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的是一定要能默写的，没打★的也一定要熟悉！

问题是学长整理的，答案是我自己整理的。

CH1 导论
1.1 什么是统计学？
1.2 数据分析的方法有哪些？
1.3 统计学的应用领域有哪些？
1.4 数据分析的真正目的是？
1.5 ★★★ 统计数据有哪些类型？（按照三种分类方式划分）
1.6 为什么要区分不同的数据类型？
1.7 简述总体和样本的含义（重点理解总体的含义）
1.8 简述参数和统计量的含义
1.9 简述变量及其含义

Ch2 数据的搜集
2.1 数据的来源有哪些？
2.2 二手数据的优缺点有哪些?
2.3 ★★★ 如何评估二手数据？
2.4 简述普查的定义
2.5 如何评判一个好的样本？
2.6 ★★★ 简述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的特点和区别
2.7 ★★★ 搜集数据的基本方法有哪些？
2.8 选择搜集数据的方法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2.9 什么是实验组和对照组？
2.10 ★★★ 简述抽样误差和非抽样误差
2.11 ★★★ 如何控制误差？
2.12 ★★★ 影响抽样误差大小的因素有哪些？
补：抽样调查与典型调查的异同点？

Ch3 数据的图表展示
3.1 ★★★ 什么是数据的预处理？
3.2 简述分类数据可以用哪些图形展示？
3.2 ★★★ 什么是数据分组？以及数据分组步骤
3.4 简述数值型数据可以用哪些图形展示？
3.5 鉴别图形优劣的准则
3.6 统计表的构成有哪些?
3.7 制作统计表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3.8 ★★★ 简述绘制直方图/茎叶图/箱线图/雷达图/气泡图的步骤
补：直方图与条形图的不同

Ch4 数据的概括性度量
4.1 数据的分布特征可以如何测度？（集中，离散，形状）
4.2 有哪些反映数据集中趋势的度量？（需要熟悉众数，平均数等性质）
4.3 有哪些反映数据离散程度的度量？
4.4 ★★★ 简述众数、平均数、中位数的特点及其应用场合
4.5 ★★★ 离散系数和方差/标准差有何区别？
4.6 反映数据相对位置度量的有哪些？（标准分数/经验法则/切比雪夫不等式）
4.7 ★★★ 简述偏度和峰度系数（主要是选择题，但是一定要搞清楚不同数值时是左偏or右偏？尖峰or扁
平）

Ch6 统计量及其抽样分布
6.1 ★★★ 什么是统计量？
6.2 ★★★ 简述中心极限定理
6.3 ★★★ 简述总体分布，样本分布和抽样分布的含义和特点

Ch7 参数估计
7.1 ★★★ 什么是参数估计？
7.2 ★★★ 什么是估计量和估计值
7.3 ★★★ 什么是点估计和区间估计？
7.4 ★★★ 如何理解置信区间？



7.5 ★★★ 评价估计量的主要标准有哪些？
7.6 ★★★ 解释独立样本和匹配样本

Ch8 假设检验
8.1 什么是假设检验？
8.2 ★★★ 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有什么异同？
8.3 ★★★ 原假设和备择假设地位有何差异？我们该遵循哪些原则？
8.4 ★★★ 简述假设检验的两类错误，并说明为什么要控制Ⅰ类错误的概率
8.5 ★★★ 什么是显著性水平与统计显著？
8.6 ★★★ 假设检验的基本思路和步骤
8.7 ★★★ P值的含义、优点及影响因素
8.8 ★★★ 什么是统计显著？
8.9 ★★★ 显著性水平和P值有何区别？
补：假设检验的原理

Ch9 分类数据分析
9.1 ★★★ 什么是拟合优度检验，简述其步骤
9.2 ★★★ 什么是列联表的独立性检验？
9.3 ★★★ 简述 系数， 系数以及 系数的定义及其特点

Ch10 方差分析
10.1 什么是方差分析？
10.2 ★★★ 简述方差分析的结构
10.3 ★★★ 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10.4 ★★★ 方差分析的基本假定
10.5 ★★★ 简述方差分析的基本过程（以单因素方差分析为例，双因素要了解即可）
10.6 ★★★ 方差分析中多重比较有何作用？
10.7 ★★★ 为什么检验多个总体均值是否相等不采用两两比较的 检验而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
10.8 方差分析中 的含义和作用（单因素和双因素）

10.9 为什么双因素方差分析优于分别做单因素方差分析？
Ch11 一元线性回归

11.1 ★★★ 什么是相关分析？
11.2 相关分析中有哪些基本假定？
11.3 ★★★ 简述相关系数的性质
11.4 ★★★ 为什么要对相关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并简述其过程
11.5 简述相关系数 的抽样分布

11.6 ★★★ 一元线性回归的基本假设
11.7 ★★★ 参数最小二乘估计的基本原理
11.8 解释总平方和、回归平方和、残差平方和
11.9 ★★★ 什么是判定系数？
11.10 ★★★ 相关系数和判定系数的关系
11.11 ★★★ 简述回归分析中回归估计标准误差的计算及含义
11.12 ★★★ 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中线性关系的检验及其步骤
11.13 ★★★ 如何评价回归分析结果？
11.14 ★★★ 什么是置信区间估计和预测区间估计？两者有何区别？
（缺）11.15 ★★★ 影响预测精度的因素有哪些？
（缺）11.16 ★★★ 回归分析的一般过程？
11.17 ★★★ 简述残差分析的作用
11.18 ★★★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联系和区别
11.19 为什么说不要用样本数据之外的x值预测y值？
补：判定系数的解释

