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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普查数据修正历史数据的方法研究 

国民经济核算司 施发启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统计局已先后组织实施了五次人口普查、三次工业普查、两次基本单位普查、一次农

业普查、一次第三产业普查、二次经济普查，尤其是在 2004 年和 2008 年开展的首次全国经济普查涵盖除农业之外

所有产业，可谓是建国以来最综合最全面的两次大型普查。普查为准确掌握我国经济规模和结构变化，摸清各领域

经济活动的基本概貌，确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规划，制定社会经济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为国民经济

核算提供了基准数据。为了提高历史统计数据的可比性和准确性，必须以普查数据为基准对相关历史数据进行修正。

目前，国际上尚未有公认的修正方法，因此，采用何种修正方法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修订后历史

数据的质量，而且也关系到政府统计的形象和政府统计数据的公信力。 

一、 修订原则 

我们认为，以普查数据为基准对相关历史数据进行修正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不能随意改变原数据时间序列的变化趋势。如果所采用的某种修订方法使得原数据时间序列的变化趋势

发生改变，比如由正增长变为负增长，或由负增长变为正增长，则该修订方法就不能算是一个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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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情况下,只需对两个普查年度之间年份的历史数据进行修订，无需对上一个普查年度之前的历史数

据进行修订。例如，以 2004 年经济普查为例，由于最近一次工业普查已对 1995 年前的工业有关数据进行修订，因

此，只需对 1996-2003 年期间的工业有关数据进行修订即可；同样，因第一次第三产业普查已对 1992 年以前数据

进行了修订，这次只需对 1993-2004 年服务业有关数据进行修订。不过，到本次经济普查为止，我国尚未进行过建

筑业普查，因此，需要对 1978 年（甚至更早）以来建筑业增加值的历史数据进行调整。由于本次经济普查未涉及

农业，因而暂时可不对农业历史数据进行修订，待将来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束时再单独予以修订。另外,如果核算概

念和核算方法发生改变,则就需要对更长时间的历史数据进行修订。 

（三）尽可能使修订后的数据增长率接近修订前的增长率。这是历史数据修订的一个最基础和最核心原则，也

是衡量修订后的历史数据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修订后的数据的历史可比性，才能保证修

订后的数据与修订前的数据具有相似的波动轨迹。 

（四）先修订年度历史数据，如有必要，然后再以修订后的年度数据为基准，进一步修订季度或月度数据。由

于目前我国普查数据的频率大多数为年度数据，因此，先对年度历史数据进行修订比较合理，也比较方便。当年度

历史数据修订结束后，如有必要，再以修订后的各年度数据为基准，采取适当方法对各年度内的季度或月度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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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一步修订。 

（五）尽可能从最细的分类水平对原数据进行逐项修订。要从普查方案设计中最细分类水平着手，结合常规年

报的分类标准，对历史数据进行逐项修订。如此，一方面可保持数据的可加性，另一方面，尽可能保持数据的结构

稳定性。 

二、修订方法 

应该说，在对两个普查年度之间的年度数据进行修订，实质上是一种内插法。据笔者所掌握的情况，目前有四

种比较常用的修订方法，它们分别是等差内插法、等比内插法、相关指标加权平均法和趋势离差法，下面分别予以

介绍： 

（一） 等差内插法 

为了讨论方便，设

'
0A 为上一个普查年度的基准值，

'

TA 为本次普查年度的基准值， 1A 、 2A 、… TA 为两次普查年

度之间的年度观察值。等差内插法就是将普查年度的基准值与年度观察值之间的差距均匀分摊到两次普查年度之间

的各个年度中，用公式表示就是： 

TAAAA TT /)(
'

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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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方法的最大优点是直观简单，计算方便，但缺点是有可能造成修订后的时间序列增长速度较大偏离原时

