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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服务业统计存在的问题及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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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业即第三产业，是指除农业、工业及建筑业以外的所有行业，服务业发展程度已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服务业在增强地方实力、吸纳就业人口、增加财政收入、维护社会稳定等多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

重要一极，已被各级政府列为重点发展产业，从而引起各级领导与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但目前县级服务业统计工作相对薄弱，服务业统计制度和

后于其发展的步伐，对服务业的发展规模、活动成果的反映有很大的局限性，使得难以全面、准确掌握服务业的发展状况。 

  一、当前服务业统计存在的问题 

  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同时也取决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决策，而正确决策的依据来源于客观真实全面的统计

杂、涉及行业众多，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兴行业不断涌现，从业单位、个体经营户不断增多，经济成份日趋复杂，使得服

度也在不断加大。从服务业统计的现状来看，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指标体系不够完善。第三产业是新兴行业出现最快、最多的领域，现有指标体系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许多领域至今没有较为完整的

统计制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由于新兴行业的不断涌现，统计制度也在不断改革以求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始终难以同步，统计标准与经济发

距，部分行业虽然现行的服务业统计制度也包含了，但缺乏有效可行的操作方法。 

  2、统计资料难以收集。与一、二产业不同，服务业统计除需要部分专业统计的资料外，更多的是依靠部门统计的零散资料，这些资料对

定规模的经济实体反映较准确，而对其系统外或规模较小的反映则相对不足。对发展迅猛的社会服务业统计更是缺乏资料，最终数据基本是用相

难以取得完整的基础资料，基层资料相对溃乏，核算依据有待加强。 

  3、部门统计基础薄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部门统计力量总体上在削弱，尤其是服务业领域的部门统计

统计网络出现断裂。由于企业改制速度加快，政府部门直接管理的企业越来越少，改制后的企业事实上与主管部门已脱离关系，企业向主管部

识淡薄，配合程度下降，同时主管部门向基层单位布置和催要统计报表的力度减弱，畏难现象增多，长此以往，造成统计渠道不畅，数据搜集

数据质量下降。由于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健全，对企业财务监管力度缺乏，同时企业自我约束意识差，法律意识淡薄，无规

业，尤其是个私营企业中普遍存在，给统计工作加大了难度，也由此滋生瞒报、虚报现象；三是统计范围含概不全。目前，部门统计大多数仍沿用

式，统计范围仅限于系统内直接管理的企业和单位，不能突出系统框框，对系统外的同行业统计束手无策。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

经济快速崛起，所占比重不断攀升，在此情况下，部门统计仅提供本系统内的资料已无法反映该行业的实际状况，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四是

范。部门统计档案资料普遍存在不完整、不规范现象，以致于部门统计难以提供较准确、前后一致的同期和历史数据。 

  4、条条统计难度加大。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省、市设在县级的直管部门和单位越来越多，而条管单位主要集中在服务业，使得服

大。首先是条管单位在县级多没有行业管理部门，原来从主管部门可以取得的汇总资料，现在要到各单位去要基层数据加以汇总，加大了工作量；其次是

业务都由上级部门归口管理，包括财务做帐、业务收支等，资产负债状况、经营绩效情况、资产折旧等都在上一级统一处理，县级单位已很难

所需资料往往要等市级乃至更上一级部门反馈，甚至需要通过县级单位向上级部门索要才能取得，加大了统计数据搜集难度，同时影响了时效。

  5、抽样调查质量不高。目前县级统计主要采用全面调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限额以上（规模以上）采用的是全面调查，其有一套

操作方法，数据准确性相对较高，能比较客观地反映情况。限额以下（规模以下）较大领域采用的是抽样调查，经过一段时期的运作和方法制度的不

调查在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方面均有了显著提高，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样本点的问题，首先总抽样框的基础资料收集难、不精确，造成抽

是样本点相对较少，使用时间较长，缺乏代表性。样本点配合程度差，提供数据往往缺乏真实性，往往造成推算数据与现状出现明显差异。 

  6、许多领域存在空白。就目前而言，县级服务业统计领域还存在许多空白，从专业统计或部门统计直接或间接都难以取得资料。比如城

于没有城调队，无法进行统计，所以这块资料至今为零，并且影响到其他一些数据的推算以及地区生产总值数据的准确性。另外，诸如其他服

等，由于工商、税务等相关部门统计基础资料的局限，难以得到完整的数据，该类统计也接近空白。 

  二、完善服务业统计制度的设想 

  上述问题的存在，必然影响对服务业发展状况的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制约了各级政府决策的针对性和及时性，不利于服务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必

完善服务业的统计工作。针对当前县域服务业统计工作呈现的问题，初步提出如下建议以供参考： 

  1、加快统计方法制度改革。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统计工作暴露出的不适应经济发



越来越多，一味地按部就班或等待国家统计部门制订统一的方法和制度已显得十分被动，必须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进行大胆的改革试点

完善方法制度，分步进行统计领域扩展尝试，逐步深入服务业各项领域的统计。 

  2、加强部门统计协调工作。部门统计是政府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补充，部门统计工作好坏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统计资料的数据质量和

强部门统计工作，建立健全部门专职统计员制度和部门行业统计制度。同时，要加强对部门统计工作的管理、指导和监督，搞好部门之间的协调

门统计的优势，更好的利用部门统计信息资源。 

  3、充分发挥经济普查作用。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给全面盘点县域服务业基本状况提供了契机。因此，应充分利用和发挥好

源，建立相应名录库和数据库，积极搞好资料的开发应用，着力认真做好经济普工作，切实摸清服务业的家底，并为各级政府对服务业的宏观

的依据。 

  4、加大统计执法检查力度。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统计调查对象的配合程度越来越差，搞准统计数据的难度越来越大。一些统计数

运行中的实际情况，服务业表现尤为突出。要确保统计数据的质量，不断提高统计工作水平，必须依靠《统计法》来保驾护航。要大张旗鼓的宣

断提高全社会的统计法制意识。同时，要加大统计执法检查力度，认真查处统计违法案件，确保提供统计资料的及时性、准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