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國 18 年 政府奠都南京，各機關漸次設立統計組織，延攬統計專門人手，從事統計工作，

政府統計事業，亦逐漸為各方所重視。  

19 年 2 月 26 日，中央及首都各機關統計人員，為謀工作之聯繫配合，促進統計事業之

發展，創設統計聯席會議，出席人員建議組織中國統計學社，藉以研究統計學理

及改良統計方法，促進中央及地方政府統計專業之發展，由聯席會議出席人員，

自由加入為發起人，計簽名發起組織中國統計學社者凡 25 人，並推定朱祖晦，劉

大鈞、劉迺敬、王仲武、陳炳權、張心一、陳其鹿、金國寶、趙人雋等 9 人負責

籌備。  

 於同年 3 月 9 日上午 9 時，假南京中央大學開成立大會，通過社章，選出金國寶、

朱祖晦、陳炳權、劉大鈞、王仲武、陳鍾聲、朱彬光等 7 人為社務委員，本社遂

告成立。社務委員會下設研究委員會及編輯 9 人，其中 1 人為總編輯。  

20 年 開第 1 屆年會於南京，刊行「中國統計學社第 1 年」，社務委員會下仍設研究委

員會及編輯 9 人，另設基金委員會，推展社務。  

21 年 開第 2 屆年會於上海，計到各機關代表數 10 人，社員 30 餘人，社務委員會僅設

論文委員會，編輯減設為 7 人。  

22 年 5 月開第 3 屆年會於南京，發行「中國統計學社第 3 屆年會會刊」，社務委員會設

論文委員會及編輯 5 人外，並成立統計名詞審查委員會，以朱君毅為委員長，李

黃孝貞為副委員長，該委員會決議關於英文統計名詞之編譯，以王仲武所編之「漢

譯統計名詞」為根據，以李黃孝貞編補之統計譯名提要及朱君毅所編之「統計學

測驗名詞漢英對照表」為參考。委員會最後審查通過朱君毅先生會同社員李成謨

擬訂之中英對照主要統計名詞一種，包括統計學名詞 624 個。  

 另應國立編譯館之請，就教育部召集之天文數理討論會議，對算命名分節標準決

議：「中數記法為個、十、百、千、萬用十進法。 萬以上億、兆、京、垓等用萬

進法」一案，審慎提出本社主張，本案復於 12 屆及 13 屆年會時曾先後由吳大鈞、

朱君毅兩先生宣讀大數命名論文，提會公開討論，對大數命名確有若干寶貴意見。

是年社員已增至 152 人。  

23 年 開第 4 屆年會於上海，制定分社簡章，成立南京分社，刊行「中國統計學社一覽」

及「統計論叢」各一種，社員增至 178 人。  

24 年 開第 5 屆年會於南京，自本屆年會起，每屆年會均就當時國內情形擇定中心議題

由社會集中討論，5 屆年會即以戶口與農業普查方法為中心議題，年會之後組織人

口調查研究委員會，推定委員 30 人，以陳長蘅、吳大鈞、陶孟和、王仲武、陳達、

孫拯、朱祖晦 、鄭堯柈、李昌熙 9 人為常務委員，由陳長蘅召集，議定分組研究

辦法，由社分函全國各重要省市政府及自治縣區徵詣各地調查人口辦法、經費來

源數目及所用調查書表及辦事手續等。統計譯名委員會並將法文統計名詞漢譯完

竣，惟未刊行。  

 是年並成立上海及廣州分社，全體社員已增至 231 人。  

25 年 開第 6 屆年會於南京，以研究統計資料蒐集方法為中心議題。本屆年會曾修改社



章，將社務委員會改為理事會，內設常務理事 1 人。  

 是年會同內政部擬訂實施全國戶口普查具體方法。  

  春間，按月編輯「中國統計學社通訊」刊物一種，因經費關係，於第 8 期出版後

未能續刊。 此外，並成立武漢分社以發展社務，復興中央統計聯合會成立聯合討

論會，以研究統計專門問題，全體社員已增至 297 人。  

26 年 開第 7 屆年會於南京，以戶籍及人事登記問題為中心議題，復修改社章，將常務

理事改設正副社長，並將理事由 7 人增至 9 人。設置經濟指數編製研究委員會，

推定盛俊、歐陽執無，李黃孝貞、張肖梅、陳伯莊等 18 人為委員，並指定盛俊為

委員長，分別在京、滬開會 2 次，各委員皆發表極有價值之意見，是年 2 月編印

「統計學報」。社員已增至 390 人。以上為本社自成立迄抗日戰爭爆發前社務活

動之簡略情形，學術研究氣氛之濃厚，與政府統計事業之發展，適相輝映。  

27 年 中央政府決心長期抗戰，以重慶為陪都，本社第 8 屆年會即於是年假重慶模範市

場銀行公會召開，以戰時調查戶口及舉辦戶籍登記暨編製戰時農業、工業、礦業、

交通、物價等統計為中心議題。決議組織戰時統計工作策劃委員會，推定張延扣、

芮寶公、王仲武等分別擬具戰時農業統計研究綱要、戰時礦業統計研究綱要、戰

時工業統計研究綱要、戰時物價統計研究綱要、戰時交通統計研究綱要，提經年

會詳加討論，並於會後舉行座談會 3 次，研究結果，供應各方，以為推進戰時後

方生產充實軍需供應與調節物價等設施之根據。  

 統計名詞編譯委員會主任委員曾昭承並曾與國立編譯館商洽統計名詞編譯事宜，

該館復將初譯之英文名詞，送本社審查。此外，並決議設立統計補習學校，是年

社員已增至 458 人。  

28 年 開第 9 屆年會於重慶曾家岩求精中學，發表論文委員會所擬統計與政治建設、統

計與經濟建設、統計與社會建設、統計與文化建設、統計與國防建設等綱要，並

討論李成謨、李昌熙等先生擬訂之戰時調查戶口及舉辦戶籍問題研究，會後並舉

行座談會 3 次，所得 結果，建議各方以為動員全國人力與改善戰時兵役行政之張

本。該屆理事會設有戰時經濟統計、統計名詞編譯、論文、年會籌備、編輯、司

選、補習學校校務等 7 委員會，並推定吳大鈞、朱君毅為統計補習學校正副校長，

褚一飛、趙章黼分任教務總務主任，負責籌辦統計補習學校。是年秋本社副校長

朱君毅應國立編譯館聘請主持編訂統計名詞。全體社員已增至 485 人。  

30 年 開第 10 屆年會於重慶求精中學，以統計與物價統計、統計與糧食管理等為中心議

題，該屆理事會設論文、統計名詞編譯、年會籌備、編輯、統計事業推進、司選、

補習學校校務、統計工作諮詢、統計符號審查等 9 委員會。第 10 屆理事會曾奉教

育部汽字第 1572 號訓令釐訂商學院統計學系必修統計學課程教材內容。  

 是年舉辦統計補習學校初級班 2 期，每期受課 3 個月，結業學生第 1 期 70 餘人，

第 2 期 20 餘人。並與中華職業教育社合辦第 3 期統計補習學校，計有學生 40 餘

人。同年 1 月國立編譯館呈請教育部聘請朱君毅、吳大鈞、吳定良、金國寶、艾

偉、陳長蘅、陳達、 許世謹、王仲武、王萬鍾、褚一飛、芮寶公、鄒依仁、唐啟

賢、鄭堯柈、潘彥斌、劉南溟、朱祖晦、楊西孟、汪龍、劉大鈞、趙人雋、馮德



寅、喬啟明、趙章黼、尤崇寬、羅志如、楊蔚、吳大業、倪亮、李蕃諸先生為統

計名詞審查委員，以朱君毅先生為主任委員， 3 月 26 日舉行審查會，凡 3 日始行

箴事。計通過統計名詞 924 種，由正中書局於 30 年 12 月出版。  

 本屆統計名詞編譯委員會主任委員朱君毅先生，副主任委員田克明先生及委員徐

鍾濟先生復擬就統計學名詞補充表，計名詞 300 餘種，並經統計名詞編譯委員會

集會審查通過，印發各社會。是年社員 470 人。  

31 年 開第 11 屆年會於重慶曾家岩求精中學，以戰時經濟為中心議題，並修改社章，將

原任理事 9 人增為 15 人，將社員於年會時討論各中心問題之論文，彙刊為「統計

與行政」一書。是屆理事會設年會籌備、論文、宣傳、編輯、司選、統計符號審

查、統計名詞編 譯、統計補習學校校務等 8 委員會，是年復興中華職業教育社合

辦函授學校統計專修班 1 班學生計 200 餘人，均行畢業。  

32 年 開第 12 屆年會於重慶市黨部大禮堂，以統計與行政為中心議題，遵照社會部指示，

