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计数字的不确定因素及其控制

王 德 发

一般来说 “统计数据 “ 可以概括为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统计调查的数字，二是经过统计加工分析的
数字， 如每年政府公布的经济发展的统计公报的数字。 从理论上说要求这些数字正确、可靠， 才能准确地
反映现象总体多方面的特征。 但是由于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使得统计数字很难满足上述的质噩要求 。
因此， 统计数字的质昼控制主要是要最大程度地消除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使数字准确、 可靠。 为此，
首先要对影响统计数字正确性的不确定因素作一番探讨， 挖掘它们的产生根碗， 才能对症下药采取针对性
的措施予以消除。

一、 影响统计数字的不确定因素

（一）指标定义的不拘定。 统计指标作为一种概念， 有其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 概念的内涵是指概念
所反映的对象特有属性的匕气和，概念的外延是指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总和， 也就是概念所固有的范围。 因
而指标定义的不确定性也有两个方面。

1. 定义内涵的不确定性。 概念内涵如前所述指的是现象特有属性的总和， 反映了现象 “质 ” 的规定
性， 导致了事物本身 “非此即彼 ” 的特征。 但是， 有些现象并不能以 “非此即彼 ” 的对立形式出现， 相反
以 “亦此亦彼” 的中介过渡形式来表现， 导致了指标定义的模糊性， 致使搜集统计数据时， 很难确定数据
是否属千某个指标。

2. 定义外延的不确定。 定义外延是指标概念的固有范围， 如果由千条件不充分而使外延（范酣）不
明确， 使某一现象在出现与否上表现出不确定性。 从逻辑上看，这是因果律的破损，即冲破了 “因为有A,
必然有B"的约束， 处于一种 “纵外有A, 也不能确定有B"的状况，因而导致难以确定某一指标的计算范
图。

（二）人为因素的不确定。 所谓人为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是指在搜集资料过程中， 由于人的行为不当所
造成的不确定性。 而人的行为有主观意识支配与非主观意识支配之分。 前者主要是指为了达到某些目的，
或为了符合某种需要而故慈扩大、 缩小或多报、漏报， 使数字不真的不确定，后者是人在调查过程中， 由
于行动不慎所造成的误差， 即平时所说的登记性误差。

以上二种不确定性主要存在千调查数字中。 对千分析预测的统计数字还应包括下面一种不确定因素。
（三）模型构造的不确定。 统计分析， 无论是简单的或是复杂的， 总要首先将一定的数据构造成相应

的模型。 因而， 用以表现现象总体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的函数形式及其对变拭的解释是否科学就显得十分
关键。 构造模型时， 一般都要假定某些变量恒定不变。 但实际上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科技的发展， 特别
是由千人们的价值观念的更新， 要使上述假定在实践上完全符合理论是很困难的， 在此基础上得到的统计
分析数字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不确定性。

上述种种不确定性因素有些可根据其特点采取一定的处理方法。 例如定义的不确定， 可在统计设计阶
段， 运用模糊数学和概率论对指标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予以限定， 避免不确定性的萌生，人为因素的不确定
性， 可在统计工作的全阶段， 采用全面质员管理的方法， 层层把关， 予以消除。 而对模型构造的不确定因
素却很难消除， 其原因是所有的模型的有关理论和数据都隐含了大盘难以检验的判断和假定， 越是复杂的
模型， 其分析的精度就越难控制。

然而， 尽管采取了多种处理措施， 消除了某些不确定因素， 人们接触到的统计数据实质上还是一个既
包含了事物的多种信息， 又渗入了多种不确定因素的集合， 很难把两者分离开来。 一旦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过份大时， 统计数据便表现出一种异常， 这就为如何发现统计数据中不确定性带来了可能性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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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统计数据的质量控制 一一一枝叶图

在质量管理中， 人们常常用直方图来对生产工序进行过程控制， 现在有一种称作 “枝叶图” 的方法，
能比直方图提供更多的信息， 它是由J · W Tukdy 提出来的， 目的旨在对数据结构进行加工整理， 以获
得其统计规律性。 这就为我们剔除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下的异常数据， 从而达到对统计数字的质晕控制提供
了方法。

（一 ）枝叶图的基本原理。所谓枝叶图是将数据斩头去尾取其两位有效数， 按高低位列成 “枝” 和
“叶” ， 然后将一批数据分别填入枝和叶， 形成图形。其中 “枝” 是高位数字的分组， 如将十位 数 分 为
"10~14"与 “15~19"两枝、 “20~24"与 “25~29"两枝， “30~34"与 “35~39"两枝， 余类推。

