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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３ 年 ， 世界经济统计呈现两大主题 ：

ＳＮＡ２００８ 在世界范 围内继续得到践行 ， 美国首次

按该标准公布 ＧＤＰ 等重要指标 的核算结果 ； 增加值贸易 的统计测度取得重要突破 。 此外 ，
国

际贸易统计尤其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以及统计分类工作 ，
也取得进展 ^

本综述覆盖的文献主要来 自 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统计部门和主要 国家的官方统计工作文

献 （类似 Ｎｅｗｓｌｅ ｔｔｅ ｒ
） ，

以及部分学者的研究文献 。 这 些国 际经济组织包括联合 国统计司 、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 ＵＮＣＴＡＤ 、

ＩＭＦ
、 欧盟统计局 。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

ＢＥＡ
） 的文献同样十

分重要 。

—

、 ＳＮＡ２００８ 的执行

截至 ２０ １２ 年末 ， 在联合 国 １ ９３ 个 国 家 中 ，

６ 个 国 家执行 ＳＮＡ２００ ８
，

１ ５７ 个国 家 （ 占

８ １ ％
） 执行 ＳＮＡ １９９３

， 其余国家 （包括众多非洲 国家 ） 仍在执行更早的 ＳＮＡ 版本 （ 含 １ ９６８

年版本 ）

？
。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均报告了基于 ＳＮＡ １ ９９３ 的国民账户数据 。 发展中

国家该数字为 ７４％
，
其中非洲 国 家为 ６５％

， 拉丁美洲及加 勒 比 国家为 ７９％
、 亚洲 国家为

８２％
， 大洋洲 国 家为 ８３％

， 小 岛 屿发展 中 国家 为 ７ １ ％ ？
。 其中 ，

４６ 个亚太国 家 中 仍处于

ＳＮＡ２００８ 执行过程的早期阶段③ 。

（

一

） 时间表

中 国尚未确定正式实施 ＳＮＡ２００ ８ 的时间 。

④ 近来 ，
国家统计局正在研究 ＳＮＡ２００８

，
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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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Ｓ ｔａｆ ｉｓｆ ｉｃｓｙＶｅｗＪｓ／ ｅＭｅｒ
，

Ｉｓ ｓｕｅＮｏ ．５８
，

Ｆｅｂ２ ０ １ ３
， ｐ

ａｇｅ１ ７
－

１ ８ ．（ 
ｈｔ ｔ

ｐ
：／／ｗｗｗ． ｏｅｃｄ．ｏｒ

ｇ
／

ｓｔｄ／ｓ ｔａｔｉ ｓｔ ｉｃｓｎ ｅｗｓｌｅ ｔｔ ｅｒ
）

② 联合国 经社理事会 （
２０ １４

） ：
“

秘 书 处 间 国 民账 户 工作 组 的报告
（ 中 文本 ）

”

，
２０ １４ 年 ３ 月 ４ － ７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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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ＳＮＡ２００８ 的执行分为 三 个阶段 ：
（

１
）
评估战略框架

， 设计 国 家 与 地 区 执行项 目
； （

２
〉
调 整分类 框架 、

企业 登记 与设计 、 调查 、 行政 数据 源和信息 技 术基础 设施 ； （ ３ ） 应 用 修 订后 的框 架 、 各种来 源 的 数 据转 到

ＳＮＡ２００８ 。 参见ＵＮ ＳＣ（ ２０ １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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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新华 网 （
２０ １３ ） ：

“

国家统计局 独家详解
：
核算体 系改 革正 在进 行

——

国 家统计局 副 局 长 许宪春就研

发 支 出 纳 入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及 采 用 ２００８ 年 国 民 账 户 体 系 等 问 题 答 记 者 问
”

，
１ １ 月 １ ８ 日 。

（
ｈｔ ｔｐ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 ｅｔ ．ｃｏｍ／ｆｏ ｒｔｕｎ ｅ／２０ １ ３
－

 ｌ ｌ／ １ ８／ｃ＿ １２５ ７ １９５２ ５ ． ｈｔｍ ）



７６６ ； 邊！翌济年鉴綱
—

定修订 《 中国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 （
２〇〇２

） 》 的初步计划和框架 ， 拟于 ２０ １ ４ 年底或 ２０ １ ５ 年初

形成最终文本 。 采用新的核算方法计算 出来 的重要指标数据 （含历史数据 ） ，
拟于第 三次全

国经济普査之后按程序对外发布

美国 ２０ １２ 年开始执行 ＳＮＡ２００８ 。 ２０ １ ３ 年 ７ 月 ， 正式发布按 ＳＮＡ２００８ 编制的季度 国民 经

济账户 。

欧盟在 ２００９
—２０ １ ６ 年间执行 ＳＮＡ２００８ 。 其一 ，

２００９—２０ １ ０ 年 ， 制定执行 ＳＮＡ２００８ 的计

划 ， 包括设立欧盟 自 己的 国 民账户体 系 ，
即 ＥＳＡ２０ １０

， 相 当于 ＳＮＡ２００８ 的欧盟版本 。 其二 ，

２０ １ ２
—

２０ １４ 年 ， 执行 ＥＳＡ２０ １ ０ 培训项 目 。 其三 ，
２０ １４
—

２０ １ ５ 年 ，
欧盟正式实施 ＥＳＡ２０ １０ 。 其

四 ，

２０ １ ６ 年 ，
开始编制机构部门账户 和其他数据体系 。

开始执行 ＳＮＡ２００８ 的时间 ：

２００９ 年 ， 澳大利亚 ；

２０ １ ３ 年 ， 以色列 和 墨 西哥 ；

２０１４ 年 ，

冰岛 、 印尼 、 新西兰 、 挪威 、 韩 国 、 瑞士 ；２０ １ ５ 年 ，
土耳其 ；

２０ １ ６ 年 ，
日 本 ， 智利

；

２０ １ ９

年 ， 南非 。

（
二

） 优先议题与待决内容

联合国经社委员会统计司
“

国民账户咨询专家组
”

（
２〇 １２ 年 ４ 月 ） 、 欧盟和 ＯＥＣＤ 分别认

为 ， 在执行 ＳＮＡ２００８ 时 ， 应优先考虑如下议题 。
？

１ ． 影响 ＧＤＰ 及其分项核算的要点？

（
１

） 研发与军备支出的资本化 。 Ｒ＆Ｄ 支出是指为增加知识存量 （包括人类 、
文化和社会知

识 ） 并利用这种知识储备开发新的应用 ， 系统性地从事创造性工作而支出的价值。 同建筑物 、

机器和设备 、 培育性资产
一样 ， 研发成果存在所有权、 作用长久 （

一年以上 ） 、 反复应用于生产

（在生产过程中被反复或连续使用 ） 等共同属性 ，
因此应将研发支出作为固定投资 ， 并将其折旧

计人固定资本消耗 。 以前的核算则是将企业研发支 出作为中间投入 ， 将为住户服务的非赢利机

构 （
ＮＰＩＳＨ

）
和政府的研发支出算作消费支出 。 ２０ １２ 年 １ １ 月 ，

基于两年的数据 ， 欧盟统计局计

算了研究与开发资本化对 ＧＤＰ 、 经济总体和机构部 门的影响 ， 为该地区成员 国 ２０ １ ４ 正式实施

ＥＳＡ２０ １０ 奠定了基础 。 ＯＥＣＤ 也调查了研发的使用寿命和测度方法 。 在美国 ，
私人研发资本化使

其 １ ９５９
－

２００２ 年 ＧＤＰ 提高 ２ ． ６％ 。
③ 在韩 国 ，

Ｒ＆Ｄ 和军事装备支出改按资本形成登录 ，
将使

２０ １ ０ 年韩国 ＧＤＰ上调约 ４％ 。 本项调整也是中国香港的主要调整内容之
一

。 要精准地估计企

业的 Ｒ＆Ｄ 活动 ，
需要将 Ｒ＆Ｄ 调查与创新调查分开进行 ， 调查范围应覆盖各种规模的企业

①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２ 月 １９ 日
， 中 国 国家统计局 公布 了 第 三 次 经济 普 查后 ２０ １３ 年 的 ＧＤＰ 修订数 据 ，

但该
“

修

订
”

只 是基于 普 查数据源 ，
而 非 基于 ＳＮＡ２００８ 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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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刘 仕 国 （
２０ １３

） ：

“

美 国 ＧＤＰ 统计的 新标准及其对 中 国 的 启 示
”

， 《 中 国统计 》 ，
第 ８ 期 。

④ 挪威统计局 发现 ，
企业 的创 新活 动调查应 同其研发 活动 调 查分开进行 ， 以 显 著 提高 企 业对 自 身 创 新

活 动 的反馈 。 不过 ，
目 前 尚 不足 以 判 断 ，

分 项调 查是 否 比合并 调 查更 精确 。 未 来应 基 于 现有 调 查数据 ， 进 一

步 研 究
“

合并 ｖｓ 分项
”

调 查战 略 问 题
，
或者分析

“

自 愿 回答
”

调 查 中 回答 率 对总 体估计 的 影 响 ；
应 综 合合

并 调 查 与 分项调 查 数据 ， 以 更好地 比较 国 际 研发与 创 新 活 动 。 参见 ０ＥＣＤ． ２０ １４ ．Ｉｓｓｕ ｅ

Ｎｏ． ６０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ｐａｇｅ１ ７

－

１ ８ ．（ ｈ ｔｔ
ｐ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ｓ ｔｄ／ｓ ｔａ ｔｉｓ ｔ

ｉ
ｃ ｓｎｅｗｓ ｌｅｔｔｅｒ）

．



世界经济统计亇 議 ７６７

（
２

） 间接测度的金融中介服务 。 目前已经形成如下共识？ ： 其
一

， 流动性转换服务 为间

接测度 的金融中介服务 ， 其值按单
一

参考利率计算 ； 其二 ， 在估算本类服务的进出 口时 ， 应

基于至少两种货币 ； 其三 ，
居住在不同经济体的本类服务的供应商 ，

可适用不 同具体货币 的

参考利率
；
其四 ， 参考利率的计算应基于国情而定

；
其五 ， 在参考利率大幅动荡和流动性市

场开始失灵时 ， 应谨慎确定本类服务的估值
；
其六 ， 本类服务物量的估计 ， 应采用 《 国 民账

户核算手册 ： 国民账户体系 中金融业产值 、 流量和存量 》 中的方法？ 。

（
３

） 全球生产 问题 。 全球化对 国 民账户 的影响 ， 在多数经济体都是
一

个重要 问题 。
？

ＳＮＡ２００ ８和
“

国际收支手册第六版
”

（
Ｂ 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Ｍａｎｎｕａｌ

，ｓ ｉｘ ｔｈｖｅｒｓｉｏｎ
，ＢＰＭ６

） 有

关
“

全球生产
”

的概念与测度问题 ， 需要提供实 际操作指导 ， 包括举例说明各类全球生产协

议的术语和分类 。

（
４

）土地和非金融资产的测度 。 编制指南手册 ， 先测度土地 ， 包括基本数据来源 、
测度

方法 、 实操指南和数例 ，

２０ １ ３ 年 ７ 月 发布初稿 ，

２０ １ ４ 年末发布终稿 。 自 ２０ １ ５ 年开始研究其

他非金融资产的测度 。

其他重要问题还包括金融衍生工具和雇员股票期权的 编制以及养老金测度 。 在美国 ， 对

定额福利养老金计划交易的核算 ， 由过去的现金收付制改按权责发生制 。
？ 权责发生制将生

产性收人与相应生产活动一致匹配 ， 是编制国 民账户 的优先方法 。 在权责发生制下 ， 核算定

额福利养老金计划下的交易 ， 能够更好地同相关劳动报酬核算保持
一致 。

２ ． 综合经济账户 和主要指标

部 门账户 与资产负债表 。 编制这些统计数据 ，
可以在更大范 围 内发布和报告 国际可 比且

详尽的年度和季度部门账户数据 ，
包括部门 和资产分类更详细 ； 消除数据差距 ；

基于
“

从谁

到谁
”

的视角 ，
开发金融存量与流量数据 。

３ ？ 待决议题

（
１

） 关于机构部门及总部 、 控股公 司 和特定 目 的 实体 （
Ｓｐ ｅｃ ｉａｌＰｕｒｐｏｓｅＥ ｎｔｉｔ ｉｅ ｓ

，
ＳＰＥ

）

的描绘 。 在执行 ＳＮＡ２００８ 的建议时 ，

一些 国 家遇到如下 困难 ： 在金融公司 内部划 分子部

门 ；
机构部门及总部 、 控股公司和 ＳＰＥ 的分类 。 有必要编制 相关实操指南 ， 包括有关术语

与分类 。

（
２

） 关于养老金待遇 。 围绕雇员相关养老金计划与社保计划的养老金待遇 ， 需要确立相

关测度 、 术语 、 概念与定义的标准 。

（
３

） 关于运费和保险 。
ＳＮＡ２００８ 和 ＢＰＭ６ 同 国际货物贸易登录存在差异 。 两大手册采用

离岸价 （
ＦＯＢ

） 估价货物出 口
， 而 ＳＮＡ２００８ 估价产出时原则上采用基本价 ：

“

货物估价是否

包括运输成本 ？ 这取决于出 口商或进 口商是否负责运输 。

”

问题在于 ， 这个建议同
“

出 口 按

ＦＯＢ 估价
”

