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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统计学的理论基础

孔 繁 滋

当前统计学界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观点
。

有人认为
:

统计学只是一般统计方法
,

特别

数理统计学方法
,

学了这些统计方法
,

加上一些政府统计工作经验
,

就能把统计工作 搞 好
,

不需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指导
。

我认为这种观点大有商榷的必要
。

为此
,

本文想从马克

思主义哲学和统计学的直接联系中
,

来说明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指导
,

即统计方法不

以它为理论基础
,

就会失去其科学性
。

一
、

统计学首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质和量的辩证统一原理
,

在定质的基础上
,

从事量的

分析
,

了解情况
,

认识问题
。

我们知道
,

事物总是存在质和量两个方面
。

要认识事物
,

就得把握质变
、

量变及其相 互

车专化的规律性
。

质就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内部所固有的内部规定性
。

事物除了质的规定性以外
,

还有

量的规定性
。

量是指事物的存在规模和发展程度
。

多少
、

大小
、

高低
、

长短
、

轻重
、

久暂
、

快慢
、

疏密等等
,

都是事物的量的标志
。

由于事物内部存在许多矛盾
,

各种矛盾的主要方面

通常体现各方面的质
。

同时各方面矛盾的对立与斗争
,

会使事物在规模
、

程度
、

速度以及在

组织上的各种成份
、

空间上的排列等方面
,

出现有可分离而又聚集的变动现象
。

因此
,

事物

又存在量的规定性
,

当我们研究事物质的规定性的同时
,

还要研究事物量的规定性
。

量和质不同
,

同质的事物可以有不同的量
。

事物的量是比较有伸缩性的
,

在一定范围内

量的增减不影响某物之为某物
,

即不发生质的变化
。

黑格尔根据同事物存在本身有无直接的

同一性来区分
,

质的规定性是属于内在规律性
,

量的规定性是属于外在规定性
,

意义是深刻的
。

但决不能把量是外在规定性理解为外加给事物的
,

无关重要的
。

恰好相反
,

从事物的量的方

面去深入认识事物的质及其规律
,

是认识事物最强有力的科学途径
。

数是量的显明形式
。

只要我们对事物可分离且聚集的对立和统一现象
,

作一 和 多 的 规

定性
,

就能表现为数量
。

例如数 5 ,

就是来源于人手有 5个可分离手指又聚集在一只 手 仁
。

又比如数 1 00
,

就是由于己经有了99
,

再加上 1 ,

把 99 和 1 聚集在一起
,

才能作出 100 的规定

性
。

但是
,

数量是在区别了事物的质即区别了一事物与它事物根本性质的基础上进行的
。

或

者说
,

量的规定性是在质的规定性的基础上进行的
。

任何事物都是有质有量的
,

没有无质的

量
,

也没有无量的质
,

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
,

质和量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

统计学正是运用事

物质和量的辩证统一原理
,

从数量上了解情况
,

认识问题
。

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
,

就是这种

原理的具体运用和生动的描述
。

广义说来
,

指标就是具有一定原始质的量
。

狭义说来
,

指标就是指具有一定社会经济及

其有关内容的数量标志
。

这一点正说明统计学和作为数学分支的数理统计的原则区别
。

数学

是研究数量关系的科学
,

它首先是从具体事物中
,

抽象地得出纯数量关系去进行研究
。

然后



把所研究的数量关系得出的运算法则和普遍公式
,

又运用到各种各样的具体事物中去
。

从数

量关系中
,

虽然也会体现各种度的模型和质建立联系
,

事物的质和量的统一
,

不是适合这种

度的模型
,

就会适合那种度的模型
。

但是
,

这种由度的模型所体现的质
,

和事物原始的质是

有原则性区别的
,

绝对不可混淆
。

区分事物原始的质是认识事物的开始
,

是认识事物的前提
。

而由质进到量
,

则是对事物

认识的深化
。

因此
,

统计学首先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下
,

依据统计

任务和调查对象的实际
,

建立一套正确的指标体系
,

进行统计调查
,

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

建立一套指标体系是统计学首要的理论课题
。

这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
,

并经过长期的

科学研究
,

才能建立起来
。

当前
,

我们需要建立一套能够科学反映国民经济经济效益的指标

体系
,

就不是那么容易
。

首先就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下
,

从经济方面进

行探讨
,

拟 出初始方案
,

接着还要经过统计工作的实践
,

进行反复检验修订
,

才能逐渐完善

起来
。

如果把它看成为仅仅是一点
“

政府工作经验
” 、 “

有意选择一部分社会统计资料在 口 径

计算方面实务工作经验
”

