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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综述

２０ １ ５ 年世界经济统计学综述

刘仕国
＋

摘要 ： 世界经济统计学 ２ ０１ ５ 年的焦点 ， 包括全球生产的核算和国 民账户体系 的未来 、 国

际贸易统计、 国际金融统计和国际投资统计 。 此外 ， 本文还简要 阐述 了世界经济统计治理领

域中作用重大的 ／Ｖ个国际组织 。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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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统计治理

一

、 引 言

世界经济统计学主要是基于观察 （ 〇ｂＳｅｒＶａ ｔ
ｉｒａ

－

ｂａＳｅｄ ） 来测度世界经济事务 ， 并基于观察

所得数据用定量方法尤其是计量方法探索世界经济的规律性 。 其中 ，

“

世界经济
”

或者为全

球经济整体 ， 或者为世界经济的代表性区域或代表性经济体 。

本综述主要关注
“

世界经济事务
”

测度类文献
，
但这类论文在 《世界经济年鉴 》 指定的

中英文期刊中并不多见 。 为全面反映世界经济统计学的全貌 ， 本综述另外纳入了 主要 国际组

织和主要经济体统计当局发表的统计文献 ， 前者如联合国统计司 、 国际货币组织 、 世界银行、

世界贸易组织 、 经合组织和欧盟统计局 。

此外 ， 实证探索世界经济规律性的文献绝大部分属于特定学科的应用性文献 ， 应归属于

这些应用类学科 。 本文不会将这些文献纳入随后综述
，
仅在此简略概述 。

２０１ ５ 年部分代表性

文献请参见本卷
“

世界经济统计学 ２０ １５ 年最佳论文
”

栏 目及其评选 问卷 ，
其中宏观经济统

计类的代表性议题包括利用互联网搜索行为预测宏观经济 （刘涛雄 、 徐晓飞 ，

２ ０１ ５
）

？
、 中国

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收敛性测度 （苏治 、 徐淑丹 ，

２０ １５
）

？
、 中国

“

新常态
”

时期合理经济增速

＊ 刘仕囯
，
中 囯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

主要研究世界经济统计学和全球宏观经济 ，

ｌｍ ｓ
ｇ
＠ ｃａ ｓｓ ． ｏｒ

ｇ
． ｃｎ 。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

并 自 负文责 。

① 刘涛雄 、 徐晓飞 （ ２ ０ １５ ） ：
“

互联网搜索行为能帮助我们预测宏观经济吗 ？

”

， 《经济研究》 ， 第 １２ 期
，

第 ６８－ ８３ 页 。

？ 苏治 、 徐淑丹 （ ２ ０ １５ ） ：
“

中 囯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收敛性测度 基于创新与效率的视角
”

， 《 中

囯社会科学》 ， 第 ７ 期
， 第 ４ － ２ ５

、
２０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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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 （ 闫坤 、 刘陈杰 ，

２〇 １ ５
）

？
、 中国开放度测算 （ 吕 志鹏等 ，

２〇 １５
）

？ 和 中 国制造业 国际竞

争力测算 （戴翔 ，

２０ １５
）

？
， 国际贸易统计学代表性议题如

“
一带一路

”

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

与贸易潜力测算 （ 孔庆峰 、 董虹蔚
，

２０ １５
）

？
、 经济发展统计类的代表性议题包括中国生产侧

和消费侧碳排放量测算 （彭水军等 ，

２０ １ ５
）

？ 和中 国基尼 系数走势评估 （杨耀武 、 杨澄 宇 ，

２０ １ ５
）

？
。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

不确定性是世界经济学多个子学科均涉及的议题 ， 如 Ｊｕｒａｄ ｏ ｅ ｔ

ａｌ
．（

２ ０ １５
）

⑦
、 Ｂｕｒｋｅｅｔａｌ

．（
２ ０ １５

）

⑧
、 Ｍａｎｓ

ｋ
ｉ（

２ ０１ ５
）

⑨
、 Ｒｏｓ ｓ ｉ＆Ｓｅｋｈｐｏ ｓ

ｙ
ａｎ（

２０ １５
）

⑩
、 Ｃｏｇ

－

ｌｅ
ｙ
＆Ｓａｒｇｅ

ｎｔ（
２０ １ ５

）

？
、
Ａ ｌ

－Ｎａｊｊａｒ＆Ｓｈｍ ａ
ｙ
ａ（ ２０ １５

）

？
、

Ｃａｐ ｏｒａ
ｌｅｅ ｔａ ｌ ． （

２ ０ １５
）

？
， 分别获选本

年鉴
“

世界 经济 统计 ２ ０１ ５ 年最 佳 英文 论文
”

之 Ｔ０Ｐ２
、

Ｔ０Ｐ３
、
Ｔ０Ｐ５

、
Ｔ０Ｐ６

、
Ｔ０Ｐ７

、

Ｔ０Ｐ１ １
、
Ｔ０Ｐ１ ５

。

２０ １ ５ 年世界经济统计学发表的文献包括如下五个主题 ： 国民账户体系 （
Ｓ
ｙ
ｓ ｔｅｍｏｆＮａ ｔｉｏｎ

？

ａｌＡｃｃ ｏｕｎ ｔｓ
，ＳＮＡ ）的进展 ，

国 际贸易统计进展 ，
国际金融统计进展 ，

国际投资统计进展 ， 世

界经济统计治理 。 本文随后 内容按此展开 ， 最后
一

部分是全文小结 。

①闫坤 、 刘陈杰 （
２ ０ １５

） ：
“

我 囯
‘

新常态
’

时期合理经济增速测算
”

，
《财贸经济》

，
第 １ 期

，
第 １ ７

－

２ ６ 页 。

② 吕志鹏 、 王红云 、 赵彦云 （ ２ ０ １ ５ ） ：
“

经济开放度的测算与 囯际比较
”

， 《 囯际贸易 问题》 ， 第 １ 期
，

第 １ ４ － ２ ４ 页 。

③ 戴翔 （ ２ ０ １５ ） ：
“

中 囯制造业囯 际竞争力 基于贸易 附加值的测算
”

， 《 中 囯工业经济》 ， 第 １ 期
，

第 ７８
－ ８８ 页 。

④ 孔庆峰 、 董虹蔚 （ ２ ０ １ ５ ） ：
“ ‘

一带一路
’

囯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与贸易潜力研究
”

， 《 囯际贸易

问题》
，
第 １２ 期

，
第 １ ５８－ １ ６８ 页 。

⑤ 彭水军 、 张文城 、 孙传旺 （ ２ ０ １ ５ ） ：
“

中 囯生产侧和消 费侧碳排放量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

， 《 经济

研究》 ， 第 １ 期
， 第 １ ６ ８－ １ ８２ 页 。

？ 杨耀武 、 杨澄宇 （ ２ ０ １ ５ ） ：
“

中 囯基尼系 数是否真地下降了 ？ 基于微观数据的基尼系 数区 间估

计
”

，
《 经济研究》

，
第 ３ 期

，
第 ７５

－ ８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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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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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Ｍａｎ ｓｋ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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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ｉｎＯｆｆｉ ｃ ｉ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ｔａｔｉ ｓｔｉ ｃ ｓ

 ：ＡｎＡｐｐ
ｒ ａｉ ｓａ

ｌＦｉｆｔ
ｙ

Ｙｅａｒｓａｆｔ ｅｒＭ ｏｒ
ｇ
ｅｎ ｓｔｅｒ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Ｌ ｉｔｅ ｒａｔ ｕｒｅ
，
５ ３ （

３
） ，

６３ １－ ６５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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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国民账户体系 的现状与未来

（

一

）
２００ ８ 年版国民账户体系在全球的推广

？

２００ ８ 年版国民账户体系 （
２００ ８ＳＮＡ

） 正得到越来越多 国家的采纳 。 截至 ２０ １ ３ 年 ， 联合

国 ９５％ 的会员 国 （
１ ８３ 个国家 ， 含 ９７％ 的亚洲发展 中 国家、 １ ００％ 的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发展

中国家、
９ １％ 的非洲 国家和 ９２％ 的大洋洲 国家 ） 报告 了国 民账户数据 ， 但约 １ ０％ 的国家没有

每年上报 ，

５％ 的国家在过去五年 中完全没有报告 。 只有约 ５５ ％ 的成员 国能 以 ｔ
－

１ 的时滞提

交数据 。 若以最高 ｔ

－ ２ 的时滞提交数据 ， 该比例提高至 ８ １％ 。

截至 ２０ １３ 年报告期 ，

１ ９３ 个会员 国 中有 １６５ 个 （
８５％

） 实施了１ ９９３ＳＮＡ 或 ２００ ８ＳＮＡ
。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 、 所有东欧 、 高加索和中亚经济体以及 ８０％ 的发展中 国家都根据 １９９ ３ＳＮＡ

或 ２００ ８ＳＮＡ 规定的方法报告国 民账户数据 。 另外
，
实施 １９ ９３ＳＮＡ 或 ２００ ８ＳＮＡ 的最不发达国

家和地区 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 ， 分别为 ６９％ 和 ８ １％ 。

只有 ４３ ％（
８３ 个 ） 的会员 国提供

“

最低要求数据集
”

表格 ，
这主要是缺乏报告世界其

余国家账户所致 。 因此
，
必须将 国际收支统计纳入国 民账户 。

遵守 国民账户体系的概念 。 大约 ８５％ 的会员 国已实施 １ ９９３ＳＮＡ 或 ２ ００８ＳＮＡ
。 每年 ８ 月

是提交国 民账户调查表的截止 日 期 ， 但只有十个会员 国已根据 ２００８ＳＮＡ 报告数据 。
２０ １４ 年 ８

月 以来 ， 若干会员 国采用 ２００ ８ＳＮＡ方法 ， 尤其是欧盟成员 国 。 截全 ２０ １５ 年春 ，
已有 ２８ ． ５％

（ 即 ５５ 个 ） 会员 国实施 ２ ００８ＳＮＡ 。

主要受资源的限制 ，

一些会员 国只践行了２００８ＳＮＡ 的部分建议 。 例如 ， 有些会员 国选择以

渐进方式实施 ２００８ 年版国民账户体系 ， 集中解决影响国 内生产总值和最低要求数据的问题 。 这

些问题包括间接计量的金融中介服务新估数、 央行产出 、 军事开支和地下经济更全面的估计数 。

在过去几年特别是过去一年 中
，

一些会员 国颁布了经修订的 国 民账户
，
反映明显更高的

国内生产总值水平 。 这些修订的主要原因是采用 了较新基准年和对经济活动更详尽的衡量 。

在出现国 内生产总值水平显著上调的大多数情况 中 ，
以前使用的基准年是十多年前的 。 虽然

这些更新 国民账户的努力值得赞扬 ， 但 目前仍有约 ８０ 个会员 国使用 ２００ ５ 年之前的基准 ， 约

３０ 个会员 国使用 ２０００ 年之前的基准 。

考虑到基准年过时 、 约 １ ５％ 的会员 国根据 １９ ６８ＳＮＡ 汇编国 民账户数据 、 最低要求集的

遵守率相对较低等因素 ， 需要更努力地为 国民账户数据汇编指定基本源数据 ， 在 国家层面尤

其如此 。

① 联合囯统计委员会 《秘书处间 囯 民账户工作组 的报告》 ，
联合囯经济与社会理事会 ，

Ｅ／Ｃ Ｎ．３／２０ １５／ １ １



第六篇 世界经济统计学 ■
４７３

（ 二 ）
ＳＮＡ 的未来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１ ６ － １ ７ 日
，

ＩＡＲＩＷ－ＯＥ⑶ 联合召开特别大会
“

ＳＮＡ 何去何从 ？

”

，
组织 了

４

个主题演讲和 ９ 场分会 ， 合计收到论文 ３ ３ 篇 （ ｖａｎｄｅ Ｖｅｎ
，２ ０１ ５

；ＩＭＦ
，２ ０１ ５

）

①
。

ＳＮＡ 中最广为人知且应用最为广泛的指标是 ＧＤＰ
。 围绕 ＧＤＰ 或 ＳＮＡ 未来的前景

，
与会

者的观点分成如下三类 。 其
一

， 部分与会人员认为 ＧＤＰ 没有测度福利 ，
因 而呼吁 ＧＤＰ应大

幅改变甚至被替代 ， 以明确纳入社会与环境议题 ， 包括收入分配与未付酬工作 。 事实上 ，
这

种观点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大的社会认同 。 这部分人士认为 ，
基于 ＧＤＰ 的 ＳＮＡ 未来将会式微 。

其二 ， 部分与会人士认为 ，

ＳＮＡ 已经获得许多应用 ， 最新的应用就是帮助各国控制了 ２ ００８ 年

金融危机
，
这再次证明其成功性 。 其三

，
许多与会者的观点则介于上述两种极端观点之间 。

他们认可 ＳＮＡ 的基本框架 ，
但觉得其 尚需许多改变 ，

以跟上这个高速变化的世界 ，
比如 ＧＤＰ

应包括更多形式的资本 ， 对全球化的处理要适当 。

这次会议的主要结论如下 。

——

社会与环境问题十分重要 。 在正式改变 ＳＮＡ 之前 ，
这些 内容也可纳入包容性更强的

统计框架 ，
后者可暂命名 为

“

国 民经济账户 体系
”

（
Ｓ
ｙ
ｓｔｅｍｏｆ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Ｅ ｃｏｎｏｍ ｉｃＡｃｃ ｏｕ ｎｔｓ

，

ＳＮＥＡ
） ，
而现有 ＳＮＡ 可作为 ＳＮＥＡ 的一部分

，
所享地位 同其他专题相等 。

—在 ＳＮＡ 或 ＳＮＥＡ 中 ， 家庭相关指标应得到更大重视 ，
比如各种家庭组别的收入 、 消

费 、 储蓄和财富的分配 ，
最终均可纳入经济福利的综合测度之中 。

——人们建议的 ＧＤＰ 或 ＳＮＡ 许多扩展更依赖建模而非主要基于观察值的账户 ， 充分整合

二者不具实践性 ， 对用户而言更是远不可及 。

——最重要的是 ，
要设计

一

套灵活的统计体系 ， 并改善宏观数据同微观数据之间 的联 系 ，

尤其是同企业会计实践之间在概念与定义上的关联 。

——因为初衷是用于行政管理 目 的的 ，

ＳＮＡ 应尽可能保持稳定 （ 避免频繁修订 ） 。 ＳＮＡ

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有三 ： 如何应对跨国公司 的跨境核算战略 （ 该战略的首要 目标是财政优