修改社章第 7、第 12、第 13、第 14 各條，將社長改為理事長，由理事互推 3 人為

常務理事，組織常務理事會，並互推理事長 1 人，主持會務，增設監事 5 人，組

織監事會 ，互推常務監事 1 人。提高各種社員社費徵收標準，並刊行「中國統計

學社概況」一書。是屆理事會設年會籌備、論文、編輯、統計譯名、統計補習學

校校務、基金籌募等 6 委員會。全體社員已增至 829 人。以上為對日抗戰期間本

社社務活動之簡略情形，抗戰期間， 軍事第一，本社仍能在極度艱苦中培養幹部

推動調查統計工作，實屬難能可貴。  

35 年 第 13 屆年會原擬在渝舉行，旋以抗戰勝利，復員事繁，集會不易，延至本年 12

月 20 日始在南京金陵女中禮堂召開，通過募集基金、籌辦統計專修科學校等案。

是屆理事會設年會籌備、論文、編輯、統計譯名、統計專科學校籌備、籌集基金、

統計問題研究 、司選等 8 委員會。是年本社奉社會部頒發社字第 132 號登記證書，

增設貴州、陝西、四川等 3 個分社，全體社員已增至 845 人。  

36 年 先後增設湖南、綏遠、遼寧、廣東、廣西、江蘇、雲南等 7 個分社。  

37 年 7 月 17 日召開第 14 屆年會於南京中央大學，修改社章第 3、第 5、第 7 條將本社

總社設於國民政府所在地，修改為設於中華民國首都所在地，第 5 條增訂「預備

社員入社滿三年後得申請為社員」一款，並將第 7 條「社員每繳納社費 5000 元其

一次繳足 10 年社費者為永久社員以後不再繳納，預備社員每年繳納社費 3000 元」

修改為「社員及預備社員繳納入社費及每年應繳納之社費由理事會決定後公告並

徵收之」。  

 設置基金籌募委員會，聘請社員 50 人為基金籌募委員，積極籌募基金，設置統計

專科學校籌備委員會，推定趙章黼為主任委員，王萬鍾為副主任委員，負責籌備

建校。是年並舉辦社員總登記，截至同年 9 月上旬計參加總登記社員 300 人。並

增設臺灣、上海、甘肅等 3 個分社。嗣因共匪叛亂，大陸變色，社務無形停頓。

至臺灣分社原於 37 年 7 月成立，計有社員 172 人，預備社員 137 人。李植泉當選

為常 務理事，胡元璋、徐曾符、李福生、曾昭承、鄭億雲、陳啟東、吳延叔、王

家雲當選為理事，李翔、黃士清、王旋宇當選後補理事、林開煥、吳克剛、陳漢



光當選監事，花淑先當選候補監事，旋因總社之停頓而中止活動。  

50 年 政府遷臺已 10 有餘年，舉國上下，勵精圖治，經濟建設，尤為猛進，統計事業，

亦有長足之進展，各方紛紛建議恢復中國統計學社組織，當經李慶泉、韋從序、

高德超、劉鳳文、稽昌先、李福生、李翔、王宗梧、孟慶思、蘇聚潛、張宗利、

謝慎初、 陳禮英、王家雲、吳大鈞、吉彭述、芮寶公、張果為、劉南溟、張宗孟、

倪亮、田克明、謝應寬、章長卿、陳思明、陳哲、鄭彥棻、汪厥明、李植泉、高

造都、胡福成、祁和福、寇龍華、劉魁元、高興舟、張照營、陳典、彭展章、張

文翰、曹效登、吳延叔、何輝雲、吳中鈞 、陳漢光等發起人，於是年 8 月 26 日

在臺北市行政院大禮堂舉行中國統計學社發起人會議，選舉李慶泉、吳大鈞、芮

寶公、張果為、嵇昌先、韋從序、劉南滇、高德超、田克明、孟慶恩、陳思明等

11 人為籌備委員，並公推李慶泉為召集人，經籌傭委員會 5 次集會，草擬章程草

案，徵求社員，擬訂 51 年工作計劃草案及經費收支概算，徵集論文，召開成立大

會。  

51 年 4 月 1 日召開成立大會於台北市台灣省菸酒公賣局禮堂，亦即復社後之第 1 屆年

會，計到社員 346 人，另委託出席社員 172 人，內政部連部長震東，財政部嚴部

長家淦，司法行政部鄭部長彥棻，行政院主計處陳主計長慶瑜及美籍統計顧問周

富瑞先生等應邀蒞會致詞， 大會討論通過章程等 8 案，選舉理事 21 人及監事 7

人，由理事推選李慶泉、吳大鈞、嵇昌先、鄭彥棻、劉南溟為常務理事，監事推

選朱基林為常務監事，並由常務理事公推李慶泉擔任理事長。聘請陳理事思明兼

總幹事，下設總務、議事、學術及通訊等組分組辦事， 並為配合推行社務需要設

專題研究委員會、統計補習學校籌備委員會、基金籌募委員會、統計制度研究委

員會、及年會籌備委員會。為鼓勵統計學術研究，訂定統計獎學金辦法對公私立

大專修習統計學科 2 門以上學生學業統計學科及操行成績優秀者，自 51 學年度開

始每學期頒給甲種、 乙種獎學金，並為出版統計期刊訂定統計期刊出版計劃，設

置統計學報編輯出版委員會，於 52 年 2 月出版中國統計學報創刊號並按季出刊。 

本社復社第 1 年全體社員計個人社員 763 人，團體社員 8 單位。為便於社員每年

改選理監事，經依社章規定訂定理監事通訊選舉辦法，於理監事任期屆滿前個月

開始辦理，票選結果在社員大會中宣佈。  

52 年 3 月 31 日開 52 年年會，計邀請行政院主計處張主計長導民、司法行政部鄭部長彥

棻、駐華美援公署管理資源組組長 Mr﹒C.W.Terry、經濟政策組組長 Mr.A.L.Boucher

及亞洲基金協會駐華代表 Mr.E.N.Pike 蒞會致詞。通過提案 17 案，除由學社直接辦

理者外，分別函請各有關機關辦理。 為加強推行社務，本社專題研究委員會改設

統計學術研究委員會，研究編譯統計名詞統一譯註或統計辭典，學報編輯出版委

員會改設學報編輯委員會，並增設統計法令與實務彙編委員會。對各大學統計人

才培育方面建議教育部，會計統計系之統計組應加強數理統計統計教學， 會計統

計應明確分為會計系與統計學系、理學院數學系應增加數理統計課程，統計系應

列入大專聯考甲組招生。  

 本社因復社伊始，經費籌集困難，舉辦長期性事業至為不易，經美籍統計顧問周



富瑞先生洽請亞洲協會(Asia Foun-dation)補助美金 1800 元，折合台幣 72000 元，分

3 年撥助，作為統計獎學金及出版學報之用。  

 周富瑞先生個人亦捐贈美金 50 元，於 52 學年第 1 學期增設乙種獎學金 2 名。  

 中國統計學報本年 3 月經登記為第 1 類新聞報，並參加台灣省雜誌事業協會會員。

加強學報發行工作，編印內容著重於統計工作及實務報告，統計分析及預測等方

面。本社社員個人社員已增至 786 人，團體社員增至 21 單位。  

53 年 3 月 29 日開 53 年年會計邀請財政部陳部長慶瑜，經合會李副主任委員國鼎蒞會致

詞，行政院主計處主計長提書面致詞，芮常務理事寶公以「出席聯合國統計委員

會第 12 屆年會觀感」為題作專題報告。年會通過建設政府舉辦第 2 次台閩地區戶

口普查等 10 案，截至目前計個人社員 813 人，團體社員因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

撤銷而退社現有 20 單位。  

54 年 3 月 28 日開 54 年年會於中興新村中興會堂，行政院嚴院長家淦、財政部陳部長慶

瑜、行政院主計處張主計長導民均頒發書面致詞，會中芮常務理事長寶公以「編

譯統計生涯之動機」為題作學術演講，專題報告陳理事思明報告「統計事業發展

的方向」， 謝理事慎初報告「我國國民經濟預算之試編」，李理事翔報告「我國

普查行政上問題之檢討」。大會討論通過建議政府修正統計法規，舉辦房屋普查，

各機關研究發展機構併入統計機構等 10 案，會後遊覽日月潭，宿日月潭教師會館。

本社個人社員增至 895 人，團體社員因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結束而退社，至目前計