并不一致。 因此
，
需要做如下澄清 ： 产出按基本价估值 ，

出 口按 ＦＯＢ 估价 ， 将货

① 联合 国 经 社理 事会
（
２０ １ ５ ） ：

‘ ‘

秘书处 间 国 民账 户 工作 组 的报告 （ 中 文版 ）

”

，
３ 月 ３

－

６ 日
，
第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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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 ｓｔａｔｓ ，ｕｎ． ｏｒ

ｇ
／ｕｎｓ ｄ／ 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ｄｏｃｓ／Ｆｉｎａｎ ｃ

ｉ
ａｌＨＢ

－

ｗＣｏｖｅｒ ．

ｐ
ｄｆ．

③Ｊｕ ｎｇＹｕ ｎｇ
Ｔａｅｋ ．２０ １４ ．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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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ｎ ｕａｒ
ｙ ，ｐａｇｅ ９

－

 １０ ．

④ 刘 仕 国 、 曹 永福 （
２０ １ ３ ＼

‘ ‘

美 国 国 民 收 支账 户 综 合修订 中 的概念 变化 ： 内 容 、 结果 、 影 响 与 启 示
’ ’

，

中 国社会科 学院 世界 经济 与 政 治研 究所世界经济预 测 与 政策模 拟 实 验 室 《 中 国 外部 经济 环 境 监 测 》 之
“

财

经 短评
”

，
Ｎｏ ．２０ １ ３０４５

。



７６８Ｌ氣ＭＭ登２０？

ｉ ．

物贸易的运费和保费虚拟登录 。

（
４

） 关于央行的产出 。
ＳＮＡ２００ ８ 同

“

欧洲 国民与地区账户体系
”

（
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Ｓｙｓ ｔｅｍｏｆ

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ｃｃ ｏｕｎｔｓ
，
ＥＳＡ ） 略有不同 。

？ 二者均赞同 ，
央行的产出 有二类 ： 货币 政

策服务 ；
金融中介服务 ；

监管服务 。 二者的主要差异在于 ，
这些服务是否视做市场产出 ， 以

及哪些部门消费了这些产出 。 ＳＮＡ２００８ 认为 ， 货币政策服务属于非市场产出 ，
金融 中介服务

属于市场产出 ，
监管服务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

如不能按上述类别 区分 ， 则均应视作非市场产

出 ， 按成本估值 。 Ｅ ＳＡ２０ １０ 则认为 ，
上述三类均属于市场产出 ， 应按成本估值 。

ＥＳＡ 方法可

以看成是 ＳＮＡ２００８ 方法的简化 ，
因此可 以说二者在广义上是

一致的 。 未明确 收费的 央行服

务 ： 在 ＳＮＡ２００８ 看来 ，
这些服务造福于整个社会 ， 应为非市场产 出

， 其用户为
一

般政府 ，
属

于央行对政府的经常性转移 ， 为后者 的最终消费 ；
在 Ｅ ＳＡ２０ １０ 看来 ， 这些服务 旨在让金融中

介发挥功能 ，
应为市场产出 ， 完全属于金融中介的 中 间消耗 ；

显然 ，
这种差异势必影响 ＧＤＰ

和政府最终消费数据的 国际可比性 。

（
５

） 服务业尤其商务服务业增加值测度 。 在大多数 〇ＥＣＤ 国家 ， 受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

和国际生产的持续分散化 ，
中 间服务外包快速兴起 （ 以前都是企业或企业集 团内 部 自 给 ） ，

成为 １９９５
－

２０ １ １ 年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两大主要来源之
一

（ 另
一

为制造业 ） 。 不过 ，
商务服务

业的价格效应可能是质量变动与纯粹价格变动相互交织所致 ， 但二者却难以明确辨识 。
②

（ 三 ） 治理
＇

欧盟
： 制定执行 ＳＮＡ２００ ８ 的计划 。 其 中 ， 有 ５ 个 国 家的 官方统计机 构将

“

执行

ＳＮＡ２００８
”

纳入 自 己的
“

综合战略计划
”

，
另外 ７ 个国家正在调整 自 己 的战略 。

亚太地区经济统计指导小组 （
ＴｈｅＳｔｅｅｒｉ ｎｇ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ｏｎＥｃ 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 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
） ：２０ １ ２ 年制定综合执行计划 ， 提高本地 区各成员 国 的能

力 ， 以按国际标准生产核 心的 经济统计数据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１ 季 度初步评估 了 本地区 的执行

情况③ 。

Ｇ２０ 呼吁？制定
一

个战略 ， 推进更多的经济体编制和发布 资产负债表 、 资金流量表和部

门数据 ，
并首先从 Ｇ２０ 经济体开始 ， 随后扩展到 Ｇ２０ 之外的先进经济体 。 执行该建议的

一个

重要里程碑 ， 就是为最基本且国际可 比的部门账户 和资产负债表开发模板 ，
以此为

“

种子
”

，

逐步推进国际可 比统计的编制与发布 。 这些模板 ２〇 １２ 年 ５ 月 已开发完毕 ， 并分别公布在 ＩＭＦ

和联合国 统计司 的 网 站上 。
？ 该工作组 的主 办方为

“

机构 间 经济 与 金融 统计工作组
”

（
ＩＡＧＥＦＳ

） ， 主席为 ＩＭＦ
， 成员包括国 际清算银行 、 欧央行 、 欧盟统计局 、

〇ＥＣＤ 和联合 国 。

①ＵＮＳＤ ．２０ １ ３ ． ５７Ｖ ／４心奶
，

Ｎｕｍｂｅｒ３６
，

Ｍａ
ｙ２０ １ ３

， ｐ
ａ
ｇ
ｅ２

－

３ ．

② 主要 原 因 有 三 ： 服务业 收费 方 式 ；
提供捆绑服务导 致质 量 变 化难 以识 别 ；

各终极用 户 单独 的价格指

数难 以识 别 。 过 去十 来年里 ，
服务生 产 者价 格指数编 制 工作取得 实质进展

，
但计算 不 变价增 加值 的 方 法仍未

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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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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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Ｓ ｃｒｅｅｎｉ ｎ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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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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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统计学 議 ７６９

为支持部门账户 的编制 ，

ＩＭＦ 为成员 国举办 了系列培训会 ，
并为部分成员设立技术援助项

目 。 现已 编制 出 Ｇ２０ 成员 国 的 部门 账 户 ，
基础数据主要 来 自 ＯＥＣＤ

、 欧 盟统计局 和 欧

央行？ 。

有必要制定
一

个全球战略 ， 为各国提供技术支持 ， 满足各 国编制 国民账户 和经济统计的

战略数据需求 ，
使数据更易得 ， 用户分析能力更强 。 加强全球有效合作和融资 。

（ 四 ） 主要挑战

一些 国家 已设立 ＳＮＡ２００８ 执行战略项 目
， 但仍未进人实际操作阶段 。 在全球范 围内 ， 实

施 ＳＮＡ２００８ 面临如下共同障碍 。

其一 ， 政治动力不足 。

其二 ，
人力和财力缺乏 ，

无力充分收集基础数据 。

其三 ， 统计部门 同国 内其他相关部 门的合作不够有效 。

其四 ， 国 际组织 的支持 （ 如技术援助和经验交流 ） 有待加强 。

其五 ， 制度安排不完全 ，
许多国家尚未制定综合实施计划 。

其六 ， 难 以按照 ＳＮＡ２００８ 来彻底地测度经济活动 。

为成功地修订 ＳＮＡ
， 应预先系统准备 ， 确保同其他统计 （ 如 ＢＯＰ

） 保持
一致 。

此外 ， 仍待考虑的是 ，
即使全面充分执行新版 ＳＮＡ 和 ＢＯＰ

，
人类在现有框架下就足以解

决全球化引起的主要统计问题？

二
、 贸易增加值测度

Ｌ

近二十年来 ，

“

分化
”

（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

） 成为全球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 。 在技术进步 、 资

源获得 、 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改革的共同推动下 ， 消费与生产之间 的分化 ，
以及生产 内部任

务之间 的分化 ， 都在深人推进 。

经济全球化的
一

个典型现象就是全球价值链 （
Ｇ ｌｏｂａ ｌＶａ ｌｕ ｅＣｈａ ｉｎｓ

，ＧＶＣ ） 的兴起 。 全球

价值链指构成特定产品最终价值的所有价值节点按生产流程联接而成 ， 并且贯穿全球多个经

济体的链条 。 在该链条上 ， 创造产品价值的生产流程按生产任务被分解成多个节段 ， 由分散

在全球 的多个经济体来实施 ， 并分别实现相应的价值 。 这些生产任务 的区分依据主要是该产

品从概念孕育到最终使用的各个生产阶段 ， 包括理念生产 、 设计 、 制造 、 品牌 、 营销 、 配送

以及售后服务 。
？

在全球价值链上 ， 国际贸易 的
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中 间 品贸 易大幅上升 。

？ 这种上升 的
一

个主要原因是中间 品跨越国境 的次数较过去大大增加 。 同
一

货物和／或服务重复 多次跨越国

境 ， 挑战着传统国际贸易基于
“

跨越海关边境
”

的总值流量统计 ，
后者因为重复计算而夸大

了真实贸易流量 ，
可能误导相关政策制定 。 正是为 了应对这种挑战 ，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等开发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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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刘 仕 国 、 张 磊 、 马 涛 、 吴 海英 、 彭 莉 、 于建 勋 （
２０ １３ ） ：


“

利 用 全球价 值链规律 促进产 业 升级
”

，
中

国 商 务部 课题研究 报告 ， 第 １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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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７。
丨 爾 世界经济于鉴

２〇 ？４

制 出增加值贸易统计 。

什么是增加值贸易 ？ 假设一件商品从生产 到最终使用 的过程跨越 了
Ａ

、
Ｂ

、
Ｃ 三个经济

体
，
其 中 Ａ 生产实现价值 １００ 美元 ， 出 口到 Ｂ 并作为中间投入进入 Ｂ 的生产过程 ， 为其增加

价值 １０ 美元 ， 并以 １ １ ０ 美元出 口到 Ｃ 并被最终使用 ， 结束了该产 品的生命周期 。 围绕该产

品 ，
三 国之间发生的 国际贸易额 ， 按传统总值贸易统计方法 ， 为 ２ １０ 美元 （

Ａ—Ｂ
，

１ ００
；Ｂ—

Ｃ
，

１ １０
） ， 按增加值贸易统计法 ， 则为 １ １０ 美元 （

Ａ—Ｂ
，

１ ００
；Ｂ— Ｃ

，
１ ０

）
。 显然 ， 增加值贸

易额 比总值贸易额少 １ 〇〇 美元 ，
而这就是后者的重复计算额 。

一般地 ，
增加值贸易指 以交易品 中所含增加值来测度 的 国际贸易 ， 其观察单位是经济体

（ 国家或地 区 ） ，
而不是企业或者其他 。 因此

， 贸易 品 中的增加值 ， 为其生产相关参与 国的初

始投入 （ 劳动报酬 、 生产税净额 、 营业盈余和固定资产折旧 ） ， 包括国外创造的增加值和本

国创造的增加值 。

一个经济体完成上述投入可 能是单次或多次 ，
可能是连续或者离散的 ， 具

体取决于该经济体在该链条上的位置和相应的任务分工情况。

在全球价值链上 ， 贸易品总价值 由各经济体执行各次生产任务时新增价值累积而成 。 由

于生产任务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分散执行 ， 该商 品会以 中间品贸易方式在相关经济体之间实现

跨境流动 ， 并在最后 的任务环节形成最终品 ，
此后被承担最后环节 的经济体或出 口到其他经

济体而被最终使用 。 在这个流程 中 ，
某个特定经济体可能参与其中

一

次或者 多次 国际贸易 ，

包括进 口甚至多次进 口本国执行上游任务环节时创造 的增加值 。

（

一

） 增 加值贸 易数据库
？

目前 ， 全球有多家机构分别或者联合编制了增加值贸易数据库 ，
在覆盖经济体数量 、 数

据来源和构造方法存在差异 。

１ ？ 增加值贸易 （
ＴｒａｄｅｉｎＶａｌｕｅ 

－

Ａｄｄｅｄ
，ＴｉＶＡ ） 数据库？ ， 由

ＯＥＣＤ和ＷＴＯ于
２０ １３年

１

月联合发布 ，
５ 月进行了首次更新 。 该数据库基于单 国投人产 出表 、 结合 ＯＥＣＤ 双边数据库 、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和 ＳＴＡＮ产业数据 ， 覆盖经济体 ５７ 个 ， 包括 ＯＥＣＤ 所有成员 国及部分重要

的非 ＯＥＣＤ 国家 （ 含俄罗斯 、 巴西 、 中国 、 印度 、 印尼 、 南非 ） ，
１ ８ 个产业 。 样本时间五年

（
１ ９９５ 年 、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０ 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 ） 。 但是 ， 该库没有给出具体的 国际投入产 出

表 ， 无法进行拓展研究 ， 只能利用如下具体指标 ： 总出 口
， 按产业细分为国 内部分 、 国外部

分
，
其中国内部分再分为国内直接部分 、 国 内 间接部分 、 国 内再进 口部分 ， 国外部分按来源

国再细分 ； 总出 口 中所含服务 ， 按产业细分 ；
双边贸易差额 ； 出 口所含进 口 中间品 ／中 间品进

口总额 。

①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 １ ３ ．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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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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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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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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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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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ａ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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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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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 ｕｎｓ ｔａｔｓ ，ｕ ｎ． ｏｒ