化
，
次要 目标才是通过区位优化实现增加值最大化 ） ，

如何测度知识和无形资产对经济发展

日渐增大的作用 ， 如何测度金融服务 。 即使就 ＳＮＡ 深远变革的原则达成 了共识 ， 仍需积累大

量的实践经验
，
方可正式付诸全球实践 。 中期内

，
这种实验性的工作可纳入扩展的统计框架 。

——每个国家 ，
无论其规模多小 ，

只要基于 ＳＮＡ 的概念和特定的编纂指南 ， 即使统计系

统不发达 ， 仍可得到高质量的宏观经济统计 ， 并有可能全面践行 ＳＮＡ 。

—ＳＮＡ遭受许多批判
，
源于 自身测度什么和不测度什么未得到大量用户的理解 。 为此

，

编制
一

份极简 ＳＮＡ 概要 ， 解释如下内容 ： 核算框架的派生指标及其优劣 ，
这些指标同经济理

论的关联 ， 经济政策的 目标变量 。 该概要将极其有助于用户 ， 并可能避免某些误导性的批判 。

此外 ， 应抓紧对外宣传国民账户的各种产 品 ，
不仅要同公众大量沟通 ，

而且要同研究界和政

策制定者沟通 ，
后者可能更为重要 。

① ｖａｎｄｅＶｅｎ
，Ｐｅ ｔ ｅｒ（ ２０ １ ５ ）．ＩＡＲＩＷ－

ＯＥＣＤ ｓ
ｐ
ｅｃ ｉ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ｕｎ ｔｓ

：
“

Ｗ（ ｈ ）

ｉ
ｔｈｅｒｔｈｅＳＮＡ ？

５ ５

 ＩｎＯＥＣＤＴｈｅＳｔ
ａ

ｔ
ｉ ｓ

ｔ
ｉｃ ｓＮｅｗ ｓ

ｌ
ｅ
ｔ ｔ
ｅ ｒ

，Ｉ ｓｓｕ ｅＮｏ ．６３
，Ｓｅｐ ｔ

ｅｍｂ ｅｒ
，ｐａｇｅ１ ２－ １ ３ ．

ＩＳＷＧＮＡ（ ２０ １５ ） ．Ｕｎｉ ｔｅｄＮａｔ ｉｏｎ ｓＳｔａｔｉ ｓｔｉ ｃ ｓＤ ｉｖ ｉ ｓｉｏｎ
，５Ａ＾４Ｎｅｗｓａ ｎｄ Ｎｏｔｅ ｓ

，Ｎｕｍｂｅｒ３８
，Ｄ ｅｃｅｍｂ ｅｒ

，ｐ ａｇｅ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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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全球生产核算的进展

全球化时代的生产 ， 或全球生产 ，
其核算是近年来的热点 。

一

个原因可能是 ， 跨国生产

主要来 自跨国公司 （
Ｒａｍｏｎ ｄｏ ｅ ｔ ａ ｌ ．


，
２０ １５

）

①
。

（

一

） 《全球生产测度指南 》 ： 框架与意义

欧洲经济委员会 （ 欧洲经委会 ）
／经合组织／欧统局 的专门工作组指定了指南 《全球化对

国民账户 的影响 》 （
２０ １ １

） 。 该指南着重指出 了
一些概念和测度 问题 ， 有待进

一

步调查 。 按

此
， 欧洲统计员会设立了欧洲经委会全球生产工作队 ，

以解决这些问题 。 该工作队 ２０ １５ 年发

布了 《全球生产测度指南》 （
ＵＮＥ ＣＥ

，２ 〇１ ５
）

？
３

《全球生产测度指南 》 主要关注涉足全球生产之跨国企业的行为 ， 应用 ２００ ８ＳＮＡ 的 国际

核算标准和 ＩＭＦ
《 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头寸手册 》 第六版 （

ＢＰＭ６
） 的框架 ，

主要 目标如下 。

其
一

， 提供
一

个概念框架 ， 以理解跨国企业的结构 、 所有权尤其是无形资产 （如专利和相关

特许服务流量 ） 的显着性 。 其二 ， 为处理本土跨国企业所遇到的全面挑战提供实践指导 。 其

三
， 提供不同 国家的具体案例和最佳实践 ， 编制全球生产统计 。 其四 ， 讨论近期 的

一些相关

倡议 ， 如增加值贸易倡议 。 其五 ， 规划未来的工作 。

《全球生产测度指南 》 包括如下 １ １ 章 ： 简介 ；
全球生产安排的类型 ； 跨国企业 内部的经

济所有权原则 ；
全球生产 中知识产权产 品的所有权 ；

全球生产测度——数据来源与编制挑战 ；

大型且复杂 的企业单位 ； 测度 增 加值贸 易 ； 多领土 （
ｍｕｌ ｔ ｉ ｔｅ ｉｒｉ ｔｒａｙ ）

企业？
； 准转 口 贸易

（ ｑｕａｓ ｉ
－

ｔｒａｎｓ ｉ ｔｔｒａｄｅ ） 及类似现象的测度 问题 ；
三角服务贸易 （

ｍ ｅｒｃｈａｎｔ ｉｎｇｏ
ｆｓｅ ｒｖ ｉｃｅ ｓ ） ； 结论

与未来议程 。

全球生产的分类有助于识别跨国生产过程 中的协作程度 ， 包括识别领先企业对整个生产

过程的控制程度 ， 尤其是无工厂物品生产者 （
ｆａｃ ｔｏｒ

ｙ
ｌｅｓ ｓ

ｇｏｏｄｓ
ｐｒｏｄｕｃ ｅ ｒｓ

，ＦＧＰ ） 的核算 问题 ，

有助于理解全球价值链内部交易的性质 。

全球生产安排 （ ｇ
ｌｏｂａ ｌ

ｐｒｏｄ ｕｃｔ ｉｏｎａｒｒａｎ ｇｅ
ｍｅｎｔ

） 的测度挑战 。 该安排有三类 ： 货物送往海

外加工
；

三角贸易 （
ｍ ｅｒｃｈ ａｎｔ ｉｎｇ ） ；

无工厂货物的生产 。 该报告 阐明 了 相应数据的需求及来

源
，
评估了现有数据搜集体系 （ 行政登记 ，

企业核算
，
大数据

，
额外调查 ） ，

并建议加强 国

际数据共享机制 。

全球价值链和 国际增加值贸易测度 ， 同全球生产现象关系密切 。 增加值贸易测度的关键

技术之一是投入 － 产出的表式与建模 。 该测度有助于详细展示一 国贸易的真正依存度 （如增

加值依赖或就业依赖 ） 。 增加值贸易分析的价值 ， 大大依赖于 国民账户和 ＢＰＭ 测度全球生产

①Ｒａｍ ｏｎｄｏ
，
Ｎ ．


，
Ｒｏｄｒｉ

ｇ
ｕ ｅｚ

－Ｃ ｌ ａｒｅ
，

Ａ ．＆Ｔｉ ｎｔ ｅｌ ｎｏ ｔ

，
Ｆ ．（

２０ １ ５
）．Ｍｕ ｌｔ ｉ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ｏｎ

 ：
ＤａｔａａｎｄＳ ｔ

ｙ
ｌｉ ｚｅｄ

Ｆａｃ ｔ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 ｅｗ
，１ ０５（ ５ ）

，
５３０ 

－

５３ ６．

②Ｕｎｉ ｔｅｄＮａｔｉ ｏｎｓ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Ｃｏｍｍｉｓ ｓｉ ｏｎ ｆｏｒＥ ｕｒｏ
ｐ
ｅ（ ＵＮＥＣＥ ）（

２０ １ ５
）

，
Ｇｕｉ

ｄｅｔｏＭｅａｓｕ ｒｉ 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Ｐ ｒｏｄｕｃ
？

ｔｉｏｎ ．Ｕｎｉ 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 ｓ
，ＮｅｗＹｏｒｋ．

③ 这是囯际收支与 囯际投资头寸手册 （
ＢＰＭ６

） 提 出 的名词 。 这类企业 的临时或永久运营基地分布于

至少 ２个经济领土 。
ＢＰＭ６ 的 ４ ． ４ １ 段称

，
这些基地的运用犹如

一

个不可分隔的整体 ，
各基地没有单独 的账号

或决策权
， 无法作为该企业的单独分支机构 。 这类企业多集 中于运输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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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的全面性和正确性 。

（ 二 ） 《全球生产测度指南 》 ： 结论或建议

其
一

， 关于全球生产安排的术语 。 术语分类有助于明 确如下要义 ：
ＧＶＣ 中各主体的作

用 ；
生产链上投入 、 产出与资产的经济所有权人

；

ＧＶＣ 内部交易的性质 。 有必要根据实际情

况更新该分类 。 全球生产已进入服务领域 ， 有必要加强分类研究 ， 更详细地研究国 际服务安

排者遵循的商业模式 ，
不过迄今为止 尚未收集到国际服务价值链的足够证据 。

其二 ，

ＦＧＰ 的产业分类及其交易的登录 。 这类生产商外包 自 己 的制造活动 ， 但拥有相关

知识产权产品 （
ＩＰＰ

） 且控制该生产过程的产出 。

越来越多人不满意现有 ＦＧＰ分类办法 。 按 ＩＳＩＣＲｅｖ ．４ 的严格说明 ，

ＦＧＰ应归类为分销商

（如果 ＦＧＰ 不提供且不拥有产品形态改变过程所需有形投入品 ， 即使 ＦＧＰ 提供产 出 的技术规

格、 拥有并提供生产中所用 的其他关键投入品 ，
后者如 Ｒ＆Ｄ

） 。 提供关键投入品 （ 如 ＩＰＰ 服

务 ， 亦即产品 的设计图 ） ，
意味着 ＦＧＰ 参与的活动 已不仅仅是贸易 。 因此

，

ＩＳＩＣＲｅｖ ．４ 所秉

持的
“

有形投入品所有权的投入
”

标准应扩展 ，
以纳入关键服务投入品 （如 ＩＰＰ 相关 ） 。 本

指南基于如下理由 另外建议将 ＦＧＰ 归为生产商 ：
ＦＧＰ 既不是分销商

，
也不是制造商

，
而是一

种全新的生产商 ， 尚未从当前产业分类 中剥离出来 。 因此
， 该建议的第

一

步是提出 ＦＧＰ 分类

规则 ，
以更好地分析 ＦＧＰ 的特征 ， 检验各种核算办法 。 如何检验 ＩＰＰ 在这类公司生产活动中

的显著性 ， 以 阐释 ＦＧＰ 同分销商的分界线 ？ 本指南为此提供了新的指导 。

上述建议同国 民账户顾问专家组 （
ＡＥＧＮＡ

） 的意见是
一

致的 。 下
一

步的优先工作 ， 是整

理更多的实践经验
，
包括 ＦＧＰ 分类标准的进

一步打磨经验及相关交易在 国 民账户和国 际收支

账户 的登录经验 。

现在 ， 大多数高技术产品均包括产 品 （ 即硬件 ）
和服务 （ 如软件、 研发 ） 部分 ，

二者之

间 常常难 以彼此剥离 。 类似地 ，

ＧＶ Ｃ 上各公司 的产出可能是彼此相关的货物与服务 。 货物与

服务之间 的区别 ， 货物供应商和服务供应商之间 的区别 ，
可能经常是模糊的 。 而且

， 在现行

统计标准下 ，
承包商如果拥有有形供应 品和投入 品并转化为所制成的产品 ， 其产 出常常应登

录为
“

货物
”

而非
“

服务
”

。 在未来修订 ＳＮＡ
、
Ｂ ＰＭ

、
ＣＰＣ 时 ， 货物 － 服务的区别应进

一

步

仔细检视 。

与全球生产相关的
一

个问题是统计单位 （ ｓ ｔａ ｔ ｉ ｓ ｔｉｃａｌｕｎ ｉｔｓ ） 。 ＳＮＡ 用
“

基层单位
”

（ ｅ ｓｔａｂ
？

ｌ ｉ ｓｈｍ ｅｎｔ
）作为编制产业统计尤其是供给

－ 使用表的统计单位 。ＳＮＡ
—直假设 ，凡属于同一产

业组别的基层单位 ，
必具有 同质的生产功能 。 然而 ，

生产的区域分散化或 国际分散化以及新

型生产者的涌现 ，

已经弱化了该假设 。 新实践要求重新考虑供给 － 使用表中的统计单位和建

基其上的产业分类 。 相应地 ， 与统计单位相关的
“

机构单位
”

（
ｉｎｓ ｔｉ ｔｕｔｅｕｎｉ ｔ

） 概念以及建基

其上的
“

机构部门账户
”

也 日益受到全球分散生产的冲击 。
ＳＮＡ

—直假设 ， 凡机构单位 ， 必

拥有决策 自 主权或做出经济决策的能力进而拥有完整的
一套账户 ，

但该假设在 ＳＮＡ 编制实践

中却有不 同的理解与执行 ，
可能影响相应数据的 国际可比性 。 此外 ， 专属机构 （ ｃａｐ

ｔ ｉｖｅｕｎ ｉｔ
）

是不是机构单位 ，
也存在认定问题 。 政策分析者越来越希望打破供给 － 使用表同机构部 门账

户之间的藩篱
，
以深入分析实体经济 、 收入同金融之间 的联系 ，

但却受阻于产业基层单位和

机构基层单位不
一

致这
一“

先天不足
”

。 在行政管理数据作用 日 隆且减轻统计调查负担压力

日 大的现实情况下 ， 该正式权衡 ＳＮＡ 同时保留这两种
“

统计单位
”

的利弊了 。 为此 ，

ＩＳＷ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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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 已决定建立
“

统计单位任务组
”

