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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杨荫稚

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基础

一、恩格斯对社会经济现象发展变化的规律的论述
-—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哲学基础

社会经济统计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经济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社会经济统计学的任

务是通过对数据的搜集整理、处理分析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及其发展变化规律。

关于社会经济现象的发展变化规律，恩格斯有着相当精辟的论述。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

的信、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和
“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

中指出：
一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这

并不是说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历史发展过程取决于这一切因素（政治的、法律的、哲

学的理论，宗教观点和教义）间的交互作用，但是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

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

--－社会发展史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社会历史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

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

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

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亳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 即使

在这－领域内，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 但是，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

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一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

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志是相互交错看

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

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已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必然性。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性和表面的偶然性都是如此。 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

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

愈是曲折。 如果我们划出曲线的中轴线令我们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

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

从恩格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关于社会经济现象运动规律的两条性质：第一，经济活

动有其自身的固有规律，即生产力的发展是决定因素；第二．由于社会经济活动有
“

具有意识

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

的参与，因此社会经济现象除了受经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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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外，还受各种非经济因素影响，如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往往带有相当的偶

然性、随机性，而且这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使得现象所呈现的表象是其基本规律和其他多种因

素的混合物。但是，表面上的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此外，非经济的影

响因素愈多，在发展中呈现的偶然性就愈多。

从恩格斯的论述中，还可得到对社会经济现象规律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经济现象研究的时

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就愈容易发现其规律。 也就是说．如果能大址地搜集资料，加以观察

和处理分析，便能从中发现规律。

由于社会经济现象所具有的第一条性质．即经济活动有其自身的固有规律，故人们有可能

找到其规律：但又由于社会经济现象的第二条性质，故这种规律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必须通过
一定的方法来求得。社会经济统计学就是通过数址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规律的一 门科学。

二、大数定理 一 社会经济统计学的方法论基础

（ 一 ）大数定理的意义

大数定理是概率论中阐明大世随机现象平均结果的稳定性的一 系列定理的总称。 如果用

语言来描述大数定理，则大数定理可描述为：＂n个随机变址 X1
…

Xn 的平均值：

�x, 
y,,

= 

仍为一随机变址。但随着n的增大，y＂取值的偶然性越来越小，必然性越来越大。”大数定理的

实质是：一 般的规律性表现在大址的事实中。它依靠大址的观察，使个别的、偶然的差异性相互

抵销，显示出总体的、必然的规律性，揭示了大扯随机变社的平均趋势。

根据恩格斯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发展变化规律的论述（即社会经济现象有其固有的内在规

律，但却由大址的偶然性事件反映出来），社会经济现象实质上就是一种典型的随机现象。而大

数定理所提供的思想方法正可以用于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规律。

（二）大数定理的方法特点

大数定理指出的研究随机现象规律性的方法有两个特点：一 是数据的搜集址必须大址：二

是数据处理的方法是算术平均值。
1.大址性原则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 社会经济现象的产生、发展、变化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和制约。社会经

济现象虽然有其内在的规律．但当这些规律通过构成某种现象总体的各个总体单位的特性所

反映出来时，便同时混杂了由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往往带有相当的偶然性、随机性，而且

这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使得每个总体单位所呈现的特征是该现象的基本规律和其他多种因素

的混合物。 因此，这就是为什么个别现象的特征不能反映基本规律。

社会经济现象毕竟是经济活动的反映，主要受经济规律的制约。那些表面上似乎是杂乱无

章、偶然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现象，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大数定理告诉了我们如何去发现这些

规律。

这个规律不仅在推断统计中成立，在描述统计（假定对统计学作这样的分类）中也成立。尽

管在描述统计中，所讨论的对象是描述巳发生的事实，但只要是通过构成该现象总体的各个总

体单位来获取数据，那么个别的总体单位所提供的信息，就不可避免地夹杂有其他因素的偶然

性、随机性的差异。只靠少扯数据往往不能反映事实的真实情况。 通常的做法都是尽可能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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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资料。就是对于那些已搜集了某一时期全部总体单位的资料，我们为了得到对规律的正确

把握，在进行分析时，往往要把现象在不同时期的资料拿来进行综合分析。 这就是统计学中的

时间序列分析。 以消除其中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差异。

在推断统计中，所提出的大址性的要求，从表面上看，是由于样本是从总体中随机抽取的

一小部分，为了保证它的代表性而要求的。实质上，样本之所以有代表性的问题，也是因为总体

中每一个总体单位所提供的信息带有其他的偶然性、随机性的因素，这就产生了各总体单位之

间的差异性。 所以大址性是必须的。

因此，在统计学的各种方法中，不论解决何种问题，我们都希望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

