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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青年统计科学研讨会的回顾与思考

朱建平　戴 颖

　　内容提要 :本文对历次全国中青年统计科学研讨会进行了详细的回顾与考察 ,针对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 ,根据

会议的主题和成果 ,分析了中国统计科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在此基础上 ,对中青年统计科学研讨会的

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层思考 ,并进一步明确了中青年统计工作者的发展方向及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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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iews and Reflection on Na tiona l Y oung and M iddle

Aged Sta tistica l Conference

Zhu J ianp ing & Dai Ying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and reflects p revious National Young and M iddle Aged Statistical Conference in detail.

Combing with different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hemes and research papers of the past

conferences, it analyzes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Chinese statistical science at different stage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makes deep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p rocess of National Young and M iddle Aged Statistical Conference,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s and challenges with young and m iddle aged statisticians’s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tatistical science; Conference; Review; Reflect

　　一、引言
1978年 12月国家统计局在四川峨眉召开的

“统计教学、科研规划座谈会 ”上 ,代表们解放思想、

打破禁区、畅所欲言 ,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的原则 ,对统计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 ,初步展开

了讨论。经过峨眉会议的酝酿和会后的准备 , 1979

年 11月中国统计学会成立大会 ,并召开了第一次全

国统计科学讨论会 ,使统计各学科、各学派有了一个

交流思想、共同研究的学术组织 ,也有了一个参加国

际统计学术交流的组织。

为了提高我国中青年统计工作者的素质 ,推动

我国统计事业的蓬勃发展 ,更好地为适应社会需要

做出贡献 , 1987年 9月由中国统计学会、国家统计

局统计科学研究所与高等院校等单位联合举办了第

一次全国中青年统计科学研讨会 ,至此 ,每隔两年举

办一次 ,已连续举行了 12次。在纪念中国统计学会

成立 30周年之时 ,回顾与认真地审视历次全国中青

年统计科学研讨会取得的卓有成效的成绩 ,总结经

验 ,深层思考中国统计科学的发展 ,寻找统计科学发

展之路 ,对进一步开创统计科研工作的新局面是十

分必要的。为此 ,我们对全国中青年统计科学研讨

会进行全面考察 ,并对中国统计学科发展的影响进

行深层思考。

　　二、中青年统计科学研讨会回顾
1987年至今 ,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

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

体制的转变再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 ,从解决

温饱到奔“小康 ”再到赶超中等发达国家生活水平 ,

我国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

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国统计事业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从峨眉会议引发的“一门两门 ”之争到学科建设问

题的讨论再到“大统计学 ”思想的提出 ,说明我国统

计理论有了很深的发展 ;从统计体制改革到复杂动

态系统的统计方法的研究再到医学统计、政府统计

与公共卫生统计 ,说明我国统计科研有了很广的探

讨。与此同时 ,全国中青年统计科学研讨会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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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全国中青年统计科学研讨会不同发展阶段

发展阶段 次数 研讨会时间 研讨会主题 会议地点

第一阶段 :加强统
计应用开展学科
建设

第二阶段 :加强学
科建设深化统计
理论

第三阶段 :加强统
计创新拓宽研究
领域

第一次 1987109120 - 09123 建立宏观经济监测和预警体系 ;加强统计分析研究提高服务质量 辽宁、大连

第二次 1989111101 - 11103 宏观经济统计实证分析与统计分析方法问题 ;基层企业统计问题 天津

第三次 1991109121 - 09125
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统计评价 ;总量控制与结构调整的定量研究 ;
统计学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 ;我国统计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江西、九江
(庐山 )

第四次 1993108114 - 08120 统计制度与方法改革、统计教育改革、加强统计科研 安徽、黄山

第五次 1995107114 - 07119
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统计调查体系的改进与实施 ;
“大统计”学科体系建设