（
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ｏｎＳ ｔａ ｔｉ ｓｔ ｉｃａｌＵｎｉ ｔｓ

） 来研究该问题 ， 并提出解

决方案 （
ＩＳＷＧＮＡ

，２０ １５
） 。
①

其三
，
经济所有权 ： 理论与实践

２００ ８ＳＮＡ建议 ， 进 口和出 口的登录应严格基于所有权的变化 。 为他人拥有 的有形投入品

（ 即待加工货物 ） 增加的制造性服务 ， 以及三角 贸易 ， 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 但是 ， 该原

则正受到如下案例挑战 。

应建立补充表 （
ｓｕｐｐ

ｌｅｍｅｎｔａｒ
ｙ

ｔａｂｌｅ ｓ
） ，

以反映跨国公司通过特定 目 的实体 （
Ｓｐｅｃｉａ ｌＰｕｒ ？

ｐｏ ｓｅＥｎｔ ｉ ｔ

ｙ
，ＳＰＥ ）进行的

ＩＰＰ
投资 。 通过建立合法的

ＳＰＥ
进行全球地理维度上的布局 ， 跨国

公司将 自 己的 ＩＰＰ 所有权分配给这些 ＳＰＥ
， 以获得最大税后利润 。 如果不是该安排 ，

这些

ＳＰＥ 就会跟全球生产活动不相干 。 这种 ＩＰＰ 服务显然是
“

伪造
”

的
，
但国 民账户 和国际收支

账户编制者难以识别并剥离这种法律安排 ，
不得不将其登录为 ＩＰＰ 投资利润 ， 尽管 ２００８ＳＮＡ

可能并不视这些 ＳＰＥ 为经济所有者 。

即使不经 由 ＳＰＥ
，ＩＰＰ 的经济所有权原则有时也难以应用于跨国公司身上 。 在跨国公司 内

部
，

ＩＰＰＳ 的创设、 法律所有权及生产应用 ，
可能涉及分布在多国 的多个实体

，
大大增加了 同

贸易相关 ＩＰＰ 登录的复杂性 。 本指南建议
，
基于必要的信息进行判断

，
可将 ＩＰＰ 使用 同 ＧＶＣ

链上各国适当联系起来 ， 但这些必要信息可能仍难获得 。

对多领土企业或类似企业 （ 如在海外从事大型建筑项 目 的建筑公司 ） 应用经济所有权原

则也面临挑战 。 登录这些企业的产出
，
需要逐国建立虚拟 （

ｎｏｔ ｉｏｎａｌ

） 的单位 ，
并在这些机构

间按 比例分配交易量和资产所有权 。 这需要相关 国家统计机构精密合作 。 各国在登录该类交

易的经验仍待持续分享 。

全球生产核算方法 ， 包括在 ＧＶＣ 内分配经济所有权的核算法 ， 应与时倶进 。 全球化仍在

进行中 ， 仍会催生新型的全球生产安排 。 此外 ， 国民账户所用的单位有待重新考虑 。

其四 ， 测度全球生产需要开辟新的数据来源 。

协调 国际货物贸易统计 （
ＩＭＴＳ

） 和国 民账户 － 国 际收支 中的进 口 与出 口统计
，
需要数据

支持 。 但是 ， 受限于相关国家的不同情况 ，
这些数据可能不易获得 。 本指南为调整这些数据

的收集提供了建议 ， 其中关于额外所需数据的建议如下 。

——

识别 ＩＭＴ Ｓ 中不涉及经济所有权转移 的货物进 口 与出 口
（ 如送往海外待加工或修理

的货物 ） ，
以及 国民账户或国际收支统计中不应登录的进 口或出 口 。

——在海外购买或销售的货物 ， 应登录为国 民账户或 国际收支统计中 的进 口 或出 口
， 但

应予识别 。 这些交易未跨越经济边境 ，
因而也未列入 ＩＭＴＳ

。

——在企业调查中
，
关于受访单位所持存货的设计理念

，
应基于所有权原则而非经济领

土原则 。 在海外所持货物类存货的变动 ， 需登录在供给 － 使用表中 ； 类似地 ，
所持海外存货 ，

要同 国内所持存货剥离开 ， 并明确登录于国家资产负债表和贸易利润 （
ｍａｒｇ

ｉｎ
， 扣除持有损

益
） 中 。

——

国际服务贸易数据的搜集 ， 是许多国家面 临的挑战 。 测度 国 际服务贸易尤其困难 ，

主要原因有二 ： 服务供应模式多样且差异巨 大 ； 国 际贸易政策 同 国内非关税政策之间的交织

较过去更为严密 。 在国际服务贸易调查 中 ， 建议明确纳入集团 内部诸单位之间 的服务交易问

① ＩＳＷＧＮＡ（ ２ ０ １ ５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ｏｎＳｔａｔｉ ｓｔｉ ｃａ

ｌ Ｕｎｉ ｔｓ
，

■ＳＴＶＡ，
Ｎｕｍｂｅｒ ３８

，

Ｄｅｃｅｍ－

ｂｅｒ
，ｐ ａｇｅ

２ －４ ．



第六篇 世界经济统计学 ■
４７７

题
， 包括这些服务之于跨国公司 活动 以及集团 内部诸单位之间相关产 出 或消 费的相对规模 。

作为受访者 ， 跨国公司属下机构可能被问及其所购管理类服务中来 自 附属企业的贡献 。 Ｒ＆Ｄ

调查是获取 Ｒ＆Ｄ 相关国际贸易流量 ｆｇ息的次优方式 。

要获得上述诸项数据 ， 许多 国家需要拓展现有各种统计的范围 ， 但相关统计机构却面临

许多 中短期约束 。 因此
， 最现实的办法是充分用好现有各种数据资源 （含企业调查结果、 货

物贸易统计、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 ） ， 其中重要步骤就是将这些数据放在一起 ， 进行协调处理 。

应予优先进行的 ， 就是基于一体化的企业登记 ： 将企业统计登记同海关登记连接起来 。 此外 ，

应最充分地利用现有海关统计数据或税务当局的信息 。

其五
，
全球生产测度新法 。

“

共同 国际商务登记
”

， 如 《 统计企业登记指南 》 （
ＴｈｅＧｕｉｄｅｌ ｉｎｅ ｓｏｎＳｔａｔ ｉ ｓ ｔｉｃａｌＢｕｓ ｉ

ｎｅ ｓ ｓ

Ｒｅｇ
ｉ ｓｔｅ ｒｓ

，ＵＮＥ ＣＥ２０ １５？
） ， 针对最复杂跨国公司而开发

，
有助于在 国与国 的基础上用彼此

一

致的方式划分企业经济活动的 国别归属 。 该登记可能会成为平 台 ， 支持基于微观数据的全球

化统计
， 有助于辨识跨国公司众多成员单位彼此之间 的经济关系及所发生的交易 。 当然 ， 该

类登记未来应更多地着重全球化相关问题尤其是全球生产的特征 。

国家统计机构之间应共同努力 ， 改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中跨国公司属下诸公司之间服务

流的登录 。 知识产权产品 （
ＩＰＰｓ

）
生产者对该产品所有权的识别 ，

显然易于该产 品用户 的识

别 。 当跨国公司属下诸单位之间的 ＩＰＰＳ 生产单位与消费单位未设立在 同一 国家时
，
各国统计

机构之间应优先加强协调
，
至少在针对最大的跨国公司 时应如此 ，

以避免贸易统计的非对称

性 。 在数据交换时 ， 应考虑保密政策和现有 限制 。 未来应探索各国统计机构之间严格基于统

计 目 的 （如改善数据的有效性 ） 开展微观数据交流的可行性 ，
国际组织则应考虑 自 己在该过

程 中的具体促进作用 。 建立永久论坛 ， 各国专家分享全球生产安排相关测度 问题的信息和经

验 ， 包括便利新案例的研讨、 识别最佳实践 、 增进核算实践的协调 。

其六
，
价格与物量测度 。

国 民生产账户核算 ＧＤＰ 的价格与物量时应适应全球生产者产出 的关键特征 。 价格指数的

代表性取决于其所覆盖产 品的特征和地理范围的大小 。 全球生产的货物与服务 ， 其特征可能

不同于那些仅服务于国 内市场的典型产品与服务 ， 特别是如下货物与服务 ： 工业加工服务 ；

ＦＧＰ安排中主生产商和承包生产商的产出 ； 同三角贸易相关的贸易服务 ；
总部办公室的服务 ；

公司 内部诸单位间的其他服务 ；

ＩＰＰ 相关服务 （尤其是 Ｒ＆Ｄ
） ； 在海外持有的存货 。

其七
， 双边贸易统计和投入产 出表 ： 双边协调 。

增加值贸易测度 的
一

个关键是投入产出分析 ， 为此特别需要避免或者减少贸易统计中的

非对称性 。 此外 ， 从开始就要从全球维度进行国别统计
，
包括基于产业分类和企业功能进行

加总 ，
后者如分为加工者 、

ＦＧＰＳ 、 外 国公司等组别的加总 。 这些新增 的分类
，
将有助 于按

ＧＶＣ 识别商务功能 。

全球生产测度未来的议程 。 建立信息交流平台 ， 交流复杂案例 ， 识别最佳实践 ， 増进核

算工作的协调 。 全球生产安排分类的检验 、 精炼或扩展 。 实践经验交流 ， 如数据搜集 、 编制

方法、 大型且复杂企业单位 （
ＬＣ Ｕ ｓ

） 的组织 、 交叉与合作 。 国际数据冲突 。 同价格统计人员

协作改善 ＧＶＣ 内特征交易的价格与物量测度 。 建立网站 ： 用于案例研究的收集与发布 ， 探索

新方法 。

①ＵＮＥＣＥ （
２０ １５

）．７７
ｔｅｏｎ 汾ａ城 ｉ ｃａ ＺＧｅｎｅｖａ

，

ＥＣＥ／ＣＥＳ／３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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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全球生产测度指南 》 ： 未来行动

全球生产安排的分类应经常更新 。 这种更新的基础在于审视新的案例研究尤其是 ＦＧＰＳ 和

全球服务生产者领域的案例研究 。 该更新需要集相关领域的专家之力
，
包括国 民核算和 ＢＰＭ

的经济分类专家 、 商业登记专家和其他相关领域 （ 如企业调查 、 外 国附属机构统计、
ＦＤ Ｉ

、

国际货物贸易统计 、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 、 研究与开发 ） 的数据专家 。 此外
，
还需要坚持国 民

账户界同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
ｔｈ ｅ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Ａｃ ｃｏｕｎｔ ｉｎｇ

Ｓ ｔａｎｄ ａｒｄｓＢｏａｒｄ
，
ＩＡＳＢ

） 的例行对

话
，
跟踪并适应企业核算的新进展 。

ＦＧＰ 工作组 （
ＴＦＧＰ

） 仍需要继续推进经济分类和 ＦＧＰｓ Ｗ核算处理工作 。 最紧迫的是提

出 ？０？８ 在 １３１ （］ 中 的识别规则 ，
并 由 相关国家统计机构进行检验

，
从而达成可靠结论

，
供

ＩＳＩＣ
、

ＳＮＡ 和 ＢＰＭ 未来更新所用 。

区分 ＧＶＣ 内的货物与服务
，
供 ＩＳＩＣ

、
ＳＮＡ

、
ＢＰＭ 和 ＣＰＣ 未来更新检验 。

精确设计开发补充表 ， 记录 ＳＮＡ 或 Ｂ ＰＭ 中
“

虚假的
”

ＩＰＰＳ 服务 ， 以提醒读者注意这些

流量的显著性 。

坚持交流多领土企业核算和最佳实践 （按 比例分配法 ） 识别的经验 。 特别地
，
建立一个

论坛
，
以对称交流全球生产测度相关的新调查方法、 数据来源和编制方法 。

测度全球生产 中典型货物与服务类的价格与物量 ， 并优先纳入 《价格与物量测度手册 》

（
Ｅｕ ｒｏ ｓｔａ ｔ

） 和 ＰＰＩＭ（
ＩＭＦ

） 未来的更新之中 。

应建立数据比较项 目
，
以帮助克服货物与服务统计中 的双边非对称性 。 应开发全球性链

条分割或商务功能的分类 ， 作为 ＩＳＩＣ 和 ＣＰＣ 的补充 ， 以改善 国际贸易统计的可 比性和数据的

有效性 。

四 、 国 际 比较 的进展

（

一

） 关于世界银行 ２０ １ １ 年的国际比较项 目

２０ １ １ 年国际 比较项 目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Ｃ ｏｍｐ ａ

ｒｉｓｏｎＰｒｏｇｒａ
ｍ

，ＩＣＰ
） 的报告 ，

２０ １ ５ 年正式出版

（
Ｗｏ ｒｌｄＢａｎｋ

，２０ １ ５
）

？
。 该书电子版 ２０ １ ４ 年即 已发布 ，

基于该电子版的有关综述参见刘仕国

（
２０１ ５

）

②
。

ＩＣＰ 调查框架及数据核验 。 ＩＣＰ 项 目要求参加的 国家和地区调查两个方面数据 ： 在 国际标

准的 国民核算体系 （
ＳＮＡ

） 框架下 ＧＤＰ 支出 １ ５５ 项基本分类数据 ； 每
一基本分类下若干种商

品 和服务价格数据 。 居 民消费规格品 目 录分为区域 目 录和全球 目 录两类 ，
不 同区域和 国家采

价的具体规格品数 目有所不同 ，
而非居 民消费规格品 目 录完全相 同 。 对调查数据的审核和验

证有三级 ： 国家级 ， 区域级 ，
全球级 。 每级审核与验证有 ５ 个标准 ， 各标准的临界值根据实

０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 ２０ １ ５ ）．Ｐｕ ｒｃｈａｓ ｉｎｇ
Ｐｏｗｅ ｒＰａ ｒｉｔｉ ｅｓａ ｎｄＲｅａ ｌＥｘｐｅｎｄｉ ｔｕ ｒｅ ｓｏｆ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

ｓ ｉｖｅ Ｒｅｐｏｒ
ｔｏｆ 

ｔ
ｈｅ２ ０ １ １Ｉｎ

ｔ
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Ｐ ｒｏｇｒａｍ ．Ｗａｓｈ ｉｎ
ｇｔ

ｏｎ
，ＤＣ ．

② 刘仕囯 （ ２ 〇 ｌ５ ） ：
“

２〇 ｌ ４ 年世界经济统计学综述
”