等
,

那就歪 曲了统计学的科学性
。

二
、

统计学是依据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原理
,

运用 大最观察法和典型调查研究相结合

的方法
,

从数量上去认识社会经济现 象
。

由于事物总不是孤立存在的
,

而是处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之中
。

因此
,

任何事物总是有

与它的同种同属事物相互依存制约着的共性
。

同时
,

由于事物随着所处空间和时间上的不同
,

周围环境千差万别
,

虽事物依存制约着
,

又具有各 自不同的个性
。

共性总是寓于个性之中
,

没有个性 自然没有共性
。

反过来说
:

没有共性也就没有个性
。

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原理是

辩证法的精髓
。

人们认识事物总是从个别事物开始
,

从特殊到一般
,

认识其共性
。

在有了初步共性认识

以后
,

又由一般到特殊
,

深入分析和研究其个性
,

获得共性的进一步的认识
。

这样循环反复
,

使认识逐步深化
。

统计学就是依据这一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原理
,

运用大量观察法与典型

调查研究法相结合的方法论
。

从数量上去认识社会经济现象
。

大量观察法的基础是大数法则
。

大数法则则是 由于事物既然存在共性和个性
,

因此
,

事

物的量包含有受共性所制约的量和受个性所制约量的两个部分
。

但是这两个部分量的作用是

不相同的
。

(一 ) 受共性所制约量是事物量的主要部分
,

其特点是
:

l( ) 影响事物量的变化是普遍的
,

其作用是大的
。

(2 ) 影响事物量的变化是同向的
。

如果共性所制约的量是使事物量增加时
,

那么事物量

就普遍增加
,

即同增向
。

如果共性所制约的量是使事物量减少时
,

那么事物量就普遍 减 少
,

即同减向
。

(二 ) 受个性所制约的量是事物量的次要部分
,

其特点是
:

(l ) 影响事物量的变化
,

不是普遍的
,

就每一个个性来说
,

其作用是小的
。

(2 ) 影响事物量的变化是不同向的
。

例如
,

就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农业来考察
。

由于落实和执行了联产计酬农业生产责任制以

及各项符合经济规律的政策等共性所制约
,

农村经济搞活了
。

生产普遍增产其作用是大的
。

而

其他由于所处地区和气候差别等个性所制约
,

有可能使某些地 区因条件好而增产
。

也有可能

使某些地区因条件差而减产
。

作用不是普遍的
,

促使量的变化不是同向的
。

大数法则
,

就是依据上述两部分量的作用不同
,

采取对事物量的大量观察
,

取大数的 平



均数
。

这样就可以把那些受个性制约的许许多多影响不大且不同向的量相互抵销
。

显示出为

共性所制约的一般特征或水平量来
。

所以说
:

大数法则就是平均数法则
。

平均数法则是统计

学的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之一
。

任何一门科学
,

它对对象的研究
,

具有其特有的科学方法
。

平均数法则就是统计学从大

量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
,

科学抽象描述其本质的数量特征 (综合指标 ) 的特有科学方法
。

早在

威廉
·

配弟写它第一部统计学时
,

取名为《政治算术》 ,

就包括有在政府工作中要用算术平均

数来计算的含义
。

平均数法则
,

作为特有研究方法
。

也是有客观必然性的
。

人们为了进行生产
,

就需要使用生产工具
,

参与物质改造和变化过程
。

同时
,

人们不能

孤独地进行生产
,

还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
,

组织一定的生产关系
。

生产资料归谁所有
,

谁来

组织和指导生产
,

如何进行交换
、

分配等等
。

因此生产的过程是错综复杂的
,

要认识问题
,

就要从它的数量方面了解情况
,

就非用体现大量数量关系的平均数法则不可
。

马克思说
: “

分析经济形式
,

既不能用显微镜
,

也不能用化学试剂
,

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

来代替
。 ”

①
“

在 政治经济中
,

任何时候绝不能仅仅根据一年的统计材料就得出一般规律
。

常

常需要引证六
、

七年来的平均数
。 ”

②列宁也说过
: “

在只有通过市场才能把各个分散的商品生

产者联系起来的社会内
,

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
、

社会的
、

普遍的规律性
。

至于个别偏差

情形则会相互抵销
。 ”

③

马克思所指的抽象力就是科学的抽象方法
。

统计学中的平均数法则特别是最小二乘法
,

又是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并从数量上认识事物的最强有力的科学抽象方法
。

它进一步证实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统计学理论基础的重要性
。

例如
,

某一经济总体包含有
。个单位

,

在同一经济数量标志上
,

各单位的数量分别为 X
, ,

X
Z…… X n 。

现在我们要从理论上作出一个数量 X 能够一般地描述该经济总体的每 一 单 位

的数量标志
,

作为综合指标
,

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下列方法
:

设 X 为所求的综合指标
,

首先把 X 分别减法 X
I
X

2

… … X 亡称为离差分别 以 Q , 0 :

…… a n
表

示
。

即
:

a , = X 一 X
,

并取离差平方即 a 12 = ( X 一 X
, ) ’

0 2 二 X 一 X
Z
· · · · · · · · · · · · ·

… … a : ’ 二 ( X 一 X
Z
) 2

。 n 二 X 一 X n
· · · · · · · · · · · · · · ·

…… a n Z 二 ( X 一 X n ) ,

然后
,

把各个离差平方相加起来
,

令其和为 y 占 即
:

y = ( X 一 X
,
)
’ + ( X 一 X

Z
)

2·
· ·

… … + ( X 一 X n )
’

我们可以按这样的科学方法来设想
:

如果 y 为最小时
,

那么就可以认为理论数 X 与实 际

数 X
,
X

Z…… X n 密切结合起来了
。

以下我们用导数方法
,

求 y 的极小值点来确定 X
,

则
:

y
, “ 〔 ( X 一 X

,
)

2 + ( X 一 X
Z
)
’ + …… + ( X 一 X n )勺

,

= 2 〔 ( X 一 X
,
) + ( X 一 X

Z
) + …… ( X 一 X n ) 〕

“
·

… + X n ) 〕

令 y
,

所以

= 2 〔n X 一 ( X
I + X

: +

二 O求驻点
,

即
:

2 〔n X 一 ( X
l
+ X

x 二
X : + X

: +

。 。 。 。 。 。

+

+ X n

n

X n ) 〕 = 0

艺X

”

且 广 二 Z n > 0 故 X 为极小值点
。

1 0



这样得出的X 恰好是算术平均数
。

从此可以看出运用平均数法则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

学方法
。

但是必须注意
:

运用平均数法则要在同质基础上
,

才能具有质和量的辩证统一的科

学性
。

如何确定同质基础呢 ?这又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下联系实际
,

通过科学分析与研究才能确定
。

三
、

分组法是从感性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阶段中
, “

由表及里
”

的向导
。

统计学是一门认识社会经济的科学
。

人们的认识总是要通过感性认识阶段过渡到理性认

识阶段的
,

统计学是怎样应用这一认识过程的呢 ? 现作简明图式如下
:

感性认识阶段
飞跃过渡阶段

理性认识阶段

统计调查 统计资料整理 位计分析

相当于 由感性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阶段的统计资料整理
。

其中最重要的科学方法
,

就是

分组法
。

它相当于
“

由表及里
”

的向导
。

这一向导非常重要
。

好的向导可以引导人们升堂入室
,

认识其本质
。

而坏的向导
,

也可以引入歧途发生错觉
。

列宁指出
: “

由于分类的方法不同
,

同

一材料竟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 ”

并且列宁还在《对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 》一书

中
,

一针见血地指出
: “

集约经营
”

是
“

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主要路线
” 。

按照土地面积分 类 方

法
,

把那些土地 占有规模相类似的大农户和小农户都归并到一起了
,

把那些生产规模完全不

同的农户
,

也就是 以家庭劳动为主的农户和以雇用劳动为主的农户归并到一起了
。

这就会得

出
“

根本不正确的
,

完全歪 曲真实情况
”

的结论
。

分组法的关键
,

就是如何选择分组标志的问题
。

这就 更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

学作理论指导
,

才能有科学性
。

革命导师马克思
、

恩格斯
、

列宁等为我们作出了许多光辉典

范和理论指导
。

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

分组法既是
“

由表及里
”

的向导
,

因此引导进入理性认识的统计分析
,

也是至关重要的
。

其中要特别注意的是运用组平均数补充总平均数的问题
。

从上述平均数法则的原理得知
:

我们对同质总体运用平均数的 目的是从许许多多个体去

认识其共性
,

是 由特殊到一般
。

但是我们要深入认识问题
,

还要由一般到特殊
,

.

要深入总体

的内部
,

把总体恰当地分组
,

用组平均数来补充总平均数
,

甚至要用典型事例来补充总平均

数
,

才能深入了解问题
。

例如有 甲
、

乙两生产队的粮食产量
,

如果按照田的种类 (这是恰当的

分组标志
,

相当于好的向导 ) 来分组
,

分为水田与早地两组可 以整理分析如下
:

甲
、

乙两生产队的粮食平均单产

按 田 类

…一巴
一 、

—
.