补：一元线性回归中判定系数与相关系数的联系与区别
Ch12 多元线性回归

12.1 ★★★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假定并简要说明假定不成立时如何应对
12.2 ★★★ 和调整的 有何区别？
12.3 ★★★ 为什么要使用修正的判定系数？
12.4 ★★★ 什么是多重共线性？它对回归分析有哪些影响？
12.5 ★★★ 如何判别多重共线性？
12.6 ★★★ 如何处理多重共线性？



12.7 在多元线性回归中，选择自变量的方法有哪些？
补估计标准误差公式及其含义
补一元线性回归公式速查

补充一元线性回归证明
CH13 真题杂例 (时间序列与指数)

13.1 简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作用
13.2 什么是零售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生产价格指数、股票价格指数？
13.3 一元线性回归的估计标准误差？

CH1 导论  
1.1 什么是统计学？  

统计学是一门研究数据的科学，任务是

如何有效地收集、整理、分析和解释这些数据；

探索数据内在的数量规律性；

对所观察的现象做出推断或预测，直到为采取决策提供依据。

2015年重大432真题：统计学是一门关于研究客观事物数量方面与数量关系的（D）

 A. 理论统计与运用统计   B. 统计预测与决策

 C. 描述统计与推断统计   D. 统计资料收集与分析

1.2 数据分析的方法有哪些？  

描述统计方法：研究数据收集、处理、汇总、图表描述、概括与分析等统计方法。

推断统计方法：研究如何利用样本数据来推断总体特征的统计方法。例如，要了解一个地区全部人
口特征，不可能对每个人的特征一一测量，需要抽取部分个体——即样本进行测量，然后根据获得
的样本数据对所研究的总体特征进行推断。

2021年重大432真题：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称：由150部新车价格组成的一份样本表明，外国新车的价格
明显高于本国生产的新车。这一结论属于（C）

 A. 对样本的描述统计   B. 对样本的推断统计

 C. 对总体的推断统计   D. 对总体的描述统计

1.3 统计学的应用领域有哪些？  

企业发展战略

产品质量管理

市场研究

财务分析

经济预测

人力资源管理

af://n4
af://n5
af://n17
af://n26


1.4 数据分析的真正目的是？  

有些人的心目中可能有了某种结论或希望看到符合他们需要的结论，然后去找这些统计数据来支持他们

的结论，这是错误的。

数据分析的真正目的是从数据中找出规律，从数据中寻找启发，而不是寻找支持。真正的数据分析事先
是没有结论的，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才能得出结论。

1.5 ★★★ 统计数据有哪些类型？（按照三种分类方式划分）  

按被描述的对象与时间的关系，可以分为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

按统计数据的收集方法，可以分为观测数据和实验数据。

按所采用的计量尺度的不同，可以分为：

1. (无序) 分类数据，也称定性数据，是由分类尺度计量形成的。分类数据是只能归于某一类别的
非数字型数据，是对事物进行分类的结果，数据表现为类别，是用文字来表述的，例如“上市
公司所属行业”和“商品的产地”。

2. 顺序数据，是“有序的分类型数据”，例如“成绩的层次”和“受教育的程度”。和分类数据统称品质
数据。

3. 数值型数据，也称为定量数据，是使用自然或度量衡单位对事物进行测量的结果，数据表现为
具体的数值，例如“气温”。

1.6 为什么要区分不同的数据类型？  

因为对不同类型的数据，我们会采用不同的统计方法来处理和分析。

例如，对分类数据可以计算出各组的频数或频率，计算其众数与异众比率，进行列联表的 分析等。

对顺序数据，可以计算其中位数和四分位差，计算等级相关系数等。

对数值型数据，可以用更多的统计方法进行处理，例如计算各种统计量、进行参数的估计与检验等。

1.7 简述总体和样本的含义（重点理解总体的含义）  

总体是包含所研究的全部个体（数据）的集合，是我们所关心的一些个体组成。例如多个人构成的

集合就是总体，这其中的一个人就是个体。

2014年重大432真题参考答案：统计上的总体通常是一组观测数据，而不是一群人或一些物品的集
合（数据的科学）。

样本是从总体中抽取的一部分元素的集合。

1.8 简述参数和统计量的含义  

参数是用来描述总体特征的概括性数字度量。

统计量是用来描述样本特征的概括性数字度量。统计量是样本的函数，与未知参数无关。

1.9 简述变量及其含义  

变量是说明现象某种特征的概念，特点是从一次观察到下一次观察会呈现出差别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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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1H原则

who why how when

谁收集的 出于什么目的收集 怎样收集的 何时收集的

Ch2 数据的搜集  
2.1 数据的来源有哪些？  

直接来源，直接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调查或观察，二是实验。

间接来源，主要是公开出版或公开报道的数据。

2.2 二手数据的优缺点有哪些?  