，
载于 《世界经济年鉴 ２〇 ｌ ５

》 （ 张宇燕主编 ）
，
中

囯社会科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５ 年 １ ０ 月 ， 第 ４２４－ ４３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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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经验判定 ， 只作为数据审核的参考 。 审核 中 的突出 问题有三 ： 因规格 品 的质量特征和计量

单位不同 ， 地区之间 、 国家之间 、 区域之间的价格差异过大
；
区域价格水平受基准国家 （地

区 ） 的数据质量影响大 ；

ＩＣＰ价格数据与 Ｃ ＰＩ 数据难以协调一致 。

购买力平价 （
Ｐｕｒｃｈａｓ ｉ

ｎ
ｇ
ＰｏｗｅｒＰａｒｉ ｔ

ｙ ，
ＰＰＰ ） 测算方法 。

ＰＰＰ 测算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 各

区域办公室 测算 以本 区域基准货 币 表示 的各 国 ＰＰＰ
，
每一区域选定各 自 的基准货 币 ， 如

ＯＥＣＤ／欧盟为美元 ，

亚太地区为港币 ， 独联体为卢布 ； 然后 ，
全球办公室把区域 比较结果链

接成全球比较结果 ， 取得 以美元为基准货 币 的所有参加 国家和地区的 ＰＰＰ 。 房租、 政府公共

服务 、 建筑项 目等不可贸易品 ， 受各国制度政策 、 资源优势 、 地理环境 、 传统习俗等诸多因

素影响 ， 表现出较强的多样性、 特质性和复杂性 ， 国际可 比性较差 。 本轮 ＩＣＰ对这些项 目 的

比较进行了特殊处理 。 与 ２ ００５ 年相比
，

２０ １ １ 年 ＩＣＰ在全球链接方法 、 汇总方法和特殊项 目处

理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变 。 此外 ，
参加 ＩＣＰ 项 目 的 国家 （ 地区 ） 数 目从 ２００ ５ 年的 １ ４６ 个增加

到 ２０ １ １ 年 １ ９９ 个 ， 各国修正了ＧＤＰ 支出分类数据 ， 加上统计误差 因素 ， 在
一

定程度上会影

响比较结果 。 世界银行没有修正 ２００５ 年发达国家的 ＰＰＰ 数据 ，
而大幅下调发展 中 国家 ＰＰＰ

数据 ， 修正幅度过大且分布不均 。

关于 ２０ １ １ 年 ＩＣＰ
， 余芳东 （

２０ １５
）

① 认为 ， 相对于设计初衷 ，

２０ １ １ 年 ＩＣＰ 的调查数据质

量仍有欠缺 ，
不同 国家之间规格品 的同质可比性仍有提升空间

；
比较方法仍待继续改进和完

善
；
部分区域和国家比较结果令人困惑和费解

；

近两轮 比较结果差异过大 ，
互不衔接

；
区域

结果与全球结果相脱节 。 世界银行 （
Ｗｏ ｒｌｄＢａｎｋ

，
２〇１ ５

：Ｆｏｒｅｗｏ ｒｄ
） 自 己则认为

，
联合国成员

国对 ＩＣＰ 的参与率得到提升 ， 购买力平价 （
ＰＰＰ

） 方法论得到改进 ，
透明度加大 ，

参考资料

增多 ， 质量评估过程更加顺畅 ，

ＰＰＰ更易于推广使用 。 显然 ， 世界银行的评价更为积极肯定 ，

余芳东则持保留意见较多 。 这种评价差异充分地反映了各 自参照基准的不同 ： 前者参照的是

２００５ 年的 ＩＣＰ
，
后者参照的是 ＩＣＰ 的设计理念 。

ＩＣＰ 将成为全球统计项 目 的永久内容 。 为缩短未来轮次之间 的 间 隔
，
联合国主席之友将

就 ＩＣ Ｐ 的方法论 、 能力建设和融资提出建议 。 这些建议将 同 ＩＣＰ 用户的需求和参与国 的统计

能力一起
，
共同决定 ＩＣＰ 未来的运转 。

ＩＣＰ 下一轮次为 ２ ０１ ７ 年 。

ＩＣＰ２０ １ １ 的结果为佩恩表 （
ＰｅｎｎＴａｂｌｅ

） 的更新奠定 了基础 。 Ｆｅｅｎ ｓ ｔｒａ ｅ ｔ ａｌ
．（

２０ １ ５
）

② 展

现了基于 ＩＣＰ最新结果的最新 （ 即第八代 ） 佩恩表 ， 为延续标准的国际 ＧＤＰ 比较提供了最新

数据 。 该表的特点如下 。 其
一

， 首次引入基于生产角度计量的 ＧＤＰ
，
通过合并 ＩＣＰ 数据与进

出 口数据 ， 在新版佩恩表中同时纳入基于生产角度的 ＧＤＰ 和基于支出角度 的 ＧＤＰ 。 其二 ， 利

用多年 ＩＣＰ 基准数据推算实际 ＧＤＰ
，
而此前则基于国 民核算账户进行估算 。 其三 ，

重新引入

了股本的计量方法 ， 并首次引入了各国之间 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 。 总之 ， 新版佩恩表涵盖的
一

系列计量方法 ， 将非常有助于衡量各国在各时点的生活水平和生产能力 。 该文获选本年鉴
“

世界经济学 ２ ０１ ５ 年最佳英文论文
”

Ｔ０Ｐ１ 和
“

世界经济统计学 ２ ０１ ５ 年最佳英文论文 Ｔ０Ｐ１
。

①余芳东 （ ２０ １ ５ ） ：
“

世界银行 ２０ １ １ 年 囯 际比较项 目 方法 、 结果及局限
”

， 《 统计研究》 ，

３２（ １ ）
， 第

１ １－ １９页 。

②Ｆｅｅｎ ｓｔｒａ
，
Ｒ ．Ｃ ．

，

Ｉｎｋ ｌ
ａａｒ

，Ｒ ．＆Ｔ ｉｍｍｅｒ
，Ｍ ．Ｐ ．（

２ ０ １５
） ．ＴｈｅＮｅｘ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 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ｎｎ Ｗｏｒ

ｌ ｄＴａｂｌ
ｅ ．

Ａｍｅ 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 ｉ ｅｗ
，
１ ０５（

１ ０
）

，

３ １ ５０－ ３ １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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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关于中 国历史时期 ＧＤＰ 的估算与国际比较

从 ２０ 世纪后期起 ， 特别是进入 ２ １ 世纪以来 ， 中 国经济迅速崛起 。 在此背景下 ，
重新评

价历史上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在世界经济史上 的地位
，

日 益受到全球学者的关注 。 倪玉平

等 （
２０ １５

）

？ 梳理了 中 国历史 ＧＤＰ 研究成为全球学界焦点的历程
，

总结其中 的问题
，
预测可

能的发展趋势 。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

ＧＤＰ 统计工具正式诞生 ，
并被经济学家运用于长期增长研究 ，

包括探

求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和东西方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 中国历史时期 ＧＤＰ 研究与世界历

史时期 ＧＤＰ研究几乎 同步
，
并成为国际持续引用的经典成果 。

由于缺乏 １ ９３０ 年代以前的数据
，
上述学者留下 了如下两个问题 ： 中国现代经济增长始于

何时 ， 前现代发展水平 同现代经济增长之间差距如何 ？ 中 国经济在英国工业革命前究竟达到

何种水平 ？ 这两个问题极富学术价值
，
随后 的研究围绕它们陆续展开 。

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全球学界的相关讨论具有鲜 明的起步阶段特征 。

１９９０ 年至今 ， 研究

者将 ＧＤＰ 的核算 由工业革命时期不断向前延展
，
产生了一批迥异于以往的学术新成果

，
推翻

了克拉克 ？ 沃伯顿 、 库兹涅茨等人有关现代经济增长起源 的观点
，
证实了一个新共识 ： 真正

的现代经济增长
，
始于 中世纪晚期或近代早期

，
而非 １９ 世纪初 的工业革命。 该共识被称为

“

早期近代主义者的挑战
”

（
Ｒｅｖｏ ｌ ｔ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ｌ

ｙ
Ｍ ｏｄ ｅｒｎｉ ｓｔ ｓ

） 。 这一时期 ， 中 国历史 ＧＤＰ 研究出

现了如下新趋 向 ： 研究方法多元化
；
关注时空不断拓展

；
估算结果泾渭分明 。

近代早期与中世纪晚期欧洲 ＧＤＰ 的研究 ， 推动国际学界重新认识中 国等非欧洲世界同期

的经济表现 。 美 国经济史学家罗斯基 （
Ｔｈｏｍａ ｓＧ． Ｒａｗｓｋｉ

）
和英国 数量经济史学家麦迪森

（
Ａｎ

ｇｕｓＭａｄｄｉ ｓｏｎ ） 的成果？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响 ， 成为贡德 ？ 弗兰克等批判
“

欧洲 中心论
”

的有力证据 。 美国史学家彭慕兰 （
Ｋｅｎｎ ｅｔｈＰｏｍ ｅｒａｎ

） 的影响则更为深远 。 事实上 ，
此后国 内

外几乎所有的 中国历史 ＧＤＰ研究成果都是围绕上述三人挑战传统的讨论而展开 。

中国历史 ＧＤＰ研究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纽带 ，
也是加深中 国与外部世界相互理

解的桥梁 。 在走过了近百年历程之后 ， 该领域仍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

倪玉平等 （
２ ０ １５

） 获选世界经济统计学 ２０１ ５ 年最佳中文论文 Ｔ０Ｐ７
， 其内容简介参见本

卷随后
“

世界经济统计学
”

最佳中文论文栏 目 。

五 、 国 际贸 易统计的进展

国际贸易复杂性的增加 ， 更加增大了人们对优质外贸数据的需求 。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崛

起 ，
国际任务生产 日益兴隆 ，

国际贸易 日 趋复杂 ， 使得测度与分析增加值贸易的需求越来越

紧迫 。 国际贸易统计的详细程度和质量都需要提升 ，
要加大新领域的贸易统计工作力度 ， 如

① 倪玉平 、 徐毅 、 范鲁文 ？ 巴斯 （ ２０ １ ５ ）
，

“

中 囯 历史时期经济总量估值研究 以 ＧＤＰ 的测算为中

心
”

， 《 中 囯社会科学 》 ， 第 ５ 期
， 第 １ ８７

－ ２０２ 页 。

（ＤＴｈ ｅＭａｄｄ ｉｓｏｎＨｉ ｓ ｔｏｒｉｃａ
ｌ Ｓ ｔａ ｔｉｓ ｔｉｃ ｓ

，ｓｅｅＧｒ ｏｎ ｉｎ
ｇ
ｅｎ Ｇｒ ｏｗ ｔｈａｎｄＤｅｖｅ ｌ

ｏ
ｐ
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 ｒ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
ｙ 

ｏｆ Ｇｒｏｎｉ ｎ
ｇ
ｅｎ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ｍ

ｇ
． ｎｌ

／
ｇｇ

ｄｃ／ｈｉ ｓｔ ｏｎ ｃａｌ 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ｍｅｎｔ

／ｍａｄ ｄｉ ｓｏｎ／．



第六篇 世界经济统计学 ■
４８ １

增加值贸易 （
ＴｉＶＡ

）
和按企业特征统计的贸易 （

Ｔｒａｄｅｂ
ｙ
Ｅｎｔｅｒｐ

ｒｉｓｅ ｓ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 ｓｔ ｉｃ ｓ
，ＴＥＣ ） 。

①

国际贸易统计要应用大数据思维和手段 。 联合国统计局贸易统计处 （
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Ｓ ｔａ ｔ ｉ ｓｔ ｉｃ ｓ

Ｂｒａｎｃｈ
） 设立了

一

个大数据项 目 。 该项 目执行团 队包括意大利统计办公室、 荷兰统计局 、 米

兰理工大学 、
Ｍ ＩＴ研究中心 、

Ｅ ｕｒｏ ｓ ｔａ ｔ 和 ＯＥＣＤ
。 他们利用联合国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进行网

络分析
，
以发现区域价值链 。 即使最终产品会销往全球 ，

但其中 间投入物 品与服务倾向于仅

集中于有 限数量的经济体 ，
而且这些经济体通常位于同

一区域 。 而区域经济
一体化协议可能

影响公司 的区位选择 、 价值链上物品与服务流动的顺畅程度及其对外竞争力 。
？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拟推出
一

套扩展的 国际及全球账户体系 ， 作为国 际贸易和全球化的测

度框架 。 该体系具有如下特点 。 其一
，
强调使用 同企业相关的微观数据和行政管理数据 ， 将

它们 同国际贸易数据联系起来 ， 并加强这些微观数据的 国际共享 （ 要处理同数据保密相关的

法律框架及其他潜在问题 ） 。 其二 ， 作为 ２００８ＳＮＡ 和 ＳＥＥＡ 的扩展 ， 该体系将整合国际贸易

与经济全球化的经济 、 环境与社会维度 。 其三
，
综合考虑各国统计体系 的差异性 ，

并达到用

户需求同这些统计相关工作与成本之间 的充分平衡 。

为推 出该体系 ， 需要推进如下项 目 。 其
一

， 推进并改善全球性企业集团 的登记工作 ，
基

于欧元集 团 （
ＥｕｒｏＧｒｏｕｐ ） 同

一项 目 的经验 ， 但也要汲取其教训 。 其二 ， 改善企业异质性的测

度 。 该工作需要基于微观数据的各种加 总 ， 提出企业功能分类 ， 同时注意密切衔接 ＩＳＩＣ 的任

何变动 。 其三 ，
要解决双边贸易和 ＦＤＩ 统计中 的非对称性 。 其四 ， 依托全球供给 － 使用和投

入产 出表的发展 。 目前 ， 该表正 由 ＯＥＣＤ 联合其他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联合开发 。

