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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 本年度本学科的关注重点主要有三 ：

２ ００８ 年版国 民核算账户体系的年度实

况和未来走势展望 ；
经济全球化的统计测度 ， 尤其是全球价值链相关测度的进展 ；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在 国际经济统计治理中的领袖作用 ，
以及 ＳＮＡ 领域的治理概要 。

【关键词 】 国民账户体系 经济全球化 全球价值链 世界经济统计治理

２０ １６ 年 ， 中 国统计学者依然主要关注 中 国的统计议题 ， 如 中国 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 ２０ １ ５

年的修订 （ 许宪春 ，
２０ １６

）
？

、 自然资源核算 （ 高敏雪 ，
２０ １ ６

）

？
、 中国基础设施和 Ｒ＆Ｄ 资本

存量的测度 （胡李鹏等 ，
２０ １６

？
；
江永宏 、 孙凤娥 ，

２０ １６ａ
，２０ １ ６ｂ？

） ， 以及 中 国涉外经济行

为的统计分析 （ 如魏浩等 ，

２０ １ ６
； 魏浩 、 付天 ，

２０ １６
， 关于进 口 的结构和福利效应 ）

⑤
，
但后

者占 比相对较少。 外文相关文献中 ，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仍然受到较多关注 （ 如 Ｂｅ ｒｎａｌｅｔ ａｌ ．

，

２０ １６
；Ｂａｌｃｉ ｌａ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 １６
）

？
。 对上述文献的概要介绍 ， 请读者参见本学科随后 的栏 目

“

２０ １６ 年世界经济统计学最佳论文 ＴＯＰ１０

”

。

本综述主要关注世界经济总体层面 、 主要国家之间和主要 区域内部的经济统计活动 ，
尤

其是相关统计制度 、 统计能力建设和统计治理议题 。 随后议题分为三部分 ：

２００８ 年版国民核

算账户体系 （
ＳＮＡ

） 的年度实况和未来走势展望 ；
经济全球化 的统计测度 ， 尤其是全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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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论中 国 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 ２０ １５ 年的修订
”

， 《 中 国社会科学》 ， 第 １ 期 。

② 高敏雪 （２０ １６
）

：
“

扩展的 自然资源核算
——

以 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为重点
”

， 《统计研究》 ， 第 １

期 。

③ 胡李鹏 、 樊纲
、
徐建国 （ ２０

１ ６ ） ：
“

中 国基础设施存量的再测算
”

， 《经济研究》 ， 第 ８ 期 。

④ 江永宏 、 孙凤娥 （
２０ １ ６ａ ） ：

“

中国 Ｒ＆Ｄ 资本存量测算 １９５２
－

２０ １ ４ 年
”

，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 ，

第 ７ 期 。 江永宏 、 孙凤娥 （２０ １６ｂ ） ：
“

研发支出 资本化核算及对 ＧＤＰ 和主要变量的影响
”

， 《 统计研究》 ， 第

４ 期 。

⑤ 魏浩 、 赵春明 、 李晓庆 （ ２０ １６ ） ：
“

中 国进口商品结构变化的估算 ： ２０００
－

２０ １４ 年
“

， 《世界经济》 ，

第 ４ 期 。 魏浩 、 付天 （ ２０
１６ ） ：

“

中 国货物进口贸易的消费者福利效应测算研究一基于产品层面大型微观数

据的实证分析
”

， 《经济学 （ 季刊 ） 》 ， 第 ４ 期 ， 第 １６８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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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 （
Ｇｌｏｂ ａｌＶａ ｌｕｅＣｈ ａｉｎ

，
ＧＶＣ

） 测度的进展 ；
国 际货 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 在 国际统计治理中

的领袖作用 ， 以及 ＳＮＡ 领域的治理 。 相关文献主要来 自联合国等国 际组织的统计部门 的会议

论文或工作论文 。

一

、
２００８ 版国 民账户体系

？

截至 ２０ １６ 年 ８ 月
，
有 ６２ 个会员 国在汇编其国 民账户时 ， 实施或部分地实施了 ２００８ＳＮＡ 。

（

一

） 数据报送

基于联合国 ２０ １ ０－ ２０ １４ 年 国民账户 调查 ， 会员 国报告 ＳＮＡ 数据的情况如下 。
９５％ 的会

员 国报告了国 民账户数据 ，

８５％ 的会员 国每年都报告该数据 。 ６２％ 的会员 国能 以一年的时滞

报告该账户 ，

８４％ 的会员 国能以最高两年时滞报告该账户 。

根据 １９９３ＳＮＡ 或 ２００ ８ＳＮＡ 规定的方法报告数据的经济体 ， 包括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 、

东欧高加索和中亚经济体 ，
以及 ８３％ 的发展中 国家 、

７５％ 的最不发达国家和 ８６％ 的小岛屿

发展中 国家 。 只有 ５２％ 的会员 国按
“

最低要求数据集
”

提供表格 ，
主要是缺乏报告世界其余

国家的账户 。

（ 二 ） 实施进展

首要进展是更为重视社会和环境问题 （ 包括收人分配和无偿工作 ） ， 整合经济 、 社会和

环境 。 卫星账户在 ＳＮＡ 中的地位可能要提髙 ， 中心框架在涉及安宁幸福和 （环境 ） 可持续性

等方面也有待充实 。 这是因为 ，
全球化 、 互联网经济 、 用户对更详细数据的需求以及其他方

面的问题 ，
可能需要进

一步加 以 审议和反思 。 比如 ， 为测 度人力 资本 ，
欧洲 统计人大会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ｔａｔｉｓｔ
ｉ
ｃ ｉａｎｓ

，ＣＥＳ ） 开发了人力资本卫星账户 （试验版 ）

此外 ，
国 际统计组织还制定了如下指南 。

其一 ， 《全球生产测度指南 》 （
Ｅｕｒｏｓ ｔａｔ

，ＯＥＣＤ＆ＵＮＥＣＥ
，２０ １ ６

？
） ， 涉及全球生产安排数

据的收集 、 制作和分析 ， 为编撰者提供全面建议及各国相关经验 ， 指 明 了若干概念挑战 （参

见刘仕国 ，

２０ １７？
） 。 部分国 际组织和 国家 ２０ １６ 年开始实施该指南？ ，

优先点是执行 《指南 》

①除非另外标注 ， 本部分内容引 自秘书处间 国 民账户工作组 （ ２０ １ ６ ） ： 向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四十七

届会议提交的 《 １３１０ １＾ 报告》 ，
２０ １６ 年 ３ 月 ８

－

１ １ 日 ，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０＾／２０ １ ６／７ 。

②ＵＮＥＣＥ（ ２０ １６ ）．ｏｎＭｅａｓ ｕｒｉｎｇ ／ｆｗｍａｒａＣａｐ＆ａＺ
，

ＥＣＥ／ＣＥＳ／ ＳＴＡＴ／２０ １６／６ ．

③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ＯＥＣＤａｎｄ ＵＮＥＣＥ（ ２０ １６ ） ？Ｇｕｉｄ ａｎ ｃｅｏｎＭｅａｓｕｒ
ｉ
ｎ
ｇ
Ｇｌｏｂａ

ｌＰｒｏｄｕ ｃ ｔｉ 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ｄ ａｔＴｈｅ１ ０ ｔｈ

ＡＥＧｍｅｅ ｔｉ ｎ
ｇ１ ３

－

１ ５
，
Ａｐｒｉｌ

，Ｐａｒｉｓ ．

④ 刘仕国 （
２０ １ ７

） ：
“

２０ １５ 年世界经济统计学综述
”

， 《世界经济年鉴 ２０ １ ６
》 （ 张宇燕主编 ） ，

中 国社会

科学 出版社 ，
第 ４７３ 页 。

⑤ 欧盟统计局实施 ＩＧＡ 项 目 （ ２０ １６ 年 ９ 月一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 ， 旨 在执行 《全球生产手册 》 （
ＵＮＥＣＥ ）

提出 的建议
， 并完成 ＵＮＳＤ 全球账户中欧洲相关部分的工作 。 参见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２０ １６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

ｐ
ｕ ｔ

－Ｏｕ ｔｐｕ ｔＴａ
－

ｂｌｅｓ．Ｐｒｅｓｅｎ ｔｅｄａｔＴｈ ｅＥｘｐｅｒｔＧｒ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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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或 ２００８ＳＮＡ 同全球生产相关的部分 ： 增加数据要求
；
评估数据源

；
开发或修订调查问

卷
； 调整 回答负担

；
数据汇编与整合新方法 。 与此相关的是

一

份 《非居 民所报告的对外贸

易
：
给国家账户和国际收支统计资料汇编者的建议》 （

Ｅ ｕｒｏ ｓｔａｔ＆ＯＥＣＤ ） ， 着重于指明 和计量

不 同的 、 可能情形的实际步骤 。

在决定
“

特殊 目 的实体
”

（ ＳＰＥ ） 知识产权 （
Ｉｎｔｅｌ ｌｅｃ 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

ｒｔ
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

，

ＩＰＰｓ ） 的经济

所有权时 ， 全球生产任务组 （
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提出的决定 Ｉ ＩＩ 是

一

个有用的工

具
， 有望纳人 《全球生产测度指南 》 （未来升级版 ） 。 测度特许权和许可证的交易是复杂 的 ，

荷兰统计当局将其部门化 （＾ １〇１ １＾〇 １ １ ） 并按净值登录不符合 ２ ００ ８３＾ 或 ８？？１６ 。 对
“

无工

厂生产商
”

（
Ｆａｃｔｏｒ

ｙ
ｌｅ ｓｓＧｏｏｄｓＰｒｏｄｕｃｅ ｒｓ

，
ＦＧＰｓ

） 同其合约方之间 的交易 ，
尚难确认有关登

录
， 仍需搜集更多登录实践 ，

以便今后进
一

步考虑 。 国 际收支委员会 （ Ｂ０ＰＣ０Ｍ ） 和国际统

计分类专家组随后的会议将再次讨论本议题 。

国际金融机构的产出 ，
已获准纳入 ２００ ８ＳＮＡ研究议程 ，

需要考虑融资成本法和成本估计

（ 可能要包括全面的资本成本 ， 以估计非市场部分的产出 ） 等 内容 。 对国际组织的股权 （
Ｅｑ

？

ｕｉ ｔ
ｙ

ｃ ｌａｉｍｓ
） ，顾问专家组（

ＡＥＧ
）同意当前提 出的计算方法 ， 但并不是说该方法可以付诸实

施 ， 除非所有 国家集中计算而非各国分别计算 。

其二 ， 《货币和金融统计手册汇编指南 》 （
ＩＭＦ

）
？

，
汇总并更新 了该手册 （

２０００ ） 及相应

汇编指南 （
２００８

） 所刊载的概念 、 定义和建议 ， 使之接轨于 ２００８ＳＮＡ 、
ＢＰＭ６（

２〇０９
） 和

《政府财政统计》 （
ＩＭＦ

，２０ １４
） ， 提供系列工具以识别 、 分类 、 估价 、 分块和记录股票和金融

资产及债务流动 ， 协助国家层面的汇编者 。

其三 ， 《 国 民账户价格与物量测度手册 》 ， 旨在为 ２００８ＳＮＡ 和 ＥＳＡ２０ １０ 提供详细的价格

与物量测度指南 ， 包括理论上成熟和实践上可用的方法 （分为最适合的方法 、 可以使用的方

法 、 不适用的方法 ） 以及最佳实践范本 。
？

其四 ， 《短期统计资料数据模块和元数据手册》
？
 （

ＵＮ
） ， 阐释了方法叙述和个别短期统

计资料使用的情况 ， 揭示了短期统计的统计与分析功能 。
２００８ＳＮＡ 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项