填 “叶” 是将低位数按其大小作为 “叶” 分别填入各所属十位数的所在枝。 例如有50个数据：
1.93 1.48 1.65 1.65 1.49 1.72 1.74 1.85 1.75 1.76 
1.68 1. 78 1.80 1.82 1. 75 1.60 1.42 1.45 1.98 1.50 
1.75 1.74 1.72 1.78 1.65 1.68 1.80 1.82 1.85 1.74 
1.70 1.68 1.65 1.55 1.58 1.55 1.55 1.48 1.70 1.72 
1.72 1.73 1.70 1.80 1.65 1.73 1.74 1.76 1.58 1.55 

显见每个数字都有相同的个位数 1, 可以暂不考虑， 只取十分位数为 “枝” ， 百分位数为 “叶” 。 每

个十分位数各分为两枝（见图 1)。 百分位数分别按 “ 0~4", 填入笫一枝， “5~9"填 入 笫二枝
（见图2)。然后将百分位数字按从小到大重新排列， 并由小到大和由大到小计猝累计次数至中位数“枝”

（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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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向上累计 图3

（二）异常数据的确定。通过枝叶图可以反映出数据结构的分布状况。 为了进一步表现它的分布特

征， 可以计算出中位数、 四分位数和四分之三位数。以 Xi (i = 1、 2 、 3) 为笫 i 个陑序统计量， 据枝叶

图8可以查得：
中位数X2 = 1 / 2 [X(25) + X( m] ＝ 1.72 

四分位数Xl = X( lS) ＝ 1.6

四分之三位数Xs = X( 38) = 1.76

假定中位数的概率为50%， 两个四分位数的概率分别为 25%， 则一个三点分布可以近似看作 正态分

布。 那么在一定的概率保证下， 可以确定正常数据的控制范围， 而具有不确定影响因素的异常数据则在控

制范围之外。由千考虑的是飞据间的差异， 为了使控制中心不受极端数值的影响， 三点分布的中心轴取定

中位数而不取平均数， 与卢相对应， 采用6倍的四分位差来确定正常数据的控制界限， 其概率保证程度为
99.73%。 本例的四分位差为；

Q · D = 1 / 2 (X8 - X1) = 1 / 2 < 1, 76- l.6) = 0,08 

3Q.）） = 3 X 0 c 08 = 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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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是控制界限X 2 干3Q, D为：

1. 72干0.24即1.48~1.96

由此可见， 数据中的1.42, 1.45, 1.98落在控制界限之外， 因而可以认为它们是受不确定因素影响的

异常数据。 当然发生笫I类错误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即把正常数据误认作异常数据）， 但弃真概率仅为G

= 1-P= 1-99.73%=0.27%， 相对而言是较小的。

以上分析仅是对数据结构的内在差异性的相互关系的一种技术性的处理， 而统计数据作为一种统计指

标的数值或标志值， 有其经济内涵， 因此确定了哪些是异常数据后还要进一步分析是由千哪一种不确定因

素的影响， 以便采取措施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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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全、 蒋一苇被聘为我校兼职教授井应邀作学术报告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 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副会长、 综合开发研

究院副理事长高尚全教授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 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 重庆市社

科院院长、 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副会长蒋一苇高级研究员， 最近被上海财经大学聘为兼 职教

授。 4月16日举行颁柯仪式， 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金炳华向他们颁发了聘书。 然

后， 两位兼职教授应逆作了学术报告。 高尚全教授着重谈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基本

方向和任务。 蒋一苇高级研究员谈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 和

“八五” 计划的建议＞＞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探化企业改革。 他们的报告获得了与会者的热烈

欢迎和一致好评。

颁证仪式和报告会由金炳华校长主持。 出席颁证仪式和报告会的还有上海财经大学副校

长汤云为和谈敏、 前党委书记叶麟根、 前校长张君一 、 前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叶孝理， 以及各

系系主任、 教师、 研究生共 100多人。

（ 一丁）

德国联邦统计局专家来我校讲学

3 月15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统计局卡斯顿·史达沫博士在国家统计局和上海市统计

局领导同志的陪同下访问了我校，并向统计专业和数量经济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作了题为《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1980年能源流量投入产出表＞＞的学术报告。

史达沫搏士是研究国民核算体系方面的专家， 他为这次来我国讲学， 事先作了充分的准

备， 讲授内容丰实， 气氛生动活泼，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为促进中德入民的友谊和进行国际

学术交流作丁有益的贡献。

（余澄扬）

日本中央大学和我校开展会计学术交流

日前， H本国中央大学商务部主任根本光明教授等 一行三人， 应邀来我校进行会计学术

交流， 并与石人瑾教授、 林宝怀教授研讨了中日比较会计研究成果。 根本光明教授还在我校

和上海市会计学会先后作了＜＜会计电算化研究»的学术报告， 受到与会者的重视和欢迎。

（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