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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统计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数字技术为变革统计生产方式、提高统计生产

力、重塑统计生产关系提供了源源动力，成为推进统计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文章总结了数字技术赋能政

府统计的国际经验，国家统计法制体系的顶层设计，以及数字技术在促进统计现代化中的重要性；分析了国

家统计现代化建设存在的主要挑战。从实施国家统计现代化工程、实现统计数据全流程数字化、突破统计数

据收集分析关键技术、提高统计安全发展能力、推进全社会统计审计工作和培养具有数字技术技能的统计人

才 6 个方面提出了数字技术赋能国家统计现代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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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重大部

署。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就是要完善统计体制，改革

统计制度方法，变革统计生产方式，提升统计服务水

平，增强统计保障能力，构建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化统计调查体系[1]。党

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涉及的经济总量、物质富裕、科技创新、民生保

障、生态环境等各领域、各维度、各方面都需要统计

部门建立健全相关调查制度和指标体系，准确客观监

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

我国统计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统计管

理体制，统计法制监督力度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

色。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统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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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体系日趋完善，统计数据质量明显提高，统计管理

体制改革成效显著，统计生产流程数字化改造取得突

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国在运用数字技术推

动创新发展方面已经具备比较好的基础和条件，数字

技术持续与实体经济融合[3]，为推进国家统计现代化

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数字技术在现代统计中的应用

主要包括机器学习、统计学习、深度学习、计算机辅

助调查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数据库技术、空间信息

技术等大数据技术与方法[4]，以及社交网络和文本量

化、文本挖掘、知识图谱、网络分析等新的量化统计

分析方法。但也要看到，当前统计工作、统计技术与

统计方法还没有跟上数字技术的发展步伐；统计工作

与数字技术应有的紧密联系并没有完全建立；国家统

计与数据工作分离现象普遍存在；政府统计数据共享

尚未完全实现。

1 数字技术是实现统计现代化的重要工具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突

出特征，也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核心[5]。数字技术为

变革统计生产方式、提高统计生产力、重塑统计生产

关系提供了源源动力[6]，数字技术应用是实现统计现

代化的重要工具。

1.1 数字技术赋能政府统计的国际经验
目前，全世界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为应对飞

速发展的数字技术对政府统计工作带来的新挑战，世

界各国开展了实践探索和科学研究。例如，美国较早

将互联网技术应用在统计调查领域[4]；欧盟运用数字

技术提高数据收集、存储、匹配和发布的效率，提

高政府统计数据质量；英国国家统计局在整合数据资

源、加强数据共享方面积累了经验，提出构建综合数

据生成系统来解决微观数据共享问题；加拿大通过构

建新型员工关系，充分对员工赋权，大量投资基础设

施，改进实验设备等举措来持续推进数字化技术在政

府统计中的应用[7]；南非通过国家统计机构与市场机

构合作，开发能够处理大规模数据的数据生态系统，

提高数据治理能力。澳大利亚对统计方法基本架构进

行重大变革，将统计生产过程“产业化”，开发自动

化、可重复、可大规模运行的统计方法和工具。

1.2 国家统计法制体系的顶层设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下简称《统计

法》）自 1983 年颁布实施以来，先后经历两次修订，

新的《统计法》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基本宗旨

就是保障统计数据质量，进一步提高统计公信力。

《统计法》第五条规定：国家有计划地加强统计信息

化建设，推进统计信息搜集、处理、传输、共享、存

储技术和统计数据库体系的现代化；2017 年出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是《条例》最为突出

的特点。《条例》第三条规定：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

应当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在

统计工作中的应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统计

法》和《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统计法治工作推向

新的阶段，依法统计迈上新台阶，为进一步加强数字

技术在统计领域的应用奠定了法律基础。

1.3 数字技术在国家统计现代化中的重要性
数字技术在促进国家统计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