目
： （

１
） 在国家

一

级的交换活动已经开展起来 。 比如 ， 欧盟成员 国和非欧盟成员 国 向欧洲统

计局提交国 民账户数据 ，

ＩＭＦ 和非洲开发银行面向非洲 国家的数据交换倡议 ， 大不列颠 － 北

爱尔兰国际开发部统计局的数据交换项 目
； （

２
） 在 国际

一级 ， 制定 国际组织间订立数据合作

协定的程序 ， 并完成了第一个试验项 目 ， 明确 了参与项 目 的 国际组织之间 的责任分工 ， 并力

图在技术平台改进 、 处理部门账户数据试验项 目 、 明确其他试验项 目 等方面取得进展。 秘书

处间国 民账户工作组 （
ＩＳＷＧＮＡ

） 敦请联合 国会员 国继续实施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技术 ，

以及编制汇编 国民账户数据的基础源数据 。

与此相关的是 ， 联合国统计司等国际组织继续加强各国统计局对 ２００８ＳＮＡ 和相关专题的

认识 。 已编制 ＳＮＡ 培训材料 ， 拟利用远程学习 ， 提供相应培训 ， 并加强本领域的技术和管理

能力 ， 包括培训材料的标准化 。 待改善的议题如下 ：
基准年过期 ； 注重并优先实施 ２００８ 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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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ｐｒ
ｉ
ｃｅ ｓａｎｄ

ｖｏ
ｌ
ｕｍｅｓｍｅａｓ ｕｒ ｅｓｉ ｎｎａｔｉ

ｏｎａ
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２０ １ ６ｅｄ ｉｔ

ｉｏｎ．ＫＳ －ＧＱ

－

１４ 
－

００５
－ ＥＮ

－

Ｎ ．

③Ｖ１ＳＳＤ（ ２Ｑ １ ６ ） ．ＳＮＡ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 ｎＤａｔａＴｅｍｐｌ
ａｔｅａｎｄＭｅｔａｄａ ｔａ

ｆｏｒ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Ｓ ｔａｔ ｉｓｔ

ｉ
ｃｓ

，
ＳＴ／ＥＳＡ／Ｓｍ

ＳＥＲ． Ｆ／ １ １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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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账户体系的规模 、 细节和质量 ； 加强统计能力建设的 国际治理 ， 请求 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

加紧开展能力建设活动 。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议程》 监测项目 。 该议程若干指示数要用到详细且及时的 ＳＮＡ 统计资料 ，

包括 ＧＤＰ 数据 。 而影响 ＳＮＡ统计资料及时性的主要因素是源数据不充分及现有统计系统的内部

问题。 为此 ， 官方统计需要如下变革 。 第一 ， 基于共同 的业务架构重新设计统计进程 。 比如 ，

大力 、 协调
一

致且持续投资于国家统计能力建设 ， 包括制定统
一

的
一

体化统计方案 以及基于治

理机制汇编国际可比的宏观经济账户 。 第二 ， 改进行政记录的查阅和使用 。 第三 ， 使得有关方

面能够搜集分类数据。 第四 ， 探讨非传统数据源的使用 。 比如 ， 使用大数据改进数据提供情况 ，

包括向国 民账户数据提供投入 ， 大数据的具体使用方法 、 质量 、 技术 、 数据查阅 、 立法 、 隐私 、

管理 、 金融和成本——收益分析 目前正接受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相关工作组的评估？
。

其五
， 《趋势调查手册》 （联合国 ） ， 旨在提供有关下列内容的最佳做法和统

一

原则 ： 趋

势调查
，
样本选择 ， 问题清单设计 ，

调查 问题 ， 调查执行 ， 数据处理和使用复合趋势指示数 。

调查提供了量化统计方法搜集不到的 、 有关质的信息 。 调查可以提供有关经济好转和下滑情

形发生时机方面的情况 ，
可作为预警系统的组成部分 。

（ 三 ） 未来要点

关于 ＳＮＡ 的未来
，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１６
－

１７ 日 ＩＡＲＩＷ－ＯＥＣＤ 在巴黎举办的会议情况 ，

２０ １ ６ 年

４ 月 １ ３
－

１ ５ 日再次被提及？ ， 具体内容参见刘仕国 （
２０ １７

） 。 欧盟统计局就此发表了 自 己的如

下观点？ 。 其
一

， 在未来修订 ＳＮＡ 时 ， 应允许用户尽早参与其中 ， 以知道哪些旧统计将被遗

弃
， 哪些新统计将会被采用 。 其二

， 应优先考虑提高统计质量 ， 其次才考虑调整统计范 围 。

其三 ， 修订应采取低频大跨越而非高频小 幅渐进策略 ， 因为长时序数据应基于稳定且可靠的

方法 。 其 四 ，
应讨论 ＳＮＡ／ＢＰＭ／ＥＳＡ修订过程 中欧洲的利益及尽责方法 。 其五 ， 短期 内应聚

焦于 ２００８ＳＮＡ 的执行 ， 中长期 内应优先考虑如下 １２ 项议题 （按优先级别 由高 到低排列 ） ：

（
１

）
全球化 （ 欧盟 已直接参与 ＦＩＧＡＲＯ 项 目 和 ＩＧＡ 项 目 ， 另

一

待参与 项 目 可 以是 ＩＳＩＣ 分

类 ） ； （
２

） 收人概念的界定 ；
（ ３ ） 国 民账户和企业账户之 间 的关系 ； （

４
） 英特网 服务 ；

（
５ ） 统计单位？ ； （

６
） 生产率分析和资产边界的扩展 ； （

７
） 家庭部 门和企业部 门的描绘规

①Ｕｎｉ ｔｅｄＮａ ｔ ｉｏｎｓ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 ｃｓＤ ｉｖｉ ｓｉ ｏｎ （ ２０ １６ ） ．Ｕ ｓ ｉｎ
ｇＢｉ ｇ

Ｄａｔａ ｔｏ ｃｏｍ
ｐ

ｉｌ ｅ ｓｈｏｒｔ
－

ｔ ｅｒｍｓ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ｓ
，

ｉ ｎＤａｔａ Ｔｅｍｐｌａｔ ｅ

ａｎｄ Ｍｅ
ｔ
ａｄａｔ

ａ
ｆｏｒＳｈｏｒｔ

－ ＴｅｒｍＳｔａｔ
ｉｓ

ｔ
ｉｃｓ

，１ ２５
－

１ ２６
，
ＳＴ／ＥＳＡ／ＳＴＡＴ／ＳＥＲ ．Ｆ／１ １ ７ ．

②ＵＮＳＤ（２０ １６ 〉 ■Ｓｕｍｍａｒ
ｙ
Ｒｅ

ｐ
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ＩＡＲＩＷ－

ＯＥＣＤ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ｆｕｔｕ ｒｅｏｆ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 ｓ

：

“

Ｗ（ ｈ ）

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ＳＮＡ？

Ｍ

（ ＳＮＡ／Ｍ １ ． １６／ １ ． ２ ）Ｐｒｅｓ ｅｎｔｅｄａｔ Ｔｌｉｅ１０ｔｈＭｅｅｔｉ ｎ
ｇ

ｏｆ ｔｈｅＡｄｖｉｓｏｒ
ｙＥｘｐｅｒｔＧｒｏｕｐｏｎ 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

１３
－

１ ５Ａ
ｐ
ｒｉｌ２０ １６

，
Ｐａｒｉｓ

，
Ｆｒａｎｃｅ ，ｖａｎ ｄｅＶｅｎ

，
Ｐｅｔ ｅｒ （

２０ １６ ） ．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 ｔｈｅＩＡＲＩｗ
－ ＯＥＣ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ｄ ｆｏｒＡｄｖｉ ｓｏｒｙＥｘｐｅｒ
ｔＧｒｏｕ

ｐ
ｏｎ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Ｐａｒｉｓ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ｐｒｉ ｌ１３
－

１ ５
，２０ １６．

③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２０ １ ６

）．Ｅｕｒｏ
ｐ
ｅａｎｎｅｅｄｓｆｏｒ ａｆｕｔｕｒｅＳＮＡ／ ＥＳＡ

：Ｓｕｍｍａｒ
ｙ

ｏｆ ｔｈｅｆ ｉｎａｌｒｅ
ｐ
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Ｅｕｒｏｓ ｔａｔ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ＳＮＡ／Ｍ １ ． １ ６／
１

． ３ ） ．Ｐｒｅｓ ｅｎ ｔｅｄａｔ Ｔｈｅ ｌ ＯｔｈＭｅｅ ｔｉ ｎ
ｇ

ｏｆ ｔｈｅＡｄｖｉｓ ｏｒ
ｙ
Ｅｘ

ｐ
ｅｒ

ｔＧｒｏｕ
ｐ

ｏｎ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 ｓ
，
１３ 

－

１５Ａ
ｐ
ｒｉｌ２ ０ １６

，Ｐａｒｉ ｓ
，Ｆｒａｎｃｅ ．

？ 在编制产业统计尤其是 ＳＵＴ 时
，
现有 ＳＮＡ 偏好用

“

基层单位
”

作为统计单位 。 但是
，
生产属性的

快速变化
，
尤其是企业生产货物与服务的方式之变化

，
给这种做法带来了挑战 。 为此 ，

ＩＳＷＧＮＡ 建立 了一个

任务组
，
提供解决方案

，

以备 ＳＮＡ 未来的更新 。 参见 ＵＮＳＤ（ ＵＮＳＤ ） ？Ｓｔａｔｉ ｓｔ ｉｃａｌｕｎｉｔｓ（
ＳＮＡ／Ｍ １ ．  １６／３

）
．

Ｐｒｅｓ ｅｎ ｔｅｄａｔ Ｔｈｅ１ ０ｔｈＭ ｅｅ ｔ ｉｎ
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ｖｉ ｓｏｒ

