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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菊 生

郑菊生， 浙江省
鄱县人， 1928年10
月生。1952年毕业于
上海财经学院统计系
四年制本科，1955年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统计学专业三年制研
究生班， 接着先后在
国家统计局、 上海社

会科学院和上海财经学院等单位从事统计实
务、 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 现任上海财经大
学教授、 统计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副
导师.. 统计学系系主任、 中国统计学会理事
以及上海市统计学会副会长等职。

郑菊生教授几十年来较广泛的工作经历
和较宽的知识面， 形成了他独特的业务优
势，使他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始终贴近经济建
设实际而充满活力．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 他
立足教学岗位， 每学期向本科生、研究生系
统讲授统计学原理、经济统计、 国民经济综
合平衡统计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等课
程。 他认为， 二十六年以来，统计实务和统
计科学在我国经历了 一个 “停顿一一恢复
—一发展” 的过程。 在当前改革开放形势
下， 各门统计课程的内容应力求反映统计实
务和统计科学的新永平和前沿情况， 争取有
所超前， 以适应经济和统计工作发展的需
要。 他对每学期承担的课程， 都作认真准
备。 即使是讲过多次的课程， 每次他都重新
备课， 提出新问题， 引进新方法，补充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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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他还主待和承担统计专业硕士研究生的
指导工作；参与博士研究生的指导工作。 历
届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主要特点是｀经过调查
研究，运用统计数据和统计方法分析重要现
实问题， 把理论与实际、定量分析与定性分
析方法与应用紧密结合起来， 使这些论文对
实务具有不同程度的参考价值。

郑菊生教授重视环绕教学开展科研。近
年来， 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 经济统计学内
容、体系的更新、改造。 他提出了一系列创
新而切实的观点， 如 8 (1)经济统计学是
一门方法论科学，它以基本问题带统计方法
形成内容体系。 (2)经济统计学的基本问
题是＄经济统计指标体系、 国民经济核算体
系和综合统计分析。 这三个基本问题之间的
关系为｀ 指标体系表达经济统计数据的具体
内容，核算体系是指标体系的组合和表现形
式，综合统计分析则是充分利用经济统计指
标体系， 发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功能的必要
环节。 (3)在经济统计学中， 指标与分析
并重， 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 以上观
点， 除了体现在他的讲课和教材内容中以
外， 还撰写了论文加以阐发， 在统计学界引
起较大反响。

郑菊生教授是国内最早研究国民经济核
算体系的学者之一。 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
论述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性质、 理论、 内
容、方法、模式和功能等，比较了国际上存
在过的两种核算体系的总量指标之间的区别
和联系，提出了两者之间的换算方法。 他认



为，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实质上就是反映国民
（内）生产总值来龙去脉的国民经济会计。
因此， 他重点介绍了国民经济帐户体系 (s

NA)的结构、 组成部分和特点。 在八十年
代初的论文中， 他已经主张： 根据我国经济
体制改革的需要， 我国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
系， 应以国民经济帐户体系为目标。 他的论
著， 在全国研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问题过程
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他的主张， 在实际
中， 证明是切实和正确的。

他编著和参加编写了＜＜国民经济综合平
衡统计»、 « 国民经济统计学»、 «资本主
义国家经济统计＞＞和«统计辞典））等教材和
工具书。 他的著作的特点是： 体例新颖合
理、 充实方法、 加强分析、 简明扼要， 便于
教学和广大统计在职千部自修。

郑菊生教授长期担任系主任工作． 他一
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强调教学面向经济建
设和改革开放。 他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提出创办具有特色的统计专业的设想。
所谓 “特色” ， 反映在培养目标上， 除了
德、智、 体全面发展外， 在业务上是善于在
经济和管理领域中开展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的专门人才；表现在专业中， 实现 “两结合
和两并重“ ， 即： 经济与数学结合， 经济统
计与数理统计并重， 方法与应用结合， 中国
与外国并重。针对办具有特色的统计专业的
要求， 以及原来的教学计划中， 一些专业课
程间存在内容重复或脱节的缺陷， 建立了统
计专业的骨干课程体系， 它包括＄ 以研究方
法为主的统计学（由财经类院校［或系科］
原来开设的统计学原理和数理统计融会贯通
而成）和应用数理统计（主要内容为＄抽样
技术、时间数列分析、 多元分析），统计方
法应用于微观经济领域的企业管理统计；统
计方法应用于宏观经济领域的国民经济统计
以及计算机在统计中的应用。 围绕上述骨干
课程， 开设经济和管理类课程，相关边缘学

科课程，有关专业的统计分支课程， 如工
业、 商业等部门统计课程。 它们连同必须的
基础课， 形成一个科学、 合理、 有序的统计
专业教学计划。 他认为， 统计教学改革的中
心环节是统计骨干课程内容的改革。 骨千课
程的内容决定它与前后左右课程之间的关
系。经济形势和统计科学的发展， 首先要求
骨干课程的内容深化， 从而进一步推动教学
计划的调整和完善。 统计学的内容改革， 主
要是对传统内容的删繁就简， 充实现代统计
方法， 提高专业基础课水平的起点；应用数
理统计的内容， 应主要包括在经济和管理领
域中能有效应用或有广泛应司前途的抽样调
查和分析方法；企业管理统计和国民经济统
计的内容， 则力求深化理论、 充实方法和案
例分析、结合计算机处理。

改革统计教学， 还必须改革教学方法。
郑菊生教授认为，统计教学方法应能启发学
生的思路，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提高
学生的动手能力。 这些要求， 应该贯彻在统
计教学的整个过程中， 也就是贯彻在s 上
课、 布置参考资料、 讨论、拟习题、出试题、
指导论文以及生产实习等各个环节中。 关于
学生的生产实习， 他主张采取为业务部门搞
专题调查研究的方式。 实践证明，这种方式
能够调动师生的积极性， 有利于培养学生从
事调查研究、开展定量与定性结合的分析能
力， 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和组织能力． 同
时， 调查研究的成果也能在业务部门的工作
中发挥积极作用，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郑菊生教授多年来在统计教育和统计科
学领域中辛勤耕耘， 与系里老师一起培育了
大批统计专门人才， 为我国统计事业的发展
作出了贡献。 当前， 他仍以饱满的热情和旺
盛的精力， 与全系教师一起， 积极参加教学
和科研实践， 为创办具有特色的统计专业而
不断努力。

（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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