间序列的增长速度，甚至可能出现方向上的偏差。因此，只有当普查年度基准数据与当年的年度数据差距不大时，

方可应用。 

（（（（二二二二））））等比内插法等比内插法等比内插法等比内插法    

    等比内插法是将普查年度的基准值与年度观察值之间增长速度的差距以等比序列的方式分摊到两次普查年度

之间的各个年度中，以使各年度的增长速度变动幅度保持平稳。修订步骤如下： 

（1）以本次普查年度基准值与常规统计值之间的比值在 T年内的几何平均值为公比构建等比序列。 

设公比为q，等比序列为 i
v
，则 

    

'

1/
( )

TT

T

A
q

A
= ，

i

i
v q= ， 1,2,...,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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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等比序列中的数值乘以各年度观察值，得到最终的年度修订值： 

      
1'

'

1 1 1 1 1
(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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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A A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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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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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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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比内插法也具有直观简单、计算方便的优点，并且还能使修订后时间序列的增长速度同修订前保持一致的变

动趋势，克服了等差内插法的不足。 

（（（（三三三三））））趋势离差法趋势离差法趋势离差法趋势离差法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高频经济时间序列（ tY ）都可以分解成趋势项（ tT ）、循环变动项（ tC ）、季节变动项（ tS ）

和不规则变动项（ tI ），对于年度数据则不存在季节变动项。通常，我们将 tt TY / （对应乘法模型）或 tt TY − （对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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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模型）称为趋势离差，一般情况下趋势离差相对比较稳定。 

所谓趋势离差法，就是对由两个相邻普查年度基准数据构造的趋势值，乘以原序列的趋势离差估计出修订后

的年度序列数据。所以，该法的核心是如何有效估计出一个序列的趋势值。一般来说，估计一个序列的趋势值，有

多种方法，如简单移动平均法、加权移动平均法、多项式法、幂函数法等。每种方法各有千秋，不存在一种绝对优

势的方法。为了计算方便，我们采用幂函数法来估计一个序列的趋势值。仍采用上述符号，对于两个相邻普查年度

基准数据，可以构造出如下趋势值： 

' ' '

0
(1 )

t

t
T A r= + ， 1

'

0

''
−= T

T AAr                        

其中，

'r 为两个相邻普查年度之间年份的年均增长率。同理，可以构造出原年度序列的趋势值： 

'

0
(1 )

t

t
T A r= + ， 1

'

0 −= T
T AAr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原年度序列的趋势离差值： 

      ttt TAD =   ，T，，，t L210=                           

至此，我们可以估计出原年度序列与普查数据相衔接的修订值： 

      

' '

t t t
A T D=   ，T，，，t L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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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趋势离差法表现的好坏主要取决于趋势离差是否稳定，也就是说，若趋势离差越稳定，则修订

效果就越好，反之亦然。 

可以证明，等比内插法是趋势离差法的一个特例。事实上，当采用幂函数法来估计一个序列的趋势值时，有 

' ' ''
0' ' ' '

0 ' '
0 0

1
(1 ) ( ) ( ) ( )

(1 ) 1

tT
Tt t tt T T

t t t t t tt
T

TT

A AA Ar
A T D A r A A A

A r r AA A

+
= = + = = =

+ +  

    （（（（四四四四））））相关指标加权平均法相关指标加权平均法相关指标加权平均法相关指标加权平均法    

相关指标加权平均法是以两个普查年度基准值为基础，利用相关指标序列的在两个普查年度之间的变动趋势，

构建两个时间序列，然后对其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增加值修订序列。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以

'

0
A 为起点，利用相关指标{

t
I }的变化趋势，构建一个序列{

t
AI }，然后，以

'

T
A 为终点，也利用{

t
I }的

变化趋势，构建另外一个序列{

'

t
AI }，最后，对这两个序列进行加权平均，拟合为修订后的增加值序列{

'

t
A }。具体做

法是： 

1、构建序列{
t

AI }，其中 

'

