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４２４ ｜＿ 世界经济年鉴２０ ７５

２０ １４ 年世界经济统计学综述

刘仕讀

世界经济统计学垄要是测度世界经－事务 ， 并基于统计数据用寇賃方法尤其是计量方法

探索世界经济规律性关系 《 其中 ，．

“

世界经济
”

或者为全球经挤整体 ，
或者为大致能够代表

世界＿济的主緊区域或主襄銓济体 ａ

实征探索世界馨济规律性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多 ， 绝大部分馨ｆ特定学科的应用性文献 ，

按学科属性 ， ．应归属于这些学科 （如全球宏观经济学、 国际贸易学、 国际金融学 为此 ，

本综述主要关注
“

世界经济＿务测度
”

类文献＊ 但这类论文在 《世界经济年鉴》 指定的 １６

份英文期刊和 ２６ 份中文期刊中并不多见 。 为全面反映世界经济统计学的全貌 ， 本综述纳人了

主襄国际组织和金棄经挤体统计＿发表的统计文献 ，
： 前者如联合国统计司 、 国际货 币組织 、

世界银行 、 世界贸易组织 、 欧洲经含组织 、 欧盟统计局 ， 后者如中国 国家统计局和姜菌商

务部 ａ

２０１ ４
：年世界絰济统计学发表的文献主要包括如下四个．主题 ： 嵐际比较项 膚 ， 大数据对跨

境经济统计的挑战与机遇 ， 厲民账户体系 ， Ｓ际贸易统计

一

、 国 际比较项 目

世昇银行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０ 月 ２８ 曰发布的 ４３
０ １ １

＿ ：

ＩＣＰ全
：球拫告｜（

ＴｈｅＷｏｄｄＢａｎｋ
，
２０ １４

３
？

，

被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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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圈 ｜本 比较项 陳 （
１靡３猶１細１３１ £ １ （

３１ １
１
卩８货由６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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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鼻：

一个肚界范围内的统计俱议 ，
旨在估计购买力平价 ，

以测度不同货币 之间 的转换比率 比较

全球经济体的规模和价格水平？ 。 比较各国 （
地 区

） 的ＧＤＰ是相当复杂的
，
因而是相当 困难 的 ，

以致

过去 ２〇 年来 ， 世界银行
“

舞际比 较项 自
？
’

（
ＩＣＰ

） 仅拿出 了 三分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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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世界经济统计学 ４２５

２０ １ ４ 牟的这份报舎 ， 无论是渉及的地理范围 ， 还：是执行的时间和伙伴关系的制度性义 都瘥

最大的 。 该报告详细阐明Ｔ ＩＣＰ最新的方法及其详细应用结巣 ｔ 要咸如下ｓ

（

一

） 测度结果

以下数销攀非特别说明：，
ｉｔ反映 ２０ １ １ 年实情ｓ

关宁世界经济的规模 。 按 ＰＰＰ计算 ， 世界 （
１７７ 个经济体 ）

ＧＤＰ 为 ９〇 ＿ ６５ 万亿美元 ， 超

过２００ ５ 年的 ５４ ．９ ８ 万亿美元 ， 年均增长 ８ ．７％ｓ 按汇率计算 ，
上述三个数宇分别为 ７０ ．３ 万亿

美：元 、
４４ ． ３ １ 万也無和 ８ ％

。

美于世界 ＧＤＰ 勘 分布 ｓ 其一 ， 按 ＰＰＰ 计算 ５ 禽收人经济体在世界 ＧＤＰ 中 的 占 比为

５０ ． ３％
， 中壽收入经济体为 ４ ８ ．２％

，
低收人经济体为 １ ． ５％

，
按汇率计算 的上述Ｓ个数字分

别为 ６７ ． ３噪 、 ３２％ 和 ０ ．７％ 。 其二 ， 按 ＰＰＰ计箅 ， 欧盟 － ＯＥＣＤ 经济体在世界 ＧＤＰ 中的 占 比

为 ５３ ．２％
，

亚太为 ３０％
， 拉美 ５ ．５％

， 独联体 ４ ．８噪
， 非洲和西亚 ４ ．５％

，
加勒 比地

萁三 ， 最穷的 ８ ３ ．
２笼全球人 口在世界 ＧＤＰ 中的份额为 ４９ ．７％

， 而 ２００５ 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

８３
．６餐和３９ ．

４诱

关于灣剌经济规模的相对比较Ａ 按 ？？１
＞ 计箅的世界 ＧＤＰ 份额 ， 育居前兰位的依次是羡国

（
１７ ． １％ ） 、 中属 （

１４ ． ９％
） 和印度 （

６ ． ４％ ） ｃ 其中 ， 中美 ＧＤＰ 之 比为 ０ ． ８６９
， 比 ２００ ５ 年的

０ ． ４ ３ １ 翻了一倍 ； 印度 比 ２００ ５ 年提升了１ ２、位 ’ 印尼也跻身世界十大经济体Ｊ ＴＯＰ１０
） 之列 ０

世界 ＧＤＰ 的 之二 由 ＴＯＰ １２经济体贡献。

万亿美元
１ ６１

１ １

６Ｈ

ＰＰＰ口径
■
汇率 口径

图 １ＧＤＰ
，ＰＰＰ口径和现价汇率 口径 ：

２０ 个主要经济体 ，

２０ １１ 年

资科袭源 ｔｅｐ ：钟 ｔ興楼，

＇

ｗ ｉｊｄｄｌｊ ａｎｋ
？ 效ｇ＾ＩＧＩ

＊

ＳｙＴ／Ｉ ｉｔｊａｇ ｆ^ｌ
［
Ｇ

：

Ｐ－

ｉｃ〇ｎ＆
－

ｌ
ｉ
ｒ ｉｋｓ ：

—

５ ．

ｐｎｇ ６

关于人均 ＧＤＰ 的 酿别 （
地区

）
比较 。按 ＰＰＰ口径 由高而低的顺序 ，

美国 、 中 国 和印度分居第 １ ２
、

第 ＂ 和第 １万 位 ａ 卡塔尔和中国澳ｆｌ高摄前两位 ，
． 分别为 Ｉ ４ ． ６５ 万和 １ １ ．５４ 万美元 ， 随后是

，森幾＼ 科威特 、 文莱ｓ 新加坡 、 阿联酋 、 育慕大和瑞ｉｓ 最穷的三个经济体分别是利 比亚

（ ５３ ５ 择元 ） 、 科摩罗 （
６ １０ 美元 ） 和刚皋持主决和寅 （ ６５５ 美元 ） ， 位列最穷十国 的隹济体还

包括布隆迪 、 雇 曰尔 、 中非共和ｇ、 萬桑 比克、
． 場拉维 、 埃塞俄 比亚和几内亚 ＆ 人均实际消

① 共有 １ ９９ 个国家和地 区参加 ，
占世界上 国家 （地区） 总数的 ９ ０％ 以上

，
约占世界人 口总数的 ９ ７％

，
约占世界

裏又 
ＧＤＰ

的 ？ｆＭ

雜 经族和价格缙构的＃多雙：动 ， 以萬方＿上前许多改纖 ， 降低了 
ＩＧＰ２０１ １： 爾 Ｉ ＣＰ２００５绾果的Ｗ比性淡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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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６１ 感 世界经济年鉴２０７５

费 （ 含家庭消费和政府消费 ） 排序同人均 ＧＤＰ排序存在
一

定差异 。

图 ２ 人均 ＧＤＰ
，ＰＰＰ口径和 现价汇率口径 ：

２０ 个主要经济体
，

２０ １１ 年

资料来源 ： ｈｔ ｔ
ｐ ：／／ｓ ｉｔｅｒｅｓ ｏｕ ｒｃｅｓ． ｗｏｒ

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
ｇ
／ ＩＣＰＥＸＴ／Ｉｍａｇ

ｅｓ／ＩＣＰ－

ｉｃｏｎｓ－
ｌ
ｉｎｋ ｓ

－

５ ．

ｐ
ｎ
ｇ 。

（ 二 ） 测度方法及其进展

国际比较项 目 的主要部分有三 （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 ａｎｋ

，２０ １４
：２０ ３

） 。 其
一

， 概念框架 ， 由 支

出法 ＧＤＰ决定 。 其二 ， 货物与服务篮子。 作为各经济体最终购买 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这些货物

