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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淡统计监审对统计工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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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监审是江苏省统计行政执法实践创新的一种统计执法检查形式，它是指我省统计执法检查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

织依法开展统计活动、贯彻执行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方法制度、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统计工作文件精神和主要统计数据质量等情况实施的

  2006年3月，江苏省统计局以苏统[2006]15号文下发了对连云港市海州区统计工作进行重点监审的通知，8月底，海州区顺利通过了省局的

监审，海州区的统计工作面貌有了较大改善，现简单回顾一下去年海州区统计监审的做法以及统计监审对统计工作的后续影响。 

  一、海州区统计监审的做法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完善目标考核体系。 

  1、是及时建立各级统计监审领导机构。4月初，成立了区级迎接统计监审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分管统计的副区长担任，统计局副局

各镇、办事处、开发区在区统计局的督促下，均成立了各自的监审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2、是切实提高统计监审重要性的认识。一方面及时召开了全区迎接省统计监审动员大会，参加人员为各镇、办、开发区的党政一把手、分管

员及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另一方面区政府在5次常务会议上强调统计工作及省局统计监审工作的重要性，并在第55次区长常务工作会议上，

局关于省局对海州区统计监审工作的要求以及当前统计工作现状的专题汇报。 

  3、是明确责任，全面纳入目标考核体系。为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区政府将“规范统计工作，加强统计网络建设，通过省市区统计监审验

2006年度对各镇、办（开发区）的目标管理责任状中，并明确将此项工作列为区专项考核目标之一，由区统计局考核评分，计入总分。此项工作成

“单项工作突出奖”。区统计局根据本区实际情况又制定下发了《各镇（办）街道、开发区迎接监审目标考评细则》。 

  （二）制定方案，周密安排监审计划。 

  一方面区统计局制定了《海州区统计监审工作实施方案》，对监审工作的组织领导、主要内容、主要方法、时间安排及有关工作要求做了

上保证了统计监审工作的规范、有序进行。 

  另一方面认真梳理，制定迎接监审进展计划表。对照“省政府三个文件”及有关文件精神，按照省监审内容的要求，分区级、镇（办）级

细进行了梳理，并制定出《海州区迎接省统计监审进展情况进度表》。 

  （三）精心培训，切实提高基层统计人员业务素质。 

  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基础工作，促进统计基础规范化，更好地配合省统计局对海州区进行的统计监审，区统计局于2006年5月中旬举办了两

村（居）委员会迎接省统计监审培训班，全区所属村（居）的专兼职统计人员绝大部分参加了培训。第二期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迎接省统计监审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参加培训的有39家，参培率达88.6%。 

  （四）强化领导，现场进行督查指导。 

  自2006年5月份起，区统计局带领各镇、办事处、开发区统计办公室主任及有关统计人员，分别在七家基层统计汇总单位轮流召开了迎接省

现场会。流动会上，对照“三个建设”（统计网络建设、统计硬件建设、统计资料档案建设）要求，对各基层单位进行了督促检查。各镇办也加

领导，相继召开了村（居）、规模企业统计人员工作会议，对基层统计人员进行了多次专门的业务培训，加大了对基层单位的指导，有力地促

建设。 

  （五）严肃纪律，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根据海州区实际，区政府办公室于2006年4月份印发了《关于做好统计业务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各镇办、各有关部门按照区政府要求，

以下工业等经济指标进行了自查核实，并针对在各自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整改方案。7月份，按照区里统一部署，各镇办、开发区

半年主要经济运行指标再次进行了自查自纠，特别是各规模企业对照《规模企业规范化建设标准》，在原始记录、档案制度、数据质量等规范化基



一次全面的梳理、检查，并逐一制定落实整改措施。 

  （六）边查边改，确保统计数据质量。 

  一方面加强审核，重点核减规模工业企业。2006年4月份，对当年新增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认真进行核查，对上报并拟调减的企业一一进

经过省局最终核准，共调减下8家规模企业。海州区的规模企业由年初的53家缩减到44家，这进一步净化了统计数据，提高了规模工业的数据

  另一方面及时调整自查自纠与督查中发现的数据质量问题。在自查自纠中我们发现：少数企业的法人或统计人员统计法律意识淡薄，对要求上

合程度不高、报表不够规范、逻辑关系混乱，有迟报、漏报、拒报现象。对于以上问题都进行了现场核查，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求基层单

