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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重大问题的统计分析及其理论与方法
”

讨论会综述

在1991年上海市科技节期佪 ， 上海财经大学统计学系举办了题为 “ 当前重大问题的统计分析及其理论
与方法 ” 的统计科学讨论会。现把这次讨论会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1. 关于国家宏观经济评述。
以1990年1月～1991年6月我国平均工业总产值、主要产品产量、月平均社会商品零售额、外贸月平

均进出口总额、职工月平均工资等指标均比1989年月平均水平增长为依据 ， 标志我国经济巳走出低谷 ， 并
同时指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 一 些问题。有的同志对以上结论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目前的经济回升不是产
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 而是原有结构上的回升 ， 这种回升效益不高，他们还认为在作者所选的特征指标中尚
缺乏投资额、流动资金周转等活力指标。

2. 关于上海科技进步的评价和对策。
有的同志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新兴汽车工业与新兴计算机工业之间、传统的冶金工业与新兴的电

器工业之间、传统的轻纺工业之间技术开发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 ， 从中描绘出80年代末上海工业技术开发
的概貌：计算机工业优于汽车工业、电器工业优于冶金工业、轻纺工业在困境中独树一帜。与会者认为 ，

比较研究方法的应用必须考虑工业行业间的不同特点，注意对比的科学性。与会者还就技术进步与效益、
增长、投资之间的相辅相承关系捉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同志根据现行价格总产值、不变价格总产值和净
产值三指标测算了上海改革十年来的技术进步贡献率 ， 它们分别是19.E:O%、11.7%、12.21% ，

均小于
资金增长和劳动力增长的贡献率 ， 经相关分析测定技术进步与产值增长呈高度负相关，从而认为上海的经
济发展尚处粗放投入型的经济增长阶段。因此，上海今后提高经济增长的谗径应是提高技术进步速度 ， 并
以速度拉动效益 ， 即在保持一个适当高速度的要求下， 迫使有限投入优化组合是唯一可取的对策。还有同
志对上海科技投资提出了建议 ， 包括与地方财政支出挂钩、拓宽资金来源渠道、调整技术投入结构、发展
科技市场等。也有同志认为 ， 要在若于年内保持资金增长和劳动力增长为一常数 ， 其可行性没有把握 ， 另
外 ， 技术进步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而这两者又隐含于资金增长和劳动力增长之中。

3. 关于搞活大中型企业的若干问题。
这 一 论题涉及企业国际化和统计如何为摘活大中型企业服务两个方面。有的同志针对我国大中型企业

如何从国内市场渗透到国际市场，提出了在确定跨国界发展战略时 ， 企业应该考虑的一系列变昼因素。还
有同志从强化统计工作为搞活大中型企业服务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为配合大中型企业自营出口
和外贸管理部门的需要 ， 设计了进出口理、索赔统计指标体系，从增强企业活力的角度出发 ， 提出了企业
经济效益统计的理论体系和统计方法。

4. 关于社会热点问题探索。
与会者均从统计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并提出了相应的统计方法。有同志提出运用投

入产出方法对生活费价格指数进行测定，以避免计算中存在的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针对城市人口老龄化
所带来的问题，有同志认为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研究的重大课题，并提出了四项建议 ，

＠退休金水平拟为职工原工资收入的70％ 一75%J＠基本养老金的三模块结构，即社会平均的基本生活费
用、工龄养老金、原工资级别的差额l ＠通过模块调节系数解决新老退休职工平稳过渡，＠养老金笐从中
缴费工资基数应与给付工资基数一 致。有同志就用基尼系数测定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不等所存在砒问题
作了分析 ， 认为现行方法因对高收入户不能有效估计而导致样本代表性不足 ， 且仅有总体平均差异而无法
体现内部结构性差异。

还有一 些同志就证券投资间题、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农村经济统计间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函逢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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