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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来想取一个&ldquo;生活中的&times;&times;学&rdquo;一类的书名，可惜已经被大师一级的捷足
先登了。
大师已经下凡，我们总不能为了表示谦恭，回避到叫一个什么&ldquo;地下&times;&times;学&rdquo;，
那岂不是成了名不符实的标题党。
取名真是一门学问，于我则是门外汉，为了不辜负编辑大人的美意，着实动了一番脑筋。
从畅销书到热门影视剧，内容没了解多少，名字却记了一大堆。
从&ldquo;暗算&rdquo;到&ldquo;潜伏&rdquo;，近来是反特片流行，灵机一动，咱这本书就叫&ldquo;
卧底&rdquo;吧！
不管怎样，能让您翻开书看到这里，这个书名就没白起。
　　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国家统计局工作，整整17年。
曾经干过贸易统计、物资能源统计、工业统计三个专业，也搞过行政服务工作，应该说了解统计工作
。
把我知道的统计、理解的统计告诉大家，这是&ldquo;卧底&rdquo;的前提。
其实这本书的多数篇幅与统计工作无关，有许多是对当前经济社会现象的个人解读和分析，以及信马
由缰的所谓思考，&ldquo;卧底&rdquo;要都这么干，雇主可就不干了。
取这样的书名还是为了与我敬佩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魔鬼经济学》的作者史蒂芬&middot;列维特
挂上点勾，因为其对于经济社会问题的独特分析方法和鲜明观点，史蒂芬&middot;列维特被称
为&ldquo;社会的卧底&rdquo;。
　　闲话少叙，还是说说这本书吧。
作为一本随笔集，它汇集了本人工作十几年来对统计、经济问题的思考，谈不上深刻，甚至还可能有
一些概念性的错误，为此才只能叫&ldquo;随笔&rdquo;，但愿这种说法没有得罪人。
每篇文章都是一两千字，就把自己想说、能说的话说完了，说白了是浅显，升华一下就成了文字有效
率。
当然，这个效率与经济效益是反向指标，因为编辑大人们是按字数发稿费的，没办法，这是目前尚可
操作的激励制度。
　　我是学经济统计的，但统计工作的价值和统计分析的乐趣是在工作之后才慢慢体会到的。
把自己的理解表述出来，与长期从事平淡枯燥工作的同仁们分享，是我当时埋头挤牙膏的动力之一。
对于修饰统计一词的经济理论，从来就没有系统的学习训练，仅凭兴趣翻看过一些通俗读本。
以此对经济热点问题作一点自以为是的解读，中间还免不了愤青似的情绪。
总之，有随笔二字垫底，什么样的文章都敢往里放。
　　特别要感谢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编辑部长期以来的帮助和支持！
你们的版面、稿费以及催稿的电话成就了这本小书。
　　谨以此书，献给关心我的家人、朋友和统计系统的同仁们。
　　二○○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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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统计的卧底》作者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思考习惯，结合其勤奋刻苦的精神，以坚持不懈的毅力
写就了这本随笔集。
《统计的卧底》汇集了作者工作十几年来对统计、经济问题的思考、分析和解读。
话题涉及面非常广，绝非传统意义上的论文式、八股类文章，而是以短小精悍、开门见山、就事论事
见长，所述之事，就是我们身边的，你知我知、你见我见、却未被说及和思考过的现象，及现象下的
本质剖析，且角度独特，话题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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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肖云，江苏建湖人。
1991年毕业于西安统计学院，经济学学士。
中国人民大学在职研究生，高级统计师。
在国家统计局工作17年之久，先后从事贸易、物资、能源、工业等专业的统计工作，完成统计分析文
章近百篇，数十万字。
曾参与局内外多个重点课题的研究，撰写的分析报告《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生产力水平与经营业绩总
评》获首届&ldquo;露露杯&rdquo;全国统计优秀论文评选一等奖。
从&ldquo;生活中的统计学&rdquo;起步，统计、经济随笔写作自成风格。
1999年应全国中文类核心朗刊&mdash;&mdash;《中国统计》杂志之邀，主持该年度的&ldquo;知识
窗&rdquo;栏目；2004年主持&ldquo;经济茶座&rdquo;栏目，现为该杂志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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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第一章  统计的角度统计的导向扭曲的数字统计之眼你不说我也知道相对迷人眼疫情！
统计？
