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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委员会 

第三十四届会议 

2003年 3月 4日至 7日 

临时议程* 项目 3(d) 

人口和社会统计：华盛顿残疾计量小组 

  华盛顿残疾计量小组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按照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要求**，秘书长谨向统计委员会转递华盛

顿残疾计量小组的报告。委员会似宜(a) 就华盛顿小组第一次会议的结果发表意

见，(b) 审查小组今后会议的专题。 

 

 

 

 
 

 
*
 E/CN.3/2003/1。 

 
**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2年，补编第 4号》（E/2002/24）第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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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联合国成立华盛顿残疾计量小组，是要帮助国际社会处理联合国残疾计量问

题国际讨论会的各项主题和建议。第一次会议由美国国家保健统计中心主办，

2002年 2月 18日至 20日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举行。这次会议的规划小组由澳

大利亚、欧洲联盟统计处(欧统处)、墨西哥、乌干达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组成。

30 个国家的国家统计局和美国(肯塔基、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四个

州中的)一个州的统计局代表出席了会议。欧统处(协调欧洲统计系统)、世界卫

生组织和各国际残疾人组织也派代表参加会议。会议为期三天，共有 58人与会；

主旨是争取就建议在全世界人口普查和调查中使用的全面残疾计量措施之性质

达成一致。该小组还力图制定今后各次会议的议程，列出残疾计量和数据收集方

面迫在眉睫的问题。 

2. 华盛顿小组重申，城市小组必须： 

 (a) 促进世界各地统计局定期收集并编制人口残疾统计资料； 

 (b) 协助各国通过人口普查并在国家统计系统内蒐集残疾资料，因为各国资

源有限，要处理的全国性问题很多； 

 (c) 理解统计系统在向决策者提供统计资料方面的作用；决策者致力于促进

残疾人充分参与，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二. 目标 

3. 华盛顿小组首先审查了规划委员会确立的各项目标。在会议和讨论结束时，

小组再次审议了各项目标，对措辞作了润饰，以更好地表述达成的各项结论。与

会者热烈地接纳下列各项目标，并将其用于制定工作方案： 

1. 指导制订一组为数不多的一般残疾计量，适合用于人口普查、国家抽样

调查或其他统计形式，则将会提供世界各地残疾方面基本的必要资料。 

2. 建议一组或多组范围较广、用以计量残疾之调查项目，或设计这些项目

的原则，作为人口调查的内容或专门调查的补充之用。这些范围较广的

几组调查项目涉及普通措施。 

3. 处理小组与会人认为残疾计量方面迫在眉睫的方法问题。 

4． 目标 1和 2所指明的措施将尽可能具有文化可比性。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

分类模式是协助制定这些措施的有用框架，将用于制定这些措施。 

 三. 商定领域 

5. 与会者就所讨论的大多数领域达成了普遍一致。会议最后内容之一是由与会

者审查会议记录摘要，他们赞同以下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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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要制定具有国际可比性的一般残疾措施，这也是做得到的。应当用“可

比的一般残疾措施(或问题)”一语来替代“全面措施”，减少“全面”(英文为 global)