优点：搜集方便，数据采集快，成本低，而且有些资料还可以提供研究问题和背景，帮助研究问

题。

缺点：针对性不够好，例如可能口径不一致，数据过时。

2.3 ★★★ 如何评估二手数据？  

2.4 简述普查的定义  

普查是指为特定目的而专门组织的全面调查，例如工业普查、农业普查和人口普查等。

2.5 如何评判一个好的样本？  

针对研究目的，一个好的样本应贴合研究目的。

保证数据质量的前提下，尽量降低调查成本。

2.6 ★★★ 简述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的特点和区别  

（需要先说明定义，再展开说明其包含的抽样方式以及每个抽样方式的定义和优劣）

概率抽样也称为随机抽样，是指遵循随机原则进行的抽样，总体中每个单位都有一定机会入样。概率抽

样有以下几种特点：

1. 抽样时按一定的概率以随机原则抽取样本，排除主观上的有意识抽样，使每个单位都有一定的机会
被选中。

2. 每个单位被抽中的概率是已知的或可计算的。

3. 用样本对总体目标量进行估计时，要考虑到每个样本单位被抽中的概率。

概率抽样包含的抽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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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分层抽样与整群在抽样的误差来源

分层抽样应使组间差异尽可能大、组内差异尽可能小，误差来源主要是组间误差。

整群抽样应要求各群有良好的代表性，即组内差异尽可能大、组间差异尽可能小，误差来源主要是
群内误差。

非概率抽样是指抽样时没有依据随机原则，而是根据研究目的对数据的要求，采用某种方式从总体中抽
出部分单位对其实行调查。

非概率抽样包含的抽样方式：





2.7 ★★★ 搜集数据的基本方法有哪些？  

af://n134


2.8 选择搜集数据的方法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af://n136


2.9 什么是实验组和对照组？  

实验组是指随机抽选的实验对象的子集。在这个子集中，每个单位接受某种特别的处理。

对照组中，每个单位不接受实验组成员所接受的某种特别的处理。

2.10 ★★★ 简述抽样误差和非抽样误差  

抽样误差是指由抽样的随机性引起的样本结果与总体真值之间的差异。

抽样误差只存在于概率抽样中。

抽样误差的大小与很多因素有关，

1. 最主要的是样本量大小（样本量越大抽样误差越小）

2. 总体的变异性有关（总体变异性越小抽样误差越小）

3. 抽样方法的选择有关（重复抽样与非重复抽样）

4. 抽样组织方式不同有关。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会有不同的抽样误差，是因为不同的抽样组织所
抽中的样本对于总体的代表性是不同的。

抽样误差无法避免，但可以计算和控制。

重复抽样的标准误：

af://n139
af://n145


非重复抽样的标准误：

称 为有限总体矫正（FPC），因此非重复抽样误差小于重复抽样误差。

非抽样误差是相对抽样误差而言的，指除了抽样误差以外由其他原因引起的样本观测结果与总体真值之

间的差异。非抽样误差广泛存在于概率抽样与非概率抽样。



2.11 ★★★ 如何控制误差？  

对于抽样误差：抽样误差无法避免，但可以控制和计算。控制抽样误差的主要方式是改变，样本量越大

误差越小，利用 的计算公式，在确定了对误差容忍的限度后可以计算出至少需要多少的样本量。

对于非抽样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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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 影响抽样误差大小的因素有哪些？  

抽样误差的大小与很多因素有关，

1. 最主要的是样本量大小（样本量越大抽样误差越小）

2. 总体的变异性有关（总体变异性越小抽样误差越小）

3. 抽样方法的选择有关（重复抽样与非重复抽样）

4. 抽样组织方式不同有关。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会有不同的抽样误差，是因为不同的抽样组织所抽中
的样本对于总体的代表性不同。

补：抽样调查与典型调查的异同点？  

Ch3 数据的图表展示  
3.1 ★★★ 什么是数据的预处理？  

数据的预处理是在数据分析之前所做的必要处理，内容包括：

1. 数据的审核

2. 数据的筛选

3. 数据的排序

af://n174
af://n185
af://n187
af://n188


4. 等等

特别地，数据审核中：

对原始数据：主要审核完整性与准确性

对二手数据：主要检查适用性与时效性

3.2 简述分类数据可以用哪些图形展示？  

af://n206


3.2 ★★★ 什么是数据分组？以及数据分组步骤  

（需要先说明定义，目的以及其两种类型的具体方法）

对分类数据主要是分类整理，对数值数据主要是分组整理。

单变量分组：仅针对离散变量且变量值较少时，一个变量即为一组，例如恋爱次数。

组距分组：将全部变量依次划分为若干区间，一个区间为一组，适用于连续变量或离散变量且变量
值较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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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简述数值型数据可以用哪些图形展示？  

3.5 鉴别图形优劣的准则  

一张好图应当：

1. 精心设计，有助于洞察问题的实质

2. 使复杂的观点得到简明、确切、高效的阐述

3.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笔墨提供大量的信息

4. 是多维的

5. 表述数据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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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统计表的构成有哪些?  

