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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统计执法检查存在问题及对策

摘要：统计执法检查是保证统计法贯彻实施的重要手段。但由于统计法律法规不尽完善、统

计法律意识淡薄、执法力量薄弱等原因，当前，统计执法检查工作存在很多困难，建议通过加大

统计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加大统计执法力度等措施，进一步提升统计执法检查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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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设置统计机构、配备统计人员，严重影响了统计工作的开

展；有些领导干部为谋取小团体甚至个人的经济利益，捞取政

治资本，干扰统计数据的上报，授意甚至强令统计人员在数据

上弄虚作假；更有甚者，还对坚持原则的统计人员刁难、排挤

甚至进行人身打击。诸如此类的统计违法行为，如不及时查

处、纠正，统计工作的科学性就难以保证。

当前，统计执法检查工作存在执法工作不够重视、执法依

据不够完善、执法力度趋向弱化、执法水平明显低下、执法条

件没有保障等问题，其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由于统计

法律法规自身不完善、可操作性不强、处罚手段被动等，使得

在统计执法中面临“有法不能依、有法依不住”的尴尬局面。

一是立法滞后问题。2010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统计

法》，对1983年颁布的《统计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其中

对统计违法行为种类做了大的改动。而2009年5月1日施行的

《统计违法违纪处分规定》是在新《统计法》之前出台颁布，

其中的统计违法行为种类却仍然是老《统计法》的提法。因此

造成对一些统计违法行为的认识模糊不定，影响了执法的严肃

性。二是执法操作性的问题。如针对统计对象报表迟报现象，

电话催报难以保留证据，常发催报单在时间及人员安排上又不

现实；再如行政单位统计违法情况，由于不能有效实施经济处

罚和行政处分，仅限于通报批评和责令改正的“软办法”，虽

然2009年颁布实施的《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在行政

处分方面得到加强，但因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可操作性较

差。三是法律宣传的问题。《统计法》虽然颁布实施已三十

年，对统计法律法规也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但效果不佳。一

些党政领导干部，企业负责人对统计法律法规知之甚少，在这

种环境下，统计违法行为的发生也就难以避免了。

二、统计执法检查中存在问题及原因

1.统计法律法规不尽完善，统计法律意识淡薄。

统计执法检查是指统计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的权限、程序

和方式，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统计活动中贯彻执行统计

法律法规和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以及对统计违法行

为进行查处等各种活动的总称。当前，统计工作面临统计数据

和实际数据存在偏差、统计违法违纪行为时有发生等情况，加

强统计执法检查迫在眉睫。本文就统计执法工作中存在问题进

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统计

法制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但漠视法律权威，以种种借口不执行法律规定的现象并

不鲜见，必须依靠加强统计执法检查工作，做到有法必依、违

法必究，督促各级政府及其统计机构、统计调查者和统计调查

对象认真贯彻落实统计法的各项规定，保证统计法的立法宗旨

得以实现。

统计执

法检查既是纠正和查处统计违法行为的过程，也是宣传普及统

计法律知识的过程。《统计法》颁布实施后，国家统计局、监

察部、国务院法制局等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了几次统计

执法大检查，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基本上每年

都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执法检查。这些执法检查都以学习宣传统

计法、动员社会各界参与为起始阶段，不仅为统计执法创造了

良好的社会基础，更广泛深入地宣传了统计法规，增强了人们

的统计法律意识。

为了保障统计工作科学有效进行，统计法对统计工作的方

方面面都作出了规定，特别是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的职责和

职权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中，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法律

规定并未得到切实的贯彻。如某些地方和单位不按照统计法的

一、统计执法检查的作用和意义

1.统计执法检查是保证统计法贯彻实施的重要手段。

2.统计执法检查是增强人们法制观念的有效措施。

3.统计执法检查是保障统计工作科学有效进行的有力武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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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二是要充分发挥舆论宣传优势，加强宣传

力度。通过广播、电视、报刊和互联网及印发宣传资料等多种

形式，广泛宣传统计法律法规知识，增强社会公众的统计法律

意识，使社会各界都来支持和关心统计工作；三是要强化统计

队伍的法制教育。要把统计法制教育培训作为队伍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全面系统地学习统计法律法规，使每个统计人员都

