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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技术与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简介

课程中文名 抽样技术与应用

课程英文名 Sampling Technique and Applications 双语授课 □是 ☑否

课程代码 05122364 课程学分 2 总学时数 32

课程类别

□通识教育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

□综合实践课程

□教师教育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其他

课程形态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混合式

□社会实践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考核方式
□闭卷 ☑开卷 □课程论文 □课程作品 □汇报展示 □报告

□课堂表现 □阶段性测试 □平时作业 □其他 （可多选）

开课学院 财经学院
开课系(教

研室)
经济统计系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学专业 开课学期 第5学期

课程负责人 钟佳利 审核人 谭银清

先修课程 《经济数学二》、《经济数学三》

后续课程 《市场调查与预测》、《企业经营统计学》

选用教材
1. 金勇进、杜子芳、蒋妍. 抽样技术（第5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21.

参考书目

1. 李金昌. 应用抽样技术（第3版）[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3.

2. 孙山泽. 抽样调查[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3. 格雷汉姆·加尔顿. 抽样调查方法简介[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9.

课程资源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ZUFE-

1206500808?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mooc_pcssjg_

课程简介

大数据时代，传统的统计调查方法与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数据收集方法并

存。抽样调查作为传统数据收集的最主要方法之一，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和自然

科学各种领域。本课程系统、完整地介绍抽样调查/抽样技术的主要理论与方法。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掌握抽样调查/抽样技术的理论基础，掌握几种

基本的抽样方式方法，培养学生初步具有能结合实际情况对具体项目进行抽样设计

和推断分析的能力，并为进一步学习相关专业课程提供理论与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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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

表 1 课程目标

序号 具体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应掌握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的特点与实施方

法，在此基础上掌握用不同的方法估计调查所得数据并比较其估计精度，计算所需

样本量；熟悉抽样调查实施的一般流程，多阶段抽样与整群抽样、分层抽样的关

系，PPS抽样主要的实施方法；了解系统抽样在我国政府统计中的具体应用。

课程目标 2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调查与抽样调查的区别与联系，简单随机抽样、分

层抽样、整群抽样等抽样方法的特点及估计，样本量的确定，抽样调查的误差等基

础知识；熟悉系统抽样的基本思想、基本方式，总体单位排序与系统抽样的关系，

抽样调查中辅助信息的利用，样本权数、复杂样本的数据分析；

课程目标 3 了解二重抽样、捕获再捕获抽样、电话调查抽样的特点与应用。初步具备运用所学

知识灵活选择抽样方法，根据辅助信息灵活选择估计方法，提高估计精度，撰写抽

样设计报告的能力，为进一步学习其他经济统计学相关课程打好基础。

课程目标 4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在掌握抽样技术相关基础知识的基础上，熟悉抽样调查

思维方式，具备阅读专业文献，通过抽样调查收集数据，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定量

分析的能力；

课程目标 5 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具有实事求是，不数据作假的责任心，严格为被调查者信息保

密的职业操守，诚实守信，能够在经济统计工作中遵守统计的职业道德。通过小组

项目，培养团队协作能力，撰写抽样调查方法和抽样调查报告，将汇报内容简洁生

动的展示出来并准确传达给受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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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1：思想道德【H】

1.2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诚信

意识，履约践诺，知行合一；
课程目标5

1.3具备高尚的道德品德，具备社会责任

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课程目标5

毕业要求3：专业知识【M】

3.2 有从事科学研究、市场调查、数据

分析等专业活动中的理性思维和科学素

养；

课程目标2

3.4 了解国内外统计发展的历史和脉

络，了解统计学不同学科分支的相关理

论和前沿动态。

课程目标1

毕业要求4：专业能力【H】

4.2能够将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应

用于实际经济问题，通过数据收集、整

理、建模和预测等统计推断技术和方法

获得相关统计结论。

课程目标4

4.3能够针对数据来源的复杂性和特殊

性，应用先进的统计技术对社会经济活

动进行模拟与预测；

课程目标4

4.4能够基于专业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

析，评价国家政府部门、新闻单位以及

其它相关部门提供的统计分析报告。

课程目标3

毕业要5：沟通能力【M】

5.1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

沟通、信息获取能力；
课程目标3

5.2能较熟练地阅读外文专业文献，并

在中外文资料的查询、外语交流和科技

论文写作等方面有较好的基础。

课程目标5

毕业要求6：团队合作【H】

6.1能够与他人进行有效地业务沟通和

工作协调，较好地适应团队工作；
课程目标5

6.2能够与团队成员和谐相处，协作共

事，并作为成员或领导者在团队活动中

发挥积极作用。

课程目标5

毕业要求8：终生身学习【L】
8-1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具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能够
课程目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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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目标

