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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a very important concept in statistics. Most purposes of statistics are to 
research and find relevant information between variable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not only pro-
vides the related degree and direction. More importantly, it can get useful auxiliary information 
by correlation. This paper describes how to make use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nformation in 
empirical research. It analyzes occasion and method which use auxiliary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For an overview of the role of correlation coef-
ficient, how to avoid spurious correl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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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相关系数是统计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统计学经常是要研究相关，寻找相关，相关系数不仅提供了相关

程度与方向，更重要是利用相关关系得到辅助信息。本文阐述如何在实证研究中综合利用相关系数信息，

多角度分析了利用相关系数所提供的辅助信息的场合与方法，对全面认识相关系数，如何避免伪相关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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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相关系数是统计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用于测定两个变量之间线性相关程度和相关方向的统

计分析指标。维基百科指出，相关系数的意义是用来衡量两个变量相对于其相互独立关系的距离。 

目前统计学教材[1]之中只介绍相关系数计算公式及性质，缺少如何应用相关关系解决实际问题，相

关系数有多少种类？每一类相关系数适合分析哪一类问题？不同的相关系数结果怎么解释？使用相关系

数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时需要注意什么？当从理论上分析变量之间应该存在相关关系，而样本数据不相关

或相关性不强时，又如何找出真实的相关性关系？本文从相关系数的信息综合利用角度讨论相关系数在

实证研究中的各种利用的方法。 

2. 相关关系与相关系数 

2.1. 相关关系与相关系数的联系与区别 

相关关系与相关系数是两个有联系但也有区别的重要统计概念。 
相关关系是一种陈述，是指两个变量从实践经验和理论分析上确实存在某种联系，但是这种关系并

不是确定的一一对应关系。如从实践经验可得出，一个人的身高 X 越高，衣袖 Y 一般越长，但同样身高

的人穿衣尺寸并不同，也存在身高低而衣袖长的人；从经济理论分析，居民收入越高，储蓄额会越大，

但确实存在收入下降但储蓄额却上升的情况。这两个实例表示的关系就是相关关系。这种两个变量之间

在数量上非确定性的对应关系称为“相关关系”。人们在实践中会经常发现了一个变量的变化会引起另

一个变量的变化，这种相关关系的发现可以帮助找到某些统计规律。为了验证、研究这些规律，需要有

意识的进一步通过大量试验、观察，搜集两个变量之间的对应数值，对这两个变量的一系列观测值进行

统计分析。如回归分析方法，形成具有一定概率的统计规律。函数关系是相关关系的特例。相关关系可

以分为线性相关和非线性相关。 
相关系数一般指皮尔逊相关系数，是一个用于描述和衡量变量之间线性相关程度与方向的统计量。

具体来说相关关系和相关系数的区别和联系如表 1： 
由表 1 可知，相关系数只度量了变量间相关关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相关系数的分类。根据研究对象的变量个数不同，相关系数可以分为分析一个变量与一个变量相关

的简单相关系数，分析一个变量与一群变量相关的复相关系数；分析一群变量与一群变量相关的典型相

关系数(CCA)。根据变量特性分析两个分类变量(定类或定序)的相关关系的列联系数(contingency coeffi-
cient)；利用变量的秩(rank)和协同(concordant)计算的 Spearman 和 Kendall 等非参数相关系数等[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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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difference and connection between correl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表 1. 相关关系与相关系数的区别与联系 

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Pearson) 

从经验和理论上分析出有关系，用文字表述两变量间有一定的关系。 定量衡量两变量间线性相关程度与方向 

可以是线性和非线性相关关系 只能用于描述线性关系 

是计算相关系数的前提 是分析线性相关关系的工具 

理论上无相关关系的变量是独立的 相关系数为 0 不一定独立 

相关关系的散点图要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散点图呈椭圆状 

有关系的变量可以是数值型与分类型变量 主要用于连续型数值变量 

2.2. 独立性与相关性的关联 

根据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中的定义，如果两个随机事件是独立的那么这一事件的发生不会影响到另一