ｙＥｘｐｅｒｔ Ｇｒｏｕ
ｐ

ｏｎＮａｔ
ｉ
ｏｎ ａ

ｌＡｃ ｃｏｕｎｔ ｓ
 ，

１ ３
－

１ ５Ａｐｒｉ ｌ２０ １６
，
Ｐａｒｉ ｓ

，Ｆｒａｎｃ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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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 （ ８ ） 收入 、 消费和财富的分布特征 ； （
９

） 固定资本消耗核算 中服务的生命周期 ； ； （
１ ０

）

福利的测度
；

（
１ １

）ＳＮＡ 对基层单位 （ ｅｓ ｔａｂｌ ｉｓｈｍｅｎｔｓ ） 的处理 ； （
１２

） 付费购买服务和付税的

区別 。

二
、 关于国 际贸 易和经济全球化的统计测度

全球化进程 中的经济增长 ， 需要
一

套扩展的企业统计和经济账户 ，
以便准确且及时地测

度 ＧＶＣ 等国际相依性事实 ， 有助于将企业统计同宏观经济 （ 包括国家 、 区域与全球诸层次 ）

与部门经济账户联接在
一

起 ， 实现内在
一

体化 ， 从而更有效地测度经济全球化 ， 并作为制定

公共政策和企业计划的参考。

为什么要测度 ＧＶＣ ？ 其一 ， 对于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 ， 人们不应仅仅记录 ，
而应加强理

解 ，
理解内容包括参与者 、 互动 、 集群和邻域 、 组织和社会控制 。 其二

，
全球治理和基于证

据的决策制定需要
“
一对多

”

视角下的
“

国际贸易统计
”

扩展到
“

多对多
”

超级方法下的
“

全球贸易和生产统计
”

。 全球贸易与生产统计应记录的主体包括企业 （ 生产者 ） 和家庭 （消

费者 ） ，
且进

一

步分为居 民和非居民 ； 应记录的流量包括货物和服务 （ 中间 品和最终 品 ） 、 要

素和收入 （ 增加值拆分 、 劳动含量 ） 、 外商直接投资 （
ＦＤＩ

，
金融流动 ） 、 非经济成本 （ 如环

境 、 Ｃ０２ 和水含量 ）
；
应记录运营和治理内容 ， 包括贸易和运输成本 （ 如贸易便利化 ） 、 其他

交易成本 （如非关税措施 ） 、 企业所有权和公司 内贸易 。
①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同意 ，
基于国别与全球的宏观账户 以及 ＧＶＣ 卫星账户 ， 编制 《扩展的

国际与全球账户 体系 》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ｎＳｙ

ｓｔｅｍｏｆ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ａｎｄＧｌｏｂａ ｌＡｃ ｃｏｕｎｔｓ
，

ＳＥＩＧＡ
） 。 目前 ， 该账户体系正在草拟之中 ， 大体 内容如下 。 第 １ 章 ：

ＧＶＣ 的动机。 第 ２ 章 ：

通常的统计框架 。 第 ３ 章 ： 扩展的供给 －使用表 （

ＳＵＴｓ
） 。 第 ４ 章 ： 扩展的资本与金融账户 。

第 ５ 章 ： 扩展的环境 － 经济账户 。 第 ６ 章 ： 扩展的生产率账户 。 第 ７ 章 ： 其他扩展 。 第 ８ 章 ：

特定的核算议题 。 第 ９ 章 ：

一

体化的企业 、 投资与贸易统计 。 第 １ ０ 章 ： 双边贸易与投资非对

称性的平衡 。 第 １ １ 章 ：

ＧＶＣ 案例研究法 。 第 １２ 章 ： 案例研究与宏观估计之 间的协调 、 基准

确定和
一体化 。 第 １３ 章 ： 全球宏观账户 。 第 １４ 章 ： 扩展账户 的政策应用 。 第 １ ５ 章 ：

全球账

户在环境方面的扩展 。
？

其中 ， 全球宏观账户 （
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ｃ ｒｏ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 即全球投人 －产出表 。 其中 ， 行表 ７Ｋ投入

（
Ｉ
） ， 包括中间投人 、 初始投人 （产品 税扣减补贴 、 按基础价核算的增加值 ）

和总投人 ；
列

为产出 （ 〇 ） ， 包括中间产出 、 国内最终需求和总产出 。 中间投入 、 中间产 出 、 最终需求均首

按国家细分 ， 次按产业细分 ， 每
一

细分独立成行或列 。 宏观 ＴｉＶＡ 相关的全球账户对贸易非

对称性和进口矩阵进行了技术调整 （调整详情参见随后部分 ） ， 并导出 了
ＴｉＶＡ 相关的全球账

户关键总值和国际账户关键总值 （按国别汇总 ） ，
通过扩展 １０ 表改善了 ＴｉＶＡ 估计的质量。

全球供给 － 使用表即 ＧＶＣ 卫星账户 （
ＧＶＣＳａｔｅ ｌｌｉｔｅ Ａｃ ｃｏｕｎ ｔｓ

） 。 其行表示供给 （ Ｓ ） ， 包括

产品 、 产业 、 进 口 、 贸易 ＆ 交通 、 增加值和总投人 ； 列表示使用 （
Ｕ

） ， 包括产品 、 产业 、 最

①Ｅｓｃ ａ
ｉ
ｔｈ

，Ｈ．（ ２０ １６ ）＿Ｍａｐｐ ｉｎ
ｇＧｌｏｂａｌＶａ

ｌ
ｕ ｅＣｈａｉ ｎｓ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

ｇＴ ｒａｄｅ ｉ
ｎＴａｓｋ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ｄａｔ ＴｈｅＥ ｘ－

ｐ
ｅｒｔＧｒｏｕ

ｐ
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ｌｏｂａ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Ｓｔａｔｉ ｓｔｉ ｃｓ
，

２６ 

－

２８Ｊａｎｕａｒ
ｙ ２０

１ ６
，
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 ｔ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
ｌ ｔ 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ｇｌ

ｏｂａ 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ＳＮＡ／Ｍ １ ．１ ６／２ ．

２ ）．Ｐｒｅｓ ｅｎｔｅｄａｔ

Ｔｈｅ １ ０ｔｈＭｅｅｔ
ｉ
ｎ
ｇ

ｏｆｔｈｅＡｄｖｉ ｓｏｒ
ｙ
ＥｘｐｅｒｔＧｒｏｕ

ｐ
ｏｎ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Ａｃ ｃｏ ｕｎｔ ｓ

，
 １ ３

－

１ ５Ａｐｒｉｌ２０ １ ６
，Ｐａｒｉｓ

，Ｆｒａｎ 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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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使用 、 出 口和总产出 。 产品 、 产业和最终使用之下均按国家细分 ， 每一细分独立成行或列 。

该表处理了贸易非对称性 ，
澄清了ＦＧＰ

， 重视同 ＩＰＰ相关的收入流量 ，
澄清了ＦＤＩ 关系 。

①

为扩展该账户体系 ， 需优先处理如下四方面内容 ： 建立全球企业集 团登记
；
改善企业异

质性测度 （
主要通过开发企业功能分类 ） ； 解决双边贸易和 ＦＤＩ 统计的非对称性 ；

主要推动

全球供给 －使用与投人 －产出表的开发 ，
以增加 ＯＥＣＤ－ＷＴＯＴｉＶＡ 数据库的覆盖范围 。

？ 在实

际工作中 ， 这 四方面经常交织在
一

起 。

（

一

） 建立全球企业集团登记

在这方面 ，
欧元区身先士卒 ， 率先取得成就。

“

欧元集团登记系统
”

（ ＥｕｒｏＧｒｏｕｐ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ｙｓ
？

ｔｅｍ
，ＥＧＲ ）已完成第

１
版（

２００９
－

２０１ ５ ），正在进行第２版 （
２０ １５－

）。第
１
版基于各国统计机构

核实并改善的商业数据 ， 餓心部分没有在线用户入口 ， 仅可离线浏览 。 第 ２版基于整合后的各国

数据 ，
可在线浏览 ， 包括如下模块 ：

ＥＧＲ身份服务 （
ＥＧＲ ＩＳ ） ，

ＥＧＲ核心 （
Ｖ２ ） ，ＥＧＲ 互动模块

（
ＥＧＲ ＩＭ

） ，ＥＧＲＦＡＴＳ用户界面 （
ＥＧＲＦＡＴＳ 。

ＦＡＴＳ
即外国附属企业统计 ，

Ｆｏｒｅｉ

ｇ
ｎ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 ｓＳｔａｔｉ ｓ

？

ｔｉｃｓ
） 。数据处理包括如下步骤 ： 输人数据 ， 整合数据 ， 结果校验 ， 发布最终结果。

其中 ， 输入数据的流程 ： 各国统计机构上传法人单位 （
ｌｅｇａｌｕｎｉｔ ｓ

） 数据以备识别 ；

ＥＧＲＩＳ

识别所有法定单位并向其分配身份证号 （
ＬＥＩＤ

） ，
以备随后处理阶段所用 ； 各国统计单位上传

法定单位及彼此之间关系的数据 ； 通过商业来源获得 （欧盟 ）
ＥＵ 和欧洲 自 贸区 （

ＥＦＴＡ ） 之外

法定单位及其关系的数据 。 整合数据的流程 ： 校验并转换所输入的数据 ，
基于配对关系分组

（ 由 ＥＧＲ 核心模块完成 ） 。 结果校验的流程 ：

ＥＧＲ ＩＭ 显示整合的初步结果 （分组及关系 ） ， 各

国统计机构在线更新并校验关系与分组 ；

ＥＧＲ核心生产结果数据 ， 即基年的 ＥＧＲ 框架 。

目前 ，

ＥＧＲ２０ １ ３ 数据 已 于 ２０ １５ 年 ４ 月 发 布 ， 最终覆盖 了
４６ ８２２ 个跨国 公司 组 别和

６ １ １４４９ 个法定单位 ；

ＥＧＲ２０ １ ４ 框架在 ２０ １６ 年 ３ 月 发布 （这些框架的统计范围包括 ３００ 家最

大的欧洲公司 ） 。

数据整合过程待完善的主要问题 ：
组织过程 ， 数据流动 ， 数据的所有权 ， 参与者的 角色

与责任 ＾ 欧洲统计局的
“

全球企业统计系统 ２０２０
”