科学的统计精神总统选举、央视标王与彩电业亏损站在法律的边缘  眺望道德的彼岸真实的谎言被就
业与登记失业率社会的卧底魔鬼词典之统计篇第二章  穷人经济学越穷越生读书无用论先污染后治理
血汗民工路免征农业税：蛋糕还是苦药小城镇饥渴年关将近再话穷人三农问题的多角度观察与系统性
解决从&ldquo;不差钱&rdquo;到过剩第三章  富人经济学投机倒把垄断利润与灰色收入锦衣昼行狗年狗
患遗产税：打了折的怀念游戏启示录：先发优势与资本的原罪&ldquo;双规&rdquo;与&ldquo;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rdquo;投资是一种信仰富人的觉悟第四章  价格之惑生命诚可贵一诺千金书中自有黄金屋美
丽不打折有钱的捧个钱场房价：倒彩里的&ldquo;涨声&rdquo;没有技术含量的打劫猪年故事关于同工
同酬的伪问题从&ldquo;菲佣&rdquo;到农民工那只用来卖猫的碗：收藏品的价值分析默认贬值与分化
：单双号限行的困惑第五章  管理的价值公务员制度：一张缺药的处方无言的结局：世纪末的公务员
制度管理的价值电梯间的资源配置与效率问题无知之幕：公平有效的规则超市中如何排队教育、高考
和证书慢骑比赛契约的效率又到挖沟时节市场的细枝末节之一：塑料购物袋的厚度市场的细枝末节之
二：牛肉面的价格市场的细枝末节之三：空调的温度市场的细枝末节之四：月饼的包装投入即产出：
行政管理支出的悖论畸形的经济之一：奶粉事件的追问畸形的经济之二：&ldquo;救市主&rdquo;存疑
畸形的经济之三：&ldquo;发达&rdquo;的第三产业开会的效率谁的责任在飞？
楼道里的雨伞事业单位改革刍议之一：破题的角度事业单位改革刍议之二：绩效的衡量事业单位改革
刍议之三：公益的边缘别拿村长不当干部第六章  道德的效率让梨者的觉悟与分粥者的智慧志愿失灵
与公益不足道德的效率道德危机与激励机制经济学家的责任奢靡的纪念第七章  茶座书香&ldquo;经济
人&rdquo;看不见的&ldquo;手&rdquo;与&ldquo;脚&rdquo;看不见的后腿：经济增长中的内需不足住房
装修、企业集团与诺贝尔经济学奖&ldquo;囚徒博弈&rdquo;、协议价格与国企改革联系汇率、对冲基
金与香港金融风波格林斯潘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双刃之剑：积极财政政策&ldquo;可持续发
展&rdquo;理论的发展进程知识经济犯罪的成本幸福传感器节日经济学九八洪水：&ldquo;破窗&rdquo;
理论与消费需求不足从反不正当竞争到物权立法对不劳而获的认可？
酒的溢出效应环保秀繁体字与英语博彩业的是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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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扭曲的数字　　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个土财主为自己整日无所事事的儿子请了一位教书先生，当
然并不指望儿子能科举高中，升官发财，而是希望他能识点字，将来帮忙照看若大的家业。
第一天上课，先生教的是数字，一是一划，二是二划，三是三划，财主的儿子学完这三字之后，就对
财主说，我已经学会了。
　　财主听了喜出望外，当然就不能再让先生在家里吃白饭了。
其后一天，财主请客，责成其子写请柬，没想到他关在书房中半天没出来，财主进去一看，儿子正在
奋笔疾书，口中喃喃有词：&ldquo;我爹为什么不请别人，单请一个姓万的？
&rdquo;目前，一些人对统计的认识如同财主的儿子一般直观，在许多片面的论调中，以下三种最为典
型：统计数据不准论统计数据不准的论调由来已久，大跃进时期，放卫星式的报喜数据就曾让统计系
统的声誉扫地，成了当时浮躁情绪的替罪羊。
关心经济的人也许还记得中国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由于国内经济需求的制约和周边经济环境的影响
，当年的GDP增长率未能达到年初8％的目标，但是，绝大部分省区（仅新疆低于8％）公布的增长率
都超过了8％，在中国统计年鉴上出现了省区合计与全国总数不一致的现象。
虽然有各种解释，比如不同的核算方法等等，但是，从数据使用者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政府统计数据
不准的有力证据。
以至于社会上出现了这样的说法：&ldquo;会计差一分，忙到大天亮；统计差一万，照样打麻
将&rdquo;。
用它来说明人们对统计数据的不信任可以说是恰如其分。
　　造成统计数据出现误差的原因很多，记得教科书上有这样的解释：统计误差包括设计误差、调查
误差和整理误差三种。
设计误差又可称为系统性误差，此类误差常常引起统计数据的结构性缺陷和趋势性偏差，危害性较大
。
　　随着统计理论和方法的完善和发展，这种误差将逐渐减少。
　　调查阶段发生误差的情况较多，调查误差是造成数据误差的主要因素，评价统计数据质量时一般
也是针对这一误差。
由于调查过程中有被调查者的意愿和配合程度的问题，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你想知道一名女士
的确切年龄或者男士的收入，没有一点小聪明，只是摆出一副官方面孔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将调查误差完全&ldquo;归功&rdquo;于统计部门当然是不对的。