有 19 單位。  

55 年 4 月 2 日開 55 年年會於公賣局，財政部陳部長慶瑜、行政院主計處張主計長導民

應邀蒞會致詞，學術演講計有美籍顧問邢瑞滋(Dr.A.F.Hinrichs)發表「美普查局之

組織與職掌」，鍾斯(Mr.H﹒L﹒Jones)發表「抽樣設計芻議」及張理事果為發表「大

數法則與樣本範圍關係的理解」。大會通過提案建議政府制定統計人員為技術人

員等 9 案，本社因亞洲協會未續撥助款，財務困難，但中國統計學報仍照原計劃

加強辦理，統計獎學金改為每學年辦理 1 次，不分甲種、乙種獎學金，本社個人

社員增至 924 人，團體社員增加高雄硫酸錏公司 1 單位。  

56 年 4 月 2 日開 56 年年會，學術演講邀請美籍統計顧問邢瑞滋發表「統計在政治上的

作用」，汪理事厥明發表「選樣調查為何要考慮常態性」。大會通過修正章程對

個人社員常年費及入社費，各由新台幣 10 元提高為 20 元。並建議速即策劃 59 年

農業普查， 成立政大統計研究所，舉辦統計人員特種考試，訂頒政府統計人員進

修實施辦法等 9 案。本年團體社員未變動，個人社員增至 944 人。  

57 年 3 月 31 日開 57 年年會，嚴副總統頒發書面訓詞，行政院主計處張主計長導民蒞會

致詞，學術演講請邱士耀博士發表「漫談統計素質」，魏應澤博士發表「藉抽樣

後補助變值之假分層以推算平均值」。大會討論通過建議政府舉辦研究發展統計，

統一編譯統計名詞等 10 案，本社內部組織通訊組改設服務組，並增設統計名詞編

輯委員會，以鄭堯柈為召集委員，請汪厥明等 10 人為委員，經指請政大 2 位助教

協助，並函徵國外學人提供意見，著手編譯初稿。本社為配合執政黨十全大會，

草擬加強發展政府統計工作之提案，以樹立 科學政治之基礎，另修正統計獎學金



辦法，規定凡領有其他獎學金者不得請頒本社獎學金，並力求普及各院校之原則

評選，本社個人社員已達 1,046 人，團體社員增加中國農民銀行 1 單位，共計 21

單位。  

58 年 3 月 30 日開 58 年年會，嚴副總統頒發訓詞，行政院主計處周主計長宏濤及審計部

張審計長均以書面致詞送會，學術演講周道熊博士發表「電腦科學與統計」，葉

能哲博士發表「Slippage 問題」。大會討論通過，請加強發展政府統計配合國家現

代化之要求 等 12 案。  

 統計名詞統一譯名已完成 7 千餘詞初稿，經繕印分送各譯名委員研究，定期召開

委員會逐詞審查。中國統計學報由於印刷費增加 50％，酌減篇幅調整學報費，改

進學報編排，有系統介紹統計學識，增加統計服務及統計資料欄。本社個人社員

為 1,044 人，團體社員增加台北市銀行 1 單位。  

59 年 3 月 29 日開 59 年年會於台北市，台灣省警務處大禮堂，嚴副總統頒發訓詞，行政

院主計處周主計長宏濤以書面致詞送會，專題演講請劉大中博士發表「計量經濟

學的發展」。大會討論通過建議彙編統計實務書刊，辦理電子計算機講習班等 2

案。除由學 社直接辦理者外，分別函請各有關機關辦理。  

 中國統計學報除提高稿酬，廣徵稿源，充實學報內容外，經商請行政機關負責人

及各地聯絡同仁協助推廣，並對社員及學生購閱一律照成本優待。本社個人社員

增至 1,087 人，團體社員仍 22 單位。  

60 年 3 月 28 日開 60 年年會於公賣局，嚴副總統頒發訓詞，行政院主計處周主計長宏濤

蒞會致詞，審計部張審計長導民以書面致詞送會，學術演講由吳大業博士發表「統

計與徑濟計劃及政策」，周元燊博士發表「數理統計最近發展之一─最佳停止時

刻」，溫新徽博士發表「統計方法與電子計算機」。 大會討論通過加強國民統計

觀，令於國民教育課程教科書內加編統計常識教材，早日成立常設普查機構，辦

理函授統計教育等 9 案。  

 為配合推行社務，統計業務研究發展委員會易名為統計事業發展委員會，年會籌

備委員會易名為年會委員會，統計補習教育委員會易名為統計教育促進委員會，

總幹事由畢理事慶林擔任。  

 統計學名辭編譯工作經向教育部國立編譯館申請編定統計學名辭補助款，另擬訂

統計實務函授班計劃草案函院處、省市政府申請補助款以便進行。  

 統計獎學金之頒發，同時頒發獎學金證書，修訂獎學金辦法第 4 條及第 8 條規定，

評定標準學業總成績平均 85 分以上修訂為 80 分以上，刪除不得重頒其他獎學金

之規定。  

  本年已參加國際統計學會為團體社員，並參加亞洲聯盟社各種活動。本年個人社

員增至 1,197 人，團體社員新增台船、台鹽、菸酒公賣局、公路局、台灣產保、大

雪山林業公司、中華觀光開發公司等 7 單位，共計 29 單位。  

61 年 3 月 29 日開 61 年年會，嚴副總統及行政院主計處周主計長宏濤均以書面致詞送

會，學術演講請經合會費副主任委員驊發表「經濟統計與長期經濟發展計劃」，



于宗先博士發表「統計方法對經濟分析的貢獻」，增訂章程第 11 條，專科以上學

校在校學生得先申請為本社預備社員，增訂章程第 14 條設名譽理事。修正第 25

條個人社員常年費修正為 50 元，並對已繳付常年費之社員，按期贈閱中國統計學

報 1 冊。並通過積極籌募統計獎學金等 8 案，基金籌募委員會改組為統計獎學基

金籌募委員會，積極推動各項籌募作業 ，預定籌募 50 萬元，完成撰述統計調查

網人員函授講義於統計學報分期刊載，並整理有關論文集暨歷屆高普考統計人員

考試試題，為應實際需要建議考試院舉辦統計人員高等考試及甲等特種考試。  

 本年度新增團體社員鐵路局及國際商業機器公司 2 單位，但中華觀光開發公司奉

令裁撤退社，現有 30 單位，個人社員 1,184 人。  

62 年 3 月 29 日開 62 年年會，嚴副總統頒發訓詞，行政院主計處周主計長及審計都張審

計長均代電賀函，會中學術演講請李庸三博士發表「計量經濟學之認識」，張系

國博士發表「聚叢分析法簡介」，胡元璋先生報告，我國退出聯合國以後，本社

如何加強國際統計學術團體之聯繫。 大會通過鼓勵社員研究著述等 10 案交理事

會辦理。  

 本社為精簡組織裁撤 3 個委員會，增設 1 組即設統計學術研究、統計事業發展、

統計獎學金籌募、中國統計學報編輯等 5 個委員會、總幹事、副總幹事下設總務、

議事、編輯、學術、服務等 5 組辦事，統計獎學基金籌募工作，採下列 方式分頭

籌募：函請熱心社員先行響應率先認捐，函本社統計獎學金得獎人酌情捐助，以

本社統計學報叢書公開發售，提高團體社員年費，函請熱心公益之各大工商企業

主持人樂捐，由社成立中心提供服務，爭取團體社員等，經年來努力計收捐款 15

萬 5 千餘元，悉數存入銀行孳息，獎助學生增為 7 人每人獎學金 2,000 元，編印「統

計實務」專刊，完成統一編譯「統計學名詞」之審定，並為鼓勵社員從事研究創

新，均得申請本社出版獎助，並由年會頒贈獎狀，或經由本社叢書贊助出版。本

年度團體社員仍 30 單位，個人社員 1,167 人。  

63 年 3 月 29 日開 69 年年會於中興新村省政資料館，省府謝主席蒞會致詞，嚴副總統、

周主計長均以賀電致詞送會。學術演講請美國統計學家載明博士發表「品質管制

與統計的重要」，王友釗博士發表「加速農村建設計劃與統計的關係」，芮常務

理事寶公發 表「從人口趨勢看人口問題」。大會通過修訂章程第 25 條團體社員

入社費及常年費均為 2,000 元，個人社員入社費為 50 元。並通過提案加強與我無

邦交國家民間社團及學術機關聯繫等 11 案。聘請吳大鈞、汪厥明、劉南溟、韋從

序為名譽理事，總幹事改由黃理事子貞擔 任，統計獎學基金計募捐 165,679.20 元，

將捐獻者於年會特刊中公告徵信，募集基金悉數存入銀行，並由基金委員會負責

保管運用及頒發，以嘉惠學子。本年團體社員增加唐榮公司 1 單位，個人社員增

至 1,209 人，預備社員 24 人。  

64 年 3 月 30 日開 60 年年會於台北市立商專，行政院徐副院長慶鐘蒞講「統計與行政」，

嚴副總統、周主計長均以書面致詞送會，學術演講請吳興周博士發表「氣象控制

與統計方法」，陳超塵博士發表「統計學與科學方法」。修訂章程第 13 條，理事

名額由 21 人增為 31 人，監事名額由 7 人增為 9 人。大會通過建議政府制訂「統



計師法」等 12 案，統計獎學金籌募基金累計達 171,979 元，獎助優秀統計學生。 

 促進統計資料之國際交流方面，就各機關編印之中英文對照統計書刊與無邦交國

家民間團體作資料交換與聯繫，並協助行政院主計處印英文統計月報及年報，擴

大國際間交流。本年團體社員仍 31 單位，個人社員增至 1,278 人。  

65 年 3 月 28 日開 65 年年會，行政院周主計長賀電送會，學術演講請刁錦寰博士發表「時

間序列之統計分析及應用」。朱肆明博士發表「如何有效應用電子計算機」，黃

文濤博士發表「選擇理論及其應用」。大會建議政府研討統計作業電腦化等 18 案，

送請有關機關參採。  

 本社統計譯名編輯委員會簡併業務由統計學術研究委員會繼續研究，本社協助社

員刁錦寰、楊國樞、王敏男、劉榮木、謝聰智、劉鶯釧等進行勞動力統計評估、

提供行政院主計處研究發展參考。中國統計學報為提高學術水準，改進徵稿與編

輯，計分統計理論、統計資料之應用與分析、電腦、書評介紹、統計實務與報導、

統計服務等 6 組，各組置總編輯 1 人，各組再分若干分組，各置編輯，各組徵稿、

審核均義務職，審稿從嚴，國外部分請國外學人協助編輯，並加強徵求留外學人

入社，提高國內統計學術研究風氣。  

 本年增聘田克明、李幹為名譽理事，社員新增 195 人其中刁錦寰教授推荐留美專

家學者數十人，個人社員扣除死亡退社 28 人後已增至 1,445 人，團體社員仍有 31

單位。  

66 年 3 月 6 日開 66 年年會於台北市經濟部商品檢驗局、行政院周主計長賀電送會，會

中通過增訂社章第 8 條，對熱心統計事業發展並對本社經費有捐獻者得為本社榮

譽社員，大會並通過建議政府設立國家統計標準委員會等 10 案，學術演講由鄧靜

華教授講演「線性規劃在統計上的應用」， 黃提源博士講演「統計量的有效性」，

論文宣讀，由張果為教授宣讀「心理性因素對於景氣理論所扮演的角色」，學術

研討會，張丕繼先生提「勞工調查統計問題之檢討」、黃登源博士提「迴歸分析

方法探討」，趙民德博士提「適合度檢定」，研討熱烈，會後舉行摸獎助興，6

月及 7 月本社與行政院主計處聯合舉辦統計方法講習班，由刁錦寰授「時間序列

分析」，黃登源授「迴歸分析」及王敏男授實例研究，為期 1 週，預計學員 40 名，

實際報名公私企業人士達 168 人，經兩期講習完成。11 月及 67 年 3 月分別在台大

農經系及政大公企中心，舉行學術演講會，分請陳超塵博士講「統計學之原則」

及王敏男博士講「統計預測方法之探討」參加聽講人士甚為踴躍。  

 中國統計學報調整版面，試辦發行海外版，贈閱國外各學術機構及專家學者 1 年，

該報榮獲行政院新聞局頒發 66 年度優良雜誌金鼎獎。本社奉內政部通知，增訂章

程第 26 條規定本社解散或撤銷，其剩餘財產，依法處理歸屬自治團體或政府所有。

本社名譽理事劉 南溟、汪厥明逝世，團體社員仍 31 單位，個人社員新增 121 人，

除亡故者 18 人外計 1,548 人。  

67 年 4 月 16 日開 67 年年會，行政院周主計長賀電送會，全體社員為恭賀我國第 6 屆總

統副總統當選，全體社員熱烈鼓掌一致通過上電申賀，並表擁戴之忱，本年年會

修訂社章第 25 個個人常年社費及入社費調整為 100 元，團體社員常年社費及入社



費均調整 為 2,000 元至 4,000 元。並追認本社社章第 26 條條文有關財產處分規定，

刪除社章中榮譽獎社員之條文，大會通過加強本社統計服務工作等 13 案，學術演

講請陳超塵博士發表「統計的原理原則」、張金裕博士發表「統計學在社會科學

裡所扮演的角色」，隨後進行論文宣讀， 由候繼明博士主持，計有王敏男博士宣

讀「我國統計學發展之途徑」，林瑞泉先生宣讀「On a selection problem of the maximun 

proportion of mixing distribution」、蔡劍峰宣讀「The treatment of ties is some linear rank 

tests when the underlying distribution is discrete」、黃提源博士宣讀「The chern off 

efficiency of the wilcoxon rank test」、陳景堂先生宣讀「On selecting and partitioning 

normal popul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total parmeter's average」、 鍾明仁先生宣讀「A 

si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efficiency of several estimates for location」、王迺聖先生宣讀

