。政府报告强调，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比受教育少的民众赚钱多。最好不要太快下结论，而要

先问一句：“有没有什么是他们没告诉我的，却可以用来解释这些事？”

有赌场的县的确犯罪率较高，但是在城市或是较穷的县，犯罪率也比较高。什么样的县会开设赌场呢？

这些县是否在开设赌场之前，犯罪率就已经很高了呢？在线上课的学生学得比较好，但是和在教室里上

课的学生比起来，前者的年龄比较大，底子也比较好，因此他们表现好很正常。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的确

赚钱多，但受教育多的人和受教育少的人相比，平均来说前者的父母受的教育也较多，也比较有钱。而

且，前者在更好的环境中长大，上更好的学校。这些有利条件让他们接受到更多的教育，即使他们不接

受这么多教育，这些有利条件也可能会帮他们赚到很多钱。

以上这些案例，都涉及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并且引导我们得出结论，即其中一个变量影响了另一个

变量。“赌场会增加犯罪率”和“想变富有就要多读点儿书”，是它们传达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可能是正确
的，但我们看到的相关性，大部分说不定还可以由隐藏在背景中的一些变量来解释，比如开设赌场的县

的本质，以及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生来就具备的有利条件。好的统计研究会考虑许多的背景变量，这当然

需要技巧，不过你至少可以找一找，看它们有没有这样做。

变异性无所不在变异性无所不在

当事实改变时，我就改变主意。您呢？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如果你的舌下温度超过37摄氏度，是不是就代表你在发烧呢？也许不是，每个人的“正常”体温都存在差
异。你自己的体温在一天当中也会有变化，早上6点时稍高，下午6点时稍低。美国政府宣布上个月的失
业率上升0.1个百分点，而新屋开工率下降3个百分点，导致股市波动。股市波动常常是不理性的。政府
的数据是根据那些给出乐观预测的样本得出的，是好的估计，但不是百分之百的事实。同样的调查再做

一遍，结果会有一些差别。和经济有关的因素原本就会上下波动，影响它的因素包括气候、罢工事件、

节假日以及各式各样的其他原因。

很多人会像股市一样，对数据的一些微小变化做出过度反应，而事实上这些并不是实质性变化，根本微

不足道。以下是全美最大的市场研究公司的领导人阿瑟·尼尔森的经验之谈：

太多商界人士对白纸黑字印出来的数字都深信不疑。他们认为数字就代表“事实”，让他们用“概率”的视
角来看事情有点儿困难。他们不了解，数字只是一种简化的表示方法，它描述了一个范围，这个范围表



明我们在现有情况下对某个问题的实际了解有多少。

变异性无所不在。个体之间有差别，对同一个个体多测量几次，结果也会不一样，并且几乎每件事都会

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至于一些所谓的专家对每天股市变化背后的深入原因分析，或者对一场其实是

最后一秒才定输赢的球赛，却硬要归咎于输球球队的能力或战术，你尽可以对这些嗤之以鼻。

统计结论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统计结论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

数学定律不能百分之百地应用于现实生活，能百分之百地用数学定律来描述的就不是现实生活。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因为变化无所不在，所以统计结论并不是绝对的。大部分中年妇女会定期做乳腺X线检查，以便能及早
发现乳腺癌。但是，乳腺X线检查真的可以降低女性死于乳腺癌的风险吗？高质量的统计研究发现，对
于50~64岁的妇女来说，乳腺X线检查可以减少26%的死亡率。但这个数字是该年龄阶段妇女的一个平均
数字。因为总是存在着个体差异，所以对于不同的妇女来说，结果可能大不相同。有些每年做乳腺X线
检查的妇女最后却死于乳腺癌，也有一辈子没做过这种检查的妇女却活到了100岁，最终死于车祸。

该报告事实上说的是，“乳腺X线检查可以将乳腺癌死亡率减少26%（置信度为95%，置信区间为
17%~34%）”。而根据尼尔森的观点，26%这个数字是“某个范围的简化说法，这个范围描述了我们对现
时情况的实际了解程度”。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范围是17%~34%，而且我们对它有95%的把握。也就
是说，我们相当有把握，但不是百分之百确定。当你阅读新闻报道时，可以找找看有没有诸如“95%的
置信度”或“有统计学显著性”等字眼，如果有，就代表这个研究结果虽不能说百分之百确定，但有很大
的把握。