全球投入产出表 （ ｇｌｏｂａｌ
ｉ
ｎ
ｐｕｔ

－

ｏｕｔｐｕｔｔａｂ ｌｅ
） 是从宏观上描绘世界分割生产最常用 的方法 。

ＯＥＣＤ 和 ＷＴ０ 联合开发的全球投入产出表 ，
基于双边货物与服务贸易数据和 ３７ 个细分产业 ，

将 ５７ 个经济体 （
２０ １５ 年 已拓展到 ６ １ 个 ） 的投入产 出表合并在

一

起 。 在这个过程 中 ， 最关键

的挑战是识别并建立
一

国出 口 同进 口 国 中间 品购买者 （产业 ） 或最终消费者之间的联系 。

全球投入产出表的数据需求 。 多数国家尚不能估计特定产业所用某既定商品 的全面进 口

情况 ，
没有任何

一

国能够系统地按产业用户 （ 或最终需求类别 ） 展示该进 口 品 的来源 （ 按来

源国和来源产业 ） 。 而这是构建全球投入产出 表的 中心议题 。 大多数国家能够估计某特定商

品 出 口到特定 国家 ， 特别是能够识别该贸易品是 中 间品 、 投资品还是消费品 。 在构建全球投

入产 出表时 ，
必然要对数据估计做出许多假设 ，

其中主要是
“

比例性
”

假设 ： 某 国进 口的任
一

商品在所有使用行业之间是平均分配的 。 基于联合国统计司建立的 Ｃ ０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 ，
所

有双边贸易品均可 以按该货物的属性分为中 间品 、 消费品 、 投资品及其他类别 ， 该数据库可

以按数据报告 国 、 伙伴国和协调海关码对贸易数据分类 。 但是只有极少数国家按伙伴国核算

的双边贸易流同供给 － 使用表相应贸易流量是
一

致的 。

为改善质量 ，
全球投入产出表的编制 尚需做到如下几点 。 其

一

， 各国编制投入产 出表时

应遵循相近的计算假设 。 其二 ， 各种形式的全球生产应恰当登录 。 其三 ， 各国 的供给 － 使用

表中必须具有进 口流量矩阵 。 其四 ， 各国双边贸易流量的编制应基于供给 － 使用表且保持
一

致 。 其五 ， 部分国家限制向 Ｃ ０ＭＴＲＡＤＥ 解密 ＨＳ 六位码数据 ， 甚至超过 ２ 位的 ＨＳ 码数据 ，

应采取其他保密措施来避免这种情形
，
比如仅披露部分而非全部 ６ 位码数据 。 其六

，
对转 口

①Ｙｉ
，Ｘ ．Ｚ ．（

２０ １ ５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ｏｍｐ ｌ

ｅｘｉ
ｔｙ

ｏｆ
ｔ
ｒａｄｅｄ ｒｉｖ ｉｎ

ｇｄ
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ｇ

ｏｏｄｄａ ｔ
ａ

，ｈｔｔｐ
ｓ

：／／ｗｗｗ．ｗ
ｔ
ｏ ． ｏｒ

ｇ
／

ｅｎ
ｇｌ

ｉ ｓｈ／ｎ ｅｗ ｓ
＿

ｅ／ｎ ｅｗ ｓ ｌ ５
＿

ｅ／ ｓｔａｔ
＿

０３
ｊ
ｕ

ｌ
ｌ５
＿

ｅ． ｈｔｍ．

②ｈｔ ｔ
ｐ

：
／／ ｕｎ ｓｔａｔ ｓ ，ｕ ｎ． ｏｒ

ｇ
／ｕｎ ｓｄ／ ｔ ｒａｄ ｅ／ｎ ｅｗ ｓｌ ｅ ｔｔｅｒ／ｊａｎｊｕｎ２０ １５ ． ａｓ

ｐ
＃ｃｏｏｒｄ ｉｎａｔ ｉｏｎ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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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发达的贸易中心 ，
必须调整其转 口 贸易数据 。 由于可得数据充分 ， 中 国大陆经 由 中国香

港同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数据已经调整 ， 但比利时 、 荷兰和新加坡等未做调整 。 其七 ， 识别

二手资本 品 。 ＨＳ 码和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中报告的贸易不能区别资本品 的新 旧 。 需要
一

个精细的投

入产出框架 ，
以精确核算给定时期内这些全球生产 中的增加值贸易 。 其八 ， 某些特定的货物

没有单独 的 ＨＳ６ 位码
，
比如个人电脑和其他电气设备出 口 到发展 中 国家用做回收 。 其九

，
鼓

励各国提供按贸易伙伴和服务类别 （
ＥＢＯＰＳ ２〇 １２

） 区分的服务贸易数据 。 其十
，
加大力度降

低国际贸易数据中的非对称性 。

全球投入产 出表 的基础是 国 际投入产 出 （
Ｉｎｔｅ ｒ

－Ｃｏｕｎｔｒ
ｙ

Ｉｎ
ｐｕｔ

－Ｏｕｔｐｕ ｔ
，ＩＣ ＩＯ

） 数据库 。

ＯＥＣＤ 潜心研究国际投入产出表及相应数据库 已达 ２０ 余年之久 。
２０ １６ 年新版 Ｔ

ｉ
ＶＡ 指标发布

之时 ， 相应的 ＩＣＫ） 数据库已包括 ６ １ 个经济体 ， 即 ＯＥ ＣＤ 、 欧盟、 二十国集团成员 、 大多数东

盟成员 、 哥伦比亚 、 哥斯达黎加和突尼斯 。 随着数据可得性的增强 ， 更多 的 国家有望添加进

来 。 该数据库提供产业 ｘ 产业表 ， 其中产业 （
ＩＳＩＣＲｅｗ． ３

） 有 ３４ 个 ， 时点有 ７ 个 （
１９ ９５

、

２０ ００
、２０ ０５ 、２０ ０８

－２０ １ １
） 。

ＩＣ Ｉ０ 的基本信息来源是许多国家官方编制的供给 － 使用表和／或投入产 出表 。 ＩＣ Ｉ０ 表主

对角线上的板块 ， 即 国 内部分 ， 是将各国供给 － 使用表转化为基本价格并应用
“

固定产品销

售
”

（
ｆ
ｉ
ｘｅｄ

ｐ
ｒｏｄｕｃｔｓａ ｌｅ ｓ

） 假设估计而来 。
ＩＣＫ） 非对角线板块

，
是将进 口使用表 （基于购买者

价格 ） 同双边贸易最终使用数据合并估计而来 。 按设计 ，

ＩＣ Ｉ０ 的约束条件是官方国民账户增

加值和生产统计、
Ｃ０ ＩＣ０Ｐ（和家庭最终消费 ） 总值、 其他最终需求和 贸易结构 。 基于国 民

账户估计的货物 （ ｇｏｏｄ ｓ
） 贸易数据 ，

不 同于基于海关统计的货物 （
ｍ ｅｒｃｈａｎｃｆｏｅ

） 贸易数据 ，

后者在全球各国间也并非总是一致 。 这些差异都需要平衡处理
，
以 最终估计 ＩＣＫ）

。 完成上述

过程所得到的单
一

年份 ＯＥ ＣＤＩＣＫ）
，
所 占据的单元格达 ５ ５０ 万个 。

ＩＣ Ｉ０ 的主要特点或者创新有二 。 其
一

， 充分考虑产业 内出 口公司 和非 出 口公司之间 的异

质性 。 比如 ， 将中 国的出 口公司分为加工贸易公 司 、 非加工贸易公司 和本土公司
；
将墨西哥

公司分为全球制造商和其他 。 其二 ， 基于 国际收支统计和旅游卫星账户 ， 从国民账户的贸易

中剥离出非居 民贸易来 。 这两大创新对 ＩＣＫ） 估计结果的影响是很大的 ， 从而能够更充分地展

现全球价值链或者全球分割生产的真实情况 。

开发 ＩＣＫ） 和 Ｔ
ｉ
ＶＡ 指标已是 ＯＥＣＤ 的长期工作任务

，
未来的工作要点如下 。 其一

，
继续

增加纳入核算的 国家数量 ， 拓展时序的长度 。 其二
，
通过即时估计 （

ｎｏｗｃａｓｔ ｉｎｇ ） 技术 ， 提高

核算结果的时效性 。 其三 ， 更好地核算异质性 ，
以改善核算结果的质量 。 其四 ， 努力打造数

据连接 （ 如贸易同商业统计的连接 ） 的最佳实践 。 其五 ， 同各国统计机构一起 ，
开发扩展的

供给 － 使用表 ， 既要区分出 口公司和非 出 口公司 ， 还要 明确区分国 内公司和外 国公司 。 除继

续核算 出 口 总值中 的 国 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外 ，
还要 回答如下 问题或类似 问题 ：

“

国 内
”

增加值有多少会留存在 国 内 ？ 其决定因 素除劳动力成本外 ，
还 同如下 问题相关 ： 收入贸易

（ ｔｒａｄｅｉｎｉｎｃｏｍｅ
） 如何同投资相关 ？ 什么利润 由跨国企业汇走 ， 经 由何种渠道？

在传统国际贸易统计同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之 间 ，
可否建立一个系统性的对应框架 ， 从而

避免为核算增加值贸易而另建
一

套统计系统 ？ 王直等 （
２０ １５

） 的答案是肯定的 。 该文将
一

国

总贸易流分解法扩展到部门 、 双边和双边部门层面 ， 把各层面的 国际贸易流都分解为增加值

出 口
、 返 回的 国内增加值 、 国外增加值和纯重复计算的 中 间品 贸易等

，
并根据贸易品的价值

来源 、 最终吸收地和吸收渠道的不同 ，
区分为 １６ 种不 同路径 ， 揭示了 国际贸易研究中如下常

用指标的方法论局 限 ： 贸易平衡、 垂直专业化 、 增加值出 口和显性 比较优势等 。 该法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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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意层面上均可 明晰且完整地分解总值贸易流量 ， 从而正确定义并测度跨国生产分工 ， 深

入探究各种与跨国生产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相关的 问题 。
？

六 、 国 际金融统计的进展

（

一

） 国际金融统计数据鸿沟正在缩小

改善 国际金融 网状联系数据 ， 是缩小数据鸿沟 （ 或信息鸿沟 ） 的 四大主题之
一

。 数据鸿

沟倡议 （
ＤａｔａＧａｐｓＩｎｉ ｔ ｉａｔ ｉｖｅ

，
ＤＧＩ

） 由 Ｇ２〇 匹兹堡峰会 （
２〇０９

） 提 出 。 经第一阶段 （
ＤＧＩ

－

１
，

２００９－ ２０ １４
） 实施后 ，

国际数据鸿沟已 明显缩小 。 数据鸿沟倡议中的建议内容
，
大多数在

２０ １ ５ 年或之前就已完成 ，
其余部分有望在 ２０ １６ 年早期完成 （

Ｇｏｋｓｕ ＆ｖａｎｄｅ Ｖｅｎ
，２０ １５

）

②
。

在国际银行业务统计 （
Ｉｎ ｔｅｒｎ 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Ｂａｎｋ ｉ

ｎ
ｇ

Ｓ ｔａｔ ｉ ｓ ｔｉｃ ｓ
，
ＩＢ Ｓ

；
ＤＧＩ － １第１０ ／ １ １建议 ） 方

面
， 有 １５ 个 Ｇ２０ 国家向 ＢＩＳ 定期报告这类数据 ， 有 ３ 个国家 （ 阿根廷、 俄罗斯和沙特 ） 报告

这类数据的测试版 ，
只有中 国尚未报告 。

在证券投资统计协 同调查 （
Ｃｏｏｒｄｉ

ｎａ ｔｅｄＰｏｒ ｔｆｏ ｌ
ｉｏＩｎｖｅ ｓ ｔｍｅｎ ｔＳｕｒｖｅ

ｙ ，Ｃ ＰＩＳ
；ＤＧＩ

－

１第
１０／

１ １ 建议 ） 方面 ，

已有 １ ６ 个 Ｇ２０ 国家每半年 向 ＩＭＦ 报告数据 ， 仅 １ 个国家 （澳大利亚 ） 按年

向 ＩＭＦ 报告数据 ， 仅 ２ 个国家 （ 中 国和沙特 ） 尚未实施该建议 。

在第
一

阶段 （
ＤＧＩ

－

１
） ， 为更好地监控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国 际市场上的活动 ，

凡基于现

有来源得到的跨境头寸数据 已纳人标准化的模板 ， 在
“

全球主要指标
”

（
Ｐｒｉ ｎｃｉ

ｐ
ｌｅＧｌｏｂａ ｌＩｎｄｉ

？

ｃａ ｔｏｒｓ
，ＰＧＩ

）网站＠发布并定期更新 。 该网站的数据涵盖了Ｇ２ ０经济体和１４个非Ｇ２０经

济体 。

已开发出数据模板 ，
以评估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 （

Ｇ － ＳＩＢ Ｓ ） 的 国际信贷业务和融资债务 ，

以及这些银行同各国国 内银行之间 的联 系 。 相关数据已在各报告 当局之间共享 ， 概念性工作

正在收尾 ， 数据共享范 围正 （通过专 门 的报告 ） 扩展到 国际金融机构 （
ＤＧＩ

－

１ 第 ８＆９ 建

议 ） 。

尽管取得 了显著成效 ，

ＤＧＩ 仍需进入第二阶段 （
ＤＧＩ

－ ２
） ，

以加强并巩固既有成果 ， 促

进高质量统计数据的交流 ， 更好地服务于政策决策需要 。
ＤＧＩ

－ ２ 的 目标 ： 常规性地收集与发

布可比 、 及时 、

一

体 、 高质 、 标准化的统计数据 ， 满足政策使用需求 。
ＤＧＩ

－ ２ 将继续实施

ＤＧＩ
－

１ 的推荐内容 ， 充分发掘既有投入的收益 ， 但 目标更为具体 。 其
一

，
监测金融部 门风

险 。 相关建议有六条 ： 金融稳健指标 （
Ｆ ｉｎａｎｃ ｉａｌＳｏｕｎｄｎ ｅ ｓｓＩｎｄｉｃａ ｔｏｒｓ

，ＦＳＩ
） ，ＦＳＩ 集 中与分布

测度 （
ＦＳＩＣｏｎｃ ｅｎｔｒ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Ｄ ｉ ｓ ｔｒｉｂ ｕｔ ｉｏｎＭ ｅａｓｕｒｅｓ