（
Ｇｌ ｏｂａｌＳＢＳ２０２０

） 是
一

个数据生产计划 ，

旨在提供更多的统计指标和数据反映
“

全球性
”

（ ｇｌｏｂａｌ ） ， 包括按企业功 能统计 ＦＡＴＳ

和 ＦＤＩ 〇
③

①Ｈａｖ
ｉ
ｎ
ｇ
ａ

，Ｉ
．（ ２０ １６ａ ）．Ｆｒａｍ ｉｎ

ｇ
ｔｈｅＭａｃｒｏａｎｄＳａｔｅ

ｌｌ
ｉｔｅＡｃｃｏｕｎｔ 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 ｖｅｔ 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ｌｏｂａ ｌ ｉｚａｔ

ｉ
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 ＴｈｅＥｘ
ｐ
ｅｒｔ Ｇｒｏｕ

ｐ
Ｍ ｅｅ ｔ

ｉｎ
ｇ

ｏｎ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ｎ ｄ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Ｇｌｏｂａｌ ｉ ｚａｔｉ ｏｎ ．ＵＮＨ ｅａｄ

ｑ
ｕａｒｔｅｒ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２６

－

２８Ｊａｎｕ ａｒ
ｙ２０

１ ６． Ｈａｖｉｎ
ｇ
ａ

， Ｉ ．（ ２０ １６ｂ ）．Ｔｏｗａｒｄ ｓａＧｌ ｏｂａｌＶａ
ｌ
ｕｅＣ ｈａｉｎｓ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Ｏ ｆ

ｆ
ｉ
ｃ

ｉ
ａｌＳｔａｔｉ ｓｔｉ ｃ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ｄ ａｔＴｈｅＥｘ
ｐ
ｅｒｔ Ｇｒｏｕ

ｐ
Ｍｅｅ ｔ

ｉ ｎ
ｇ

ｏｎ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Ｇｌｏｂａｌ

ｉ ｚａｔｉ ｏｎ．ＵＮＨ ｅａｄ
ｑ
ｕａｒｔｅｒ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２６ 

－

２８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 １ ６．

②Ｓｔ
ａｔ

ｉ
ｓｔ

ｉ
ｃａｌＣｏｍｍｉ ｓｓｉ ｏｎｏｆＵ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ａｎｄＳｏ ｃ

ｉ
ａ
ｌ Ｃｏｕ ｎｃ ｉ

ｌ（ ２ ０ １６ ）．Ｒｅ
ｐ
ｏｒｔｏｆ ｔｈｅＳｅｃｒｅ ｔａｒ

ｙ
－Ｇｅｎ ｅｒａｌＳｕｍ

？

ｍａｒ
ｙ

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

ｇ
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 ｉｏｎｓ ｔａ ｔｉ ｓｔｉ ｃｓ

，
Ｅ／ＣＮ． ３／２０ １ ６／２３ ．Ｌａｎｄｅｆｅｌｄ

，
Ｊ ． （

２０ １６ ）．Ｍａ
ｊ
ｏｒ

Ｉｓｓｕ ｅｓＮｅｅｄ ｉ
ｎ
ｇＲｅｓ 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ＳＥＩＧＡ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Ｐｒｅ 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Ｅ ｘ

ｐ
ｅｒｔＧｒｏｕ

ｐ
ｏｎ 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
ｉ
ｚａｔ

ｉ
ｏｎＳｔａｔｉ ｓｔｉ ｃｓ

，２６
－

２８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 １６ ．

③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２０ １６
）．ＴｈｅＥｕｒｏ

ｐ
ｅａｎｐｒｏｆｉ ｌｉｎｇ

ｏｆｍｕ ｌｔ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ｔｅｒ
ｐ
ｒｉｓｅ

ｇ
ｒｏｕ

ｐ
ｓａｎｄ ｔｈｅＥｕｒｏＧｒｏｕ

ｐ
ｓＲｅ

ｇ
ｉｓｔｅｒ

：

ｃｒｕ ｃｉ ａｌ ｔ ｏｏｌ ｓｆｏｒ ｉｍ
ｐｒｏｖ

ｉｎ
ｇ
ｂｕｓ ｉｎｅｓ ｓｓｔａｔ ｉｓ ｔ

ｉｃｓ．Ｐｒｅｓｅｎ ｔｅｄａｔ
ＴｈｅＥｘ

ｐ
ｅｒｔ Ｇｒｏｕ

ｐｏｎＩｎ
ｔ 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 Ｅ ｃｏｎ ｏｍｉｃＧｌ
ｏ？

ｂａｌ ｉｚａｔ
ｉ
ｏｎ Ｓ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
ｃｓ

，２６
－

２８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 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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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改善企业异质性测度

企业层面的异质性表现之一是企业所有权是否跨境 ，
即非跨国公司 和跨国公司 （ 可进

一

步分为 国 内拥有的跨国公司和外 国拥有的跨国公司 ） 。 现有 ＴｉＶＡ 指标在估计数据时假设同
一

产业内部企业是同质的 。 但是 ， 即使在极度细分的产业 内 ，
不同企业之 间的产 品选择和生产

技术都可能存在差异 。 因此 ， 企业同质的假设很可能低估外国 的出 口份额 。 考虑异质性 ， 可

精确估计 ＧＶＣ 不同参与者的贡献 ，
从而引 导决策者正确决策 。 不过 ， 仅仅考虑企业所有制 ，

可能仍不足以揭示部分产业之间增加率差异巨 大的现象 。 为更好地描述企业异质性 ， 需要连

接多源数据 ， 包括不 同数据库之间及机构间 的协议 。 比如 ， 美 国经济分析局 （
ＢＥＡ

） 同普查

局合作 （ ５ 年期项 目 ） ，
将前者的跨国公司活动数据和服务贸易数据 同后者的经济普查数据和

货物贸易数据连接起来
；

ＢＥＡ 同美 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 （
ＵＳＩＴＣ ） 联合研究 （ ２０ １ ６ 年 ） ， 以备

扩展 ＳＵＴ 表
；

ＢＥＡ 持续参加国 际合作项 目 ， 如 ＯＥＣＤ 对 ＳＵＴ 的扩展 、
ＡＰＥＣ 的 ＴｉＶＡ 项 目 和

北美倡议 （ 同加拿大和墨西哥合作 ） 。
？

连接外贸统计和企业登记统计的全球现状 。 ２０ １ ５ 年夏天 ，

ＵＮＳＤ 调查了这方面 的全球现

状 ， 收到 ９４ 国统计当局的 回复 。 其中 ４５％ 的统计当局正在将 国际货物 贸易统计 （
ＩＭＴＳ ） 同

统计单位登记 （
ＳＢＲ

） 连接起来 ；

２７％ 的统计当局正将国际服务 贸易统计同 ＳＢＲ 连接起来
；

３０％ 的统计当局正将 ＦＤＩ 统计同 ＳＢＲ 连接起来 。 这项工作 目前面临的挑战 由髙而低依次为 ：

对外贸统计和企业登记中的企业或厂家进行 匹配 ；
人手不足

；
批发商和分销商很多 ； 方法待

探索
；
中介 机构多 。 此外 ， 保密性也是

一

个有待解决的 问题 。 这项 工作将作为
一

节加 到

ＩＭＴＳ２０ １０
编撰者手册中 ，

并作为建立ＳＩＥＧＡ（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ｎａ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Ｅｘ ｔｅｎｄｅｄＩｎｔｅｒｎ 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ｌｏｂ 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 的基础 。

②

ＧＶＣ 可分为如下三组 。 其一 ， 增值活动 ， 大致可按
“

微笑 曲线
”

分解如下 ： 研究与开

发 ； 设计 ，

？ 制造 ；
物流 ；

营销 （含分销 ） ； 售后服务 。 其二
，
供应链 ，

详细内容依产业而定 ，

大致可归为原材料 、 部件 、 最终产品 、 分销 、 销售 。 其三 ， 支持性产业。 以价值增加活动为

主线 ， 将供应链详细内容与之对应 ， 统计特定产业相关国家在上述链条各类活动 中的公司数

量和出 口价值 ， 即可测度
一国在特定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及其动态变化 。

◎

现有实践显示 ， 在产品或产业层面可 以更直观地测度 ＧＶＣ 。
？ 这要求整合并完善现有相

①Ｔｈｏｍｐ
ｓｏｎ

，
Ｓ．（ ２０ １ ６ ）．ＵｐｄａｔｅｏｎＮｅｗＢＥＡＭｅａｓｕ ｒｅｍｅｎｔ ｓｏｆｔｈｅＩ

ｍ
ｐ
ａｃ ｔ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

ｉ
ｚａｔ ｉｏｎ．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ｄ ａｔ

ＥｘｐｅｒｔＧｒｏｕ
ｐ
Ｍｅｅｔ ｉｎ

ｇ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Ｔ ｒａｄｅａｎｄＥ ｃｏｎ ｏｍｉｃＧ
ｌ
ｏｂ ａｌ ｉｚ ａ

ｔ
ｉｏｎ

，

２６－ ２ ８Ｊａｎｕａｒ
ｙ
２０ １６

，

ＮｅｗＹｏｒｋ．

②Ｕｎ ｉｔｅｄＮａｔｉ ｏｎ ｓＳｔａｔ ｉｓ ｔｉ ｃｓＤｉｖｉ ｓｉ ｏｎ （ ２０ １６
）．Ｇｌ ｏｂａｌａｓ ｓｅ ｓｓｍ ｅｎｔ ｏｆ ｌ

ｉｎｋｉ ｎ
ｇ

ｔｒａｄ ｅｓ ｔａｔ
ｉ ｓｔｉ ｃｓａｎｄ ｔｈｅｂｕ ｓｉ ｎｅｓｓｒｅ

ｇ
？

ｉｓ ｔｅｒ．３０／０９／２０ １ ６

③ Ｊａｎｓ ｅｎ
，
Ｒ．（

２０ １ ６ ）．ＧｌｏｂａｌＶａｌｕｅＣ ｈａｉ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ｒ ｅｓ ｅｎ ｔｅｄａ ｔＴｈｅＦ ｉｒｓｔｍｅｅｔ
ｉｎ
ｇ

ｏｆｔｈ ｅＵＮＥｘｐｅｒｔ

Ｇｒｏｕ
ｐ

ｏｎ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
ｌｔ ｒａｄｅａｎｄｅ ｃｏｎｏｍｉ ｃｇｌｏｂａ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ｓ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ｓ

，２６
－

２８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 １ ６
，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ｖｉ ｎ

ｇ
ａ

，

Ｉ ．

（
２０ １６

） ．Ｔｏｗａｒｄ ｓａＧｌ 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ｓＭｏｄｅ ｌｆｏｒＯｆｆｉ ｃｉ ａｌＳｔａｔｉ
ｓ
ｔ
ｉ ｃ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Ｅ ｘｐ ｅｒ ｔＧｒｏｕ