数据可反映社会价值数据可反映社会价值

要用统计数据骗人很容易。但如果不用统计数据，骗人就更容易了。

弗里德里克·莫斯特勒

好的数据确实胜过逸闻。比起逸闻和大声争论未来会发生什么，数据要客观得多。和其他的公开论述相

比，统计数据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且比较科学和理性。对于存在争议的话题，统计数据应该比其他

大部分证据受到更多的重视。不过，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客观这回事。社会环境会影响我们关于度量什

么以及如何度量的决策，从而影响到统计数据。

以自杀率为例，它在不同国家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各国公布的自杀率之所以存在差别，似乎大部分要归

因于社会观念，而不是因为自杀率真的有差别。自杀人数是根据死亡证明书计算的。填写死亡证明书

（证明书上的细节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州之间有所不同）的官员，对于诸如没有目击证人的溺死或摔

死事件，可以决定其是否算作自杀。在视自杀为耻辱的地方，就有较多的自杀被报告为意外死亡。比

如，在大部分人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其公布的自杀率就比其他国家低。在日本文化中，有遇到羞辱时就

光荣自杀的传统，这种传统使人们不太将自杀视为耻辱，因此日本的自杀事件被报道的比例较高。在有

些国家，因为社会价值观的改变，使得自杀事件的数量在增加。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看法是，抑郁症应该

被视为生理上的疾病，而不是人性的弱点，自杀是这种疾病的悲剧性结局，而不是道德瑕疵。因此，死

者家属和医生愿意把自杀列为死者的死因。

在不像自杀那么敏感的问题上，社会价值观依然可能会影响统计数据。美国的失业率是每个月由美国劳

工部劳工统计局用一个很大而且很专业的全国性样本计算出来的。但是，“失业”的定义是什么呢？它指
的是，虽然你想工作却没有工作，而且过去两周在积极找工作。如果你过去两周没在找工作，你就不算

失业人员，而只是“非劳动人口”。这样去定义失业率，反映了我们加诸工作的价值观。如果换一种定
义，我们可能就会得到不一样的失业率数字。

我的意思并不是叫你不要相信失业率数字。失业率的定义已经使用了好一段时间，在各个国家之间，这



个定义也大致吻合，所以我们可以在国家间做比较。失业率是由不受政治干扰的专业人士计算出来的，

是重要且有用的信息。我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每件重要的事都可以用数字表示。此外把事情简化为数字

的人，会受到各种压力的影响，不管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统计学与你统计学与你

这不是一本关于统计工具的书，本书写的是统计学的观点及其对日常生活、公共政策和其他不同研究领

域的影响。当然，你将会从本书中学到一些统计工具。如果你手上有一台内置了统计功能的计算器，你

的生活将会容易很多，特别是这台计算器可以计算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找一台可以做“双变量
统计”或“相关性分析”的计算器，如果你的电脑上有统计软件，就更好了。另一方面，你需要懂一点儿
数学。如果你理解并会使用一些简单的方程式，就再好不过了。不过要记住，我们要求你学会思考，思

考对于大脑的训练要远胜过数学公式。本书将从4个方面展现统计学思维方式：

•数据生产讨论了数据产生的方法，可以对特定问题给出解决方案。数据来自何处至关重要，关于如何
选择样本和设计实验的基本概念，是统计学中最有影响力的内容。

•数据分析关注的是收集、组织，以及用图表、数字描述数据的方法和策略。你可以学会使用非常简单
的工具聪明地分析数据。

•概率是我们用来描述机会、变化和风险的语言。由于变化无处不在，概率思维有助于将现实与背景噪
声区分开。

•统计推断是指通过我们手中掌握的数据得出结论，考虑到变化无处不在，结论是不确定的。

最终数据会被用于得出结论或做出决定。本书的各个部分讨论了影响这一过程各个步骤的质量问题。读

者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每章的细节上，而忽略了这些细节背后的整体图景。为了帮助你避免这种见树不

见林的问题，看清楚每章与整体图景的关系，我们在每章结尾处简短地说明这一章在整体图景中的位

置。你可以在每章的小结中看到这部分内容。

统计思维和工具在人们处理数据的过程中逐步显现。两个世纪前，天文学家和勘测员面对的问题是，即

便把许多观察结果非常小心地拼凑起来，仍然发现它们无法很好地吻合。他们努力处理数据的变化，因

而产生了最初的一些工具。当社会科学在19世纪出现时，旧的统计思维发生了转变，新思维被发现，用
于描述个体和社会的变化。对遗传和生物学总体变量的研究推进了统计学的发展。20世纪前半叶诞生了
建立在概率之上的用于生成数据和进行统计推断的统计设计。直到20世纪中期，人们才清楚地看到了一
门新学科的诞生。由于所有研究领域都更加注重数据，而且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数据变化是无法避免