福建、厦门

第六次 1997107126 - 07131
国民经济核算 ;经济增长方式与科技进步 ;环境经济核算 ;统计学科
体系建设等问题 浙江、杭州

第七次 1999107130 - 08102
统计学学科建设 ;统计改革 ;新形势下统计教育的发展 ;统计方法在
社会经济分析中的应用等问题

湖北、十堰

第八次 2001110120 - 10122 统计综合评价技术、抽样方法、统计制度改革、宏观经济分析等问题 江苏、南京

第九次 2003110125 - 10127
统计学的性质问题 ;全面小康的统计问题 ;统计综合评价问题 ;统计
创新体系建设问题 陕西、西安

第十次 2005109113 - 09116
实现统计理论、方法和应用的创新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实现统
计科研手段的创新 ;广泛动员统计科研人员投身统计改革和发展的
主战场 ,实现统计体制的创新

山东、烟台

第十一次 2007105115 - 05118
统计工作的改革与发展 ;统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统计方法在社会
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统计学学科建设问题的研究 广东、广州

第十二次 2009108122 - 08124
政府统计的全新认识与公信力提高的问题 ;统计能力、统计数据质
量的提高问题 ;统计调查制度的改革问题

甘肃、兰州

了巨大的变革 ,由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 ,由不完善逐

渐走向完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 ,会议的主

题和成果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 ,同时体

现了中国统计科学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即加强统计应用、开展学科建设。在

此期间 ,我国原有的统计制度基本上尚能适应经济

发展的需要。但是 ,统计基本理论的研究落后 ,难以

促进统计实践的发展 ,另外现代统计方法的应用研

究是薄弱环节。因此 ,实证分析研究与统计方法应

用研究 ,以及开展统计学科建设 ,成为第一阶段的核

心内容。

在此期间 ,实证分析研究有了新进展。在议题

《建立宏观经济的监测预警系统 》中 ,学者们详细阐

述了本阶段我国宏观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理

论上解决的办法。不少学者还对建国 30年来的经

济运行态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 ,并提出了一些经

济指标 ,作为衡量经济发展合理与否的标志 ,得出许

多有说服力的结论。针对《解决国民收入的超分配

问题 》议题 ,结合我国国民收入存在着严重的超分

配问题对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造成了一定困难的事

实 ,学者们对我国当时国民收入的分配状况进行了

实证分析 ,认为国民收入超分配的根源在于国民收

入扩张性分配机制的连续运用。有一些学者强调 ,

利用投入产出总表进行分析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在

《通货膨胀的测定 》议题方面 ,对测定通货膨胀的统

计指标体系问题和通货膨胀的监测理论进行了探

讨。在议题《总量控制与结构调整的定量研究 》中 ,

学者们提出产业结构的调整应从经济与人口两方面

实行总量控制 ,并阐述了产业结构与经济环境的关

系、总量控制与市场波动的交互作用等等 ,同时提出

了分析产业结构合理性的特征分析法以及选择地区

主导产业的标准和量化指标。

在统计分析方法应用方面也有所创新。在议题

《关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评价 》中 ,学者们阐述了

我国研究人民生活水平的思路 ,并与其他国际组织

和发达国家的研究做了比较 ,特别是对中国特有的

“小康水平 ”统计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此外 ,学

者们对恩格尔系数在我国农村的实用性问题 ,农民

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分解模型做了研究与考察。议题

《多元统计分析应用 》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应用 》

说明了经济波动及国民经济运行需要加强数学与统

计的应用 ,同时也拓宽了统计的应用领域。议题

《指数理论完善 》要求把数理统计的方法引入统计

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另外 ,就《企业统计改革 》议

题 ,学者们认为要开展统计分析方法在企业经营管

理中的应用研究 ,使企业充分认识到统计工作的价

值 ,这是企业统计改革的主要任务。随着我国改革

开放的不断深入 ,承包经营责任制在我国许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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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以实行 ,因此 ,建立完整的承包指标体系成为本