独立思考，不断接收新知识、新理论、

新技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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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习内容与方法

表3-1 课程目标、学习内容和教学方法对应关系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内容 学习任务 课程目标 学习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

学

时

1 抽样调查基础

0.案例导入
1.拓展阅读：我国政府

统计抽样调查的回顾与

思考

2.课后练习：1.1、

1.2、1.6

课程目标5 重点：

1. 总体目标与抽样总体、抽样框

与抽样单元、总体参数与统计

量、抽样误差与非抽样误差；

难点：

2.在学习中注意概率抽样、非概

率抽样及其各自优缺点的理解，

估计量方差、偏差、均方误差及

其数量关系的理解

讲授法：能够

引导学生辨析

各组概念，促

进学生理解抽

样的基本思想

3

1.调查与抽样调查 课程目标2

2.基本概念 课程目标2

3.几种基本的抽样方法 课程目标2

4.抽样调查步骤 课程目标2

2 基本的抽样方

法

简单随机抽样:

1.概述

2.简单估计量及其性质

3.比率估计量及其性质

4.回归估计量及其性质

5.简单随机抽样的实施

1.个人作业：2.3、

2.4、2.6、2.7、2.9、

2.10、3.3、3.4

2.小组作业：提交一份

抽样调查方案

3.拓展阅读：抽样调查

面临的困境思考

课程目标4
重点：

1.简单随机抽样的三种估计量及

其性质

2.分层抽样的估计以及样本量的

确定和分配

3.系统抽样的实施

难点：

4.不等概率抽样的运用

6.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整

群抽样以及系统抽样的联系

1.讲授法：能

够引导学生以

简单随机抽样

的简单估计为

基础推到出其

他抽样方法的

估计量及其性

质以及其他估

计方法的估计

量及其性质

2.专题研讨：

能够促进学生

找到各种基本

抽样方法之间

的联系

20
分层随机抽样：

1.概述

2.简单估计量及其性质

3.各层样本量的分配

4.总样本量的确定

课程目标4

等概率整群抽样和多阶段

抽样：

1.概述

2.等概率整群抽样

课程目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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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等概率两阶段抽样

不等概率抽样：

1.不等概率抽样

2.放回不等概率抽样

3.不放回不等概率抽样

课程目标 1

系统抽样：

1.定义与实施方法

2.等概率情形：估计量及

其性质

3.不等概率系统抽样

课程目标 1

3 其他抽样方法

1.二重抽样；

2.捕获再捕获抽样；

3.电话调查

1.个人作业：7.5

2.拓展阅读：信息时代

的调查方式—网络调查
课程目标 3

重点：

1.了解捕获再捕获抽样的基本思

想，在人口普查中的应用。

2.了解电话调查的实施步骤，不

同电话调查方法的优缺点。

难点：

3.意理解二重抽样的定义，特别

是二重抽样与两阶段抽样的区

别。

1.讲授法：

能够引导学生

设计电话调查

方案

2.案例教学：

通过案例分析

掌握捕获再捕

获调查在人口

普查中的运用

3

4
调查中的复杂

样本

1.调查中的辅助信息

1.个人作业：8.1、

8.2、8.7、8.10

2.拓展阅读：中国抽样

调查应用中的若干问题

课程目标 3
重点：

1.辅助信息的分类与利用，设计

效应的计算以及在抽样设计、样

本量计算上的应用，样本权数的

计算。

难点：

2.注意理解简单样本数据分析和

复杂样本数据分析的区别，熟悉

常见抽样方式设计效应的估计。

1.讲授法：能

够引导学生分

析调查中的复

杂数据
3

2.设计效应 课程目标 3

3.样本权数 课程目标 3

4.复杂样本的数据分析 课程目标 3

5 调查中的非抽 1.概述 1.小组作业：完成抽样 课程目标 1 重点： 1. 讲 授 法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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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误差 调查报告，并进行答辩

2.拓展阅读：抽样调查

数据的校验

1. 抽样框误差、无回答误差、计

量误差的概念、类型、影响以及

降低误差的相关措施。

难点：

2.在学习中注意理解与抽样误差

相比，非抽样误差的特点，对估

计精度的影响。

能够引导学生

分析误差产生

的渠道和控制

方法。

2.案例教学：

通过案例分析

掌握实际抽样

中如何控制误

差，保证数据

质量

2.抽样框误差 课程目标 1

3.无回答误差 课程目标 1.5

4.计量误差 课程目标 1.5

5.离群值的检测和处理 课程目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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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一）考核内容与考核方式

