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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监督职能定位和实现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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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统计监督工作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提高各级党委政府管理水平以及公

信力的关键措施。不过由于部分地区的统计监督运行机制相对来说不完善，而且统计监督工作的执行力度相对较弱，同

时统计监督职能定位也不是非常明确，因此统计监督在部分地区工作很难有效发挥其特点和优势。为了能够进一步提高

统计监督职能优势，本文对统计监督职能的定位和实现措施展开了分析和探讨，为统计监督工作体系的优化提供了一定

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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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tistical supervisio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rty and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and is also a key measure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and credibility of party committees and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However, due to the relatively 
imperfect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statistical supervision in some regions, the relatively weak execution of statistical supervision 
work, and the unclear positioning of statistical supervision function, it is diffi  cult for statistical supervision to eff ectively exert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in some areas. In order to further enhance the advantages of statistical supervision func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positioning and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of statistical supervision function, providing certain reference 
opinion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statistical supervision work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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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是宏观调控

的重要依据，统计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政府统计工作的一项基本职能，是对统计调查、统

计报告职能的延展和深化。加强统计法治建设，强化统计

监督效能能够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心工作，客观真

实反应经济社会发展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更好发挥统计

工作晴雨表、风向标的作用。

基于其性质和特点，统计监督对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正

常运行有其非常独特的意义。但也不可否认统计监督职能

在现实工作中也面临诸多突出问题，首先是部分地区统计

法治环境仍然有短板，弄虚作假现象还时有发生，这都影

响统计监督评价和预警能力的有效发挥；其次是在个别地

区部分行业统计数据质量不高、统计执法能力较弱的问题

依然需要得到进一步优化。由此可见，目前我国统计监督

工作依然具有优化空间，想要进一步发挥统计监督工作的

职能，让统计监督工作成为加强国家治理、保障党中央决

策落实的重要措施，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强对统计监督体系

的优化和完善，优化统计生态环境，明确各系统各部门统

计监督职能定位，加强统计监督工作执行力。为进一步提

高统计监督工作效果、提高党和国家对统计治理能力现代

水平打好坚实基础。

1　统计监督工作的研究历程

早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相关学术界便意识到了统计监

督工作对于我国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奠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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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监督工作的理论基础。例如张塞、李石麟等研究人员

提出了统计监督工作的重要理论。实践中，政府统计机构

主要通过描述统计方法，对国民经济计划制定和完成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并对数据真实性提出了真实可靠的要求。

而到了1983年12月，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下

简称《统计法》）的颁布，《统计法》第二条规定：“统

计的基本任务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调查、

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实行统计监督”，统计监督作

为统计工作的法定任务确定下来，对于统计监督职能认识进        

一步深化。

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党的十八大这个时期，学术界对

于我国市场经济环境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并且根据统

计监督工作的特点对统计监督的职能进行了深度分析和阐

述，很多研究人员认为统计监督工作的重点应当以加强以及

完善宏观调控工作为核心，建立能够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统

计监督体系。同时也提出了加强对基层单位统计造假和不诚

信问题的打击，并且加强执法力度，引入外部监管等意见，

建议修改完善《统计法》并且加大宣传力度，确保统计监督

部门能够有效抵御外部干扰的影响。这一时期，统计监督理

论研究对实践工作指导性持续加强，尤其是对发挥统计执法

震慑力提出了解决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为统计监督

工作的完善打下了重要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

出，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统

计监督职能作用。2021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又印发《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的意见》，这是