翌二一…一澳一 不一
了

巴一
一
,

-

土一里l {竺塑耍翌里 {些里三些全{竺通竺 ){竺四…竺吧塑里 {望塾燮…
!些二星四 4竺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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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5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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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0

1
8 3 0

{
8。

)
`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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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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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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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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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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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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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0

{
” 7 1 ) “ 0 0 { 1 0 0

{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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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表可以看出
:

从总平均数来看
,

甲队单产为 9 71 斤
,

乙队单产为 1 , 0 70 斤
,

乙队



比甲队高
。

但是从组平均数来看
,

早地 甲队单产为 8 30 斤
,
乙队为 8 00 斤

;
水田甲队单产为

1 ,

30 。斤
,

乙队单产为 1
,

25 。斤
,

无论是从早地或水田来看
,

甲队都 比乙队高
。

那么
,

在总平

均数上表现为 乙队较好的假象又怎样产生的呢 ? 这是因为乙队水田占60 %
,

而甲队只占30 %

的缘故
。

如果不用组平均数补充总平均数
。

这一实际情况就看不出来
。

运用组平均数来补充总平均数
,

揭示事物的假象
,

认识其本质
,

正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

“

由表及里
”

的分析方法为指导的
。

我们学习过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人都知道
;
事物是存在假象也是事物本质的某一方面的

反映
。

列宁说
: “

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
,

本质的一个方面
,

本质的一个环 节
” 。

④

由于事物在一定条件下
,

受某种特殊因素所制约
,

则出现和事物本质明显对立的现象
,

哲学上称为假象
。

例如上表中
,

本来生产水平甲队比 乙队好
,

这是真象与本质
。

但是由于甲

队水田所占比重较乙队相差太远
,

这一特殊因素所制约
,

因而出现单产总平均数 乙队比 甲队

高的假象
。

我们只有用恰当的分组标志进行分组
,

并用组平均数补充总平均数 (如上表 )
。

才可

以揭示出在笼统平均数中的假象
,

而获其本质的认识
。

如果我们不重视统计分组法的科学性
,

有意或无意地选择了不恰当的分组标志 (即 相 当

于坏的向导 ) 进行分组来作统计分析
,

那么就会把我们引入歧途发生错觉
。

又如把上例同一统

计资料
,

按一不恰当的分组标志如按地位标志
,

把它分为丘陵地与平原地的两组
,

统计资料

整理分析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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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两生产队的相食平均单产

按 地 位

} 一 :
一 、

一_ 土 ` - …一兰
-

一
- -

一
黔一

三兰一兰
一

严型竺塑叫
.

些些 i{竺馒叫竺丝垫塑}鲤塑竺之}竺缈 {巡
近

`

}平竺丘 陵 地

…
6 0

1
` 。

1
6。’

6 0 0

…
” 。 ` 0

!
9。

{
` 5

{
9 ,

’
8。。

1
` ’ 。 2。

三竺
一

堰
一 一

竺
一

…一兰一
一

{一竺牛兰丝互竺
一

{一竺 }一竺一 {一竺
一

{
一

燮些竺
~

…上卫王兰
不犷 训

`

}
1 5 0 } ` 0 0

1
1 4万, 6
竺 } ” 7 , ! “ 0 0

}
` 0 0 } ” 1 4

, “ 0 0
{
1

, “ 7 0

从上表米看
,

无论总平均数和组平均数单产都是乙队比甲队高
,

这样就会把我们引入歧

途发生错觉
,

而本来生产水平 甲队比乙队高的真象与本质
,

就完全被蒙蔽了
。

又如何
“

去伪存真
”

呢 ? 那末就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下
,

依据统

计任务的实践
,

联系统计对象的实际
,

分析与研究找 出恰当的分组标志进行分组
。

才能
“

去伪

存真
”

作出正确的统计分析
。

从上述三种主要统计方法的理论基础探讨来看
,

都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
,

才能

发挥它的科学性
。

因此
,

那种认为学习统计学
,

不须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的观点
。

显然

是错误的
,

数理统计方法
,

当然可以在统计学中运用
,

而且也应当在统计学中运用
,

但是也

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
,

才能发挥它的科学性
。

注释
:

① 马克思
: 《资本论》第 1 版序言

。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
,

第 4 50 页
。

③ 《列宁全集》第 21 卷
,

第 17 页
。

④ 《列宁全集》第 38 卷
,

第 1 3 7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