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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计估算是以 已掌握的统计信

.

么为基础
,

根据率物 的客观联来和变化规律
,

在一定的

假设条件下
,

对社会经济现象总体的数童关来和数 童特征进行浏算和估计
。

根据所

利用的资料来源性质不 同
,

统计估算可 以 分为两大类
:

一类是抽样估计
,

另一类是

间接推算
。

抽样估计所利 用的资料是按照随机的原则
,

通过专 门组织的抽样调 查取得的
。

而

间接推葬所利用的资料 一般是有关单位的行政业务记录
,

或是通过其他调 查方式取得的统计

资朴
。

统计话算既是一 种取得统 计信 么的方法
,

又 是对现象作进 一 步深 入分析和 研 究的方

法
,

它是整个统计研究方法体 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作为一种非全面调查的统计方法
,

统计估算具 有投 入少
、

效率高的特 点
。

对于这一点
,

大家没有什 么不 同的意 见
。

但是
,

对于统计估算的准确性
,

许多人持怀疑态度
。

其实
,

这 里

存在某些误解
。

世间的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 系和具有内在规律的
。

任何社会经济现象

都有其产生的原因
,

任何原 因也都必 然会产生一定 的结 果
。

而 且事物 的发展具有连续性 和相

关性
,

同时在一 定时期 内存在相对稳定性
。

统计利用客观字物之问的这种联系和变动规律去

怡计和 推算社会现象的数 1 关 来
,

有其科学的依据
。

从理论上分析
,

统计上的误 差可 分为登记性误 差
、

代表性误 差和推葬误差
。

登记性误 差

是指由 于各种原因 ( 包括无意
、

有意和计算错误等 ) 使得登记的结果与事实有 出入
。

代表性

误差是指 由于调查的单位 只是总体的一部分
,

这部分单位不能完全反映总体的性质 而 产生 的

误差
。

推算误差是指 由于推算所假 定的前提不完全 符合 实际而 产生的误差
。

无论 是全 面调 查

还是统计估葬都会存在登记误差
。

而代表性误差和推葬误差则是统计估算所 固有的
。

这样从

表面来看
,

似乎全面调 查的准确性 一定会 高于统计估茸
。

但是问题并不那 么 简单
。

特 别是在

我国 目前的情况 下
,

随着经济体 制由原来的指令型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过渡
,

一方

面
,

社会经济现象空前复杂化
,

给 准确把握统计口 径带来困难
。

另一方 面
,

各类经济组织发

展迅速
,

统计调 查单位急剧膨胀
,

训练有素的基层统计人 员日显匿乏
。

再加上决策主体 和利

益主体 的多层次化
,

各方面对统计数字真实性 的干扰明显增加
。

这些都使得全面调查有可能

产生较大的登记误 差
。

而 统计估算 所涉及的调鱼单位较少
,

可 以 由经过专 门训练的人 员去 完

统计估算的科学化与规范化

成
,

另外
,

其所利用的资料一般 是与被调查者没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数据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取得的数据
。

这

样
,

就有可能大大减少登记误差
。

如果在统计估葬的

过程中
,

又经过周密的分析和研 究
,

注意科学地选取

样本
,

采用与所要估葬的社会经济现象的变动规律相

适应 的估算方法
,

那么就有可能将代表性误差和推算

误差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

从而 使估葬的结果能

够基本符合实际情况
,

满足国家和社会公众对统计信

息的需求
。

因此
,

在不少场合
,

统计话算的结果甚至

比通过全面报表
、

逐级汇总得到的数字更接近 于客观

实际
。

我国农产量调查中
,

利用抽样调查资歼估算的

根食产量数字的可 信程度大于全 面报表数字的可 信程

度
,

就 是一个很有说服 力的事例
。

必须指 出
,

统计估茸的准确性是以 统计估算的科

学化 和规范化 为前提 的
。

所谓统计话算的科学化
,

就

是说
,

统计估算应 当和其他任何一种科学的认识 活动

一样
,

具 备可检验性和 可复制性
。

可检脸性是指估葬

的结果是明确 的而 不 是模棱两 可 的
,

其正确 与否有可

能得到验证
。

可复制性则是指估算具有清楚
、

精密的

程序
,

可 以按照一定的 步骤重复地
、

连续 不断地进行

下去
,

而且当所利用的方法和信息完全相 同时
,

叶同

一李件 只能得到同一种估算结果
。

可检验性 和 可 复制

性的科学的估算 同完全凭主观经脸 和纯粹依靠直觉的
“

猜 .m1
”

有本质的区 别
。

所谓统计估算 的规范化
,

就

是说
,

对于各种统计估算方法应 用的场 合
、

应 用的原

则
、

所利用的各种资料 (会 计资抖
、

业务资料与统计

资料 ) 之 间指标 口 径的衔接 以及具体 实施 的细 节应有

明文规定 的标 准
。

统计估算的规范化是 防止 不恰当地

滥用估算方法 的重要保证
。

在我国 目前的社会经济统计 工作实践 中
,

统计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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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应用离上述科学化 和规范化 的要求还有较大的距