阶段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与主要成果。

在实证分析与方法应用研究取得一定成果的同

时 ,大家还就统计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进行了探讨。

学者们普遍认为 ,在我国 ,社会经济统计学一直是经

济学下属的二级学科 ,数理统计学则是数学的分支 ,

这种状况不利于统计学的发展。统计工作者应开阔

视野 ,广泛深入地了解和研究国际上统计学科的发

展情况 ,并加以学习和借鉴 ,对我国统计学科的发展

进行客观评价 ,找出问题和不足 ,明确发展方向。研

究统计学科体系必须解决两个关键的问题 :第一 ,对

构成学科体系的内容范围应有一个科学的界定 ,归

入统计学科的内容应遵循一定的标准 ;第二 ,确定统

计学二、三级学科划分的基本原则和理论依据 ,并进

行论证。

第二阶段即加强学科建设、深化统计理论。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国经济开始进入了由市场经

济体制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 ,不可避

免的双轨体制成为该时期的基本特征。与之相适

应 ,统计形势与任务发生了巨大变化 ,统计事业包括

统计学科建设和统计科研在许多方面面临市场经济

的严峻挑战。因此 ,加强统计学科建设 ,深入开展统

计理论研究成为本阶段的核心内容。

首先 ,本阶段最突出的成就就是统计认识上有

了新的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大胆吸

取国外统计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又要善于从丰富

的统计改革实践中吸收营养 ,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

探索统计学发展的新思路。统计研究要超前于统计

实践 ,也要服务于统计实践 ,深入研究 ,解决统计改

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要加强统计基础理论的研究 ,

以完善学科建设 ,丰富和充实学科体系。随着广大

统计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统计学一级学科的地位于

1992年 11月确立 ,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统计科学

的发展 ,成为中国统计学科建设的重大突破和历史

里程碑。因此 ,学科体系的构造与完善问题成为研

讨会第二阶段的核心议题。其中要进行两方面的工

作 :一是确定统计学的研究范围 ,构造统计学的二、

三级学科体系 ;二是在具体工作中如何反映统计学

的地位和作用 ,如高等教育中关于统计学课程及专

业设置问题 ,国家社会、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 ,统计

学科的单列问题 ,全国统计科研的统一组织及科研

成果的评价问题等等。与此同时 ,对于“大统计学 ”

的提法和讨论也成为本阶段的热门话题。

其次 ,提出了大力强化政府统计系统和统计教

育改革。在新形势下 ,统计面临着严峻挑战 ,统计信

息社会化、商品化、产业化要求广泛运用先进的统计

方法和信息技术 ,大规模、高效率、全方位、深层次地

开发统计信息资源 ,充分显示了统计信息的重要性。

另外 ,建立在传统计划经济思想上的统计教育已不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这样为我国统计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 ,并为我国统

计制度方法的改革构造了框架。

第三 ,肯定了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

需要提出的 ,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成

果。同时 ,就目标模式、体系结构、宏微观核算的协

调以及环境核算等诸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为

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和早日实现与国际 SNA

接轨 ,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 ,就统计指标体系研究

而言 ,学者们着重探讨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测定

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构造。

对于统计调查方法体系 ,学者们则在肯定国务

院批准的目标模式的同时 ,又讨论了大规模实施抽

样调查所存在的问题 ,即调查经费、资料满足程度、

技术问题等。这些问题的提出 ,为完善调查体系指

明了方向。这些问题的解决 ,将会为探索适合我国

国情的抽样调查技术开辟新的道路。

在这里 ,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世纪之交的盛

会 ———第七次全国中青年统计科学研讨会。这次研

讨会征集了近 200篇论文 ,从中筛选出近 90篇论文

汇集成册 ,从论文涉及的内容及研究的角度看 ,可以

反映出近年来统计理论研究与统计实践的大致趋

向。这次研讨会体现了统计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进程中的作用更趋明显。科学高效地运用、发展、创

新统计方法和技术 ,大规模、高效率、全方位、深层次

地开发统计信息资源 ,已成为各领域、各层次广泛关

注的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这一局面的形成 ,

既是广大统计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同时 ,也是对

统计工作者 ,特别是对中青年统计工作者提出的

挑战。

第三阶段即加强统计创新、拓宽研究领域。新

世纪我国统计发展的战略核心取向在于统计创新 ,

包括统计理论创新 ,统计体制创新 ,统计制度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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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方法创新等等。同时随着科学的融合 ,我国统

