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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统计数据从哪里来
王思彤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

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随后的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把“追求和促进高质量发展”

作为一个非常重大的时代主题提了出来，强调必须加

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

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

境，这为新形势下的统计工作指明了方向。

统计工作服务好高质量发展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提

供高质量的统计数据，这也是党中央、国务院交给统计

部门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偏离了这一主业，其他工

作搞得再好，也是舍本逐末甚至得不偿失的。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统计发展史，实际上

就是一部千方百计让统计数据反映客观实际的历史，

历年的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主报告，都不会忽略搞准统

计数据的内容。数据反映客观实际，无非是两个方面，

一是及时获取数据，二是让数据更准确。这两个方面我

们都做了大量工作，但社会上对统计数据的质疑和诟病

一直如影随形，成为统计部门挥之不去的永远的痛。

统计数据失真，主要原因无非也是两个，一是方法

失当，二是故意弄虚作假。方法问题容易解决，主观故

意却是难以治愈的痼疾。对弄虚作假的危害，从上到

下都是很清楚的。早在 1979 年 3 月，国务院副总理余

秋里就在接见全国统计局长会议代表时指出，“弄虚

作假，一害自己，二害领导，三害群众。”但是，为什么统

计造假弄虚作假的行为却几十年屡禁不止呢？这是需

要我们深刻反思的。

高质量统计数据从哪里来？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中来。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写入

党章的，也是全党必须坚持的。统计部门和统计工作

者是最愿意讲实事求是的，这是高质量统计数据背后

的大旗。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 1988 年 5 月在听取全

国统计工作会议汇报时的讲话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

他指出，我们讲实事求是，首先要把“实事”搞清楚，

然后才能“求是”。如果“实事”搞不清楚，“求是”

也不可能做到。如果“实事”不准确的话，“求是”就

失去了一个正确的基础。“实事”要做到基本准确，才

不危及你们所说的统计的生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统计工作作出重要讲话指示批示，

中央先后印发了《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

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等 6 部统计方面的重要文件，

中央深改委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防范和惩治统计

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国务院出台了《统计法

实施条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统计法》实施情况进

行了检查，充分体现了最高决策层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的迫切要求和坚强决心。只要实事求是的大旗不倒，

高质量统计数据就一定会出现。

高质量统计数据从哪里来？从坚定不移地走依法

治统的道路中来。党的十九大已经把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确立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之一，

说明我国已经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摒弃了封建时代的人

治模式，而选择了现代社会普遍推崇并积极践行的法

治模式。依法治统也是高质量统计数据得以产生的必

由之路。从《统计法》诞生以来统计立法、普法、执法

这三个方面的实践及其对统计数据质量的影响上看，

目前重点还是要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方面下更大的

力气，特别是要在遏制行政干预统计数据真实性的问

题上动真碰硬，变“数字出官”为“数字倒官”。今年

8 月以来，以《国家统计局关于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

工作方案》的出台和全国统计法治工作会议召开为标

志，全国统计系统掀起了一场“以数谋私、数字腐败”

全面排查和专项整治风暴，这无疑将有助于统计数据

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高质量统计数据从哪里来？从科学的统计制度顶

层设计中来，从与时俱进的信息技术中来，从数不准

确死不休的敬业态度中来，从人民群众满意的口碑中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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