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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业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省服务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服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服务业更是扩大内需和增加就业，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水平，解决

结合点，也是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已被各级政府列为重点发展产业，各级领导与社会各界对此十分重视，而目前服务业统计工作相对薄弱，

模、活动成果的反映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完整反映服务业发展的全貌，已明显不适应服务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开展服务业统计，完善服务业

及时、全面地反映服务业发展的规模、水平和行业结构等基本情况，为各级政府制定政策和规划，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提供依据，已日益成为摆

部门统计面前的紧迫任务。 

  一、服务业统计核算的历史变迁及现状 

  服务业统计核算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反映的信息是宏观经济决策和分析研究的重要依据，因此，服务业核算体系的建立及

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而且与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它是随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向社会

变而变化的，服务业统计核算迄今为止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52年至1984年。这一阶段我省和全国一样，采用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即MPS体系，是从物质生产领域来核算的，服务业

邮电业和商业，是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的历史产物，它适应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没有反映包括大量服

质生产部门发展的情况。 

  第二阶段为1984至1992年。这一阶段是MPS和SNA两种核算体系共存阶段。1979年，我国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体制和经济结

渐显著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原来的MPS及其总量指标越来越难反映经济运行情况和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也不利于

此我国各级政府统计部门按国家统计局制订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年》要求，正式建立了服务业统计核算，这一阶段，同

国民收入和SNA体系的国内生产总值，但以MPS体系物质生产部门的国民收入指标为主，因为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核算基础比较薄弱，服务业行

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 

  第三阶段为1992年至今。随着国际政治环境变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MPS在反映国民经济发展变化方面的缺陷和不足越

政府统计部门于是取消MPS体系，建立与联合国新SNA接轨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版本。服务业行业分为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餐饮业、金融保

和其他服务业共十二个行业，但是，尚未建立系统的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 

  近两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服务业的规模、结构和发展水平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随着

统计方法已很难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规范完善的服务业统计制度势在必行。 

  二、现行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的特点 

  根据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要求，适应经济形势发展，改进服务业统计制度和方法，我们制定了《江苏省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试行方案）》，

分类中的1个大类和15个服务行业门类，进行全社会综合统计。7月2日省政府办公厅以苏政办发（2002）71号文，向各市、县人民政府，省48

置《江苏省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试行方案）》，该方案能比较科学地、系统地反映了全省服务业行业的总规模和发展水平，该制度的实行，

有系统反映服务业行业统计报表制度的空白，该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1、行业分类新 

  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行业分类是在国家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出台前制定的，行业分类标准由原来的1个大类和11个门类216个小类分为1

个小类，行业分类更细，内容更多，在全省各专业统计工作中率先执行，全国领先。 

  2、统计范围广 

  服务业统计范围是行政区划内所有从事服务业行业生产经营或业务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及所属的产业活动单位，以及其他行业中从事服务业

务活动的产业活动单位，还包括全部从事服务业行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体户。最近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颁布实施的新《国民经济行业

(GB/T 4754-2002)，明确规定服务业统计范围包括农、林、牧、渔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

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等1个大类15个门类345个行业小类。 



  3、指标内容全 

  服务业统计报表指标内容，包括服务业企业（单位）的财务（业务）收支情况、资产情况和机构人员情况三个方面。设置营业收入、营业

润、劳动者报酬、业务收入、业务支出、专项资金支出、业务税金及附加、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折旧、从业人员等统计指标，一个单位的

反映。 

  4、填报单位多 

  根据省政府的要求，全省服务业统计工作由省统计局统一组织协调，省农林厅等48家部门和单位负责在全省范围内具体组织实施分管行业

体业务方面的工作，并综合汇总上报各项综合统计资料,服务业统计采用全行业统计（即条条）办法，打破了原来的系统界限，共有48家填报单

计所没有的。 

  三、服务业统计存在的问题 

  服务业具有内容复杂、涉及面广、单位规模小、数量多且新兴行业不断涌现等诸多特点，基普资料反映全省基本单位数40.2万个，其中服

总数的55％，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服务业统计的难度。特别是近十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逐步建立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出

增加、私营个体经济飞速发展、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变动十分频繁等新情况，使得服务业统计存在以下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 

  （一）服务业统计基础薄弱，核算依据有待加强。目前，服务业统计主要依托部门统计和部分专业统计的零散资料，这些资料对系统内或具有一定

实体反映较准确，而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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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资料基本是用劳动工资及工商、

务业核算基础薄弱，核算依据有待加强。 

  （二）服务业核算方法制度不完善。首先是统计标准与经济发展存在一定差距，物业、家政等新兴社会服务业不断涌现，现行的服务业统计

了这些行业，但没有可操作的方法；其次是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改革滞后，一些过时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指标，仍在统计，没有根据变化了的情