「On best fractional linear generating function bounds」、黃文濤博士宣讀「關於考古

學上的一個統計問題」， 黃登源博士宣讀「關於不完全先驗分配之多重決策問

題」，另有 3 篇價量指數編製報告，限於時間暫緩研討，本年年會，特將社員統

計論著及政府統計刊源陳列展示，藉以觀摩比較，並奠定年會以學術研討為中心

之方式進行，提高統計學術研究氣氛。本年頒發統計獎學金名額增為 9 名，每名

2,000 元，另接受胡福成先生家屬之委託頒發胡福成先生獎學金 2 名，每名 2,000

元。本年團體社員增加中華工程公司、中鋼公司及臺灣土地開發信託投資公司等 3

單位，共計 34 單位，個人社員增達 1,679 人。  

68 年 4 月 22 日開 68 年年會於台中市台灣省自來水公司，行政院主計處鍾主計長時益賀

電送會，學術演講請陳超塵博士講「農業與國運」、林憲德博士講「使用虛設變

數在迴歸分析之好處」、芮寶公教授講「台灣地區的勞動力統計」。大會通過建

議編纂「中華民國統計事業發展紀實」等 15 案，年會前 1 日自台北出發順道參觀

桃園中正機場及清華大學，會後返回台北。本年理事會由黃子貞、李慶泉、張宗

利、芮寶公、 于宗先等 5 位常務理事公推黃子貞為理事長，由盧理事敦義擔任總

幹事。  

 統計獎學基金自 61 年開始籌募迄今計達 26 萬元，悉數以定期優利存款專戶存入

銀行孳息，專供獎助大專統計優秀學生之用。  

 中國統計學報為擴大統計服務，促進統計事業發展，自 18 卷開始，由按季改為按

月發行，限於財力仍甚艱難，暫停贈送每一社員。68 年 12 月本社與中央研究院、

中央大學及行政院主計處聯合舉辦近代統計發展會議，與會人士包括國內及國外

著名統計學家 200 餘人，宣讀研討統計學術論文達 28 篇，對介紹近代統計發展及

促進國內外統計學術交流貢獻甚大。此外，本社與行政院主計處合辦統計研討會

18 次，增進政府實際統計工作之改進與發展，本年增聘鄭彥棻、李慶泉 2 位統計

先進為名譽理事，團體社員 增加中國輸出入銀行、中國產物保險公司、台灣金屬

礦業公司、台灣機械公司及佳能公司等 5 單位，共計 39 單位，個人社員新進 64

人，另有 148 人無法聯繫，實際參與社務活動社員計 1,595 人。  

69 年 4 月 20 日開 69 年年會於台北市立商專，修訂社章第 17 條及第 25 條理監事任期由

1 年改為 2 年，個人社員常年費 1 次繳足 1,000 元者為永久社員。大會通過建議加



強辦理應用分析統計等 10 案。學術演講請季聲國博士講「台灣統計地區分類系統

之芻議」、韋端博士講「科技統計人員之重要性及其教育培養」。隨即由于宗先、

李慶泉及芮寶公主持專題研究會，計有林憲德博士提出「台灣省家庭收支調查方

法之檢討與改進」 、鍾豐一博士提出「計數檢驗誤差模式與品質水準之推定」，

葉樹藩教授提出「設計試驗之基本原理」，邱秀錦小姐提出「時間序列分析 方法

之應用」，劉國傳先生提出「因素分析應用在決定分層變數上之探討」等，分別

由張宗利、陳超塵、韋端、黃俊雄、黃登源等予以評述，與會人士發言踴躍、研

討認真，學術氣氛高昂。  

 8 月 2 日及 3 日，本社與行政院主計處聯合舉辦統計學術研討會，擴大邀請學術界

專家學者及使用資料之各界人士計 200 餘人，請鍾主計長致開幕詞，費景漢院士

演講「統計為現代社會科學的基礎」。研討會再分 5 次討論會，第 1 次研討會由

陳超塵主持，計有季聲國博士提出「人口及住宅調查之設計及檢討」由芮寶公先

生評述，毛育剛與莊福典博士提出「農漁業普查之設計及檢討」，由社文田先生

評述。第 2 次討論會由祈富生主持，計有魏應澤博士提出「不等機率歸還抽樣推

算之研討」由姚景星先生評述，李庸三博士及蔡宗榮先生提出 「台灣地區民營企

業母體及樣本資料之現況檢討」，由施敏雄先生評述，張丕繼先生提出「台灣地

區勞動力調查方法之檢討」，由林振國先生評述。第 3 次討論會由王友釗主持，

計有陳博志博士提出「論物價統計之編製及其應用」，由薛琦先生評述，李高朝

先生提出「論生產統計之編製及其應用」， 由葉萬安先生評述。第 4 次討論會由

刁錦寰主持，韋端博士提出「統計應用及統計人員之教育訓練」。第 5 次討論會

由鍾豐一主持，計有羅德和博士提出「資料庫系統之介紹」，由柯志昇先生評述，

黃台隅博士提出「資料庫安全與保密」，由呂學錦先生評述，上述 5 次討論會 經

自由發言及研討後，分別由柴松林、寇龍華、李庸三、孫震及李家同 5 位教授作

綜合評述，並由于常務理事宗先作總結論，並編印研討會實錄一種，由各界對統

計方法與實務上之得失，加以檢討提出改進意見，藉以瞭解統計方法之實際應用

情形，同時使統計工作人員吸取新知，俾從觀念上與方法上不斷研討改進，是為

本研討會之特色。此外本社與行政院主計處繼續合辦統計研討會 10 次。  

 統計服務方面，本社接受政府機關委託專案研究「台灣地區製造業受雇員工薪資

及工時調查改進方法」、「衡量製造業生產力方法」及「最適控制模型之研討」

等，所得服務收入除支出研究人員酬勞外，均挹作按月發行學報虧損之用。本社

總幹事改由詹理事德松擔任，本年團體社員新增榮民印刷廠、遠東電腦公司及招

商局等 3 單位，共計增至 42 單位，個人社員增至 l,778 人。其中無法聯繫之社員

292 人，實際參與社務活動社員有 1,468 人。  

70 年 4 月 11 日開 70 年年會，修訂社章第 25 條，團體社員入社費及常年費均為 4,000

元，大會通過上電中國國民黨，祝賀蔣主常連任主席及建議省市主計機關增設普

查科等 9 案。會後舉行學術演講會，由廖大林博士講「美國普查局組織功能與調

查作業特色」，黃 提源博士講「常態性的新檢定統計量」，李家同博士講「政府

統計資料庫」，楊國樞博士講「統計方法在心理學研究上的應用」。參加聽講者



踴躍。5 月 30 日本社與團體社員佳能電腦公司，合作舉辦電腦在統計教學上之應

用研討會，參加者計有大專院校教授等 51 位，對統計教學應用電腦以提高教學水

準，增進學習效果，甚有助益。12 月 21 日本社與行政院主計處合作舉辦 70 年統

計學術研討會，由鍾主計長致開幕詞，研討會分 4 個主題，分別由于宗先、謝森

中、周元燊及汪錕主持，發表論文計有趙慶民先生之「我國統計制度之演進與發

展方向」，劉泰英先生之「 統計作業電子處理化之研究」，鄭國揚之「我國統計

資料庫之建立」，韋端之「統計制度與資訊系統之研究」等，並分別由陳超塵、

刁錦寰、孫震及劉水深予以評述，參加者計達 200 餘人，澄清統計與資訊之觀念，

提出我國統計事業發展之改進意見，並作結論乙種，送請主管機關參採。並輯成

研討會實錄一種，分送有關機關參考。此外，本社與行政院主計處合作舉辦統計

研討會 12 次，促進統計工作之改進，甚具貢獻。  

 中國統計學報除按月出刊外，並編印英文專刊乙種，刊載黃提源等 8 位發表之統

計學術論文，分送國內外各學術機構，美、加等地學者紛來函稱讚此一英文專 刊

論文水準甚高。國外訂購或交換中國統計學報逐步開展，已遍及 5 大洲 22 個國家，

對促進國際統計學術之交流有相當貢獻。統計獎學金自本學年起，每名獎學金提

高為 4,000 元，9 名計達 3 萬 6 千元，由於獎學金之孳息不足支應，仍繼續推動統

計獎學基金籌募作業以達成 50 萬元為目標。本年團體社員仍為 42 單位，個人社

員增達 1,872 人。  

71 年 年會為配合國外學人參加年會並同時與行政院主計處合作舉辦統計學術研討會經

於 7 月 17 日及 18 日在政府公企中心召開，修訂社章第 25 條個人社員入社費及常

年費增為 150 元，捐贈獎學金達 4,000 元以上之社員為永久社員，並通過建立統計

服務中心等 6 案，研討會請行政院主計處鍾主計長蒞會致詞，邀請國際著名統計

學者，美國匹次堡大學教授勞歐（Dr. C. R. Rao） 與日本統計局國際統計顧問水野

坦教授來華發表專題演講，勞歐教授講「Statistics, Statisticans and Public Policy 

Making」水野教授講「日本之生產力統計」，另我國旅美院士亦返國蒞會作專題

演講，計有李景均院士演講「路徑分析」，周元燊院士演講「成長程序之研究」，

刁錦寰院士演講「美國普查局 X-11 季節調整方法及其改進」，趙民德博士演講「美

國貝爾研究所季節調整方法」，研討會由劉泰英博士宣讀「論我國生產力統計之

改進方向」，吳家聲博士及吳惠林先生宣讀「我國勞動生產力編製問題之探討」，

張德新博士宣讀「勞動生產力統計抽樣方法之研究」，劉克智博土宣讀「台灣勞

動生產力與勞動結構變動之關係」，高希均博士與趙文璋先生宣讀「生活素質優

先次序調查報告」 ，李正鐘先生宣讀「統計行政管理與資訊系統」，每篇論文宣

讀後分別由祁富生、李庸三、張金裕、陸民仁、柴松林、萬鎮歐予以評述，並由

本社統計學術委員會于召集委員宗先先生作綜合結論。  

 7 月 12 日至 16 日本社與中央研究院統計研究所籌備處合作舉辦多元時間序列分析

講習會，由刁理事錦寰主講，報名參加者計有各機關及公私企業人士 40 位，對引

進統計新知，改進統計方法均有裨益。此外，本社與行政院主計處合辦統計討研

會 27 次，一系列討論國民所得統計、物價統計、勞動力調查統計及統計資料庫與



程式組套應用等，對促進統計業務之改進，甚收宏效。統計獎學金經 2 年來之努

力，計募集 69,200 元，連同前存 26 萬元共計 32 萬 9 千 2 百元悉數存入銀行，孳

息以供獎助優秀統計學生之用，胡福成獎學金每年 4 千元，由於胡氏家屬旅居國

外聯繫不便，來函停止頒發獎學金，本社王監事紹堉慨允自本年開始每年捐助獎

學金 1 名，獎學金額與本社每年頒發每名獎學金相同。  

 中國統計學報按月刊行以來，財力艱難，經編輯、發行各部門之努力，發行份數

增至 848 份，財務狀況已可自足，此外並協助政府各機 關與無邦交國家之友好民

間團體交換統計資料，加強聯繫，促進國民外交。本年團體社員增加中央研究院

統計研究所籌備處 1 單位，現共計 44 單位，個人社員增至 1,876 人。  

72 年 4 月 16 日召開 71 年年會，恭請 嚴前總統蒞會並以「弘揚統計決策功能」為題致

訓。行政院主計處鍾主計長時益賀電送會，會中頒發統計獎學金及王紹堉先先(東

吳大學法律學研究所所長、本社監事）獎學金，表揚統計服務績優人員林樹雄等 8

名，大會通過上電蔣總統經國先生致敬，並恭請競選連任第 7 屆總統，通過建議

加強各機關辦理應用分析統計工作，提供決策所需資料等 23 案，會後與中央研究

院統計學研究所籌備處聯合舉辦統計學術研討會，邀請香港中文大學陳乃五博士

演講「香港之統計」，中央大學鍾豐一 博士演講「當前統計教育的主要課題」。

研討會分 2 組進行研討，公務統計組提出討論之論文計有畢理事慶林之「公務統

計之沿革與現況」，陳理事思明之「公務統計之改進」，韋理事端之「我國公務

統計的前瞻」，社會指標統計組提出討論之論文計有趙慶民先生之「社會 指標統

計現況報告」，陸光先生之「泛論我國社會指標體系之建立」，孫清山先生之「台

灣都市社會結構指標之探討」，席汝楫先生之「台灣地區各縣市生活環境之比較」

等篇，並邀請學者專家陳超塵、李庸三、麥朝成。林憲德、楊國樞等人擔任論文

評述，熱烈發言討論， 收穫甚豐。  

73 年 2 月 17 日與 18 日本社與中央研究院統計研究所籌備處在台南市成功大學舉辦統計

方法研討會，邀請台南市蘇市長南成蒞會致詞，並由本社黃理事長子貞等 79 人宣

讀我國總體產業生產結構之分析等 61 篇論文。嗣於 5 月 4 日及 5 日本社分別與高

雄市政府主計處及台灣省政府主計處在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及中興新村省政府

資料館，舉辦統計學術專題演講會，由于常務理事宗先先生主講「經濟預測的意

義、方法與功能」，張紘炬博士主講「抽樣方法的應用」，劉寶鈞博士主講「統

計資料庫之建立」，演講內容兼顧理論與 實務，中南部社員與統計界人士參加者

2 百餘人，績效甚著。由於多年來致力舉辦各種統計學術研討會，分區辦理演講會、

按月出版統計學報、按年出刊英文中國統計學報特刊，辦理大專統計獎學金之名

額及獎金逐年增多，加強統計服務，並按期依規定召開理監事與社員 大會，經內

政都 72 年全國性社會團體工作總考核，評定為全國優良社團，獲林部長洋港頒獎

狀。  

 本社為加強社務推展，特設統計服務委員會及海外社務發展委員會，分別由陳常

務理事超塵及趙常務理事民德為召集委員，接受各界委託，提供統計服務。並與

南非統計學會建立互為社員之關係，加強統計學術之交流。另為宏揚統計學術，



協助各界應用模型預測，於 7 月 9 日至 13 日與中央研究院統計學研究所籌備處在

行政院主計處電子中心舉辦「時間數列之分析與預測講習會」， 由蔡瑞胸博士與

劉鶯釧博士講授經濟計量模型、單變數時間數列模型、多元轉換函數模型、聯立

轉換函數模型等課程。團體社員增加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 1 單位，現共計 45 單位，