计理论工作者在统计理论和统计学科研究方面取得

了世人瞩目的可喜成果 ,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 ,拓宽了统计学的研究领域。因此 ,本阶段中青

年统计科讨会突出体现在创新与开拓方面。

首先 ,对统计学有了新的认识。有的学者从哲

学的高度来认识统计 ,认为统计是一种思想 ,统计的

地位甚至可以与哲学相提并论 ,只不过各有分工而

已。在统计学性质的认识上 ,大英百科全书的观点

则得到更多的认可 ,认为统计学虽有数理统计学和

经济统计学之分 ,但总体上均属方法论的科学。数

理统计学是研究随机性数据的方法论科学 ,经济统

计学是研究确定性数据方法论的科学。有的学者谈

到 ,应把统计学独立出来 ,发展统计方法。统计学既

不是纯数学 ,也不是经济学 ,应当在应用中发展统

计学。

其次 ,关于统计创新体系建设问题。有的学者

认为 , 统计创新的内容 ,影响统计工作开展的各个

方面因素的改革、完善以及新的发展创造都属于统

计创新的内容 ,统计创新的内容主要有 8个方面 ,

即 :观念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理论知识创新、

技术手段创新、制度方法创新、服务创新和统计环境

创新。就统计创新体系的基本框架 ,学者们认为应

以政府统计系统、统计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统计教学

研究机构、事业单位的统计机构为主体 ,围绕统计知

识、统计技术、统计方法、统计信息网络系统、统计制

度、统计管理等展开系列统计创新活动。一个完整

的创新体系由统计知识创新系统、统计技术创新系

统、统计知识传播系统、统计创新成果的应用系统

组成。

第三 ,提出了统计体制和统计制度方法体系的

创新性改革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为了减轻政府综合

统计部门的工作压力 ,改变现行的“统一领导 ,分级

负责 ”的统计管理体制 ,我国未来统计体制的改革

应建立“全社会大统计体系 ”,即建立集中统一领

导、分级分类垂直管理的统计体制。还有的代表提

出 ,应该正确划分政府综合统计、部门统计、企业统

计和民间统计四者之间的统计范围、职能和权限 ,实

现四者之间的合理分工 ,以做到职责明确、协调一

致、精干高效。

第四 ,对政府统计有了全新看法并提出了政府

统计工作的改革问题。针对当前的政府统计 ,有学

者认为统计工作应该由独白转为对话 ,应该建立调

查对象视角的数据采集系统 ,建立受众视角的传播

体系 ,提高政府统计的公信力及统计数据的质量问

题。同时也提出统计的变革和发展需要更多的“传

教士 ”式的统计教育者 ,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更加积

极地看待统计学在日本生活中的价值。

针对普查问题 ,学者们认为应该提高农业普查

的地位 ,并进行综合设计、协调分工 ,将其新特点引

入市场化运作模式。对于现有的经济普查评估技

术 ,可以引入普查事后双系统估计、扩展普查登记数

据准确性评估方法、在事后质量评估中采用系统完

善的抽样调查设计等 3项内容 ,从理论与方法上对

普查工作、统计调查制度等进行创新性研究。此外 ,

关于我国信息化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学者们介绍了

衡量我国信息化发展水平的计算方法并提出强化信

息化建设的相关建议。

在拓宽统计学研究领域方面 ,学者们强调了其

重要性 ,认为要提高统计的地位、扩大统计的影响不

仅是宣传问题 ,更关键的是统计工作者和统计研究

者运用统计理论和技术方法更多地解决实际问题 ,

使人们真正感受到统计的存在和重要性。代表们一

致认为统计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也正在向社会经济各

个领域渗透 ,内容涉及面大至收入分配、金融证券、

宏观经济分析、国际资金循环、外商直接投资、统计

综合评价、城市可持续发展、产业发展 ,小到市场研

究、最低工资、投资者信心指数、进出口问题、人力资

本、城乡居民消费状况、民间投资与股价动态、社会

保障支出与扩大内需、医疗卫生服务产出、工业污染

物排放影响因素等。此外 ,政府统计工作也越来越

受到重视。CP I偏误问题、恩格尔系数、统计信息共

享、乡镇统计工作机制的有效运转、失业统计、统计

指标体系设计等与政府统计有关的话题都是当前热

议的焦点。这是广大统计学者努力的成果 ,但未来

如何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时恰当地应用统计理论方

法 ,并在应用的基础上如何更好地发展、创新统计理

论方法是摆在我国统计学者 ,特别是中青年统计学

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当代统计学者热切关注现

实社会经济生活 ,积极应用统计方法研究热点问题 ,

解决热点问题也将成为未来的必然趋势。

　　三、回顾所引发的思考
(一 )中青年统计研讨会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的

历史过程 ,充分体现了我国 20多年来统计科研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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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

通过对中青年统计研讨会发展历史的回顾与考

察 ,发现统计学涉及的研究领域 ,概括起来有 3个 :

政府统计工作、统计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迅速发展

的边缘交叉统计学科。在政府统计工作中 ,统计体

制改革和运行机制研究 ,统计数据质量的保证 ,统计

调查方法体系问题的研究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

和国家统计信息自动化体系建设等构成统计科研的

主要领域 ;在统计基本理论和方法方面 ,统计学科体

系建设 ,复杂动态系统的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及不规

则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将逐步占据重要地位 ;边缘

交叉统计学科迅速发展 ,形成一系列统计科研新领

域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生物统计、医学与公共卫生

统计、数据挖掘、空间统计、工业产品质量控制等。

在我国统计科研 20年的发展过程中 ,统计科研

的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统计体制和制度方法

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1992年以后 ,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要求在统计体制与统计制度方