ｐ
Ｍｅｅｔ ｉｎｇｏｎ Ｉｎ

？

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Ｇｌ 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 ｏｎ ．ＵＮＨｅａｄ ｑ
ｕａｒｔｅｒｓ

，ＮｅｗＹｏｒｋ
，２６

－

２ ８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 １ ６．

④Ｓｔｕｒ
ｇ
ｅｏｎ

，Ｔ．＆Ｆｒｅｄ ｅｒｉｃｋ
，Ｓ

．（ ２０ １ ６ ）．Ｕｓ
ｉｎ
ｇ
ＧＶＣ －

Ｓｐ
ｅｃ ｉ

ｆｉ ｃ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Ｇｒｏｕ
ｐ

ｉｎ
ｇ
ｓ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Ｉｎｔ ｅｒ

？

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ｄａｔ ＴｈｅＰａｎｅｌＤｉ ｓｃｕｓ ｓｉ ｏｎ
：
Ｉｍ

ｐ
ａｃ ｔ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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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ｓ ｔ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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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Ｇ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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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ｉ
ｏｎＳ ｔａｔｉ ｓｔ ｉｃｓＭ ｅｅ ｔｉ ｎ

ｇ
ｏｎＨ ａｎｄｂｏｏｋ

，
 ２９Ｎｏｖｅｍｂ ｅｒ２０ １ ６

－

１Ｄｅｃ 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１６

，
ＮｅｗＹ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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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分类 ， 比如经济大类分类 （
Ｂ ｒｏａｄ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Ｃａｔｅｇｏ ｒ

ｉｅｓ
，ＢＥＣ ） 。 为有助于全球价值链分析 ，

ＢＥＣ 第五版特地引人
“

通用／专用
”

（
Ｇｅｎｅ ｒｉｃ／Ｓｐｅｃ

ｉｆｉｃ
） 分类维度 ， 在联合 国统计委员会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４７ 次会议上获准 ，
其同 ＨＳ／ＣＰＣ／ＥＢＯＰＳ／ ＩＳＩＣ 分类标准的对应表也将尽快公布 。

①

同第四版相 比 ， 第五版 的分类层次增加 到六层 ， 对应着六个分类维度 ， 具体对应关系

如下 。

一第
一

层 （第 １ 位码 ） 表示
“

广义
”

维度 。 包括如下八类 ：

１ ？ 食品 、 饮料 、 农业 、 餐

饮业 ；

２ ． 能源 、 采矿 、 基础金属 和化学 ；
３ ． 建筑 、 住 房 、 家用 电器和家具 ；

４ ． 纺织服装 、

鞋类 、 珠宝 、 皮革 ；

５ ． 运输设备 、 旅行服务和邮政服务 ；

６ ．ＩＣＴ
、 商务 、 金融和传媒 ；

７ ． 保

健 、 体育 、 文化活动和教育 ；

８ ． 政府 、 军事及其他 。 而第四版包括 ６ 个顶层分类 ， 是
“

经济

类别
”

维度和
“

终端使用
”

维度的混合 ，
且不含服务 。

资料来源 ；

ｈｔｔ
ｐ
ｓ

：／／ ｕｎｓｔａｔｓ ，ｕｎ．

图 １ＢＥＣ 第五版分层示意

＞ｒｇ／ｕｎｓｄ／ ｔｒａｄｅ／ｃ ｌａｓｓｉｆｉｃ ａｔ
ｉ ｏｎｓ／ｂｅｃ． ａｓｐ＃５ ｔ

ｈｒｅ ｖ Ｑ

一第二层 （第 ２ 位码 ） 表示
“

产品
”

维度 。 包括 ２ 类 ： 货物 ， 服务 。 仅适用于中 间品

和最终消费品的终端使用 ，

“

服务
”

不适于
“

固定资本总形成
”

。

一第三层 （第 ３ 位码 ） 表示
“

ＳＮＡ 终端使用
”

维度 。 包括 ３ 类 ： 中间 品 消耗 ，
固定资

本总形成 ， 最终消费 。

——

第四层 （第 ４ 位码 ） 表示
“

加工
”

维度 。 包括 ２ 类 ： 初级品 ， 加工品 。 该区分仅适

用于货物 、 中 间品 和最终消费 ，
不适于用做

“

固定资本总形成的初级品 。

①Ｓｔｕｒ
ｇ
ｅｏｎ

，
Ｔ．＆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
Ｓ．（ ２０ １ ６ ）．Ｕｓｉｎ

ｇ
ＧＶＣ

，

Ｓ
ｐ
ｅｃ ｉ ｆｉｃＰｒｏｄｕｃ ｔＧｒｏｕ

ｐ
ｉ ｎ
ｇ
ｓ ｔｏＥ ｘａｍｉｎｅＴｒｅｎｄ ｓｉ ｎＩｎｔ ｅｒ

－

ｎ ａｔｉ 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 ．Ｐｒｅｓ ｅｎ 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Ｐａｎｅ ｌＤ ｉ ｓｃｕ ｓｓ ｉｏｎ
：
Ｉｍ

ｐ
ａｃ ｔａｎｄｍｅａｓｕ ｒｅｍｅｎ ｔｏｆｅｃｏｎ ｏｍ ｉｃ

ｇ
ｌｏｂａｌ

ｉ ｚａｔ ｉｏｎ
，ｍ ｅａｓ 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
ｅｒｓ

ｐ
ｅｃ ｔ ｉｖｅ

，Ｕｎ 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 ｓＳ ｔａ ｔｉ ｓｔｉ ｃａｌＣ ｏｍｍ
ｉ
ｓｓｉｏ ｎ

，ＵＮ Ｅｘ ｐｅｒｔＧｒｏｕ
ｐ

ｏｎ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
ｌＴｒａｄｅ ａｎ ｄＥｃ ｏｎ ｏｍ

ｉ
ｃ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

－

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 ｉ ｓｔｉ ｃ ｓＭ ｅｅｔ ｉｎ
ｇ
ｏ ｎＨａｎｄ ｂｏｏｋ

，２９ 
Ｎ ｏｖｅｍｂｅ ｒ

２０ １ ６ 
－

 １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１６
，
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ＮＳＤ（ ２０ １６ ）．Ｍ ｅｅ ｔｉ ｎ

ｇ
ｏｆ

ｔｈ ｅＴｅｃｈ ｎｉ ｃａｌＳｕ ｂ
ｇ
ｒｏｕ

ｐ
ｆｏ ｒｔ 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 ｎａｌ Ｓｔａｎ ｄａｒｄ

Ｉ
ｎｄｕ ｓｔｒｉ ａｌ Ｃ ｌａｓｓ ｉｆｉｃａ ｔｉ ｏｎ（ ＩＳＩＣ ）

，
Ｆ ｉｎａｌ ｒｅ

ｐ
ｏｒｔ．Ｇｅｎｅｖａ

，
１ ８

－ ２０

Ｍａ
ｙ

．Ｕｎ ｉ ｔｅｄＮａｔ ｉｏｎｓＤｅ
ｐ
ａｒ

ｔ
ｍｅｎ

ｔ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ＡｎｄＳｏｃｉ ａ

ｌ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ｔａ

ｔ
ｉｓ

ｔｉ
ｃｓＤ ｉ

ｖｉ ｓｉｏｎ
，Ｅ ＳＡ／ＳＴＡＴ／ＡＣ ．３ １ ５／４（

Ｍａ
ｙ

３ １ ）．ＧＶＣ提高 了修订 ＩＳ ＩＣ 的必要性和 紧迫性。 ＩＳＩＣ 中无工厂货物生产商 （ Ｆａｃ ｔｏｒ
ｙ

ｌｅｓ ｓＧｏｏｄ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
，

ＦＧＰｓ
） 的识别与处理涉及概念 、 技术与实践问题

，
焦点应该是识别 ＩＳＩＣ 中的 ＦＧＰ 、 制造合同方 （

ｍ ａｍｉｆａｃｔｉｆ

ｉ ｎ
ｇ

ｃｏｎｔ ｒａｃ ｔｏｒｓ ） 和
“

传统
”

制造商 （

“

ｔｒａｄｉ ｔｉ ｏｎａｌ

”

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 ｒｅｒｓ ）
， 但得基于 国别实践并求助 于统计标 ，

其中

单位的特征 （ ｕｎ ｉ ｔ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 ｔ
ｉｃｓ

） 对 于该识 别 很重要 。 参见 ：
ｈｔｔ

ｐ
ｓ

：
／／ｕｎｓ ｔａｔｓ ，ｕｎ． ｏｒ ｇ／

ｕｎ ｓｄ／ ｔ ｒａｄ ｅ／ｃ
ｌ
ａｓｓｉ ｆｉ ｃａ

＇

ｔ ｉｏｎ ｓ／Ｍａｎ ｕａｌ％ 
２０ｏｆ％

２０ ｔｈｅ％
２０Ｆ ｉｆｔｈ％

２０Ｒｅｖ ｉｓ ｉｏｎ％
２０ｏｆ％２０ｔｈ ｅ％２０Ｂ ＥＣ％２０（Ｅｄ ｉｔ ｅｄ

）－

％
２０ＥＮ ．

ｐ
ｄｆｈ ｔｔｐ 

：
／／

ｕ ｎｓ ｔａｔｓ ，ｕ ｎ ．ｏｒ
ｇ
／ｕｎ ｓｄ／ｃ ｌ

ａｓｓ／ ｉｎｔｅｒｃｏ
ｐ
／ ｔｓ

ｇ
／ １６ 

－

０５／ａｃ３ １ ５
－

２ ．ａｓ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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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Ｂｒ
ｏａｄ Ｅ ｃｏ ｆｗｍｉ ｃ

Ｃａｔ ｅｇｗ
ｉｅｓ

２
）
Ｐｒｏｄｕｃ ｌ

ｄｉｍｅｎｓ ｉｏｎ

３
）
ＳＮＡ ｅｎｄ ｕｓ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 ｏｎ

４
）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 ｎｇ

ｄ ｋｎｅｎｓｉ ｏｎ

５
）
Ｓｐｅｃ ｉｆ

ｉ

ｃａｔ ｉｏｎ ｄ ｉｍｅ ｎｓ ｉｏｎ

６ ） Ｄｕｒａｂｉｌ ｉｔ

ｙ
ｄ ｉｍｅｎｓ ｉｏｎ

图 ２ＢＥＣ 第四版分层示意

资料来源 ：
ＵＮ

，Ｄｅ
ｐ
ａｒ ｔｍｅ ｎ ｔｏ ｆＥｃ 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 ｌＡｆｆａ ｉｒｓ