的，统计学已经成为核心知识。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了解统计推断，阅读本书，能够让你掌握这方

面的知识。

[1]1磅≈0.454千克。—编者注

[2]1盎司≈28.35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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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1部分部分 数据的生产数据的生产

你和你的朋友不是典型人物。比如，你喜欢听的广播节目可能就和我喜欢的不一样。当然，我和我的朋

友也不是典型人物。如果想要知道整个国家（或只是大学生）的状况，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那就

是，整体状况也许和我们自己或我们周围的状况并不相似。所以，我们需要数据。从Arbitron（一家媒
体研究机构）得到的资料显示，美国最受欢迎的广播节目是成人当代音乐（2009年秋天，每周的听众总
人数达到7200万人）和乡村音乐（每周的听众总人数为6400万人）。如果你喜欢当代流行打击乐（每周
的听众总人数为5900万人），而我喜欢各种新闻节目（每周的听众总人数为1500万人），那么我们可能
对整个唱片消费群体的音乐品位一无所知。如果我们身处唱片业，或只对通俗文化感兴趣，就必须把自

己的喜好放在一边，好好地检视数据。

你可以到图书馆或者网上找数据，但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数据可不可靠呢？好的数据可以被看作像毛衣或

数码影音光碟机（DVD机）之类的产品，而草率生产的数据就像草率生产的毛衣或DVD机一样令人沮
丧。你买毛衣前一般都会检查一下，如果做工很差，你就不会买。数据也一样，如果质量很糟，你就不

该用。本书的第一部分将会告诉你怎样分辨数据的好坏。



第第1章章 数据从哪里来数据从哪里来

案例分析

你可能读了几个月的报纸，或者看了几个月的电视新闻，却没有见过一个代数公式。难怪你会认为代数

看上去和日常生活完全无关。但是，你不可能一整天都接触不到统计数据和结果。比如，一则新闻提到

在18~24岁年龄段的人中，有70%的人认为从互联网上下载音乐与购买二手音乐光碟或从朋友那里借来
转录的做法没有区别。而对于65岁或以上的人来说，持相同观点的人只有36%。一篇更长的文章写道，
得到高质量日间看护的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几年后在学业方面的表现更佳，与其他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相

比，未来更有可能考上大学、找到好工作。

这些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我们可以相信这些数据，或者不应该相信这些数据？好的数据是人类

智慧劳动的成果，坏的数据则源于懒惰或者不求甚解的行为，只能误导他人。当有人向你抛来一个数字

时，你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它来自何处？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有一个全国性的项目叫作“大家去投票”，人们从罐中选择一粒软糖，代表他
们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在佛罗里达州彭布罗克派恩斯的“咖啡苑”（Coffee Scene），顾客可以在每次买东
西时挑选一粒蓝色或者红色的软糖。蓝莓软糖表示投票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红色草莓
软糖表示投票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

全美有34个州的超过100家餐馆参与了这项活动，每周一清点投票结果。截至2008年10月13日，投票总
数超过211000张，麦凯恩在这场全国性的软糖投票中获得了53.5%的支持率。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的软糖投票结果，曾准确预测出小布什将赢得总统大选。约翰·麦凯恩却没有那么幸运，投票结果错误
地预测麦凯恩将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

对于这个投票结果，我们该如何解读呢？在本章的最后，你将了解到，针对这个软糖投票活动产生的数

据，如何提出一些基础性问题。对这些提问的回答，将帮助我们评估这个投票数据的优劣，我们将在第

2章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个体和变量

统计学是关于数据的科学。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数据的艺术”，因为只有通过正确的判断乃至好的品位
和扎实的数学知识，才能得出好的统计数据。好的判断中的一大部分取决于你应该度量什么，以使得出

的数据有助于解释你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先从一些与数据相关的基本术语入手。

个体与变量

个体是一组数据所描述的对象。个体可以是一群人，也可以是一些动物或者其他物品。变量指的是某一

个体的特征，不同个体的变量可以取不同的值。

举个例子，这是统计学课程结束时，教授手中的成绩数据库中的头几行：

在这里，个体指的是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除了学生的姓名之外，还有三个变量。第一个变量是这名学

生的专业，第二个变量是该名学生所得的分数（总分为500分），第三个变量是该名学生的成绩等级。

尽管统计学是和数字打交道，但并非所有的变量都要用数字表示。有些变量代表的是“类别”，只需将个
体归入不同的组别或种类即可。在这个例子的三个变量中，只有总分数是用数值表示的，专业和等级都