事件发生的概率。设 A、B 表示两个事件，如果满足： 

( ) ( ) ( ) ( ) ( ) ( ) ( ), ,P A B P A P B A P B P AB P A P B= = =  

我们则称 A、B 事件是相互独立的。类似的，如果 A、B 两个事件满足： 

( ) ( ) ( ) ( ),P A B P A P B A P B≠ ≠  

上式表明 B 事件的发生对 A 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有影响的，同样，B 事件的发生对 A 事件发生的概率

也是有影响的，那么我们称 A、B 事件是有关联的或相关的。 
统计学中两个变量独立就不相关，不独立就有相关关系。在数学理论研究中经常假设变量之间相互

独立的条件，此时的联合分布密度等于边缘分布密度的乘积，由此可以很容易得到一些看似很精彩的数

学结论。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独立变量很少需要放在一起研究，这时变量之间相关性的分析就显得

尤为重要。统计学家主要研究相关变量，可以得到有用的信息。 

3. 相关系数的定义与性质 

3.1. 相关系数定义 

3.1.1. 参数统计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又叫皮尔逊相关系数或线性相关系数，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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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定义为协方差除以其标准差的乘积。其计算公式为： 

( )
( ) ( )

cov ,

var var
XY

XY
X Y

X Y

X Y

σ
γ

σ σ
= =总体相关系数  

其中， ( )cov , xyx y σ= 为协方差， Xσ 和 Yσ 是标准差。 

( )( )

( ) ( )

1

2 2

1 1

n

i i
xyi

xy n n
x y

i i
i i

x x y y s
r

s s
x x y y

=

= =

− −
= =

− −

∑

∑ ∑
样本相关系数  

其中 n 为样本量，若将两个变量的样本值看成 n 维向量，当均值 0x y= = 时，得到与夹角余弦相同

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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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

2 2

1 1

n

i i
i

xy n n

i i
i i

x y
r

x y

=

= =

=
∑

∑ ∑
 

由于两个随机变量组成随机向量的协方差矩阵是正定的对称矩阵 

( )

2

2

1 0

1 0

xx xy yx
xx yy yx xy xx yy

yx yy xx yy

xx yy r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 = = − = − ≥  

 

− ≥即

 

所以 r 的取值范围在–1 到 1 之间，若 r > 0，表示两个变量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一个变量的值与另外

一个变量值同方向变化；若 r < 0，表示两个变量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一个变量的值与另外一个变量值反

方向变化；其缺点是容易受极端值的影响，所以需要引入非参数的具有稳健性相关系数。 
在统计学中，一般采用以下 t 统计量对相关系数的相关程度进行检验： 

( )
1 22

1 2
22

1
rt n

r
 

= −  − 
 

3.1.2. 非参数统计的相关系数 
Pearson 相关系数不稳健且要求双变量服从于正态分布的连续型变量，然而现实中大部分变量却并不

服从于正态分布，这时候采用简单相关系数来度量相关关系并不合适，应当采用非参数 Spearman 和

Kendall 相关系数来进行度量，具体计算及应用条件如下： 
Spearman 相关系数[2] [3]，也称秩相关(rank correlation)，设有两个变量 X 与 Y，R 是 X 的秩，Q 是 Y

的秩，则相关系数为 

( )
2 2

1 1

,
1 1

i i i i

s

i i i i

R R Q Q
n nr R Q

R R Q Q
n n

  − −  
  =

   − −   
   

∑ ∑ ∑

∑ ∑ ∑ ∑
 

Spearman 相关系数适用于度量连续性、离散型包括普通变量的相关程度，且不易受极端值影响，具

有良好的稳健性，建议最好用 Spearman 相关系数进行实证研究。在统计学中，一般采用以下 t 统计量对

Spearman 相关系数的相关程度进行检验： 

( )22

0 2 ~ 2
11

2

s

s

s r s
s

r ss

r r nt r t n
s rr

n

µ− − −
= = = −

−−
−

 

