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谢谢我们吴总的致辞。我们也希望他们虽然已经

到了退休年轻，依然持续关注我们行业的发展。我们再一次以

热烈的掌声感谢这些前辈对我们CMRA的贡献！接下来就到了我

们峰会正式的内容。第一个环节就是政府数据需求与第三方评

估的环节。有请第一位嘉宾是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姜澍

处长，他带给我们的题目是《数据创新在政府统计中的应

用》，大家掌声有请！ 

 

姜澍：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

所，主要是做研究和统计科学研究的。今天很高兴能来参加这

个会议。这个会议举办的非常恰逢其时，非常高质量。无论从

会议的选题、会议的组织、筹办以及选址等等都非常好。非常

高兴能来发言。我这次来感觉我们协会有历史有温度又团结，

聚焦前沿，一直在思考和前进。对我来说感受了新理念新朋

友，再一次表示感谢！ 

我今天是来自政府统计部门，从政府统计的角度来说一说

政府统计在数据创新的想法和思路，看看是否有合作的机会共

同推进政府的统计工作。 

中国政府统计工作的现状。 

主要的工作统计政府统计现在主要的统计工作有哪些？包

括统计调查方法、普查、抽样调查和全面定期统计报表等统计

调查等方法。以及统计采集方式联网直报、电子采价器、住户



记账器等电子终端、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的CATI系统以及统计

数据发布。就是各行各业的统计调查、收集、汇总、整理以及

提供调查的数据。再有，我们要组织实施能源、投资、消费、

价格、科技、劳动力、社会发展这些基本情况。就是我们常规

的这些传统的社会经济的指标也是需要统计局来做的，这是大

家关注这些信息。统计数据的发布，分析功能以前也是经常

说，但是这两年是加重了，特别是对于重点问题的分析，中等

收入以及专题性的分析。周期性的普查是基础，我们常做的是

经常性的抽样调查是主体，从统计的调查方法上来说，大家也

无外乎是这样的，现状就是这样的。而统计的采集方式现在这

几年，从200额、2009年，我们的工程调查里面2008、2009年开

始推CAI工程，大家可以搜一下政府统计的数据。从那个时候开

始我们更新我们数据采集的手段和方法。有部分的省份可以直

接向数据中心报送数据。还有一个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审计的数

据节点来报送数据。然后在这个报送节点上进行取数，是这样

的。就是采用电脑化的终端，这样过程控制比较容易一些，人

为的一些数据的干扰就得以避免。然后再有就是在社情民营我

们广泛采用计算机辅助调查的CATI系统，这及从互联网发展以

及信息化的方面做了很多的更新。以前主要是通过布置报表以

及手中填报等等这些，现在是用网络的设备。 

政府统计它的流程来说，它标准化流程，这个是通过我们

设计管理以及政府的统计管理司确定的7个流程制度设计、数据



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存储、数据质量评估、数据发布与传

统、数据分析，一个就是制度设计，因为我们通常如果无论是

何种何样的调查，电报还是抽样调查还是什么样的调查，我们

首先要有制度、有标准，就是说要设计好这个报表制度，内容

比如说有说明报表的目录、表示这些都很细，还有指标的体系

等等这些都要通过制度来研究和顶层设计。第二部分就是数据

采集，采集的话，就是向相关的用户进行数据采集，然后再是

