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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对
社会经济的研究工作自然地要求抬高一个层
次，要做到既定性又定量地研究间题。 对社
会经济的研究中，较为理想的手段之一就是
利用数据建立经济模型，借助于现代化的计

算机工具及先进的统计或其它软件，使得现
实的社会经济的某些方面可以在计算机上再
现。

然而在我们最近的研究中发现，有时候
计算机统计模拟会出现较大的偏差。 在理论

上已经证明是科学的东西，在实用中却偏差
惊人，这一 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经过认

真分析，这里面的很多问题主要来源千原先
的统计方法。 统计方法的使用不当常会引起
诸如数据缺陷或得到错误的信息以致令人误
解等等。 我们在下面对若干情况进行剖析。

1．有关观察研究问题。

众所周知，定量研究经济首先要收集数
据。 社会经济方面的数据要进行不同情况的
对照来获取并分析。比如，实行股份制是否对
企业的经营有大幅度的促进这一 课题的研

究，通常需要对股份制企业与非股份制企业
这两个组的各项经济指标进行观察、比较才
能得出结论，或者通过某些企业的实施股份
制前后的各项经济指标的对比来进行研究。

．这种对比的方法在自然科学、医药等各方面
比较容易安排，常常由研究人员决定试验对
象或单位分在对照双方的哪一方。 例如想要
试验某种新药的疗效，医药统计工作者可以
将病人随机地分为两个组，一组用新药，一组

用老药，等等。 但是
．．

，社会经济间题并非如此
理想，对于对比的双方，我们常常只能观察而
不能安排。举例来说，（假定）想调查假冒伪劣
产品给自身带来的非法暴利以及给社会带来
的危害，我们只能客观地观察并收集数据，无

权也不可能故意安排一些单位去进行伪劣产

品的炮制，从试验对象来说，也未必会去听从
某些安排。倘若想研究酗酒的社会危害性，我
们无法去安排对象进入酗酒的一方或者正常
的一方，也不会有这样的人因为要奉承统计
工作者的需要而故意去酗酒。

正因为社会经济现实中观察研究的对比
双方不是由统计工作者决定的，因此在对比
双方的形成过程中有时候会混进令人不易察
觉的因素，从而使所得到的结果产生混淆。比

如我们比较股份制企业与非股份制企业的效

益，通常一个企业转为股份制的话，它本身必

须具有一定的资产、人力资源，有一整套较先
进的管理系统以及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由于
上述条件在不同企业中是不一样的，因此对
这两个方面作单纯的经济增长比较是不合理
的。出千同样的理由，单纯地比较乡镇企业与
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经济增长并不能立即断定
国营大中型企业远比乡镇企业来得差。 乡镇
企业起步晚底子薄，尤其是它在有些情况下
得到了国营大中型企业无法得到的政策优
惠，使得这两个方面在不少经济数字方面是

不可比较的，要比较就有可能将人引入歧途。
既然观察研究中所得数据常有可能涉及

到研究之外的其它因素，那么我们在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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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计算机以建立数学模型前必须要对观察
研究加以调整，否则数据一 旦进入计算机就
很难发现出错的原因。 因为计算机里的数据

仅仅是数据， 而不会呈现出其它因素的影

响，用这样的数据去建立社会经济模型当然
不能反映实际情况。 要消除其它因素对研究
目的的影响，一个常用的办法是缩小对比双
方的范围，将对比的两个组除了要比较的东
西之外在其它因素方面做到尽可能地类似，

甚至完全相同。 这样观察到的有关数据才能

在计算机上建立相应的能反映现实的模型。
2．有关伪劣数据问题。

伪劣数据有多种的形式，有的是谎报的，
有的是故意扩大的，有的是不想提供实情况

而胡乱填的，有的是笔误或通讯工具等原因

造成的，有的是概念上的混淆而引起提供数
据的失误，有的是错误的逻辑推理而形成的，
等等。 本文不准备去研究伪劣数据的形式以
及它的各种来源。 通过近年来一 直在从事统

计计算工作所获的经验，作者认为从统计计

算的角度出发，我们至少得寻求 一 种手段来
鉴别伪劣数据。在计算机上采用科学的推理，
以做到“辨别香花，剔除毒草兀我们的这种想
法已得到有关专家的重视。

除了认真贯彻执行有关统计法，尽可能

地使数据保待真实之外，我们建议，在实际收

集数据的过程中，统计工作者应当尽全力确
保一部分数据的真实性。一般来说，通过细致
科学的工作是可以做到这一 点的。 利用这些
可靠的数据我们建立起社会经济的模型，在

这个模型中，各个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各个

指标的基本趋向等情况应当在计算机上一 目

了然。 这样的一个模型为我们鉴别其它数据
的真伪提供了依据。 一组数据一旦输入计算
机，如果与我们已建立的模型拟合得很好，有
理由认为它们是符合常规的，至少我们没有
理由讲它们一 定是伪劣。 倘若与模型有很大
差距，我们称之为“异常值＂。对于这样的异常
值必须作进一步调查与分析，它有可能虽异

• 56 •

常但却是真实的，这就促使我们去找出原因，
从而达到对某些社会经济现象的阐述、解释
与研究。 若不然，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其伪劣

性，从而对伪劣的数据进行处理。
3．有关删失数据。

统计工作中另 一个存在的问题是数据的
删失。 譬如在抽样调查中有些敏感问题遭到
了某些被调查者的拒绝回答，虽经再三做工

作，这样的拒绝回答仍然存在（如果强迫被调

查者回答，一来千情理上讲不通，二来有可能

导致伪劣数据的出现，反而对统计工作不
利）。

众所周知，计算机处理数据时是有规律
的，利用计算机阅读调查表格若发生空白格

现象，在紧接着的统计计算公式中会产生错

误。对千这个问题，美国国家统计局采取的对

策是将所有出现的空格全部填上人为的数
据。 我们知道这些数据不能也不应当过分地
胡编乱造，否则就会出现上面所提到的伪劣

数据。 要使所填上的人为数据具有一定的依

据，办法之一就是从非空白的数据中进行随

机地抽取。 这样既使人为数据合理化又可使 、«
计算机顺利进行统计分析。 但是这样的处理
毕竞使我们统计分析产生了新的误差。 当然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到底采用什么样的

办法弥补空缺数字最好，看来需要统计工作

者和社会经济研究人员进行很艰苦的努力，
以寻找解决的方法。

4．有关收集数括过少的问题。

在社会经济研究的调查中，有时会遇到
某些数据只能少量地收集到。 例如希望了解

某项特殊经济政策（或措施）的作用。 由于试
点单位少以及时间方面的短缺，造成了有关

数据只有较少量被收集。 数据的少量给统计
计算及分析带来了较大的困难，有时由于误
差较大有可能引起推断的失误。 怎样充分利

用所收集到 的少量数据所提供的信息，又是
当今统计工作者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