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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厦门大学计划统计系创办于1950年，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创业和不懈努力，现已发展成为国内具有
较大影响的统计、信息、投资分析类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基地。
现拥有统计学、国民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和经济信息管理学四个博士点（并同时设有博士后工作站）
与四个硕士点，以及统计学（包括经济管理统计和投资决策分析两个方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两
个本科专业，以及国民经济与核算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基地。
其统计学科分别于1987年、2001年和2007年连续三次被国家教委和教育部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2008年统计学教学团队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教学团队，统计学专业被教育部列入国家级特色专业。
　　60年来，厦门大学计划统计系全系教师秉承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通过长期探索和反复实践，已
逐步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和办学特色，积累了丰硕的科研和教学成果。
在统计理论方法和国民经济核算这两个具有传统优势和创新能力的主要研究领域，成果尤为显著。
近十年来，为适应新时期学科建设的需要，其教学科研正不断向现代统计方法及其应用等前沿领域拓
展。
　　2010年是厦门大学计划统计系建系60周年。
为了更好地连续反映我系教师所取得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在《经济与统计理论探索--厦门大学计划统
计系50周年代表性成果集粹》的基础上，我们编辑了《经济与统计理论新探索--厦门大学计划统计系
新世纪成果集粹》，集中反映21世纪以来教师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和我系人才培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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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统计数据调查难的问题　　目前，统计调查体系是我国整个统计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抽样调查“推而不广”；普查种类频繁，投人大、费用高；通过抽样调查、定期报表和普查方式取得
的同一种统计数据缺乏必要的衔接等等。
这里有理论方法和技术方面的问题，但更多的则是体制方面的问题。
　　以抽样调查“推而不广”为例，造成该现象的体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在以统计数字作
为政绩考核和资源配置主要依据的体制下，各级政府必须全面了解和掌握自己所分管的层次或单位的
统计数据，而以抽查部分样本来推算总体为特征的抽样调查方法是很难满足这一需要的。
其次，在现行统计体制下，尽管从全社会看，抽样调查肯定比全面报表调查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
但对于统计部门来说，布置定期报表并不需要支付费用，而采用抽样调查则反而要增加自身的支出。
这不能不影响到统计部门推广抽样调查的积极性。
最后，目前的抽样调查主要由三支调查队负责，三支调查队又按照其工作范围分别组建，缺乏有力的
协调，大家都只考虑自己范围内的事，对于进一步推广抽样调查，扩大抽样调查应用的范围也是不利
的。
　　（二）统计弄虚作假的问题　　当前，我国统计工作中弄虚作假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破坏了统
计的声誉，已经引起了我国高层领导的关注与警惕。
一位全国政协常委曾经在全国政协会议的发言中，用一幅对联形象地揭露产生这一现象的一个深层次
原因，对联的上联是“下级骗上级级级掺水水到渠成”，下联是“上层压下层层层加码马到成功”，
横批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
在现行的统计体制下，要防止统计弄虚作假是十分困难的。
这是因为：首先，如前所述，我国目前许多统计指标被作为考核评价和进行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
各国的统计实践都表明：“统计数字与提供者的直接利害关系越密切，就越难以保持客观性”，因此
，一些被作为目标管理考核的指标受到行政干预的可能性就更大。
其次，在“双重领导、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现行管理模式下，各地的统计机构在行政
上主要接受地方政府领导，经费很大程度上也依赖地方政府拨款。
如果地方统计机构坚持统计监督，得罪了上级行政领导，不仅干部自身的升降荣辱可能受影响，而且
地方统计工作也可能难以正常开展。
这就使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本应具备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不能不受到很大的干扰。
　　（三）统计数据“数出多门，数字打架”的问题　　产生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仍然是体制方
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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