ｇ
／ｕｎ ｓｄ／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
ｓｗｇ

ｎａａｓ
ｐ ）

张 向 晨 、 徐清军 （ ２０ １ ３ ） ：


“

国 内 外 贸 易增加值 问题研 究 的进展
”

， 《 国 际经济评论 》 ，
２０ １ ３ 年 第 ４ 期 。

杨 翠红等 （ ２
０ １３ ） ：

“

全球价 值链与 中 国 贸 易增 加值核算研究 报告
”

，
中 国商 务部 ，

２０ １ ３ 年 ７ 月 。

② 参 见ｈｔｔｐ ：／／ｓ ｔａｔｓ ，ｏｅｃｄ． ｏ ｒ
ｇ ；ｈ 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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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统计学 議 ７７１

按 ＯＥＣＤ － ＷＴＯ 的计划 ，

ＴｉＶＡ 数据库未来涵盖的经济体 、 年份和指标将会更多 ， 产业分

类会更细 ，
也会扩展到如下领域 ： 就业与技能贸易 ； 贸易产生的收入或利润 ， 尤其是基于知

识资产产生的收入及其在外资子公司之间 的分配 ； 碳足迹 。

２ ． 世界投人产 出数据库 （
ＷＩＯＤ

）

？
， 由 ＯＥＣＤ 研制 。 包括经济体 ４０ 个 、 产业 ３５ 个 、 产

品 ５９ 个 、 数据跨度 １ ２ 年 （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６ 年 ） 。 该库提供了各年的 国际投入产 出表 ，
主要数据

来源是各国的供给表和使用表 ，
而非投人产出表 ， 并结合了ＢＥＣ 分类和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

该表含各国分部门的要素投入情况 ， 包括高 、 中 、 低熟练劳动力的工时和劳动报酬 ，
以及资

本存量和资本报酬 。 今后 ，

ＷＩ０Ｄ 数据库将在如下方面突破 ： 扩大地理覆盖范 围 ， 延长样本

时期 ；
研制 ＴＥＣ（

Ｔｒａｄ ｅｂｙ
Ｅｎｔｅ ｒｐ

ｒｉｓｅＣｈ 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 ｉｃ ｓ
） 数据库 ， 在企业层面联接生产数据和海

关数据 ， 改善 １０ 表的进 口矩阵 ； 从企业的规模 、 所有权 、 进 出 口类型等维度细分产业数据 。

３
． 亚洲投入产 出表 （ Ａｓ ｉ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Ｉ

－ ０Ｔａｂｌｅ ｓ
，ＡＩ０

）

②
， 由 日 本发展经济研究所

（
ＩＤＥ －

ＪＥＴＲ０ ） 研制 ，
基于单国投人产出表 ， 结合调查和贸易数据编制而成 。 包括经济体 １０

个 ， 产业 ７５或 ７８
个 ，

７
年 （

１ ９７ ５年 ，

１９ ８０年 ，

１９ ８５年 、
１ ９９０年 、

１ ９ ９５
年 、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 ５

年 ） 。

４？ 全球贸 易分析项 目 （
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ａｄ ｅＡｎａｌｙｓ ｉ ｓＰｒｏ

ｊ
ｅ ｃｔ

，ＧＴＡＰ ） 数据库？ ， 由 美 国普渡

（
Ｐｕｒｄｕｅ ） 大学研制 。 覆盖经济体 ６６ 个 （

１ ９９７ 年 ） 或 １ １３ 个 （
２００４ 年 、

２００７ 年 ） 、 部 门 ５５

个 。 基于单国非竞争型投人产 出表 ， 结合 ＢＥＣ 分类和双边贸易数据 。

５ ． ＵＮＣＴＡＤ／Ｅ０ＲＡ 数据库 ， 由 联合 国 贸发大会 （
ＵＮＣＴＡＤ／Ｅｏｍ

）
研制 ？

。 包括经济体

１ ８７ 个 ， 产业 ２０
—

５００ 个 （ 因 国 别而异 ） ，
样本期为 １９９０

—２０ １ ０ 年 ， 基础数据来 自各 国供

给 －使用表 、 投人产出表及来 自 欧盟统计局 、 日 本发展经济研究所 （ ＩＤＥ －

ＪＥＴＲＯ ） 、
ＯＥＣＤ

、

国民账户数据 （联合国国 民账户加总数据库 、 联合国 国 民账户 官方数据 ） 和贸易数据 （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 。 贸易增加值指标从 Ｅ ｏｒａ 全球多地区投入产 出表 （
ｔｈｅＥｏ ｒａＧｌ ｏｂａ ｌＭｕｌ ｔ ｉ

－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ｐｕｔ

－

ｏｕ ｔｐｕｔＴａｂｌｅ
，ＭＲ Ｉ０

）推导而来 。

（
二 ） 测度方法

ＴｉＶＡ数据库从非竞争型全球投人产出表推导而来 。

？ 该表 由 ＯＥＣＤ 研制 ， 描述 ５７ 个经济

体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 。 这些经济体贡献了全球产 出的 ９７％ ？
， 对世界经济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 。 不过
， 从地理范 围来看 ，

这些经济体仅仅是全球 ２００ 多个经济体 中 的
一

部分 ，

①ｈｔ ｔ
ｐ ：／／ｗｗｗ． ｗｉｏｄ ．ｏｒ

ｇ／
ｎ 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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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ｄ ｒａｆｔ
，ＪＵｎｅ ６ ． 祝 坤福 、 陈锡康 、 杨翠 红 （ ２０ １３

）
：

‘ ‘

中 国 出 口 的 国 内 增加值及 其影 响 因 素分析
”

， 《 国 际 经济

评论》 ，
２０ １３ 年 第 ４ 期 。

⑥ 参见ｈ
ｔｔ
ｐ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

ｇ
／ ｔｒａｄｅ／ｖａｌｕ ｅａｄ ｄｅｄ．



７７２界经梦ｔ等２０ ？４
 一

相应的
“

全球投入产出表
”

应该称为
“

国际投人产出表
”

。 为更完整地展现全球价值链 ，
该

表应尽可能地纳人更多的经济体 。

学界
一

致认为 ， 投人产出表是测度贸易增加值最合适甚至最佳的工具 。 目前 ， 从全球 角

度研究各国价值分配的文献 ， 均使用 国际投入产 出表？ 。 该表把进 口 品尤其是进 口 中 间品 的

使用单列 出来 ， 明确地显示各产业部门在生产中对进 口 中间 品的使用情况 。
② 这是对全球价

值链核心部分最直观的展现 ： 清晰地反映各 国各部 门间产品 的流 向和消耗关系 ， 刻画各国各

部门在全球生产链中 的地位 ， 核算各国在全球生产 中所获得的增加值尤其是劳动 、 资本等要

素收入。

基于全球投人产 出表 ， 贸易增加值的测度理念 ， 就是不同经济体通过贸易将彼此生产 的

中间 品投人到伙伴经济体的生产过程 ， 在生产性和
一

致性等关键假设下 ， 由这些中 间品带动

或推动而创造的价值即为国外增加值 ，
相关产出的其余价值即为国 内增加值 。

因此
， 对中间品 ／最终品 的 辨识影 响贸易增 加值测度 的 精确性 。 辨识标准 就是联合 国

“

广义经济分类
”

（
ＢｒｏａｄＥ ｃｏｎｏｍ ｉｃＣ ａｔｅｇｏ

ｒｉｅ ｓ
，ＢＥＣ ） ：

将产品分为中间 品 、 消费品 、 资本品和

其他等四大类？ 。 在国际投人产出表中 ，
凡是未被该经济体系 （ 即该表所涉经济体集合而成

的经济系统 ） 作为最终产品 来使用的产品 ， 就是该体系 的 中间 品 ， 否则就是最终 品 。 显然 ，

中间品／最终品的辨识取决于其所在经济体系的范围 。 国际投入产 出表如果纳人了特定商品生

产链条涉及的所有经济体 ， 则对中间 品／最终品 的辨识结果就是彻底的 ， 相关贸易增加值的估

计就是精准的 ，
否则就是不彻底和不精准的？ 。 ＇

测度增加值贸易时 ， 投人产出表假设 ，
每个部 门内部的产品是同质 的 （ 简称

“

同质性假

设
”

）

？
。 鉴此 ， 投人产出表对产业部 门的分类须特别谨慎 ： 分类如过粗 ， 就会导致某些产品

部门内子部门之间不同质 。
⑥ 为应对这种情况 ， 解决办法之一 ， 就是把投入产 出表 由竞争型

扩大到非竞争型 ，
以辨识如下异质性 ： 进 口 中间品 ｖｓ 国产中间品 ； 加工贸易进 口 中间品 ｖｓ

—

般贸易进 口 中间品 （ 近似于
“

外资企业进 口 中间 品 ｖＳ 本土企业进 口 中间 品
”

） ， 自 国别 Ａ 进

口 的 中间品 ｖｓ 自 国别 Ｂ 进 口 的中间 品… 。

“

增加值贸易
”

概念的 出现 ， 部分源于进 口 中间 品

和国产中间品的异质性 。 在增加值贸易基础之上 ，
鉴于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行为的 巨大差异 ，

① 杨翠 红等 （
２０ １ ３ ） ：


“

全球价值链与 中 国贸 易 增加值 核算研 究报 告
”

，
中 国 商务部 ，

２０ １ ３ 年 ７ 月 。

② 刘 仕国 、 吴海英 （ ２０ １４ ） ：
“

全球价值链 ：
测 度 、 现 状 、 经济影 响 与 政 策 启 示

”

，
载 于张蕴 岭 、 邵 滨

鸿 （ 主 编 ） 《 中 国 发展战 略机遇期 的 国 际环境 》 ，
社会科 学 文献 出 版社 。

③Ｌ ＩＮＳＤ＆ ＯＥＣＤ． ２０ １ １ ．
“

Ｒｅｖｉｓｉ ｏｎ ｏｆｔｈｅＣｌ
ａｓｓ

ｉｆｉ ｃａｔ
ｉ
ｏｎｂｙＢｒｏａ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ａｔｅ

ｇ
ｏｒｉｅｓ（ ＢＥ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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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ａ

ｙ３ ，ａ
－

ｖａｉｌ ａｂ ｌｅａｔｈ ｔｔ
ｐ ：／／ｕｎ ｓｔａｔ ｓ， ｕｎ． ｏｒ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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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
ｐ
ｅｒｔ

ｇ
ｒｏｕ

ｐ
／２０ １ １ ／ＡＣ２３４－ ２ ５ ． ＰＤＦ．

④ 在单 国投入产 出 表描述 的单 国 经济系 统 中 ， 凡为 报告 国作 为 中 间投 入使用 的产 品
，
即为 该 国 的 中 间

品
， 否 则就是该 国 的最终 品

，
包括 出 口 后 为 他 国 用 作 中 间 投入 的产 品 。 区 域 （部 分经济体 的 集合 ） 投入产

出 表也可 能 存在 类似 的 辨识 问题 。 正 是这个 问题 ， 导致基于单 国或 区域投入产 出 表 的贸 易 增加值 估计可 能 出

现较 大 偏差 。

⑤ 陈锡康 、 杨 翠红 等 （
２ ０ １ １

） ： 《投 入产 出 技 术》 ，
科学 出版社

，
第 ３９

－ ４ １ 页 。 另 外一大假设是
“

比例

性假设
”

， 即任何
一个部 门对各部 门 产 品 的 消耗量是该部 门 产 出 的唯 一 线 性 函 数

， 其 隐含 的 意 思 是
“

同 一 产

品部 门 生 产 中 各种投 入要素 之间 的 比例 关 系是 固定 的
”

。

？ 这些 因 为 产 品 部 门 的 分类 可 以 无 限细化 。



世界经济统计学 ＿
７７３

投人产出表就有必要辨识
“

加工贸易进 口 中 间 品 ｖｓ
—

般贸易进 口 中 间 品
” ①

。 此外 ， 来 自不

同 国家的进 口 中间品很可能也存在显著异质性 ， 但现有 国际投人产 出表 （ 如 （；１＾ ］［

｝

和 胃１０１）
）

仍假定 ， 无论来源地差别 ， 进 口 中间品在进 口 国 的产业流向是
一致的？ 。

增加值贸易测度还应更为彻底 。 现有 国际投人产 出表从进 口 中 间 品角度将贸易品价值剖

分为
“

增加值
”

和
“

中间投人
”

， 将
“

增加值
”

进
一

步剖分为
“

国内增加值
”

和
“

国外增加

值
”

。 毫无疑问 ， 这是正确的 。 但是 ，
位于投人产 出表第三象限的

“

初始投入
”

中 ， 仍有必

要区分
“

国 内增加值
”

和
“

国外增加值
”

。 这是因 为 ，

“

初始投人
”

是收人核算法下的增加

值 ， 其分项
“

劳动者报酬
”

、

“

生产折旧
”

、

“

营业盈余
”

和
“

生产税净额
”

按生产要素的 国

内外来源均可区分为
“

国内
”

和
“

国外
”

