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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4：加快统计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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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的统计教育事业走过了艰辛而曲折的路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统计教育是统计事业的基础。新中国的统计教育

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向，为发展统计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造就了一大批有成就的统计管理专家、统计业务专

家、统计科学家和教育家。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统计教育事业更有长足发展，科教兴统计的思想越来越深人人心。在“大统

计”教育理念的引导下，统计教育事业正在健康地向前发展。现在，全国已经形成了比较科学、合理和完整的统计教育体

系，统计基础教育、统计专业教育和统计继续教育正在协同发展，社会经济统计理论和数理统计方法已经开始融合。 

    统计基础教育旨在加强全民统计意识。全民统计意识是开展统计工作和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保证条件。统计工作的对象

是所有法人单位和自然人，如果全民统计意识不强，统计工作的根基就不牢靠，统计数字的质量就没有保证。统计基础教育

包括统计基本知识普及教育和统计法制普及教育两个方面。统计基本知识普及教育工作着重在中小学校和各级党校和行政学

院进行，统计法制普及教育在全社会进行。为了切实加强统汁基础教育，从1991年起，国家统计局与国家教育部合作，在全

国8省、市进行了在中、小学教育中开设统计课程的试验，在小学数学课程中增加有关统计图表的内容，在初中数学课程中

增加有关描述统计的基本内容，在高中数学课程中增加有关推断统计的基本内容，经过试验，逐步规范。从2001年起，教育

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试行。从1997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又与中央组织部合作，组织专家编写《领导于部统计知识读本》。经

反复讨论和修改，这本书已于2001年定稿，将于2002年内出版发行。这样，在中、小学生和于部中开展统计基础教育就走上

了规范化轨道。通过统计执法大检查等形式，统计法制普及教育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统计专业教育旨在培养统计专门人才。为了培养统计高、中级专门人才，我们已在全国一百多所全日制高等学校里设有

统计学系或统计学专业。有20多个统计学博士培养点和上百个统计学硕士培养点。有340多所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初、中级实

用性统汁专业人才。新中目建立以来，教育部和国家统计局非常重视发展统汁教育。除在普通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设立

统计学专业，培养专门统计人才之外，国家统汁局还创办过专门的统计学校和统计学院。专门学校和学院是统计教育和统计

科研的基地，是对外进行统计学术交流的窗口。作为基地，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统计人才；作为窗口，为开展国际统计学术交

流探讨了经验。 

    统计继续教育旨在提高在职统计干部的业务素质。统计工作专业性很强，要求统计干部具有专门的业务知识。在信息化

时代，统计理念、统汁技术日新月异。统计干部要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统计工作的要求，推进统计事业发展，就必须结合

自己的工作继续不断地学习。统计继续教育正是适应统计干部需要进行知识更新的要求不断发展起来的。1984年11月22日，

国家统计局正式成立中国统计干部电视函授学院(后更名为国家统计局培训学院)，并在各省、市相继成立了分院。—度在全

国设立了1100个中心管理站，建立了近5000个教学班。建院以来，全国参加统计干部培训、轮训和自学试的人次数以百万

计，对提高基层统计于部的业务素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国家统计局还设立了专司教育职能的教育中心，负责定期举办各级

统计局长培训班和农调、城调、企调三队统计干部培训班，不定期举办民族地区统计干部培训班和专题业务培训班等。统计

干部培训工作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精神，根据业务分工和工作需要进行组织，形成了比较规范

的工作制度，收到了良好效果。 

    我国统计教育事业正在蓬勃发展，势头很好。但是，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统计教育的规模和水平都存在很大差距。存

在差距的根本原因是统计教育思想落后。长期以来，统计学界对统计学的性质认识不统一，两门统计学相互对立，争论不

休，严重影响了高等学校统计学专业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和师资建设方向，也严重制约了统计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因

  



此，要加快统计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加快统计教育改革，通过改革转变统计教育思想，促进社会经济统计理论和数理统计

方法的融合。“融合”不是两门统计学的简单拼合，也不是两门统计学合二而一。我们希望在“大统计”教育理念下，努力

培养复合性统计人才。在统计教学改革中要根据培养目标设置课程，遴选教学内容。“大统计”概念是1993年 12月在中国

统计学会会长会议上提出来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只有一门统计学，并且认为统计学是收集和分析大量数据的方法论科学。收

集和分析数据既需要定量分析，也需要定性分析，既需要理论指导，也需要技术支撑，既需要描述方法，也需要推断方法。

因此，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不应当相互对立，而应当相互融合，在融合过程中发展现代统计理论，开创新的统计方

法。 

    我国统计教育事业的改革正在深入进行，两门统计学相互融合的趋势已见端倪，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思想早已没有了

市场。但是，统计教育改革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思想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应当急于求成。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段艰难而

曲折的道路，在统计教育事业的改革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全国统计教育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锲而不舍的共同努力

下，统计学在学科分类中已被列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统计专业在高等教育的专业目录中已确立为理学门类中的一级学科，根

据培养目标可以选择授予理学学位或经济学学位。“大统计”教育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我们深信，在全国统计教育工作者和

科研工作者的进一步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加快统计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国家统计局 贺  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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