与服务在各经济体之间是可 比的 ， 其价格或物量数据的收集须遵循国民账户体系 的理念 、 原

则与方法 。 其三 ， 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 。 先在区域层面计算 区 内成员经济体之间 的购买力

平价 （ 即 区域 ＰＰＰ
， 用于区域比较 ） ， 然后在全球层面计算各区域之间的购买力平价 （ 即 全

球 ＰＰＰ
， 用于全球比较 ） 。 择要概述如下 。

基础数据的收集 。 在 ＩＣＰ２０ １ １ 中 ，

ＧＤＰ是基于 ＳＮＡ１ ９９３ 概念的实际值 （ ｒｅａｌ ｔｅｎｎ ） ，
即将

各经济体本币 ＧＤＰ 消除彼此相对价格差异 （ 即 ＰＰＰ
） ， 并转化成美元 ＧＤＰ 。 其 中 ， 价格是直

接测度的 ， 美元实际 ＧＤＰ 是间接测度的 。 各经济体使用的最终品是可 比的 。 它们具有相 同或

相等的物理与经济特性 。 经济体之间可比商品定价的差异反映的是实际价格之间 的差异 ， 而

非质量差异 。

ＧＤＰ 的支 出 分类遵循 ＳＮＡ１ ９ ９ ３
。 相关数据分类如下 。 类别

一

， 住户 最 终消费 的产

品／服务 ， 在各种市场购买得到 ， 相应价格来 自 市场调查 。 大致相 当 于支 出类 。 类别二 ，

即房屋租赁 、 卫生 、 教育 、 政府服务 、 机械与设备 、 建筑 。 这些基本组难以 比较 ， 相应

价格或价值数据也来 自 市 场调查之外 。 类别 三 ， 其基本组 的价格与价值数据要么缺乏 ，

要么获取成本高 昂 。 本轮 ＩＣ Ｐ 将 ＧＤＰ 支 出 划分为 １ ５ ５ 个基本分类 ， 其 中 住户 消 费支 出

１ １ ０ 项 ， 为住户服务的非 营利机构消费支 出 １ 项 ， 政府为住户服务的消费支 出 ２ １ 项 ， 政

府公共消 费支 出 ５ 项 ， 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 １ ２ 项 ， 库存变化与贵重物品 ４ 项 ， 进 出 口差额

２ 项 。

一

价格调查程序 《 中 国 、 印度和印尼等大型经济体实施的价格调查覆盖了全国城市和

农村家庭的消费支 出 ， 并采取措施努力降低城市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的偏差 。 这有助于提高全

国年均价格的可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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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７

ＩＣＰ２０ １ １ 的全球核心规格品价格调查 ， 按地区

家庭消费 家庭租赁 私人教育 政府报酬 机械与设备 建筑

总数 ６ １ ８ ６４ ７ ２ １ ０ １ ７７ １ ６５

非洲 ６ １ ０ ６４ ７ ２０９ １ ７６ １ ３７

亚洲与太平洋 ４ １ ２ ６４ ６ ４ １ １ ６０ １ ２４

独联体 ５ ６０ ＮＡ ３ ２５ １ ３２ １ １ ４

欧盟 经合组织 ３９４ ＮＡ ＮＡ １９ １ ３ １ １ ３５

拉美 ４ ８９ ５ １ ７ ３ １ １ ７５ １４４

加勒比 ４４６ ８ ５ ４２ ７５ １ ５７

西亚 ６ ０６ ６４ ７ ２ １ ０ １ ７４ １ ５６

注 ：
ＮＡ 表示数据不可得

，
即相应区域 内 的所有经济体都不可获得该数据 。

“

家庭消费
”

不含家庭租赁

和私人教育 。

资料来源 ：
ＴｈｅＷｏｒ

ｌｄＢａｎｋ（ ２０ １ ４ ）
，Ｔａｂｌ

ｅ３ ． １
，ｐ． １ ８３ 。

加强国民账户统计及其验证 。 这有助于提高 Ｉ ＣＰ 国别价格加总权数的可靠性 。

数据核验 。 为确保参与经济体之间 货物 与服务的可 比性和代表性 ，

ＩＣ Ｐ 项 目 除采用

标准方法 （基于 Ｑｕａｒａｎｔａ表和 Ｄ ｉｋｈａｎｏｖ 表 ）
夕卜

，
还使用了新的验证方法 （ 用于亚洲与太平洋

地区 ） ： 比较参与经济体的价格 （
ＣＰＩ 和平减指数 ） 变动 （

２ 〇０５ ２〇 １ １
） 。

部门 比较 。 比如 ， 政府的医疗与教育支出 ，
机械与设备 ， 建筑 。 这些部门不易 比较 。

经改进 ，

“

建筑材料篮子 （
Ｂ０ＣＣ

） 法
”

变得更为简单 ： 仅采集不 同建筑类别所需基本建材 、

不同类别的劳动力 、 机械与设备的成本 ，
不再需要各种权数 。

用生产率调整政府报酬 以 消除部分经济体之间 同
一

工种 的显著

差异 。

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步骤 。 步骤
一

， 将 ＧＤＰ 分成 １５５ 个基本组 （ ｂａｓｉｃｈｅａｄｉｎ
ｇｓ ） ， 估计各

自支 出 （基于组内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 ） 。 步骤二 ， 计算具体产 品层的 ＰＰＰ
。 在各基本组 内 ，

计算各产 品的 ＰＰＰ
ｋｙ ，
其中 ｋ 表示具体的产品 ，

： 和 」

＇

为待 比较的经济体 。 步骤三 ． 计算基本

产品组的 ＰＰＰ
， 即经济体 ｉ 和 ｊ 之间组内所有产品 ＰＰＰ

ｋ
ｙ
的几何均值 。 步骤 四 ， 计算 ＧＤＰ 最终

使用类的 ＰＰＰ
， 即各支出类 内经济体 ｉ 和 ｊ 之间所有基本组 ＰＰＰ

ｙ
的几何均值 。 ＧＤＰ 的主要最

终支 出包括住户消费 、 政府消费和固定资本总形成 （
ＴｈｅＷｏｒ ｌｄＢａｎｋ

，

２０ １ ４
：２０３－ ２ １０

） 。 步

骤五 ， 计算 ＧＤＰ 层的 ＰＰＰ
， 即经济体 ｉ 和 ｊ 之间前述各最终支出 ＰＰＰ 之间的几何均值 。 其中 ，

步骤三、 四 、 五的几何均值 ，
可以赋权或不赋权 （后者即组 内各产 品 、 各基本组 、 各最终支

出类的权数相等 ，

ＴｈｅＷｏ ｒｌｄＢａｎｋ
，

２０ １ ４
：２ ０４

） ； 在各层次的 ＰＰＰ 中 ， 如果部分类别的 ＰＰＰ

已知
，
基于多个经济体基本组 ＰＰＰ之间的两两关联推算 ，

其余类别的 ＰＰＰ 则可 间接计算 （ 多

边 比较 ） 而得 ，
因为多边 ＰＰＰ具有传递性 （

ｔｒａｎｓ ｉ ｔ ｉｖｉ ｔ

ｙ ） 和基础国不变性 （ ｂａｓｅｃ ｏｕｎ ｔｒ
ｙ

ｉｎｖａｒｉ
－

ａｎｃ ｅ
） 〇

产品 、 地区的链接方法 。 其
一

，
链接程序使用所有地区所有经济体的价格数据来链接 。

这有助于确 保链接 因 子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 其二 ，
全球核心 产 品清单 （ ｇ

ｌｏｂａｌｃ ｏｒｅｌ ｉ ｓ ｔ
，

ＧＣＬ
） ，
覆盖住户消费 、 房务 、 政府报酬 、 机械与设备 、 建筑 。 其中

，
住户消费类的全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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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６ １８ 种 ， 而各区域代表品包含的 ＧＣ Ｌ 代表品数量不
一