两部分 。 比如 ，
生产折旧来 自 固定资本形成 ，

后者

则可能分别来 自 国产资本品和进 口资本 品 ； 劳动报酬来 自劳动投人 ， 后者同样可能分别来 自

国内劳动者和国外劳动者 ； 营业盈余可能分别来 自 国 内资本和流人的 国际资本 。

一

国 的初始

投入如果有较大部分来 自 国外 ， 则有必要将
“

初始投入
”

区分为 国内部分和国外分 。 目前 ，

这个视角 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

（ 三 ） 增加值贸易数据为政策决策提供了参考
？

１
． 反映真实的国际经济相依性 。

一

国双边净出 口
，
如基于增加值 口径 ，

可能会显著不同

于基于总值 口径 的值 。 比如 ２００９ 年 ， 中国对美增加值净出 口 比总值净出 口低约 ６００ 亿美元或

１ ／３ 。 这反映出如下两个事实 ： 在中 国的总需求中 ， 来 自美国 的增加值进 口 占了更高 的 比例 ；

中国对美出 口 中含有高达 １ ／３ 的进口 。 这反映了
“

亚洲工厂
”

现象 ： 中 国的进 口 多为韩 国和

日 本的增加值出 口 。 日 韩增加值 出 口取道中 国转往美 国 ， 显著降低了 日 韩同美 国的双边总值

贸易差额 ， 提高了 中国同美国的双边总值贸易差额 ， 掩饰了 日 韩对美较大的增加值出 口和 中

国对美较小 的增加值出 口 。

２
． 中间 品进口在 出 口中的作用 ： 出 口需要进 口

，
或为了出 口而进 口 。 为提高生产率并在

ＧＶＣ 中维持竞争力 ， 需要有效地进 口 中间 品 （货物与服务 ） 。 ２００９ 年
，
进 口 中间 品在交通货

物出 口 总值中 的份额 ： 中 国 ３ １ ．８％
， 美 国 １６ ．３％

， 日本 １ ３ ． ７％
， 德国 ３４％

， 法 国 ３８
．８％

，

韩国 ３６ ．５％
， 英国 ２９ ． ４％

， 加拿大 ３５
．
７％

，
墨西哥 ３ １ ％

， 意大利 ２ １ ％
，
西班牙 ３０％ 。 进 口

① 比如 ， 杨翠红等 （ ２０
１ ３ ）

：


“

全球价值链 与 中 国 贸 易 增加值核算 研 究 报告
”

， 中 国 商 务部 ，
２０ １ ３ 年 ７

月 。 事 实 上 ，
如 果不 区 分加工 贸易 进 口 中 间 品 和 一 般贸 易进 口 中 间 品 ，

加 强进 口 中 间 品 在 不 同 部 门 之 间 的 流

向 调 查
，

使该流 向 结 构尽最 大 可 能符合事 实 ，
仍 可 能 精准估 计贸 易增加值 。

② 转 引 自 杨 翠红等 （
２０ １ ３

）
：

“

全球价值链与 中 国 贸 易 增加值核 算 研 究 报告
”

，
中 国 商 务部 ，

２０ １ ３ 年 ７

月 。

③ＯＥＣＤ．２０ １３ ．
“

ＯＥＣＤ
－

ＷＴ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ｏｎＴ ｒａｄｅｉ ｎＶａ
ｌ
ｕｅ 

－

Ａｄｄｅｄ
”

，

ｉｎＵＮＳＤＳＭｉＶｅｕｗ
，

Ｎｕｍｂｅｒ３６
，

Ｍａ
ｙ２０ １ ３ ，ｐ ａｇｅ３

－

８ ．（
ｈ ｔｔ

ｐ
：／／ｕｎｓ ｔａｔｓ ， ｕｎ． ｏｒｇ

／ｕｎｓｄ／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ｓｗｇ
ｎａ．ａｓ

ｐ ）． ＯＥＣＤ ．２０ １３
．Ｉｎｔ ｅｒｃｏｎｎｅｃ ｔ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ｅｓ


：Ｂｅｎｅｆｉ ｔｉｎｇ
ｆ

ｒｏｍＧｌｏ ｂａ ｌＶａｌｕｅＣｈａ ｉｎｓ
，
ｐ ｒｅ

ｌ
ｉｍｉ ｎａｒ

ｙ 
ｖｅｒ ｓｉｏｎ

，Ｍａ
ｙ
２８ ．

刘 仕 国 、 吴海英 （ ２０ １３ ） ：
“

全球价值链 与增加值 贸 易 ： 经济 影 响 、 政 策 启 示 与 统计挑战
”

，
《 国 际 经

济评论 》 ，
第 ４ 期 。

张 向 晨 、 徐清 军 （ ２０ １ ３ ） ：
“

国 内 外 贸 易 增 加值 问题 研 究 的 进 展
”

， 《 国 际 经 济评 论 》 ，

２０ １３ 年 第

４ 期 。

马涛 、 刘 仕国 （
２０ １３ ） ：

“

全球价值链 下 的 贸 易增加值和 影 响
”

， 《 国 际 经济评论 》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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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 品在电子产业出 口 中的份额 ： 中国 ４３％
， 美国 １ ２％

，
日本 １ ７％

， 英国 ２５％
， 德国 ２７％

，

韩 国 ４ ８％
， 中国 台湾 ４４％

， 墨西哥 ５４％
， 泰国 ５０％

， 新加坡 ５６％
，
马来西亚 ５７％ 。

进 口 中间品 中有相当 比例用来生产出 口 品 。 对大多数经济体而言 ， 该比例约为 １／３ 。

一

般而言 ， 经济体规模越小 ， 该比例往往越高 ，
反之则越低 。 比如 ， 该比例在中 、 美 、 日 、 德

分别为 ５０％ 、
１ ５％ 、 ２０％ 、

５ １ ％
，
墨 、 韩 、 捷 、 匈分别为 ４５％ 、

５６％ 、 ５９％ 、 ６４％ 。 在电子

产业 ， 美 、 日 、 德 、 中 该 比例 分别 为 ２ １％ 、
４０％ 、

５ ５％ 、 ７ １％
， 墨 、 韩 、 捷 、 匈分别 为

７１ ％ 、 乃％ 、 ７４％ 、 ８５％ 。 在交通 设备与 部件 中 ， 中 、 美 、 日 、 德该 比 例 分别 为 ４９％ 、

１ ９％
、

３ １ ％
、
６３％

，
墨 、 韩 、 捷 、 匈分别为 ５２％

、
５４％

、
５５％

、
７ １ ％ 。 中国纺织品该比例超

过
８０％

。

３ ？ 服务业对全球价值链的贡献超过总值贸易显示 的结果 。 这意味着服务市场的开放与效

率十分重要 。 ２〇〇９ 年 ， 服务业在中 国总值贸易和增加值贸易 中 的份额分别约为 １０％ 和 ２８％
，

美国分别为 ３４％ 和 ５６％
， 日本分别为 １ ５％ 和 ４３％

， 德 国分别 为 ２０％ 和 ５０％ ， 法 国 分别为

２ ３％ 和 ５６％
， 英国分别为 ４２％ 和 ６２％

， 意大利分别 为 １ ８％ 和 ６ １％
， 韩 国 分别 为 １７％ 和

４２％
， 巴西为 １５％ 和 ％％ ， 南非分别为 １ ５％和 ３９％ 。 这些服务内嵌于货物之中 ， 由 国 内或／

和国外生产者提供 。

４ ？ 推动新兴经济体出 口升级？
。 新兴经济体的中间 品进 口迅猛增长 ， 催升其垂直专业化 ，

出 口结构迅速地接近发达 国家 ， 增大了后者的竞争压力 。 但是 ， 彼此结构之间的高度相似性

并没有掩盖彼此间更大的互补性？ 。 其实 ， 新兴经济体尽管升级到高技术产业了 ， 但从事的

是其中的低技能活动 。 这是发达国家外包的结果 。 在 ＧＶＣ 中 ， 比较优势的分析单元为各个生

产阶段或生产任务 ，
而非整个产业或产品 。 从整体上看 ， 新兴经济体出 口 的产 品与发达国家

相同或相似 ， 但其实只是发达 国家同类产品 的变种而 已 。 新兴经济体的产 品质量和价格 （单

位出 口价值 ） 均较低 ，
主要出 口到较低端市场 ； 与此相反 ， 发达国家出 口品 到高端市场？ 。

５ ？ 融入 ＧＶＣ 已经成为后发经济体追赶先进经济体的力量源泉？ 。 经济理论显示 ，

一

国越

开放 ， 经济增长越快 ， 收入也越高 。 国 际贸易有助于企业在本国从事最有效率的货物与服务
生产活动 ， 并卖到更大的市场 ， 从而提升规模效应 。 贸易也会给最终品和中间 品 的价格带来

压力 ， 促进生产过程的国际分散化 ，
以进一步降低成本 。 最终 ，

企业会在国际竞争 中不断创

新 ， 以求成功 。

一

国的贸易开放度即使以
“

最终出 口 中的国内增加值／ＧＤＰ
”

来度量 ， 同样也

会促进该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 核心在于 ， 该国 的企业如果深度融人 ＧＶＣ
，
也会从链上其他

国家企业进 口 中间品 中获益 。 中 国 、 韩国 、 土耳其和智利是这方面的典型 。 当然 ， 以总值 出

口计算的贸易开放度会高估其对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 ，
因为其中含有进 口 的增加值 （ 或完

全来 自 国外 的生产 ， 或来 自本 国生产且出 口然后再进 口的增加值 ） 。

① 刘 仕 国 、 张 磊 、 马 涛 、 吴海英 、 彭 莉 、 于建 勋 （ ２０ １３ ）
：


‘ ‘

利 用 全 球价值链规律促进 产 业 升 级
”

，

中

国 商务部课题研 究报告 ，
第 ３ ６ 页 。

②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Ｍｏｎｅ ｔａｒ

ｙＦｕｎｄ ．２０ １ １
．

Ｍ

Ｃｈａｎｇｉ
ｎ
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


，ＩＭＦ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

ｌＰａｐｅｒＮｏ ． １ ２／

１ ．

③ＯＥＣＤ． ２０ １３ ．／加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ＧＺｏ６ａ／Ｖｉｏ
／
ｕｅＣ／

ｉａｉ似
（
Ｐｒｅｌ ｉｍｉｎａｒ

ｙｖｅｒｓ ｉｏｎ
） ，Ｍａ

ｙ

２８
，ｐａｇｅ１ ５３ ．

④ＯＥＣＤ．

２０ １４ ．ＴＴｉｅＳｔｏ以ｉｃｓＩｓｓｕｅＮｏ ． ６０
，

Ｊａｎｕ ａｒｙ ，ｐ
ａ
ｇ
ｅ７

－

８ ． （ｈ
ｔ ｔ
ｐ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

ｇ／ｓｔｄ／

ｓｔａｔｉ ｓｔｉ ｃｓｎｅｗｓ
ｌ
ｅｔ ｔｅ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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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
全球价值链等经济全球化现象对政策的启 示远未得到充分揭示 。

① 工人 、 企业

和产业怎样才能获得最佳环境 ， 从而纵横捭阖于全球经济之中 ？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 ， 我

们怎样才能创造足够多的财富 、 就业和创新能力 ？ 国 内究竟能从创新与新产业获得多少 回报 ，

这样的同报能持续多久 ？ 如果国 内创新会在其他经济体产生大量 的就业和价值 ， 那么投资国

内创新的动力何在 ？
一

国的专业化程度应该是多少 ， 对其他 国家的依赖会不会太多？ 这些 问

题尚未获得明确答案 。 政策制定者即使不干预本 国的 贸易政策 、 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 ，
也会

因为经济全球化加快经济变动的节奏而难以调整经济 。

人们必须尽快开发出更好的统计资源 ，
以更精确地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多重外部性 、 高度

复杂性和结果多样性 。 最紧迫 的需求就是充分利用现有数据资源 ， 其中最重要也是难度最大

的是开发
一

个
一体化的 国际数据平台 ， 将现有数据和新数据整合在

一

起 ， 形成
一个协调且深

度关联的统计数据体系 。

（ 四 ） 增加值贸易统计的质量
？

１ ． 全球投入产 出表实现了全球贸易数据的
一致 ， 包括各 国外贸统计和 国民账户之间 的

一

致 ，
全球总进 口和全球总出 口之间的

一致
；
双边伙伴国之间 的

一

致 。 在传统总值 口径下 ，
不

同 国家对再出 口
（
ｒｅ

－

ｅ ｘｐｏｒｔ ） 和转 口贸易的处理可能存在差异 ，
这些不一致绝大多数时候均

存在 。

＿

２ ．ＴｉＶＡ 数据库中基于总值 口径的双边贸易数据 ， 同各国官方发布的 同
一

指标仍可能不
一

致 ， 尤其是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明显不
一致 。 为估计 ＴｉＶＡ

，ＯＥＣＤ
－ Ｗ？ 构建了双边服务贸易

矩阵 ， 覆盖经济体和地区 ２３ ８ 个 ， 样本年份包括 １９９５ 年 、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 ０ 年？ 。 其

基础数据来 自 如下三个数据库 ：

ＯＥＣＤ 的
“

国际服务贸易
”

（按伙伴国区分 ，

Ｔ１ＳＰ
） ；
ＷＴ０ 的

服务贸易数据库④ ；

ＷＴ〇 － ＵＮＣＴＡＤ
－

ＩＴＣ 联合数据库 （大部分以 国别来源为基础⑤ ， 同来 自

“

联合国服务贸易统计
”