0 0
AI A=  

'1 1

1 0 0

0 0

I I
AI AI A

I I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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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1 0

1 0

I I
AI AI A

I I
= ⋅ = ⋅  

LL 

'

1 0

1 0

T T
T T

T

I I
AI AI A

I I
−

−

= ⋅ = ⋅  

    2、构建序列{

'

t
AI }，其中 

' '

T T
AI A=  

' ' '1 1

1

T T
T T T

T T

I I
AI AI A

I I

− −

−
= ⋅ = ⋅  

' ' '2 2

2 1

1

T T
T T T

T T

I I
AI AI A

I I

− −

− −

−

= ⋅ = ⋅  

LL 

' ' '0 0

0 1

1

T

T

I I
AI AI A

I I
= ⋅ = ⋅  

（3）将{
t

AI }和{
'

t
AI }加权平均，得到{

'

t
A }，其中 

' '

t t t

T t t
A AI AI

T T

−
= ⋅ + ⋅ ，t=1,2,…,T,即 

' ' '

0 0 0 0

0 0T
A AI AI A

T T

−
= ⋅ + ⋅ =  

' ' ' ' 1

1 1 1 0

1 1 1
T

T

IT T
A AI AI A A

T T T I T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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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 ' '

T T T T

T T T
A AI AI A

T T

−
= ⋅ + ⋅ =  

利用相关指标加权平均法，可以使修订后的增加值序列与相关专业指标序列之间保持较为一致的变动趋势，但

有可能同原增加值序列的变动趋势发生较大的偏差。因此，使用相关指标加权法时，需要找到一个与所修订的指标

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的指标，才能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等差内插法和等比内插法可能是目前国内常用的两种修订方法，相关指标加权平均法和趋势离差法可能在国外

运用较多，但这四种方法都难以保证修订后的数据增长率充分接近修订前的增长率，为此，笔者特提出如下两种改

进的修订方法，第一种为等速内插法，另一种方法为最小二乘法。 

（（（（五五五五））））等等等等速速速速内插法内插法内插法内插法    

所谓等速内插法，就是在两个相邻普查基准年度之间的各个年份中，各年在原有增长率的基础上，再另加一个

相同的增长速度，使得在本次普查年度年观察值正好等于普查值。如用数学公式表示，则为： 

)1( 1

'

0

''

1 rvAA ++=  

)1( 2

''

1

''

2 rv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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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

2

''

1 rvAA TTT ++=
−−−

 

     )1(
''

1

''' rvAAA TTTT ++==
−

                         

这里， T、v、、vv L21 依次为各个年度原观察值的增长速度。显而易见，上式是一个递推方程，当然可通过解一元

T 次方程估计出 r，但这种求解方法比较笨拙。为此，笔者推荐一种简便有效的解法，那就是参照趋势离差法的计

算结果，大致确定出 r的一个初始值 0r ，通过 Excel 表很容易计算出

''

TA ，然后比较

''

TA 与 '

TA 之间的差距，再重新调整

0r 的大小，如此循环往复，直至

''

TA 与 '

TA 之间的差距达到规定的精度，即可停止运算。 

显然，等速内插法的最大优点是，修订后的两个相邻年度序列增长率之差与原观察值序列增长率之差完全一致，

用公式表示就是： 

1

2

1

1

''

2

''

1

''

1

''

−

−

−

−−

−

−

−=−=− tt

t

t

t

t

t

t

t

t vv
A

A

A

A

A

A

A

A
                     

（（（（六六六六））））最小二乘最小二乘最小二乘最小二乘内插内插内插内插法法法法    

所谓最小二乘法，就是选择适当

’‘

1

’‘

2

''

1 −T、A、、AA L 、

'

TA ，在满足约束条件

'

T T
A A= 下，使得修订后的增长率与修订前

的增长率之差的平方和达到最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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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T、v、、vv L21 依次为各个年度原观察值的发展速度。根据极值条件，有下式成立： 