定相同 ： 非洲 ６ １ ０ 种 ，
亚洲和太平洋

地区 ４ １２ 种
，
欧盟 经合组织 ３９４ 种

，
拉美 ４ ８９ 种

，
加勒 比地区 ４４６ 种

，
西亚 ６０６ 种 （

Ｔｈｅ

Ｗｏ ｒｌｄＢａｎｋ
，
２０ １４

： １８３
） 。

二 、 大数据对跨境经济统计的挑战与机遇

现有文献较少探讨大数据对跨境经济统计的挑战与机遇 。 其
一

， 利用 ＷＩＯＤ
，

ＧＴＡＰ 和

ＯＥ ＣＤ 构建的国际投入产 出数据库 ， 改进中 国跨境投入产 出数据库 。 其二 ， 编制非竞争型投

入产出表 ， 测度 中 国外 贸 的增加值 （ 曹麦等 ，

２０ １ ４
）

？ 和 隐含碳规模 （程开 明 、 庄燕杰 ，

２０１ ４
）

②
。

大数据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
一

切可记录信号的集合 ， 很可能是杂乱 、 不规整 、 良莠不

齐的数据集 。 其
一

，

“

大
”

数据 即全体数据 ， 但并不
一

定完整 。 其二 ， 来 自各种源头 ，
可能

包括观察数据 、 试验数据或推断数据 。 其三 ， 格式多样 ， 包括文本 、 图像、 动画 、 音频或视

频 。 其四 ， 结构类型多 ， 包括非结构数据 、 半结构数据或异构数据 ，
因而存在多种分布形态 。

其五 ， 微观基础多数难以追溯或核实 （李金 昌 ，

２０ １ ４ａ
； 耿直 ，

２ ０１ ４
） 。
？

与上述特点相应 ， 大数据对跨境经济统计编制带来如下机遇 与挑战 。 其
一

， 大数据提供

了丰富的元数据 ，
可降低调查成本 ， 提高调查精度 ， 改善统计数据编纂时效 。 其二 ， 对存储

空间要求极高 。 其三 ， 难以一体化 。 这是 因为非结构化数据难以结构化 （ 即量化 ） ， 非结构

化数据 同结构化数据难以对接 。 其四 ， 从大数据 中提取信息的难度非常大 。 该过程包括元数

据的识别 、 整理、 提炼 、 汲取 （ 删除 ） 、 分配、 存储 、 再过滤 、 再选择 。 其中 ，
整理环节往

往只包括资料的审核和储存 ，
但难以 进行清洗 （ 不完全数据的填补 、 纠偏与矫正 ） 、 分组、

汇总 、 统计表或图的编制 （ 可视化 ） 等传统环节 。 其五 ， 标准化与个性化之间 的矛盾难以调

和 。 这是因为 ，
大数据 由众多小数据构成 （最小 的小数据是关于个体的信息 ，

如个人信息 ） ，

其质量取决于小数据的真实性、 完整性 、 保密性与实体同
一

性 （李金 昌 ，

２ ０ １４ ａ
，

２０ １４ ｂ
； 耿

直
，

２０ １４
；
朱建平等

，

２０ １４
） 。
？

大数据对统计治理有什么启示 ？ 其一
，
立法机构要完善统计立法

，
明确调查对象的权利

与义务 ， 规范各种统计数据的编制与发布 （ 李金 昌 ，

２０ １４ ａ
； 耿直 ，

２０ １４
； 朱建平等 ，

２０ １４
） 。

其二 ， 官方统计机构要奠定统计工作基本规范 ， 如规范分类标准 、 统
一

指标 口径 、 改善数据

采集方法、 完善统计数据发布制度 、 建立共享数据 中心 、 开放统计数据信息和成果 。 其三 ，

官方统计部门要为社会各界提供统计编制最佳实践 。 其四 ，
整合政府各职能部 门信息资源 ，

以提高部门信息共享性 （李金昌 ，

２ ０１ ４ａ
，

２０ １ ４ｂ
； 耿直 ，

２０ １４
； 朱建平等 ，

２０ １ ４
） 。 中 国国家

统计局的 四大工程建设？下 阶段可重点着力于整合 ， 包括统
一

单位代码 。 各部 门的统计信息

要按共同的关键字段整合成大数据库 。 联合 国统计司协调各 国编制以个体企业为观测单元的

①曹麦 、 黄煌 、 倪苹 、 杨森 、 杨贵军 、 曹景林、 王健 、 党爱军 （ ２０ １ ４ ） ：
“

第十五次全国 中青年统计科

学研讨会论文综述
”

， 《统计研究》 ， 第 １ ２ 期 。

② 程开 明 、 庄燕杰 （
２ ０ １４

） ：
“

大数据背景下的统计 第十七次全国统计科学讨论会综述
”

，
《统计

研究》 ， 第 １ 期 。

③ 李金 昌 （ ２ ０ １４ａ ） ：
“

从政治算术到大数据分析
”

， 《 统计研究》 ， 第 １ １ 期 。

④ 李金 昌 （
２ ０ １４ｂ ） ：

“

大数据与统计新思维
”

， 《统计研究》 ， 第 １ 期 。

⑤ 基本单位名 录库 ，
企业一套表 ，

统一 的数据采集处理软件系统 ，
联网直报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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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企业登记
”

（
ＳＢＲ

） 数据库 ， 作为获取统计数据 的三大机制之
一

。 其五 ， 官方统计部 门

要成为
“

透明统计
”

的社会典范 。 所谓
“

透明
”

统计
， 就是统计工作过程 （参与者 、 统计方

法、 制度 、 结果等 ） 都要 向社会公开 。

为适应大数据的发展势头 ， 统计界已采取行动 ， 利用大数据改善统计产品且提高统计工

作效率 。 ２０ １ ４ 年 ３ 月
， 在第 ４５ 届大会上 ， 联合 国统计委员会同意设立

“

全球官方统计大数

据工作组
”

（
ＧｌｏｂａｌＷｏｒｋｉｎ

ｇ
Ｇｒｏｕｐｏ

ｎＢ ｉ

ｇ
Ｄａｔａｆｏ ｒＯ ｆｆ ｉｃ ｉａ ｌＳ ｔａｔ ｉ ｓ ｔｉｃ ｓ

，

ＧＷＧ
） ， 包括

２ ７
个国别成

员和国际组织成员 ，
以深入研究大数据给官方统计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 当 年 １ １ 月

，

ＧＷＧ 成

立了如下八个工作组 ：

“

宣传与沟通
” “

大数据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结合
”

、

“

数据获取和伙伴

关系
”

，

“

培训 、 技能和能力建设
”

、

“

交叉 问题
”

、

“

手机数据
”

、

“

卫星图像
”

和
“

社会媒体

数据
”

。
？２０ 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 ８ ３０ 日 ，

“

大数据和官方统计
”

国际会议在 中国北京举行 ， 由 中 国

国家统计局和联合 国统计司联合主办 ，
与会者包括 １ １ 个国际组织 （含联合 国的统计司及其他

相关机构 、 欧盟统计局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世界银行 、 国际电信联盟、 万 国邮政联盟 ） 和

２７ 个国家 （含美 、 日 、 德 、 印 、 力口 、 韩 ） 的代表 （ 孙启文 ，

２０ １４
） 。
？２０ １４ 年 ９ 月 ８ １０ 日 ，

美国华盛顿 ， 在联合国统计委员会 （
ＵＮＳＣ

） 的
“

国民账户顾问专家组
”