Kendall 相关系数适用于度量不服从双变量正态分布或总体分布未知的等级资料，变量 X 与 Y 的

Kendall 相关系数定义为： 

( ) ( )
4 1

1 11
2

C D Cr
n nn n

−
= = −

−−
 

其中 n 为样本量，以 C 为协同(concordant)对数，D 为不协同对数，即将所有的项目按照第一个变量 X 排

序后，第二个变量 Y 的排秩能保持与变量 X 一致的大小顺序的数对的个数之和，分母 ( )1 2n n − 可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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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总对数。Kendall τ 的主要优点是它的分布能非常快的接近于正态分布，且当 X 和 Y 独立的零假设为

真时，Kendall τ 的正态逼近比 Spearman 的要好[3]。 

3.2. 相关系数的性质 

1) 若存在常数 a，b，使得Y a bX= + ，则 1XYr = 。表明当相关系数等于 1 时，变量 X 与 Y 存在完

全线性关系。当相关系数等于 0 时，则称变量 X 与 Y 不相关。 
若Y a bX= + ，假设 ( )E X µ= ， ( ) 2D X σ= 则 ( )E Y a bµ= + ， ( ) 2 2D Y b σ=  

( ) ( ) ( )2 2 2E XY E aX bX a bµ µ σ= + = + +
 

( ) ( ) ( ) ( ) 2Cov XY E XY E X E Y bσ= − =  

所以当 0b ≠ 时，则 0XYr ≠ ，当 0b = 时，则 0XYr =  
2) 决定系数 R2 具有线性不变性。若 A，B 可逆，则有 ( ) ( ), ,r Ax By r x y= 。相关系数相同，方差和

协方差不同。 
3) 相关系数中变量的地位同等。相关系数不考虑因变量与自变量。 
4) 标准化变量的协方差就是相关系数。标准化后，标准差为 1，相关系数等于协方差除以标准差所

以仍等于协方差。标准化后均值为 0，相关系数就是夹角余弦。 
5) 相关系数易受极端值影响。由于用到均值，而平均数易受极端值影响，相关系数也易受极端值影

响。 
6) 比较两个相关系数必须样本量相等。不能随意比较两个相关系数，样本量相等才可比较。相关系

数的检验结果与样本量有关系。 

4. 相关系数信息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 

4.1. 相关系数信息在统计分支中应用  

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相互作用，关系极其复杂，为了快速找到哪些因素之间

存在着相互影响，此时相关系数就显得尤为重要。表 2 列出相关系数被广泛应用于统计学各个分支： 

4.2. 相关系数在定性变量的关联分析中应用——列联系数 

设两个定性变量(分类或有序变量)X 与 Y，X 分为 K 类，Y 分为 m 类，分类 X 与 Y 的关联关系，需要 
 

Tabl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used in statistical branch 
表 2. 相关系数在统计学中分支的应用 

统计分支 相关系数应用 

概率论 定义相关系数概念与计算公式 

描述统计 相关系数计算、性质，相关程度与方向 

多元统计分析 变量聚类分析，主成分和因子分析压缩维度，典型相关 

回归分析 利用变量相关建立模型，模型拟合度，偏相关系数来筛选变量 

计量经济学 检验模型自相关，共线性，因果关系 

时间序列 利用自相关建立模型 

非参数统计 Spearman，kendall 相关系数，列联表变量相关 

抽样调查 利用相关变量作为辅助信息减少估计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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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是否独立。列联表检验时常用拒绝独立就存在相关性。 

( )
( )( )

2
. .2 2

1 1 . .

~ 1 1
k m ij i j

j i i j

f np p
m k

np p
χ χ

= =

−
= − −  ∑∑  

例如为了研究一个人在计算机行业从事的职业类型于他在该行业中的从业年限是否存在关系，调查

了 250 人。调查结果如表 3： 
首先建立零假设：一个人在计算机行业从事的职业类型与他在该行业中的从业年限相互独立。利用

SPSS 计算可得 Pearson 卡方值为 65.66，对应的 P 值为 0.000 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这属于小概率事件，

