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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urvey system design is the premise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vestigation work and the quality of survey data.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big data objectively requires us to carry out corresponding 

reform in the statistical investigation system, so as to fully tap the potential of big 

data in government statistic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reform ideas for 

China’s government statistical survey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deology, mode 

of thinking, work style, survey methods, survey means, survey content, survey items, 

survey indicators, data release and follow-up analysis. This system solves all kinds 

of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survey system, combines the traditional survey 

methods with the new electronic recording data, integrates and utilizes all kinds of big 

data resources. The goal is to produce all kinds of macro time series data and micro 

vertical data more accurately, timely, comprehensively and continuously, so as to 

promot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tatistical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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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合理的调查体系设计是保障各项调查工作顺利开展并保证调查

数据质量的前提。当前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客观上要求我们在统计调查体系方

面进行相应改革，以充分挖掘大数据在政府统计中的利用潜力。文章从思想意识、

思维方式、工作作风、调查方法、调查手段、调查内容、调查项目、调查指标

以及数据发布与后续分析等内外多角度对中国政府统计调查体系提出一系列改

革设想。这套体系通过解决现行调查体系存在的各类问题，将传统的调查方法

与新式的电子化记录数据结合起来，整合利用各类大数据资源，目标是更加准确、

及时、全面和连续地产生各类宏观时间序列数据和微观纵向数据，以此推进中

国统计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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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正在政府行政管理、企业生

产经营和居民商务活动等众多领域源源不断地产生和积累着，这些都在慢慢改

变着传统的政府统计调查方法和数据搜集方法。为了更好地适应大数据时代的

要求，有必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大数据在政府统计中的应用潜力，更好地将普查、

抽样调查等传统的调查方法与政府行政记录、企业生产经营和居民商业记录等

新式数据来源形式相结合，是新时期政府统计调查体系改革的方向。科学、合

理的调查体系设计是保障各项调查工作顺利开展并保证调查数据质量的前提。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统计部门一直在积极行动，针对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

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尝试。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统计调查数

据质量不高的难题，改革之路仍然是任重道远。因此，本文针对大数据带来的

冲击和挑战，在全面总结现行调查体系内外存在的各方面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

通过对新形势下中国政府统计调查体系进行一系列改革，构建一套适应中国政

府管理体制的统计调查体系，将传统的调查方法与新式电子化记录的大数据结

合起来，整合利用各类大数据资源，最终产生更加准确、及时、全面和连续的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2  中国政府统计调查体系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中国逐步建立起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

辅之以全面报表、行政记录、重点调查、科学估算等多种方法综合运用且较为

全面的政府统计调查体系，改革内容涉及调查方法、调查手段、调查项目、调

查指标，以及数据发布与后续分析等方面，具体归纳如下。

第一，在调查方法方面，抽样调查与统计报表制度结合应用，抽样方法逐

步得到推广使用，但统计报表制度仍占据主导地位。目前，国家统计局应用的

调查方法门类较为齐全，但主要还是使用统计报表的调查方式，不过，抽样调

查和行政记录等方法的应用范围在逐步扩大。

第二，在调查手段方面，不断应用高科技手段提高数据搜集的效率。随着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国家统计局在很多调查领域已逐步建立起网上直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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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工业企业联网直报系统、3000 家房地产企业直报系统。从 2011 年起，国家统

计局逐步推广企业一套表制度，采用联网直报方式搜集数据，有效减少中间环

节对原始调查数据的干扰，保证源头数据的准确和及时。

第三，在调查项目和指标体系设置方面，现行调查体系基本覆盖了国民经

济各个行业，反映了社会经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

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据统计，现行国家统计调查制度共 46 套，583 种报表，

11310 个指标。此外，各省统计局和调查总队为满足地方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需

要，都增加了不少反映地方经济特色的调查项目。

第四，在调查数据发布与后续分析方面，国家统计局也在不断改革，取得

了很大成效。从整体上看，基本做到了基本统计数据发布内容和时间的事前公开，

如果由于特殊原因推迟数据发布日期，也会及时在官方网站上或者以新闻发布

会的形式向外界公布。主要宏观统计数据及时进行了大量的后续分析，为各级

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近年来，国家统计局一直在调查体系方面进行大胆的改革。从 2011 年开始，