3.7 制作统计表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3.8 ★★★ 简述绘制直方图/茎叶图/箱线图/雷达图/气泡图的步骤  

直方图：2014年重大432真题参考答案

1. 通过样本量 的大小确定组数的多少，通常取

2. 确定组距，为方便计算一般取 的倍数

3. 确定每组的上下限，做到不重不漏（上组限不在内原则）

4. 绘制直角坐标系，用横轴表示分组，纵轴表示频数分布

茎叶图（未分组数据）：绘制茎叶图的关键是设计好树茎，通常是以该组数据的高位数值作为树

茎，而且树叶上只保留该数值的最后一个数字。树茎一经确定,树叶就自然地长在相应的树茎上了。

箱线图（未分组数据）：

af://n232
af://n234
af://n237


1. 首先，找出一组数据的中位数和两个四分位数，并画出箱子

2. 其次，计算出内围栏和相邻值，并画出须线

3. 最后，找出离群点，并在图中单独标出

2019年重大432真题参考答案：

先找出一组数据的最大值、最小值、中位数和两个四分位数

连接两个四分位数，画出箱子

将最大值和最小值与箱子相连，中位数置于箱子的中间

雷达图：

1. 先画一个圆，然后将圆 等分，得到 个点，令这 个点分别对应 个变量

2. 再将这 个点与圆心连线，得到 个辐射状的半径，这 个半径分别作为 个变量的坐标轴

3. 每个变量值的大小由半径上的点到圆心的距离表示，再将同一样本的值在 个坐标上的点相连

线

气泡图：

1. 将一个变量放在横轴

2. 将另一个变量放在纵轴

3. 用气泡的大小表示第三个变量的相对数值

补：直方图与条形图的不同  

Ch4 数据的概括性度量  
4.1 数据的分布特征可以如何测度？（集中，离散，形状）  

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测度和描述：

1. 分布的集中趋势，反映各数据向其中心值靠拢或据集的程度

2. 分布的离散程度，反映各数据远离其中心值的趋势

3. 分布的形状，反映数据分布的偏态和峰态

af://n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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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有哪些反映数据集中趋势的度量？（需要熟悉众数，平均数等性
质）

 

4.3 有哪些反映数据离散程度的度量？  

见上一问。

af://n299
af://n301


4.4 ★★★ 简述众数、平均数、中位数的特点及其应用场合  

4.5 ★★★ 离散系数和方差/标准差有何区别？  

af://n303
af://n306




4.6 反映数据相对位置度量的有哪些？（标准分数/经验法则/切比雪夫
不等式）

 

4.7 ★★★ 简述偏度和峰度系数（主要是选择题，但是一定要搞清楚不
同数值时是左偏or右偏？尖峰or扁平）

 

af://n311
af://n313


按照贾书的定义，有：

记偏度系数为 ，则当 称轻微倾斜， 称中度倾斜，

则称严重倾斜

标准正态分布的峰度系数为

Ch6 统计量及其抽样分布  
6.1 ★★★ 什么是统计量？  

6.2 ★★★ 简述中心极限定理  

6.3 ★★★ 简述总体分布，样本分布和抽样分布的含义和特点  

2015年重大432真题参考答案：举例说明总体分布、样本分布与抽样分布。

总体分布：如要调查某校的全部女生的身高，则该校所有女生身高的观测值所形成的相对频数分布

即总体分布。

样本分布：从该校中抽取一个班的女生，则抽取到的学生身高的观测值所形成的相对频数分布即样

本分布。

af://n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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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分布：从该校抽取每个班女生的平均身高的所有抽样均值形成的相对频数分布即抽样分布。

Ch7 参数估计  
7.1 ★★★ 什么是参数估计？  

参数估计是在抽样及抽样分布的基础上，利用样本统计量来估计总体参数，例如用样本均值估计总体均

值。

标准答案：参数估计就是用样本统计量去估计总体的参数。

7.2 ★★★ 什么是估计量和估计值  

1. 估计量：在参数估计中，用来估计参数的统计量称为估计量，例如样本均值、样本方差等。

2. 估计值：根据一个具体的样本计算出来的估计量的数值。

2021年重大432真题：统计量的含义是（C）

 A. 总体参数的名称          B. 总体参数的具体值

 C. 用来估计总体参数的统计量名称   D. 用来估计总体参数的具体值

7.3 ★★★ 什么是点估计和区间估计？  

点估计就是用样本估计量 的某个取值直接作为总体参数 的估计值。

区间估计是在点估计的基础上给出总体参数的一个区间范围，该区间通常由样本统计量加减估计误

差得到。

7.4 ★★★ 如何理解置信区间？  

在区间估计中，由样本统计量所构造的总体参数的估计区间称为置信区间。

置信水平为 的置信区间，是指用某种方法构造的所有区间中有 的区间包含总体参
数的真指，有 的区间不包含。

置信区间是一个随机区间。置信区间会随着样本的不同而不同，因为总体参数的真值是固定的、未
知的，而用样本构造的区间则是不固定的，因此抽取不同的样本，就会得到不同的区间。

用某样本构造的区间是一个特定区间，而不是随机区间。在实际问题中进行估计时通常只抽取一个
样本，这时所构造的是与该样本相联系的一定的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该区间要么包含真值，要

么不包含，所以不能说一个特定的区间“有多大的概率包含总体参数”或“真值有多大的概率落在区间
内”。

7.5 ★★★ 评价估计量的主要标准有哪些？  

最主要有无偏性、有效性、相合性。

如果一个估计量 的数学期望等于被估计的总体参数 ，则称其为无偏估计，即 。

有效性是相对的，是指一个统计量相较于另一统计量有更小的方差。有的总体参数存在一致最小方差无

偏估计UMVUE，但如果权衡考虑偏差和方差，则有偏估计中可能有更好的选择。

相合性是对统计量的基本要求，指当样本量 时，统计量的值应该以某种方式“逼近”被估计的总体
参数，换句话说，可以通过大量的重复试验，将误差控制在任意精度内。相合性可以被分为强相合和弱