作用。① 数字技术拓宽统计数据调查来源和范围。

利用云存储、云计算、云服务、移动终端 PDA、地理

信息技术、无人机遥感技术等方式采集和处理数据，

能够拓宽经济普查、农业普查、人口普查、抽样调查

等数据来源和范围。例如，在农业统计中，结合使用

卫星影像、空间高分辨率图像和地面定位系统采集设

备、传感器、物联网等技术，完善粮食等农作物播种

面积和产量估计。② 数字技术提高政府统计工作效

能。利用数字技术获取大量实时数据，通过数据挖掘

和价值分析提供实时信息，提升互联网全感知、全连

接、全场景、全智能水平。政府统计数据从月度、季

度、年度数据可以细化至周、天、小时甚至分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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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大提高了政府统计能力和工作效率。③ 数字

技术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利用数字技术可以减少中间

环节及人为因素，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据全流程数字

化，降低统计数据出现差错的概率，增强统计数据的

抗干扰能力。④ 数据资产将作为统计数据参与数字经

济生产。随着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向纵深推

进，数据资产登记制度的建立将促进政府对全国数据

要素的信息进行汇总和统计，便于政府了解数据要素

的体量和分布情况，为国家制定有关政策提供可靠的

依据[8]。

2 国家统计现代化建设存在的主要挑战

大数据和现代化统计体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

或缺的基础条件。当前，数据要素与新生产力的结合

已经位于经济发展的突出位置，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

推动全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国家数据资

源体系建设和全面推进数据要素配置进入各行业已迫

在眉睫。但是，数据资源的国家统筹管理和综合开发

利用水平仍有待加强。能够有力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

需求的、完整的国家统计和数据体系尚未建立起来，

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生产、交换、消费缺少统一

的国家管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及社会层面对政

府统计工作的理解，仍未及时跟上信息技术革命的深

入发展。当前国家统计工作存在“缺、乱、散、错、

慢、断”六大问题。

2.1 新兴事务及深度治理问题所需的数据缺失
现行统计制度与国家数据工作形成新的孤岛现

象，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新实践的反映，不能形成全面

科学发展的合成体系。比如，政府统计数据对国家、

区域层面的反映相对较好，但是对经济社会系统的市

场、行业、企业层级反映不足，支持其统计分析、运

行判断、问题治理、积极对策等系统治理的数据支撑

不够充分有效。又如，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一些新

兴、重要战略问题的数据受制于制度、法律而无法共

享给科研机构开发利用，阻碍了各层级对当前政府统

计的针对性、精准性刻画，新兴事务与深度治理受到

影响。

2.2 同一问题在不同部委甚至不同司局之间数据
混乱
各部委及县级以上政府根据自身主管业务领域和

实际工作需要开展政府部门统计，但统计口径和数据

标准参差不齐。同一问题的统计数据，在不同部委甚

至同一部委的不同司局之间存在不一致，造成相互

“打架”的尴尬局面。《条例》关于统计数据质量监

控和评估制度的相关规定仅针对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重要统计数据的监控和评估，对各部委的部门统计

尚缺乏管控能力。

2.3 相近问题在不同部委之间统计及数据分散
当前的统计理念和技术具有局部性设计特点，在

部门之间、领域之间存在孤岛，大量统计数据口径相

互连接能力弱。尽管各种统计分类标准及编码已受相

关法律法规的严格约束，但仍有很多是隐性统计标

准，这带来了“统计业务孤岛”的问题，不适应互联

网数字化、云平台智能化的以数据要素驱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要求。目前，国家数据管理职能分散于中央网

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9]。

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共享还没有从国家层面上进入科学

主管、科学处理、科学运用的发展局面，有待科学定

位，研究落实相关发展规划及实施方案。

2.4 重要事务和关键问题治理所需的数据错误
政府统计工作的各式报表已经能够呈现在企业联

网直报、移动端小程序、遥感地理新系统、无人机等

载体，由此推动了统计数据获取方式的发展。但最常

用的联网直报方式会受到填报人素质、填报单位利益

等多种因素影响，统计数据准确性受到干扰。当前各

类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存在大量客观数据信息，政府

统计尚未能有效利用这些数据，造成对关键问题的数

据呈现薄弱，错误、错漏之处较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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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紧急事务和应急管理所需的数据反馈慢
传统的统计报表体系和抽样调查方式滞后于时代