和欧盟统计局的数据相互补充 ） 。 不过 ， 双边服务贸易统计在如下方

面仍待改进 ： 编制者进
一

步调查 ， 缓解报告 国 同镜像 国之间 的数据不对称 ；
缺失数据有待估

计 ，
且须加 强 同 国 民账 户数据之 间 的协调 改善双边 服务 贸易统计 同企业统计之间 的

①Ｓ ｔｕｒ
ｇ
ｅｏｎＴｉｍｏｔｈ

ｙ
Ｊ ．２０ １ ３ ．

“

Ｇｌ ｏｂ ａｌＶａ
ｌ
ｕｅＣｈａｉｎ 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ｌｏｂａｌ

ｉｓａｔ ｉｏｎ
－

Ｔｏｗａｒｄ ｓａＮｅｗ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 ｐ
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 Ｓｐ

ｅｃ ｉａ
ｌ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Ｓｅｍｉ ｎａｒｈｅ ｌｄｏｎＡ

ｐ
ｒｉ

ｌ １ ８ ．

②ＯＥＣＤ ．２０ １ ３ ．
“

ＯＥＣＤ － ＷＴＯＤａｔ ａｂａｓｅｏ ｎＴｒａｄｅｉｎ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

，

ｉｎＵＮＳＤ５況４ ／Ｖｅ咖ａｎｄ
ＴＶｏｔｅｓ

，

Ｎｕｍ－

ｂｅ ｒ３ ６
，

Ｍａ
ｙ２０ １ ３

， ｐａｇｅ３
－

８ ．（ ｈｔ ｔ
ｐ ：
／／ｕｎ ｓｔａｔ ｓ， ｕｎ． ｏｒ

ｇ
／ ｕ ｎｓｄ／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

／ ｉ ｓｗ
ｇ
ｍ ａｓ

ｐ ）

③ 完 整 的 矩 阵 可 通会：
如 下 邮 箱 索取 ：

ｓｔｄ． ｓｅｒｖｓｔａｔ＠ ｏｅｃｄ． ｏｒ
ｇ ，

ｓｔａｔ ｉ ｓｔｉ ｃｓ？ 
ｗｔｏ ．ｏｒ

ｇ 。

④ 后 者 综 合 了 欧 盟 统计局 的
“

国 际服务贸 易 统计
”

、 联合 国统计 司 的
“

ＵＮ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Ｔｒａｄｅ

”

、 国 际货 币 基

金 组 织 的
“

国 际收 支统 计
”

和各 国 官 方统计 （ 尤其是 中 国 、 新加坡和 突 尼 斯 ） 。

⑤ 全球伙伴 （
２ １０ 个经济体 ） 的双边服务 贸 易 数据

，
来 自 国 际 贸 易及 其按 ＥＢＯＰＳ２００２ 版分 类 的 数据 。

大 多 数 经 济体仍按 ＢＰＭ５ 编制 数据
，
仅 少数 需要 从 ＢＰＭ６ 转 成 ＢＰＭ５

，
如 澳 大利 亚 、 加拿 大 、 俄 罗斯 的双边

服务贸 易 数据 ， 以及约 ２５ 个经济体 同 全球伙伴 的数 据 。

⑥ＵＮＳＤ
，Ｅｕ ｒｏｓ ｔａｔ

，
ＩＭＦ

，ＯＥＣＤ ，

ＵＮＣＴＡＤ
，
ＷＴ０ ，

ＵＮ
，ＷＴ０． ２０ １ ３ ．７７ｉ ｅ—ｅ ｒ〇

／
ｔ
／
ｉｅ零ｎｃ

ｙ

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ｏｎ Ｓ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ｓ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ｉ

ｎ Ｓｅ ｒｖｉｃｅ ｓ（ ＴＦＳＩＴＳ ）
，
Ｎｏ９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ｐａｇｅ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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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

３
． 全球投人产 出表和／或供给 － 使用表应该更符合事实 。

ＯＥＣＤ 利用全球投人产出表推导

ＴｉＶＡ 指标时基于同质假设？
： 对特定产业而言

，
本产业的所有企业均使用相同 的货物与服务 ，

进 口也是如此 ， 以生产同样的产出 。 典型的是 ，

ＧＶＣ 上的企业 ， 尤其是外资子公司 ， 进 口 率

通常高于服务于本土市场的企业 。 因此
，
基于该假设的 ＴｉＶＡ 测度 ， 很可能低估 了 出 口 中的

进 口成分 。

大多数国家的供给 －使用表均基于如下假设 ： 从事给定类别经济活动的企业在组织上是

同质的 。 然而
， 事实却是截然不同 的景象 ：

企业活动全球化的组织形式更加多元化 ，
包括加

工企业 、 贸易商 、 无工厂企业 、 ＳＰＥ 等 。 因此
， 供给 － 使用表应按 出 口强度 （

ｅｘｐｏ
ｒｔ ｉｎｔｅｎｓ ｉ

？

ｔｙ ）和进 口强度（
ｉｍ

ｐ ｏ
ｒｔｉｎｔｅｎ ｓｉ ｔ

ｙ ）对企业分类？
，
以更真切地反映全球价值链事实 ，更

一致

地描述全球生产和国际贸易的国际格局 。

４ ．ＧＶＣ 和经济全球化的测度 。
２０ １ ３ 年 ４ 月 １ ８ 日 ， 欧盟统计局发布

“

关于 ＧＶＣ 与经济全

球化的倡议
”

， 认为该议题极端重要 ，
必须高度重视 ， 并呼吁全球与地 区的关键统计机构加

强合作？ 。 近年来
，
以全球价值链为典型现象 ，

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快速拓展 ， 对经济

统计提出 了更多需求 ： 系统地区分集 团 内贸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ｉｎｔｒａ

－

ｇｒｏｕｐ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 和国际外

部采购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ｅｘ ｔｅｒｎａ ｌｓｏｕｒｃ ｉｎｇ ）

？
， 更详细地反映服务贸易 ， 辨别增加值的真实地域归

属 ， 区分业务遍布全球的企业和其他企业在
一 国利润 、 创新 、 就业和工资等方面的表现 。 为

此 ， 新旧数据源之间需要协调 、 整合并建立彼此 间的关联 ， 尤其要 同
“

国际企业登记
”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 ｉｎｅ ｓｓｒｅｇ
ｉｓ ｔｅ ｒｓ ）建立关联（ 旨在识别企业跨境所有权结构 ，同就业 、 投资和经济

绩效等详细 丨目息联接起来 ）
。 只有建立

“
一体化的 国际数据平台

”

（
Ｉｎｔｅ

ｇ
ｒａ 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ｎ ａｔｉｏｎａ ｌＤａ？

ｔａ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ＩＤＰ

） ，政策决策者才能深刻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并适当应对 。 为此 ， 全球统

计界应解决如下五个问题＠ 。

（
１

） 国际甚至国 内机构之间的数据共享存在明显障碍 。 这些障碍多数来 自 制度惰性、 机

构之间的竞争和领导权 、 融资最终是政治意愿 的缺失 ，
少部分来 自保密法规。

（
２

） 缺失有关集团内 贸易 的信息 ， 尤其是跨国公司 的所有权信息 。 这导致无法描述跨 国

公司 的投资时间 、 投资地点 、 利润来源地 、 技术能力和知识产权的地理布局 ， 从而难 以准确

评估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 中的核心作用 。

（
３

） 缺乏外部国际采购信息 。 这导致国际贸易伙伴之间是否存在所有权关联 。

（
４

） 服务贸易数据薄弱 。 这是 因为部分服务贸易或者类别相对较新 ， 或者难 以阐释 。

①Ｊｕｎ
ｇ
Ｙｕ ｎ

ｇＴａｅ ｋ．２０ １４ ．
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Ｓｅｍ
ｉ
ｎａｒｏｎ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Ａｃｃｏｕｎ ｔｓ
：Ｇｌ

ｏｂａｌ
ｉｓａｔ ｉｏｎ ａｎ 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 ｔ ｏｎ Ｅｃｏ －

ｎｏｍ
ｉ
ｃＳ ｔａｔｉ ｓｔ ｉｃｓ

”

，ｉｎＯＥＣＤ（ ２０ １４ ）
，

Ｉｓ ｓｕｅＮｏ ．６０
，

Ｊａｎ２０ １
４

， ｐ
ａ
ｇ
ｅ９

－

１０ ．

② 或称为
“

生产假设
”

（ ｐ
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ａｓｓｕｍ

ｐ
ｔｉ ｏｎ ）

， 参见Ｗ ｔｉｌｆ ｌＡｎ ｉｔａ＊２０ １ ４．
“

Ｔｈ ｅ２０ １ ３ＯＥＣＤＣｏｍ ｐ
ｅｎｄｉ ｕｍ

ｏｆ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 ｖｉｔ
ｙ Ｉ

ｎｄｉ ｃａｔｏｒｓ
，ｉ ｎＯＥＣＤ（ ２０ １４ ），ＴｈｅＳｔａｔ ｉｓｔｉ ｃｓ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

，Ｉｓ ｓｕｅＮｏ．６０
，Ｊａｎｕａｒ

ｙ ，ｐａｇ
ｅ６

－

９ ．

③ 这个主 题 由 ＯＥＣＤ 在 ２０ １ ２ 年 １ ０ 月 组 织 的
一

个工作组 负 责 推进 。

④ＭａｃＦｅｅｌｙＳ
ｔｅｖｅ． ２０ １ ３ ．

“

Ｓｐ
ｅｃ

ｉ
ａ

ｌ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Ｓｅｍｉｎａｒ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Ｖａ
ｌ
ｕ ｅＣｈａｉ

ｎｓａｎｄＥｃｏ ｎｏｍｉ
ｃＧ ｌ

ｏｂａｌ ｉ
ｓａｔ ｉｏｎ

”

，

ｉｎ

ＯＥＣ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 ｉｃ ｓＮｅｗｓｌ ｅｔ ｔｅｒ
，
 Ｉｓ ｓｕｅＮｏ ．５９

，
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１３

，ｐａｇｅ １２ ．

⑤ 集 团 内 贸易 指从企业 内 部或企业 集 团 内 部进 行货 物 或服务交 易
，
同

“

集 团 外 贸 易
’ ’

（
ｅｘｔｅｒｎａ

ｌｓｏ ｕｒ
？

ｃｉ ｎ
ｇ或 ｅｘｔｅｒｎａ ｌ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ｓｏｕｒｃｉｎ

ｇ ）相 对 。

⑥Ｓｔｕｒ
ｇ
ｅｏｎ ＴｉｍｏｔｈｙＪ

．
２０ １ ３ ．

＊
＊

Ｇｌ
ｏｂａｌＶａｌ

ｕｅＣｈ ａｉ
ｎｓ 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Ｇｌ
ｏｂａｌ

ｉ ｓａｔｉ ｏｎ
－

Ｔｏｗａｒｄ ｓａＮｅｗ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 ｐ
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 Ｓ

ｐ
ｅｃ

ｉ
ａｌ Ｅｕ ｒｏｓ ｔａｔＳｅｍ

ｉ
ｎａｒ

，Ａｐ ｒｉｌ
１８ ． （ ｈ ｔｔ

ｐ ：／／ｗｗｗ．

ｇ
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 ｕｅｃｈａｉｎｓ ．ｅｕ

，ｐａｇｅ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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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 部分国家统计资源贫弱 ， 尤其是那些新近加人全球价值链从而进人国 际贸易体系 的

国家 。 国际社会应帮助这些 国家改善其统计系统 ，
提高其统计能力 。

此外 ， 按伙伴国和
“

扩展的 国际服务收支
”

（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ＥＢ ＿

ＯＰＳ
） 类别细分的数据 ， 用来构建双边服务贸易的全球矩阵 ，

以计算 Ｔｉ
ＶＡ 和分析 ＧＶＣ？ 。 至

少在 ２０ １ ５ 年底之前 ，

ＢＰＭ５ 同 ＢＰＭ６ 的转换仍列于许多国际组织 的议程之上 。 为搜集 ＳＩＴＳ 元

数据 ， 以辨识各国统计当局如何执行 ＥＢＯＰＳ２０ １ ０
， 并从中树立样板 、 总结经验 ，

“

国际服务

贸易统计机构间工作组
”

ｔｈｅＩｎｔｅ ｒａ
ｇ
ｅｎｃｙ

ＴａｓｋＦｏ ｒｃ ｅ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ｓ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 ｌＴｒａｄｅｉｎＳ ｅｒｖｉｃｅ ｓ

Ｓｔａｔ ｉ ｓｔｉｃ ｓ（
ＴＦＳＩＴＳ ） 拟在 ２〇 １５

－ ２０ １ ６ 年之后调查 ＥＢＯＰＳ２０ １ ０ 数据的编制方法 。

三 、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新进展

２０ １ ３ 年 ，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的两大主题 ： 《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之编者指南 》 取得重

大进展 ；
诸多国际组织之间就各 自 的国 际服务贸易统计数据数据库建设进行协调 。

（

一

） 《 国际服务贸 易统计手册之编者指南 》 取得重大进展

《国 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 ２０ １０ 之编者指南 》 （
ｃｏｍｐ

ｉ
ｌ
ｅｒｓ

ｇ
ｕｉｄｅｆｏｒ ｔｈｅＭａｎｕａｌｏｎＳｔａｔ ｉ ｓ ｔｉｃ ｓ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ｓ２０ １０
，ＣＧ ＭＳＩＴＳ