在全国着力建设“四大工程”，即统一的基本单位名录库、统一的一套表制度、

统一的数据采集处理软件平台、统一的联网直报系统。“四大工程”是统计调

查流程的系统再造，对于推进统计数据采集、传输、汇总、加工环节的科学化

和规范化，提高基础数据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3  现行政府统计调查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

在肯定上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逐渐来临的大数据时代，调查

主体和数据来源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给政府统计数据的生产方式带来了诸多挑战，

不断冲击着政府统计管理体系；而现行统计调查体系还没有完全摆脱全面统计

报表制度的惯性和束缚，难以从根本上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与国际统计惯例接

轨的需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3.1  政府统计人员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和工作作风方面

（1）在思想意识方面，由于统计部门长期实行全面统计报表，有些统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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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对抽样调查、行政记录等适应新形势需要的调查方法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还存

在疑虑，依然习惯于使用依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统计报表从上而下地布置

统计任务。不少统计人员对抽样等其它调查方法的掌握还非常有限，并未完全

接受其科学性，导致在实际应用中大打折扣。

（2）在思维方式方面，中国人固有的传统思维模式不利于现代调查方法的

推广应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思维惯性。当统计人

员在实际调查中遇到问题，总是尝试应用较为简单和实用的方法化解这些问题，

而不是直接面对并尽力改进已有的调查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种思维模式长

久运行下去必然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难以互相促进。比如，在某些实际抽样

调查方案中，关于抽样设计、估计方法、精度安排等方面的论述都较为简单、

笼统，在实施调查时存在很大随意性。

（3）在工作作风方面，调查理论研究与推广应用没有很好地结合。改革开

放后，调查理论研究得到空前发展，不少经典文献引入到中国，如科克伦版《抽

样技术》于 1985 年翻译出版，推动了抽样方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国内也陆

续涌现出不少优秀学者对调查理论及应用展开了深入研究。但是，中国很多调

查理论专家都是高等院校和科研部门的学者，他们很少有机会真正参与到实际

调查工作，也就难以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研究内容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

对调查实务的指导作用有限。

3.2  现行数据搜集方式难以适应大数据时代全球网络信息化

发展需要

如何改进调查数据的搜集方式，确保数据准确、及时、全面和连续，这也

是调查体系中应该考虑的问题。近几年，省级以下各级调查部门要求改革调查

数据搜集方式的呼声越来越高，加之信息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络的飞速发展，为

实施统计调查一体化奠定了良好的技术保障。在大数据时代，随着办公电脑和

个人电脑的普及、互联网和数据库的健全，网络平台建设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

从而利用最先进的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的数据搜集方式。网络平台建设是指在计

算机网络环境下进行大数据的整合、筛选、采集、传输、处理、存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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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统计信息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融合，形成高度自动化的信息生产。目前，统

计部门已经实行的大中型企业联网直报制度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在其它调查领

域还未建立起专门、独立、完整的统计调查直报平台，难以适应大数据时代的

社会发展需要。因此，如何整合多种数据来源，同时兼顾和融合传统的现场调

查与联网直报方式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3.3  统计报表制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排挤了抽样调查、行

政记录等调查方法的正常发挥

若单纯从调查方法上看，统计报表其实仅仅是一种调查数据的搜集方式或

手段而已，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统

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一系列重要调查领域执行的

依然是全面统计报表制度。

面对这么多的报表，一方面，基层调查人员处于被动应付、疲于奔命的状态，

使得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企业统计基础、统计台账不健全，造成很

多企业经常是预计或估计报表数据，而由于时间和人力的限制，调查人员也无

法认真审核源头数据质量。在当前调查体系下，虽然统计报表制度已经担当不

起主导作用，但依然没有退下来，造成经常性抽样调查、行政记录等新式的调

查方法难以正常发挥。

3.4  调查项目设置不合理，造成重复、繁琐、过时

在大数据时代，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将逐步面临海量数据。现行的各类抽样

调查项目和调查内容必将显得更加琐碎、重复甚至过时，同时又缺乏相应的统

计指标及时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新情况。主要问题如下：

第一，调查项目重复现象严重。以工业企业调查项目为例，有规模以上企

业调查、规模以下企业调查、能源购进和消费及库存情况调查、大中型企业科

技活动调查、工业品价格调查、企业投入构成调查、高技术产业企业调查、企

业科技活动调查、企业劳动情况调查、重点企业调查和企业景气调查等十多种，

这些调查的内容存在较多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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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调查项目较为繁琐。目前，县级统计局和调查队一般只有十几人，