表4 课程目标、考核内容与考核方式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
所属

学习模块/项目
考核

占比
考核方式

课程

目标 1

1.等概率整群抽样和多阶段抽样 基本抽样方法

30%
平时作业、

开卷考试

2.不等概率抽样 基本抽样方法

3.系统抽样 基本抽样方法

4.调查中的非抽样误差 调查中的非抽

样误差

课程

目标 2

1.调查与抽样调查 抽样调查基础

10% 开卷考试
2.基本概念 抽样调查基础

3.几种基本的抽样方法 抽样调查基础

4.抽样调查步骤 抽样调查基础

课程

目标 3

1.二重抽样 其他抽样方法

20%
小组作业、

开卷考试

2.电话调查 其他抽样方法

3.捕获再捕获抽样 其他抽样方法

4.调查中的辅助信息
调查中的复杂

样本

5.设计效应
调查中的复杂

样本

6.样本权数
调查中的复杂

样本

7.复杂样本的数据分析
调查中的复杂

样本

8.离群值的检测和处理
调查中的非抽

样误差

课程

目标 4

1.简单随机抽样 基本抽样方法
30%

小组作业、

开卷考试2.分层抽样 基本抽样方法

课程

目标 5
1.无回答误差

调查中的非抽

样误差

10×%

小组作业、

开卷考试

2.计量误差
调查中的非抽

样误差

3.案例分析 抽样调查基础

（二）成绩评定

1.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10%）：通过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情况、发言与提问情况，来评

价学生相关的能力。

（2）作业完成情况（10%）：围绕课程的学习目标进行作业的设计。运用具体抽

样调查数据完成相应数据分析。

（3）调研报告（20%）：学生收集数据能力，设计抽样方案，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和合作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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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末成绩评定

课终考核主要考察学生对基本概念、操作程序和具体方法的理解与运用等。方式

为开卷考试等。要求学生掌握基本概念，运用具体抽样方法解决相关问题。

3.总成绩评定

课程总成绩=平时考核成绩+期末考核成绩，平时考核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的具体

比例由任课老师根据教学任务确定，建议注重过程评价，适当增加平时考核成绩所占

比例。

（三）评分标准

1.个人作业以参考答案为评分细则

2.开卷试卷项目以试卷参考答案及评分细则为准

3.小组作业最终提交调研报告以表5为评分标准

表5 评分标准

考核项目

评分标准

优秀

(100>x≥90)

良好

(90> x≥80)

中等

(80> x≥70)

及格

(70> x≥60)

不及格

(x <60)

调研报告

（1）论文选题

符合课程性

质，选题范围

适中，具有较

高的研究价值

和意义，表现

出很强的问题

意识。（2）论

证过程严谨，

所使用的证据

或材料充分，

结论清晰，具

有相当的说服

力和解释力。

（3）文章结构

合理，组织严

密，连贯一

致。（4）语言

表达准确，叙

述清楚，所使

用的教育专业

术语规范。

（5）论文符合

学术规范。

（1）论文选题

恰当合理，具

有较高的研究

价值和意义，

表现出较强的

问题意识。

（2）论证过程

较为严谨，所

使用的证据或

材料较为充

分，结论清

晰，具有较强

的说服力和解

释力。（3）文

章结构合理，

组织较为严

密，连贯一

致。（4）语言

表达较为准

确，叙述清

楚，所使用的

教育专业术语

较为规范。

（5）论文基本

符合学术规

范，无明显错

误。

（1）论文选题

较为合理，具

有一定的研究

价值和意义，

表现出一定的

问题意识。

（2）论证过程

具有一定的严

谨性，所使用

的证据或材料

较为充分，结

论清晰，具有

一定的说服力

和解释力。

（3）文章结构

较为合理，组

织较为严密。

（4）语言表达

较为准确，叙

述较为清楚，

所使用的教育

专业术语较为

规范。

（5）论文基本

符合学术规

范，有部分错

误。

（1）论文主题

具有一定的研

究价值和意

义，但选题凝

练不够，问题

意识欠佳。

（2）论证过程

较为合理但不

太严谨，具有

一定的证据或

材料但不够充

分，结论基本

清晰。（3）文

章结构较为合

理，组织具有

一定的严密

性，但存在部

分不连贯现

象。（4）语言

表达基本清

楚，所使用的

教育专业术语

基本规范。

（5）论文基本

符合学术规

范，有部分错

误。

（1）论文选题

不符合课程性

质，或主题不

明确（2）论证

过程随意，所

使用的证据或

材料极其不充

分，结论不清

晰。（3）文章

结构混乱，存

在前后不连贯

现象。（4）语

言不通顺，所

使用的教育专

业术语不规

范。（5）论文

明显不符合学

术规范，或存

在抄袭现象。

五、其它说明

本课程大纲依据2023版经济统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由财经学院院（部）经济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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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教学系（教研室）讨论制定，财经学院院（部）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

批准，自2023级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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