发展，数据时效性、数据质量、调查成本等面临挑

战。国家治理应急决策所需的数据获取、报送和部门

间流转速度慢，未能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为突发事件的

精准、高效处置和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产生这一

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各级政府大数据中心、数字

政府、数字治理，未能实现协同治理，忽视了信息技

术与统计生产力发展的核心作用。

2.6 统计与数据管理、信息与决策支持割断
国家统计与国家治理所需的数据分散在不同部门

和层级，统计数据在支撑科学决策、服务国家治理现

代化方面发挥的作用不足。一方面存在“缺、乱、

散、错、慢”问题，另一方面数据服务链条过长、分

工割裂，无法快速响应中央决策需求。国家统计局和

国家信息中心承载了数据收集和部分分析预测、信息

化建设和大数据应用工作，具有一定决策咨询功能，

但国家数据管理的职责存在主体缺位，深入的数据分

析和统计研究工作仍由国务院研究中心、智库、高校

和科研机构完成，部门分工无法有效协同。

3 数字技术赋能国家统计现代化建设的对策
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

理现代化水平”。面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应将统计工

作与数据工作统一起来认识与管理，加强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统计工作的深度结合，以推动统计与数据事业

在广度、深度和时空一体化方面发生根本转变。

3.1 实施国家统计现代化工程
世界银行[7]指出，专门的统计能力建设和基础设

施投资对于实现中低收入国家公平数据转型至关重

要。世界各国已纷纷建立了数据现代化工程。例如，

英国内阁办公室以“data.gov”为基础，启动了国家

数据基础设施发展项目。美国国会大力支持美国数字

基础设施现代化，专门设置了“首席数据官”（Chief 

Data Officer）[10]。国家统计现代化应考虑统计生产的

设施保障（尤其是云设施、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

无人机应用等科学技术设施的建设保障）、互联网统

计平台设施能力建设、政府部门数据共享平台建设，

以及统计技术、统计方法、数据资源与数据开发等内

容。

建议实施国家统计现代化工程，包括统计理念现

代化、统计指标体系科学化、数据收集方式网络化、

分析处理技术智能化、统计工作流程标准化等方面。

基于互联网数字化全面转型的新趋势重塑统计理念，

建立政府监管、平台自治、行业自律、公众参与的多

元共治统计和数据工作体系，规划统计和数据现代

化数字化设施；充分运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

一代信息技术，以国家统计局全国企业联网直报系统

为基础，升级对接企业数字化平台，建立数据资源全

维度采集方式和云数据库，实现高效的统计监测、监

督、判别、分析等功能；通过统计数据资源体系和分

析处理智能化平台，充分利用最先进的数字技术、信

息技术实施决策分析，加强数字化统计技术研发在政

府部门数据共享平台上的运用，提供实时的统计分析

服务；推动国家统计云平台，金税工程数字化平台、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等互联共享，推动政府统计数

据之间网络交互。

3.2 实现统计数据全流程数字化
统计数据全流程数字化是指在统计数据采集、处

理、传输、共享、存储和应用等统计数据生命周期全

流程中实现数字化改造。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深入发展背景下，构建“以数据为核心”业务导

向，融合云计算、大数据、机器学习、区块链、物联

网、空间地理信息技术，增强统计数据处理能力，提

升统计服务水平。统计数据全流程数据化改造还应结

合领域及行业特点。在价格统计方面，推进数字技术

在网络交易价格采集、价格指数编制等价格统计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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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在统计调查方面，促进遥感大数据在农业统计

调查、重点投资项目智能监控等统计调查中的应用；

在统计标准化方面，完善数字技术在统计全流程标准

化中的应用，包括标准化的数据处理、统计制度建

设、数据发布共享等。更新和科学设计契合新发展主

题、发展主体和新技术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相应的统

计指标体系；推进国家数据资源体系标准化、统计指

标体系标准化、统计数据采集方式（即量化方法）标

准化、互联网云平台数据技术标准化。

3.3 突破统计数据收集分析关键技术
技术是统计现代化的基本保障，实现统计现代化

必须突破统计现代化关键技术。建议科学技术部和国

家统计局联合设立“国家统计现代化关键技术攻关”