，
ＣＤＭ

） ，

全球系统性重要的金融机构相关数

据 （
Ｇ － ＳＩＦ ＩＳ

） ，
影子银行

，
衍生金融 品

，
证券统计 。 其二

，
统计脆弱性、 相互关联与溢 出 。

相关建议有十
一条

， 包括国际投资头寸 、 国际银行业务统计、 证券统计协作调查、 直接投资

协作调查 （
Ｃ ＤＩＳ

） 和非进银行企业的跨境暴露 。 其三
，
加强官方统计之间 的沟通

，
包括国际

①王直 、 魏尚进 、 祝坤福 （
２ ０ １５

） ：
“

总贸易核算法 ：
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

”

，
《 中囯社会

科学》 ， 第 ９ 期
， 第 １ ０２

－

１２ ７ 页 。

②Ｇｏｋｓｕ
，

Ｅ．Ｂ ．＆ｖａｎｄｅＶｅｎ
，

Ｐ ．（
２０ １ ５

） ．Ｇ
－

２０Ｄａ
ｔ
ａＧａ

ｐ
ｓＩｎ ｉ

ｔ
ｉ ａ

ｔ
ｉ ｖｅ（ 

ＤＧ Ｉ
）：ＡＳ ｅｃｏｎｄＰｈａｓｅ ．Ｓｅｅ

ＯＥＣ ＤＴｈｅ Ｓ ｔａｔ ｉｓ ｔ ｉｃｓＮｅｗｓ
ｌ
ｅ ｔｔｅ ｒ

，Ｉ ｓ ｓｕｅＮｏ ．６ ３
，
Ｓｅｐ

ｔ ｅｍｂｅｒ
，

Ｐａ
ｇ
ｅ３

－

８
。

③ｗｗｗ．

ｐ
ｎｎ ｃｉ

ｐ
ａｌ

ｇ
ｌｏｂａｈｎｄ ｉｃａｔｏｒｓ ． ｏｒ

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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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合作与沟通和推进数据共享 。

ＤＧＩ
－ ２ 将维持 ＤＧＩ

－

１ 的治理结构 。 事实证明 ， 该治理结构的成效是显著的 。

（ 二 ） 国 际金融机构产 出核算的进展

长期以来
，
金融业的产出是国 民经济核算 中 的难题 。 其中

，
如何处理国际金融机构的产

出 ？ 该问题已列入国 民账户核算的长期研究议程 。

对各国而言
，

ＩＭＦ
、 世界银行、 区域开发银行等国 际金融机构通常是居住在

“

国际经济

领土
”

上的非居 民 ， 利用投入生产金融 中介产出 ，
后者包括直接计量 （ 收费 ） 部分和间接计

量部分 ， 由成员 国共同拥有 。 该产 出的定性和编制以及成员 国对该产 出的利用需要在 ＳＮＡ 现

行准则 中得到阐述 。 联合国统计司 国民账户咨询专家组在第九次会议上 （
２０ １ ５

） 审议了该问

题
， 考虑到资金成本方法和产 出的非市场部分按成本估值 ，

承认该问题需要进
一

步研究 。

ＳＮＡ １９９ ３ 引入概念
“

间接计算的金融中介服务产出
”

（
ＦＩＳＩＭ

） 。 联合国统计司 国 民账户

咨询专家组在第八次会议 （
２０ １４

） 上 ，
商定了该类服务的

一些测度 问题 ， 同 国际金融相关的

具体内容如下 。 其
一

， 在估算 间接计算的金融 中介服务的进 出 口 时 ， 应至少采用两组货 币 。

其二 ， 该类服务的提供者如果居住在不 同的经济体 ， 估算所依具体货币 的参考利率不必相 同 。

具体货币 的参考利率如果没有 国家估计数 ，
可选用伙伴国的信息或其他相关信息 。

？

七 、 跨境直接投资统计的进展

直接投资统计是世界经济统计学 ２０ １ ５ 年的重点 。 代表文献来 自两大国际组织 ：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直接投资协作调查指南 》 （
ＩＭＦ

，
２０ １５

）

？
，

《经合组织关于跨国企业准则的年度报

告 ２０ １ ５》 （
ＯＥＣ Ｄ

，２０ １ ５
）

③
。

（

一

） 《直接投资协作调查指南 ２〇 １ ５
》

直接投资协作调查 （
Ｃｏｏ 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Ｄｉｒｅｃ ｔＩｎｖｅ ｓ ｔｍｅｎｔＳｕ ｒｖｅ

ｙ ，ＣＤ ＩＳ
） 由 ＩＭＦ 统计部指导 ， 旨

在获得 ＦＤ Ｉ 头寸的世界总数及其地理分布情况
，
改善全球 ＦＤ Ｉ 数据质量

，
有助于更精准地认

识全球化 。 在该指南 ２０ １５ 版付梓之际 ，

ＣＤ ＩＳ 参与经济体已超过 １００ 个 。

ＣＤ ＩＳ 提供了简化的调查方法 ，
不过也鼓励 ＦＤ Ｉ 数据编撰者在条件许可 的情况下 ， 使用更

理想的方法 。 同 ２０ １０ 版相 比
，

ＣＤ ＩＳ２０１ ５ 版的结构相同
，
且均 同 《 国际收支与国 际投资头寸

手册 》 （
ＩＭＦ

，ＢＰＭ６
） 和 《

ＦＤＩ 基准定义 》 （
ＯＥＣ Ｄ

，ＢＤ４ ） 充分
一

致 。

ＣＤ ＩＳ 的 目标在于收集 、 编制和发布如下数据 。 其一 ，
全面且协调 的直接投资头寸数据 ：

股权同债务工具之间 的细分 ， 其中债务工具进
一

步按资产和负债细分 ， 外商来资 （
ｉｎｗａｒｄｄｉ

？

ｒｅｃ ｔｉｎｖｅ ｓ ｔｍ ｅｎｔ
）按直接投资者所属经济体细分 ，

Ｘｆ外直接投资 （ ｏｕｔｗａｒｄｄｉｒｅｃ ｔ ｉｎ ｖｅ ｓｔｍ ｅｎｔ
） 按

①Ｕｎ ｉｔ ｅＮａ ｔｉｏｎ ｓ（ ２０ １ ４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
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Ａｃｃｏｕｎ ｔｉｎｇ 
：Ｆ ｉｎａｎｃ ｉａ

ｌ Ｐ ｒｏｄｕｃ ｔｉ ｏｎ
，Ｆ ｌ

ｏｗｓａｎｄＳｔｏｃｋｓ ｉｎｔ ｈｅ

Ｓ
ｙ
ｓ ｔｅｍｏｆ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 ｃｏ ｕｎｔｓ
，
Ｕｎｉ ｔｅｄＮａｔ ｉｏｎ ｓＰｕｂ ｌｉｃａｔ ｉｏｎ

，
ＳＴ／Ｅ ＳＡ／ ＳＴＡＴ／ＳＥＲ ．Ｆ／ １ １ ３ ．

② ＩＭＦ
（ 

２ ０ １５
 ）

．７７ｔｅＣｏｏ ｒｄｍａ Ｚｅ ｃ？－

２０ １ ５ （
Ｐｒｅ －Ｐｕｂ ｌ

ｉ ｃａｔｉｏｎＤ ｒａｆｔ
）

．

③ＯＥＣＤ（
２Ｑ １ ６

）．Ａ ｎｎｕａ ｌＲｅｐｏ ｒｔ ｏｎ ｔ
ｈｅ ＯＥＣＤＧｕｉ

ｄｅ ｌｉｎｅ ｓ
ｆｏｒＭｕ ｌｔ ｉ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２ Ｑ １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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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企业所属经济体细分 。 其二 ，

Ｃ ＤＩＳ 参与国最好能同时编纂 内向和外向直接投资存量

数据
；
如果无法编好外 向直接投资存量数据 ， 最好能编好内 向直接投资存量数据 。 其三 ， 鼓

励编制跨国公司 属下各胞亲企业 （
ｆｅ ｌ ｌｏｗｅｎｔｅ ｒｐｒｉｓｅ ｓ

） 之间 的头寸数据 ，
以 及本土 （

ｒｅ ｓｉｄｅｎ？

ｔ ｉａｌ
）金融中介的净头寸数据 。 其四 ， 部分经济体可能收集如下数据为己所用 ，

而不必呈交给

ＩＭＦ
： 产业细分数据

；
迂回投资 （

ｒｏｕｎ ｄｔｒｉｐｐ
ｉｎ

ｇ
ＦＤＩ

） ；
收入

；
金融交易

；
基于其他基础的市

值 （如未上市股份的面值 ） ；
最终投资经济体 （

Ｕｌ ｔ ｉｍａ ｔｅＩｎｖｅ ｓｔｍ ｅｎｔＥｃ ｏｎｏｍ
ｙ ，
Ｕ ＩＥ

） ０

ＣＤ ＩＳ识别待调查单位及彼此间 的关系 。 直接投资涉及的机构之间存在某种直接投资关

系 ： 直接投资者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 ｖｅ ｓｔｏ ｒ
，Ｄ Ｉ

） ， 直接投资企业 （ ｄｉ ｒｅｃ ｔ ｉ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ｔｅｎｔｅｒｐ
ｒｉ ｓｅ ｓ

，Ｄ ＩＥＮＴ
） ，

胞亲企业 。 三者都是机构单位 ， 其中 Ｄ Ｉ 和 Ｄ ＩＥＮＴ 均可能是一个单一的机构单位 ， 但也可能

是多个机构单位出于统计 目 的合并 （
ｃ ｏｎ ｓｏ ｌ

ｉｄ ａｔｅｄｏ ｒｃ ｏｍｂｉ
ｎｅｄ

） 而成的本土企业集团 （
Ｌｏｃａ ｌ

ｅｎ ｔｅｒｐ
ｒｉ ｓｅｓ

ｇ
ｒｏｕｐ ，ＬＥＧ ） 。 在 ＬＥＧ 中 ，

所有权链条 （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

ｐｃ
ｈａｉｎ

）
展亦 了各机构单位之间

直接的或间接的控制与被控制链条 （
ｃｈ ａｉ

ｎｏ ｆｃｏｎｔｒｏ ｌ

） 。 直接投资 的所有权关系 可能会相当复

杂 ， 需基于控制或影响的显著程度来判断 ： 紧密的 （
ｉ
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 直接投资关系
一ＤＩ 直接拥

有其 ＤＩＥＮＴ投票权的 比例超过 １０％（
１ ０％－ ５０％ 为

“

显著影响
”

， 超过 ５ ０％ 为
“

控制
”

） ；

间接的 （
Ｉｎｄｉ ｒｅｃ ｔ

） 的直接投资关系
——Ｄ Ｉ 通过拥有一个 ＤＩＥＮＴ 的投票权而 间接拥有另一个

或多个 Ｄ ＩＥＮＴ
，
或通过直接投资关系链条施加间接的控制和影响 。 识别所有权链条上 ＤＩ 综合

影响的办法有二 ： 直接影响 或 间接控制 法 （
Ｄ ｉｒｅｃ 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 ｅ／ Ｉｎｄ ｉｒｅｃ ｔＣｏｎｔｒｏ ｌＭ ｅｔｈｏｄ

，ＤＩ ＩＣ

法
）

——在所有权链条上 ，

Ｄ Ｉ 在第
一层联系 （ 即前述之紧密的直接投资联 系 ） 中对 ＭＥＮＴ

的所有权 占 比超过 １ ０％
，
但在随后各层联系 中 ，

由 Ｄ Ｉ 延伸出来的所有权 占 比必须超过 ５０ ％
；

参与倍増法 （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 ｔ ｉｏｎＭｕｌ ｔｉｐ

ｌ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Ｍ ｅｔｈｏｄ

，
ＰＭＭ ）
Ｄ Ｉ

对
ＤＩＥＮＴ

投票股份的参与份

额至少达 １０％
， 该份额基于各层参与 （直接与间接 ） 份额相乘累积而来 。

ＣＤ ＩＳ待调查信息 ： 直接投资的工具 （ 股权 ， 投资基金份额 ， 债务工具 ） 。 股权可分为上

市股票、 未上市股票和其他股份 。 投资基金份额 ， 包括货币 类和非货币类 。 债务工具 ，

Ｄ Ｉ 各

附属企业之间 的直接投资债务头寸
，
可能包括存款 、 债务证券及其他债务工具 。 不包括的工

具 ： 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 （
Ｅ Ｓ〇 ｓ ） ，

—

次性赠予 。 该指南介绍了各种工具的估值法 ：

市值法和 自有资金面值法 （
ＯｗｎＦｕｎｄ ｓａ ｔＢ ｏｏｋＶａ ｌｕｅ

，０ＦＢＶ ） 。 其中 ， 市值法 由 ＢＰＭ６ 和 ＢＤ４

推荐 ，
适于上市股份或公募股份 ；

０ＦＢＶ 适于非上市股份或非公募股份等 。 指南还介绍 了５

种标准调查表格 （
ｍｏｄｅｌｓｕｒｖｅ

ｙ
ｆｏｒｍｓ ） 。

ＣＤ ＩＳ结果的编纂遵循定向性原则 （
Ｄｉｒｅｃ ｔ ｉｏｎａｌＰｒｉｎｃ ｉ

ｐ
ｌｅ

， 即直接投资首先分为 内向和外向

两类 ， 然后再细分为资产与负债 ） 。 该原则也是 ＢＰＭ６ 推荐的两大原则之一 。 指南 阐释了几种

编纂特例
，
如相互直接投资 、 逆向投资和对胞亲企业的投资 。

ＣＤ ＩＳ 的实施 ， 包括如下环节 ： 确立时间表 ， 明确责任 ， 创设或更新调查框架 ， 明确调查

框架 中应收集的受访者信息 ， 计算机化 ， 应用调查框架 ， 决定调查范 围 ， 联系受访人 ， 处理

覆盖范围小或回答率低的情形 ， 编辑已收集数据或提高其有效性 。

ＣＤ ＩＳ数据的
一

致性和有效性 ， 包括应用 Ｃ ＤＩＳ 自评估工具及 同 Ｉｆｆ 数据保持
一

致 。

ＣＤ ＩＳ关于参与国 ＦＤ Ｉ 数据可得性的
一

个总结 ， 参见本文附表 。

（ 二 ） 《
０Ｅ⑶ 跨国企业准则 ２０ １ ５ 年报》

《
ＯＥＣ Ｄ 跨国企业准则 》 （ 以下简称 《准则 》 ） 是各国政府向跨国企业提 出的建议 ，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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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全球背景下开展负责任的商业行为 ， 并 由符合适用法律及 国际公认标准的 自 愿原则和标