相合等。

af://n337
af://n338
af://n341
af://n350
af://n356
af://n365


7.6 ★★★ 解释独立样本和匹配样本  

独立样本是指两个样本是从两个总体中独立抽取的，即一个样本中的元素与另一个样本中的元素相互独
立。

匹配样本是指一个样本中的数据与另一个样本中的数据相对应，例如先指配12个工人用第一种方法组装
产品，再让这12个工人用第二种方法组装产品，这样得到的两种方法组装产品的数据就是匹配数据。

Ch8 假设检验  
8.1 什么是假设检验？  

8.2 ★★★ 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有什么异同？  

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是统计推断的两个组成部分，他们都是利用样本对总体进行的某种推断，但推断的

角度不同。

参数估计讨论的是用样本统计量估计总体参数的方法，总体参数 在估计前是未知的。

而在假设检验中，则是先对 提出假设，然后利用样本信息去检验这个假设是否成立。

8.3 ★★★ 原假设和备择假设地位有何差异？我们该遵循哪些原则？  

2014年重大432真题参考答案：

1. 一般将研究者想予以证明的假设作为 ，将想予以驳斥的假设作为

2. 为方便检验，一般将清晰的、即把 “ ” 关系置于

3. 先确定 ，再确定

4. 假设检验的主要目的是搜集证据拒绝

假设检验是在以 为真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能够拒绝 ，则接受

最好把常识和过去的真理作为 ，把希望推翻的结论作为

把想要证明的结果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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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 简述假设检验的两类错误，并说明为什么要控制Ⅰ类错误的
概率

 

8.5 ★★★ 什么是显著性水平与统计显著？  

8.6 ★★★ 假设检验的基本思路和步骤  

思路：利用小概率原理与反证法，其中小概率原理是指发生概率很小的随机事件在一次实验中几乎不可
能发生。

步骤：

1. 提出原假设 与备择假设

2. 从研究总体中抽取一个随机样本

3. 构造检验统计量，并根据样本计算出统计量的数值

4. 确定显著性水平，计算拒绝域（计算临界值）

af://n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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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统计决策，如果落入拒绝域则拒绝原假设，反之不能拒绝原假设

8.7 ★★★ P值的含义、优点及影响因素  

（不要与 、 弄混淆了）

8.8 ★★★ 什么是统计显著？  

（总结：“统计显著” 就是 “结果不偶然”）

af://n417
af://n420


8.9 ★★★ 显著性水平和P值有何区别？  

补：假设检验的原理  

af://n423
af://n425
af://n427


Ch9 分类数据分析  
9.1 ★★★ 什么是拟合优度检验，简述其步骤  

拟合优度检验是利用 统计量进行统计量显著性检验的重要内容之一。

根据总体分布状况，计算出分类变量中各类别的期望频数，后与分布的观察频数进行对比，判断期望频

数与观察频数是否有显著性差异，从而达到对分类变量进行分析的目的。

检验：记一共有 个类，在原假设 ：“ 类 占比 成立” 的条件下，“
” 的渐进分布为自由度为 的 分布，即：差的平方的加权 差的平方

期望频数

若还含 个未知参数，则用极大似然估计替代未知参数， 分布的自由度变为 。

其中 是类别观察到的频数， 是类别的期望频数。

步骤：

1. 提出原假设与备择假设

2. 根据样本计算 检验统计量的值

3. 计算拒绝域，在 成立的条件下 ，其中 是分类数

4. 统计决策

9.2 ★★★ 什么是列联表的独立性检验？  

独立性检验就是分析列联表中的行变量和列变量是否相互独立。

步骤和拟合优度检验相同，不过令 指定为 。

9.3 ★★★ 简述 系数， 系数以及 系数的定义及其特点  

系数

系数是描述 列联表数据相关程度最常用的一种相关系数，取值范围为 之间， 的值越

大，说明两个变量间的相关程度越高，当 则说明变量间完全相关。

但是 系数不适合行数或列数大于 的列联表，此时 值没有上限，用 测量相关程度就不够清晰。

系数

系数主要用于行数或列数大于 的列联表，当两变量独立时 。 系数的特点是不可能大于
，且其可能的最大值依赖于列联表的行数与列数，并且会随着行数或列数的增大而增大，所以对不

同行列计算出的 系数不方便直接比较，这是其局限。

af://n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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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当两变量完全独立时， ；当两变量完全相关时， ；当列联表中有一维为 时，

。

Ch10 方差分析  
10.1 什么是方差分析？  

方差分析（ANOVA）就是通过检验各总体的均值是否相等来判断分类型自变量对数值型因变量是否有显
著影响。

10.2 ★★★ 简述方差分析的结构  

af://n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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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 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10.4 ★★★ 方差分析的基本假定  

1. 每个总体都应服从正态分布。也就是说，对于因素的每一个水平，观测值都应该是来自正态分布的
简单随机样本。

2. 各个总体的方差 必须相同。也就是说，各组实验数据是从具有相同方差的正态分布中抽取的。

3. 观测值是独立的。

10.5 ★★★ 简述方差分析的基本过程（以单因素方差分析为例，双因
素要了解即可）

 

1. 提出假设

： ，即自变量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 不全相等，即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