，
以下相关内容简称 《编者指南 》 ） 顺利推进 。

为了向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编制者提供实操建议 ， 《编者指南 》 从 ２０ １ １ 年 ３ 月 开始编写 ， 其
一

般原则 、 国家案例 、 最佳实践 ２０ １ ３ 年 ６ 月 获得专家组 （含 ３４ 个专家 ） 的认可 ，
经 ８ － ９ 月份

的进一步修订 、 更新和补充 ，

１ １ 月再次提交给专家组讨论 ， 随后决定 向 ２０ １４ 年统计大会提

交草稿版 。 《 编者指南 》 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

总览
”

。 首先提出了数据编制工作的
一般治理框架 ， 包括支撑统计生产过程 的概念

架构 、
法律框架和制度安排 。 随后展示并说明 了

ＭＳＩＴＳ２０ １ ０ 同 ２００ ８ＳＮＡ 和 ＢＰＭ６ 之间在概

念和定义上的
一

致性 ，
以及 同

“

外国 子公司 贸易统计
”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ｉ ｌｉａｔｅ ｓＴｒａｄｅＳｔａ ｔｉ ｓ ｔｉｃ ｓ
，

ＦＡＴＳ
） 和 ＦＤ Ｉ 之间相关框架的协调性 ， 尤其突出 了法律架构在获得数据来源 、 国 内相关机构

之间分享和使用数据来源方面 的积极作用 。 有效的制度安排对生产高质量 的统计数据十分

关键 。

２ ．
“

数据收集
”

。 概述了各种供给模式 中的数据来源 ， 包括企业登记 、 企业调查 、 国 际

交易报告系统 ， 并比较了这些来源的优缺点 。

＿

３ ．
“

数据编制要点
”

。 指 出了不 同数据来源之间 的整合 困难与办法 。 展示 了 国别经验与

挑战 ， 尤其是 ＥＢ０ＰＳ 特定服务类别以及 ＦＡＴＳ 等的编制经验与挑战 。

４ ．
“

综合主题
”

， 包括元数据 、 质量管理 、 信息技术 的应用 。 元数据有助于用户 正确理

解数据 的内涵 、 外延与局限 。 发布数据时 ， 应系统展示服务贸易 、 货物贸易 、
ＦＤ Ｉ 和 ＦＡＴＳ 等

数据 。

①ＵＮＳＤ
，

Ｅ 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ＩＭＦ
，

ＯＥＣＤ
，

ＵＮＣＴＡＤ
，
ＷＯ

，

ＵＮＷＴ０ ．２０ １ ３ ．Ｔ
／ｉｅ〇／如 —ｅｒａｇｅｎｃ

ｙ
７^

Ｆｏｒｃｅ ｏｎＳ 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ｓ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 ｉ ｎＳｅ ｒｖｉｃｅｓ（
ＴＦＳＩＴＳ ） ，Ｎｏ ．９

，Ｄｅｃｅｍｂ ｅｒ
，ｐａｇｅ １４ ．

②ＵＮＳＤ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ＩＭＦ

，

ＯＥＣＤ
’
ＵＮＣＴＡＤ ，

ＷＴＯ
，
ＵＮＷＴＯ． ２０ １３ ．７７ｉｅ／ＶｅｗｓＺ ｅＭｅｒ〇

／如／批ｅｍ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ｃ ｅ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 ｉｃｓｏｆ 
Ｉｎｔ

ｅ 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 ｒｖ
ｉ
ｃ ｅｓ（

ＴＦＳＩＴＳ ），Ｎｏ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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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指南》 十分重视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的质量 、 细节 、 可比性和可得性 。 在测度
“

国

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
”

时 ，
按 ＥＢＯＰ 分类的双边服务 贸 易 数据 ， 关于 ＦＡＴＳ 和 ＦＤ Ｉ 的数据 ，

关于供给模式的数据 ， 均十分重要 。 其中 ，
国 际服务贸易统计和企业统计的一体化 ， 是全球

价值链分析尤其是贸易增加值估计的重要基础 ， 值得各国编制者特别关注 。

为满足编者的巨大需求 ， 《 编者指南 》 将 以附件形式收录
“

ＥＢＯＰＳ２０ １ ０ －

ＣＰＣ２ ．
０ 对应

表
”

。 该表 ２０ １ ３ 年 ６ 月 出炉 ， 由 ＵＮＳＤ 、
ＩＭＦ

、 ＯＥＣＤ 和 ＷＴＯ 联合编制 。
ＩＭＦ 也已完成国际收

支统计 （ 含国 际服务贸易统计 ） 的 ＳＤＭＸ 数据结构定义 （
ＤＳＤ ） ， 其编码 由 ＢＯＰ 、 ＦＤＩ 和 国民

账户共享。

（ 二 ） 国 际组织就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建设的协调

ＯＥＣＤ 和 ＵＮＳＤ 计划在转轨期并行两个数据库 。 这是 因为各 自 成员 国只是逐步转 向新标

准 。 这两个数据库的表式分别为 ＥＢＯＰＳ２０ １ ０ 和 ＥＢＯＰＳ２００２ 。 ＯＥＣＤ 的转轨期可能于 ２０ １ ５ 年末

结束 ， 届时绝大多数成员 国将成功转换到 ＢＰＭ６ 和 ＥＢＯＰＳ２０ １ ０ 。 而 ＵＮＣＴＡＤ 的转轨期可能会

更长 ， 难度在于双边服务贸易数据的转换 。

部分国家向 丨ＭＦ 报送的 ＢＰＭ５ 数据 ， 现 由 ＩＭＦ 统计部转换 为 ＢＰＭ６ 表式 ， 转换结果同

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 共享 。
２０ １ ２ 年 ８ 月 ，

ＩＭＦ 的 出 版 物改按 ＢＰＭ６ 表 式以 来 ， 就不再并行 ＢＰＭ５ 和

ＢＰＭ６ 两种数据系列了 。 但是 ，
相对于 ＢＭＰ５

，
对尚未报送数据 的 ＢＰＭ６ 新项 ＿（ 如 ＦＩＳＩＭ

） ，

ＩＭＦ 并没有通过估计来填补空 白 。 在 １８３ 个成员 国 中 ， 已有 ２５ 个 国家按 ＢＰＭ６ 报送 Ｂ０Ｐ 数

据 ， 有 ２０ 个国 家按 ＢＰＭ６ 报送 ＩＩＰ 数据 ， 这些数据的时序多数始于 ２００５ 年 ， 部分 国家更早

（ 比如 ， 澳大利亚始于 丨 ９８９ 年 ， 加拿大始于 １ ９８ １ 年 ）

①
。

欧盟统计局鼓励成员国 ２０ １
４ 年按 ＥＢＯＰＳ２ ０ １ ０ 提供详细的服务贸 易统计 ， 时序至少 回溯

至 ２０ １ ０ 年 ，
之前的老数据如果成员 国无法提供 ， 则由欧盟统计局来转换 。

对 ２０ 个无法提供 ＢＰＭ５ 数据的 国 家 ，
ＵＮＣＴＡＤ 和 ＷＴ０ 用其 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尝试进行了

ＢＰＭ５－ＢＰＭ６
转换 

０

美 国按 ＥＢＯＰＳ２０ １ ０ 编制的国 际服务贸易数据 ， 总计和某些分项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的时序从

２０ １ ４ 年 ６ 月 可在经济分析局 （
ＢＥＡ

） 网站上看到 ， 已经发布的 ２００３ 年之前的数据仍会保留

在官网上。 澳大利亚 、 智利 、 加拿大和俄罗斯的服务贸易统计 已按 ＥＢＯＰＳ２０ １ ０ 编制 ， 前两 国

的数据并已进人 ＯＥＣＤ 相应数据库 ，
但后两国 的数据尚未处理 。

《 ＢＰＭ ６ 编者指南》 关于服务的第 １ ２ 章 已进行修订 ， 关于保险交 易与头寸的附录 Ｉ Ｉ
， 关

于 Ｆ ＩＳＩＭ 的附录 丨 Ｉ Ｉ

， 均已取得进展 。

１ ． 世贸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发布 Ｉ
－

ＴＩＰ 服务版

Ｉ
－

ＴＩＰ服务版 （ 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ｒａｄｅＩｎｔｅｌ ｌ ｉ

ｇｅｎｃｅ
Ｐｏｒ ｔａ ｌ

） ， 由
ＷＴ０

和
ＷＢ

于 
２〇 丨３年 ７

月 联

合发布② ， 同 已投入使用的 Ｉ
－ ＴＩＰ 货物版形成互补 。 Ｉ

－ ＴＩＰ 的 内容为贸易政策措施 ， 其 中服

务贸易措施超过 ２ ．５ 万条 ， 包括如下信息模块 。 其
一

，

“

贸易服务总协定
”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ｇｒｅｅ
－

①ＵＮＳＤ
，Ｅｕ ｒｏｓ ｔａｔ

，ＩＭＦ
，ＯＥＣＤ ，ＵＮＣＴＡＤ ，

ＷＴＯ
，
ＵＮＷＴＯ． ２０ １ ３ ．７７ｉ£ ／Ｖｅｔｔ？／ｅＭｅｒ／ｎＸｅｒａｇｅｎｃｙＴａｓＡ

Ｆｏｒｃｅ ｏｎＳ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ｓｏ
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ｉ 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ＴＦＳ ＩＴＳ ） ，Ｎｏ．９

，Ｄｅｃｅｍ ｂｅｒ
，ｐａｇｅ

１ ５ ．

②ＵＮＳＤ
，
Ｅｕ ｒｏｓ ｔａｔ

，
ＩＭＦ

，
ＯＥＣＤ

，
ＵＮＣＴＡＤ

，
ＷＴＯ

，
ＵＮＷＴＯ． ２０ １

３．ｑ／

＊

／ｎｆｅｒａｇｅｍｙ

Ｆｏｒｃｅ ｏｎＳ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ＴＦＳ ＩＴＳ ） ，Ｎｏ．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ｐａｇｅ７
－

８．



世界经济统计学 丽 ７７９

ｍｅｎｔｏ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Ｓｅ ｒｖ ｉｃｅ
，
ＧＡＴＳ ） 模块 ， 即 ＷＴＯ 服务 贸易总协定下各成员 国 的承诺 （ 市场

准人承诺、 免除最惠国待遇的义务 ） 。 其二 ，

“

区域贸易协定
”

（
ＲＴＡ

） 下的 服务承诺 。 其三 ，

应用机制模块 ，
服务应用措施 （ 影响到市场准人和外方供应商的运 营条件 ） 。 其 四 ， 服务统

计模块 。

其中 ， 服务统计模块提供的信息 ， 可分为如下三类 ： 关于 ＷＴ〇 成员 的居 民和非居民之间

的服务贸易流量信息 （ 或限于特定的服务部门 ， 并可能按贸易伙伴分类 ） ； 企业在 国外的单

位 （ 外资子公司的活动 ；

服务业 ＦＤＩ
） ； 成员 国的市场信息 （

生产 ， 就业 ， 部 门特定的货币 与

非货币指标 ） 。 每个成员 的上述信息均按标准格式提供 。

２
．
ＩＴＣ

－

ＷＴＯ
－

ＵＮＣＴＡＤ 国际贸易数据库

２０ １ ３ 年 ５ 月 ， 国际贸易 中心 （
ＩＴＣ

） 、 ＷＴＯ 和 ＵＮＣＴＡＤ 开始联合编制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

数据 。 它们利用所有可能获得的数据 （ 国际 、 国别 ） ， 编制
一

致且综合的序列 。 该数据库包

括编制者估计的数据和官方报送的原始数据 ， 分别标注 ， 以示区分 。 编制结果每年发布两次

（
４ 月 中期和 ７ 月 中期 ） ，

三方同时发布 。 其中 ，

ＩＴＣ 目前报告约 ５０ 个经济体的数据 ， 尽可能

详细地按 ＥＢ０ＰＳ 分类 ， 时序始于 ２０００ 年？ 。
ＷＴ０② 和 ＵＮＣＴＡＤ？ 的数据也可从 网上公开获

得 ，
后者包括服务类别 １ ７ 种 ， 涵盖经济体约 ２〇〇 个 、

区域和贸易组别 ８０ 余个 ， 全球和地区

总量包括估计值 。 总服务 、
商业服务 、 交通 、 旅行和其他商业服务的时序始于 １９８０ 年 ， 更详

细的服务类别始于 ２０００ 年 。

ＵＮＣＴＡＤ 除发布美元值外 ， 还提供衍生的计算结果 ， 如在世界 贸易 中 的份额和增速等 。

ＷＴ０ 和 ＵＮＣＴＡＤ 还编制和发布季度服务贸易统计 ， 覆盖经济体 １４０ 多个 ，
不过上线数据仅限

于总计和商业服务 （ 金额及其增速 ）
，
时序始于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季度 ， 滞后期约 １００ 天 。

ＷＴＯ也在维护
一个商业服务贸易月 度数据数据库 ， 由各经济体报送 ， 每月 更新两次 。

３
． 其他重要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

（
１

） 联合国统计司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

这是
一

个全球数据库 ，
主要统计居 民对非居民 的服务贸易及相关数据序列 ， 按 ＥＢ０ＰＳ 类

别和伙伴国分类 ， 时序始于 ２０００ 年 ， 频率为年度 。 数据和元数据主要来 自 相关国家统计当

局 、 央行 、 欧盟统计局和 ＩＭＦ。 截至 ２０ １ 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该数据库收到了７２ 个国家报告的数