法上实施改革。在研讨会上 ,学者们在统计认识上

发生转变的同时 ,积极致力于统计体制和统计制度

方法改革 ,讨论并制定了改革框架 ,为中青年统计工

作者指明了方向 ,同时也拉开了研讨会关于统计体

制与制度方法改革讨论的序幕。经过几年的争论与

探讨 ,学者们进一步探讨了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

建立与完善、调查体系的实施以及统计指标体系的

进一步探索 ,特别是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讨论推

向了高潮 ;二是以实证分析向统计基本理论和方法

研究的发展。中青年统计研讨会除了基本理论之

外 ,也着重于实证分析研究 ,主要包括宏观经济的监

测预警系统 ,国民收入超分配研究 ,以及通货膨胀 ,

小康与贫困测定、金融发展和居民财产性收入、流通

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迁、R&D投入产出、人力资本

与经济发展、世界粮油价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等大

型实证研究课题 ,这与我国每一个阶段的经济发展

的需要是相适应的。不少学者同时已经着手学科体

系的建设 ,并于多次研讨会上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为

建立一级学科奠定了基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

断发展 ,社会经济现象的日趋复杂化 ,不规则数据随

处可见 ,市场研究中涉及越来越多的敏感性问题的

调查、复杂动态系统也大量存在。探讨有效的、经济

的、多途径获取统计数据的新方法 ,非随机抽样的技

术 ,研究非随机现象的统计方法 ,如模糊统计等以及

复杂动态系统的研究均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 ,

1992年 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正式批准统计学为一

级学科 ,国家颁布的学科分类标准已将统计学作为

独立的一级学科单列出来 ,这是中国统计学科建设

的重大突破。因此 , 1995年以后 ,在统计基础理论

和方法方面 ,其重点落在了统计学科体系的构造和

完善以及复杂动态系统的统计方法研究及不规则观

测数据分析方法研究上。

(二 )中青年统计科学研讨会的召开促进了我

国统计工作者特别是中青年统计工作者的合作与交

流 ,有利于提高我国统计科研水平。

举办全国中青年统计科学研讨会的目的是 ,鼓

励中青年统计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积极致力于

统计事业 ,推动对统计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促进

统计改革以及统计科学事业的发展。对中青年统计

科学研讨会的回顾发现 ,的确达到了研讨会的目的。

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历次会议代表都分别来自统计实际部门、

高校统计教育部门以及统计科研部门 ,充分体现了

理论、实践、教学三统一 ,为促进我国中青年统计工

作者提高自身素质 ,广泛合作与交流提供了可能。

历次会议的参会论文都是事先从大量优秀论文中精

心挑选的 ,保证质量 ,并多次以《统计研究 》增刊的

形式出版了论文集。特别是每次研讨会邀请多位国

内外知名的统计学家到会做专题报告 ,而且报告的

内容多为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 ,这就为提高我国统

计科研水平提供了保障。

第二 ,定期召开的中青年统计科学研讨会一方

面总结前期的中青年统计科研工作 ,另一方面又为

下一期统计科研工作指明方向。经过 20年的发展 ,

我国科研队伍特别是中青年科研队伍日益壮大 ,科

研成果也不断涌现 ,在统计学科建设、国民经济核

算、小康与贫困问题、科技进步问题、国际竞争力以