党中央在总结统计监督经验成效、查找薄弱环节的基础上，

专门作出的战略安排，是对统计监督职能的系统集成和拓展

强化。从提升统计督察效能，加强统计执法力度，防范和惩

治统计造假和弄虚作假行为，坚决打击“数字上的腐败”，

依法履行监测监督评价职能，建立健全统计监督协同配合机

制等方面做出了安排部署，以便于各级统计生态环境能够得

到有效优化。

2　统计监督在我国监督体系中的职能定位

在上述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知，统计工作三大职能分别

是信息、咨询和监督，信息咨询功能是通过各级统计系统利

用科学的统计制度方法对各基层单位展开独立调查来实现，

经综合分析研判，通过月（季）度数据分析、行业数据分析

报告、统计公报、专题调研报告、统计年鉴等多种形式多种

媒介反映各地对于党中央决策部署工作的落实情况、国家重

大战略规划的完成情况、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民生领域建设情

况和发展趋势。统计监督主要通过统计督察、统计执法和统

计监测评价等形式来实现。

目前我国统计监督制度设计目标与统计监督实践工作中

还存在一定差距，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两点：

首要方面在于统计监督工作缺乏有效的外部条件，由于统计

监督职能的权威性和约束性目前相对较弱，统计部门在履行

监督执法权时容易面临着行政干扰问题，而且监督执法的威

慑力也相对较弱；其次则是统计监督体系建设存在一定的问

题，其中统计监督评价体系不完善、统计制度和统计监督方

法改革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统计监督无法适应高质量监测评

价需求等问题还比较突出，而且随着现代信息技术融入到各

行各业中，统计制度不适经济新模式、新产业发展，利用统

计数据对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以及预警能力依然需要进

一步提升。

3　落实统计监督职能定位的措施

3.1进一步加强党对统计工作的领导

统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治理方式之一，也是党和

国家监督管理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法定职责，也

是政治监督，带有强烈的法律效力和政治属性。随着党中央

对于统计监督权力配置的不断优化以及对统计监督落实工作

的不断重视，在统计监督工作中必须要突出统计数据生产和

应用的党政同责以及失职追责的落实原则，确保能够从党的

组织纪律和国家法律两个方面对统计监督工作展开细化监督

管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当中明确了强化政治监督的目标，

从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的高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牢固树立统计法治理念，推进统计法治建设，确保党中央重

大决策贯彻落实情况的监测评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监测预

警、人民群众反应突出问题解决情况的监测调查落到实处。

加强党对统计工作的领导，首先要深入学习习总书记法

治思想，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总书

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上来，深刻认识统计造假

的危害性、复杂性和顽固性，把党中央关于防惩统计造假的

各项部署要求落实到统计监测、统计普法、统计监督等法治

工作中。

其次要加强对各级统计机构尤其是基层统计机构的领导

管理，在领导过程中一定要切实落实统计监督管理体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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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坚决以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为核心原则，严格依法开

展统计工作，严格按照统计调查制度规定组织实施统计调

查；严守统计法律底线，坚决拒绝和抵制违法统计行为，

维护统计权威。

与此同时，党领导范围既要以宏观为基础，也需要照顾

到微观，其中宏观需要做到对各地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社

会发展建设目标落实情况的统计监督和评价，而微观上则

需要严格打击统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有案必查、

有假必惩，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查处一案、警示一片，确

保统计法定职责义务落实到位。与此同时，在领导模式改

革上一定要以加强监测评价能力和加强权力制约监督为目

标，做好统计制度方法、统计工作现代化和信息化改革，

以确保统计监督工作能够有效满足我国宏观调控和国家决

策落实的需求。

最后是对统计工作不力结果处置的领导，为提高统计监

督工作的有效性，各级统计机构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违规违

法组织、单位和负责人的追究以及处罚力度，确保能够公

开公示处罚结果，并且结合纪检监察、审计监督、司法监

督、群众监督等多个途径形成合力监督体系，维护监督体

系有机贯通，有效衔接。

3.2进一步优化统计监督体系

进一步优化统计监督体系是提高统计监督效率和质量

的关键，为了能够满足二十大对于统计监督工作改革的需

求，统计监督工作优化改革的过程中可以参考以下措施：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各专业统计调查方法制度，虽然统计系

统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统计方法制度，现行统计制度是

对制度制定之前统计方法的总结，而在制度后出现的经

济社会新问题新特点可能就没有明确规定，需要及时归纳

各地对新问题新特点的统计创新、试点等优秀做法，及时

更新现有统计制度，制度的更新是持续的。同时，还要建

立全流程数据质量控制体系，监督的职能就是检查核实数

据质量的真实性，全流程数据质量控制体系的建设就是统

计监督职能发挥的前哨，或者是统计事前监督最重要的环

节。加强事中监督就是强化数据质量核查工作。事后监督

即统计执法和处理处罚必须要到位。

其次则是要优化监测评价体系，在优化的过程中一定要

以促进统计工作现代化、信息化为基础，进一步加强统计

监督工作的统计数据整理、分析、评价等能力，利用先进

的大数据技术对社会发展和运转产生的海量数据资源展开

深度发掘和利用，以确保能够进一步利用大量数据来满足

国家政策落实情况、国家战略部署执行情况、社会经济和

民生建设情况等多方面评价的需求。

除此之外，建立多部门信息共享也可以有效提高统计

监督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能促进各部门展开流畅地

沟通。在建立多部门信息共享体系的过程中，首先要建立

完善的统计监督信息共享平台，保证各部门可以在平台上

上传自己的数据和信息，同时也能够查看其他部门的数据

和信息。其次则是明确信息共享协议，各部门应当制定信

息共享协议，明确各部门在共享信息时的权限、责任和义

务，保证信息安全和合法性；同时还需要加强信息安全保

障，建立健全的信息安全保障机制，包括信息加密、权限

管理、备份和恢复等，以保障共享信息的安全和完整性，

以确保统计监督信息能够更加准确、更加真实。

4　结语

总的来说，统计监督工作作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

要工作内容之一，想要进一步充分发挥统计监督工作的价

值，就必须要进一步明确统计监督职能的定位，确保能够

有效通过党组织的领导、统计监督体系的优化完善，充分

发挥统计监督工作的职能和优势，以便于统计工作能够在

为我国发展决策提供重要信息数据的同时，还能有效制止

统计违规违法的行为，确保统计数据的价值能够得到充分

提升。

统计造假损害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严重背离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败坏党风政风，严重透支党和政

府的公信力，是漠视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恶劣行为，必须

旗帜鲜明的反对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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