据 。 所有价值数据均以美元表示 。 该数据库 ＵＮＳＤ 网站公开且免费获取？
。

（
２

） 联合国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知识库

该知识库为联合国统计司开发 ， 旨在为用户提供服务贸易统计的概念和定义 。 与此相似 ，

该组织还开发了
“

国际货物贸易统计知识库
”

。 这两个库通常会随着用户的提问 和各 国或 国

际组织出版的方法论文献而经常更新
？

。

（
３

） 欧盟统计局 国际服务统计数据库

该数据库内容极其详尽 ， 除包括欧盟所有成员 国外 ，
还包括克罗地亚 、 土耳其 、 冰岛 、

挪威 、 美国和 日本 。 上线内容为年度数据 ， 按国 际服务贸易 （
ＩＴＳ

） 类别 、
ＥＢ０ＰＳ 和伙伴国

① ｈ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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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Ｈｏｍｅ／ＷＳＤＢＨｏｍｅ ．ａｓ

ｐ
ｘ？Ｌａｎ ｇｕ ａｇｅ＝ Ｅ ．

③ ｈｔｔ
ｐ ：／／ｕｎ 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ｕｎｃ ｔａｄ ．ｏｒ

ｇ
．

④ｈｔ ｔ
ｐ ：／／ｕｎ ｓｔａｔ ｓ， ｕｎ． ｏｒ

ｇ
／ｕｎ ｓｄ／ｓｅｒｖ

ｉ
ｃｅｔｒａｄｅ／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

ｐ
ｘ ．

⑤ｈｔ ｔ
ｐ ：
／／ｕ ｎｓｔａｔ ｓ，ｕｎ． ｏｒ

ｇ
／ｕｎ ｓｄ／ｔｒａｄｅｋｂ／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

ｅｂａｓｅ／ ．



７８０ Ｉ ． 世界＃济＿

年鉴２０Ｍ
＿

细分 ， 部分国家的时序始于 １９８５ 年 。 主要的数据来源是各国央行和统计当局 。 所有价值指标

均 以欧元表示 。
１ １ 种主要类别的服务和较大的地区分组有季度数据 ， 部分表来 自 季度国际收

支统计数据 。 可在网页公开免费获取？ 。

（
４

）ＯＥＣＤ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

服务 贸易按服 务类别 和伙伴 国 分类 （
ＴＩＳＰｄ ａｔａｓｅ ｔ

） 。 该数据库 旨在按最详细 的 ＥＢ －

ＯＰＳ２００２ 类别和伙伴国 （
３４ 个 ＯＥＣＤ 成员 国外加俄罗斯 ） 编制数据 。 时序最早的可始于 １９７０

年 ，
具体长度取决于相关国家数据的可得程度 ；

频率为年度 。 所有价值指标均 同时用美元和

本币 表示。 可从网页免费获得上述数据？ 。

相关国家正逐步提供按 ＢＰＭ６－ ＥＢＯＰＳ２０ １０ 标准编制的数据 ，
因此 ＯＥ ＣＤ 拟将该库数据

逐步转换成 ＢＰＭ６
－

ＥＢＯＰＳ２０ １ ０ 标准 。 该标准的数据可从网页获得？
。

上述两库数据及元数据主要来 自 欧盟统计局 、 各 国统计当局 、 央行和 ＩＭＦ。

四 、 国际贸易统计新进展

（

一

） 国 际贸易统计现状
？

生产过程分散到多个国家 ，
不仅提高了经济和金融的 国际相依性 ， 而且也提高了社会和

环境的 国际相依性 。

当前的贸易统计在 向政策决策中提供信息方面的不足。 为更好地测度 国际贸易等经济全

球化的方方面面 ， 需要更多地关注数据缺 口
、 总结最佳经验 、 提出新概念 。 应研究 国际贸易

和经济全球化测度框架的 口径与 内容 ， 并设计适当 的协作机制 ， 协调各方行动 ， 提高合作的
一致性和效率 。

此外 ， 如下议题需要未来更多关注 ： 贸易双边数据不
一

致 ； 推进贸易统计同其他经济统

计之间的关联性 ， 尤其是同企业统计的
一体化 ， 应作为中心议题 ，

因 为当前分散化的统计无

助于回答政策相关问题或理解全球企业战略
；
在微观数据的保密和公开之 间寻找适 当平衡 ，

尤其是有关大型企业 的数据和微观数据的 国 际交流 ； 分类 ，
比如商务功能 、

ＢＥＣ 、 内嵌技术

的水平 ； 统计系统的复杂性和对国家数据库起码容量 的需求 。 上述内容其实是一个事关概念 、

测度和数据质量等诸议题的
“

工作包
”

， 应在 同
一

个概念框架下纳入
“

全球生产
”

测度项 目

之中 。

此外 ， 各国今后应向 国际组织报送新的数据记录 ： 第二伙伴国 （
ｓｅｃ ｏｎｄｐａｒ ｔｎ 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

如进 口 中 的托管 国 ） ；
交通模式

；
按 ＦＯＢ 计算 的进 口

； 海关主程序代码 （ ｐｒｉｎ ｃｉｐａｌｃｕｓ ｔｏｍｓ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ｃ ｏｄｅ ｓ ； 直接出 口与进 口
； 再出 口

， 再进 口
；
用做内 向加工 的进 口

， 内 向加工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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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２０ １ ３年 １ １月６
－

８日
，

Ｆｒｉｅ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ｉ ｒＭｅｅｔｉ ｎ
ｇ

ｏｎＭｅａｓ 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 ａｔ 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
，
国 际 贸 易 统计报 告 ，

描述 了 国 际 贸 易统计 的现状和 生 产过程全球化世界 中 的相 关 政策 问 题 。 参

见ＵＮＳＤ ． ２０ １３ ．／似ｅｍａｈｏｒａａ ／ ７Ｖａｃｆｅ ／Ｖｅｗ；ｓ／ｅＭｅｒ
，
Ｎｕｍｂｅｒ３０

，

Ｓｅ
ｐ

ｔｅｍｂｅ 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ｐ

ａ
ｇ
ｅ１ ＆４ ． （

ｈｔｔ
ｐ ：／／

ｕｎｓｔａｔ ｓ， ｕｎ． ｏｒ
ｇ
／ｕｎ ｓｄ／ｔ ｒａｄｅ／ｄｅｆａｕｌｔ ，ｈ ｔｍ ）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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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口
； 旨在外 向加工 的出 口

，
夕卜向加工后的进 口

）

？
。

（ 二 ）

“

国际企业登记
”

进展评估
？

“

统计企业登记
”

（
Ｓ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ａｌＢｕｓ ｉｎｅ ｓｓＲｅｇｉｓ ｔｅ ｒ

，ＳＢＲ） ， 是一 国编制官方统计数据必要的

基础设施 ， 同经济普查 （ 每 ５
－

１０ 年
一

次 ） 和经济调查 （常规 ） 并驾齐驱 ， 是获取统计数据

的三大机制之一。 ＳＢＲ 不仅为企业调查提供抽样框 ， 而且是经济统计相关活动与过程 （ 数据

搜集 、 编制与发布等 ）

一

体化与协作的基石 ， 直接关系到 ＳＮＡ２００８ 、 工业统计 ２００ ８ 、

一体化

经济统计指南 （
２０ １ １

） 的实施 。

２０ １ ３ 年 ， 联合国统计司评估了所有 国家 ＳＢＲ 项 目 的执行情况 ， 包括该项 目 面临的挑战和

差距 。 向管理部门发放调查 问卷 ２００ 余份 ， 回收 １ １ ６ 份 ， 其中 ３２ 份和 ８４ 份分别来 自 ＯＥＣＤ

成员 国和非成员 国 。 问卷覆盖的主题包括法律框架 、 制度安排 、 发布 、 认证系统 、 数据来源

和更新方案 、 数据核查与确认 、 分析性产品与应用 。

部分调查结果如下 。 其一 ， 保密与公开的矛盾 。 在许多 国家 ， 统计保密受到法律支持 ，

但外部用户基于统计 目的要求获得 ＳＢＲ 数据的需求也相当 明显 。 其二
，
行政数据的安全获取

往往滞后 。 存在多样化的原因 ： 发展 中国家的行政管理数据来源通常不充足 ；
目标企业未完

全纳人登记范围 ；
经济活动或规模分类不充分。 其三 ， 仅约三分之二的样本国家称 ，

ＳＢＲ 中

统计单位的认证数可能 同其他来源的外部认证数有交叉 ， 但这种交叉数在发展中 国 家极低 。

其 四
， 大多数 ＯＥＣＤ 国家基于 自 身 的 ＳＢＲ 数据编制 了商务人 口 指标 ，

而非 ＯＥＣＤ 国家 中仅

５２％的 国家做了这件事情 。

（ 三 ） 关于 ＵＮＣ０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的升级
③

２０ １ ３ 年 ，

ＵＮＳＤ 继续开发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Ｐ ｌｕｓ
， 将服务贸易 、 商品贸易 （ 月 度 ） 和商品

数据 （年度 ）
整合在一起 ， 以便用户更有效地提取更多的信息 。 对升级后的数据库 ，

用户 在

应用该数据库时 ， 可创新性地检查数据质量 ； 数据提供者可将数据直接上传至加工应用端 ，

而不必通过电子邮件交换数据 ， 从而使数据搜集过程更加流畅 。

新的全球贸易 ＳＤＭＸ（标准化的数据与元数据格式 ） 获准且发布时 ， 系统将在 ＳＤＭＸ２．
１

版中接收数据 ，
以加快数据加工进程 。 在 ＩＭＴＳ２０ １０ 和 ＭＳＩＴＳ 的数据记录之外 ， 系统有望在

未来新增联接贸易统计和企业统计的数据记录 。

在过去短 短 几年 里 ，

ＵＮＣ０ＭＴＲＡＤＥ 的使用快速增 长 。 为 更好地为用 户 服务 ，
ＵＮ

Ｃ０ＭＴＲＡＤＥ 已升级主要硬件 ， 所有服务器也转移到新的数据 中心 （ 设在西班牙瓦伦西亚 ） ，

提高了服务器的响应速度 。

①ＵＮＳＤ ．
２０ １ ３ ． ７＞〇（ｉｅＳｔｏｒｉｅｓ

／Ｖｅｗｓ
／
ｅＭｅｒ

，
Ｎｕｍｂｅｒ２９

，
Ｍａｒｃｈ／Ｊｕｎｅ

，
Ａｒ

ｇ
ｕｍ ｅｎ ｔｓ

ｐ
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ｍ ｉｎａｒ ｏｎ 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Ｍ ｅｒｃｈａｎｄｉｓ ｅＴｒａｄｅＳ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 ｃｓ
，Ａｐ ｒｉｌ２２－２ ６

，Ｒａｂａｔ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ｈ

ｔｔ

ｐ ：／／ｕｎ
－

ｓｔａｔ ｓ． ｕ ｎ． ｏｒ
ｇ
／ ｕｎｓ ｄ／ｔ ｒａｄｅ／ｄ ｅｆａｕｌ

ｔ ｈｔｍ ）

②ＵＮＳＤ ．２０ １ ３ ．７＞ａ＜ｉ ｅＳｆａｉｉ ｓｆ ｉｃｓ ７Ｖｍ ｓ
／
ｅ？ｅｒ

，
Ｎｕｍｂｅｒ２９

，

Ｍａｒ ｃｈ／Ｊｕｎ ｅ
， ｐ

ａ
ｇ
ｅ１＆ ４ ．（ ｈｔｔ

ｐ ：
／／

ｕｎｓ ｔａｔｓ ，ｕｎ ．ｏｒ
ｇ
／ｕ ｎｓｄ／ｔ ｒａｄｅ／ｄｅｆａｕｌ

ｔ ．ｈ ｔｍ
）

③ＵＮＳＤ ．２０ １ ３ ． ／ｎｉｅｒｒａａｉ ｉｏｎａ／７Ｖａ办Ｓｔｏｒ ｉ
ｅｓ ｙＶｅｗｓｔｏｅｒ

，
Ｎｕｍｂｅｒ２９

，

Ｍａｒｃｈ／Ｊｕｎ ｅ
， ｐ

ａ
ｇ
ｅ２＆４ ．（ ｈｔ

ｔｐ ：
／／ｕｎ＿

ｓｔａｔｓ ，ｕ ｎ．ｏｒ
ｇ／

ｕｎｓ ｄ／ ｔ ｒａｄｅ／ｄ ｅｆａｕｌ
ｔ ．ｈｔ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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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关于统计分类工作的进展

？

统计分类工作
一

般由联合国统计司牵头 ， 其他 国家组织和各国统计当局参与其中 。

（

一

） 编写国际统计分类清单 ， 拓展国际分类体系

未来需要拓展
“

国际分类体系
”

，
以实现如下 目 的

：
更好地概览各 国实际需要遵守 的分

类 ；
可 以根据制定的标准清单评估分类的质量 ； 更好地评估现有各种分类之间的关联 ； 为用

户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 。

着手编写
“

国际统计分类清单
”