是服务业主要采用收入法计算增加值，资料来源主要是财务资料，而用会计指标来核算增加值时，是不能直接照搬而来的，需要进行适当加工整理，

计资料衔接不够。四是地区核算中存在较大难度，对流动性强的服务业行业的核算，地区很难掌握合理的计算尺度，存在“经济越开放、服务

难”的问题。 

  （三）经济主体改制步伐加快，数据搜集难度增大。随着行政机构改革和职能的转变，政府部门直接管理的企业越来越少，特别是面广量大的服

过改制后，基本与主管部门没有行政隶属关系，造成统计渠道不畅，数据搜集难度加大；此外新兴行业层出不穷，市场划分越来越细，主管部

  （四）跨地区行业统计核算难。有些部门（如铁路、银行、通信局），其业务范围不是按行政区域隶属关系划分，与我们统计口径不一致，

间交叉现象（主要是上海、山东、河南、安徽等周边省市），我们可以将外省资料剔除，但我省在外省资料很难取得，如我省苏州火车站、无

站等业务数据资料归上海铁路分局统计核算。上海铁路分局主管单位是上海铁路局，我省收集资料比较困难。 

  （五）服务业统计衔接问题。一是与地区统计不衔接，由于这次服务业统计是以行业主管部门为主，有的部门直接布置基层报表，而不通

置，而各市县为了取得本地区的相关数据，要再布置一套报表，容易形成部门统计与地区统计衔接不上，出现误差；有些行业交叉，互相推委，可能出

复统计现象，出现该有数据的没有统计上来；二是布置工作时间上不衔接，政府统计和部门统计部门布置统计年定报时间一般都在每年的10月

和次年定报，而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7月份刚布置结束，和省各主管部门布置系统年报和次年定报不一致，这就无疑大大增加了部门统计工作量。

  （六）调查统计方法单一。虽然我国建立了以普查为基础，以抽样调查为主体，重点调查、科学推算多种调查方法相结合的统计方法体系，但在

服务业统计还是处在全面调查不放手、抽样调查不规范、科学推算不科学的传统阶段，以行政隶属关系为主的层层上报、层层汇总仍然是最主要的方法，而

业单位多、规模小、行业广的特点来说，这种层层上报的全面调查是远远不能适应服务业统计工作的需要的。 

  四、进一步完善服务业统计核算方法 

  今年省统计局为改善全省服务业统计核算做了许多工作，为做好全省服务业核算创造了有利因素。一是政府重视，省委省政府对服务业高度重

省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召开了全省服务业工作会议，出台了进一步加快发展服务业的意见，提出发展目标和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对服务业统计

具体的要求，并向省农林厅等48个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发文布置《江苏省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试行方案）》，要求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二是制度出台，

级领导管理经济及制定政策的需要，我局将服务业统计改革列入今年重点工作，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多次论证和修改后，完成了《江

统计报表制度（试行方案）》。三是参与度高，根据《江苏省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试行方案）》，全省48个部门根据行业特点，进行统计，分工明

楚、任务具体，涉及到所有服务业行业和单位个人。四是业务提高，《江苏省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试行方案）》出台后，省统计局及时召开

业务人员培训会，应当说，部门统计人员对服务业统计制度有了全新的认识。但是，服务业统计核算的对象涉及面广、门类庞杂，特别是改革

改革导致经济成份日益多元化，经济发展导致服务业行业日益多样化，一些新兴的服务业也层出不穷，在传统服务业稳步发展的同时，旅游、信息

务和软件、房地产、商业服务、技术服务、社会保障、娱乐业、金融保险、教育、居民服务等一大批新兴行业发展迅速。 

  由于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的出台，在全国属第一家，无统计经验可鉴，再加上时间紧，要求高，在贯彻执行过程中难免出现了一些问题，

完善该方案，现提出以下完善措施，供大家参考。 



  （一）全面调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服务业统计范围为全社会口径，即包括各类服务业行业的全部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范围广、统计

全面调查方法进行统计是不现实的，因此制度规定各部门可根据情况，采用多种调查方法，可利用自身优势和特色采取灵活的调查方式，我们认为

性较强的部门，如卫生系统实行许可证制度的主管部门，年报可实行全面调查，季报为提高时效性，可采取抽样推算的办法。二是部门统计基

可以把行业全口径统计上来的，如教育主管部门，年报也要实行全面调查，季报可根据教育行业相对稳定的特点进行分摊，主要是抓好9月份

费收入等方面的统计工作；这个方式还有财政部门统计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在国家没有出台新的调资政策时，季报可根据这些行业相

摊，主要是抓好年报质量关。三是根据行业特点和管理需要，政府统计与行业统计部门一起研究制定规模以上单位划分标准，确定各行业规模以上

业收入划分该行业规模以上单位和规模以下单位，对规模以上单位进行全面调查，规模以下单位实行抽样调查方法，达到事半功倍、多快好省的效果。四是

门有直接行政隶属关系的系统内单位，进行定期全面调查，对系统外的单位，进行定期抽样调查，如旅游部门对住宿业的调查，对其主管的系

全面调查，对面广量大的系统外旅馆住宿单位的调查，进行抽样调查。 

  抽样调查样本框，应由综合管理部门如基本单位普查、公安、环卫、工商部门、税务、编办等部门提供单位总体计算样本量。 

  （二）行业统计范围与行政管理职能相结合。依托系统行政管理工作职责，完善行业统计范围，对行业交叉的，要及时落实调整，如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