一词多层含义所引起的混淆； 

 (b) 鉴于一项一般残疾措施可用于多重目的，可能必须制定与好几项具体目

标相关的、具有国际可比性的多重一般措施； 

 (c) 应当制定一组为数不多的措施，用于人口普查和调查。较长的一组措施

(问题)回过头来要逐项搭配较短的一组指标； 

 (d) 此类措施商定的起码要求为： 

㈠ 计量目标应同指标的可操作性有明确联系； 

㈡ 要明确、具体地界定有待计量的“残疾”方面； 

㈢ 在把商定的参考文件(明确界定将采用的概念、问题的措辞和答复类

别)译为多种语文方面具有灵活性，以使各国国内能采用适当专门术语； 

㈣ 具体说明一般性措施的局限； 

㈤ 具体说明如何联系该项措施来处理人员的援助和设施之应用； 

 (e) 国际可比的一般性指标的初步重点应当是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的

活动方面； 

 (f) 华盛顿小组应当关注： 

㈠ 向具有国际可比性的一般措施提供技术援助； 

㈡ 用于制定指标的研究和测量方案； 

 (g) 针对各项指标的人口普查和调查问题应当避免具有消极含义的措辞(如

“残疾”)； 

 (h) 要让残疾人参与指标的制定工作； 

 (i) 要这些会议取得成果，首先应考虑在参与人之间形成工作网络，并制定

向资源较少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的进程； 

 (j) 华盛顿小组第一次会议的结果之一就是一份今后各次会议要讨论的、分

轻重缓急的问题清单。 

 四. 华盛顿小组第一次会议结果的传播 

6. 大家商定，用好几种方法来传播华盛顿小组第一次会议的结果。第一次会议

规划小组组长在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上作了篇幅较短的报告。关于这次会

议的全面报告已经上网(见 http://www.cdc.gov/nchs/citygroup.htm)，并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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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通常发放城市小组材料的所有地点。此外，会议上的所有发言都可以在该网

址查阅。最后，《社会科学和残疾研究》将出特刊，发表华盛顿小组的材料；这

份由同行审查的期刊由 Elsevier出版社出版。将收入此硬皮出版物的材料包括：

根据第一次联合国残疾计量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的论文选，根据第一次华盛顿小

组和城市小组扩大报告整理的论文。 

 五. 今后会议的规划 

7． 华盛顿小组的首要目标是就可用于各种目的的一套具可比性的一般残疾措

施提出建议。为实现这一目标，要进行下列工作： 

 (a) 完成第一次会议上制定和商定的矩阵；该矩阵要把拟议的一般措施的目

标同概念定义、项目、参考问题和问题特征(包括期限是否为该问题主要内容等

方面)结合起来； 

 (b) 根据矩阵的各个方面评价目前采用的各项措施； 

 (c) 审查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和在欧洲对一般措施所作的方法测试的结

果；以及 

 (d) 如有可能，应在好几个国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测试一项或两项一般

候选措施，并向下次会议报告结果。 

8. 第二次会议将于 2003年 1月 9日和 10日在渥太华召开。除了各国际统计组

织的代表之外，已有 20个国家确认出席。 

9. 渥太华会议的一项重点就是要用问题特征类型，如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

类领域、严重程度、期限、起因和期限等，来最终确定一般残疾措施所要实现的

目标(即数据的用途)。由意大利、联合国和美国人员组成的小规模工作组目前正

在制定该矩阵。所构思矩阵的单元说明满足具体目标所需每一项特征的情况。此

外，正在制定该矩阵的经验模式，按照该矩阵的维数来评价目前在用的一般措施

的特征。这两个矩阵具体说明我们达到目标所须计量的内容，以及我们利用现有

一般指标已经计量的内容，旨在帮助华盛顿小组确定残疾计量方面现有的差距，

并帮助指导今后制定具国际可比性的一般残疾措施的工作。讨论的另一个领域着

重说明关于残疾措施目前或规划中的研究结果。其中包括 2001 年加拿大人口普

查的结果和澳大利亚方法工作的结果。此外，将对残疾计量的参与情况和环境方

面进行讨论，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 

10. 提议华盛顿小组下一次会议于 2003年初在欧洲举行，以纪念欧洲残疾人年。

这一地点的可行性再过两个月左右就会清楚了。规划小组由下列国家或合作集团

的成员组成：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欧统处、匈牙利、意大利、荷

兰、波兰、乌干达和美国。其中某些国家的参与须经其国家当局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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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欧洲会议和今后各次会议上，将讨论华盛顿小组所概述的其他目标。华盛

顿小组的第二项目标在于开始探讨并讨论同一般措施有关的系列措施，作调查内

容之用。针对环境因素和参与的问题，对于另一套问题的参考和讨论而言特别重

要。第三项目标是着重方法问题。目前审议中的两个领域是特别人口，尤其是收

集与精神病有关的数据，以及单独利用行政数据或同调查或人口普查之数据相结

合加以利用。据估计，还要再举行三次会议，才能完成工作计划。还有人建议，

每一次会议都必须对任何专题的进展情况进行评估，并就是否要继续就此专题开

展工作作出决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