個人社員 經於 73 年 7 月底對社員及社籍重新清點整理後為 1,818 人。  

  8 月 17 日召開 73 年年會，恭請 李副總統登輝先生蒞會並以「統計的時代任務」

為題致訓。行政院主計處汪副主計長錕亦以「當前國家統計應發展的重點」為題

致詞。會中頒發統計獎學金，表揚優秀社員。大會通過上電 蔣總統經國先生致詞。

並通過加強本社社會服務，以促進統計事業之發展等 11 案。會後與行政院主計處

聯合舉辦統計學術研討會，研討會分 5 組進行研討，第 1 組提出之論文計有李庸

三之「我國資金流量之統計差異分析」、 張清溪與劉鶯釧之「我國所得分配之檢

討」，陳博志之「國民所得統計方法之檢討」等，分別由梁明義、邊裕淵、黃文

治擔任講評。第 2 組提出之論文計有阮約翰之「變動應力環境下系統可靠指標之

求法」， 羅小華「在生存分析上的一些表現理論」，何橈通之「臨床試驗之示範」，

魏慶榮之「線性系統的控制」等，分別由韋端、林國棟、鄭光甫及熊昭擔任講評。

第 3 組提出之論文計有周文賢之「產業關聯統計之應用與發展」，蔡旭晟之「地

下經濟與國民所得統計」，黃子貞之「縣民所得統計可行性研究」等，分別由陸

雲、葉萬安及吳榮義擔任講評。第 4 組提出之論文計有王丕承之「迴歸的觀念與

技巧」，張德新之「抽樣調查中變異數推算法」，郎冰塋之「抽樣調查統計推論」

等，分別由劉淑鶯、 呂理裕、趙蓮菊擔任講評。第 5 組提出之論文計有黃登源之

「戶口普查資料應用於抽樣設計之檢討與改進」，張紘炬之「農業普查試驗調查

抽樣設計之檢討與改進」，陳文正之「受雇員工調查抽樣設計之檢討與改進」等，

分別由林憲德、魏應澤、黃提源擔任講評。由於提出之論文甚多，分 2 個會場進

行 2 天研討，與會人士發言熱烈，收穫豐碩。  

 本社為激發研究統計興趣，提高統計學術研究水準，經理監事決議修訂本社統計

獎學金設置辦法，增訂優良碩士論文獎，每年頒發各大學統計研究所或應用數學

研究所統計組之研究生若干名，以提高統計學術研究風氣。另為服務學術界及統

計同仁，將本社前編之「統計名詞譯名」再蒐集各項統計學名詞整編完成初稿 8,581

條，自 73 年 7 月起分期刊於本社統計學報。又本社海外社務發展委員會為促進國

際或友好國家社團密取聯繫，經理事通過應南非統計學社之邀，與本社互為社員。 

74 年 74 年 1 月本社理事趙民德與韋端應邀參加南非統計學社年會，並在會中專題報告

「台灣地區之統計學術研究及政府統計」。會後與該社及政府統計機構，洽商統

計學術交流及統計工作經驗之交換。  

 4 月 20 日召開 74 年年會，邀請國際名統計學家古塔教授(Santi S. Gupta)、中央研究

院宋瑞樓院士分別以「選擇與等級理論之最新發展及其應用」、「B 型肝炎病毒

感染之流行病學的研究」為題發表專題演講。會中頒發統計獎學金、表揚優秀社

員，並通過本社年度工作計劃及經費概算等案。 會後與中央研究院統計學研究所

籌備處合辦統計學術研討會，以統計在「公共衛生」及「大眾傳播」上之應用為



主題，分 3 組進行研討，第 1 組及第 2 組研討「統計在公共衛生之應用」，提出

論文者計有劉廷英之「食品微生物標準的訂定與評估」、林家青之「台北市死因

調查分析」、陳建仁之「致癌因子危撿性之生物數學模式」、湯志良之「健康調

查在衛生計畫上的應用」、石曜堂、白璐、李鴻森及孫建安之「台灣地區鄉鎮別

生育率與生育調節區位群聚之試探─迴歸及殘餘值檢查之應用」、 白璐、葛魯蘋

及呂學鈿之「因果模式在哺乳行為因素探討上之應用」，分別由洪永泰、鄭光甫、

戴政、張德新、曾文雄及王榮德擔任講評。第 3 組研討「統計在大眾傳播之應用」，

提出論文者計有李瞻之「當前我國三大日報內容之統計分析」、李瞻、劉梅君之

「當前我國 3 家電視台節目內容之統計分析」、王石番之「台灣地區民眾傳播行

為及其政治社會化關聯性之統計分析」，分別由祝基瀅、于宗先、鄭貞銘擔任評

述。由於此次研討主題擴大了統計應用領域，與個人生活息息相關，與會人士發

言踴躍，場面熱烈。  

 本社為加強社務推展，經本屆理監事會決議將原有組織系統加以調整，改為統計

學術、統計教育、統計服務、編輯、海外社務、社員、財務及統計獎學金等 8 個

委員會，並設總幹事、副總幹事及議事、總務、會計等 3 個工作組，各委員會均

經授權具有一定權責推行社務，執行計劃及預算，惟仍須依照理監事會之決議或

理事長之指揮辦理，分工富彈性但不偏離本社宗旨。  

75 年 4 月 19 日上午本社在高雄市中正文化紀念中心舉行 75 年年會，會中除頒發統計獎

學金、表揚優秀社員、社務報告及提案討論之外，並邀請高雄市長蘇南成先生以

「政府統計之時代意義」為題發表專題演講。蘇市長演講技巧純熟，內容豐富，

反應頗為熱烈。當日下午與中央研究院統計學研究所及高雄市政府主計處合辦統

計學術研討會，以「工業統計」及「政府統計」為主題，分 2 組進行研討，「工

業統計」組研討之論文計有「統計方法和工業應用」、 「直交表之應用」及「工

業統計在國內之發展與應用」等 3 篇，分別由趙民德、黎正中、黃文璋等 3 位教

授提出;「政府統計」組宣讀之論文有「從各國精神及物質生活水準展望國家建

設」、「地方政府統計工作之回顧與前瞻」、「政治商業都會區統計業務之特質

與方向」及「新興工業都會區統計業務之特質與方向」等 4 篇，分別由韋瑞、陳

祿鍾、謝兆陽、高精業等提出。由於此次講題與高雄市之都市特質密切配合，並

與 3 個省(市)之統計業務發展方向休戚相關，討論熱烈。  

 本社、行政院主計處、中央研究院及中華經濟研究院等 4 個單位，於去(75)年 8 月

3 日至 5 日在台北聯合舉辦「中華民國 75 年國際統計學術研討會」，以「統計一

理論及應用之未來導向」為研討主題。8 月 3 日下午舉行開幕式，會中除邀請 李

副總統登輝先生蒞會以「統計發展與社會進化」為題致詞，並請 3 位國際知名學

者勞歐博士(C.R.Rao)，凱西博士(Dr.Leslie Kish) 及史考特博士(Dr.E. Scott)分別以

「未來觀測值之預測」、「多元目的設計」及 「多變量分析於實際問題上應用」

發表專題演講，與會人員達 4 百餘人，場面極為熱烈。8 月 4 日至 5 日 2 天舉行分

組研討，發表論文達 88 篇，水準高且涵蓋面廣，吸引各界熱烈參加。類此大規模

國際統計學術研究會在我國舉辦尚屬創舉，對增進國際統計學術交流，推廣統計



應用層面及激發統計研究風氣影響深遠，堪稱為 1 次成功之世界級會議。  

76 年 4 月 10 日上午本社在台北縣淡江大學舉行 76 年年會，會中除頒發統計獎學金、表

揚優秀社員、社務報告及提案討論之外，並邀請經濟部王次長建暄以「統計在經

建決策上之運用」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當日下午與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及

淡江大學聯合舉辦統計學術研討會，計發表邀請論文 14 篇，分別為莊進源、林達

雄、魏秀蘭之「臺灣地區環境統計現況與展望」、賴守仁之「家庭收支調查改進

之芻議」、趙晨慶之「A Review of Some Results of Runs」 、熊昭、張憶壽之「設

限殘存資料之序列分析」、朱雲鵬、梁國源、沈瑞銘之「從社會會計矩陣看政府

會計的一致性」，謝松枝之「公務統計之現況檢討及未來展望」、黃啟瑞之「A Brief 

Survey of MLE by the Method of Sieves」、鄭光甫之「Strong Uniform Consistency of a 

Empirical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with Vari-able Censoring」、 陳清元、蔡素珍之「社

會指標體系之建立與問題之探討」、林燦隆之「水稻褐飛蟲族群資料之統計分析」、

趙蓮菊之「重複捕取實驗中稀少數據之母體總數估計」、林國棟之「Characterizations 

of Continuous Distribution Based on Two Order Statistics」、 鄭文淵之「共通抽樣母體

應用於各種統計調查之芻議」、張紘炬之「台北市選舉抽樣調查之研究」，並分

別邀請專家學者擔任論文評述。此外，並公開徵求論文 47 篇，合計有 61 篇，分

24 組次進行討論，會後並輯成研討會實錄，提供各方參用。  

77 年 4 月 9 日上午本社在臺北市木柵國立政治大學舉行 77 年年會，會中除頒發統計獎

學金、優良統計繪文獎、表揚優秀社員、社務報告及提案討論之外，並邀請行政

院環境保護署簡署長又新以「從統計數字談環保現況與展望」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當日下午與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及政治大學聯合舉辦統計學術研討會，計

發表邀請論文 14 篇，即姚景星之「利用直交表之實驗設計之 A 最適性」、許文郁

之「Approximations to Optimal Stopping Rules for Normal Random Variables」、宋台培

之「投資意向調查未回卷廠商檢討分析」、陳義勤之「統計法修訂芻議」、 鄭光

甫之「Estimation Using Pseudo-Values」、黃文濤之「On Asymptotic Normality of 

Minimum Distance Estimators」、蔡素珍之「社會指標類指數之試編」、唐進吉之「創

辦文化統計的一些構想」、黃文璋之「On Some Results of Quantal Response Models」、

陳建仁之「台灣地區各種癌症年齡標準化死亡率之地理聚集分析」、周雲雄之「In 

homogeneous Markov Process」、王榮德之「人體觀察研究的設計」、趙民德之

「Reliability of Approximate Serial System」、蘇義雄之「全面品管 PDCA 的應用」， 

並分別邀請專家學者擔任論文評述，此外，公開徵求之論文 43 篇，合計有 57 篇，

分 27 組次進行討論，會後並輯成研討會實錄一種，提供各方參用。  

78 年 為促使國民充分運用統計資料，瞭解統計與生活息息相關，發揮統計之教育功能，

經提常務理、監事會通過後，舉辦「中華民國第 1 屆統計圖競賽」。另依據「動

員戡亂時期人民團體法」規定，修訂本社章程第 13 條、第 15 條，以及修訂本社

理監事通訊選舉辦法第 2 條。  

 4 月 8 日上午本社在台北市中央研究院國際學術活動中心一樓舉行 78 年年會，會

中除頒發統計獎學金、優良統計論文獎、表揚優秀社員、社務報告及提案討論之



外，並邀請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趙主任委員守博以「我國勞工政策及其實施檢討」

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當日下午與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聯合舉辦統計學術研

討會，計發表邀請論文 14 篇， 即韋瑞之「總體經濟預測準確度之評估」、丁庭

宇之「建立國內多元化民意調查制度」、葛應欽之「1988 年台灣登革熱爆發流行

之相關因素」、戴政之「以 DNA 標識基因建立人類基因圖譜之貝氏決策過程─遺

傳工程上的一個統計應用」、 王丕承之「一些直交表之建立」、黎正中之「The 

robustness of the Doptimal design for binary response with two variables」、 羅夢娜之

「Optimal extr-apolation designs for a partly linear model」、張憶壽之「Time sequential 

point estimatoin through extimating equations」、陳鄰安之「M-estimator and regression 

quantile for the multiple equations regression model」、蔡明田之「 Asymptotic optimality 

of nonparametric tests for restricted alternatives in some multivariate mixed models」、林正

