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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统计如何表达统计》由四个部分组成：“统计看点感言”、“统计为政启示”、“统计建模纪
实”、“统计沃野拾穗”。
　　尽管这是一本统计知识普及读物，但由于笔情文趣在桥上走，篇篇文章如流水行，给人以诗意的
感觉，所以，《统计如何表达统计》不仅适合统计学专业初学者阅读，也适合广大普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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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际平，吉林人，高级统计师。
供职于国家统计局统计教育中心，做电视编导、撰稿工作。
多年积极致力于统计文化和统计宣传的探索与实践，在报刊笔耕不辍并有专栏写{乍，创作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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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统计如何“表达”统计“解放军现在试图以更有效、更别致、更有传播力的方式表达自己，并赋予自
己新的形象，而解放军自我表达的‘语法’，也正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
解放军少将高建国说，在开放透明的信息化背景下，一支军队不主动去塑造自己，就必然会被别人‘
塑造’。
”这是《南方周末》(2009—11—12 10：05)《解放军如何“表达”解放军》(以下简称《表达》)一文的
提要。
顾文思义想到统计，文章所言对统计也是恰中要害、切中运脉。
所以索性套用该文标题句式，写下《统计如何“表达”统计》。
也许是时代使然、市场经济使然、中国进步的态势使然、国际接轨的大趋势使然，各行各业、各个领
域、甚至每个人，在如何“自己‘表达’自己”的问题上，有很多共性的东西。
仅以《表达》所述，可以找到“统计如何‘表达’统计？
”的诸多借鉴。
《表达》说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胡昌明曾表示：“时代已经进入了公共外交的新阶段，世界需要了解中
国和中国军队，中国军队更需要向世界说明自己。
”统计何尝不是这样。
君不见，国际社会和媒体对中国统计数据的关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聚焦。
别的不说，每到国家统计局信息发布会，现场众多“老外”的面孔就可见一斑。
国际如此，国内更热。
媒体上“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的声音，受众已经相当熟悉。
而且很多敏感的指标和数字，在大众视野里备受关注，常常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用语法的“主谓宾”模式，《表达》问得好，层层深入。
“主语：谁在表达解放军？
”这是《表达》的第一个小标题。
那么推及统计，“谁在表达统计？
”。
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统计从计划经济无需宣传“束之高阁”的封闭状态，已经走进了必须宣传而且
需要“广而告之”的广阔天地。
从日常工作到普查宣传，从信息发布到传媒出版，再到越来越多在媒体上被受众“脸熟”的统计专家
、学者、官员，可以说统计宣传已有一定的体系、规模和成效。
特别是分外注重统计宣传的北京和湖南等省市，在建制上都成立有“统计宣传中心”这样的机构，北
京很多区县统计局都设有“宣传科”。
因此，我们有理由也可以有信心地说，“表达”统计的“主语”首先应该是统计自己。
要靠统计自己，靠自己有自己的体系、自己的人马、自己的装备，自己的主力部队和有生力量。
谓语：如何表达解放军？
这是《表达》的第二个小标题。
推及统计，自然要问：如何表达统计？
《表达》说：“此前，在许多人印象中部队新闻刻板、单调、政治术语频繁，而现在一些解放军自己
的报刊媒体也开始寻求一种‘新颖’的表达方式⋯⋯军队媒体的面目也越发‘可亲’。
”这些“新颖”方式和“可亲”效应，非常值得统计引为“表达”自己的借鉴和学习。
比如“报道更加人性化，以平等交流取代生硬说教”；比如“军事新闻更注重刻画军人的真实生活和
个人情感世界”；比如“客观自然、现场体验的策划报道”；比如“细节化的报道、富有理性识见的
言论”；再比如“‘表达’手段也在谋求年轻化，在2008年，征兵动漫则走进了一些城市公交、地铁
的液晶屏”。
统计宣传要扫除枯燥、呆板、单调，也只有更加人性化才能奏效。
数据的生产者是人，使用者也是人，数海波澜关乎社会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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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的数据关联“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工资的数据、“米袋子”的数据、“菜
篮子”的数据牵一发动全身，关联“寻常百姓家”⋯⋯。
数字的点点滴滴融入人的血脉，才能鲜活灵动，才能和蔼可亲，才能振聋发聩，才能引人思考。
《表达》最后的小标题是：“宾语：解放军‘标准像’变迁”。
此变迁对统计表达有何启示呢？
所谓“标准像”的变迁， 指从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等“最可爱的人”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雷锋，再到现今解放军在一系列抗洪、抗震、救援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突出表现，解放军正在展
示新的形象。
而《亮剑》的李云龙，《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石光荣，《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等，是“解放军‘表
达’形式新突破的结果之一，解放军在文艺作品中的形象也正在日益多元”。
 《表达》还引用《解放军报》刊文的话“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关起门来埋头苦干，不少官兵也满足
于‘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来说明“如今，解放军正在从坦然面对镜头这样的细微之处入手来