会议上 ， 应用大数

据编制国 民账户 ， 是 ＳＮＡ执行诸多相关问题之
一

（
ＵＮＳＤ

，

２０ １４
） 。
？

数据用户如何应对大数据对数据处理的挑战 ？ 其一
，
利用不 同数源间 的重叠关系 ，

利用

随机抽样数据对大数据进行预处理 ， 包括清洗 （ 如不完全数据填补 、 纠偏与矫正 ） 。 其二 ，

研究大数据环境下的抽样法 ， 包括案例抽样方法 （
Ｃ ａｓ ｅ

－ｂａｓｅｄｓａｍｐ
ｌ
ｉｎ
ｇ ） 和基于事件的抽样方

法 （
Ｅｖｅｎｔ

－

ｂａｓｅｄｓａｍｐ
ｌ ｉｎ

ｇ ） ；

可设置信号阈值 ， 仅对达到阈值的数据抽样 。 应体现序贯性和动

态性 （耿直 ，

２０ １ ４
） 。
？ 其三

，
数据整合 。 需研究降维 、 分解和合成的方法 ： 利用关系数据库

技术 ，
根据关键字将很多小数据库连接成

一

个大数据库 ， 或将大数据库拆分为多个小数据库

且不损失信息 。

经济实证分析者如何面对大数据对分析能力的挑战 ？ 其
一

， 改变数据源 、 数据收集与分

析的思维 ， 包括调整总体 、 个体和样本的定义方式 、 数据梳理与分类 、 抽样调查的功能 （ 李

金昌 ，

２０ １４
）

？
。

其二 ， 调整分析策略 。 分解大数据集合 ， 处理多源数据库 ， 利用局部数据并行计算 。 可

分别利用各数据集得到各 自 的结论 ， 然后整合这些结论 。 事实上 ，
这些策略已探索性地应用

于价格指数编制 （孙易冰等 ，

２０ １ ４
）

？ 和通胀预测 （ 孙毅等 ，

２０ １４
）

？
， 后者因此获选本年鉴

①Ｂ
ｉ
ｇ
ＤａｔａＵＮＧ ｌｏｂａｌＷｏｒｋ ｉｎ

ｇ
Ｇｒｏｕ

ｐ ：
ｈｔ ｔ

ｐ
：
／／ｕｎｓ ｔａｔ ｓ ，ｕ ｎ．ｏｒ

ｇ
／ ｕｎ ｓｄ／ｂｉ

ｇ
ｄａｔａ／ ．

② 孙启文 （ ２ ０ １４ ） ：
“

拥抱大数据时代 ， 打造统计新平 台 ：

‘

大数据和官方统计
’

国际会议在京举行
”

，

ｈｔ ｔ
ｐ ：／／ｗｗｗ． ｓ ｔａｔｓ ，

ｇ
ｏｖ ．ｃｎ／ｔ

ｊ ｇ
ｚ／

／

ｔ
ｊ
ｄｔ／２０ １４ １０／ ｔ２０ １ ４ １ ０２９

＿

６３ １ ２ １ ８ ． ｈｔｍ
ｌ

； 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
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Ｂｉ

ｇ
Ｄａｔａｆｏｒ Ｏｆ？

ｆ
ｉ ｃｉ ａｌＳ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 ｓ

，
ｈｔｔ

ｐ ：／／ｕ ｎｓｔａｔｓ ， ｕｎ ．ｏｒ
ｇ
／ｕｎ ｓｄ／ ｔｒａｄｅ／ｅｖｅｎｔｓ／２０ １ ４／ｂｅ ｉ

ｊ
ｍ
ｇ
／ｄ ｅｆａｕｌ ｔ． ａｓ

ｐ
．

③ＵＮＳＤ（
２０ １４

） ． ＳＮＡＮｅｗｓａ ｎｄＮｏ
ｔ
ｅ ｓ

，Ｎｏ． ３７
，ｐ ．６ ．ｈ ｔｔｐ ：／／ ｕｎ ｓ

ｔ
ａ

ｔ
ｓ ，ｕ ｎ． ｏｒ

ｇ
／ｕｎ ｓｄ／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ａｃｃｏｕｎ

ｔ
／ ｉ ｓｗ

ｇ
－

ｎａ ． ａｓ
ｐ 〇

④ 耿直 （
２ ０ １４

） ：
“

大数据时代统计学面临 的机遇与挑战
”

， 《统计研究》 ， 第 １ 期 。

⑤ 李金 昌 （
２ ０ １４

） ：
“

大数据与统计新思维
”

，
《 统计研究》

，
第 １ 期 。

⑥ 孙易冰 、 赵子东 、 刘洪波 （ ２０ １４ ） ：
“
一种基于 网络爬虫技术的价格指数计算模型

”

， ＜统计研究 》 ，

第 １ 〇 期 。

⑦ 孙毅 、 吕本富 、 陈航 、 薛添 （
２０ １４

） ：
“

大数据视角 的通胀预期测度与应用研究
”

， 《管理世界 》 ， 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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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１４ 年世界经济统计学十佳论文
”

。

其三
，
改善分析技术 。 大型数据库的加工与分析方法 ， 除传统 的统计和经济计量技术

（如 回归 ） 外 ，
还需要其他工具 。 比如 ， 数据表的扩大可能要求更有力的数据加工工具 。 变

量的选择应主要满足预测需求 ， 过去则主要是满足估计需求 。 鉴于大型数据库包含的经济关

系可能更复杂 ， 建模应更灵活 ， 更多地考虑非线性 ， 建模技术更有效 ， 包括机器学 习 （
ｍａ

？

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
ｇ ） ，如决策树（

ｄｅｃｉ ｓ ｉｏｎｔｒｅｅ
）、支持 向量机 （ ｓｕ 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 ｒｍ ａｃｈｉｎｅ ｓ

） 、 神经网络

（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ｓ

） 、 深度学习 （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 ｉｎ

ｇ ）（
Ｖａｒｉａｎ

，

２０ １ ４
） 。
① 可引入隐变量简化复杂的关联关

系 。 用网络图模型描述高维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 包括无向 图概率模型 、 贝 叶斯网络 、 因果

网络等 （耿直 ，

２０ １４
） 。

其四 ， 应对大数据不确定性的挑战 。 大数据的不确定性主要不是基于同类测度个体之间

的差异性 ， 而是基于数据来源的多样性与混杂性 ，
以及个体可变性所引起的总体多变性 ， 包

括数据多源 、 个体识别 、 信息量化 、 观测对象分类 、 关联物选择和节点确定 。
？ 这种不确定

性 尚未得到充分重视 。 而基于经济行为个体之间差异的不确定性 （尤其是政策不确定性 ） 近

年来获得了广泛关注 ， 相关统计测度和经济计量技术获得了重要进展 （
Ｈａｎ ｓｅｎ

，

２０ １ ４
）

？
。

其五 ， 保护大数据 中的隐私和匿名要求 。 随着大数据越来越大 ， 公众对其中隐私的侵犯

问题 日 渐关注 。 在什么环境下
，
在何种程度上

，
实证研究才能确保个体隐私和匿名性不受侵

犯 ？ 有文献将这个议题转换 为
“

隐私损失额
”

（
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

ｐ
ｒｉ ｖａｃ

ｙ
ｌｏ ｓｓ

） 和
“

隐私预算
”

（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ｃ ｙｂｕｄｇｅｔ
） 概念及其测度 。 按此设计的效用 函数显示 ， 获取大数据会收获

“

效用
”

，

但会给数据所有人带来
“

隐私损失
”

。 隐私应作为
一

种基本权利 而归属于个体 ，
还是作为产

权界定为
一

种具有特定生命周期的隐私预算 （ ｂｕｄ ｇｅ
ｔ
） ？ 对公有数据 （如普查数据 ） 而言 ， 隐

私预算应分配给其用户吗 ？ 如何分配 ？ 对私有数据而言 ， 隐私预算该分配到其个人所有者 ，

问题在于它是否可替换和可转移 ， 并获准由数据所有者通过市场卖给潜在用户 ？ 隐私如何定

价 ？ 这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 （
Ｈｅ ｆｆｅｔｚ ＆ Ｌｉ

ｇｅｔ ｔ
，

２０ １４
） 。
④ 此外 ，

“

数据收集变化算法
”

或可保

护大数据中的隐私 ： 统计推断针对的是明确的总体 ， 而非个人 ；
利用网络系统或者其他移动

设备来收集数据 。 基于这些特征
，
该方法可以全部屏蔽真实数据本身

，
且不影 响统计分析结

果 （曹麦等 ，

２０ １ ４
） 。
⑤

上述讨论很多时候 尚未直接涉及跨境经济统计 ，
但相关理念和方法在跨境经济统计中 同

样适用 。 比如 ， 同
一

跨境企业的商务登记、 跨境生产 、 跨境贸易 、 境内 贸易 、 金融交易等数

据的整合 ， 多个跨境企业上述数据的集群发布 ， 极可能涉及个人隐私 、 企业隐私、 政府隐私

或个人 企业 政府业务与利益关联的隐私 。

事实上
，
数据的使用与再使用 ，

数据 的链接与再识别 （
ｒｅ

－

ｉｄｅｎｔｉ
ｆ
ｉｃａ ｔ ｉｏｎ

） ， 是亟待找到解

①Ｖａｎａｎ
，
Ｈ ．Ｒ ． （

２０ １ ４
）．

Ｂ
ｉ
ｇ
Ｄａｔａ

：
Ｎｅｗ Ｔｒｉｃｋ ｓ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ｅ ｔｒｉ ｃ ｓ ．

Ｔｈ ｅＪｏｕｒｎ ａｌ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ｓ
，
２ ８

（
２

） ，
３

－２ ７．

② 李金 昌 （ ２ ０ １４ ） ：
“

大数据与统计新思维
”