，
Ｓ ｔａｔｉ ｓ ｔ ｉｃ ｓＤ ｉ ｖｉ ｓ ｉｏｎ（

２０ １ ６
） ．Ｃｌａ ｓｓｉｆｉ ｃａ ｔ ｉ ｏｎｂｙＢｒｏ ａｄ Ｅｃｏ ｎｏｍｉ ｃ

Ｃａ ｔｅｇｏｒｉｅ ｓ ，Ｒｅ ｖ ．

 ５ ．Ｓｔａ ｔｉｓ ｔ ｉｃａ ｌＰａ
ｐ
ｅｒ ｓＳｅｒｉｅ ｓＭＮｏ．

５３ ，Ｒｅｖ．

５ ，ＳＴ／ＥＳ Ａ／ＳＴＡＴ／ＳＥＲ ．Ｍ／５ ３／Ｒｅ ｖ ．

 ５ ，ｐａ ｇｅ１ ２ ．

——第五层 （第 ５ 位码 ） 表示
“

专业性
”

维度 。 包括 ２ 类 ： 通用类
，
专用类 。 该区分适

用于服务和加工品 ， 绝大多数用于识别中间品消耗 。 本维度对描画 ＧＶＣ 十分有用 。

——第六层 （第 ６ 位码 ） 表示
“

耐用性
”

维度 。 包括 ２ 类 ： 耐用 品
， 非耐用品 。 仅适用

于货物和最终消费 。 中间消耗的所有货物均为非耐用品 ， 所有用做固定 资本总形成的货物均

为耐用品 。

显然 ， 同第四版展示 出来的维度关系相 比 （参见下图 ）
，

ＢＥＣ 第五版 同产品分类 、
ＳＮＡ

终端使用分类 、 加工分类 、 通用／专用分类 、 耐用性分类的对应关系 比改进 了许多 。

利用 ＢＥＣ 第五版 ，
可得到

一

条简化的 ＧＶＣ
：

资料来源 ：
ＵＮ

，Ｄｅ
ｐａ

ｒ
ｔｍ ｅｎ ｔ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ｌＡ ｆｆａｉ ｒｓ ， Ｓ 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 ｃｓＤ ｉｖ ｉ ｓ ｉｏ ｎ（ ２０ １ ６ ）．Ｃｌ ａｓ ｓ ｉｆｉ ｃａｔ ｉｏｎ ｂ

ｙＢ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Ｃａｔ

－

ｅ
ｇ
ｏｒｉｅｓ ，Ｒｅ ｖ．

５ ．Ｓｔａ ｔｉｓ ｔ ｉｃａ ｌＰａ
ｐ
ｅｒｓ Ｓｅ ｒｉｅ ｓＭＮｏ．

５ ３
，Ｒｅｖ ．

５
，ＳＴ／ＥＳＡ／ ＳＴＡＴ／ＳＥＲ ．Ｍ／５ ３／ Ｒｅ ｖ ．

 ５
，ｐ

ａｇｅ１ ４ ．

（ 三 ） 解决双边贸易和 ＦＤ Ｉ 统计的非对称性
？

现有官方贸易统计的质量尤其是各 国外贸统计数据之间 的一致性和协调性有待提高 。 不

同国家的 国际贸易统计数据之间对称性不足 ， 主要原 因在于各国外贸统计存在如下差异 ： 统

①Ｆｏｒ ｔａｎｉ ｅｒ
，Ｆ ．（

２０ １ ６ ）．Ｔｏｗａｒｄｓｍｅｒｃｈａｎｄｉ ｓｅ  ｔｒａｄｅｓｔａｔｉ ｓｔ ｉｃｓｗｉ ｔｈｏｕｔ ａｓ
ｙ
ｍｍｅｔｒｉｅｓ ．ＳｅｅＴｈｅＳｔａｔ ｉｓｔｉｃ ｓＮｅｗｓ ｌｅ

？

ｔｔｅ ｒ
，Ｉｓ ｓｕｅＮｏ ．６４（ Ｍａｒｃｈ ） 

，ｐａｇｅ７
－

１ １ ． Ｍｕｒ
ｙ
ａｗ ａｎ

，Ｍ． （
２０ １ ６ ）．Ｂ ｉ

ｌ
ａｔ ｅｒａ

ｌＡｓ
ｙ
ｍｍｅ ｔｒ

ｙｉ ｎＭ ｅｒ ｃｈａｎ ｄｉｓ ｅＴｒａｄ ｅ
：

Ｐｒｏｂ ｌ
ｅｍｄ ｅｓ ｃｒｉｐｔ ｉｏｎＲｅａｓｏｎｓＷａ

ｙ
ｓｔ 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ＵＮ Ｓ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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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范围 、 交易估价 、 通关机制和统计方法 ；
保密政策 、 产品分类和登录时机 ； 货物进 口流量

按来源 国统计 ， 货物 出 口按 目 的地统计 ； 全球价值链推动全球生产安排 日 趋复杂 ， 测度难度

加大。

从全球价值链和增加值贸易 （
ＴｉＶＡ

） 角度来看 ， 减少各国外贸统计之间的非对称性 （
ａ

－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 ， 正变得越发重要 。

外贸统计中 的非对称性可 以通过模块化 （
ｍｏｄｕｌａｒ

） 方法来消除 ，
其主要步骤如下 。 其

一

，
数据准备 。 模块 Ａ

： 收集与协调 （
ｈａｒｍ ｏ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

） 数据 。 模块 Ｂ
：
按共同 的估价 （ 离岸

价 ） 转换数据？
。 其二 ， 数据调整 。 模块 １

： 调整中 国香港的再出 口 。 模块 ２
： 调整瑞士的非

货币黄金 国际交易 。 模块 ３
： 其他调整 。 其三 ： 贸易平衡 （

ｔｒａｄ ｅｂａｌａｎ ｃｉｎｇ ） 。 模块 Ｃ
： 按 ＨＳ６

位产 品码平衡双边贸易统计 ， 核心是生成
“

对称指数
”

， 以在 ＨＳ６ 位码层面计算每个产品的

每 ． 贸易流量的 ２个报告值的加权均值 。 将该对称指数作为权重 ， 可生成最终的经过平衡的

贸易值 （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ｔｒａｄｅｖａ ｌｕｅｓ

） 。

模块化方法提高了贸易统计平衡过程的透明度 。 该方法鼓励国家之间和 国际组织之间共

同拥有外贸统计数据库 ， 大家协作生成的 国际货物贸易平衡数据基准库 （
Ｂａ ｌａｎｃｅｄＭｅｒｃｈａｎ

？

ｄｉ ｓｅＴｒａｄｅｄａ ｔａｓｅ ｔ ）可用做独立分析 。 目前 ， 该基准库第一版已完成 ， 但仍需进
一

步降低非对

称性 ， 包括新加坡再出 口 以及基于某些 出 口 加工区的调整 ， 并扩展数据时序 。 基于 ＳＮＡ 和

ＢＰＭ６ 概念 ， 对国际服务贸易非对称性的模块化平衡工具也在开发之中 。

（ 四 ） 推动开发全球供给 －使用与投入 － 产出表 （
ＧｌｏｂａｌＳＵＩＯＴｓ

） ，

扩大 ＴｉＶＡ 数据库的覆盖范围

全球贸易和生产的记录思路有三 ： 描绘 中 间 品 （含服务 ） 的流动 ； 编制 ＳＵＴ 、 国际投

人 － 产出表和增加值贸易 ， 其中 ＳＵＴ为基础 内容 ， 后两者应并不断扩展且升级为官方统计工

作
； 按企业特征统计贸易 ，

如将贸易和企业特征连接起来 ，
新增企业功能贸易 （

ｔｒａｄ ｅｉｎｂｕ ｓ ｉ
？

ｎｅ ｓｓ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
，如外部采购和离岸采购 ） ，并同投入 － 产出分析互补 。



？

ＴｉＶＡ 指标对于理解全球化及并制 定相关政策很重要 ， 但本质上仍只是
一

种基于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ＩＯＴｓ 的工具 。 为响应全球化议程并改善 ＴｉＶＡ 指标估计数据的质量 ， 需要从如下思路 （ 主

要是
“

异质性
”

视角 ） 扩展供给
－

使用表 。 其一 ， 基于 ＦＡＴＳ 、 ＳＢＳ 和 ＴＥＣ 等数据源将生产

部门按企业所有权 （ 外国所有 、 国 内拥有的跨国公司 、 国 内拥有 ） 、 出 口强度 （ 高 出 口 强度

的出 口商和低 出 口强度的非 出 口商 ） 、 进 口强度 、 企业规模 （ 小型 、 中型 、 大型 ） 逐层细分

（全面细分可能不可行且不必要 其二 ， 将供给与进 口流量同 ＴＥＣ 连接起来 。 其三 ， 将使用

（ 聚焦于出 口
） 分别用购买者价格和基本价格表示。 其四 ， 将使用表和供给 －使用表同 ＦＡＴＳ

型数据连接起来 。 这些扩展将改善
一体化的经济账户 （全球生产 － 贸易 － 投资 ） ， 并为如下

工作奠定基础 ： 改善生产率分析 （
ｗｏｒｌｄＫＬＥＭＳ

） ，ＧＤＰ统计和贸易 （ 尤其是服务贸易 ） 统计

①ＯＥＣＤ 开发了
“

国际货物贸易交通与保险成本
”

数据库 ， 为深人理解 ＧＶＣ 提供了新工具 。 该数据库

反映双边货物交通与保险成本 ，
覆盖 １ ８０ 多个国家和 １ ０００ 多种货物 ，

时序为 １ ９９５
－

２０ １４ 。 参见 ７７＾０￡Ｃｆｌ

Ｓｔａｔ ｉｓｔ ｉ
ｃｓＮｅｗｓｌｅｔｔ ｅｒ

，Ｉｓ ｓｕｅ６５ （２０ １ ６
）

，
１５

－

１ ７ 〇

②Ｅ ｓｃａｉｔｈ
，Ｈ．（

２０ １ ６ ）．Ｍａｐｐｉ ｎ
ｇＧｌ

ｏｂａｌＶａ
ｌ
ｕｅＣｈａｉｎ ｓ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ｉ ｎ

ｇＴｒａｄｅｉ ｎＴａｓｋｓ ．Ｐｒｅｓ ｅｎ 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Ｅｘ
？

ｐ
ｅｒｔＧｒｏｕ

ｐ 
ｏｎ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ｃ ｏｎｏｍ ｉｃＧｌｏｂ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 ｓｔ ｉｃｓ