0)(2
1

)(2
2
''

1

''

2

2''

1

''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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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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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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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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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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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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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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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式化简并整理得 

2

)(4)(
2'

0

4''

1

'

0

3''

112

1

''

12

''

1

''

2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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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vA

A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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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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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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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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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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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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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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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4
'' '' 2 1 1 1

1 1 '' '' 2

2 2''

( ) 4( )

2

T T T
T T T T

T T

T T

v A A
A v A v

A A
A A

− − −

− −

− −

+ − −

= =                 

同样，上式也是一个递推方程，为此可采用与等速内插法相似的求解方法，只不过

''

1A 的初始值最好根据等速内

插法的计算结果来确定，如此可大大提高收敛速度。 

三、实际应用 

为了更直观了解以上几种修订方法的计算过程和比较孰优孰劣，下面不妨考察一个具体实例。2004 年开展的首

次全国经济普查的结果从 2005 年底开始已陆续对社会公布。首先，对于第一产业，由于本次普查未涉及，暂不予

考虑。对于第二产业，由于工业统计制度一直比较健全，普查核算结果与常规核算结果应相差不大，事实上，根据

普查资料核算，2004 年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73904.3亿元，比常规核算结果多 1517.2亿元，高出 2.1%。对于第三产

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服务业统计基础薄弱，漏统和统计不全现象非常普遍，因此，通过这次经济普查第

三产业增加值增加了一大块。据普查资料核算，2004 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64561.3亿元，比常规核算结果多出

20840.7亿元，高出 47.7%。随着三次产业增加值的变动，GDP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突出表现为第三产业重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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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上升。2004 年，普查后第三产业占 GDP的比重为 40.4%，比普查前高出 8.5 个百分点。下面以第三产业为例，运

用以上几种方法（由于等比内插法为趋势离差法的特例，因此以下计算不考虑该方法）来修订 1994-2004 年间的第

三产业增加值历史数据。 

（一）等差内插法 

2004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普查数据比常规核算数据高出 20840.7亿元，根据公式可得到 1993-2003 年修订

后的第三产业增加值： 

''

1993
11323.8 (64561.3 43720.6) /12 13060.53A = + − = （亿元） 

''

1994
14930.0 2(64561.3 43720.6) /12 18403.45A = + − = （亿元） 

…… 

''

2003
39188.0 11(64561.3 43720.6) /12 58291.98A = + − = （亿元） 

    表 1给出了具体的计算结果。由表 1 可以看出，离普查年度越近，原增长率与修订后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差距越小，如 2003 年和 2004 年分别相差-0.45 和 0.81 个百分点；离普查年度越远，修订后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率与原增长率差距越大，如 1994 年和 1995 年分别相差-19.01 和-9.06 个百分点。1993-2004 年期间，两者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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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绝对离差为 4.207%。 

表 1  根据等差内插法修订的 1993-2004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原数据 11323.8  14930.0  17947.2  20427.5  23028.7  25173.5  27037.7  29904.6  33153.0  36074.8  39188.0  43720.6  原增长率（%） 23.91  31.85  20.21  13.82  12.73  9.31  7.41  10.60  10.86  8.81  8.63  11.57  修订后数据 13060.5  18403.5  23157.4  27374.4  31712.3  35593.9  39194.8  43798.4  48783.5  53442.1  58292.0  64561.3  修订后增长率（%） 42.92  40.91  25.83  18.21  15.85  12.24  10.12  11.75  11.38  9.55  9.08  10.76  增长率之差（%） -19.01  -9.06  -5.62  -4.39  -3.11  -2.93  -2.71  -1.14  -0.52  -0.74  -0.45  0.81  
 

（二） 趋势离差法 

首先根据公式估计出两个相邻普查年度（注意普查年度 1992 年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9138.6亿元）趋势值： 