数据处理，数据处理是对采集上来的数据进行查询、较验、汇

总、整理、验证，这些都属于数据处理，我们政务统计更多的

是通过汇总上报的形式，就是从目前的统计工作来说。数据存

储就拖用说了，还有一个很数据质量的评估，要准确及时可比

一致以及适用来获得经济性，这些都要进行分析。然后最后是

数据发布，找不到有一些数据，目前也是在不断的完善这个法

律制度，比如说最近开放的微观数据实验室，大家做研究或者

是调查，大家找不到一些数据，但是这是一个记录我们开放一

部分的微观数据。然后向市民、公众提供。除此之外，我们也

有各种制度，比如说像主要的精准的社会经济指标，大家都可

以在网站上可以看到它会哪一天发布。最后还有一个数据分

析，像我刚才说的现在比如说像新经济的发展，像一些专题性

的，中等收入这些中央领导、政府决策比较关心的话题，统计

局也会做相关的调查，除了平时的调查之外也会做一些分析。

供决策来用简单回顾了一下政府统计的职能。 



我们来自各行各业，我们从政府统计这方面来说，我们聚

焦了很多方面，大数据是政府统计数据创新的途径之一。比如

说三新的调查制度，新产业、新模式、新方式的调查，最重要

的一个特征就是大数据，希望把大数据作为创新的途径之一补

充完善现有的调查制度的体系和指标。大数据从特征开始，政

府统计已经关注到这种，因为当时的领导高瞻远瞩，希望我们

能够研究这个大数据应用，待会儿我也会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

想法。我来这个会议之前，刚从卢旺达参加了联合国大数据全

球工作组的会议，刚刚从那个会议上回来，现在联合国大数据

峰会，因为大数据有很多商业等等各个方面，因为这个工作组

本身是政府的大数据是联合国统计署，大数据如何在政府应

用。现在重点分了几个组，最关注的就是手机的数据，手机主

要就是通过各个国家能够给出一些尝试，包括人口有统计，这

个大家应该好理解，然后还有第二类的数据就是卫星图象和地

理空间数据，我们通过会议也发现很多欧洲的公司，具体它的

方式我不是很理解。但是它的公司的总营业额就是通过到非洲

去采集卫星图象和地理空间的数据，用非洲的数据来做农业的

统计，他们常年有研究员在非洲驻扎，来做农业的分析。第三

个就是扫描数据，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价格的统计。再有就是像

网络社交媒体数据，这次会议有介绍利用网络社交媒体来做情

绪分值和指数来分析这方面，这个会议还设了一个宣言大家可

以通过治疗来找到，所以联合国作为政府统计工作的高层领导



部门，他关注的数据在未来有很大的应用空间。而且这个会议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第五届了，前几届大家不断摸索和聚焦最后

形成数据的需求和方法的探索也是我们未来中国统计的应用主

流方向，随着方法的成熟以及先进国家经验的分享，以后在中

国政府统计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路径。 

联合国全球平台，他还建了一个UN  Global  Platform，

这集政府统计、企业、学术界Work  together  learn  

together，在这个平台上可以申请一个帐户，由某一个授权方

来授权大家组成一个工作组，比如说研究手机的使用这些方面

来做的，进行分享数据、方法和技术服务。大家如果有兴趣可

以在这个平台上国家统计局的授权大家可以一起来做这个事

情，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我们政府统计2012年就关注到大数据，也定了一些原则和