2. 构造检验统计量

在 成立的条件下，有

单因子方差分析表

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比 值

因子

误差

总和

3. 作出统计决策，若 则拒绝原假设，反之则不能拒绝原假设

af://n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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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 方差分析中多重比较有何作用？  

通过应用最小显著差异法，可判断研究的几个总体中，究竟是哪两个均值不同，即通过均值之间的配对

比较来进一步检验到底哪些均值间存在差异。

10.7 ★★★ 为什么检验多个总体均值是否相等不采用两两比较的 检验
而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

 

总结：因为 ① 效率更高，② 犯错的概率会增大。

10.8 方差分析中 的含义和作用（单因素和双因素）  

单因素方差分析：

多因素方差分析：

af://n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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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为什么双因素方差分析优于分别做单因素方差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只是考虑一个分类型变量对数值型因变量的影响，而在实际问题的研究中，有时需要考

虑几个因素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1. 单因素方差分析主要是为了实现三个或更多的平均值之间的平等检验。双因素方差分析是为了评估
两个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互关系。

2. 单因素方差分析只涉及一个因素或自变量，而双因素方差分析则有两个自变量。

3. 在单因素方差分析中，所分析的一个因素或自变量有三个或多个分类组。双因素方差分析则是对两
个因素的多个组进行比较。

4. 单因素方差分析只需要满足实验设计的两个原则，即重复和随机。而双因素方差分析则满足实验设
计的所有三个原则，即重复、随机和局部控制。

Ch11 一元线性回归  
11.1 ★★★ 什么是相关分析？  

相关关系：变量之间存在的不确定的数量关系。相关关系的特点是一个变量的取值并不是由另一个变量

唯一确定，即两个变量间的取值不是一一对应的。

相关分析就是对两个变量之间线性关系的描述与度量，他要解决的问题包括：

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关系？

如果存在关系，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变量之间的关系强度如何？

样本所反映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能代表总体变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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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相关分析中有哪些基本假定？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在进行相关分析时，对总体主要有以下两个假定：

第一，两个变量之间是线性关系

第二，两个变量都是随机变量

11.3 ★★★ 简述相关系数的性质  

相关系数是根据样本数据计算的度量两个变量之间线性关系强度的统计量。

一元

相关系数 的性质：

1. 的取值范围是 ，若 则表明 与 之间存在正线性相关关系，若 则表

明 与 之间存在负线性相关关系。若 则表明 与 之间为完全正线性相关关系，若 则

表明 与 之间为完全负线性相关关系，即 时， 的值完全依赖于 ，二者之间为函数关系。

当 ， 的取值与 无关，二者之间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

2. 具有对称性。有

3. 的数值大小与 和 的原点及尺度无关。改变 和 的数据原点及计量尺度，并不改变 的数值大

小。

4. 仅仅是 与 之间线性关系的一个度量，不能用于描述非线性关系。即 只表示两个变量之间

不存在线性关系，并不说明变量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变量之间非线

性相关程度相当大时，可能会导致 ，因此 或 很小的时候，不能轻易得出两个变量之间

不存在相关关系的结论。

5. 只是两个变量之间线性关系的一个度量，并不意味着 与 一定有因果关系。

当 时，可视为高度相关；当 时，可视为中度相关；当 时，可

视为帝都相关；当 时，可视为不相关。

11.4 ★★★ 为什么要对相关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并简述其过程  

由于样本是随机抽取的，不同的样本计算出的相关系数是不一样的，因此给定一个样本，就有一个相关
系数与其对应，即 是一个随机变量。同时，由于抽样波动的影响，此时必须要对样本系数可靠性进行显

著性检验，以判断样本所反映的信息能否代表总体变量之间的关系。

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步骤：

1. 选取统计量：通常选取 检验，因为 的正态分布假设风险较大

2. 提出假设：

3. 计算统计量：在 成立的条件下， ，根据样本统计量的抽样分布计

算出拒绝域

4. 统计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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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简述相关系数 的抽样分布  

11.6 ★★★ 一元线性回归的基本假设  

首先是对模型和抽样的假定：

1. 线性关系：因变量 与自变量 之间具有线性关系

2. 在重复抽样中，自变量 的取值是固定的，即假定 是非随机的

接下来是对误差的假定：

3. 零均值：误差项 期望为 （弱外生性）

4. 同方差： ， 均相同（球形扰动项）

5. 正态且不相关： 是一个独立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且相互独立（球形扰动项与正态假设）

6. 此外，还有求无多重共线性等

11.7 ★★★ 参数最小二乘估计的基本原理  

af://n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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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解释总平方和、回归平方和、残差平方和  

11.9 ★★★ 什么是判定系数？  

af://n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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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 相关系数和判定系数的关系  

11.11 ★★★ 简述回归分析中回归估计标准误差的计算及含义  

af://n587
af://n589


11.12 ★★★ 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中线性关系的检验及其步骤  

11.13 ★★★ 如何评价回归分析结果？  

af://n591
af://n593


11.14 ★★★ 什么是置信区间估计和预测区间估计？两者有何区别？  

（缺）11.15 ★★★ 影响预测精度的因素有哪些？  

个人认为，从公式 来看，影响一元线性回

归预测精度的因素有：

1. 样本量大小

2. 总体的离散程度

3. 需要预测的自变量与样本自变量平均值的差异程度

4. 样本自变量的选取

（缺）11.16 ★★★ 回归分析的一般过程？  

11.17 ★★★ 简述残差分析的作用  

af://n595
af://n597
af://n598
af://n599


11.18 ★★★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联系和区别  

11.19 为什么说不要用样本数据之外的x值预测y值？  

因为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中，总是假定 与 之间的关系用线性模型来表达是正确的，但实际应用中，他

