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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统计初级教程》

内容概要

去年年底，我翻出一本书来补自己的统计直觉，这部不推荐，是因为这书不好找了，只是个人喜欢，
书也薄些，美国G.H.维恩堡等著的《数理统计初级教程》（常学将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这本书的扉页，有位前读者题辞（在图书馆的书乱涂乱画啊）：“本书给你统计学的直觉
。”这书我续借超期再借在续借，已近一年，感受是，这书在培养直觉直观方面，真是下足了功夫。
美中不足的是，这个译本没有提到这本书的原名就叫做Statistics: An Intuitive Approach。
前面我好几处提到“直觉”。统计直觉我没资格发言，以前念经济学，隐隐约约能感觉到economic
intuition这玩意。这东西不好说，却也能表达一二。跟大部分学科一样，经济学看着也能分成两个类型
（接下来我还要强调它们不是对立的），一是专业期刊里充满恐龙级数学符号那种，另外就是白话散
文那种。分析现实问题（不必是经济问题）时，也就相应两种思路，一是建立数学模型，二就是拿白
话解释，偶尔再加一个简单的图表。这两种方式，白话看似容易些，但也容易流于胡说八道，就要为
学院人士所不齿。数学的技术活多些，容易出成果，好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白话而成巨星的，我们
称之为思想家，更是难能可贵，如诺奖得主科斯，主创产权和交易成本理论的。北大出来去芝加哥大
学念经济学的王勇讲了一个好故事：
白话加逻辑，不用数学而对问题有洞见，说的大概就是“直觉”吧。当然，数学公式密布的场合，直
觉也有用武之地，比如，满满一黑板你证明出了一个复杂的定理，然后你拿白话说明为什么会有这个
结果，The intuition behind this equation is blablabla，那直觉就相当强了。
经济学直觉完毕。关于统计学直觉，我是类似这样理解的。对非统计科班出身的我们来说，这种训练
可能更为重要，而且更为迫切。我们对统计学抱着非常实用的态度，无暇也无力关注大多模型定理背
后的推导过程，但为了解释和理解，我们需要对它们有一个通盘的印象，其中的细节不是通过数学推
导而来，但是能够用白话明确地表达出来。比如中心极限定理，一个简单的形式是独立同分布的中心
极限定理，大概说，如果随机变量X1，⋯Xn，⋯相互独立，服从同一分布，且具有相同的数学期望和
方差，则随机变量之和ΣXi的标准化变量服从标准正态分布，这可以用数学精确地证明出来。我没有
掌握这个推导，但我敢说我能理解这个定理，并且能够明确无误地传达出来，用白话，而不是刚才提
到的数学语言。我读维恩堡《数理统计初级教程》，里面是这种处理的
这就是我喜欢的Intuitive Approach。这本书行走可读，坐卧可读，借助些简单的符号，适度的图表，
统计学的基本模型都可以这样清晰地用白话表达出来。我下功夫学习并鼓吹用白话描述统计学，是去
年跟Teradata的一位朋友聊天，他提到向客户陈述数据分析结果时，一定要用大白话明确地说出来。
当时我尝试了一下，发现自己对统计学的基本概念，都还停留在数学描述的阶段。惭愧惭愧，那时的
还自以为自己颇有些统计的基础呢，从此下决心苦练基本功，目标是对所有基本的统计概念、模型，
都要达到能够清楚地向一个高年级高中生描述的程度。从应用的角度来说，这种训练是必须的。一个
统计学家，不能指望他的听众都一样统计出身，同样，对大多数需要应用统计工具的非统计学家来说
，也不能假设他的客户一样是统计爱好者，专业词汇只在一个很窄的圈子里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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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1　你与统计
1.2　统计史概述
1.3　描述统计与抽样统计
1.4　随机样本和分层随机样本
1.5　统计方法的滥用
1.6　对统计的怀疑主义与对这种观点的反驳
习题
2.1定义
第二章　平均数，中位数，众数
2.2　平均数的两个性质
2.3　项的改变对平均数的影响
2.4　平均数、中位数及众数的应用
2.5　记号
习题
第三章　可变性及两种可变性测度
3.1　可变性
3.2　方差
3.3标准差
3.4改变分布中的项如何影响标准差及方差
3.5　方差的应用
3.6记号
3.7　方差的计算公式
习题
第四章　说明分布中项的位置的方法
4.1百分等级与百分位
4.2　z变量
4.3z变量平均数
4.4z变量与百分等级之间无固定关系
4.5z变量集合的平均数与标准差
4.6标准变量（或T变量）
4.7应用
4.8记号
习题
第五章　数据分组与作图
5.1离散变量与连续变量
5.2　离散变量值的列表与作图
5.3　舍入
5.4数据分组――离散情况
5.5数据分组――连续情况
5.6　作为渐近图形的曲线
5.7面积的意义
5.8以数据确定分布图形的形状
习题
第六章　用分组数据计算各种指标
6.1引言
6.2用直方图求中位数与百分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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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中位数及其它百分位数的计算
6.4四分位数与十分位数
6.5由分组数据求百分等级
6.6　累积曲线
6.7分组数据的众数
6.8分组数据的平均数――直接方法
6.9分组数据的平均数――编码方法
6.10　关于分组数据的方差与标准差――直接方法
6.11　分组数据的方差与标准差――编码方式
习题
总复习Ⅰ
7.1　理论分布
7.2　正态分布与正态曲线
第七章　正态分布
7.3　正态分布的四个性质
7.4　使用正态分布表作关于项的推断
7.5　射击的分布
7.6由百分等级确定z变量的值
习题
第八章　样本和的分布及样本平均数的分布
8.1中心极限定理
8.2如何实际使用定理8?1
8.3　样本平均数的中心极限定理
8.4　样本平均数分布的性质
8.5确定一个样本平均数在其样本分布中的位置
习题
第九章　概率
9.1　概率
9.2日常说法中的“概率”一词
9.3　样本空间和事件
9.4　概率与抽样试验
9.5　概率和正态分布
9.6关于样本平均的概率陈述
9.7　二项分布的正态逼近
习题
第十章　判定和风险
10.1　引言
10.2　假设检验
10.3　关于均匀硬币和有偏硬币检验的最终结果
10.4　利用样本平均值的分布计算各类错误
10.5　关于风险的最后的话
习题
总复习Ⅱ
11.1引言
第十一章　假设检验方法
11.2　零假设
11.3　什么时候拒绝零假设，显著性水平
11.4　三个假设检验问题
11.5　某些新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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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单边检验
习题
第十二章　估计
12.1　引言
12.2　估计的无偏性
12.3　自由度概念
12.4　方差的估计
12.5　s2的计算公式
12.6　区间估计
12.7总体均值的区间估计
习题
第十三章　t分布与t检验
13.1引言
13.2　t分布
13.3　两平均数之差的t检验
13.4　平均数之差的t检验的应用
13.5匹配分组的t检验
习题
第十四章　F检验和方差分析
14.1引言
14.2　F分布的理论模型
14.3　两个以上的样本均值的比较
14.4　方差分析引论
14.5　方差分析技术
习题
总复习Ⅲ
15.1　引言
第十五章　回归与预测
15.2　盲目预测
15.3　预定变量和预测变量
15.4　回归
习题
第十六章　相关
16.1　相关的概念
16.2　两z变量取值集合之间的相关
16.3　相关系数
16.4　相关系数的计算
16.5　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习题
第十七章　相关与线性回归
17.1引言
17.2　相关系数的几何意义
17.3　原始数据散布图的最优拟合直线
17.4　最优拟合直线与预测
17.5　相关与线性预测的精度
习题
18.1引言
第十八章　独立性的X2检验和拟合优度
18.2　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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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相关的实例
18.4以列联表表示调查结果
18.5期望频数
18.6　X2检验
18.7　更复杂的X2检验
18.8　X2检验与“拟合优度”
习题
19.1　引言
第十九章　非参数统计检验
19.2　曼-惠特尼检验
19.3　符号检验――“事先”和“事后”资料
19.4　威尔柯克斯符号秩检验――自然对样本
19.5　秩相关检验――皮尔逊相关系数r
的显著性检验的另一种形式
19.6　随机性的游程检验
习题
总复习Ⅳ
附录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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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得懂但一拿起笔做题就容易错。。。。
2、外国人写的教程，和国内的教程简直太不一样了。在书里面，你很难找到一个公式，一切的讲解
都是建立在例子上的，浅显易懂。我终于懂得为什么在中国学习数学会觉得烦了。美中不足的是，只
是初级教程，知识点不够全，不过经常用到的都讲了。
3、非常好的一本统计学入门教程，讲解非常细腻，易懂、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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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数理统计初级教程》的笔记-第334页