' ' ' 12
0 1 64561.3 9138.6 1 0.176949T

Tr A A= − = − =                        

' 1

1993
9138.6(1 0.176949) 10755.67T = + =  

' 2

1994
9138.6(1 0.176949) 12658.87T = + =  

…… 

' 11

2003
9138.6(1 0.176949) 54854.79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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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004
9138.6(1 0.176949) 64561.30T = + =  

其次，再估计出 1993-2004 年原序列的趋势值： 

1393.016.91386.437201 12'

0 =−=−= T
T AAr                        

91.10411)1393.01(68.9138
1

1993 =+=T  

…… 

87.38373)1393.01(6.9138
11

2003 =+=T  

60.43720)1393.01(6.9138
12

2004 =+=T  

然后，根据上述有关公式可得到原年度序列的趋势离差值： 

      0876.191.10411/8.11323199319931993 === TAD     

 …… 

0212.187.38373/0.39188200320032003 === TAD  

最后，可以估计出与普查数据相衔接的各年度修订值： 

      

'' '

1993 1993 1993
10755.67 1.0876 11697.67A T D= = × =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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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003 2003 2003
54854.79 1.0212 56018.58A T D= = × = （亿元） 

表 2给出了具体的计算结果。由表 2 可以看出，原增长率与修订后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在不同

年度间基本上保持稳定，如 1993 年和 2004 年分别相差-4.09 和-3.68 个百分点，两者的波幅仅相差 0.41 个百分点。

1993-2004 年期间，调整后增长率与调整前的平均绝对离差为 3.769%，比等差内插法降低了 0.438 个百分点。                          

表 2  根据趋势离差法修订的 1993-2004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原数据 11323.8  14930.0  17947.2  20427.5  23028.7  25173.5  27037.7  29904.6  33153.0  36074.8  39188.0  43720.6  原增长率（%） 23.91  31.85  20.21  13.82  12.73  9.31  7.41  10.60  10.86  8.81  8.63  11.57  修订后数据 11697.7  15932.1  19784.2  23261.8  27089.8  30590.5  33940.6  38778.9  44410.7  49920.1  56018.6  64561.3  修订后增长率（%） 28.00  36.20  24.18  17.58  16.46  12.92  10.95  14.26  14.52  12.41  12.22  15.25  增长率之差（%） -4.09  -4.35  -3.97  -3.76  -3.72  -3.61  -3.55  -3.65  -3.66  -3.59  -3.59  -3.68  
（三） 相关指标加权平均法 

按照相关指标加权平均法的要求，首先必须找出合适的相关指标。我们认为，最合适的相关指标就是普查前 GDP

历史序列，这是因为调整后 GDP序列与调整前 GDP序列之间应该存在高度相关。 

表 3给出了具体的计算结果。由表 3 可以看出，原增长率与修订后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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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间不够稳定，如最高的 1994 年和最低的 2004 年分别相差-5.04 和-3.08 个百分点，两者的波幅达到 1.95 个百

分点。1993-2004 年期间，调整后增长率与调整前的平均绝对离差为 3.791%，比等差内插法降低了 0.416 个百分点，

但比趋势离差法高出 0.022 个百分点。 

表 3  根据相关指标加权平均法修订的 1993-2004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原数据 11323.8  14930.0  17947.2  20427.5  23028.7  25173.5  27037.7  29904.6  33153.0  36074.8  39188.0  43720.6  原增长率（%） 23.91  31.85  20.21  13.82  12.73  9.31  7.41  10.60  10.86  8.81  8.63  11.57  修订后数据 11773.6  16116.1  20086.0  23673.3  27602.6  31173.3  34555.9  39407.9  45005.5  50404.9  56311.4  64561.3  修订后增长率（%） 28.83  36.88  24.63  17.86  16.60  12.94  10.85  14.04  14.20  12.00  11.72  14.65  增长率之差（%） -4.92  -5.04  -4.42  -4.04  -3.86  -3.62  -3.45  -3.44  -3.34  -3.18  -3.09  -3.08  
 