能熟练掌握《统计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增强统计法制意识，

提高统计能力。

《统计法实

施细则》明确规定：统计执法检查是由国家依法授权的机关进

行的；统计执法检查是一种行政执法活动，具有严肃性、权威

性和国家强制性；统计执法检查是按照一定的权限、程序和方

式进行的。建议一是要建立错案追究制度，加大执法力度。统

计执法过程中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就必须增强执法人

员的统计法律意识，责任意识，落实错案追究制度。二是要积

极主动争取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与配合，走联合执法的路子，

扎实抓好统计弄虚作假案件的查处工作，不断加强统计执法的

力度。三是对于统计违法的典型案件，特别是对大案要案的查

处，要敢于执法、善于执法，必要时借助新闻媒介，给予曝

光，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扩大查案的影响力，从而达到

查处一案、教育一片的目的，确立统计执法的权威。

完善的统计法

律法规和有效的统计管理体制是统计执法成败的关键。统计部

门要真正做到《统计法》中“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照本法规

定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和统计监督的职权，不受侵

犯”的规定，就必须进一步完善统计法律法规，建立并完善统

计工作行政责任追究制度，逐步增强统计法律制度的可操作

性，增加和细化对统计违法行为的处罚尺度，提高统计违法行

为的成本，使统计执法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能依。

要改变当前统计部门执法力量薄弱、仅疲于

应付一年一度的上级统计部门下达的执法检查任务的现状，使

统计执法制度化、经常化，就必须切实加强县级统计部门的统

计法制机构建设，选调得力干部充实到法制机构，条件允许的

话，可成立一支专门的统计执法队伍。与此同时，要加强对统

计局内部业务人员的统计法律知识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法律

素质，使他们既懂统计法律又熟悉统计业务，造就一支专业化

的统计执法队伍。这样，我们的统计执法才能做到制度化和经

常化，才能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

解决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统计法律

法规的完善、统计管理体制的理顺以及统计队伍的建设都是一

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正视存在

的问题，切实加强统计法制和统计基础建设，在发展中逐步解

决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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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大统计执法力度，树立统计执法的权威。

3.完善统计法律法规，理顺统计管理体制。

4.切实加强统计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成立一支专门的统

计执法检查队伍。

2.现行统计管理体制抗干扰能力弱。

3.统计调查部门执法力量薄弱，缺乏专门的统计执法队

伍。

4.统计执法检查人员综合素质较低，影响统计执法检查质

量。

5.统计基础工作薄弱 ，基层统计人员业务素质较低。

1.加大统计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统计工作环

境。

我国现行的统计管理

体制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

独立的统计机构，在业务上以上级政府统计机构领导为主，在

行政上受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由于各级统计部门的人员调

配、任免、经费仍由当地政府负责，实质上是同级政府领导为

主，很自然的形成被监督者依然是监督者的“直接”领导，这

种管理体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服从型”统计管理体制的弊

端。一旦地方政府对统计数据有干扰，统计部门很难独立行使

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的职权。

当前，统计部门不管是否成立法制机构（如法制科等），

其人员均兼职居多，更谈不上一支专门的统计执法队伍。受制

于此，统计部门的统计执法检查也基本局限于重点检（抽）

查，经常性的统计执法检查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此，统

计部门的统计执法工作就难以走上正常轨道。

统计执法检查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政治素质对统计执法检查

质量至关重要，但基层执法人员综合素质相对较低，影响了统

计执法检查质量。在统计执法检查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

是检查人员对统计执法程序不够熟。在统计执法过程中，该如

何处罚、每一步怎么做、如何书写法律文书等就模糊不清。 

二是执法检查过程不够扎实。主要问题是执法人员对基层数据

的来源不很清楚，不知道从何处入手检查数据的真实性，检查

往往切不准关键，此外有些执法人员与基层统计员熟悉，碍于

人情，使检查流于形式。 三是统计执法检查不够规范。《执

法检查笔录》过于简单，问题表述不清楚，不能为以后进行统

计行政处罚提供有效的、完整的证据。

从

近几年统计执法检查情况看，有相当部分企业和单位对统计工

作重视不足，统计基础工作薄弱，统计人员业务素质较低， 

企业和单位内部没有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数出无据的现象时

有发生，有的统计人员上报统计数据是跟着感觉走，随意涂改

统计数据，造成统计数据失真。再者，目前民营企业配专职统

计人员的不多，统计人员往往身兼数职，还有一些企业聘用会

计事务所代理做账，往往一人代理多家企业的财务和统计工

作，且变动频繁，对统计业务知识及统计报表制度缺少了解，

使统计报表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得不到保障。

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妥善解决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进一步提升统计调查部门的工作水平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

的新问题，为此，建议采取以下对策：

一是要切实加强领导干部的统计法制教育。把统计法律法

规纳入各级领导干部的在线学法和测试，使各级领导重视和支

持统计工作，树立依法统计、科学统计的观念，为统计工作营

三、对策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