，
２６

－

２８ Ｊａｎｕａｒ
ｙ
２０ １６

，
ＮｅｗＹｏｒ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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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 ， 对 ｇｄｐ／ｇｎｉ 差异的理解 ， 公司 内部的知识产权交易 。
？

北美行动计划 （
２０ １ ６ － ２０２１

） 。
２０ １６ 年 ，

基于
“

北美产业分类系统
”

（
ＮＡＩＣＳ

） 的部门 和

企业类型 ， 提出一个共同的框架 ， 并定义 ＳＵＴ 扩展后的结构 ， 尽可能呈现足够多国家之间足

够多的商品联系 ； 评估不同 国家数据的可得性和彼此间 的数据
一

致性 ； 制定战略从而解决或

者协调数据鸿沟 。 ２０ １ ８ 年 ，
基于共同的部门分类 ，

每个国家编制
一套 ＳＵＴ表 ，

就编制过程中

三边数据的非对称性进行对话 ， 识别非对称性的确切来源 ，
提出解决办法 ； 编制出

一体化的

北美 ＳＵＴ 数据库及相关 Ｔ
ｉ
ＶＡ 指标 ， 并检查其同 ＯＥＣＤ 

－

ＷＴＯＴｉＶＡ 指标之间 的
一致性 。

２０２０

年 ，
基于共同的企业类型分类 ，

处理企业异质性数据 ； 基于共同的部 门分类和企业异质性分

类 ， 为每个国家编制 ＳＵＴ 扩展表 ； 编制出
一

体化的北美扩展 ＳＵＴ 数据库及相关 ＴｉＶＡ 指标 。

２０２ １ 年工作 ： 开发官方在线北美 ＴｉＶＡ 数据库 ；
探索建立长效平台 ， 以执行更多的 ＧＶＣ 研究

和 ＴｉＶＡ 统计项 目 。
②

欧洲统计局实施
“

促进投人 －产 出分析的国际和全球账户
”

（
Ｆｕｌ ｌ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ｌａｎｄＧ ｌｏｂａ ｌ

Ａｃ ｃｏｕｎｔｓｆｏｒ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Ｉｎｐｕｔ
－Ｏｕ ｔｐｕ ｔＡｎａｌ

ｙ
ｓ ｉ ｓ

，
ＦＩＧＡＲＯ

；
２０ １５年１０月

一２０１ ７
年

１２
月 ） ，

以此

为平台将全球化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连接起来 ，
探索编制欧洲多国之间的供给

－ 使用和投

人 － 产出表 （
ＥＵ －ＩＣ －ＳＵＩＯＴｓ

） 。 该项 目采用
２００８ＳＮＡ／ＥＳＡ２０ １０的方法和ＮＡＣＥＲｅｖ ．２／ＩＳＩＣ

Ｒｅｖ． ４ 以及 ＣＰＡ／ＣＰＣ 分类 ， 将整合企业基本统计 、 贸易统计与宏观经济统计的数据源 ， 并进

行细分 （如按企业特征区分外贸 、 分析非对称性 ） 。 项 目 内容 同 ￡１１
－

１ （：
－５１］１０１

＇

３ 保持
一

致 ， 并

能够用于全球投人 － 产出表 （
ＩＣＩ０

） 。 将增长与生产率指标和环境账户整合到 ＥＵ
－

ＩＣ
－

ＳＵ ＩＯＴｓ

中 ，
并探索用全球企业统计来扩展 ＥＵ －

ＩＣ－ ＳＵＩＯＴｓ 。
③

三 、 全球统计治理

在难以全面覆盖的情况下 ， 本文试图从
一

个机构 （
ＩＭＦ

） 和
一

个专业领域 （ ＳＮＡ ） 来观察 。

（

一

） ＩＭＦ
： 国际统计界的领袖

？

ＩＭＦ 是国际统计学界的领袖之
一

，
既是提出与改进统计方法的先锋 ，

也是全球统计数据

①Ａｈｍａｄ
，Ｎ ．（ ２０ １６ ）．ＴｉＶＡ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Ｓｕｐｐｌｙ

－

ＵｓｅＴａｂｌｅｓ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ｌ
ｙＩ

ｎ ｔｅ
ｇ
ｒａｔ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Ａｃ

？

ｃｏｕｎ ｔ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 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ｔ Ｇｒｏｕ
ｐ
ｍｅｅｔ ｉｎ

ｇ
ｏｎ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

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ｌ
ｏｂａｌ ｉｓａｔ ｉｏｎＳ ｔａｔｉ ｓｔ ｉｃ 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Ｊａｎｕａｒ
ｙ
２０ １ ６．

②Ｓ ｔａｔｉ ｓｔｉｃｓＣａｎａｄａ（ ２０ １ ６ ）．ＮＡＳＵＴｓａｎｄＧＶＣ ：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ｒｏ
ｊ
ｅｃｔＳｔａｔｕ 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ＥｘｐｅｒｔＧｒｏｕｐ

ｏｎ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ｌｏｂａｌ ｉｚ ａｔ ｉｏｎＳｔａｔｉ ｓｔ ｉｃｓ
，
２６

－

２ ８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 １ ６． Ｌａｎｄｅｆｅｌｄ

，
Ｓ

． （
２０ １ ６ ）．Ｂｅｔ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

ｇ

Ｇｌ
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Ｃ ｈａｉ

ｎ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
ＴｈｅＰａｎｅ ｌ Ｄ

ｉ
ｓｃｕｓ ｓｉｏｎ

 ：Ｉｍｐ
ａｃｔ ａｎｄｍｅａｓｕ 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
ｌｏｂａｌ ｉｚａｔ

ｉ
ｏｎ

，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ｅｎｔ
ｐ

ｅｒｓ
ｐ
ｅｃｔ ｉｖｅ

，
ＵＮＳＣ

，
ＵＮＥｘｐｅｒｔＧｒｏｕ

ｐ
ｏｎ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 ｌｏｂａ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Ｓ ｔａｔ

ｉ ｓｔｉｃｓＭｅｅｔ ｉｎ
ｇ
ｏｎ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
２９Ｎｏ 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１６ 

－

１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１６

，ＮｅｗＹｏｒｋ．

③ 连接 ＥＵ－

ＩＣ －

ＳＵ ＩＯＴ ｓ 和劳动力账户 中 的劳动力数据 ，
按年龄组别 、 技能水平 、 性别和产业细分编制劳

动力指数 （经质量和工时调整 ） 。 资本生产率指标 （包括固定资本总形成 、 固定资本净存量 、 资产的平均生

命周期 ） 按资产和产业类别细分 。 环境账户 指标包括能源 、
温室气体排放 、

实物流量账户 。 参见 Ｅｕｒｏｓ ｔａｔ

（ ２０ １６ ）．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ｐ
ｕ ｔ

－

Ｏｕｔ
ｐ
ｕ ｔＴａｂｌｅ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Ｔｈ ｅＥｘ

ｐ
ｅｒｔＧｒｏｕ

ｐ
ｏｎ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ａｎｄ Ｅ ｃｏｎ ｏｍｉｃＧｌ

ｏｂａｌｉ ｚａ
？

ｔ
ｉ
ｏｎＳ ｔａｔ

ｉ
ｓｔ

ｉ
ｃｓ

， ２６
－

２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 １ ６．

④ＩＭＦＳ ｔａ ｔｉｓｔ ｉｃ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ｔ ＡＧｌａｎｃｅ２０ １６
， ｐ

ａ
ｇ
ｅ７

－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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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的先行先试者 ， 更是全球统计合作的力促者 。

致力于改善宏观经济数据和金融数据的可得性 。 这些数据主要是国民账户 、 价格 、 政府

财政统计 （
ＧＦＳ

） 、 货币 和金融统计 （
ＭＦＳ

） 、 金融稳健性指标 、 证券统计 、 国际收支统计和

其他跨境统计 ， 均符合 ２００８ＳＮＡ 和 ＢＰＭ６ 的原则 ， 因 而是高质量的 、

一致的和可比的 。 除这

些传统领域外 ，

ＩＭＦ 统计司也利用 自 己 的专业优势进入新兴领域 ， 如测度 自 然 资源财富

（ 《国 民账户 中 自然资源的分析指南 》 ， 已编制 ） ， 为资产负债表 、 部 门账户 、 房地产价格指

数 、 债务统计和养老金统计等提出理念并编制指南材料 。 近年来 ，

ＩＭＦ 主持修订贸易方向统

计 （
ＤＯＴ

） 的方法与算法 ， 探索应用大数据来编制宏观经济统计？和金融统计 。

提高数据生产与发布的效率 。 加强数据生产链上各主体之间 的合作 ， 降低数据整理过程

（尤其是基础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 中 的重复活动 。 比如 ， 加强 同联合 国粮农组织 （
ＦＡ０ ） 和

国际劳工组织 （
ＩＬ０

） 的合作 ，
推 出新 的 ＣＰＩ 调查 （扩展调查 内容 ， 减少其他机构的类似数

据的收集负担 ） 。 向所有用户在线免费开放如下数据 ： 国际金融统计 （
ＩＦＳ

） ，
各种涉外部 门

统计 （如 ＢＯＰ ） ，
ＤＯＴ

，
ＧＦＳ

； 这些数据的访问量也高速增长 ，
主要原因之

一

是新近完成的技

术改进 ， 尤其是新的在线发布平 台 （
ｈｔｔｐｓ ：／／ｄ ａｔａ，

 ｉｍｆ． ｏ ｒｇ ） ，
以及同欧盟统计局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合作开发 ＳＤＤＳＰｌｕｓ 以加快该组织成员 国多领域的数据发布速度。

推进全球统计合作 。 以主席身份主持如下机构之间的小组 ： 经济与金融统计机构 ，
国际

收支委员会 （
Ｂ０ＰＣ０Ｍ

） ， 财政收支顾问委员会 （
ＧＦＳＡＣ

） ， 金融统计任务组 ， 国 民账户机构

间工作组 （
ＩＳＷＧＮＡ

） 。 参与统计活动合作委员会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 ｔｉ ｓｔｉｃ ａｌ

Ａｃｔ ｉｖｉ ｔ ｉｅｓ
） 。 同世界银行集团合作推进国际比较项 目 （ ＩＣＰ ） 。 参与如下主体组织 的会议 ： 联合

国 （ ＵＮ ） 的统计委员会或其他委员会 ，
ＵＮ －ＢＩＳ －ＥＣ Ｂ－Ｅｕｒ〇 Ｓ ｔａｔ－０ＥＣＤ－ＰａｒｉＳ２ １ 的任务组 ， 后者

正推动 Ｇ２０ 数据鸿沟倡议进入第二阶段 （
ＴｈｅＧ－ ２０Ｄａ ｔａＧａ

ｐ
ｓＩｎ 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２

，ＤＧＩ
－ ２

，
为期五

年 ） ，
以改进统计资料的编制与发布？ 。 同 国际机构和地区机构

一

起协作推进官方尤其是低收

人经济体官方的统计能力建设 ， 前者如国际公共部门核算标准理事会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 ｔｏｒＡｃ ｃｏｕｎｔ 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Ｂｏａｒｄ
， ＩＰＳＡＳ