所以可以认为一个人在计算机行业从事的职业类型与他在该行业中的从业年限不相互独立，存在相关关

系。 
上面所求的 2χ 统计量的值与列联表的行列数目和样本量有关，为了消除对样本大小的依赖，我们可

以使用 Pearson 的列联系数(相关系数)： 
2

2 n
χϕ

χ
=

+
 

其中 2χ 为卡方统计量值，n 为样本量。 

4.3. 相关系数在回归模型分析中应用 

1) 有益于模型的相关―因变量与自变量的相关 
回归模型主要分析因果关系，一般所说的回归模型指的是线性回归模型，只有存在线性相关的变量

才能建立回归模型，相关是回归模型的基础。散点图能够从直观上观察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线性相关

关系，而相关系数能够定量的测度两个变量线性相关关系程度。变量之间高度的相关关系有助于提高模

型的拟合优度，减少估计的误差。 
2) 有损于模型的相关。有些变量的相关在回归模型中是有损于模型拟合的。如： 
①自变量的共线性(自变量相关) 
回归模型假设自变量间不相关，多元回归分析中变量的高度相关可引起共线性[4]，有文献指出相关

系数 0.8 以上表示存在严重的共线性。 

( ) 1T TX X X Yβ
−

=  

上式只有在逆矩阵存在的情况下才可以估计出参数 β ，X 的相关性可能导致上述矩阵的逆不存在，

影响模型参数估计。这时候可以通过岭回归和主成分回归的方法构造一个可逆矩阵解决。 

( ) 1T TX X K X Yβ
−

= +  

 
Table 3. Computer industry career types and working years 
表 3. 计算机行业的职业类型与从业年限 

 
职业类型 

经理 程序员 操作员 系统分析员 

从业年限 

0~2 年 6 41 11 13 

3~5 年 28 16 23 24 

5 年以上 47 10 1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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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自变量与误差项相关 
回归模型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每一个自变量与误差项相互独立，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普通最小二乘

法回归参数估计量将不再是无偏和一致的。这时候可以通过工具变量法加以解决，具体来说将测量误差

用工具变量替代，工具变量是一个与自变量 X 高度相关，同时与方程的误差项不相关的新变量 Z。 
③误差项自相关 
回归模型中残差是假设不相关的，经过 DW 检验若残差之间存在显著自相关，即 ( )cov , 0i je e ≠ ，则

说明还有重要变量被包含于残差中，所建的模型仍有重要信息没有被表述出。误差项之间自相关系数的

计算如下： 

( ) ( )
( ) ( )

1 1
2 1 2 1 2

1

cov , cov ,

var var
t t t t

t t t

ε ε ε ε
ρ

σ ε ε
− −

−

= =
      

 

3) 回归系数与相关系数的关系 
当把数据进行标准化后，回归系数与相关系数相等。例如一元回归模型 0 1y xβ β= + ，由于标准化数

据中 1
X

σ = ， 1
Y

σ = ，则 

( )
( ) ( )

1
1

cov ,

var varXY
X Y

X Y

X Y
β

γ β
σ σ

= = =  

4) 决定系数与相关系数的关系 
一元回归模型 0 1y xβ β= + 中，决定系数的计算如下： 

1

2

2 2 2
2

2 2

xy

x x

y y

r

σ
σ β σ

σ σ

 
  
 = =  

由上式，决定系数的含义可以解释为用标准差做计量单位，X 变动一个标准差时，Y 变动 r 个标准差。

或者说由 X 解释 Y 变动的部分，在 Y 方差中所占的比例。由相关系数就可以求出 Y 对 X 回归模型的决定

系数。 

4.4. 利用相关系数提高抽样估计精度 

在抽样调查中，并不是只调查一个变量，而是需要同时调查很多与样本有关的变量，而这些变量之

间往往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这时候充分利用相关性这一非常重要的信息，选用与调查变量有较密切的

正相关关系的变量作为辅助变量，可以减少一些抽样估计误差，提高估计精度。 

( ) ( )2 21 1lr y
fV y S

n
ρ−

≈ −  

其中ρ为y与x的相关系数，由上式可以看出抽样估计误差与相关系数有关；简单估计量和比率估计量都可

以看成是 0, y
x

β β= = 回归估计量的特例。 

4.5. 利用相关系数对变量分组 

1) 相关系数与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一种降维技术和变量分类方法，其目的是用有限个不可观测的潜变量来解释原始变量之