准 。 这是一份综合性的负责任商业行为守则 ， 迄今为止唯
一经过多边商定 ， 并且各国政府承

诺推广 。

《 准则 ２０ １５ 年报 》 旨在总结 ２０ １４ 年 ６ 月 至 ２ ０１ ５ 年 １２ 月 ＯＥ⑶成员 国执行 《 准贝 Ｉ

Ｊ 》 的活

动及效果 。 具体内容如下 。

其一
，
法律与政策的进展 。 各国国 内及国际政策密切结合

，
有效提高社会各界的关注度

和公众对上述标准的预期 ， 尤其是改善 了企业行为 。 相关法律和政策行动包括如下内容 ： 七

国集团领导人将
“

负责任的企业行为
”

（
Ｒｅ ｓｐ

ｏｎ ｓｉｂｌｅＢｕｓ ｉｎｅ ｓ ｓＣｏｎ ｄｕｃｔ
，ＲＢＣ ） 倡议作为 ２０１ ５

年议程首要优先项
；

ＯＥ ＣＤ 部长会议鼓励广泛采纳 《准则 》
；
联合国气变框架大会巴 黎会议

（
Ｃ ＯＰ Ｍ

） 发布 《可持续发展和气变协议》 。 《投资政策框架》 设 ＲＢ Ｃ 专章
； 《

Ｇ２〇／ＯＥＣＤ 公

司治理原则》 采纳 了 《指南 》 诸多内容 ； 《
ＯＥ ＣＤ 国际投资和跨国企业宣言 》 （ 简称 ＯＥＣ Ｄ 投

资宣言 ） 。

其二
，

“

国家联络点
”

（
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Ｐｏｉ

ｎｔｓ
，
ＮＣＰｓ

） 活动 。 采纳 《
ＯＥ ＣＤ 投资宣言 》

的所有政府须同时遵守 ＯＥ ＣＤ 关于 《
ＯＥ ＣＤ 跨国企业指南 》 的决定 ， 包括建立 ＮＣＰＳ 。 ＮＣ Ｐ是

由加入国政府建立的机构 ， 旨在协助企业及利益攸关方采取适当措施 ， 促进和落实 《准则 》 ，

并且搭建仲裁和调解平 台
，
解决可能出现的实际问题 。 在 ２０１ ５ 年末

，
在采纳 《 准则 》 的 ４６

国中 ， 除埃及和约旦外 ，

已有 ４４ 国建立 ＮＣＰＳ ３ 这些 ＮＣＰｓ 或制定 《准则 》 促进计划 ， 或实

施 《准贝
Ｉ

Ｊ 》 。
ＮＣＰＳ 向

ＯＥＣ Ｄ 投资委员会汇报各 自行动 ， 分享彼此经验 。

其三 ， 特定部 门执行 《准贝
Ｉ

Ｊ 》 的情况 。 执行 《准贝
Ｉ

Ｊ》 的特定部 门主要包括矿业、 采掘部

门的利益关联者 、 农业 、 服装与鞋帽业 、 金融业 。
２０ １５ 年的主要成就是 ＯＥ ＣＤ 投资委员会批

准了如下两个文件 ： 《采掘部 门重要利益攸关者调查指南 》 （
ＤｕｅＤ ｉ

ｌ
ｉｇｅ

ｎｃｅＧｕｉｄａｎ ｃｅｆｏ ｒＭ ｅａｎ－

ｉｎ
ｇ
ｆｕｌＳ ｔａｋｅｈｏ ｌｄ ｅｒＥｎｇａｇｅ

ｍｅｎｔｉｎ ｔｈｅＥｘ ｔｒａｃ ｔ ｉｖｅＳｅｃ ｔｏｒ ） ； 《 负责任的农业供应链 ：
ＯＥＣＤ －ＦＡＯ

指

南 》 （ ｔｈｅ ＯＥＣ Ｄ
－ＦＡＯＧｕｉｄａｎｃ ｅｆｏ ｒＲｅ ｓｐｏ

ｎ ｓ ｉｂｌｅ Ａ
ｇ
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 ｌＳｕｐｐ

ｌ

ｙ
Ｃｈａ ｉｎｓ

） 。
ＯＥＣＤ

同中 国政府和

产业部门强力合作
，
推 出 了 《 中 国 负责任的矿业供应链调查指南 》 （

Ｃｈ
ｉ
ｎｅ ｓｅＤｕｅＤ ｉ

ｌ
ｉｇｅ

ｎｃ ｅ

Ｇｕｉｄｅｌ ｉｎｅ ｓｆｏ ｒＲｅ ｓｐｏ
ｎｓ ｉｂ ｌｅＭ ｉｎ ｅｒａｌＳｕｐｐ

ｌ

ｙ
Ｃｈ ａｉｎｓ ） 。 在服装与鞋帽供应链领域 ，

下一－

个类似Ｔ作

正紧锣密鼓地推进 ， 随后将是金融领域 。

其四
，

ＯＥ ＣＤ 同伙伴之间合作执行 《 准则 》 的情况 。 合作伙伴包括国家 、 地 区 、 部 门 以

及
“

全球负责任企业行为论坛
”

（
Ｇ ｌ

ｏｂａ ｌＦｏｒｕｍｏｎＲｅ ｓｐｏ
ｎ ｓｉｂｌ

ｅＢｕｓ ｉｎｅ ｓｓＣｏｎｄｕｃ ｔ
，ＧＦＲＢＣ ） 。 其

中 ，
重要的合作伙伴包括中 国 、 东南亚和印度 。

ＯＥＣ Ｄ 同 中国 的合作在多个领域展开 ， 包括

在北京设立两个工作小组 ： 其一同 《 准贝
Ｉ

Ｊ 》 和 ＮＣＰｓ 有关 ， 其二同负责任的矿业供应链相关 。

２０ １ ５ 年 ＧＦＲＢ Ｃ 的焦点之一
，
是同时扩大并加快企业和政府的 ＲＢＣ 行动 。

八 、 世界经济统计治理

在全球化时代 ， 世界经济统计工作的治理可能是
一

个新话题 ， 但相关实践早已存在 。

重要 国际组织是世界经济统计工作尤其是统计制度建设工作的领导者 。 ２０ １ ５ 年发表的世

界经济统计制度性文本 （ 以世界或主要区域的经济统计为对象 ， 相关制度性 、 方法性和实践

性的手册与指南
，
以及按既定时间频率发布 的系列 出 版物 ） ，

充分显示 了世界经济统计治理

的显著特征 。 以下简要介绍这些 国际组织 。

其
一

， 联合国 ， 包括联合国统计委员会 （
Ｓｔａ ｔ ｉ ｓｔ ｉｃａ ｌＣｏｍｍｉ ｓ ｓ ｉｏｎ

，ＵＮＳＣ
） 及其监督机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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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统计司 （
Ｓ ｔａｔ ｉ ｓ ｔｉｃ ｓＤｉｖ ｉ ｓｉｏｎ

，ＵＮＳＤ ） 。

ＵＮＳ Ｃ 是全球统计系统的最高机构 ， 是国 际统计活动尤其是统计标准设立、 概念与方法

的开发及其国别 、 国际执行的最高决策单位 ， 是联合国经社理事会 （
ＥＣ ＯＳＯＣ

） 的功能性委

员会之
一

， 负责监督 ＵＮＳＤ 的工作 。
ＵＮＳＣ 职责有五 ： 促进 国别统计发展 ， 改善 国际统计的

可比性 ； 协调专门机构的统计工作 ；
开发秘书处的核心统计服务 ； 为组织统计信息收集 、 分

析与传播等
一

般相关问题 ， 向 联合 国各机关提供建议 ；

一

般性地促进统计和 统计方法的

改善 。

１Ｘ１

ＵＮＳＤ 负责改善全球统计系统 。 主要职责 ： 编纂和扩散全球统计信息 ， 为统计活动提出

标准和规则 ， 支持成员 国努力提高各 自 的统计体系 ， 促进 国际统计活动 的协调 ， 支持 ＵＮＳ Ｃ

的活动 。 其关于世界经济统计相关的工作刊 物包括 加化心 Ｄ—Ｓ ／ＶＡ／Ｖｅ皿 （ｍｅ？

Ｎｏｔｅｓ 、 ＩＳＷＧＮＡＲｅ
ｐ
ｏｒ ｔｓ ｔｏＵＮＳＣ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Ｓ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ｓＮｅｗｓ ｌｅ ｔｔｅｒ 、 Ｔｒａ ｄｅＳｔａｔ ｉｓ ｔ ｉｃｓＮｅｗｓｌｅｔ

－

ｔｅｒ 、 ＴｈｅＮｅｗ ｓｌｅｔ ｔｅｒｏｆ
ｔｈ ｅＩｎｔｅｒａｇｅｎｃｙ

ＴａｓｋＦｏ ｒｃｅｏｎＳｔａｔ ｉｓ ｔ ｉｃｓ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Ｆ －

Ｓ／Ｔ１Ｓ
） ，
代表性世界经济统计出版物包括 丨Ｆｏｒ Ｚｃ？和Ｍｉ Ｚ Ｚｅｍ ｉｉｕＴＴｉＤｅ－

ｖｅｌｏ
ｐ
ｍｅｎ ｔＧｏａｌｓＲｅ

ｐ
ｏ ｒｔ 。

②

秘书处间 国民账户工作组 （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 ｒｅ ｔａｒｉａ ｔＷｏｒｋｉ

ｎ
ｇ
Ｇｒｏｕｐｏ

ｎ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Ａｃ ｃｏｕｎｔｓＩＳＷＧＮＡ
） ，

是 ＵＮＳＣ 设立的机构间单位 ， 接受 ＵＮＳＣ 的领导 ， 旨在促进 同
一

领域 国际组织间 的合作 。 其

成员单位为如下五个国际组织 ： 欧盟统计办公室 （
Ｅｕｒｏ ｓ ｔａｔ

） ，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 ，
经

合组织 （
ＯＥＣ Ｄ

） ， 联合国 （
ＵＮ

） ， 世界银行 （
ＷＢ

） 。 其职责有五 ： 提供战略观点 、 方向和

合作
，
以开发 ＳＮＡ 的方法论

，
并在国家、 区域和国际各层次统计体系 中实施 ＳＮＡ

；
修订并更

新 ＳＮＡ
， 支持国 民账户及相关统计领域规范的 国际统计标准和其他方法论文献 ；

促进开发各

层次 （ 国别 、 区域和国际 ） 国 民账户统计数据库
；
促进执行 ＳＮＡ 和相关统计

；
促进政策形成

过程应用 ＳＮＡ 和相关统计 。 机关刊物为 ＳＭ ／Ｖｅ皿
（每年两期 ，

１９９５ 年创立 ） ， 并向

ＵＮＳＣ 定期提交工作报告 。
？

其二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 统计司 （
Ｓ 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ｃ ｓＤｅｐａ

ｒｔｍ ｅｎｔ
，ＳＴＡ ） 。 定位 ： 全球宏观

经济统计和金融统计提供全球领导性 ，
通过 自身的分析 、 政策和运营工作提升国 际统计议程

并为 ＩＭＦ 的使命和核心职能做出贡献 。
ＩＭＦ 的核心职能有三 ： 多边监管 、 双边监管 、 金融部

门监管和基金资源使用的监管 ；
全球经济政策建议 ； 能力建设 。

？

ＩＭＦ 的世界经济统计相关工作刊物包括 汾 ａＧ／ ｔｍｃｅ（
ａｍｕａ／ Ｚ

ｙ ） 、
／ＭＦ

Ｃｏｍｍｉ ｔ ｔｅｅｏ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 
Ｐａ

ｙ
ｍｅｎｔｓＳ ｔａｔ ｉｓ ｔｉｃｓＡｎｎｕａｌＲｅ

ｐ
ｏｒ ｔ 、ＴｈｅＦｉｎａ ｎｃｉａ ｌＣｒｉｓ ｉ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Ｇａ
ｐ
ｓＳｉｘｔｈＰｒｏｇｒｅｓ ｓＲｅ

ｐ
ｏ ｒｔｏｎｔｈｅＩｍ

ｐ
ｌｅｍ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Ｇ
—

２ＱＤａｔａＧａ
ｐ
ｓＩｎ ｉｔ ｉａｔ ｉｖｅ 。 代表 ＼生１ 

界绘

济统计出版物包括
Ｈａｎｄｂ ｏｏｋｏｎＳｅｃｕｒｉ ｔ ｉｅｓＳ ｔａｔ ｉｓ ｔ ｉｃ（

２Ｑ１ ５
） 、

ＴｈｅＣｏｏ 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Ｄｉｒｅ ｃｔＩｎｖｅｓ ｔｍ ｅｎｔＳｕｒ
－

ｖｅ
ｙ
Ｇｕｉｄｅ－ ２０ １ ５

＾Ｐｒｉｎｃｉ

ｐ
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 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Ｆｉｎａｎｃ ｉａｌＳｔａｔ ｉｓ ｔ ｉｃｓ（
ＩＦＳ

） 、
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

Ｐａ
ｙ
ｍｅｎｔＳ ｔａｔｉｓ ｔ ｉｃｓ（

ＢＯＰ
） 、

Ｄｉｒｅｃ ｔｉｏｎｏｆ
ＴｒａｄｅＳ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ｓ（

ＤＯＴ
） 、

Ｗｏ ｒｌｄＥｃ 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 ｌｏｏｋ（ 
ＷＥＯ

）

ａｎｄｉ ｔ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Ｃｏｏ 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ｔＳｕｒｖｅ

ｙ（
ＣＤＩＳ

） 、
Ｃｏ 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Ｐｏｒ ｔ ｉｆｏ ｌ ｉｏＩｎｖｅｓ ｔｍ 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
ｙ（

