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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委员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2008 年 2 月 26 日至 29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4(p) 

参考项目：国际统计活动指导原则 

 

  国际统计活动指导原则的实施情况 
 
 

  秘书长的说明 
 
 

 根据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一项要求，** 秘书长谨转递统计活动协调

委员会编写的一份关于国际统计活动指导原则实施情况的情况说明。请委员会注

意到本报告。 

 
 

 
*
 E/CN.3/2008/1。 

 
**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6 年，补编第 4号》（E/2006/24），第一章 C节，第 37/110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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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关于国际统计活动指导原则实施情况的情况说明 
 
 

1. 统计委员会 2006 年第三十七届会议欢迎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所编写和核可

的国际统计活动指导原则。统计委员会注意到，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认为，各机

构可以根据其具体任务和治理情况（法律框架）以不同的方式采用这些原则。作

为后续行动，统计委员会请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评估这些原则的实施情况，并向

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报告评估结果。
1
 

2. 2007 年 10 月，联合国统计司作为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的秘书处，请所有联

合国系统伙伴机构简要说明哪些原则已经实施，近期可能需要关注哪些领域，并

举例说明最近为支持实施这些原则采取了哪些行动。截止 2008 年 2 月的各机构

自我评估载于本报告背景文件中。本文件概述了就各项原则所得出的主要结论，

并举例介绍了为实施各项具体原则所采取的行动。本文件还简要指出了一些机构

认为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的领域。 

3. 应当指出，作为实施工作的一个重要步骤，一些机构努力提醒各自机构的高

级管理层注意到这些原则，以便将本机构的承诺扩大到纯技术性统计部门以外。

秘书处特别是各区域委员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及统计司就是这样做的，它

们争取并于2007年 10月获得了经济和社会事务执行委员会对指导原则的正式核

可。 

4. 还应当指出，一些机构拥有与这些原则的内容和精神密切相关的本机构的文

书和程序。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数据质量评估框架；欧统局致力于确保《欧

洲统计业务守则》的原则得到遵守。在这方面，2007 年 10 月，欧统局开展了一

次正式同行审议，审议范围包括欧统局的机构环境和根据欧洲统计系统共同方法

进行的数据发布做法。同行审议报告将在欧统局网站上发表。 

5. 在总体上并就各自机构而言，各机构在其提交的答复中表示将在国际统计工

作中继续致力于实施所有 10 项原则和相关良好做法。各项原则分述如下： 

原则 1：相关性、公正性和数据的平等获取 

所有人均可获得的高质量国际统计数据是全球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 

6. 与主要客户最常进行的意见征求方式通常包括由各机构统计方案执行委员

会进行的审查。新的意见咨询举措，如通过互联网进行的用户满意度调查被认为

可改进与主要用户的对话。许多机构还报告，它们使用互联网为用户提供更方便

的数据查询。在这方面，一些机构近期取消了一些数据库的用户注册费用。尽管

趋势是公开的数据越来越多，但是从各机构提交的答复中并不能明确看出，各国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6 年，补编第 4号》（E/2006/24），第一章 C节，第 37/110

号决定(e)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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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组织的所有统计数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查询和（或）与内部用户相比，所提供

的查询是否有时滞。 

原则 2：专业标准和职业操守 

为维护对国际统计数据的信任，国际统计数据的编制必须是公正的，必须严格遵

守最高专业标准 

7. 各机构指出，其工作人员受一般专业标准和各自组织的行为守则约束。在这

方面一些机构还提及国际统计学会制定的职业操守宣言。 

原则 3：责任制和透明度 

对于各组织统计工作的任务规定，公众具有知情权 

8. 基本上所有机构均报告，有关其方案会议的文件，包括与其决定有关的文件，

公众均可通过其网站查阅。 

原则 4：防止误用 

国际统计数据编制中所采用的概念、定义、分类、来源、方法和程序应符合专业

科学标准，并向用户公开 

9. 各机构指出，对所使用的方法进行了系统性审查，明确指出了定期和不定期

出版物中数据的参考来源，并且在源数据已调整或输入的情况下为用户提供了方

法上的解释。尽可能在统计结果说明/技术说明中提供资料说明所发布数据的原

始来源以及该来源的概念、定义、分类、方法和程序。一些机构正在编制其业务

程序，作为明确规定的质量管理框架的一部分。 

原则 5：官方统计数据来源 

正确选用数据采集的来源和方法，以确保及时性和质量的其他方面，实现成本效

益，并尽可能减轻数据提供者的报告负担 

10. 一些机构报告在发出新的调查表之前采取了保障措施。此外提及许多双边和

多边数据共享安排的例子，目的是尽量减轻各国的报告负担。国际机构在统计数

据和源数据交换方面的工作应当进一步便利各组织之间的数据流动。 

原则 6：保密性 

收集的有关自然人和法人或有关属于国家保密条例管辖之列的小型群体的各项

数据，应严格保密，并完全用于统计目的或由立法授权的目的 

11. 本原则不适用于大多数机构和国际组织，因为它们不直接或间接收集关于自

然人或法人实体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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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7：条例和措施 

立即适当处理对统计数据的错误解释和误用 

12. 一些机构报告采取了特别措施与用户和用户团体进行沟通，例如向它们提供

针对不同类别用户的使用指南，以减少错误解释和误用统计数据的风险。 

原则 8：区域协调 

以完善的专业标准为基础编制国家和国际统计标准，同时也要经得起实用性和可

行性的考验 

13. 统计标准是通过与成员国和国际机构进行的广泛协商制定的，具体形式包括

双边接触、专家会议、技术专家组会议和网上论坛。此外，参与编制标准的大多

数机构还报告，它们就国际标准的执行工作提供了技术援助，并监测其执行情况。 

原则 9：国际标准的采用 

国际统计方案的协调对于增强国际统计的质量、一致性和管理以及防止工作重叠

来说至关重要 

14. 各机构和国际组织的统计部门定期出席统计委员会会议以及关于一些具体

专题的区域会议和专门会议，以便协调它们的统计方案，就联合活动进行协商。 

原则 10：国际合作 

统计工作中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有助于相关统计师的职业发展，并有助于改善各组

织和各国的统计工作 

15. 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目前正通过一系列工作组制定一些关于如何加强各国

际组织技术合作活动的有效协调的工具。一些机构还报告建立了网站，介绍各国

统计系统动态，这些网站是为信息和知识交流创造一个平台。 

16. 各机构指出，下列领域需要更多关注： 

 (a) 在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过去两年在记录和发展各国际组织的数据质量

框架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的基础上，为各机构制定数据质量框架，并进一步协调

这些框架； 

 (b) 继续加强对各国际机构技术合作活动的有效协调； 

 (c) 加强协调一些国际组织内部的统计活动； 

 (d) 为用户编写更多的教育材料，以避免对数据的错误解释和误用； 

 (e) 进一步培训和加强各国际组织统计部门的人力资源。 

17. 请统计委员会注意到各机构实施国际统计活动指导原则的持续承诺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