（ 草案 ， 第一稿 ） 。 清单将提供每种分类的关键信息 ， 并

对其进行评价 。 任何特定的 国 际统计分类要纳入
“

国际分类体系
”

， 须满足特定标准 。 该标

准是 《制定 国际统计分类最佳做法准则 》 的独立文件之一 ，
而该准则 已 出 台修订版 ， 但仍需

ｙＣ Ｐ＝Ｊｏ

（
二

） 重要统计分类的进展

如下分类有 待 制 定与 修订 ： 标准 国 际 能 源 产 品 分类 （
ＳＩＥＣ

） ； 国 际 标准教育分类

（ ＩＳＣＥＤ ） ； 用于统计 目的的 国际犯罪分类
；
国际疾病分类 （

ＩＣＤ
） ；

“

时间使用统计
”

所列活

动国际分类 （
ＩＣＡＴＵＳ

） ；
国际标准职业分类 （

ＩＳＣ０
） ；

国际就业状况分类 （ ＩＣＳＥ ）
；
联合 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 （
粮农组织 ） 使用 的一套农业分类

；
所有 经济活 动 的 国 际标准行业分类

（
ＩＳＩＣ

） ；
产 品 总分类 （

ＣＰＣ
） ；
按 目 的划分的个人消 费分类 （ Ｃ０ＩＣ０Ｐ ） ； 按经济 大类分类

（
ＢＥＣ

） 和拟议的商业功能分类 。

有关产品分类版本 ＣＰＣ２ ．
１ 的工作已经取得进展 ， 完整文件在 ２０ １ ３ 年底完成 ， 随后以 联

合国官方语言印发 。 同 ２
．
０ 版本相 比 ，

ＣＰＣ２ ．
１ 版 的主要变化在 于农 、 渔 、 林产品 和食品 ，

新增细节 旨在满足农业统计的需要。 有关经济大类分类工作 的技术小组预期将提供一份经修

订的分类草案 ，
而有关商业功能的技术小组将按计划 向专家组提供一份进度报告 。

组建两个新的技术小组 。 （
１

） 行业分类技术小组 ，
主要任务是审查已经向专家组提交的

一组解释问题。 （
２

） 个人消费分类技术小组 ， 主要任务 ： 审查 ２０ １ ２ 年有关个人消费分类的

世界性调查 的结果 ； 审查这项调查确定的问题领域／问题 ； 在现有的个人消费分类框架内确定

这些情况下的判例法裁决 。 这个小组预期还将提供建议 ， 以修订个人消费分类 。

加强专家组和工作组在国际分类工作 中 的协同 ， 确保采用
一

致 的做法 ， 促进共同 的概念

和不同分类间的关联 ， 以及监测基本原则在分类制定过程中的应用 。

应加强欧盟部分统计分类 同联合国相应分类的衔接。 独联体成员 国多采用欧盟标准 ， 其

中关于经济活动和职业的分类标准同联合 国统计司 相应标准差异不大 ， 但关于产品分类的差

异较大 。 其
一

， 关于经济活动分类 ， 欧共体一般行业分类版本 ２ 与行业分类版本 ４ 完全兼容 ，

因为两者在分类的两个最高级别是
一致的 ， 较低

一

级 的欧共体
一

般行业分类 的类别是行业分

① 联合 国统计 司 （
２０ １３

） ： 《 分类 通讯 》 （ 中文版 ）
， 第 ２９ 期

，
２ ０ １３ 年 １ ０ 月 。 ＵＮＳＤ ．２０ １ ３ ．

ｔ ｉｏｎｓＮｅｗｓｌｅ ｔｔ ｅｒ
，Ｎｏ ．３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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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类别的分支 。 其二 ， 关于职业分类 ， 现在没有经修改的欧洲分类 ，
因此

， 各 国家版本是

以职业分类 － ２００８ 为基础的 。 其三 ， 关于产品分类 ， 欧盟的标准为 ＣＰＡ（按活动分列的产 品

分类 ） ， 其结构不同于联合国 的产品总分类 （ ＣＰＣ ） ， 但二者在细类上可比性较强 ， 易于在二

者之间 建立关联 。

（ 三 ） 各国统计分类登记的进展

从 ２００ １ 年开始 ， 世界各国使用的统计分类 （
主要是活动分类和产品分类 ） 陆续在联合

国统计司进行登记 ， 并发布在后者的 网站上。 这些信息有助 于全球用户 了解各 国相关实践 ，

尤其是其同国际标准分类的适应性 。

联合 国统计司要求各国统计当局登记 自 己 的统计分类 ， 具有如下好处。 其
一

， 使用户易

于了解各 国统计分类的信息 ， 尤其是其特点和应用信息 。 其二 ，
展现各 国为适应 国际标准分

类所做的改变 ， 便于联合 国统计司进行统揽。 其三 ， 监测 国际统计分类在全球 的实施情况。

其 四 ， 建立各 国应用实践中常遇问题的清单 ， 供未来 的分类修订过程作为参考 。 其五 ， 建立

援助清单 ， 帮助解决有关国家采用国际标准分类遇到的问题 。

基于各国最新的登记信息 ， 为满足当前正在推进的部分分类标准修订需求 ， 联合国统计

司 ２０ １２ 年 １ ２ 月进行了
一

项新的调查 。 正在修订的标准包括经济活动分类 （
ＩＳＩＣ 修订版 ４

） 、

产 品分类 （
ＣＰＣ 第 ２ 版 ） 和职业分类 （

ＩＳＣＯ
－ ０８

） 。 此外 ， 还涉及个人消费支出 （ 根据 目 的

划分 ） 、 教育和健康等的分类 。 截至 ２０ １３ 年 １２ 月 ， 已有 １２３ 个国家 （ 地区 ） 回答了这份调

查
， 提供了各 自统计分类应用信息 ， 新增 ４４６ 份分类 （其 中活动分类 １ １ ７ 份 、 产品分类 １ ３５

份 、 个人支出分类 ７５ 份 、 职业分类 ８０ 份 ） ， 加上此前已经获得 的分类 ，
总计超过 ８６０ 份 ，

显

示出全球采用 国际统计分类的进展 。 调查结果随后将公布于联合 国统计司 网站 。

部分海湾国家仍在执行 ＩＳＩＣ３ ． ０ 版甚至 ２
．
０ 版 ， 现准备采用 最新版本 ＩＳ ＩＣ４． ０ 版 。 但是 ，

在转轨过程中 ， 新版本相对于旧版的变动太多 ， 牵涉的工作范 围十分广泛 ，
使统计当局产生

许多焦虑 。 因此
， 拟议编制 《 ＩＳＩＣ 执行指南》 就显得越发重要 。

除同经济统计和 ＳＮＡ 保持
一

致外 ，

Ｉ ＳＩＣ 标准可能需要考虑其他应用需求 ，
比如出于管理

目的的需求 。 工商登记需要登录机构活动所属行业分类 ，
但有 时这并不易确定 。 比如 ，

一个

机构拥有作为投人的材料 ， 但整个制造过程却 由 另
一

家完全不 同 的机构来执行 ，
后者属于

ＩＳＩＣ 的制造业 ， 但前者没有制造活动却将其归人制造业并授予其制造许可 ，
这难 以得到工商

登记机构的认同 。

（ 四 ） 关于统计分类数据库的建设

《
Ｎｅｕｃｈａｔｅ ｌ术语典范 ： 分类数据库的 目标与属性 》 （

Ｎ ｅｕｃｈａ ｔｅｌｔｅ ｒｍ ｉｎ ｏｌｏｇｙｍｏｄ ｅｌ
：
Ｃ ｌａｓｓｉｆｉ？

ｃａ ｔ ｉ ｏｎｄａ ｔａｂａｓｅｏｂ
ｊ
ｅｃ ｔｔｙｐｅｓａｎ

ｄｔｈｅｉ ｒａ 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ｓ
，第 

２
版 ）第

１部分已完成修订 。 这是《通用统

计信息模型》 （
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ｉｃＳｔａ ｔｉ ｓｔ 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ｌ

，
ＧＳＩＭ

，１ ＿ １
版 ） 的附录 。 ＧＳＩＭ

是
“

统

计生产与服务现代化
”

项 目 的成果 ， 同 《通用统计实务过程模型 》 （
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ｉ 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 ｌ

Ｂｕｓｉｎｅ ｓｓＰｒｏｃ ｅ ｓｓＭｏｄｅｌ
，ＧＳＢＰＭ ）

—

起作为两大框架 ， 力口强国际组织内夕卜各方有关统计生产的

交流 。 该项 目 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
ＵＮＥＣＥ

） 高级小组 （
ＨＬＧ

） 实施 。

《
Ｎ ｅｕｃｈａｔｅ ｌ术语典范 》 由

一

个联合工作组完成 。 该工作组成员来 自 如下国家和国际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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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 奥地利 、 加拿大 、 法国 、 新西兰 、 挪威 、 葡萄牙 、 瑞典 、 瑞士 、 美国 、 欧盟统计

局 （
Ｅｕ ｒｏｓｔａ ｔ

） 、 国际劳工组织 （
ＩＬＯ

） 、 联合 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
ＵＮＥＣＥ

） 和联合国经社理事

会统计司 （
ＵＮＳＤ

） 。

同以前的版本相 比 ， 新版 《
ＮｅｕｃｈＳｔｅ ｌ术语典范》 的特点如下 。 其一 ，

以前所谓
“

分类
”

现改为
“

分类序列
”

。 其二
，
以前的

“

分类版本
”

（
Ｃ ｌａｓｓ 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ｅｒｓ ｉｏｎ

） 改为
“

统计分类
”

，

以显示某特定统计分类是否是一个版本 、
一个变种或一个更新 。 其三 ， 以前的

“

案例法则
”

（
Ｃａｓｅｌａｗ

）
现改为

“

分类项
”

（ Ｃｌａ ｓｓ 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 。 其四 ， 阐释更多 ； 《ＮｅｕｃｈＳｔｅ ｌ 术语典范》

同 ＧＳ ＩＭ 更匹配
；
同联合国统计司

“

开发 国际统计分类最佳实践指南
”

中的术语和定义更为
一致

；
明确模型的特性 ， 以便未来对模型的管理更简便 。

（五 ） 相关国际会议和讲习班

２０ １ ３年 ５
月 １ ３日 至

１ ５日 ， 国际统计分类专家组 （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ｔＧｒｏｕｐ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ｉｓ
？

ｔ ｉｃａｌＣ ｌａｓｓｉ ｆｉｃａ ｔ ｉｏｎｓ
，ＵＮＥＧ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 。 这次会议涵盖了如下议题 ：国际分

类体系未来的工作 ， 制定分类的指导材料 的拟订 ， 执行分类领域的 国际合作 ， 有关 目前正在

制定或审查的一系列分类的具体讨论 。

２０ １ 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 日
，
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经济委员会国际分类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在

墨西哥举行 。 会议初步总结了成员 国在分类工作组工作范围 的分类工作现状＼ 收集有关分类

的解释与执行方面的关键信息 ， 讨论协助各 国执行的步骤 。 会议加强了成员 国的如认识 ：
工

作组的 目标 、 范围和组织 ， 计划的工作方案和促进其工作 的各项机制 （例如在线论坛 ） 。 与

会者包括来 自本地区 １６ 个国家的国家统计局的代表 ，
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 （ 如拉丁美洲和加

勒 比经济委员会 、 国 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统计司 ） 。

２０ 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至 １０ 月 ２ 日 ， 阿拉伯 国家产业统计与分类工作组在卡塔尔多哈召 开 。

会议由如下机构联合组织 ： 海湾产业咨询组织 （
Ｇ０ＩＣ

） ， 联合 国经社理事会西亚委员会 （
ＥＳ－

ＣＷＡ
） ，
阿拉伯工业开发与矿业组织 （

ＡＩＤＭ０
） ， 联合国工发组织 （ ＵＮＩＤＯ

） ， 联合国统计司

（
ＵＮＳＤ

） 。 与会人员超过 ６０ 人
， 分别来 自 １ ６ 个阿拉伯国家 。 会议 目的在于增进与会者在产业

统计数据收集 、 整理和发布方面的知识 。 会议主题如下 ： 产业统计对经济和产业政策决策的

重要性 ；
国际工业统计推荐版本 （

ＩＲＩＳ２００８ ） ；
国 际工业生产索引 推荐版本 （

ＩＲＩ ＩＰ２０ １０
） ；

所有经济活动产业分类国际标准 （
ＩＳＩＣ Ｒｅｖ ． ４

） ；
核心产品分类 （

ＣＰＣ ２ ． ０ 版 ） ； 商品描述与

编码协调体系 （
Ｈ Ｓ ） ；

阿拉伯 国家产业统计现状与需求开发 。

２０ １ 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至 ２ １ 日 ， 在摩尔多瓦共和国基希讷乌 ，
国际统计分类讲习 班召开 。 这

次讲习班面向独联体成员 国 ， 由摩尔多瓦共和国 国家统计局主办 ， 联合 国的统计司 、 欧洲经

济委员会同欧洲共同体统计局协办 。 讲习班共有 ３９ 个参加者出席 。 讲习班的主要 目的是 ： 审

查本区域的分类工作现状 ； 为各国提供关于最近活动 、 产 品和职业分类 的最新信息 ； 讨论这

些分类的执行问题 ；
以及交流参加国在制定国家分类和将这些分类适用于各个统计方案方面

的一般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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