ＣＰＩＳ
）〇

①ｈｔ ｔ
ｐ

ｓ
 ：／／ｕｎ ｓｔａｔ ｓ ，ｕｎ． ｏｒ

ｇ
／ｕ ｎｓｄ／ ｓｔａｔ ｃｏｍ．

②ｈｔ ｔ
ｐ

ｓ
 ：／／ｕｎ ｓｔａｔ ｓ ，ｕｎ． ｏｒ

ｇ
／ｈ ｏｍ ｅ／ ．

③ｈｔ ｔ
ｐ

ｓ
 ：／／ｕｎ ｓｔａｔ ｓ ，ｕｎ． ｏｒ

ｇ
／ｕ ｎｓｄ／ｎａｔｉ ｏｎａ

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 ｓｗ

ｇ
ｎａ ．ａｓ

ｐ
．

④ ＩＭＦ （
２０ １ ６

） ．Ｓｔ ａｔ ｉｓ ｔｉ ｃｓＤｅｐａ ｒｔｍｅｎｔａｔ
ＡＧｌａｎｃｅ

，ｐａｇｅ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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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 世界银行 （
ＴｈｅＷｏ ｒｌｄＢａｎｋ

） 发展数据组 （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Ｇｒｏｕ ｐ
？

） 。 宗 旨 ： 向

世界银行内外的客户提供高质量的 国别统计数据和 国际统计数据 ； 改善成员 国对统计信息的

生产与使用能力 。 作为 国际统计系统的
一

部分 ， 该机构 同其他组织就统计新方法、 数据收集

活动和统计能力建设项 目展开合作 。 代表性世界经济统计出版物包括 Ｐａｎｎｅｓ

ａ ７ｉ（
ｉｏ／ ｌＦｏｒ Ｚｃ？￡＾０ ７１０ ７７７＾ （

２０ １ １
年

ＩＣＰ
综合报告 ，

２０ １５
） 、

ＩＦｏｒＺｃ？／几
－

ｄｉｃ ａｔｏ ｒｓ
、
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Ｍｏｎｉ ｔｏ ｒ

、
Ｍｉ ｌ ｌｅ ｎｎｉｕｍＤｅｖｅｌｏ

ｐ
ｍｅｎｔＧｏａ ｌｓ

、
Ｇ ｌｏ ｂ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

ｐ
ｍｅｎｔ ^

Ｗｏｒ ｌｄＤｅｖｅｌｏ
ｐ
ｍｅｎｔＲｅ

ｐ
ｏ ｒｔＧｌｏ 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ｒｏ ｓ

ｐ
ｅｃｔｓ

〇

其四 ，
国 １％贸易组织 （

ＷＴＯ
） 经济研究与统计司 （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Ｓ ｔａ ｔ ｉ ｓｔ ｉｃ ｓＤ ｉｖ ｉ
－

Ｓ ｉ〇ｎ
） 。 该司是 ＷＴＯ 贸易统计和关税信息的主要提供者 ， 并参与 ＷＴＯ 同其他组织间 的统计活

动② 。 代表性世界经济统计出版物包括 如 、 丨仏旧

Ｓｔａｔ ｉｓ ｔ ｉｃｓ 、
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Ｓ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
Ｗｏｒ ｌｄａｎｄ Ｒｅ

ｇ
ｉｏｎａｌＭｅｒｃｈａｎｄｉｓｅＥｘ

ｐ
ｏｒ ｔ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
Ｗｏｒｌｄ

Ｍｅ ｒｃｈａｎｄｉｓｅ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ｏｄｉ 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
ＴｒａｄｅＰｒｏ

ｆｉ ｌｅｓ 、
Ｗｏ ｒｌｄＴａｒ ｉｆｆ 

Ｐｒｏｆｉ ｌｅｓ 。 这塗出版物均为年度

系列 。

其五 ， 国际清算银行 （
ＢＩＳ

） 货币与经济司 （
Ｍｏｎｅ ｔａｒ

ｙ
ａｎｄＥｃ 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ｐａ

ｒｔｍ ｅｎｔ
） 。

Ｂ ＩＳ 发

布的统计是关于全球金融体系结构及该体系 活动信息的唯
一

来源 ， 如金融稳定 、 国际货币溢

出及全球流动性数据 。 世界经济统计相关工作刊物包括 Ｓｕ— 和 ＳＺＳ
Ｇｕａ ＴｔｅｒＺｙ

③ＢＩＳ
是机构间经济与金融统计组 （

Ｉｎｔｅｒ
－Ａｇｅ

ｎｃ
ｙ
Ｇｒｏｕｐｏｆ Ｅｃ 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Ｆｉ

ｎａｎ ｃｉａｌＳ ｔａｔ ｉ ｓ
－

ｔｉｃ ｓ
，ＩＡＧ

） 的成员 ， 为 
ＩＭＦ主持的

“

全球主要指标
”

（
ＩＭＦＰｒｉｎｃｉ

ｐ
ａｌＧｌｏ ｂ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ＰＧＩ
）

提供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的相关数据 。

其六
，
经合组织 （

０Ｅ ＣＤ
） 统计理事会 （

Ｓ 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ｃ ｓＤ ｉ
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

？
。 世界经济统计相关工作

刊物包括 Ｓ ｒｉ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相关统计出版物发布的数据涉

及金融统计、 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统计 、 领先指标和趋势调查、 国 民账户 、 价格与 ＰＰＰ 和生

产率统计 。 代表性世界经济统计出版物包括 ＡｍｍａＺｒｅ
ｐ
ｃ Ｔｔ ｓ—

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ｔｅｒｐ
ｒｉｓｅｓ２０１５

、
ＯＥＣ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 ｌｏｏｋ 、

ＯＥ ＣＤＦａｃｔｂｏ ｏｋ 、
ＯＥＣ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ｒｖｅ

ｙ
ｓ 和 Ｇｏ

－

ｉｎｇ ｆｏ ｒＧｒｏｗ ｔｈ 。

ＯＥＣＤ 统计理事会还支持
“

促进 ２ １ 世纪统计发展的统计伙伴关系
”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

ｐ
ｉｎＳ ｔａｔ ｉ ｓ

？

ｔｉｃ ｓ ｆｏ ｒ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ｉ

ｎ ｔｈｅ２ １ ｓｔＣｅｎｔｕｒ
ｙ
Ｓ 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ｃ ｓ

，
ＰＡＲＩＳ２ １

）

⑤
。后者 由

ＵＮ
、欧盟委员会（

Ｅ ｕｒｏ －

ｐｅａ
ｎＣｏｍｍ ｉ ｓｓ ｉｏｎ ） 、 ＯＥ ＣＤ 、 ＩＭＦ 和世界银行合作建立 ， 旨在开发

一

种管理发展成果 （
Ｍａｎａｇｅ

？

ｍｅｎｔｆｏ ｒ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Ｒｅ ｓｕｌ ｔｓ

，ＭｆＤＲ
）的文化 ，

主要活 动就是鼓励和支持中低收入经济体设

计、 实施和监督
“

国家统计发展战略
”

（
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Ｓ 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
ｍ ｅｎｔｏ ｆＳ 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ｃｓ

，ＮＳ －

ＤＳ
） ， 以促进发展 中 国家更好地使用和生产统计数据 。 其机关刊物 为

（半年刊 ） 。

其七 ， 欧盟统计办公室 （
Ｅ ｕｒｏ ｓｔａ ｔ

） ， 是欧盟的专职统计部 门 。 世界经济统计相关工作刊

物包括 皿
（ 季刊 ） （ 年刊 ） 。 代表性世界经济统计出版物包括

①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Ｄ ｅｖｅ ｌ ｏ
ｐ
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Ｇｒｏｕ
ｐ ，ｓｅｅｈｔｔ

ｐ ：
／／ｄ 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 ａｎｋ． ｏｒ

ｇ
／ａｂｏｕ ｔ

．

②ＷＴＯ （２０ １ ７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 ｏｒｔ ２ ０ １７
， ｐ

ａ
ｇ
ｅ１ ６０

③ｈｔ ｔｐ
：／／ｗｗｗ． ｂｉ ｓ ． ｏｒ

ｇ
／ ｓ

ｔ
ａ

ｔ
ｉ ｓ

ｔ
ｉｃ ｓ／ ｉｎｄｅｘ，ｈ ｔ

ｍ
？ｍ＝６％ ７Ｃ３７ ．

④Ｓｔａｔｉ ｓｔｉ ｃ ｓＤ ｉｒｅｃ ｔ ｏｒａｔｅ
，ＯＥＣＤ ，ｈ ｔｔ

ｐ ：／／ｗｗｗ．ｏｅｃｄ． ｏｒ
ｇ
／ ｓｔｄ／．

⑤ＯＥＣ ＤＰａｒｔｎ ｅｒｓｈｉ
ｐ

ｉ ｎＳ 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 ｓｆｏｒＤ ｅｖｅｌ ｏ
ｐ
ｍ ｅｎ ｔｉ ｎｔｈｅ２ １ 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

ｙ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ｐ
ａｎ ｓ２ １ ． ｏｒ

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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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ＳＧｕｉｄｅｌ ｉｎｅｓＯｎ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Ａｄ
ｊ
ｕｓ ｔｍｅｎｔ（

２０ １５版 ） 、
Ｅｕｒｏｓ ｔａｔ ｉｓ ｔ ｉｃｓ

－Ｄａ ｔａ
ｆｏｒ ｓｈ ｏｒ ｔ

－

ｔｅｒｍ ｅｃｏｎ ｏｍｉｃａｎａｌ
？

ｙ
ｓ ｉｓ＾Ｂａｓ ｉｃ

ｆｉｇ
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ＥＵ （＾ Ｊ^ ） 和

Ｅｕｒｏ
ｐ
ｅ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ｓ（年鉴 ） 〇

其八
，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

ＵＮＥＣＥ
） 下设统计司 （

Ｓ ｔａ ｔｉ ｓ ｔ ｉｃａ ｌＤ ｉｖ ｉ ｓ ｉｏｎ
）

？
，
主要职责

是协调 ＵＮＥＣＥ 域 内的 国际统计活动 、 助力本地区统计系统的增强、 现代化和协调 。 代表性

世界经济统计出版物包括 《全球生产测度指南 》 （
２０ １５

） 和 ＵＮＥ ＣＥ （年

度 ） 。 该司工作接受部 门委员会
“

欧洲统计学家大会
”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 ｅ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

ｎＳ 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ｃ ｉａｎ ｓ
，

ＣＥ Ｓ
）

？ 指导 。

九 、 小结

９５％ 的联合国会员 国报告 了国 民账户数据 ，

２８ ． ５％ 的会员 国全面推行了２００ ８ＳＮＡ
， 另有

部分经济体已开始部分推行 ２００８ＳＮＡ
。 全球生产核算是近年来世界经济统计的热点

，
欧洲经

委会为此发布了 《全球生产测度指南 》
， 为跨国企业的生产核算提供概念框架 、 区分全球生

产制度安排的类型 ，
总结相关核算的最佳实践案例 ， 指 明全球生产统计所需数据的来源 ， 探

索国 民账户相关登录办法 ， 列出了待研究的相关议程 。
２０ １ １ 轮次 ＩＣＰ 成果的发布 ，

继续引发

讨论尤其是评估 。 中国历史 ＧＤＰ 测度的热度近年来持续攀升 ， 相关研究取得较大进展 ，
而且

未来仍具有广 阔的学术前景 。

国际贸易复杂性的增加
，
更加增大了人们对优质外贸数据的需求 。 外 贸统计数据的生产

，

需要应用大数据思维和手段 。 作为国际贸易和全球化的测度框架 ， 扩展的 国际及全球账户体

系将整合国际贸易与经济全球化的经济维度 、 环境维度与社会维度 ， 并强调要更多使用微观

数据和行政管理数据 。 作为描绘世界分割生产最常用的方法 ，
全球投入产 出表或国 际投入产

出表的研发近年来取得较大突破 ， 取得 系列显著成果 ， 但要进一步扩展到更多经济体和更细

致的行业类别 ，
仍受制于许多问题 ， 包括数据可得性和规范性问题 。

国际金融统计工作的发展 ， 尤其是 国际银行业统计和 国际证券投资统计协 同调查 ， 为缩

小国际数据鸿沟做出 了贡献 。 不过 ， 金融稳健性统计 ， 金融统计的脆弱性 、 相互关联与溢 出 ，

国际数据共享
，
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增加值核算

，
仍待世界经济学界继续努力 。

直接投资统计是 ２０ １ ５ 年世界经济统计实践的重点 。 直接投资协作调查 （
ＣＤ ＩＳ

） 覆盖的

经济体 目前已超过 １ 〇〇 个 ，
调查方法更为简化 ， 数据分类更多 、 更细了 ， 受访企业直接投资

关系 的调查也更深入 。

“

负责任的企业行为
”

（
ＲＢ Ｃ

） 受到更多国家和国 际组织更大力度的法

律与政策支持 。 绝大数采纳 《 准则 》 的 国家都成立 了
“

国家联络点
”

， 并选定特定行业有序

深入推进 ， 同更多伙伴国家协力 ， 加快落实 《 准贝 Ｉ

Ｊ》 。

生产的全球化加强了世界经济统计治理机制 。 本综述首次聚焦这个议题
，
初步探讨了在

该领域具有领先地位和重要作用的相关国际组织 ， 描述了它们治理世界经济统计的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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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ＣＤＩＳ 成员经济体直接投资数据可得性 ，
２００９

－

２０ １５

外来直接投资头寸对外直接投资头寸

２ ００９ ２０ １ ０ ２ 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２ ２ ０ １ ３ ２０ １ ４ ２ ０ １ ５ ２００９ ２ ０ １ ０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２ ２ ０ １ ３ ２０ １ ４ ２０ １ ５

报告数据的经济体数量 ９ １ ９ ７ １ ０７ １ ０９ １ １０ １ １ ０ １ ０７ ６ ２ ６ ８ ７ ５ ７５ ７６ ７ ６ ７ ３

中 囯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中 囯香港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中 囯澳 门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美囯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日本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德囯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英囯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法 囯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意大利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加拿大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澳大利亚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韩 囯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巴西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俄罗斯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印度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印度尼西亚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南非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