祥之「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 an extension Cox's life table regression with time 

dependent covariates」、姜祖恕之「The asymptotic behavior of simulated annealing 

processes with absorption」、謝南瑞之「Certain recent researches on local time theory」、

黃俊雄「On an application of moment conditions in the scattering problem」 分別邀請專

家學者擔任論文評述，此外，公開徵求之論文 40 篇，合計有 44 篇，分 27 組次進

行討論。  

79 年 為促使國民充分運用統計資料，瞭解統計與生活息息相關，發揮統計之教育功能，

經提常務理、監事會通過後，改編中國統計學報，將原統計理論，專題研究等部

份單獨發行，仍名「中國統計學報」，每年 4 月及 10 月各出刊 1 次，而原統計運

用、統計實務、統計資料及統計消息，則合併以「中國統計通訊」對外發行， 另

依據「動員勘亂時期人民團體法」規定，修訂中國統計獎學金設置辦法第 5 條，

另為慶祝中國統計學社創立 60 週年，編印「中國統計學社創立 60 週年紀念集」、

「中國統計學社 60 年之成長」及「中國統計人物誌」等 3 種特刊，並舉辦「中華

民國第 2 屆統計圖競賽」。  

 截至 79 年 4 月 5 日止，本社計有團體社員 55 個單位，個人社員 1,843 人（含永久

社員 282 人），其中新進社員 43 人（含永久社員 16 人）。  

 6 月 28 日上午本社在台北國際會議中心舉行 79 年年會，會中頒發統計獎學金、優

良統計論文獎、表揚優秀社員、社務報告及提案討論。並於當日下午起與中央研

究院統計研究所，行政院主計處聯合舉辦國際統計學術研討會為期 2 天半； 會中

承李總統登輝先生頒書面賀詞並邀請國際著名統計學家派柯（Roland Pyke），芬

柏格（Steph-en E. Fienberg），庫特（Shanti S. Gupta）3 位教授發表專題演講，以「統

計理論與應用之發展」為主題，分 36 組次進行研討會議，發表論文共 81 篇，涵

蓋了統計的理論及應用兩方面，會後並編印實錄，提供各方參考。  

 為擴大弘揚統計學術，促進統計學理應用，拓展統計應用領域，提供統計工作人

員作為辦理各項統計有關業務之參考，擬訂計畫出版統計應用叢書，79 年 9 月繼

續出版由韋理事長端執筆之「抽樣方法之應用」乙書。另為改善本社財務狀況，

研擬新的收費方式，並提本社第 24 屆理監事會第 4 次聯席會獲得通過。  



80 年 為提高「中國統計學報」學術專業水準，並確保學報品質，本社統計學術委員會

擬具「中國統計學報總編輯遴聘及服務要點（草案）」乙種，提經第 24 屆理監事

會第 5 次聯席會修正通過。  

  截至 80 年 4 月 20 日止，本社計有團體社員 55 個單位，個人社員 1,866 人（含永

久社員 307 人），其中新進社員 23 人（含永久社員 7 人）。  

  5 月 25 日上午本社在中壢市國立中央大學電機館舉行 80 年年會，會中除頒發統計

獎學金、優良統計論文獎、表揚優秀社員、社務報告及提案討論外，並邀請內政

部吳部長伯雄以「從統計數字看社會變遷」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當日下午與中

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聯合舉辦統計學術研討會，計發表邀請論文 15 篇，即宋

欽增之「文化調查統計制度之研究與發展」、李秋嬿之「物價指數變異數之研究」、

魏慶榮「非平穩性自迴歸過程的統計推論」、David F.Findley 之「New Methods for 

Time Series Model Selection」、鄭光甫之「Tests for the Misspecification of Link 

Functions」、黃文璋之「A Queueing Process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Customers Becoming 

Servers」、蔡憲唐之「大膽假設小心求證─論田口實驗的理念」、王丕承之「實

際設計的理念」、黃文濤之「Selecting the Best Uniform Distribution : An Empirical 

Bayes Approach」、周金鳳之「Capture-Recapture Census Under a Negative Multinomial 

Model」 、林忠正之「台灣地區基本工資影響的分析」、陳忠榮之「The Effect of 

Covariance Specification 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Multinomial Probit Model」、陳珍信

之「應用迴歸模式於烏腳病流行及鄰近鄉鎮之膀胱及腎臟癌死亡率分析」、李茂

森之「An Analysis of Lipid Components Associated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吳

鐵肩之「An Asymptotically Optimal Plug-in Bandwidth Selection for Kernel Density 

Estimators with Randomly Censored Data」 、朱至剛之「Kernel Estimators with Projected 

Data in Nonparametric Regression」，並分別邀請專家學者擔任論文評述，此外，公

開徵求之論文 50 篇，合計有 65 篇，分 20 組次進行討論。  

 鑒於本社章程所據以擬訂之「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社會團體許可立

案作業規定」、「人民團體選舉罷免法」等法規，均已陸續修正，爰配合修正本

社章程，陳報內政部核備並提年會追認之。另為期本社之組織與活動符合社會團

體法令之規定，並具法源根據，爰依「社會團體財務管理辦法」制定「本社財務

處理辦法」乙種，報內政部核定實施。  

 本社為加強統計學術界情誼交流，於 80 年 12 月 1 日假政治大學舉辦「第 6 屆統

研盃球賽」，比賽項目為籃球、壘球及桌球，報名相當踴躍，球賽進行熱烈。  

81 年 為促使國民充分運用統計資料，瞭解統計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進而正確繪製、

閱讀與使用統計圖，以發現問題，啟發心智，發揮統計之教育功能，繼續辦理「中

華民國第 3 屆統計圖競賽」。  

 截至 81 年 5 月 5 日止，本社計有團體社員 56 個單位，個人社員 1,887 人（含永久

社員 327 人），其中新進社員 21 人（含永久社員 11 人）。  

 5 月 23 日上午本社在國立中興大學法商學院舉行 81 年年會，會中除頒發統計獎學

金、優良統計論文獎、表揚優秀社員、社務報告及提案討論外，並邀請中央研究



院院士周元燊博士以及加拿大滑鐵盧大學的 Professor V. P. GODAMBE 發表專題演

講。當日下午起與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及國立中興大學法商學院聯合舉辦

統計學術研討會為期 1 天半，計發表邀請論文 20 篇，即韋端之「台灣地區與各國

實質 GDP 之比較分析」、何金巡之「台灣總體經濟模型不同估計方法預測能力之

比較」、張憶壽之「Information and Asymptotic Efficient in Some Generalized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s for Counting Processes」 、謝復興之「Non- and Semi 

Parametric Estimation of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urve」、趙民德之「在國內發展統計

科學的一些架構問題」、劉本傑之「『績優直升』與『高教政策』的品管探討」、

樊采虹之「Bayesian Graph Displays for Standard Inferences Concerning a Normal 

Mean」、 鄭天澤之「Bayesian Order Determination in Polynomial Regression」、林大

風之「Poincar's Inequalities via Spectral Method」、姜祖恕之「On Global and Sharp Markov 

Properties of Random Functional Series in Sobolev Spaces」、蘇義雄之「公共政策與民

意調查：建構民意測驗評估體系芻議」、林金龍之「Long Run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among Part-time and Full-time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and Fertility Rates：

An Application of Cointegration Analysis」、 林妙香之「Empirical Bayes Estimates of 

Domain Scores under a Hypergeometric Kernel Distribution for Test Scores」、周若珍之

「統計在改革大學入學考試方法上的應用」、施葦之「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Cache Memories by Multinomial Bayesian Change Point Theory」、傅承德之「The 

Jackknife Method for Markov Chains」、戴政之「Analysis of Linkage for One-Child 

Familial Data」、李春得之「Smooth Estimates of Survival Functions」、陳宏之「Estimation 

of the Maximum of A Regression Function Using Order Statistics」、張源俊之「Estimation 

in Some Binary Regression Models with Prescribed Accuracy」，並分別邀請專家學者擔

任論文評述，此外，公開徵求之論文 68 篇，合計有 88 篇，分 24 組次進行討論。 

 為期周延及配合「王紹堉先生統計獎學金」變更為「財團法人徐增壽文教基金會

統計獎學金」，本社統計獎學金設置辦法第 4 條原為「本社統計獎學金分本社設

置與社團或個人捐助設置 2 種」，修正為「本社統計獎學金分本社設置與社團、

財團法人或個人捐助設置 2 類」，並將修正條文報內政部備查。  

 本社為加強統計學術界情誼交流，於 81 年 12 月 6 日假交通大學舉辦「第 7 屆統

研盃球賽」，比賽項目為籃球、壘球、大隊接力及趣味競賽，報名相當踴躍，球

賽進行熱烈。  

82 年 為促使國民充分運用統計資料，了解統計與生活息息相關，進而正確繪製、閱讀

與使用統計圖，以發揮統計之教育功能，本社援例與教育部、行政院主計處聯合

舉辦「中華民國第 4 屆統計圖競賽」。  

 截至 82 年 5 月 10 日止，本社計有團體社員 56 個單位，個人社員 1,747 人 (內含永

久社員 333 人)，其中新進個人社員 19 人(內含永久社員 110 人)。  

 82 年 6 月 12 日上午本社在國立政治大學公企中心國際會議廳舉行 82 年年會，會

中除頒發統計獎學金、優良統計論文獎、榮譽獎、第 4 屆統計圖競賽獎、社務報

告及提案討論外，並邀請汪主計長錕致詞。當日選舉下（26）屆理監事，並於 6



月 23 日下午舉行第 26 屆理監事會第 1 次聯席會議，選出新任理事長詹德松先生

及常務理監事。  

 本社、行政院主計處、中央研究院及泛華統計協會，於 82 年 12 月 17 日至 19 日

在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辦「1993 年統計學術聯合研討會」，由大會會長行

政院汪主計長錕主持，並邀請行政院連院長戰、中央大學劉校長兆漢蒞臨觀禮。

行政院連院長致詞時，除對統計業務予以高度肯定與重視外，並提出未來展望，

令人深深感受到統計工作者的任重道遠。 在此次開幕典禮中，汪主計長並以象徵

主計界最高榮譽的主計獎章，頒給中央研究院周元燊、刁錦寰 2 位院士，以表彰

其對國內統計工作推行的卓越貢獻；並邀請刁院士以「時間數列方法在台灣總體

經濟模型預測上之應用」發表專題演講。  

 本研討會於會前（16 日）特邀請知名統計學者周賢忠、趙民德及韋端 3 位博士，

分別就生物統計、抽樣方法做專題介紹，參加人員甚為踴躍，除爭睹大師風采外，

對大師們生動、活潑與深入淺出的講授統計理論與方法及實務應用情形留下深刻

印象，獲益良多。 統計學術聯合研討會以「統計理論與應用之新發展」為大會主

題，發表論文 201 篇，內容包括統計推論、決策理論、可靠度理論、估計理論、

計量經濟及模型、排序及選取、社會統計及政府統計等方面。每篇論文均在會中

逐一宣讀，與會人士則熱烈發言、認真討論，對知識與經驗之交流助益甚大。 另

研討會為加強國際統計交流，特邀請許多外國政府工作者及國外學者，如新加坡

統計局局長張保羅博士、馬來西亞統計局副局長馬特博士及菲律賓、美國及大陸

等相關統計學者參加。  

83 年 為促進國內統計學術研究風氣，83 年 3 月 11 日本社第 26 屆理監事會第 4 次聯席

會議修正通過「中國統計學社統計獎學金設置辦法」，放寬優良統計論文獎申請

對象、名額及辦理方式，同時為獎勵得獎作品，增訂「得獎之論文，邀請於年會

舉辦之研討會中發表」之規定。  

 另為促使國民充分運用統計資料，了解統計與生活息息相關，進而正確繪製、閱

讀與使用統計圖，以發揮統計之教育功能，本社援例與教育部、行政院主計處聯

合舉辦「中華民國第 5 屆統計圖競賽」。  

 截至 83 年 5 月底止，本社計有團體社員 54 個單位，個人社員 1,947 人(內含永久

社員 396 人)。  

 83 年 6 月 25 日上午本社與中華機率統計學會在私立輔仁大學利瑪竇大樓聯合舉行

83 年年會，會中除頒發統計獎學金、優良統計論文獎、榮譽獎、第 5 屆統計圖競

賽獎、社務報告及提案討論外，為增年會光彩，特邀請行政院汪主計長錕蒞會，

並以「我國統計事業之發展」為題發表專題演講；在汪主計長的演講中，言簡意

駭的提出政府統計未來工作重點為：「統計工作應以業務為導向，加強統計調查

管理，充實精緻化的決策統計，發揮歲計、會計、統計連環運用功能及建立整體

統計資料庫體系」。  

 年會結束後即由本社、中華機率統計學會、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及輔仁大

學等單位聯合舉辦學術研討會，行政院國科會數學研究推動中心亦參與贊助本活



動。由於 82 年底才舉辦國際性統計學術研討會，所以本次研討活動發表論文全部

採邀請方式，其中中華機率統計學會就統計學與機率專題，邀請鄭光甫教授等人

共發表 13 篇論文；本社則以政府統計為題，邀請李秋嬿等人發表 7 篇論文；另安

排獲得論文獎之作者發表作品 2 篇，共計 22 篇。  

 本社基於推廣學術教育，提升國內時間數列分析及預測能力，於 7 月 4 日至 8 日

假行政院主計處電子中心教室創辦「時間數列之分析與預測講習會」，嗣後並按

年辦理。  

84 年 為提升國內統計學術研究風氣，本社統計學術委員會於 84 年 3 月 7 日第 26 屆理

監事會第 6 次聯席會議提報「中國統計學社優良統計論文獎評審作業要點」修正

案，除修改複審作業程序外，並增加佳作數名，頒給獎狀乙紙。  

 另為促使國民充分運用統計資料，了解統計與生活息息相關，進而正確繪製、閱

讀與使用統計圖，以發揮統計之教育功能，本社援例與教育部、行政院主計處聯

合舉辦「中華民國第 6 屆統計圖競賽」。  

 截至 84 年 4 月底止，本社計有團體社員 54 個單位，個人社員 1,975 人(內含永久

社員 421 人)。  

 本社第 26 屆理、監事任期於 84 年 6 月屆滿，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法於當年 5 月 2

