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望新世纪, 政府统计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这很大程度取决于市场经济的深化和市场经

济分析研究和调控的需要, 以及统计应用技术的发展。主要方面有: (1) 继续完善现有统计制

度、内容和调查方法。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政府统计基本上确立了发展方向, 但仍然存在着

许多问题, 根本的是适应和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主要内容是继续打破计划经济原有部门统计

的调查和体制基础, 逐步完善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下企业或公司发展和竞争与创新需要的统计、

行业与市场竞争分析的统计、宏观经济运行分析和中长期发展或规划需要的统计内容, 并追求

市场经济下微观统计与宏观统计系统的内在统一。(2)建立我国经济周期统计体系。经济周期

统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众多决策主体统一、优化配置的重要系统信息体系, 因此必需建设好这

一政府统计工作。(3)引进新型统计技术, 例如遥感技术在政府统计工作中的应用。(4)强化计

算机及网络技术在统计工作中的应用。 (5)政府统计数据质量控制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6)政

府数据库及其数据采矿技术的开发应用。 (7)国际统计数据库的建设与开发应用。 (8)系统软

数据调查技术和分析开发应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系副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统计教育学会副秘书长、

高教分会秘书长。)

经济统计应用研究应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

徐国祥

21 世纪已经向我们走来,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这为我国统计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为统计学专业服务于社会经济和管理提供了用武之地。统

计学是研究如何有效地收集、整理和分析数据, 并对所研究的问题作出预测或推断, 直至为决

策提供依据的一门方法论学科。在经济和管理现象日益复杂、市场信息瞬息万变的环境中, 往

往要在不完全观察数据的基础上, 对所关心的问题作出可靠的估计, 以便作出合适的决策。统

计学正是处理这些问题的有效工具和手段。因此, 这门学科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具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 我国经济统计的应用研究应面对我国经济建设的主战场, 这应该成为 21 世

纪经济统计研究的主旋律。只有抓住 21 世纪我国市场经济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不

懈的研究, 才能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 才能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

献。经济统计的应用研究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 包括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统计问题研究, 涉

及农业、工业、商业、金融保险业、财政和税收等各个方面。可以预计, 21 世纪的经济统计研究

将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以统计科学为主体、以经济与信息科学为两翼的《统计与信

息论坛》将在经济的应用研究中发挥出更好的超前导向作用。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统计学系主任, 教授, 中国统计学会理事, 上海市统计学会副会长。)

经济统计学大有可为

曾五一

经济统计学是统计学最重要的分支, 在已经过去的 20 世纪中, 经济统计学为社会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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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统计科学自身的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新世纪里, 经济统计学仍然是大有可为的。

笔者认为, 今后一段时期经济统计学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主要有: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进

一步充实和完善; 有关地下经济测算的研究; 关于如何准确把握我国失业状况的研究; 适合我

国国情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的研究; 可持续发展的统计测定; 知识经济的统计测定; 电子商务

时代统计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统计如何进一步为企业经营决策服务; 统计在投资和决策中的应

用研究; 统计在保险精算中的应用等等。要圆满地完成这些课题的研究, 不仅需要吸收和利用

理论统计学研究的成果, 更多地应用数理统计方法, 而且还必须与经济理论更加紧密结合, 并

以经济领域所特有的统计方法作为研究的重点。

在新的一年里, 西安统计学院与中国统计教育学会高教分会决定联合主办《统计与信息论

坛》。这对于全国统计学界来说, 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我衷心祝愿《统计与信息论坛》越办

越好, 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办出自己的特色, 争取成为国内公认、国际上有一定

影响的一流统计学术研究刊物。

(作者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统计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经

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网络统计——21 世纪的统计学

韩兆洲

随着因特网 ( In ternet)的日益普及, 网络化的浪潮正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据统计,

目前全球上网用户已超过 8 000 万, 其中中国上网用户已超过 150 万。预计 2000 年之后, 全球

上网用户将会达到数亿甚至 10 亿之众, 世界数据中心 ( IDC) 的预测报告预测: 中国的 In ternet

用户在 2000 年将达到 273 万, 比 1997 年初的 20 万增长 12 倍以上。面对网络时代的滚滚浪

潮, 统计学必将向着电子化、自动化、网络化的方向发展, 21 世纪, 网络统计将应运而生。

网络统计 (N etwork Statistics) 是指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统计调查、统计整理和统计分析

的理论和方法。由于网络化的统计, 统计一词将赋予新的涵义:

1、统计工作, 是指运用计算机网络对社会经济现象数量方面进行搜集、整理和分析工作过

程的总称。在网络时代, 统计调查员将不再是风里来、雨里去的挨家挨户的搜集统计数据, 取代

“逐级汇总、集中汇总、汇审汇编、综合汇总”这些传统的汇总方法, 是各企业统计员根据《统计

法》的规定, 将本企业发生的电子商务统计数据按密码传送到指定网站的工作。

2、统计资料, 是指以光盘形式反映大量社会经济现象特征和规律的各项数字资料。而以书

本形式出现的统计图、统计表、统计资料汇编、统计年鉴、统计手册和统计分析报告等即将成为

历史。

3、统计科学, 是指如何以计算机网络进行搜集、整理和分析社会经济现象数量方面的一套

理论与方法。21 世纪的统计学将不再是计算机与统计学割裂开的学科。

在网络化时代, 离开计算机、离开网络, 统计将一事无成。

(作者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教授, 广东省统计学会副会长, 全国工业统计教学研究

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张治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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