却要承担大量的统计报表、抽样调查和专项调查任务，2005 年县级统计局平均

承担的国家调查项目有 79 项。基层调查人员基本上是处于穷于应付、疲于奔命

的工作状态。

第三，调查项目存在滞后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新情况、

新问题层出不穷，如土地流转及收益、城市房地产交易问题，还有一些应急的

调查项目，如某些年份出现的生猪生产情况、食品（奶粉）安全问题，这些都

难以及时纳入到现行调查项目中。

3.5  调查数据资料的发布与后续开发机制还有待规范和加强

中国在定期发布调查数据方面有待规范，主要表现在调查数据发布内容不

够全面。中国一般仅仅发布调查数据本身，而不公布调查数据产生的具体环节

和过程。相反，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布数据时，一般都会同时公布调查机构、调

查方法、抽样比、抽样误差及回答率等相关信息，以便用户了解数据质量和信度。

大量调查数据和行政记录数据后续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大数据时代

的海量统计信息浪费严重。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统计部门是分专业、分项目采

集数据，由不同部门或专业司组织实施，数据处理采用不同的程序，调查成果

被不同部门割据，不能共享，后续便难以得到有效地开发和利用。

4  大数据时代中国政府统计调查体系改革的主
要内容

鉴于上述存在的问题，本文在“四大工程”建设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成功

经验，正视和顺应大数据变革潮流及有利形势，提出未来改革的基本思路为：

紧密围绕大数据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要求，进一步理顺政府统计管理体制，建立

一套既适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政府统计管理体制又符合国际惯例，科学合理、

运转高效的政府统计调查体系，产生更加准确、及时、全面和连续的社会经济

统计数据。具体改革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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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改革政府统计人员的思想认识、思维方式和工作作风

（1）在思想认识方面，应大力宣传先进调查技术方法的科学性，提高政府

官员、基层调查员和被调查者以及社会公众对抽样调查、行政记录的认同感。

特别是当前，不少人主观上认为大数据时代不需要抽样，过早地否定了抽样的

应用价值，这些在思想认识上的障碍和错误应及时消除，从而为中国更有效应

用抽样技术等科学方法奠定良好的思想认识基础。

（2）在思维方式方面，特别是政府公务人员应改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的传统思维惯性和工作习惯。就调查部门来说，应用抽样调查和行政记录数据

等方法是一项技术性非常强的政府公共事业，尤其在大数据时代，调查的各个

环节和基本方法都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新问题，政府统计人员尤其不能

回避，必须直接面对，尝试应用自己的理论知识或改进已有的调查方法去解决。

如果能这样持续下去，中国统计调查理论及其应用才能与大数据更好地融合，

不断地得到相互推进和完善。

（3）在工作作风方面，调查理论方法与推广应用应更好地结合，实现理论

与实践的互相促进。政府统计部门应主动和科研部门和高等院校的研究型学者，

特别是对理论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进行合作，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真正参与

实地调查工作，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另外，

从公务员录用的角度来看，调查机构应改革现行的录取方式，更多地招收一些

对调查感兴趣，并有一定理论研究基础的人员进入调查队伍。如有可能，可直

接从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选调那些对调查理论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进入调查队

伍，提高调查队伍的专业能力。

4.2  改进传统的数据搜集方式，整合利用各类大数据

当前，信息技术的运用不仅可以改变统计工作方式，也能为数据搜集方法

改革提供重要保障。政府统计调查部门应该积极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紧密依

托互联网，进一步加快统计信息网络化、自动化、现代化建设步伐，抓紧建立

全国统一的统计登记平台和数据共享平台，积极探索建立快速、高效的统计调

查平台，提高调查的科学性、准确性和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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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送平台方面，分步实施如下：首先，要建立专门的基层网络直报网，