日本社第 26 屆理監事會第 7 次聯席會議辦理第 27 屆理、監事通訊選舉開票事宜，

選出理事 31 位、監事 9 位。  

 84 年 5 月 26 日上午本社在私立逢甲大學人言大樓舉行 84 年年會，會中除頒發統

計獎學金、優良統計論文獎、榮譽獎、第 6 屆統計圖競賽獎、社務報告、第 27 屆

理、監事通訊選舉結果報告及提案討論外，為增年會光彩，特邀請孔副校長祥淶

致詞。  

 年會結束後即由本社、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及逢甲大學等單位聯合舉辦學

術研討會，主題計有生物統計、統計推論、公務統計及社會統計等，分別於 26 日

下午及 27 日上午分 4 個場次發表。 本次研討會論文發表分為邀請論文及徵求論

文，由國立交通大學統計研究所李所長昭勝負責規劃，共計 60 篇論文；其中邀請

論文計有周幼珍「高速公路起迄流量分析」及劉瑞文「我國財政收支模型之建立」

等 33 篇；徵求論文則有盧成皆「醫學研究及報告中常見之統計分析謬誤」等 27

篇。研討會結束後於 27 日下午安排知性之旅-參觀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  

 84 年 6 月 17 日本社舉行第 27 屆理監事會第 1 次聯席會議，先選出常務理事為詹

德松、韋端、于宗先、宋欽增、鄭光甫，常務監事為李麗雪，再從常務理事中選

出理事長詹德松先生。  

 本社基於推廣學術教育，提升國內時間數列分析及預測能力，於 84 年 8 月 21 日

至 25 日續假行政院主計處電子中心教室舉辦「時間數列之分析與預測講習會」。 

 為加強統計學術界情誼交流，於 12 月 17 日假成功大學舉辦「第 9 屆統研盃聯誼

賽」，比賽項目為籃球、桌球、壘球、排球，計有行政院主計處、中央研究院統

計科學研究所及各大學統計相關系所等 13 隊參賽。  



85 年 為促使國民充分運用統計資料，了解統計與生活息息相關，進而正確繪製、閱讀

與使用統計圖，以發揮統計之教育功能，本社援例與教育部、行政院主計處聯合

舉辦「中華民國第 7 屆統計圖競賽」。  

 截至 85 年 4 月底止，經社員委員會整理名冊，刪除未繳交常年費等社員，本社計

有團體社員 55 個單位，個人社員 592 人（內含永久社員 440 人）。  

 為提升國內統計學術研究風氣，本社統計學術委員會擬具「中國統計學社統計獎

學金設置辦法」修正案，提 85 年 5 月 3 日第 27 屆理監事會第 4 次聯席會議討論，

除將名稱修正為「中國統計學社論文獎及獎學金設置辦法」及碩士論文優等名額

由 1 名提高為 2 至 3 名外，並刪除博士論文獎；另配合修正「中國統計學社優良

統計論文獎評審作業要點」之獎額，並簡化初審作業程序及修正名稱為「中國統

計學社論文獎評審作業要點」。  

 85 年 6 月 1 日上午，本社在國立清華大學舉行 85 年年會，會中除頒發統計獎學金、

論文獎、榮譽獎、第 7 屆統計圖競賽獎、社務報告及提案討論外，為增年會光彩，

特邀請中央研究院刁院士錦寰發表「以時間數列方法分析全球大氣層的變化」專

題演講，另亦邀清大沈校長君山致詞。  

 年會結束後即由本社、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及清華大學等單位聯合舉辦統

計學術研討會，本次論文主題涵蓋統計理論與應用，包括政府統計、理論統計、

中醫統計、工業統計、機率與統計、計量經濟與時間序列、教育統計、應用統計

等，分為邀請論文及徵求論文，由清華大學統計學研究所周所長若珍與中央研究

院統計科學研究所魏所長慶榮共同籌劃，共計 67 篇論文，其中邀請論文 22 篇、

徵求論文 45 篇。  

 本社基於推廣學術教育，提升國內時間數列分析及預測能力，於 83 年起按年舉辦

「時間數列之分析與預測講習會」，頗獲各界肯定，今年為增進學習成效，除開

辦基礎班（6 月 5 日至 7 日）外，另增加進階班（6 月 10 日至 12 日），2 班均假

行政院主計處電子中心教室舉辦。  

 為加強統計學術界情誼交流，於 12 月 22 日假私立東海大學舉辦「第 10 屆統研盃

聯誼賽」，比賽項目為籃球、桌球、壘球、排球、羽球及大隊接力，計有行政院

主計處、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及各大學統計相關系所等 14 隊參賽，規模為

歷年之最。  

86 年 為促使國民充分運用統計資料，了解統計與生活息息相關，進而正確繪製、閱讀

與使用統計圖，以發揮統計之教育功能，本社援例與教育部、行政院主計處聯合

舉辦「中華民國第 8 屆統計圖競賽」。  

 截至 86 年 4 月底止，本社計有團體社員 27 個單位，個人社員 509 人(內含永久社

員 487 人)。  

 86 年 5 月 31 日上午本社在私立淡江大學舉行 86 年年會，會中除頒發統計獎學金、

論文獎、榮譽獎、第 8 屆統計圖競賽獎、社務報告外，為增年會光彩，特邀請張

副校長紘炬致詞。年會中並投票選舉第 28 屆理、監事，選出韋端等 31 位理事、



李麗雪等 9 位監事及候補理事 10 位、候補監事 3 位。  

 年會結束後即由本社、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及淡江大學等單位聯合舉辦統

計學術研討會，論文主題涵蓋統計理論與應用，包括政府統計、財務統計、生物

統計、理論統計、應用統計、應用機率與理論統計、抽樣統計、貝氏分析等，由

淡江大學統計系吳主任錦全與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魏所長慶榮共同籌劃，

共計 51 篇論文，其中邀請論文 26 篇、徵求論文 25 篇；同時為鼓勵研究所同學踴

躍參與，另闢一個場地供論文獎得獎學生發表。  

 86 年 6 月 13 日本社舉行第 28 屆理監事會第 1 次聯席會議，先選出常務理事為韋

端、詹德松、陳昌雄、鄭光甫、魏慶榮，常務監事為李麗雪，再從常務理事中選

出理事長韋端先生。  

 本社基於推廣學術教育，提升國內時間數列分析及預測能力，於 86 年 7 月 14 日

至 19 日假國立暨南國際大學舉辦「時間數列分析與預測講習會」。  

 為加強統計學術界情誼交流，於 12 月 14 日假國立中央大學舉辦「第 11 屆統研盃

聯誼賽」，比賽項目為籃球、桌球、壘球、排球、羽球及大隊接力，計有行政院

主計處、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及各大學統計相關系所等 15 隊參賽，創歷年

參賽隊伍最多紀錄。  

87 年 為促使國民充分運用統計資料，了解統計與生活息息相關，進而正確繪製、閱讀

與使用統計圖，以發揮統計之教育功能，本社援例與教育部、行政院主計處聯合

舉辦「中華民國第 9 屆統計圖競賽」。  

 截至 87 年 5 月底止，本社計有團體社員 29 個單位，個人社員 546 人(內含永久社

員 521 人)。  

 87 年 6 月 5 日上午本社在國立中正大學舉行 87 年年會，會中除頒發統計獎學金、

論文獎、榮譽獎、第 9 屆統計圖競賽獎、社務報告外，為增年會光彩，特邀請鄭

校長國順致詞，韋理事長端並以「台灣 50 年來統計之發展」為題，與大家一同回

顧 50 年來（1948─1998）統計工作如何伴隨台灣經濟、社會的變遷漸次成長；韋

理事長同時指出，根據國際會議傳統，理事長講話（Presidential Address）是年會

非常重要的節目，希望爾後每年都要安排理事長在年會中專題演講。  

 年會結束後即由本社、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及中正大學等單位聯合舉辦統

計學術研討會，論文主題為「本土化統計之推廣」，內容涵蓋統計理論與應用，

包括政府統計、生物統計、理論統計、工業統計、統計經驗談、時間數列、應用

統計、抽樣與民調等，由中正大學數學系高教授正雄與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

所魏所長慶榮共同籌劃，共計發表 54 篇論文，其中邀請論文 20 篇、徵求論文 34

篇。  

 本社基於推廣學術教育，提升國內時間數列分析及預測能力，於 87 年 6 月 29 日

至 7 月 4 日假私立淡江大學舉辦「時間數列分析與預測講習會」。  

 本社、行政院主計處及中央研究院於 87 年 8 月 15 日至 17 日在中央研究院學術活

動中心聯合舉辦「1998 年台北國際統計學術研討會」，8 月 15 日由大會會長行政



院韋主計長端主持開幕，除蒙 李總統登輝先生賜頒賀詞，並邀請行政院蕭院長

萬長、中研院楊副院長祥發蒞臨觀禮並致詞，其中李總統的書面賀詞與蕭院長的

致詞，均指出由於我國充分發揮統計控管及檢驗政策之功能，使我國可以安度亞

洲金融風暴，隔日媒體即以「統計救了台灣」為標題大幅報導，受到各界矚目。 本

次研討會以「統計理論與應用之新發展」為大會主題，包括計量財務等 23 個研討

子題，發表論文共 165 篇。本次研討會為近年來我國舉行規模較大的學術性會議

之一，參與研討者達 647 人，盛況空前，其中上百人來自海外 15 個國家或地區，

並有新加坡統計局局長張保羅博士、韓國人口與社會統計局局長金民卿女士與美

國普查局統計研究中心主任 Tommy Wright 博士等友邦政府官員受邀共襄盛舉。  

 為加強統計學術界情誼交流，於 12 月 13 日假國立中正大學舉辦「第 12 屆統研盃

聯誼賽」，比賽項目為籃球、桌球、壘球、排球、羽球及大隊接力，計有行政院

主計處、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及各大學統計相關系所等 15 隊參賽。  

88 年 為促使國民充分運用統計資料，了解統計與生活息息相關，進而正確繪製、閱讀

與使用統計圖，以發揮統計之教育功能，本社援例與教育部、行政院主計處聯合

舉辦「中華民國第 10 屆統計圖競賽」。  

 為表彰長期獻身統計界，對國內統計發展具有卓著貢獻者，本社第 28 屆第 3 次理

監事會聯席會議決議：「請秘書處研擬更崇高榮譽獎」，秘書處乃參考中央研究

院院士、美國統計學會（ASA）會士、數理統計學院（IMS）院士選舉辦法及行政

院主計處專業獎章頒給辦法等，研擬「中國統計學社榮譽獎設置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經徵詢理事意見修正後，提 88 年 3 月 20 日第 28 屆第 4 次理監事會聯