， 《 统计研究》 ， 第 １ 期 。

③Ｈａｎ ｓｅｎ
，Ｌ ． Ｐ ． （

２０ １４
）． Ｎｏｂ ｅ

ｌＬｅｃ ｔ
ｕ ｒｅ

：Ｕ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ｙＯｕ ｔ

ｓ ｉｄｅａｎｄＩｎ ｓｉ ｄｅＥｃ ｏｎ ｏｍｉｃＭ ｏｄｅ ｌ
ｓ ．Ｊｏｕ ｒｎａ

ｌ 
ｏｆ

Ｐｏ
ｌ
ｉ
ｔ
？

ｉｃ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
ｙ ，
１ ２２（ ５ ）

，
９４５－９ ８７ ．

④Ｈｅｆｆｅ ｔｚ
，
０ ．＆Ｌｉ

ｇ
ｅｔ ｔ

，

Ｋ ． （ ２ ０ １４ ） ．Ｐｒｉｖａｃ
ｙ 

ａｎ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ｄＲｅ ｓｅａｒ ｃｈ ．ＴｈｅＪｏ 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 ｒｓｐｅ ｃ

？

ｔｉｖｅｓ
，２ ８ （ ２ ）

，７ ５
－

９ ８ ．

⑤ 曹麦 、 黄煌 、 倪苹 、 杨森 、 杨贵军 、 曹景林、 王健 、 党爱军 （
２０ １ ４

） ：
“

第十五次全国 中青年统计科

学研讨会论文综述
”

， 《统计研究》 ， 第 １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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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１

决办法的两个大数据隐私问题 （
ＷＶ

，

２０ １ ４
）

？
。

三 、 国民经济核算进展

（

一

） Ｒ ＆ Ｄ 资本化与 ＧＤＰ 核算

Ｒ ＆ Ｄ 支出 资本化
，
会推高资本形成率 。 学界对 ＳＮＡ２ ００８ 相关建议的认识 （ 如何平 、 陈

丹丹 ，

２０ １４
； 倪红福等 ，

２０ １ ４
； 曹麦等 ，

２０ １４
）
？ 有待进

一

步明 晰 。 其
一

，

ＳＮＡ２００８ 所称
“

Ｒ

＆Ｄ 支出资本化
”

指的是
“

企业 Ｒ＆Ｄ 支 出的资本化
”

， 而非所有市场主体 Ｒ＆Ｄ 支出 的资

本化 。 在 ＳＮＡ１９９ ３ 版中 ， 住户部 门 和政府部 门 的 Ｒ＆Ｄ 支出 ， 已按最终消费计人 ＧＤＰ了 。

其二 ，
企业 Ｒ＆Ｄ 支出资本化 ，

只是
“

Ｒ＆Ｄ 
－

ＧＤＰ 纽带
”

的近似处理 。 Ｒ＆Ｄ 支 出构成 了

多少 ＧＤＰ ？ 这取决于 Ｒ ＆ Ｄ 支出的产出效率 ， 即 Ｒ ＆ Ｄ 支 出形成了多少 Ｒ ＆ Ｄ 成果 ， 如专利

等知识产权产品 ， 并以经济价值予 以测度 。 鉴于 Ｒ ＆ Ｄ 产 出测度 中 的诸多难点 ，

ＳＮＡ２００８ 建

议按支出额测度其资本形成 。 部分难点 的求解需要对重点参数进行估计 ，
比如 Ｒ＆Ｄ 折 旧

率 ，
以测算 Ｒ＆Ｄ 投资收益率和 资产服务成本 （如 曾 五

一

、 王 开 科 ，

２０ １ ４
）

？
。 不过 ，

ＳＮＡ２ ００８ 对 Ｒ＆Ｄ 支出的处理同企业账户存在差异 （
Ｒａｓ ｓ ｉｅ ｒ

，

２ ０ １４
） 。
④

本年度
，
欧盟统计剧和 ＯＥＣ Ｄ 等 国际组织编制 了相关统计手册 ，

包括 《
Ｒ ＆ Ｄ 测度手册

２〇Ｍ 版 》 （
Ｅ ｕｒｏ ｓｔａ ｔ

，

２〇 １句 ⑤ 和 《知识产权产品 的资本测度手册 》 （
ＯＥＣ Ｄ

，

２〇Ｍ
）

？
。 这些手

册将有力促进相关经济体践行 ＳＮＡ２〇０ ８
。

（ 二 ） 明确定义 ＳＮＡ２〇０８ 中 的
“

总部
”

和
“

控股公司
”

在跨境投资中
，
集团公司 内部诸实体之间的所有权关系 ，

因为涉及财产收益的跨境分配 ，

值得高度关注 。 其中 ， 集团的总部和控股公司之间 的区别 ， 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 。 在 ＩＳＷＧ －

ＮＡ 的指导下 ， 联合 国统计委员会成立的
一

个工作组向
“

国民账户顾问专家组
”

（
ＡＥＧ

） 为此

提交了
一

份关于
“

特定 目 的实体
”

（
ＳＰＥ

） 统计处理的最终报告？ 。 不过 ， 相关工作仍待深

入
，
比如 ， 由

一

般政府创设或拥有的 ＳＰＥ
， 尚 未进入该工作组的分析与归类范畴 ， 而是 由欧

①Ｄ ｅ
ｐ
ａｒｔｍ ｅｎ ｔｏｆ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ｌＡｆｆａｉ ｒｓ

，Ｕｎｉ ｔｅｄＮａｔｉ ｏｎｓＳ ｔａｔｉ ｓｔ ｉｃａｌＤｉｖ ｉ ｓｉ ｏｎ（ ２０ １ ４ ）． Ｉｎｔｅ 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Ｔｒａ ｄｅ

Ｓｔ ａｔ ｉｓ ｔｉｃ ｓＮｅｗ ｓ ｌｅ ｔｔｅ ｒ
，Ｎｏ ．３ １（ 

Ｍ ａｒｃｈ／Ｊｕｎ ｅ ），ｐａｇｅ３
．

② 何平 、 陈丹丹 （ ２ 〇Ｗ ） ：
“

Ｒ＆Ｄ 支 出资本化可行性研究
”

， 《统计研究》 ， 第 ３ 期 。

③ 曽五
一

、 王开科 （
２ ０ １４

） ：
“

美国 ＧＤＰ 核算最新调整 的主要 内容 、 影响及其启示
”

， 《统计研究 》 ， 第

３ 期 。

④Ｒａｓｓ ｉｅｒ
，

Ｄ
ｙｌ
ａｎＧ． （

２０ １４
）．Ｔ ｒｅａ

ｔ
ｍｅｎ

ｔ ｏｆ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 Ｄｅｖｅ ｌ
ｏ
ｐ
ｍ ｅｎ

ｔｉｎ Ｅ ｃｏｎｏｍｉ ｃＡｃｃｏｕｎ
ｔ
ｓａｎｄｉｎ Ｂｕ ｓｉｎｅ ｓｓ

Ａｃｃｏｕ ｎｔ ｓ
，Ｓｕ ｒｖｅ

ｙ
ｏｆＣｕ ｒｒｅｎｔ Ｂｕ ｓｉ ｎｅｓ ｓ

，Ｍａｒ２０ １ ４
，１

－

８ ．

⑤Ｅｕ ｒｏ ｓ
ｔ
ａ

ｔ（
２０ １ ４

）． Ｍａｎｕａ
ｌｏｎＭｅａｓ ｕｒｉｎｇＲｅ ｓｅａ 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