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
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也是统计人面对的形象问题，这里所说的更多是指统计的社会形象、公众形象
。
统计形象关系统计文化是否既薪火传承也与时俱进。
长期以来，统计人也是习惯于“关起门来埋头苦干”，很多人满足于“默默奉献”、“无名英雄”。
但是深入研究探索新形势下统计文化和统计宣传的特点和效果，应该意识到统计在弘扬“默默奉献”
、“无名英雄”的同步，还要倡导和鼓励追求更好的奉献价值、奉献效应和“无名英雄”的有名、知
名和能效的影响力。
否则，“巷子里的酒香”只能在巷子里飘荡，不明就里的人就在那里估计：“噢，统计就是估计⋯⋯
”统计人的形象自塑，也应该宽容多元。
“老黄牛”的“俯首甘为”值得赞扬，“百灵鸟”的引颈歌唱也值得肯定；毫无怨言是一种境界，说
说酸甜苦辣也是一种坦诚；与世无争是一种淡泊，提提意见挑挑刺也是一种警示；仕途上升当好官是
进步，埋头业务技术好也有发展⋯⋯统计的“标准像”不再一个“标准”，统计人的形象才能更丰满
更有魅力，统计家园才能更和谐更快乐。
《表达》说解放军“现在试图以更有效、更别致、更有传播力的方式表达自己，赋予自己新的形象”
。
 统计更好地“表达”统计，可以“向解放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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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的由来，来自2009年在《中国信息报》统计导刊写“统计家常话”这个专栏。
2009年底，报社统计信息部黄真、关鹏、高远、李淑云、张建峰、邓艳青、关逸民、邓晟昊这些记者
和编辑朋友联名来信说：“通过一年的实践和相关方面的反馈，《统计导刊》的‘潘瑶视点’、‘统
计家常话’、‘快乐写吧’等几个相对固定并各具特色的栏目，均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赞誉，其中有多
篇文章还得到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批示和肯定。
可以这样说，这几个栏目的设置，在整个版面中画龙点睛，对普及统计知识、宣传统计工作、解读统
计数据、匡正社会视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品牌效应⋯⋯希望‘统计家常话
’常说常新。
”因为“统计家常话”周周要交一篇稿，和来信的朋友就更朋友了。
他们每周一句温馨的催稿，一个“收到”的短信，一番行家的指点，给我诗意的感觉，即“小桥流水
人家”——笔情文趣在桥上走，篇篇文章如流水行，而“人家”就是咱“统计人家”。
就这样“统计家常话”说着说着就到了2010年。
本想一年了做个“小结”，把“潘皤视点”、“统计家常话”、“快乐写吧”这三个栏目的文章收拢
成一本书。
没想到慢了一拍，“潘皤视点”在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GDP不能承受之重》一书中全部收录。
原计划变成三缺一，内容毕竟单薄，但又不想就此下马，索性另起炉灶，做出了这本《统计如何“表
达”统计》。
从“统计家常话”的由头，到编写出包括“统计看点感言”、“统计为政启示”、“统计建模纪实”
、“统计沃野拾穗”四个部分的一本书，汇总的文章已然是一锅“东北菜”——“乱炖”。
好在内容都是“表达统计”，当下又时兴“混搭”，这么着就把这锅菜端出来了。
付梓之际，最想说的话是两个字：感谢。
曾经觉得这两个字是很一般的客套，说着也平平淡淡的，但是此刻，真正感到这两个字的分量。
一本不起眼的小书，字里行间，书内书外，有着很多默默的支持，有着很多热情的鼓励！
所以，感谢，由衷而起：我要感谢《中国信息报》这片沃土的栽培，曾为该报记者的经历是份缘，一
直在报上“舞文弄墨”是份爱好，以致多年来，报社前后多位社长和老总，仍把我当作自家人；我要
感谢报社统计信息部的诸位记者和编辑，还有曾在该部供职的王青萍等同志，他们的辛勤扶持和职业
精神令我感动；我要感谢中国统计出版社严建辉社长，明知这样一本书肯定难以盈利，却甘为“做嫁
”，慷慨援手，令人感佩；我要感谢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强，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而且附言鼓励：
“祝贺新作问世。
十几年来一直关注你的工作、生活和成长。
祝今后工作更勤奋努力，生活更丰富多彩，人生更顺畅和快乐！
”赶在2010年的新春，把这本书奉献给读者，希望它如一片新绿的树叶，有春风的抚慰；像一棵有人
知道的小草，不受寂寞⋯⋯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
韩际平2010年元月于北京六里桥蜗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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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不重视统计新闻宣传工作，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统计机构领导者。
　　——马建堂　　　　统计建模，是统计系统最需要做也最能做好的。
　　——徐一帆　　　　当今社会给统计提供了很多事情可以做，统计学如果不和实际应用结合起来
，迟早就会死掉。
　　——刁锦寰　　　　统计事业的发展需要统计人合力共为，局、队应该是分灶吃饭的好兄弟，分
工协作的好伙伴。
　　——谭波　　　　统计文化建设，是统计事业的精神旗帜，既要积淀又要传承，在与时俱进中薪
火相传。
　　——张世平　　　　实事求是地对待质疑和批评，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林昌祚　　
　　统计改革．风险和成功是成正比的，风险越大，成果越大，关键要最大限度去化解风险。
　　——姜国钧　　　　《士兵突击》里许三多老讲：“要做有意义的事”统计人做有意义的事，需
要许三多那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
　　——崔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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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统计如何表达统计》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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