席會議討論，除增設「終身成就獎」及將該辦法名稱修正為「中國統計學社榮譽

獎暨終身成就獎設置辦法」外， 並增列獎勵對象「凡舉辦或參與國際統計學術會

議，對我國統計制度、學術研究之宣揚及國際地位之提升，有重大貢獻者」；另

「推薦與審查」細分為「推薦方式」及「審查方式」兩款，「審查方式」分榮譽

獎、終身成就獎兩目等。  

 本社第 28 屆理、監事任期於 88 年 6 月屆滿，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法規定，於 4

月間辦理通訊選舉，並於 5 月 1 日第 28 屆理監事會第 5 次聯席會議中開票，選出

第 29 屆理事韋端等 31 人、候補理事童甲春等 10 人、監事李麗雪等 9 人及候補監

事吳國雄等 3 人。  

 截至 88 年 5 月底止，本社計有團體社員 32 個單位，個人社員 548 人(內含永久社

員 527 人)。  

 88 年 6 月 5 日上午本社在國立中央大學舉行 88 年年會，會中頒發終身成就獎、榮

譽獎、統計獎學金、論文獎、第 10 屆統計圖競賽獎，並作社務報告及第 29 屆理、

監事選舉結果報告。韋理事長端並以「善用數字管理，安度金融風暴」為主題做

專題演講，韋理事長從 1997 年 7 月開始之東亞金融風暴成因及其對經濟之影響，

談到我國受金融風暴波及較輕的原因，並介紹 IMF 利用經濟統計指標，建立幣值

危機之預警系統，藉以闡揚善用數字管理可有效預防金融風暴或減輕其衝擊之重

要觀念； 最後並以媒體報導「統計救了台灣」乙詞，肯定統計在這次金融風暴中



已充分發揮控管及檢驗政策功能，同時期許與會之政府統計工作者及統計學者，

善用統計資料與方法，也就是善用數字管理，使國家得以有足夠的能力迎接一切

挑戰。此外，為增年會光彩，特邀請劉校長兆漢致詞，劉校長提及本社 70 年前即

是在南京的中央大學成立，全場來賓聞之均倍感親切。  

 年會結束後即由本社、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及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等單位

聯合舉辦統計學術研討會；研討會由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楊所長明宗與中央研究

院統計科學研究所魏所長慶榮共同籌劃，計徵集 73 篇論文，其中邀請論文 33 篇、

徵求論文 40 篇，研討會主題為「民意調查的理論與實務」，內容涵蓋統計理論與

應用，包括政府統計、生物統計、抽樣調查、數理統計、應用統計、工業統計、

社會統計等，此外欣逢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成立 20 週年，因此也邀請校友發表 8

篇論文共襄盛舉。  

 88 年 6 月 10 日下午舉行第 29 屆理監事會第 1 次聯席會議，會中選舉新任常務理

事：韋理事端、陳理事昌雄、鹿理事篤瑾、鄭理事光甫、魏理事慶榮，韋理事端

並以高票連任本社第 29 屆理事長，常務監事當選者為李監事麗雪。  

 本社基於推廣學術教育，提升國內時間數列分析及預測能力，於 88 年 6 月 28 日

至 7 月 3 日續與私立淡江大學合辦「時間數列分析與預測講習會」，參加人員計

80 人。  

 為加強統計學術界情誼交流，於 12 月 19 日假私立逢甲大學舉辦「第 13 屆統研盃

聯誼賽」，比賽項目為籃球、桌球、排球、羽球及大隊接力，計有行政院主計處、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及各大學統計相關系所等 17 隊參賽。  

89 年 為促使國民充分運用統計資料，了解統計與生活息息相關，進而正確繪製、閱讀

與使用統計圖，以發揮統計之教育功能，本社援例與教育部、行政院主計處聯合

舉辦「中華民國第 11 屆統計圖競賽」。  

  截至 89 年 5 月底止，本社計有團體社員 32 個單位，個人社員 545 人(內含永久社

員 533 人)。  

  89 年 5 月 27 日、28 日本社假台南市成功大學舉行 89 年年會、統計學術研討會暨

第 9 屆南區統計研討會。年會於 27 日下午 2 時舉行，會中頒發終身成就獎、榮譽

獎、統計獎學金、論文獎、第 11 屆統計圖競賽獎，並作社務報告及討論通過本社

年會暨統計學術研討會辦理時間自民國 90 年起改至每年年底舉辦（90 年並同時辦

理本社第 30 屆理、監事選舉）、社務工作計畫及財務處理情形。接著韋理事長端

參照國際會議傳統，以「數位 e 時代的政府統計新發展」為主題做專題演講，首

先介紹其近期考察歐美所見國際間政府統計之發展趨勢，再針對資訊科技與網際

網路時代，我國政府統計發展方向提出建言，包括成立國家統計專責機構、充實

統計人力、擴增公務統計功能、強化性別及區域統計、構建政府統計資訊服務網、

建立國內協調及整合機制、增進國際交流與合作、推廣數位學習、結合統計學術

等 9 個重點。由於演講內容切合時勢、扼要中肯，獲得與會嘉賓如雷的掌聲。接

著由成功大學翁副校長鴻山致詞，翁副校長肯定統計在知識經濟時代中扮演的角

色及其重要性，並期許成大的師生不要辜負各界的期望，能在統計界更進一步發



展。會後與行政院主計處、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及成功大學統計系（所）

等單位聯合辦理統計學術研討會暨第 9 屆南區統計研討會。  

  5 月 27 日下午 3 時 20 分進行張文豹講座，由南區統計學術研討會邀請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魏研究員慶榮作專題演講，主題為「變異的世界」，從數理、生

物及人文等領域，舉例說明統計如何處理各種變異現象。演講中指出，統計的應

用從天文學、測地學進入社會學與生物學後，對變異的研究也就從對變異的估計

變成尋找變異的原因，同時，統計也從分析數據的工具，深化為理論的一部分。

此篇廣徵博引、深入淺出的演講內容，獲得與會者一致的好評。  

  統計學術研討會於 5 月 27 日下午 4 時 30 分開始，至 28 日下午 3 時 10 分，共分 8

個場地、4 個時段進行研討；研討會論文分邀請及徵求 2 種，由行政院主計處、中

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及成功大學統計系共同籌劃，計徵集 96 篇論文，為歷年

最高紀錄，其中邀請論文 36 篇、徵求論文 60 篇，本次研討會主題為「統計諮詢

與應用」，內容涵蓋統計理論與應用，包括政府統計、生物統計、抽樣調查、數

理統計、應用統計、工業統計、社會統計等。  

  本社基於推廣學術教育，提升國內時間數列分析及預測能力，於 89 年 6 月 26 日

至 7 月 1 日續與私立淡江大學合辦「時間數列分析與預測講習會」，參加人員計

103 人。  

  為加強統計學術界情誼交流，於 12 月 17 日假私立輔仁大學舉辦「第 14 屆統研盃

聯誼賽」，比賽項目為籃球、桌球、排球、羽球、壘球及大隊接力，計有行政院

主計處、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及各大學統計相關系所等 15 隊參賽。  

90 年 

  

本社基於推廣學術教育，提升國內時間數列分析及預測能力，於 90 年 6 月 26 日

至 30 日續辦「時間數列分析與預測講習會」，並首次與輔仁大學統計資訊學系合

辦，參加人員計 74 人。  

  

  

為促使國民充分運用統計資料，了解統計與生活息息相關，進而正確繪製、閱讀

與使用統計圖，以發揮統計之教育功能，本社援例與教育部、行政院主計處聯合

舉辦「中華民國第 12 屆統計圖競賽」。  

截至 90 年 11 月底止，本社計有團體社員 30 個單位，個人社員 557 人(內含永久社

員 548 人)。  

本社第 30 屆第 1 次社員大會暨統計學術研討會於本（90）年 12 月 8 日假國立政

治大學舉行。大會於上午 9 時舉行，首先由韋理事長端致歡迎詞，歡迎社員及統

計界朋友們的熱心參與，並感謝政治大學的支持及統計系全體師生對大會提供的

協助與服務，韋理事長還提及本社汪前理事長錕及多位理、監事均為政大統計系

系友，全場來賓聞之倍感親切。接著韋理事長端參照國際會議傳統，以「新世紀

的統計展望」為主題專題演講，首先回顧 2001 年發生的統計大事，包括刁院士錦

寰榮獲美國統計學界兩項大獎及詹理事德松於年底榮退、國內辦理「第 3 屆海峽

兩岸統計與機率學術研討會」與「計量財務國際學術會議」，及赴中國大陸與南

韓分別參加「兩岸三地統計學術研討會」與「ISI 第 53 屆大會」等大事，並針對

政府組織再造中主計與財政合併之議，提出其個人看法，最後並以「主計及審計



制度上的資料採礦與遠景方向」、「打造台灣統計事業的新天地」及「台灣大統

計事業之發展」等作為新世紀的統計展望，全文精闢入裡，贏得與會嘉賓如雷的

掌聲。為增大會光彩，邀請行政院主計處林主計長全致詞，林主計長肯定統計工

作同仁之專業知識與敬業精神，並期盼藉由此種學術研討會，結合產、官、學等

不同背景的人士，使從事理論與實務、統計生產與使用者共聚一堂，彼此交流及

切磋，促使政府統計事業能夠不斷精進與發展。最後請政治大學鄭校長瑞城致詞，

鄭校長以「統計即是生活、生活充滿統計」肯定統計學的應用層面，並將本次研

討會比喻為國內統計界之武林大會師。接著頒發終身成就獎、榮譽獎、統計獎學

金、論文獎、第 12 屆統計圖競賽獎，並由辜秘書長炳珍作社務報告及討論通過本

社章程部分條文修正、社務工作計畫及財務處理情形。年會後隨即進行第 30 屆理、

監事選舉，選出林全等 31 位理事、李麗雪等 9 位監事及候補理事 10 位、候補監

事 3 位。  

統計學術研討會由行政院主計處、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及國立政治大學統

計系等單位聯合辦理，於上午 10 時 30 分開始至下午 6 時 10 分結束，共分 8 個場

地、4 個時段進行研討；研討會論文分邀請及徵求 2 種，由行政院主計處、中央研

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及政治大學統計系共同籌劃，計徵集 102 篇論文，為歷年最

高紀錄，其中邀請論文 19 篇、徵求論文 83 篇，本次研討會內容涵蓋統計理論與

應用，包括政府統計、數理統計、應用統計、實驗設計、生物統計、工業統計、

資料採礦、時間數列、機率、計量財務、網路學習、迴歸分析、模糊理論等。  

另往年統計學術研討會及統研盃聯誼賽分別於年中及年底舉辦，參與者需往返兩

趟，為避免旅途奔波，本年首次將兩項文武活動合併辦理，於學術研討會次日(12

月 9 日)續假國立政治大學舉辦「第 15 屆統研盃聯誼賽」，比賽項目為籃球、桌球、

排球、羽球、壘球打擊趣味競賽及大隊接力，計有行政院主計處、中央研究院統

計科學研究所及各大學統計相關系所等 17 隊參賽。惟當天舉行領隊會議時，政治

大學表示同時舉辦兩項大型活動，人力及經費負擔甚重，乃決議明年起恢復往年

文武活動分開辦理，並將統研盃與大統盃合併舉辦。  

本社於 90 年 12 月 21 日下午 2 時 30 分，假台北市廣州街 2 號廣博大樓 4 樓會議室

舉行第 30 屆理監事會第 1 次聯席會議，會中選舉新任常務理事、常務監事及理事

長，選舉結果，林理事全、韋理事端、陳理事昌雄、陳理事珍信、鹿理事篤瑾等 5

人當選常務理事，鄭監事國慶當選常務監事，林理事全以高票當選本社第 30 屆理

事長，選舉後並立即進行新、卸任理事長交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