重大专项，推动支撑国家统计现代化的核心技术自立

自强。统计生产能力和服务能力的提升有赖于数据资

源的采集能力。突破从现实世界包括自然过程和社会

活动的对象中直接获取量化统计数据的信息技术、数

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突破统计指标体系建立的自

动化技术，突破统计大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关键技术，

例如大数据网络安全技术、大数据存储管理技术、大

数据建模、计算与分析技术等。以数字技术支撑统计

事业发展，协调推进统计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技术

创新和实践创新。

3.4 提高统计安全发展能力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构

建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应用环境下的新安全

体系架构。提升统计工作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

水平，打造安全高效的智慧统计。统计数据的安全性

是统计工作的关键，提升统计系统的网络安全防护能

力，完善身份认证、访问控制、信息流控制等网络应

用安全防护系统，提高统计信息系统对病毒入侵的防

范能力，保证信息化设备与网络的安全稳定运行。落

实统计数据安全责任，防止统计内部统计数据安全事

件发生，切实保障统计数据安全。大力发展保障个人

和企业隐私的微观数据处理技术方法，利用数字化技

术在安全合规前提下实现微观统计数据在社会各个领

域各个方面的深入应用，让统计数据更好地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生活。

3.5 推进全社会统计审计工作
开展全社会统计审计工作，保障社会化互联网大

数据的统计及相关技术应用的标准规范，保障统计理

论方法运用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保障统计和数据的真

实性及社会服务价值的最大化。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

中心（Joint Research Center）已经建立了对社会公布

的全世界 30 多项各类综合指数的统计审计，为社会化

综合指数的科学性、稳健性提供了重要保障。从理论

方法角度看，将统计审计界定为提供一套“用来评价

统计生产过程和统计数据结果质量的系统体系”是合

适的①。审计结果可用于对统计过程与结果提出改进

建议、推广并传播统计生产过程的科学知识，逐步发

展建立统计审计的规范标准。我国可稳妥推进统计审

计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统

计保障。

3.6 培养具有统计与数字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在大数据迅速增长的创新领域，标准职业分类难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职业类型。数学与统计职业人员

包括：精算专业人员、数学研究人员、统计专业人

员、统计调查员、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等[11]。大学统

计学专业发展必须紧跟数字化转型和信息技术发展步

伐，应进一步更新教育观念和教育内容，强化与互联

网、数字经济、数字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的紧密

结合，着力推进与现代化统计体系相适应的教育。要

大力培养既具有统计科学思维、数据化思想、数字化

能力，又熟悉政府部门工作的复合型人才，建设高素

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 2003 年发布《统计活动质量框架和导则》，从数据质量定义和统计的基本原则，制定保证新
统计项目质量的程序，定期评估现有统计项目质量，统计质量准则的更新等 4 个方面对统计活动质量提出规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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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专业化统计调查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面对统计与

数据现代化发展需求，统计学科建设要积极融入实

践，必须要有新时代发展的责任感。应用统计专业学

位硕士要更加突出实际技能素质和解决问题能力上的

统计应用知识，加强数据整理与分析、数据分析软件

技能等相关课程设置。在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应用统计

专业学位硕士培养基础上，建议在若干大学设立专业

学位博士研究生项目，促进高层次统计人才成长与供

给。加强统计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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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echnology Enables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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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statistics is par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Digital technology has provided power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atistical production mode, the improvement of statistical productivit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tatistical production 
relations.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the promotion of statistical modernization reform.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enabling government statistics, the top-level design of national statistical legal system, and 
the importa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istics. This study also analyzes the main challenge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national statistics and data work. Finally, th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reform of national 
statistics from six aspects: implementing the modernization project of national statistics, promoting the digitalization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statistical data, breaking through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statistical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statistical security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statistical audit work of the whole society, and training statistical talents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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