（四） 等速内插法 

在应用公式之前，需要确定 r的初始值。为了提高收敛速度，我们不妨借鉴趋势离差法的计算结果。由表（2）

知，根据趋势离差法，1993 年修订后的增加值增长 28.00%，比修订前高出 4.09 个百分点。因此，我们可以将 r的

初始值定为 4.09%，然后根据有关公式可计算出第一轮调整值： 

''

1993 1992 1
(1 ) 9138.6 (1 0.2391 0.0409) 11697.57A A v r=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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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4 1993 2
(1 ) 11697.57 (1 0.3185 0.0409) 15901.23A A v r= + + = × + + =  

…… 

'' ''

2004 2003 12
(1 ) 57759.98 (1 0.1157 0.0409) 66803.05A A v r= + + = × + + =  

显然，第一轮计算出的

''

2004
66803.05A = 比普查核算值 64561.3 大，因此，可将 r的初始值下调一点，再重新第二

轮计算，如此类推，直至 2004 年调整后的值与普查值之差达到事先给定的精度为止。经过几轮计算，可以确定出

r=3.75529%。 

表 4给出了具体的计算结果。由表 4 可以看出，修订后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与原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在不同

年度间均为 3.76 个百分点。1993-2004 年期间，调整后增长率与调整前的平均绝对离差为 3.755%，比等差内插法

降低了 0.452 个百分点，比趋势离差法降低了 0.013 个百分点，比相关指标加权平均法降低了 0.036 个百分点。                          

表 4  根据等速内插法修订的 1994-2004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原数据 11323.8  14930.0  17947.2  20427.5  23028.7  25173.5  27037.7  29904.6  33153.0  36074.8  39188.0  43720.6  原增长率（%） 23.91  31.85  20.21  13.82  12.73  9.31  7.41  10.60  10.86  8.81  8.63  11.57  修订后数据 11667.0  15820.6  19611.9  23058.7  26860.9  30371.3  33761.0  38608.6  44252.3  49814.1  55983.7  64561.3  修订后增长率（%） 27.67  35.60  23.96  17.58  16.49  13.07  11.16  14.36  14.62  12.57  12.39  15.32  增长率之差（%） -3.76  -3.76  -3.76  -3.76  -3.76  -3.76  -3.76  -3.76  -3.76  -3.76  -3.76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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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小二乘内插法 

与等速内插法一样，在应用公式之前，需要确定

''

1993A 的初始值。同样，为了提高收敛速度，我们不妨借鉴等速

内插法或趋势离差法的计算结果。由表（4）知，根据等速内插法，1993 年修订后的增加值为 11667.0亿元。因此，

我们可以将

''

1993A 的初始值定为 11667.0，然后根据有关公式可依次计算出 1994-2004 年第一轮调整值： 

'' 3 '' 4

'' '' 2 1 1993 1993
1993 2 1993 1 2

1992 1992''

1994

( ) 4( )

15795.62
2

v A A
A v A v

A A
A

+ − −

= =  

…… 

'' 3 '' 4

'' '' 2 11 2003 2003
2003 12 2003 12 '' '' 2

2002 2002'

2004

( ) 4( )

66738.94
2

v A A
A v A v

A A
A

+ − −

= =  

显然，第一轮计算出的

''

2004
66738.94A = 比普查核算值 64561.3 大，因此，可将其的初始值下调一点，再重新第二

轮计算，如此类推，直至 2004 年调整后的值与普查值之差达到事先给定的精度为止。经过几轮计算，可以确定出

''

1993
11639.48A = 。 

表 4给出了具体的计算结果。由表 5 可以看出，修订后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与原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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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间差异不大，且与等速内插法的结果非常接近。1993-2004 年期间，调整后增长率与调整前的平均绝对离差为