经济指标实行全过程控制，坚决防止新的不真实数据出现，切实做到统计数据能真实客观地反映全区经济发展情况、充分发挥统计的参谋助手作用。

  二、统计监审的影响 

  （一）扩大了统计的知晓度，提高了全社会的配合程度。 

  通过省局的统计监审，大大提高了《统计法》及统计工作在社会上的知晓度，社会各界对统计的认知度明显提高。 

  从对统计工作的配合程度来看，无论是企业的法人还是村（居）的工作人员都对《统计法》及统计工作加深了了解，在监审以后的正常业务报

三项调查及各种抽样调查等实际工作中，配合程度明显提高。如在监审前，某些乡镇统计人员搜集统计报表必须到企业索取，通过监审，企业统计

统计部门报送统计资料。 

  从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工作来看，2006年参加统计从业资格申请领证换证（含培训考试）的共153人；到了2007年，参加统计从业资格培训

越宽，新增规模企业、限上贸易业企业、机关各部门等统计人员都纷纷报名参加培训。截止目前为止，全区镇办级专兼职统计人员的统计从业资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持证率为98%；33个村18个居委会持证率为94%。 

  （二）增强了统计队伍建设，提高了统计信息化水平。 

  1、充实调整了区级统计人员。2006年4月份，在全区编制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增加了4个区统计局下属城乡调查队编制，所增人员已于当

中旬，又调整充实了区统计局领导班子，选拔在统计战线上奋斗多年的骨干分子担任正副职领导职务。2007年，引进苏州大学统计专业毕业生

  2、克服困难，改善了区局软硬件设施。海州区在财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改善统计办公条件，对统计局办公室进行了粉刷整理，新

案橱柜等必要的办公设施，购买了配置较高、系统运行速度快、适应统计工作需要的微机6台，并新添了一台传真机。2006年末，为了适应统计

设，经过长时间高起点的规划，克服资金紧张的困难，购置了架设统计内网专线应有的一套硬件设备，构筑了统计专线内网平台。2007年又开

了网络环境下统计数据采集、传输、处理、存储、分析和发布的全过程数字化，实现了网络环境下的协同办公、统计服务和资源共享。 

  （三）建立健全了统计网络，加强了统计基础工作。 

  通过监审，各镇办、开发区均成立了各自的统计领导小组及统计办公室，明确统计人员职责，建立基层统计人员网络图，全面推行“一合三

时，各镇办明确了村(居)委员会专兼职统计人员，各事业单位和规模以上企业都配备了专兼职统计人员。通过开展各镇办、开发区统计基础建

业人员的基本情况调查，各镇、村（居）及规模企业基层统计人员的信息库已经建立。 

  加强了基层“三个建设”：一是统计网络建设，各镇办、开发区都按要求配齐了2-4名专兼职统计人员。二是统计硬件建设，各镇办都做到了有房子、有

话、有牌子、有橱柜、有桌椅等必备办公条件外，配备了统计专用微机及打印机，实现了统计数据处理的微机化、信息处理的现代化。三是统计资

照区统计档案建设规范化的要求，建立健全了统计资料档案，特别是做好了统计基层台帐，保证数出有据，数字有载体。 

  （四）净化了统计工作氛围，提升了数据质量。 

  海州区在2000年、2003年曾两次调整综合指标数据，2004年又抓住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的机遇，GDP数据从当年的16.6亿元调减至10.48亿

积累的统计数据历史水分问题，纠正了历史偏差。 

  在日常的年定报工作中，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企业产值、GDP等重要指标采取现场查验、先审后定的方法进行数据综合评估。从2007年

审调查资料来看，绝大部分企业都能实事求是地上报统计数据，基层的数据质量比往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五）开发信息资源，全面提升服务水平。 

  省局监审以后，区统计局就把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拓展服务领域，把握发展脉搏，加强统计分析和信息开发作为重点点工作

现了统计信息数量上与质量上的历史性突破，1-3季度共撰写统计信息48篇，统计分析18篇。其中统计信息（含分析）被区政府网采用的有29

采用的有32篇，被省统计信息网采用的有9篇。 

  三、目前存在的问题 



  虽然通过省局的监审海州区的统计工作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但面对各级领导对统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当前统计工作仍存在着统计调查

体制不够完善、基础建设比较薄弱、信息化水平不高、人员力量和投入不足等问题。主要体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