们的关系可能是某种曲线。

补：判定系数的解释  

af://n602
af://n605
af://n607


补：一元线性回归中判定系数与相关系数的联系与区别  

（2015年重大432真题）

联系：在数值上， 等于 的平方

区别：

判定系数是就模型而言的，相关系数是针对两个变量而言的；

判定系数解释的是变量对变量的结实程度，相关系数则用于度量两个变量线性相关程度；

判定系数用于度量不对称的因果关系，相关系数则用于度量不含因果关系的对称相关关系；

判定系数的取值范围是 ，相关系数的取值范围则是

Ch12 多元线性回归  
12.1 ★★★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假定并简要说明假定不成立时如
何应对

 

12.2 ★★★ 和调整的 有何区别？  

af://n609
af://n622
af://n623
af://n625


12.3 ★★★ 为什么要使用修正的判定系数？  

12.4 ★★★ 什么是多重共线性？它对回归分析有哪些影响？  

2018年重大432真题参考答案：多重共线性所产生的问题有

af://n627
af://n629


1. 自变量之间高度相关，这可能对回归的结果造成混乱，甚至把分析引入歧途

2. 多重共线性可能对参数估计值的正负号产生影响，特别是使回归系数 的正负号与预期相反

12.5 ★★★ 如何判别多重共线性？  

2018年重大432真题参考答案：多重共线性的判别方法有

判断模型中各对自变量之间是否显著相关

是否有 检验显著而几乎对所有回归系数的 检验均不显著

回归系数的正负号是否与预期相反

计算VIF（方差膨胀因子），VIF越小，则多重共线性越严重

12.6 ★★★ 如何处理多重共线性？  

1. 将一个或多个相关的自变量从模型中剔除，使保留的自变量尽可能不相关

2. 使用压缩估计，例如岭估计、Lasso估计等

3. 如果要在普通线性模型中保留所有的自变量，则应避免继续使用 检验，并且在对因变量 进行估计

或预测时应该将自变量值限定在样本值的范围内

12.7 在多元线性回归中，选择自变量的方法有哪些？  

向前选择

向后剔除

逐步回归

等等

af://n638
af://n651
af://n659


补估计标准误差公式及其含义  

多元回归中的标准误差：

标准误差 的含义是：当用所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做预测时，平均预测误差为 个单位。

其实这就是 的无偏估计量。

补一元线性回归公式速查  

 在有的教材中，对一元线性回归模型，规定：

于是

另外，在高斯-马尔可夫定理的条件下，有

af://n670
af://n675


，这是无偏估计

当 ，有

相应的， ， ， ，在此一并给出参数显著性检验

统计量：

此外，对一元线性回归还有所谓相关系数检验，记 为样本相关系数，置原假设为相关系数

，则

对一元线性回归而言，三个检验是等价的。

置信区间同理构造：

的置信区间：

的预测区间：

的置信区间：

的置信区间：

补充一元线性回归证明  
试试看以下几条现在还记得怎么证明吗？

OLS的推导，即 ， （可以将导数为 式子列成线性方程，然后用克拉默法

则求解）

，

af://n694


与 相互独立

（注意用到第二条性质）

是 的无偏估计（注意 的均值不方便直接求）

当 ，有 、 和

假设检验统计量： ，

， ，三者等价

前者利用 ，中间者利用上一条性质，后者利用

额外补充：

的置信区间：

的预测区间：

CH13 真题杂例 (时间序列与指数)  
13.1 简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作用  

af://n725
af://n726


13.2 什么是零售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生产价格指数、股票
价格指数？

 

零售价格指数：指商品在市场上售卖价格变动的一种相对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指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和服务项目变化的一种相对数

生产价格指数：指商品在初级市场上出售的价格

股票价格指数：反应一定时期内，股票价格变动的一种相对数

13.3 一元线性回归的估计标准误差？  

 

af://n728
af://n738

	CH1 导论
	1.1 什么是统计学？
	1.2 数据分析的方法有哪些？
	1.3 统计学的应用领域有哪些？
	1.4 数据分析的真正目的是？
	1.5 ★★★ 统计数据有哪些类型？（按照三种分类方式划分）
	1.6 为什么要区分不同的数据类型？
	1.7 简述总体和样本的含义（重点理解总体的含义）
	1.8 简述参数和统计量的含义
	1.9 简述变量及其含义

	Ch2 数据的搜集
	2.1 数据的来源有哪些？
	2.2 二手数据的优缺点有哪些?
	2.3 ★★★ 如何评估二手数据？
	2.4 简述普查的定义
	2.5 如何评判一个好的样本？
	2.6 ★★★ 简述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的特点和区别
	2.7 ★★★ 搜集数据的基本方法有哪些？
	2.8 选择搜集数据的方法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2.9 什么是实验组和对照组？
	2.10 ★★★ 简述抽样误差和非抽样误差
	2.11 ★★★ 如何控制误差？
	2.12 ★★★ 影响抽样误差大小的因素有哪些？
	补：抽样调查与典型调查的异同点？