离
。

在抽样估计的应用方面
,

情况要好一些
。

以科学的抽样

理论和统计工作的实践经验为基础
,

国家统计局和有关

部门对于农产量的抽样调查和估计
、

城 乡居民家计调查

和工 业产品的质量的抽样检查与质量控制等 已经提 出 了

比较科学和规范的方案或标准
。

但是
,

对于如何在更广的

范围内运 用抽样话计方法
,

以及如何使抽样调查和估计

既能符合随机的原则
,

又 能满足各级政府层层管理社会

经济的需要等问题
,

尚没有提 出较为科学并且可操作性

较强的方案
。

在间接推算的应用方面
,

情况 更不能令人满

意
。

尽管是
“

八仙过海
,

各显神通
” ,

但其中相 当一部分名为

活算
,

实为纯粹的
“
拍脑袋

” ,

完全没有可检验性 和可复制

性
。

这种情况
,

败坏了统计估算的声誉
,

也使对统计数字的

不正 当干扰有可乘之机
。

为 了改变统计估算应 用落后的现状
,

真正 实现我

国统计 估算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

需要开展大 量艰 苦 细

致 和脚踏实地的工作
。

首 先
,

要重视有 关统计估茸 的基拙理论特 别是间

接推茸 的墓拙理论 的研 究
。

科学的理 论是推 广和 应用

的基础
。

抽样估计方 法之 所以 能 够在社会经济统 计活

动 中得 到 比较 有效 和规范的运 用
,

其重要原 因之 一就

是它具 有科学的理 论依据
。

概率论 中的大数法 则和中

心极限定理
,

以 及各种抽样分布 的理论和参数估计的

理论都 为抽 样活计的应用 莫定 了坚实 的理 论基拙
。

与

抽样估计 相 比
.

间接推算的理论基拙显得比较薄弱
。

国

内外的统计学界衬此研究得都很 不够
。

为此
,

有必要对

国内外实际 采用过的各种间接推茸方法进行认真的考

察
,

研 究其特点
、

应用的前提条件和局限性
。

并不 断进

行 系统的总结
,

逐渐将其上升到理论的 高度
。

在此基础

上
.

还可 以提 出一些新观 点
、

新概念和新方法
。

其次
,

对于 统计估算 的研 究
,

不 能只是停 留在理论

研究阶段
.

单纯地就 方法论方法
,

而必 须密切联来我国

的实际
,

从 统计实践 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 出发
,

去研 究统计估算方 法的应 用
。

在进 行应 用研 究时
,

除 了

要根 据所要研 究的问题的特 点
,

选择 合适的估葬方法

外
,

还要着重研 究各 种资杆 (会计 资料
、

业务资料与统

计资抖 )之间指标 口 径的衔接问题
。

同时
,

要特别注 重

实证 研究
。

通过实证 分析 去脸证各 种方法的 实际 可行

性
,

从中发现理论研究中的疏 漏之处
,

从而进 一步改善

各种话耳方法
。

最后
,

要及 时地 将理论研究和应 用研究的成 果转

化 为具 体的规范和原 则
,

用来指导实际的社会经济统

计工作
。

这 方面
,

日本 的一些做 法值得借鉴
。

为 了从原

来实行的 旧 S N A 休来向新 S N A 体 系过渡
,

日本 由经

济企 划厅牵头
,

组织一批专家学者组 成
“
国民经济 核算

调查审议 会
” ,

除 了对 国民经济 核茸的理论概念
、

分类

标准
、

帐 户体 系和有关指标的计算 口 径进行研 究外
,

将

主要的精力放在建立 与原有 的基础统针 相街接的新

SN A 估算方法体 系上
,

经过大 约 8 年的时间
,

在充分

调查研 究的基拙上
,

提 出 了符合 日本 国情的新 S N A 体

来
。

该体 系不是 简单 地照搬联合 国新 S N A 的版 本、 而

是根据 日本的情况
,

对国民核算帐户的编制方法
、

有关
”

指标 的估葬方法和资并来源
、

负责估算的部门子问题

做 了昨常详细和具体的规定
,

从而为 日本按照新 SN A

口 径 编制和发表国民经济核算资抖铺平 了道路
。

为 了

适应 改革开放 和 加强宏观经济管理 的雷要
,

经过 多年

的研究和酝酸
,

我国也 于 1 9 9 2 年提出了新的 国民经济

核算体系 (试行方案 )
。

该方案的提 出是我国统计 科研

和统计改革的重大成果
,

应给 予充分 的肯定
。

但是
,

该

方案只 是给出 了国民经济核葬的基本框 架
,

对 于具体

的编制和估算方法以及详细 的资并来源等未做明确 的

规定
。

实际上尚未形成与我国的基本统计相街接同时

又与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适应的估算方法体 来
。

因

此
,

要真正实现从旧体来向新体系的过渡
,

今后必须抓

紧这 方面 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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