） ，
后者如阿拉伯统计理事会会和海湾统计理事会

（
Ａｒａｂ－ ＳｔａｔａｎｄＧＣＣ －Ｓｔａ ｔ

） 。 在过去七个财年 ，

ＩＭＦ 的统计能力建设活动增长了７０％ ， 覆盖 了

全球 １ ３０ 多个国家 ，
而且仍在改革以提供更好的统计能力 。

①微观数据对如下许多事项进行及时分析与政策回应十分关键 ： 经济增速 ， 非传统货币政策 ，
金融稳

定 ， 自 然资源管理 ， 财政规则
，
住户 福利

，
收人与财富分配 。 比如 ，

如何应有大数据估计 ＧＤＰ增速？ 估计

ＧＤＰ 增速的方法包括点估计法和概率分布法 。 其中 ， 概率分布法就是收集微观数据 ，
测度个体的异质性期

望
，

以预测 ＧＤＰ 增速的概率分布 （而传统的点估计结果往往带有更多预测师的主观偏好 ， 且同概率分布 中

心点之间的离差是非对称的 ） 。 微观数据提供 、 散布与分析的关键是新技术 ， 包括 ＩＴ 、 通过 ＳＤＭＸ有效的数

据传输以及核算概念与法律身份的相关深人协调 。

“

微观数据高速路
”

（
ｍｉ ｃｒｏ

－

ｄａｔａｈ ｉ
ｇｈ
ｗａ

ｙ
ｓ
） 的构建 ，

关键

是国家与国际统计界 、 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合作与协调 ，
特别要发挥统计机构的如下作用 。 其

一

， 统计机构继

续提供宏观经济统计数据 ， 同时开发大数据 ，
可确保方法论基础和完整性为 国际接受 。 其二 ，

统计机构需要

建立机制 ，
协助微观数据由 用户分享 。 其三 ，

统计机构和政策指定者敦促建立新的法律框架来支持获取微观

数据 ， 但须保密 。 私人机构 （包括社会媒体 ） 提供的微观数据也须获得法律支持 。 参见 Ａｌｅｘａｎｄ ｅｒ
，Ｔ ．Ｆ ．

（ ２０ １ ６ ）．ＩＭＦＳ 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ａｌＦｏｒｕｍａｎｄＢｉ

ｇ
Ｄａｔａ ｉ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ｕｎ ｔｓ．１ ０ｔｈＭｅｅｔ ｉｎ

ｇ
ｏｆｔｈ ｅＡｄｖｉ ｓｏｒ

ｙ
Ｅｘ

ｐ
ｅｒｔＧｒｏｕ

ｐ
ｏｎ

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 ｓ

，
Ａ
ｐ
ｒｉ

ｌ１ ３
－ １５

，２０ １６
，Ｐａｒｉｓ

，Ｆｒａｎｃｅ ．

② ＴｈｅＲｅ
ｇ

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Ｇ
－

２０ＤａｔａＧａ
ｐ
ｓＩｎｉ ｔｉａｔ ｉｖｅ（ ＤＧＩ ）ｗａｓ ｈｅｌｄ ａｔＲｉｏｄｅＪａｎｅｉｒｏ

，
Ｂ ｒａｚ ｉ

ｌ
，Ｆｅｂ

？

ｒｕａｒ
ｙ
２ ０ 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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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ＳＮＡ 治理

①

国 民账户体系 ， 是世界统计制度的核心 内容
，
其活动治理反映了世界经济统计治理的基

本架构 。

ＳＮＡ 活动的顶层是联合 国统计委员会 （
Ｕｎｉ ｔｅｄＮａ ｔｉ ｏｎｓＳ 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ｃ ａｌＣｏｍｍ ｉｓ ｓ ｉｏｎ

，ＵＮＳＣ ）
， 由

其 向秘书处间 国民账户工作组 （
ＩＳＷＧＮＡ

） 授权 ，
批准后者拟定的 ＳＮＡ 项 目并监督其进程 。

ＩＳＷＧＮＡ 由 ＵＮＳＣ 设立
， 旨在增进 同领域内 国 际组织之间 的合作 。 自 １ ９８０ 年代早期开

始 ， 该组织有五个成员 ： 欧洲统计局 （
Ｅｕｒｏ ｓ ｔａｔ ）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 ，
经济合作与开

发组织 （
ＯＥＣＤ

） ， 联合 国 （
ＵＮ

） ， 世界银行 （
ＷＢ

） 。 主席 由这五个成员组织轮值 。 秘书处设

在 ＵＮＳＤ 。 执行 ＵＮＳＣ 的命令并向其报告项 目进度 。 在如下两个层面发挥职能 ： 其
一

， 管理团

队一■为 Ｉ ＳＷＧＮＡ 的工作确保适当 的投入和产 出
，
在 自 身各组织 内部促成各方议定 的 目标

；

其二 ， 各 国核算人员
——资助并促进 ＩＳＷＧＮＡ 各项 目 的技术工作 ， 主要是聘请技术专家组 、

城市组或其他专家组来执行工作项 目 ， 针对大型项 目分别提 出项 目管理框架 。

资料来源 ：
Ｓｍ ｉ ｔｈ（

２〇 １ ６
） ａ

顾问专家组 （
Ａｄｖ ｉ ｓｏ ｒｙ

ＥｘｐｅｒｔｓＧｒｏｕ ｐ ，

ＡＥＧ
） ， 协助 ＩＳＷＧＮＡ 执行项 目并对这些项 目 进行

评估 ， 解决 ＳＮＡ研究议程上的议题 。 专家成员 １ ８ 名 ， 来 自 国别 、 区别和国 际统计组织 （ 加

上 ５ 个 国际组织的代表 ） ， 以及世界各大区域 的代表 ； 受邀成员来 自 特定专业领域
；
个人成

员 ；
特定议题如不能达成共识时 ，

受命投票的 ＡＥＧ 和 ＩＳＷＧＮＡ 成员 。 主席 由 ＩＳＷＧＮＡ 主席兼

任 。

ＡＥＧ 职权 。 评估并促成意在为 ＳＮＡ 的执行和支持性统计提供指南和培训的手册 。 通过研

估 ＳＮＡ 澄清 、 阐释与变动方案的合适性 ， 评论并促成 ＳＮＡ 的方法论开发 。 评估并促成沟通与

发布策略以及基于 ＳＮＡ 对新兴政策议题的统计应对 。 考虑按主流标准 收集 国际数据 的动议 ，

有效并低成本地跟踪 国际建议 。

项 目 、 技术专家组和城市组 ，
旨在处理特定议题 。 其一

， 在特定时段 内专注于特定议题 。

①Ｓｍｉ ｔｈ
，Ｈ ．（

２０ １ ６ ） ．ＩＳＷＧＮＡａ ｎｄＡＥＧ ：Ｍａｎｄａｔｅａｎｄｇ
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ｅｓ ｅｎｔｅｄａ ｔｔｈｅ１ ０ ｔ ｈＭ ｅｅ ｔ ｉｎ
ｇ

ｏｆｔｈｅ

Ａｄｖ ｉｓｏｒ
ｙ
Ｅｘ

ｐ
ｅｒｔ Ｇｒｏｕ

ｐ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ｕ ｎｔｓ

，１３
－

１ ５Ａ
ｐ
ｒｉ

ｌ ２０ １６
，
Ｐａｒｉｓ ． 刘仕 国 （

２０ １６
） ：

“

２０ １５年世界经济统计

学综述
”

， 《世界经济年鉴 ２０ １ ６ 》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 第 ４７ ０
－

４９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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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 聚焦于国民账户 ， 有 自 己 的权限和治理结构 。 其三 ， 同 Ｉ ＳＷＧＮＡ 协作 ，
致力于 ＩＳＷＧ －

ＮＡ 的工作项 目 。 其四 ， 必要时为大项 目分别提出管理框架 。

秘书处 。 ＵＮＳＤ 为 ＩＳＷＧＮＡ 的工作项 目 提供主要 的后勤和行政支持 。 关于 ＳＮＡ 的研究 ，

向 ＩＳＷＧＮＡ 提供建议 ， 供工作组或专家组研究所用 ；

ＵＮＳＣ 建立 的 ＳＮＡ 更新程序 （ 参见下

图 ）
， 由 ＩＳＷＧＮＡ评估 ；

如果有必要改变 ，

ＩＳＷＧＮＡ 就向 ＵＮＳＣ 提供这些改变 。

Ｔｙｐｅｏ ｆ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Ｅｄｉ ｔｏｒｉａ ｌ Ｃｌ ａｒｉｆｉｃ ａｔ 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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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ＳＮＡ 修订程序

四 、 小结

２００ ８ 版 ＳＮＡ 面世八年以来 ，
已在全球 ３２％ 的 国家部分或全部实施。 总体看来 ， 社会和

环境统计比过去更受重视。 国际统计界新推出 了 《全球生产测度指南》 等系列指南 ，
指导各

国官方统计当局编制相关数据 。 ＳＮＡ 的未来修订也在筹谋中 ，
１ ２ 项优先议题已明确列 出 。

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测度是本年度最突 出 的统计主题。 编制 《扩展的 国际与全球账户

体系 》 ，
已成全球统计界共识 。 该手册 ２０ １ ６ 年已拟 出初稿 ， 其中两大亮点是全球宏观账户和

全球供给
－使用表 。 为扩展该账户体系 ， 需优先处理如下 四方面 内容 ：

建立全球企业集团登

记
； 改善企业异质性测度 （ 主要通过开发企业功能分类 ） ；

解决双边贸易和 １
７０１ 统计的非对

称性 ； 编制全球供给
－ 使用与投人 － 产出表 。 围绕这些方面 ， 有大量基础工作待做 ，

已经实

现的包括修订推出广义经济分类第五版 （
ＢＥＣ５ ．０

） 。

ＩＭＦ 是国 际统计学界的领导机构之
一

，
既是提 出 与改进统计方法 的先锋 ，

也是全球统计

数据共享的先行先试者 ， 更是全球统计合作的力促者 。
ＳＮＡ 是世界统计制度 的核心 ，

其活动

治理反映了世界经济统计治理的基本架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