	Ch3 数据的图表展示
	3.1 ★★★ 什么是数据的预处理？
	3.2 简述分类数据可以用哪些图形展示？
	3.2 ★★★ 什么是数据分组？以及数据分组步骤
	3.4 简述数值型数据可以用哪些图形展示？
	3.5 鉴别图形优劣的准则
	3.6 统计表的构成有哪些?
	3.7 制作统计表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3.8 ★★★ 简述绘制直方图/茎叶图/箱线图/雷达图/气泡图的步骤
	补：直方图与条形图的不同

	Ch4 数据的概括性度量
	4.1 数据的分布特征可以如何测度？（集中，离散，形状）
	4.2 有哪些反映数据集中趋势的度量？（需要熟悉众数，平均数等性质）
	4.3 有哪些反映数据离散程度的度量？
	4.4 ★★★ 简述众数、平均数、中位数的特点及其应用场合
	4.5 ★★★ 离散系数和方差/标准差有何区别？
	4.6 反映数据相对位置度量的有哪些？（标准分数/经验法则/切比雪夫不等式）
	4.7 ★★★ 简述偏度和峰度系数（主要是选择题，但是一定要搞清楚不同数值时是左偏or右偏？尖峰or扁平）

	Ch6 统计量及其抽样分布
	6.1 ★★★ 什么是统计量？
	6.2 ★★★ 简述中心极限定理
	6.3 ★★★ 简述总体分布，样本分布和抽样分布的含义和特点

	Ch7 参数估计
	7.1 ★★★ 什么是参数估计？
	7.2 ★★★ 什么是估计量和估计值
	7.3 ★★★ 什么是点估计和区间估计？
	7.4 ★★★ 如何理解置信区间？
	7.5 ★★★ 评价估计量的主要标准有哪些？
	7.6 ★★★ 解释独立样本和匹配样本

	Ch8 假设检验
	8.1 什么是假设检验？
	8.2 ★★★ 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有什么异同？
	8.3 ★★★ 原假设和备择假设地位有何差异？我们该遵循哪些原则？
	8.4 ★★★ 简述假设检验的两类错误，并说明为什么要控制Ⅰ类错误的概率
	8.5 ★★★ 什么是显著性水平与统计显著？
	8.6 ★★★ 假设检验的基本思路和步骤
	8.7 ★★★ P值的含义、优点及影响因素
	8.8 ★★★ 什么是统计显著？
	8.9 ★★★ 显著性水平和P值有何区别？
	补：假设检验的原理

	Ch9 分类数据分析
	9.1 ★★★ 什么是拟合优度检验，简述其步骤
	9.2 ★★★ 什么是列联表的独立性检验？
	9.3 ★★★ 简述\varphi系数，C系数以及V系数的定义及其特点

	Ch10 方差分析
	10.1 什么是方差分析？
	10.2 ★★★ 简述方差分析的结构
	10.3 ★★★ 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10.4 ★★★ 方差分析的基本假定
	10.5 ★★★ 简述方差分析的基本过程（以单因素方差分析为例，双因素要了解即可）
	10.6 ★★★ 方差分析中多重比较有何作用？
	10.7 ★★★ 为什么检验多个总体均值是否相等不采用两两比较的t检验而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
	10.8 方差分析中R^2的含义和作用（单因素和双因素）
	10.9 为什么双因素方差分析优于分别做单因素方差分析？

	Ch11 一元线性回归
	11.1 ★★★ 什么是相关分析？
	11.2 相关分析中有哪些基本假定？
	11.3 ★★★ 简述相关系数的性质
	11.4 ★★★ 为什么要对相关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并简述其过程
	11.5 简述相关系数r的抽样分布
	11.6 ★★★ 一元线性回归的基本假设
	11.7 ★★★ 参数最小二乘估计的基本原理
	11.8 解释总平方和、回归平方和、残差平方和
	11.9 ★★★ 什么是判定系数？
	11.10 ★★★ 相关系数和判定系数的关系
	11.11 ★★★ 简述回归分析中回归估计标准误差的计算及含义
	11.12 ★★★ 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中线性关系的检验及其步骤
	11.13 ★★★ 如何评价回归分析结果？
	11.14 ★★★ 什么是置信区间估计和预测区间估计？两者有何区别？
	（缺）11.15 ★★★ 影响预测精度的因素有哪些？
	（缺）11.16 ★★★ 回归分析的一般过程？
	11.17 ★★★ 简述残差分析的作用
	11.18 ★★★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联系和区别
	11.19 为什么说不要用样本数据之外的x值预测y值？
	补：判定系数的解释
	补：一元线性回归中判定系数与相关系数的联系与区别

	Ch12 多元线性回归
	12.1 ★★★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假定并简要说明假定不成立时如何应对
	12.2 ★★★ R^2和调整的R^2有何区别？
	12.3 ★★★ 为什么要使用修正的判定系数？
	12.4 ★★★ 什么是多重共线性？它对回归分析有哪些影响？
	12.5 ★★★ 如何判别多重共线性？
	12.6 ★★★ 如何处理多重共线性？
	12.7 在多元线性回归中，选择自变量的方法有哪些？
	补估计标准误差公式及其含义
	补一元线性回归公式速查

	补充一元线性回归证明
	CH13 真题杂例 (时间序列与指数)
	13.1 简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作用
	13.2 什么是零售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生产价格指数、股票价格指数？
	13.3 一元线性回归的估计标准误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