        

2、《数理统计初级教程》的笔记-第49页

        

3、《数理统计初级教程》的笔记-第353页

        

4、《数理统计初级教程》的笔记-第300页

        

5、《数理统计初级教程》的笔记-第189页

        

6、《数理统计初级教程》的笔记-第271页

        N为样本容量，P是事件发生的概率，仅当NP&gt;=5且N(1-P)&gt;=5时，才能用正态分布近似二项
分布

7、《数理统计初级教程》的笔记-第219页

        二项分布的成功概率为P，进行N次试验，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8、《数理统计初级教程》的笔记-第245页

        第二类错误（接受了不真的假设）依赖于实际的备择假设

9、《数理统计初级教程》的笔记-第87页

        

10、《数理统计初级教程》的笔记-第327页

        

11、《数理统计初级教程》的笔记-第45页

        分布中增加或减少一个常数，不改变分布的可变性，因而也不影响分布的标准差和方差
以一常数乘分布的各项，相当于以该常数的绝对值乘标准差。

12、《数理统计初级教程》的笔记-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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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数理统计初级教程》的笔记-第268页

        

14、《数理统计初级教程》的笔记-第21页

        若分布各项都增加或减少、乘以一个常数，平均数也增加或减少、乘以同一个常数

15、《数理统计初级教程》的笔记-第27页

        

16、《数理统计初级教程》的笔记-第20页

        在任何分布中，各项对平均数的差之和等于零。
任何分布中，各项与平均数的差数平方之和，小于任何其他点的平方之和。

17、《数理统计初级教程》的笔记-第321页

        自由度越大，确定的t分布的形状越像正态分布。
自由度的数目决定t分布的形式。

在计算t值之前，需假设零假设是真实的。

18、《数理统计初级教程》的笔记-第310页

        

19、《数理统计初级教程》的笔记-第71页

        Z变量分布的平均数是0，标准差是1
标准变量（或T变量）的分布的平均数是50，标准差为10

20、《数理统计初级教程》的笔记-第302页

        用术语来说，它们并不表示样本的方差和标准差，而只是总体方差和标准差的无偏估计量。

21、《数理统计初级教程》的笔记-第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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