是类别变量。统计类别变量时，我们采用的是计数或者百分比的方式。例如，我们可以给出得到等级A
的学生的百分比，或者给出主修心理学的学生的百分比。

选择变量时的错误判断，可能导致在数据上浪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却徒劳无功。怎样才能做出好的判断，

这可能是个富有争议性的问题。下面的例子展示了在判断应该收集哪些数据时面临的挑战。



例1 谁在做资源回收？

是谁不嫌麻烦地在做资源回收呢？在加利福尼亚州某个城市的两个社区，暂且命名为“上流社区”和“中
低社区”，实验人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将住户拿到屋外的垃圾过磅称重。因为垃圾和回收物的
数量是按照住户而不是人头计算，在这里，个体就是两个社区的所有住户，变量是每周路边回收箱里垃

圾的重量。

“上流社区”每周平均的垃圾重量要比“中低社区”大，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说富人更严肃地对待垃圾回收这
件事呢？不能。有人注意到，“上流社区”的垃圾桶里有很多沉重的玻璃酒瓶。而在“中低社区”，人们扔
进垃圾箱的多是轻质塑料汽水瓶和啤酒铝罐。结论是，重量很难告诉我们人们履行资源回收承诺的实际

情况。

例2 你是哪个种族？

全美人口普查时调查人员会问“你属于哪个种族”，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回答这一问题。“种族”是一个变
量，美国人口普查局必须给出种族的准确定义。普查表格上列出了一个种族名单，多年来美国政治能够

顺顺当当不出问题，主要归功于这个名单。

名单上应该列出多少个种族？用什么名称来代表它们？需要把混合种族列为一个独立的类别吗？亚裔人

想要划分出更多的种族，比如菲律宾人和越南人，因为亚裔人口一直在增长。太平洋岛国的人希望与其

他较大的亚洲族群分开。黑人领袖不希望出现混合种族类别，因为担心太多的黑人选择这个类别，将减

少黑人人口的官方统计数量。

2010年的普查表（图1–1）最终列出了6个亚洲族群（加上“其他亚裔人”）和3个太平洋岛国族群（加
上“其他太平洋岛国人”），表上没有出现混合种族一项，但人们可以选择多个选项。也就是说，填报混
合种族的人可能会被计入多个族群，因此这个数据会比总人口大。因为无法确定如何称呼黑色人种，人

口普查局用了“黑色皮肤，非裔美国人或黑人”这一说法。拉丁裔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可能
属于任何一个种族，而且无法找到一个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说法来代表他们。因此，只能问人们是否属

于“西班牙裔、拉丁裔或祖先来自西班牙”。

在种族问题上存在的争执提醒我们，数据反映了社会。种族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不是一个生物学事实。

在普查中，你可以决定自己属于哪个种族。种族在美国是一个敏感问题，出现争执也不足为奇。人口普

查局的方法似乎是一种不错的折中之策。

图1–1 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表第1页

观察研究

纽约扬基队的前接球手和经理约吉·贝拉，以其幽默的话语为人所知。他曾说：“你只要观察，就能看到
很多东西。”有的时候，你能做的也只有观察了。想知道黑猩猩在野外的行为，你得观察。想研究老师
和小朋友在教室中的互动行为，你也得观察。若观察者知道自己应该看的是什么，就会容易一些。黑猩

猩专家可能对雌猩猩和雄猩猩的相互影响有兴趣，或者想知道黑猩猩群中的某几只黑猩猩是否有统治

权，以及黑猩猩会不会猎食动物。事实上，大家一直以为黑猩猩是食草动物，直到珍妮·古道尔在坦桑
尼亚的贡贝国家公园仔细观察了它们的行为。现在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肉类是黑猩猩日常饮食的一部

分。

刚开始的时候，观察者可能不知道应该记录些什么。然而迟早会出现一些模式，帮助我们决定应该衡量

哪些变量。比如，黑猩猩多久猎食一次？单独行动还是群体行动？多少只一起行动？只有雄性还是雌、

雄都有？在它们的食物中肉类占多大比重？系统地观察，再加上清楚地定义变量，会比只观察更有说服

力。以下是一个计划完善（且很花钱）的观察研究案例。

例3 高压电缆会引发儿童白血病吗？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https://www.shgis.cn）

文档名称：《统计学的世界（第8版）》戴维·穆尔 著.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n/post/1109.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