ｌ
ｏｐｍ ｅｎ

ｔｉ ｎＥＳＡ２０ １０ ．Ａｖａｉ
ｌ
ａｂｌ

ｅａ
ｔ ：ｈｔｔｐ ：／／

ｅｃ ．ｅｕ ｒｏ
ｐ
ａ ．ｅｕ／ｅｕｒｏ ｓｔａｔ／ｄｏｃｕｍ ｅｎ ｔｓ／３８５ ９５９ ８／５９ ３７０４９／ＫＳ

－

ＧＱ
－

 １４－
００４

－

ＥＮ ． ＰＤＦ

⑥ＯＥＣ Ｄ（ ２ ０ １４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ｎＤｅ ｒｉｖ ｉ ｎｇＣａｐ ｉ ｔａ
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ｓｏｆ

Ｉｎｔｅ
ｌｌ
ｅｃ ｔｕａ

ｌＰｒｏｐｅｒｔ
ｙ
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ｓ ．Ａｖａｉ

ｌ
ａｂ ｌ

ｅａｔ
：ｈｔ

－

ｔ
ｐ ：／／ｗｗｗ．ｏｅｃｄ． ｏｒ

ｇ
／ ｓ ｔｄ／ｎａ／４４３ １ ２３５ ０．

ｐ
ｄ ｆ

⑦ｈｔ ｔ
ｐ ：

／／ｅｃ ． ｅｕｒｏ
ｐ
ａ ． ｅｕ／ｅｕ ｒｏ ｓｔａｔ／ｄ ｏｃｕｍｅｎｔ ｓ／７ ３７ ９６０／７ ３８００７／Ｆｍａ

ｌ
＿

Ｒｅ
ｐ
ｏｒｔ


＿

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 
＿

ＳＰＥ ｓ ．

 ｐｄ
ｆ／

９ ３９ ０ｂ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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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４ 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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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进行案例分析 ， 相关知识产权产 品的统计处理则 由
“

联合国经委会全球生产工作组
”

（
ＵＮ ？

Ｅ ＣＥＴ 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负责推进 。

辨识
“

总部
”

和
“

控股公司
”

，
直接影响到

一

个经济体内部机构部门 的数据编制和分析 。

ＳＮＡ２００８ 第 ４ ． ５３－ ４ ． ５４ 段 明确写道 ， 控股公司持有子公司 的资产 ， 但不从事任何管理活动 ；

总部的活动之
一

是监督 、 管理企业的其他单位 以及管理相关单位的 日 常运营 。 按此
，
控股公

司应划入金融企业部门
， 而总部则划入非金融企业部 门 （ 除非其大多数甚至全部子公司都是

金融法人 ） 。 而 ＳＮＡ １９９３ 将
“

控股公司
”

定义为
“

拥有和管理 （ ｄｉ ｒｅ ｃｔ ｉｎ
ｇ ）
—组子公司

”

， 其

具体类别归属取决于这些子公司的主要活动 。

“

总部
”

和
“

控股公司
”

在概念上的 区别是清晰的 ，
但实际操作起来则 复杂得多 。 要明

确区分二者 ， 需要基于管理控制的信息 。 这些信息在大单位或大集 团是易于获取的 ， 在小单

位则不易获取 ， 或者获取成本很高 。 如不能获取管理控制信息 ，
可该按就业标准 （ ｅｍｐ

ｌ
ｏ
ｙ

？

ｍｅｎｔ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来区分 ， 即精心设定一个就业数量的 门槛值  ， 超过该值的机构就归入

“

总部
”

类
，
否则就归入

“

控股公司
”

类
， 甚至加入就业结构信息来区分 （ 比如 ，

如果高级职员 占 比

超过某 门ｆｆｉ值 ， 该机构就可归入
“

总部
”

类 ） 。 当然 ，

二者的分类也可基于销售信息 （
ＩＷＧ －

ＮＡ
，

２０ １４
）

①
。

（ 三 ） 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统计的影响

为提高各 国编制国民账户的统计能力 ，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授权秘书处间 国 民账户工作组

（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 ｔＷ ｏｒｋｉｎ

ｇ
Ｇｒｏｕｐｏ

ｎ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Ａｃｃ ｏｕｎｔｓ
， ＩＳＷＧＮＡ

） 协助相关 国际组织编制
“

世界经济统计
”

相关指南 ，
包括 《全球化对国 民账户的影 响 》 （

ＵＮＥ ＣＥ － Ｅｕｒｏ ｓ ｔａｔ

－ ＯＥ ＣＤ
，

２〇１句 ？
、 《 国 际收支与国 际投资头 寸编制指南 》 （

ＩＭＦ
，

２〇Ｍ
）

？ 和 《 货物海外 加工手册

（
２０ １４ 版 ） 》 （

Ｅｕｒｏ ｓ ｔａｔ
，

２０ １ ４
）

④
。 上述指南或手册聚焦于全球生产 、 国际贸易 、 跨境投资与收

支 ， 为这些议题的统计处理提出了建议 。

全球化如何影 响 国 民账户 ？ＵＮＥＣＥ－ Ｅｕｒｏｓ ｔａｔ
－ ＯＥＣＤ （

２０ １４
：２ ） 和Ｌｅｑｕｉ

ｌｌｅ ｒ ＆Ｂ ｌａｄｅ ｓ

（
２０ １４

：４７９－ ４ ９６
）
？ 总结出如下十大机制 。 其

一

， 跨国公司 内部 的安排 （ 比如转移定价 ） ，

将影 响其增加值 （
ＧＶＡ

） 或 ＧＤＰ 在相关经济体之间的分配 ， 以及货物和服务的跨境贸易 、 投

资收入与金融流量 、 国际投资头寸 。 其二
，
跨境直接投资关系 ，

会影响投资收入和金融流量

以及 国际投资头寸 。 其三 ，

ＳＰＥ
， 会影响 国民总收入 （

ＧＮＩ
） 、 跨境服务贸易 、 投资收入和金

①ＴｈｅＩｎ ｔｅｒｓｅｃｒｅ ｔａｒｉａ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ｇＧｒｏｕ

ｐ
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ｕ ｎｔ ｓ（ ＩＷＧＮＡ ） （２ ０ １４

） ．５７似Ａ
ｈ

ｅｒｎｓ
，
Ｎｕｍｂｅｒ３７

，

ｐ
ａ
ｇ
ｅ ２

－

３
，Ｄｅ ｃｅｍｂ ｅｒ．

②ＵＮＥＣＥ－Ｅｕ ｒｏ ｓｔａｔ－ＯＥＣＤ （
２０ １４

）．

Ｔ ｈｅＩｍ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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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ｎｔ Ｓ
＿ＦＩＮＡＬ２ １ １２ ２０ １ １ ．

ｐ
ｄｆ。

③ＩＭＦ（
２ ０ １４

） ．Ｂ ａ
ｌ
ａｎｃｅ ｏｆＰａ

ｙ
ｍｅｎ

ｔ
ｓａｎｄ Ｉｎ

ｔ
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Ｉｎｖｅ ｓ
ｔ
ｍｅｎ

ｔ
Ｐｏ ｓｉ

ｔ
ｉ ｏｎＣ ｏｍｐ

ｉ
ｌ
ａ

ｔ
ｉｏｎＧｕｉ ｄｅ ． Ａｖａｉ

ｌ
ａｂｌ

ｅａ
ｔ ：

ｈｔ ｔ
ｐ

ｓ
：／／ｗｗｗ ． ｌｍｆ．ｏｒ

ｇ
／ ｅｘｔ ｅｒｎａｌ／

ｐ
ｕ ｂｓ／ｆ

ｔ／ｂ ｏ
ｐ
／２ ００７／ｂ ｏ

ｐ
６ ｃｏｍ

ｐ
．ｈｔｍ

④Ｅｕ ｒｏ ｓｔａｔ（ ２０ １ ４ ） ．Ｍａｎｕａ
ｌｏｎｇｏｏｄｓｓ ｅｎｔａｂ ｒｏａｄｆｏｒｐｒｏｃｅ ｓｓｉ ｎ

ｇ
－２０ １ ４ｅｄ ｉｔｉ ｏｎ． Ａｖａｉ

ｌ
ａｂｌ

ｅａｔ
：ｈｔ ｔ

ｐ ：／／

ｅｃ ．ｅｕ ｒｏ
ｐ
ａ ．ｅｕ／ ｅｕｒｏ ｓｔａｔ／ｗｅｂ／

ｐ
ｒｏｄｕ ｃ ｔ ｓｍａｎｕ ａｌ ｓ

－

ａｎｄ
－

ｇ
ｕｉ ｄｅ ｌ ｉｎｅ ｓ／ － ／ＫＳ 

－

ＧＱ

－

１ ４
－

００３

⑤Ｌｅ
ｑ
ｕｉ

ｌｌ
ｅｒ

，Ｆ ．＆Ｂｌ
ａｄｅ ｓ

，Ｄ ．（
２０ １４

） ．Ｕｎｄｅ ｒｓ ｔａ ｎｄｉ ｎｇ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Ａ ｃｃｏｕｎｔ ｓ

