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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一次经济普查的现状看，普查工作普遍存在着五大困难主要表现为： 

    一是组织协调工作难，政府行为难以落实。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上级政府在普查工作方面没有硬性措施约束下级政府，普查工

作完全成了市县两级统计机构的事，市普查办实际上变成了市统计局普查办，政府缺乏实质性的支持和行动。至于以后找领导、跑

经费、协调部门、实施普查方案、开展各项工作基本上都是由统计部门来唱独角戏。至于县区普查办人员更是疲于奔命，普查根本

无法有效展开。 

    二是经费落实到位难。要搞好普查，必须有一定的经费作保证。《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虽然明确规定了普查经费筹措原则，但

缺乏科学的量化标准，在实践中没有可操作性；加上县乡地方财力有限，政府领导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造成了普查经费落实难度

相当大，这种情况越往下级越严重，常常要靠统计局人员“说好话、拉关系”才能勉强维持。 

    三是统计系统内部人员协调难。几次行政机关机构改革后，市县级统计部门处于人少事多的状态，特别是县区统计部门，一人

担负多个专业，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在经济普查期间，常常是全局动员，人人上阵，每个人既是普查办工作人员，又是统计局工作

人员；既要搞好所担负专业的工作，又要完成经济普查所分工的任务。日常统计工作和普查工作都是环环相扣、时间性很强，使得

统计部门的力量协调时常出现困难，加之有时还要完成各级政府安排的中心工作，客观上在人员力量方面确实显的不够。 

    四是普查方案操作实施难。第一，选调高素质普查人员难。受乡村和街道人员的限制，普查人员大多都是由村文书、居委会会

计担任，由于人员素质不高，实际工作不尽人意。第二，摸清普查对象难。在这次经济普查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其中之一就是普

查对象经营地难找。有的有名无店，有的有店无人，有的经常流动，有的混住混用，入户清查困难很大；许多经营者思想顾虑多，

不愿配合调查，提供的数据多不准确；加之经营情况复杂使得经营性质、经营状况难以确定。第三，个体经营户全面普查难。四，

准确填报普查表难。本次经济普查表，表种多，指标复杂，专业性强。在普查登记中，有的因指标解释不清而填错，有的因单位行

业类别难以界定而填乱，还有的因单位内部配合不到位而随意填报。 

    五是普查数据审核难。这次经济普查的普查表表种之多、内容之杂、指标之繁、要求之高、难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表

内、表间的平衡关系和逻辑关系的审查，普查数据与部门数据的对应衔接，登记数据与实际状况的误差修正等等，技术性要求高、

工作量大，加之普查的数据处理程序、审核程序随时更新，新的“差错”不断涌现，这些都给数据审核增加了相当难度。 

    对今后开展大型普查的几点建议 

    结合此次经济普查工作实践和暴露的问题，从更加有利于开展普查工作的角度，笔者提出几点建议和思考。 

    1、建立普查的常设机构。按照国家普制度规定，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十年两次的经济普查、农业普查，以及各项小型普

查，基本上每两年一次普查。每次普查前的机构组建、人员到位，都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工作重复性大，效率低下。普查工

作事实上已经成为统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市县以下的机构看，都没有独立的普查机构，每逢普查都是以统计部门为主体临

时抽调人马，使普查工作缺乏连贯性。因此，建议省上能够结合调查队改革等内容，设立市县两级的普查常设机构，定编制、定人

员、定责任，具体负责普查工作。 

    2、数据开发应注重基层的适用性。每次普查，从上到下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从实际结果看，越向下利用普

查成果越少。一方面国家在设置普查数据程序时只考虑了国家决策的需要，而局限了市级以下对普查数据开发利用空间；另一方面

县市以下普查机构由于是临时组建，在普查数据录入结束、普查任务基本完成后就解散转入其他工作，而对普查数据开发工作所涉

很少，使得每次普查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虎头蛇尾的现象。建议在今后的大型普查中能够加强基层数据应用的建设力度。 

    3、建立长期连续的经费预算机制。普查经费的筹措是地方开展普查工作所遇到最为棘手的事情，随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逐

渐深化，使得市县争取普查经费越来越难，即使能够解决，也很难满足普查的需要。因此，建议将普查经费落实完全转为政府行

为，改变由上级普查办发文的做法为由各级政府统一发文，进一步强化政府行为，明确将普查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改变统计局“伸

手要钱”为“政府拨钱”。 

    4、普查的方案设计应按照宏观、实用、易填报的原则科学制定。科学制定普查方案十分重要。只要方案科学，既能节约人力

物力，又可保证普查质量；因此方案除了能够满足整个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需要，也要保障基层操作的需求和社会各界对统计信息

的需要。尽量用简洁明了的普查指标、具体易填的普查内容、一目了然的普查表式使调查对象能接受、可配合，有利于取得更加真



实可靠的普查数据。报表设计做到“全而不繁，简而有智”。 

    5、要善于用法律手段来确保普查质量。任何一项普查都是一次广泛的社会动员，做好宣传动员工作也一直是普查工作取得社

会配合的重要办法。但从普查实践来看，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日呈多样性，仅凭普查动员还远远不够，只有进一步加大执

法力度，特别是用更加明确的法律条款规定每一个社会公民参与和配合国家普查的法律责任，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才能真正

提高普查的权威性，赢得社会各界对普查的支持与配合。 

● 上一篇文档： 石玉红：浅谈新形势下投资统计面临的困难与对策 

● 下一篇文档： 马彩云：对如何加强乡镇基层统计基础工作的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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