间的相关关系。因子分析本质上是建立在变量相关的基础之上，因子分析利用相关性将变量分组，原始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可用于说明因子分析的必要性，一些相关系数高的变量是由同一个因子这个潜在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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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测的变量决定的。 

1 11p P m pm
X A f e
× × ××
= +  

其中 F 为因子向量，A 为载荷矩阵。一般需要进行因子旋转才能得到明确的变量分组。原始变量与

因子的关系由相关系数表示，因子载荷就是 X 与 F 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值越大说明因子对这个原始变

量的解释程度越高。 
2) 相关系数与变量的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变量聚类是将相近的、相关程度高的变量合并为同一类达到对变量分组

的目的。聚类中相关系数是一种测试相似程度的方法，样本聚类一般用距离，越小则越近，变量聚类用

相关系数，正好与距离相反，相关系数越大表示越近，将相关程度高的合并为一类。 

4.6. 利用相关系数进行维度压缩 

1) 主成分分析。将变量的相关视为信息冗余、重复，此时的相关是负面的，若 P 维空间的变量高度

相关，说明不需要这么多的维度，可以用较少的维数的主成分分析的现象，这就是降维技术，主成分利

用线性变换，将相关变量变换为不相关的变量—主成分，进行数据压缩-降维。 

1 1 2 2 p pZ a x a x a x Ax= + + + =  

主成分分析的本质是将所有变量投影到方差最大的方向，提取最主要的信息。 
2) 典型相关分析。典型相关(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是研究两组变量之间相关性的一种统计分

析方法。为了从总体上把握两组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分别在两组变量中提取有代表性的两个综合变量

U1 和 V1(分别为两个变量组中各变量的线性组合)，利用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来反映两组

指标之间的整体相关性。 

1 1 1 1,u l x v m y′ ′= =  

其中 ( )1 2, , , px x x x ′=  ， ( )1 2, , , py y y y ′=  ， 1l′、 1m′为常数列向量，找到使 1u 和 1v 的相关系数 ( )1 1,u vρ 达

到最大的 1l′和 1m′。 

4.7. 利用自相关系数进行时间序列预测分析 

时间序列自相关函数(autocorrelation function)，简记为 ACF 

( ) ( )( )
, t t s s

t s

E X X
t s

DX DX
µ µ

ρ
− −

=
⋅

 

自相关函数用于度量同一事件在两个不同时期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程度，时间序列建立在序列自相关

基础之上，比如 ARIMA 模型。 

4.8. 利用相关系数检验调查问卷的信度 

信度系数是相关系数的一类。信度分析指在社会测量中，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进行测量

时，其获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5]。为了定量研究某些特定的问题而数据又难以获取时，我们经常采用问

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然而问卷的调查结果是否可信？问卷设计的是否足够合理？这时可以采用 Cornbach’s 

Alpha 检验对样本数据进行可信度检验，

2

1

2

1 1 1

1
1 2

k

i
i

k k k

i ij
i i j

k
k

σ
α

σ σ

=

= = <

= −
− +

∑

∑ ∑∑
，其中 k 为所探讨问卷项目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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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的内部一致性检验 Cronbach alpha 系数不少于 0.7，说明样本通过了内部一致性检验。信度的大小可

以用这两次测量结果的相关系数来表示。 

5. 相关系数使用误区  

1) 相关系数为 0 不一定独立。可能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 
相关与独立，独立一定不相关，但不相关(相关系数为 0)，协方差为 0，不一定独立。我们知道只有

线性相关才能利用相关系数和回归模型处理这些信息。如何将不独立，但相关系数为 0(不相关)的两个变

量使其有线性相关呢？使其化为直线相关，以便利用回归模型。 
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是否独立，或从经验分析是否有关系。其次对理论上有相关关系的变量，但相关