　　过去我们所说的整理误差是指在数据的编码录入、汇总处理和制表输出过程中的差错，随着统计
工作手段的现代化，这类误差出现的概率正逐步减少，而以行政手段直接或间接干涉汇总数据的现象
却有增加的趋势，即所谓的&ldquo;官出数字&rdquo;。
有人把&ldquo;官出数字&rdquo;的现象归结于&ldquo;数字出官&rdquo;这样一个现实的前提，这其实是
一种误解，事实上，数字（即政绩）常常只是升官的借口而不是条件。
因为不是条件，就不会有认真的监督审查制度，这才有了官出数字的现象。
　　从数据保密的角度来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个体和集体数据的认识明显不同，个体数据在计
划经济条件下无隐私可言，而对集体数据的了解是有行政级别限制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数据的透明程度加强，而人们对个体数据的保护意识逐步提高。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认识到人们对数据保护的原因，关键是担心个人（或单个企业）的利益
受到有关政策的影响，也就是对统计是否超脱于管理部门之外抱有怀疑。
　　1998年，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就冲出了不少的超生人口，这是因为上级政府的救灾款是根据受灾
人数发放的，当地政府想多报一些的心思都有，当然就不会瞒报数字，超生游击队此时是不会客气的
。
事实上，以我国现行的行政体制，政府统计的地位已经确立，统计数据不仅是经济信息的基础，同时
也是行政管理的依据，这就使政府统计本身面临一种两难的局面。
要解决这一矛盾非一朝一夕之功，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就已经开始强调普查数据不能作为各级政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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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计划生育等工作的依据。
有道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际的效果如何，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统计信息无用论在美国民主党举办的戈尔竞选大会上，克林顿的助选演说中运用了大量的统计数
据，说明其为代表的民主党执政两届的政绩。
经济增长率、失业率等数据都是不带讲稿，如数家珍，听众也是掌声如潮，可见数据的力量远远大干
空洞的说教。
　　认为统计信息无用的人主要有两个观点：一是已有的统计数据不准；二是想要的统计数据没有。
第一个观点已在前文中谈及，这里就不再赘述；第二个观点涉及到信息需求的多样性和政府统计的服
务方向问题，有道是：领导关心GDP（增长），经理盯住（市场）占有率，群众只管人民币（多少）
。
其实，在统计部门中，这些信息都是现成的，或是可以通过整理得到的。
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是统计信息的开发力度与市场针对性不够；二是潜在的需求者并没有认识到信
息的重要性。
比如一名濒临倒闭的商店经理，他可能想到了经济环境、行业竞争、地理位置甚至风水等因素的影响
，而对于小区内居民的收入、知识层次、年龄结构等信息却从未考虑过，这样的人说统计信息无用，
你能信吗？
统计工作简单论最近，一位同事的孩子在其所在的小学选修了统计课，一天，小孩回家后对他妈说：
你干的工作挺简单的吗，我一学就会了。
　　一般来说，什么人都能干的工作当然是简单的。
在许多企业中，统计岗位被看成是一个养闲人的地方，会算数的人都可以干，如果连这个基本的要求
都不能满足，就只能让会计兼职了。
　　有人说统计工作本来很简单，就是让统计部门不断更新的报表制度和指标解释搞复杂了。
试想一下，如果一位考生将自己的成绩不好归结为今年的考卷与去年不一样，家长会不会给他一巴掌
。
　　在基层数据的收集阶段，传统的全面报表式统计工作只需对统计指标的概念有所了解就可以了，
数据的整理过程也只是简单的报表数据叠加，数据审核常常只是对表内平衡关系进行审核，因此，从
上到下，统计工作似乎连四则运算都不需要，加加减减就足够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的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宏观性的信息仍任发挥作用，但已不再是主
角，至少对于企业和个人是这样。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时效性较强的微观信息越来越得到各方的重视，各种统计调查方法也得
到了广泛的运用。
以抽样调查为例，没有一些高等数学的知识显然是不行的。
在统计分析阶段更是如此，以计算百分比为代表的旧式统计分析除了大家都能看懂之外，已无任何的
竞争优势。
基于数理统计的分析方法正在一定的范围内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发展的趋势
。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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