：ＳｅｃｏｎｄＥ ｄｉｔ ｉｏｎ
，ＯＥＣ ＤＰｕｂ ｌ

ｉ ｓｈ
？

ｉｎ
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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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流量、 国际投资头寸 。 其四 ， 货物到海外加工 ， 会影响总增加值或 ＧＤＰ
、 跨境货物与服务

贸易 。 其五
，
商贸 （

ｍ ｅｒｃｈａｎｔ ｉｎｇ ） ，
会影响跨境货物贸易

， 甚至可能影 响跨境服务贸易 。 其

六
，
知识产权产品 （

ＩＰＰｓ
） ，
会影 响总增加值或 ＧＤＰ

、 资本形成 、 跨境资产及相关服务的交

易 。 其七
， 准过境贸易 （ Ｑｕａｓｉ

－

ｔｒａｎｓ ｉ ｔ ｔｒａｄ ｅ
） ，
会影响总増加值或 ＧＤＰ

、 跨境货物贸易 。 其八
，

跨境劳工流动与汇兑 ， 会影 响 ＧＤＰ 、 ＧＮＩ 、 国 民可支配总收人和跨境转移 。 其九 ， 海外财产

的所有权 ，
会影响跨境服务贸易 、 投资收人与金融流量、 国际投资头寸 。 其十

，
因特网 贸易

（
Ｉｎ ｔｅｒｎ ｅｔｔｒａｄｉ

ｎ
ｇ ） ， 会影响跨境货物与服务贸易 、 家庭消费 。

四 、 国 际贸易统计

（

一

） 国际贸易统计的手册或指南

联合 国统计委员会 （
ＵＮＳ ｔａ ｔ ｉ ｓｔ 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 ｓ ｓ ｉｏｎ ） 第 ４５ 次大会 （

２〇 １ ４ 年 ３ 月 ） 讨论了报告

《 国际贸易与经济全球化测度 》 （
ｔｈ 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 ｆ ｉｎｔｅｒｎ ａｔ ｉｏｎ 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ｇ

ｌｏｂａｌ ｉ ｚａ
－

Ｕｏｎ ）

？
。 该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 引 言 ， 背景 ， 国 际贸易与经济全球化统计范围 ， 测度议题

的纲要 ， 概念性论文 ， 结论与未来的工作 。

该包括支出 ， 当前的 国际贸易统计面临如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 镜像统计中的不
一

致 ， 数

据编纂机构间的制度安排 ， 共享微数据 （
ｉｍ ｃｒｏｄａ ｔａ ） 的法律问题 ， 跨国企业活动信息获取的

复杂性 ， 中小企业的作用 ，
全球投入产出表的数据来源 ， 区域间 贸易测度 的重要性和特点 ，

国际商品贸易统计 （
ｉｎｔｅｒｎ 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ｍ ｅｒｃｈａｎｄｉ ｓｅｔｒａｄｅｓ ｔａｔ

ｉ ｓ ｔｉｃ ｓ
， ＩＭＴＳ

） 同 国际收支统计 （
ＢＯＰ

）

的连接 ， 非正规跨境贸易 ， 贸易同企业的统计登记 （
Ｓ ｔａ ｔ ｉ ｓ ｔｉｃａｌＢｕ ｓｉｎｅ ｓ ｓＲｅｇ

ｉ ｓｔｅ ｒｓ
，ＳＢＲ

） 、
ＦＤ Ｉ

和
ＦＡＴＳ

的连接 （
ＵＮ

，

２０１ ４ ａ ：５－６
） 。
②

《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编制指南 》 （
ＴｈｅＣ ｏｍｐ

ｉ ｌｅ ｒｓＧｕ ｉｄ ｅｆｏｒＭ ＳＩＴＳ ２〇 １０
） 已完成 。 该项工作

始于 ２０ １２ 年 ， 旨在协调和改善各国统计人员对服务贸易统计的收集 、 编制和发布 。 该书包括

指南 、 最佳实践 、 案例研究和实际操作建议等内容 。 统计内容包跨境服务交易 （采用
“

ＢＯＰ

服务扩展分类
”

，
ｔｈｅＥｘ ｔｅｎｄｅｄ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Ｐａ

ｙ
ｍ ｅｎｔｓＳｅ ｒｖ ｉｃ ｅ ｓｃａ ｔｅｇｏ

ｒｉｅ ｓ
，ＥＢＯＰＳ ） 统计 、 外资附

属机构统计 （
ＦＡＴＳ

） 、 供应模块 （
ｍ ｏｄｅ ｓｏ ｆｓｕｐ ｐ

ｌ

ｙ ） 统计 。 该指南将增加上述统计资料的可得

性 ，
提高其质量

，
以满足政策制定者 、 研究人员 、 市场分析人员 和

一般公众的急迫需求 。

（
ＵＮ

，
２０ １４ ｂ

：
１

）

？

（ 二 ） 全球价值链统计

在当今时代 ，
经济 、 商业和贸易统计最重要且最复杂的挑战之

一

， 就是测度增加值链条

组织 和分割的全球化 。 为适应这种潮流 ，
经济统计的生产者和出版者必须加强 国际协调 ， 让

①ｈｔ ｔ
ｐ

：／／ｕｎ ｓｔａｔ ｓ ，ｕ ｎ． ｏｒ
ｇ
／ ｕｎ ｓｄ／ ｓｔａｔｃｏｍ／ｄｏｃ ｌ４／Ｊｕｌ

ｙ
２ ０ １４－Ｔｒａｄ ｅ 

－

Ｅ．

ｐ
ｄｆ

②Ｄ ｅ
ｐ
ａｒｔｍ ｅｎ ｔｏｆ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

ｌＡｆｆａｉ ｒｓ
，Ｕｎｉ ｔｅｄＮａｔｉ ｏｎｓＳ ｔａｔｉ ｓｔ ｉｃａ

ｌＤｉｖ ｉ ｓｉ ｏｎ（ ２０ １ ４ ）． Ｉｎｔｅ 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Ｔｒａ ｄｅ

Ｓｔ ａｔ ｉｓ ｔｉｃ ｓＮｅｗ ｓ ｌｅ ｔｔｅ ｒ
，Ｎｏ ．３ １（ 

Ｍ ａｒｃｈ／Ｊｕｎ ｅ ）
， ｐ

ａ
ｇ
ｅ ５

－

６ ．

③Ｄ ｅ
ｐ
ａｒｔｍ ｅｎ ｔｏｆ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

ｌＡｆｆａｉ ｒｓ
，Ｕｎｉ ｔｅｄＮａｔｉ ｏｎｓＳ ｔａｔｉ ｓｔ ｉｃａ

ｌＤｉｖ ｉ ｓｉ ｏｎ
（

２０ １ ４
）． Ｉｎｔｅ 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Ｔｒａ ｄｅ

Ｓｔ ａｔ ｉｓ ｔｉｃ ｓＮｅｗ ｓ ｌｅ ｔｔｅ ｒ
，
Ｎｏ ．３２（ 

Ｓｅ
ｐ

ｔｅｍｂ ｅｒ／Ｄ ｅｃｅｍｂｅｒ ）
， ｐ

ａ
ｇ
ｅ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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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统计覆盖更多的产品 和更广泛的经济活动 。