2.算术平均的手段

怎样对大址的资料进行处理，从中找出规律呢？大数定理告诉我们，用平均的方法！算术

平均数（特别是加权算术平均数）的公式构造保证了：它可将一 组资料中的由于偶然因素引起

的过高或过低的差异进行中和；同时算术平均数总是体现总体中数扯最多（即权数最大）的那

些单位的水平。而如果现象具有某种规律的话，那么这个规律必定会反映在构成这个现象的每

个总体单位的特征之中。 虽然我们说，每个总体单位的特征中还会夹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如

果这些因素不构成该现象的规律的话，它只会出现在少数个别单位中。通过算术平均数的中和

差异的作用，可将少数个别的差异去掉。 并将蕴含在每个总体单位中必然规律呈现出来。

算术平均数是统计学中最简单的方法之一 。 也是最常用通俗化的统计方法。 它之所以使

用的范围如此广泛，并不是偶然的。它具有从大世的包含有偶然性变异的数据中找出必然性规

律的功能。这不仅被人类长久的统计实践活动证实，而且被概率论的定理（大数定理）严格证明

了。 可以说，平均的方法是统计学方法论的灵魂。

大数定理的上述两个特点，是社会经济统计学方法论的基础，是社会经济统计学中最基本

的方法，其他的方法可以说是在这基本方法上，针对不同问题而做的进一 步的发展。

（三）大数定理的两个特点贯穿于社会经济统计学始终

社会经济统计学的任务是通过对数据的搜集整理、处理分析去说明现象、找出规律、进行

预测和决策等。 作为一种方法论，它包含数据的搜集整理方法和处理分析方法两大部分。 我们

可以看到，尽管社会经济统计学中的各种方法有所不同，解决的问题也不同，但大数定理的两

个特点几乎无处不在。

1.数据的搜集整理方法

用统计方法来说明问题，必须拥有大昼数据，由于大址数据的搜集，需要投入大械的时间、

资金，而且不容易保证它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这就提出了如何经济有效地搜集资料的问题。 也

就是说，大址数据的搜集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由此才有了对统计资料搜集的方法的研究。

与上述同样的理由，由于搜集来的原始资料是大址的、杂乱无右的，为进 一 步研究的需要，

所以才有了整理的需要。 也就是说，统计资料的整理方法也是由于数据的大址性而产生的。
2. 数据的处理分析方法

在各种处理分析方法中，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算术平均数。它不仅仅是平均指标的一 种

基本形式，它更是其他几乎所有统计分析方法的基本处理模式。

如1，标志变异指标。 标志变异指标中的平均差和标准差的构造，就是将各变量的离中差

异进行算术平均。

如2，时间序列分析。 时间序列分析中的平均动态指标是用平均的方法。 即使平均速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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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采用的是几何平均，但它在平均的思想方法上与算术平均是相同的。时间序列的趋势预测分

析中的移动平均、指数平滑、最小平方法、季节指数等方法，都采用了对实际观察的数据进行平

均处理的手段。

如3，相关和回归分析。 在相关系数中，是通过对数据的x和y的综合平均离中程度来衡

昼x和y的线性相关程度的。回归分析同时间序列分析中的最小平方方法，也对实际观察的数

据进行了平均处理。

如4，指数分析 3 各种指数编制的基本方法是将需分析的不同时间或空间的数据组进行算

术加权平均，分别得到各时间或空间的平均水平后，再进行比较。

如5，抽样推断。大数定理是抽样推断的理论基础是很显然的。其有最小抽样个数的限制，

体现了大址性的原则。 其各种抽样推断指标的构造，根据中心极限定理，大多是对样本观察值

进行平均处理。

因此，大数定理在统计学中地位不仅仅是推断统计的理论基础，实质上它揭示了整个统计

方法（也包括推断统计）的本质，即统计对象的大�性和统计方法的综合性。可以说大数定理所

阐明的思想是所有统计方法的灵魂。

三、结论

L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是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哲学基础

不论是东方统计（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的统计）还是西方统计（主要适应市场经济），不论是

描述统计还是推断统计，社会经济统计学研究的对象都具有恩格斯所论述的两个特点（固有规

律性和表象的偶然性）。 只不过在市场经济下，其偶然性的特点更明显而已。 其实在计划经济

下．一个社会经济现象也是既包含经济规律影响因素，又包含其他因素的影响的混合物。

2．大数定理是社会经济统计学的方法论基础

不论是东方统计还是西方统计，不论是描述统计还是推断统计，它们的主要方法实际上都

没有脱离大数定理所指明的两 种手段（大昼性原则和算术平均方法）。

3. 大统计的灵魂 —一 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和大数定理

既然东方统计和西方统计能在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和大数定理的理论下统 一 起来，那么大

统计的设想也是 可以实现的。 以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为其哲学基础，以大数定理为其方法论基

础，建立大统计的理论框架。

当然，作为西方统计的主干内容的数理统计方法，由于其直接由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中的数

学定理导出，所以对这些方法的原理的理解就不是很容易。如何使数理统计中抽象的数学原理

通俗化，是东方统计和西方统计融合为一 体的问题之一。 这是统计理论界应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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