系数很弱或不理想，就需要用曲线形式描述，需要做变换。非线性回归的核心是将非直线关系，通过变

换成为直线关系。 
取对数影响相关程度吗？一般变量取对数后能增加相关程度， 
2) 相关关系不一定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一定相关(但不一定是直线相关)。相关关系仅仅表示两个

变量之间存在某种关系，究竟是谁影响谁并不确定。因果关系可以确切的知道一个变量影响另一个变量，

因果关系的确定需要经济理论的支撑，做预测是不需要有因果关系的。 
3) 一般不能仅根据相关系数大小比较相关程度。比较两组相关系数时，只有当样本容量相等时才可

以比较相关系数大小，相关系数小就相关程度低；当样本容量不相等时，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不一定相关

程度高。当样本容量不相等时，这时相关系数的大小和相关程度的检验结果可能不一致，可能出现相关

系数大而相关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低。统计检验表明，相关系数显著性与样本容量有关。 
例：为了探究青少年的历史与语文成绩、身高与体重是否存在一定的关联，现随机抽取某中学高三

年级 1 班学生各 6 名，历史：66, 68, 69, 70, 75, 78；语文：67, 79, 80, 82, 82, 95； 
2 班 20 名身高：150, 158, 160, 163, 166, 167, 169, 170, 172, 175, 175, 175, 180, 182, 182, 185, 185, 186, 

186, 189；体重：50, 50, 72, 55, 65, 89, 67, 67, 70, 90, 75, 75, 80, 80, 92, 82, 82, 96, 96, 100。 
经过计算，变量 X1 与 X2 的相关系数为 0.879，对应的双侧检验的 P = 0.021，在显著性水平 0.01 下不

显著；Y1 与 Y2 的相关系数为 0.844，对应的双侧检验的 P = 0.000，这时相关系数(绝对值)大的对应的双侧

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反而低，那么谁的相关程度高呢？实际上，检验统计量 T 的结果与样本容量有关，样

本量不相等时这样的比较不可取！ 
4) 伪相关现象(Spurious correlation) 
在实际应用中，当我们计算两个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变量相关系数时，有时候得到的相关系数较大，

而且经过检验是显著不为 0 的，统计上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伪相关。伪相关现象是由于变量之间都存在某

种相同的变化趋势，或者说存在着第三个变量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潜在变量的存在(潜在变量的影响)，两

个变量 X，Y 都受某个潜在变量 Z 的影响导致共同反应(common response)。 
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关系，有时并不是这两个经济变量本身的内在联系所决定的，它完全

可能由另外一个变量的媒介作用而形成高度相关；忽略了媒作用，理论上为负相关的变量可能得到正相

关关系，时间序列不平稳时常常出现伪相关。伪相关的存在经常让我们得到一些看似合理实际上错误的

信息，这时候必须找出并消除潜在变量的影响，两变量之间的真正关系才能浮出水面。所以，我们绝不

能只根据相关系数很大，就认为两者经济变量之间有直接内在的线性联系。此时要准确地反映两个经济

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就不能简单的计算相关系数，而是需要考虑偏相关系数，偏相关关系则是在扣除

或固定某两个变量以外的其他变量对它们的影响以后,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它反映了事物间的本

质联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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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启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相关关系与相关系数是两个有联系但也有区别的重要统计概念。相关就是用

于研究和解释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相互关系的，相关关系可以是非线性相关或直线相关；相关系数是一个

用于描述和衡量变量之间线性相关程度的统计量。对于存在非线性关系的变量可以通过恰当的变化转换

为线性关系。 
相关系数主要分为简单相关系数，非参数相关系数，简单相关系数要求数据服从于正态分布，当数

据不服从于正态分布时，应适用非参数相关系数进行度量。相关系数广泛应用于列联表、回归模型、抽

样调查、多元统计、时间序列等学科中，然而在应用中必须要分清楚有益的和无益的相关，有益的相关

可以在分析问题之前得到一些非常有用的辅助信息，而无益的伪相关却会误导得到一些错误的结论，在

使用相关系数分析问题时必须注意它的使用条件，避免使用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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