为刻画全球价值链的特点 、 动能和影响 ， 国际社会事实上 已就经济统计工作开展空前的

协调 ， 包括宏观层面的统计 （如 ＤＶＡ 和其他 国际投入产出 数据库 ） 和微观层面的企业统计

（如商务功能调查 、 改善企业登记和行政数据 ） 。 显然
， 宏观统计和微观统计可以连接起来 。

不过 ，

２０ １４ 年 ，
全球价值链统计数据编制工作没有 明显进展 。 仅有少数文献讨论全球价

值链的测度或分析方法 。

１ ． 开发新的 国际账户体系

现有国际统计跟不上全球化的步伐 。

一

体化的 国 际账户体系 （
Ｓ
ｙ
ｓ ｔｅｍｏｆＩｎｔｅｒｎ ａｔ ｉｏｎａｌＡｃ

？

ｃ ｏｕｎｔｓ
，ＳＩＡ

）扩展了现有的
ＳＮＡ

和
ＢＯＰ

，增加了许多新的概念和测度（包括全球供给 使用

表和
一体化的实体 金融账户 ） ， 能够更充分地刻 画国际实体交易和 国际金融交易 ， 将显著

改善现有经济统计体系的精度 、 效率和 国际可比性 。

Ｌａｎｄ ｅｆｅｌｄ（
２０ １ ４

）

？ 为该账户体系提出 了 大体思路 。 其核心账户依然是现有的 国别账户

和国 际账户 ，
但这些账户 已 同 ＳＮＡ

、
Ｂ ０Ｐ 和 《 国际投资手册 》 充分

一

致 。 这些核心账户将包

括
一整套账户 （如资产负债表和供给 使用表 ） ，

各账户 内部和不 同账户 之间 已
一体化

，
且

内外
一

致 ， 尤其是主要跨境贸易和投资伙伴的账户之间充分
一

致 。 遵循联合 国的 《

一体化经

济统计指南》 （
Ｇｕｉｄｅｌ

ｉｎｅ ｓｆｏ ｒ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ｅｄＥｃ 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ａ ｔ ｉ ｓ ｔｉｃ ｓ ） 、 ＩＭＦ

的 《 国际收支手册》 （
ＢＰＭ

）

以及其他国际指南和手册？ ， 即可实现这种精美的
一

致 。 主要依赖 间接估计技术 、 企业微数

据 （
ｍｉｃｒｏｄａ ｔａ ） ，

这些核心账户就可用来开发
一

体化的全球供给 使用表 （
ＧｌｏｂａｌＳｕ ｐｐ

ｌ

ｙ
ａｎｄ

Ｕ ｓｅＴａｂｌｅ ｓ
） 、 相关的增 力口值贸易 、 收人与就业统计以 及

“
一

体化 的 国际实体 金融账户
”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Ｒｅａｌａｎ 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ｃｃ ｏｕｎｔｓ

） 。

２ ． 打通 ＧＶＣ 分析和全球生产分割分析的数据基础

在分析货物与服务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原 因和机制时 ， 研究全球价值链的传统学者同分析

全球生产分割 的经济学者 、 非政府组织和统计机构有差异 的 ： 二者的 目标和所用数据是不 同

的 。 研究全球价值链的传统学者从特定产品或特定产业来研究跨国和跨区域的价值链 。 国 际

组织对全球生产分割 的现有研究 ， 用 的是全球供给 使用表 （
ＳＵＴ

） 或全球投入 产 出表

（
Ｉ
－

〇
） ， 旨在分析特定经济体对特定全球产业网 络的相对贡献 ， 包括

一

国 出 口 中包含的外 国

贡献 （
ｆｏｒｅ ｉ

ｇ
ｎｃ ｏｎｔｅｎｔ

，
可按伙伴国拆分 ， 而伙伴 国是直接和间接参与其中 ） 。 全球 ＳＵＴ 测度

的起点是基于产品 （如 ＣＰＣ
） 的产业 （如 ＩＳＩＣ

） 数据 。

可尝试将这两类方法合并起来 （
Ｆ 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

２ ０１ ４
）

。
？ 其

一

， 在各国现有调查内容的基础

上 ， 新增
“

商务功能
”

（ ｂ ｕｓｉｎｅ ｓ ｓｆｕｎｃ ｔ ｉｏｎ
） 调查 。 为此 ， 需要推 出 国际统

一

的
“

商务功能
”

分类体系 ，
以加强数据收集且使数据全球可比 。 其二

，
从特定产业组与类 （ 即三位码和四位

码 ） 层面评估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
ＩＳＩＣ

） ，
基于价值链参考模式

， 对基本的 ＩＳＩＣ 活动另行加

①Ｌａｎｄｅｆｅ ｌｄ
，Ｓ ． （

２０ １ ４
）． Ｉｍ

ｐｌ
ｉｃａ

ｔ
ｉｏｎｓａｎ ｄＣ ｈａｌｌ

ｅｎ
ｇ
ｅ ｓＡ ｓ ｓｏｃｉ ａ

ｔ
ｅｄｗ ｉ

ｔｈＤ ｅｖｅ
ｌ
ｏ
ｐ

ｉ ｎ
ｇ

ａＮｅｗＳｙ
ｓ

ｔ
ｅｍｏｆＥｘ

ｔ
ｅｎｄｅｄ

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Ａ ｃｃｏｕｎｔ ｓ ． Ｄ ｉｓｃｕ ｓｓｉ ｏｎＰａ
ｐ
ｅｒ

ｐ
ｒｅ ｓｅｎｔ ｅｄａｔｔｈｅ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 ｃｅ ｏｎ ｔｈ ｅＭｅａｓｕ 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Ｇ ｌ
ｏｂ ａｌ ｉｚ ａ

ｔ
ｉｏｎ Ａ

ｇ
ｕａｓｃａ

ｌ
ｉ ｅｎ

ｔ
ｅ ｓ

，Ｍｅｘｉ ｃｏ
，２９Ｓ ｅ

ｐ 
１Ｏｃ ｔ

．

② 具体 内容包括
一致化处理 （ 内容涉及双边和全球贸 易差额 、 出 口 与进 口价格 、 资产与负债 ）

，

应用

行政数据和其他
“

大数据
”

，

一般的企业登记信息 ， 数据收集工具 ， 分类体系和会计体系 。

③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Ｓ ｔａｃｅ

ｙ（ ２０ １ ４ ） ．Ｃｏｍｂｉｎ ｉｎ
ｇ

ｔｈｅＧ ｌｏｂ ａｌＶａｌ ｕｅＣｈ ａｉｎａｎｄ Ｇ ｌｏｂａｌ１
－

０Ａｐｐ
ｒｏａｃｈｅ ｓ ．Ｄ ｉ ｓｃｕｓ ｓｉｏｎＰａ？

ｐ
ｅｒ

ｐ
ｒｅ ｓｅｎｔ ｅｄａｔｔｈ ｅ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 ｅＭｅａ 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Ｔｒａｄ 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Ｇ ｌ

ｏｂａｌ
ｉ ｚａｔ ｉｏｎ

Ａ
ｇ
ｕａｓ ｃａｌ ｉｅｎｔ ｅ ｓ

，

Ｍ ｅｘｉ ｃｏ
，

２ ９Ｓｅ
ｐ

－ １Ｏ ｃ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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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办法 ， 就像基于 ＩＳＩＣ 基本活动适当加总后得到制造部门或信息通信部 门那样 。 基于商务功

能离岸情况、 中间 品使用 、 产品 的基本类别及终端市场的基本类别等信息 ， 即可得到这些

加总 。

３ ． 以
“

商务功能调查
”

为突破 口

企业统计登记 （
Ｓ ＢＲ

） 是统计生产
一

体化的基石 ， 在 国别统计体系 中具有独特的作用 。

《
Ｓ ＢＲ 国际指南》 正在编制之中 ，

主题包括如下 内容 ：
ＳＢＲ 的统计范 围 ，

Ｓ ＢＲ 单位的定义与

特征 ， 数据来源 ， 数据维护策略 ， 调查框架方法 ， 质量 ， 发布 （
ＵＮ

，

２０ １４ ａ ：５ － ６
） 。

其中 ， 商务功能调查是 Ｓ ＢＲ 的基础工作之
一

， 如能精心设计 ， 就能为国际投人产出数据

库 （如 Ｔ
ｉ
ＶＡ

） 所用并改善后者 。
Ｎ

ｉｅ ｌｓｅｎ＆Ｓ ｔｕｒｇｅｏ
ｎ（

２〇 １４
）

① 讨论了
“

商务功能
”

的概念 ，

给出 了欧盟执行企业商务功能的调查结果 ， 并基于现有服务分类提出了 商务功能的明细清单 ，

对 《
ＳＢＲ 国际指南 》 的编制很有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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