3.744%，比等差内插法降低了 0.463 个百分点，比趋势离差法降低了 0.025 个百分点，比相关指标加权平均法降低

了 0.047 个百分点，比等速内插法降低了 0.011 个百分点。                           

表 5  根据最小二乘法修订的 1994-2004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原数据 11323.8  14930.0  17947.2  20427.5  23028.7  25173.5  27037.7  29904.6  33153.0  36074.8  39188.0  43720.6  原增长率（%） 23.91  31.85  20.21  13.82  12.73  9.31  7.41  10.60  10.86  8.81  8.63  11.57  修订后数据 11639.5  15725.3  19462.2  22880.2  26657.8  30176.7  33603.7  38458.7  44111.5  49720.9  55955.6  64561.3  修订后增长率（%） 27.37  35.10  23.76  17.56  16.51  13.20  11.36  14.45  14.70  12.72  12.54  15.38  增长率之差（%） -3.46  -3.26  -3.55  -3.74  -3.78  -3.89  -3.95  -3.84  -3.84  -3.90  -3.91  -3.81  
比较以上五种修订方法的计算结果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第一，最好的方法应为最小二乘内插法，其次为等

速内插法，再次为趋势离差法和相关指标加权平均法，最差的方法为等差内插法；第二，最小二乘法、趋势离差法

和等速内插法三种方法得出的结果彼此比较接近。最后，应该再次强调的是，本文只是通过一个实际的例子，直接

从第三产业增加值总量着手，探讨如何利用普查数据修订历史数据，重点是介绍方法。要修订各产业历史增加值数

据，应从最细行业入手，以保证各产业数据的可加性及其结构稳定性。 

以上讨论了如何利用四种方法修订第三产业现价增加值，接下来人们自然会问，如何利用普查数据修订第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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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变价增加值的增长率？如何修订 GDP及其实际增长率？一般说来，经济普查只涉及现价数据，极少涉及不变价

数据。因此，要想利用普查数据修订历史不变价数据，就必须假定修订后的各产业缩减指数与修订前保持一致。根

据《2005 中国统计摘要》提供的 GDP及其三次产业增加值的定期指数（1978 年=100），很容易按以下方式构造出按

1990 年价格计算的第三产业不变价增加值： 

某年按 1990 年价格计算的第三产业增加值=1990 年第三产业现价增加值*某年第三产业定基指数/1990 年定基指数 

以 1993 年为例，该年按 1990 年价计算的第三产业增加值=58135*491.3/363.0=7868.24亿元，如此类推。一

旦有了不变价数据，很容易构造出第三产业增加值的缩减指数（=现价增加值/不变价增加值），然后通过该缩减指

数可估计出与普查数据相衔接的历史不变价增加值序列，即修订后的不变价增加值=修订后的现价增加值/缩减指

数。 

表 6  根据最小二乘内插法修订的 1994-2004 年第三产业不变价增加值（亿元）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原数据 7868.2 8621.0 9343.2 10079.9 11004.0 11916.9 12837.7 13877.1 15043.0 16351.5 17626.3 19088.5  原增长率（%） 10.65 9.57 8.38 7.88 9.17 8.30 7.73 8.10 8.40 8.70 7.80 8.30  修订后数据 8087.6 9080.2 10131.9 11290.2 12738.1 14285.3 15955.3 17846.6 20015.4 22536.8 25168.1 28187.5  修订后增长率（%） 13.74 12.27 11.58 11.43 12.82 12.15 11.69 11.85 12.15 12.60 11.68 12.00  增长率之差（%） -3.08 -2.71 -3.21 -3.55 -3.66 -3.85 -3.96 -3.76 -3.75 -3.90 -3.88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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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 知，修订后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实际增长率与原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在不同年度间差异也不大，例如

1993 年增长速度上调了 3.08 个百分点，2004 年上调了 3.70 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