统一运用软件平台，统一调查表式，统一设置标志、统一数据处理方式；其次，

开展试点，先在直属调查队系统实行，在基层调查网络聘用的调查员建立终端

并试运行；再次，选择部门有条件的、素质较高的直接调查对象建立终端，开

展基层网点数据的直报工作，条件成熟后再全面推广。

在信息来源方面，充分整合利用各类大数据，注重与抽样调查数据相衔接，

减轻抽样调查的负担。针对政府各部门的行政记录、大型企业的商业记录和经

营信息，以及个人的商务信息，加快研究将这些非标准化大数据转换为标准化

统计数据的方法，积极开发能够自动导人大数据的软件，加快整合各类大数据

的步伐。

4.3  完善经常性抽样调查和各类电子化大数据制度，限制和

减少统计报表制度的使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抽样调查取代全面统计报表制度成为政府调查的主要

方式，同时充分利用各类电子化记录的大数据，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大数据

时代的必然要求。

首先，应大力推广抽样调查方法，并在构建和维护抽样框、设计抽样方案、

抽样估计和数据调整等方面尽量利用经常性抽样调查方法，同时充分利用各类电

子化的记录数据作为补充数据或辅助信息，将其作为一项制度加以规范和加强。

其次，要限制和减少统计报表制度的使用，将统计报表限制在仅仅是一种

数据搜集的方式，而不是一种调查方法。这就要求对现有的统计报表进行精简，

减少其应用范围。目前，应按照调查网点分类标准将报表精简为企业法人类一

套表、家庭住户类一套表和群体组织类一套表等。

4.4  精简、整合、增加调查内容、调查项目和指标体系

（1）调查内容的精简、整合和增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政府统计调

查应当及时从过去那种以各种具体产品的数量统计为主要调查内容转变为以各

种宏观统计数据为主要调查内容，这是适应政府职能转变，满足政府对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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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

（2）调查项目的精简、整合和增加。为了更好地适应调查内容的转变，本

文将现行的各类调查项目进行精简、整合，划分为如下三类：A.人口住户类调查，

全面了解中国各类人口的收入、消费、就业、迁移等情况。B. 社会经济类调查，

以各类基本单位为调查对象，全面系统地了解生产、经营情况，核算经济产出

和分析国民经济各行业发展状况。C. 其它专项调查，了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还可增加其它一些调查项目。

（3）调查指标的精简、整合和增加。目前，应主动适应大数据的特征和要求，

科学设置抽样调查指标体系框架，合理把握指标数量的“度”，优化指标结构，

填补指标缺口，规范指标名称，统一和明确指标含义，逐步建立科学、统一、

简约的抽样调查指标体系。取消过时的、利用率低的指标，改进不易取得和无

法与大数据衔接的指标，增加政府及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

适应的指标。

4.5  建立和健全调查数据的发布与后续开发机制

（1）建立规范的统计调查数据发布机制，按时向全社会发布有关统计调查

数据。首先，发布数据的内容应具有更加广泛的涵义，具体包括调查数据的调

查方法、取得方式、整理方法、调整方法、保密程度与方式、数据公布的时间

与方式、数据资料的使用权限与公众知情权以及数据资料开发的广度与深度等

各个方面。其次，建立和完善统计资料和统计新闻发布制度，统一对外提供和

发布重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统计数据，确保统计数据发布的规范性和统一

性。最后，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调查中知悉的私人、家庭单项调查资

料和统计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等都负有保密义务。

（2）海量调查数据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应当与大数据结合进行充分地开发

和利用，反哺社会。特别是在经常性抽样调查和各类电子化记录数据下，不同

时期的调查数据相互衔接，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反映总体变化趋势的时间序列数

据以及反映总体各部分变化的面板数据，我们可利用上述数据资料进行各种宏

观经济分析。另外，还可建立重叠样本单元在连续各期之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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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调查数据资料，我们可利用这些单项资料在企业和家庭等社会经济活动的

微观层面上建立各种统计模型进行微观分析。

5  结语

为了更有效应对大数据时代的冲击和挑战，本文从思想意识、思维方式、

工作作风、调查方法、调查手段、调查内容、调查项目、调查指标，以及数据

发布与后续分析等内外多角度对中国政府统计调查体系提出一系列改革设想。

这套体系通过解决现行调查体系存在的各类问题，将传统的调查方法与新式的

电子化记录数据结合起来，目标是更好地适应大数据时代的需要，从而能够更

加准确、及时、全面和连续地产生各类宏观时间序列调查数据和微观纵向调查

数据，进一步推动中国统计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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