工作的目标。在整个统计局在推进的时候，还是有方法和工作

的，主要的目标任务主要是构建大数据统计标准和方法体系。

大数据的杂乱无章，比如说语言、文本这些分结构化的数据，

这些是重要的任务，还有就是扩大政府专业的统计的数据源以

及改革统计调查方法和数据采集手段，然后挖掘数据的水平，

比如说可视化。因为大家来自各行各业。我说一些适合政府统

计的收集。 

比如说联合国基于Twitter数据对价格的调查和分析。这是

用马来西亚的数据进行分析的，会发现他们之间有关联性的，



可以用Twitter上的数据进行价格预测和分析。然后每日网上价

格指数来获取这些价格信息来编制价格指数，然后预测美国经

济危机的发生。然后英国、荷兰、挪用这些国家利用网络抓取

数据编制CPI，这个数据是英国的食品类的CPI和它的网上的价

格一个比对，大家可以看到。英国还利用大数据来测算数字经

济，这个也是一个很厉害的。随着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政府统

计有时候很难跟上社会发展的形式来补充相关的指标，大数据

是一个很好的数据来源，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空白。数字经济就

是一个，英国利用了大数据来分析一下数据经济公司的数量和

非数据公司的差异，最后发现数字经济公司的质量增长的速度

并没有非数字经济的快。然后欧盟它利用谷歌搜索数据预测失

业，他加入了谷歌的搜索数据以后，提高模型，关于就业、失

业预测的精准度，提高了。就是在政府统计拿不出支撑新经济

发展的指标发言数据的情况下，财新智库基于大量的网络搜索

数据建立了新经济指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还有阿里巴

巴网购全网商品价格的指数。还有中科院做的基于百度搜索数

据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个跟我们统计局相关的数据也做了一

些比对。然后北京市统计局应该有搜索首都和非首都的政策的

要求，所以他有一部分的资金来专门做这样的项目，就跟北京

移动合作来进行人口统计，这个是利用手机移动信号来进行人

口统计，这个是北京统计局和北京移动合作，现在联通也加入

了，利用这个手机信号我这个非功能区我人口的疏解效果，大



家可以通过手机信号量的多少就可以观测出来。北京这样大的

城市，每天要花很多的时间上班，在东城住，在西城上班还是

指数分离是怎样的情况？这也是可以分析出来的。还有就是简

单手机信号的量跟各区域的人口数量跟我们人口数据的资料进

行对比，可以发现他们在数量上不是绝对的量，但是跟我们的

调查来看，从各区的排名上，第一大人口区域是哪里？第二大

人口多的区域在哪里？排名上是样。所以手机信号还是很有前

景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做这个非常有意义，但是背后也

有很多的资金做支持的。还有应用源，双泉堡等等这些低端人

口可能会住人多一点。 

我们科研所也做了一些分析，比如说经济雷达，主要是利

用百度搜索数据来做预测，做GDP预测。当时跟百度公司合作，

然后我们来做统计分析预测当前的GDP，问题肯定会有，但是像

预测的情况比较短期以及满足需求等等，预测本身这个事情就

受很多政策和环境各方面的影响，效果我们只能说预测，但是

可以通过分析做到。我们当时找了一段时间，2011年第一季度

到2015年二季度期间，请百度公司那段时间记录的数据然后我

们再进行分析。在我们局里面人口司做了新经济就业的识别和

稳定性分析。也是利用大数据来分析新经济的企业以及分析他

就业人口的特征，比如说人员的分布主要在哪些方面，这个年

龄是多大的？因为新经济就业的人普遍都是比较年轻，学历怎

么样？稳定性如何。 



还有就是就业景气程度这一块。从就业网站的数据，就业

网站相对比较直观，招聘网站可以建立管理的指数，跟我们自

己的调查失业率再做一些验证。做做一些预测。这些我们做了

一部分。然后也是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政府统计关

注的大家可以看到都是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的这些部分

的指标情况。要么可以利用大数据来提高我们的统计效率，在

你正式的指标没有出来之前，我们可以用大数据做短平快的分

析以及预测，可以提高决策的时间。因为政府做决策，从决策

的使用到效果的收回都有一定的时间，大数据可以提高你的效

率，缩短你的时间，在正式数据之前我认为是这样的，这是一

个需求。第二就是政府统计没有覆盖的方面，三新的调查以及

新经济的识别等等这些方面没有标准，没有标准的情况下大数

据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到这些方面。 

我们各专业有设想，比如说贸经司可以进行一些贸经统

计，农业部门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而且农业统计是国家统计

局在大数据统计方面做的比较深的一些项目，做的有一些成功

的试样电话。交通运输的统计，利用公路和航运来做分析，还

有投资统计，投资可以跟一些网络的数据或者是跟一些重型机

器的制造也可以做一些开工率的预测，他有传感性，他可以知

道自己的机器卖出去以后开了多少？还有人口普查以及流动人

口，我们自动化城市管理以及精准化管理。还有价格，除了网

络价格，还有CPI统计等等这些都可以，还有房地产价格，生产



资料价格，像与山东卓创开展合作，可以看到企业的资讯公司

在价格咨询上的情况。虽然大家调查的范围和渠道以及时间并

不一样。但是它是一个资源和来源。 

大数据可靠吗？经常我们会说，特别是对于政府统计需要

真实、客观，用数据做决策的角度来说，真的不能完全对他的

分析结果非常满意。因为大数据的计量和计算方法是完全一样

的，不能完全取代政府统计，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做一些分

析。政府统计对它来说非常有兴趣而且愿意去尝试，但是也需

要不断的去谨慎的对待分析它的结果去验证的。显而易见大数

据是最容易计量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非常有价值，有待

分析，但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一系列，一个是我们政府统计的关

注点，还有就是未来我觉得政府统计可以跟各位做大数据公司

可以做的点。我们认为大数据不能取代政府统计，但是可以补

充和验证政府统计，政府统计本身除了应用大数据还应该更加

关注大数据标准的制定，与多方合作，包括企业、高校和学术

界为政府统计做好相关方面的工作。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政府统计数据创新和大家合作以及我们自

己去做这个事情我们目前现在最大的三个困惑。一个就是数据

的可获得性不高，北京市统计局对于人口的统计这个要花几千

万，这个对于政府来说是很大的，如果大数据跟 BAT 等公司合

作，如果要购买服务方式不堪重负。还有就是难以接触数据源

的技术能力有限，缺少相应的人才，政府统计也需要创新需要

加强与各方的合作。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