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统计硕士 025200

学科点简介：学院现拥有统计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数学一级学科硕士授

权点和应用统计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其中统计与数学学院负责建设统计学(理

学)硕士点和数学硕士点，与经济学院联合建设应用统计专业硕士点。学院现有

教职工 75 人，其中专任教师 63 人，在教师队伍中有教授 10 人、副教授 25 人，

硕士生导师 28 人，博士 46 人，博士后 5 人，海外留学（访学）教师 14 人；广

东省“南粤优秀教师”3人，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培养对象”

1 人，广东省“千百十”培养对象 11 人。近五年来，全院教师立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11 项，省部级、厅级等项目 30 多项，在国内外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

220 余篇。学院拥有 3个研究机构：大数据与教育统计应用实验室（广东省重点

实验室）、大数据与统计研究院和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研究所。学院近年来依托

统计学学科开展应用研究，卓有成效的完成一系列社会服务项目，包括连续多个

年度的广东省市县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公众满意度调查、省教育厅政务

信息化系统业务运营（2021 年）项目-教育大数据应用工程运营、2021 年文旅大

数据监测模型优化与分析、2022 年深圳市龙华区教育工作满意度调查研究项目

等项目，相关成果得到有关厅级部门采纳。

培养目标：为政府部门、大中型企业、咨询和研究机构培养高级应用统计专门人

才，具体要求如下：（1）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2）掌握统计学基

本理论和方法，并熟练统计软件，具备从事统计数据收集、整理、分析、预测和

应用的基本技能；（3）能够独立从事实际领域的应用统计工作；（4）掌握一门

外语的实际运用。

主要课程：高等概率论、高等数理统计、大数据分析的统计学基础、现代多元统

计、统计计算方法、数据采集方法、数据可视化、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自然语

言处理与文本挖掘、商务数据分析、教育心理学、教育统计实务、新数据库技术

等。

就业方向：升学（攻读统计学、经济类博士学位）、出国（境）留学、政府部门、

大中型企业（尤其是金融、投资、证券等）、咨询和研究机构。

专业代码：025200 咨询电话：020-84039126

序号 研究方向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1 大数据分析
（1）▲思想政治理论（100

分）

（2）▲英语二（100 分）

（3）▲396 经济学联考（150

分）

（4）统计学（150 分）

回归分析（100

分）
2 教育统计

▲表示统考科目或联考科目，考试题型、考试大纲以教育部公布为准。其他为

自命题科目。

考试题型及相应分值：



《统计学》

（1）问答题（5题，每题 10 分，共 50 分）

（2）计算题（5题，每题 15 分，共 75 分）

（3）综合分析题（1题，每题 25 分，共 25 分）

《回归分析》：

（1）论述题（2题，每题 20 分，共 40 分）

（2）计算题（4题，每题 15 分，共 60 分）

考试大纲
考试大纲

《统计学》
《统计学》考试大纲概述：

统计学：包括统计学基础、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两部分，其中统计学基础占

60%，包括收集数据、整理和显示数据、数据分布特征、相关与回归分析、时间

序列分析和指数分析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占 40%，包括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

多维随机变量、统计量及其分布、参数估计及假设检验等。

一、统计学基础的考试范围（占总分 60%）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统计学的含义和作用

第二节 统计学的基本概念

第二章 收集数据

第一节 统计调查方案设计

第二节 数据收集来源

第三节 原始数据的收集

第四节 问卷设计

第五节 统计数据的质量

第三章 整理和显示数据

第一节 数据的预处理

第二节 定性数据的整理与显示

第三节 定量数据的整理与显示

第四节 图表的合理使用

第四章 数据分布特征

第一节 数据集中趋势的测定

第二节 数据离散程度的测定

第三节 数据分布形态的测定



第五章 相关与回归分析

第一节 相关分析

第二节 一元线性回归

第三节 多元线性回归

第六章 时间序列分析

第一节 时间序列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时间序列的描述性分析

第三节 时间序列的预测

第七章 指数分析

第一节 指数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综合指数

第三节 平均指数

第四节 指数体系与因素分析

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考试范围（占总分 40%）

第一章 随机事件及其概率

第一节 随机事件及其运算

第二节 事件的概率

第三节 概率的性质

第四节 独立性

第五节 条件概率

第二章 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

第一节 随机变量

第二节 离散随机变量

第三节 连续随机变量

第四节 方差

第五节 随机变量的其它特征数

第三章 多维随机变量

第一节 多维随机变量及其联合分布

第二节 随机变量的独立性

第三节 多维随机变量的特征数

第四节 条件分布与条件期望

第五节 中心极限定理



第四章 统计量及其分布

第一节 总体与样本

第二节 统计量与抽样分布

第三节 次序统计量及其分布

第五章 参数估计

第一节 点估计

第二节 区间估计

第三节 两个总体的参数估计

第四节 样本容量的确定

第六章 假设检验

第一节 假设检验的基本原理

第二节 一个总体参数的假设检验

第三节 两个总体参数的检验

第七章 方差分析

第一节 方差分析引论

第二节 单因素方差分析

第三节 双因素方差分析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考试大纲概述：

主要考核考生对回归分析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掌握和理解程度，要求考

生对回归分析的知识结构和运用知识有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掌握。

第一章 回归分析概述

第一节 变量间的统计关系

第二节 回归方程与回归名称的由来

第三节 回归分析的主要内容及其一般模型

第四节 建立实际问题回归模型的过程

第二章 一元线性回归

第一节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第二节 参数β0、β1的估计

第三节 最小二乘估计的性质

第四节 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第五节 残差分析

第六节 回归系数的区间估计

第七节 预测和控制
第三章 多元线性回归



第一节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第二节 回归参数的估计

第三节 参数估计量的性质

第四节 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第五节 中心化和标准化

第六节 相关阵与偏相关系数
第四章 违背基本假定的情况

第一节 异方差性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第二节 一元加权最小二乘估计

第三节 多元加权最小二乘估计

第四节 自相关性问题及其处理

第五节 异常值与强影响点
第五章 自变量选择与逐步回归

第一节 自变量选择对估计和预测的影响

第二节 所有子集回归

第三节 逐步回归
第六章 多重共线性的情形及其处理

第一节 多重共线性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第二节 多重共线性对回归模型的影响

第三节 多重共线性的诊断

第四节 消除多重共线性的方法
第七章 岭回归

第一节 岭回归估计的定义

第二节 岭回归估计的性质

第三节 岭迹分析

第四节 岭参数 k 的选择

5. 用岭回归选择变量
第八章 主成分回归与偏最小二乘

第一节 主成分回归

第二节 偏最小二乘法
第九章 非线性回归

第一节 可化为线性回归的曲线回归

第二节 多项式回归

第三节 非线性模型
第十章 含定性变量的回归模型

第一节 自变量中含有定性变量的回归模型

第二节 自变量定性变量回归模型的其它应用

第三节 因变量是定性变量的回归模型…
第四节 逻辑斯蒂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