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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鑫：《统计年鉴》编辑方法探讨 

作者：金昌市统…    文档来源：不详    点击数：342    更新时间：2006-8-11  文字控制：[小][大]

     《统计年鉴》作为统计部门的最终产品之一，是统计服务延伸出的一支触角，也是宣传统计成果、弘扬统计文化的重要载

体。随着统计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会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对《统计年鉴》的编辑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本人就

如何进一步做好《统计年鉴》的编辑工作谈几点建议： 

    一、《统计年鉴》的编辑风格 

    ㈠真实性。《统计年鉴》作为历史的见证，要能够客观的反映社会经济以及各行各业的发展情况，要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因此编辑工作首先要实事求是，确保《统计年鉴》的权威性。 

    ㈡整体性。《统计年鉴》集国民经济、工业、农业、商业等资料于一体，虽然有许多章节，章节之间关联不大，但年鉴作为一

个整体，其内部构成应融会贯通、浑然一体。内容不能相互重复，数据不能相互矛盾，甚至于表式、计量单位应尽可能统一。比

如，表式尽量都纵向排列，都以统计指标为主栏，年度为宾栏，表格以3－6列、20－30行为宜，这样年鉴使用时比较便捷，也比较

美观。否则，年鉴在翻阅时就必须一会横着看，一会竖着看，表式也长短不一，影响视觉效果。 

    ㈢连续性。《统计年鉴》是年度资料，应与历史年度的年鉴保持连续性，包括章节的排列、指标的选择、分组的设置、计量单

位、统计口径、表名表式等等，使各年度的数据具有可比性。版式要一致，便于收藏和存放；封面要有明显的区别，便于查找和提

取。 

    ㈣便捷性。《统计年鉴》作为工具类书籍，使用它的人既包括统计工作者，也包括广大普通的读者。因此，编辑工作中要体现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尽可能的方便使用者，图表宜直观、简洁，章节宜层次分明，在容易引起歧义的地方适当增加备注。 

     二、《统计年鉴》的组稿 

    ㈠全面性原则。数据力求涵盖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能收集到的统计资料争取全部载入，只是在篇幅上各有侧重。 

    ㈡实用性原则。一是重要指标应给予较多的篇幅，适当增加分组，增加对比；生僻的指标、淘汰的指标给予较少的篇幅。二是

统计图表应跳出静态统计，较多地引入不同时期、不同年份的对比统计，使统计资料的深度、广度、可比性明显增强。此外，统计

示意图的使用应当大力推广。统计示意图有形有数，比统计表更具直观性和便览性，设计精美的统计图还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三

是增加横向对比资料。周边地区可交流对比信息非常大，要增加横向对比资料，从中可以看出来本地的优势、劣势、存史借鉴。 

    ㈢发展性原则。指标的设置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要考虑历史年鉴的连续性，也要考虑社会的发展，要能够与时俱进，要根据

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要根据统计的变化而变化，还要适当考虑社会的信息需求，考虑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根据方方面面的因

素来确定指标的设置及其所占的篇幅。 

    三、《统计年鉴》的审核 

    ㈠与上年度《统计年鉴》相对比审核。由于相邻年度《统计年鉴》的内容通常不会有大的变化，因此在审核时，拿本年度《统

计年鉴》与上年度《统计年鉴》相对比，既比较省力，也很容易发现指标名称、计量单位、数据错位等问题，还能发现跳跃性较大

的问题数据。 

    ㈡表内相关联指标的审核。最常检查的是“分项之和是否等于总项”，在检验结果是否准确时，可以采取尾数相加法，就是将

分项的末位数相加，看其和值的末位数是否等于总项的末位数。 

    ㈢表间相关联指标的对比审核。如“全部工业总产值”是否等于“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加“规模以下工业总产值”。 

    ㈣与原稿校对。这一步工作最简单，也最繁重而枯燥，这个环节对“认真”的要求很高，通常要求六次校对，实际上认真负责

的校对两次就能达到技术要求，远比敷衍了事的校对多次的效果好。  

    ㈤总审核把关。在经过数次审核之后，要进行最后一道审核把关方可定稿，此时可以采取广泛检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法。

先大致的对文稿浏览，对初步发现问题的章节做重点的检查，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发现问题的地方，越是问题很多的地方。 



     四、编辑工作中的注意事项 

    ㈠单位尽可能统一，且与上年度保持一致，通常要转化成标准单位：元、万元、亩、万亩、吨、万吨，而不宜使用千元、公

顷、磅，从而避免造成使用者计算失误。 

    ㈡通篇表式中计量单位一致时，应将计量单位从表中剔除，放置在表格的右上角。 

    ㈢表的宾栏以20－30项为宜，当某张表的指标数不在20-30这个区间时，可采取的方法是拆分或合并表格、增减指标及其中项

或增减分组。 

    ㈣发现历史数据有错误时，应认真对待，及时在以后年度的《统计年鉴》中加以修正。 

    ㈤在组稿阶段，要尽量多的收集专业统计资料，以方便于编辑工作者取舍。 

    ㈥表头应简练，看起来更加清晰，查找也更加便捷，比如《2003年统计年鉴》中的统计表的表头就不需再加注“2003年”字

样。 

    ㈦指标名称必须使用全称、标准名称，不能使用口头语。比如“更新改造”不能简称“更改”，“营业收入”不能写为“毛收

入”。 

    ㈧在编辑工作力求精益求精，删除多余、无用的字。比如：“市（地区、州）属”，应根据本地的区划改为“市属”或“地区

属”或“州属”。 

    ㈨统计数据的小数在进位时，不能简单的四舍五入，否则子项相加会不等于总项。 

    ㈩要努力保持数据的历年可比性。比如历年年鉴中乡镇企业有三大指标：A、B、C，今年出台了新规定，A、B指标的统计口径

发生变化，无法与上年同期对比，那么今年就要重点描述C指标，增加C指标的篇幅，以努力弥补可比性的缺

失。                          

● 上一篇文档： 西峰区局：努力做好新时期的统计执法工作 

● 下一篇文档： 窦虎 白金宝：对天祝县统计基层基础工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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