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并在统计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第五

次研讨会上 ,不少学者建议成立“中青年统计研究

会 ”,这一建议表达了我国中青年统计工作者的共

同呼声 ,充分体现了我国中青年统计工作者热衷于

统计事业 ,已成为我国统计战线的一支生力军。

第三 ,中青年统计科学研讨会能够促进中青年

统计工作者互相借鉴 ,拓宽视野 ,进一步保持并发扬

自峨眉会议以来统计科研事业所出现的“百花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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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百家争鸣 ”的良好风气。研讨会上 ,学者们不论

资格 ,畅所欲言。这里有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与

教育工作者之间的讨论 ,有老中青三代统计工作者

的磋商 ,有中外知名统计学家的点拨。这里既有同

行业内部的互相借鉴 ,又有跨行业间的交流 ;既有旧

方法的改进 ,又有新理论的产生。可以这样讲 ,中青

年研讨会开创了统计科研最广泛的讨论与借鉴。

(三 )中青年统计科学研讨会的召开为政府统

计工作者与科研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有利

于提高政府统计的公信力和统计数据的质量。

无论是从政府统计体系的创新性建设 ,还是从

政府统计方法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都可以看到 ,政

府统计工作在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中不断提到提

升 ,而中青年研讨会正是为学者和政府统计工作人

员搭建了这个桥梁 ,有利于我国统计能力的提升。

(四 )中青年统计科学研讨会的议题 ,始终都是

国内外统计学界争鸣的热点、难点 ,充分显示了我国

中青年统计工作者始终如一地紧扣时代的脉搏。

从统计学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 ,统计学产生

于应用 ,在应用过程中发展壮大。伴随计算机的迅

速发展 ,统计学将逐渐地向自然科学领域延伸 ,它将

与有限元理论、混沌理论和模糊理论等相结合 ,来解

决一些自然界和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疑难

问题。

综观我国历次中青年统计科学研讨会 ,我们不

难发现 :历次会议议题始终把握统计学最新的研究

动态 ,并逐渐将统计学的研究触角延伸到新的领域 ,

其研究领域向复杂客观现象扩展 ,研究的重点将由

确定性现象和随机现象转移到对复杂现象的研究。

同时对数据的获取、处理、显示、识别及利用都有了

较为全新的研究和发展 ,特别是对海量数据的分析 ,

线性理论中的 Panel数据模型和线性混和模型的分

析 ,非线性理论中指数族非线性统计模型的分析等

等。所有的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我国中青年统计科学

水平正在不断提高 ,体现出我国中青年统计工作者

能够紧跟时代的步伐 ,奋发向上 ,积极进取。

由于事物之间具有的相互联系性 ,各学科之间

研究方法的渗透和转移已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一大

趋势。一些边缘学科的出现为统计学的进一步发展

提供了新的科学方法和思想 ,同时 ,随着统计学与其

他学科的渗透也将会不断扩大其应用领域 ,这样为

我国中青年统计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新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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