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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市统计局从实现统计

现代化改革的高度认识和推进大数据应

用工作，在战略上布局，于紧要处落子，

创新工作模式和机制，形成推动大数据

应用的蓬勃力量，重点领域应用不断取

得新突破，与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统计工作格局正在

形成。

——创新体制机制，以点带面开展

大数据应用工作。《北京市统计局大数据

应用工作方案》明确了 2021 年全局大数

据应用 12项任务。成立了大数据应用工

作领导小组，定期调度各项任务进展，协

调解决工作困难，有力保障任务顺利有

效推进，组建了大数据攻坚青年突击队，

抽调青年业务骨干，围绕重点任务集中

攻关。

——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各项任务

取得阶段性成果。一是人群准确定位，

服务人口监测更加深入。基于手机信令

大数据对来京旅游、就医和通勤服务人

口进行多维监测，利用部门行政记录辅

助数据评估。

二是企业精准画像，聚焦北京经

济增长新动力。研究完成多方数据汇

聚、清洗、整合工作，生成北京市企业

画像库，开展企业特征专题分析及可

视化探索。

三是行业、产业全景展现，助力高质

量发展。生成商圈研究数据库，开展商

圈监测；研究大数据企业生活性服务业

业务分类与统计分类的对应关系；构建

北京商业单位与品牌对应数据库；整理

北京市投资项目库，分析北京市投资项

目储备潜力和空间布局等。

四是区域动态监测，建成统计地理信

息库。建立统计地理信息名录库，展示全

市规模以上单位空间分布，利用地理信息

技术提取特殊区域企业名录，尝试突破法

人经营地原则开展零售额测算。

五是智慧服务，统计生产能力得到

提升。开发蔬菜统计遥感调查 APP，利

用遥感大数据审核蔬菜生产数据；建设

统计调查大样本库，多渠道招募志愿者；

拓展网络舆情监测范围，利用舆情大数

据辅助调查数据质量评估和分析。

六是统计风险防控。研究人工智能

辅助能源审核评估可行性；锁定易错统

计指标，通过模型形成数据质量风险名

录，强化指导，防范化解数据风险。

——优化统计生产力、生产关系，大

数据应用成效显著。政府统计数据和社

会大数据深度融合。以解决现实问题为

导向，甄别引入新数据源与新技术，探索

处理政府统计数据和社会大数据的更好

途径，发挥大数据对于政府统计的辅助、

支持和补充作用。数据认知和治理能力

得到提升。统计人员在学习和应用大数

据新技术上下工夫，在外部数据源认知、

数据清洗整合以及模型算法上积累了经

验，形成了成果。同题共答新工作格局

逐步形成。大数据应用围绕北京市中心

重点工作设题，推进过程中，形成与有关

部门协调配合、同题共答新局面；在内

部，突击队深耕细作系统集成，处室之间

统筹运用资源、推进工作，形成局内同题

共答新格局。

——立足长效建设，将大数据应用

工作引向深入。持续细致推进各项任

务，把大数据应用工作抓紧、抓实、抓

细。将好的数据源引入工作机制化、常

态化，在数据清洗、整合、评估和共享等

方面形成制度安排，筑牢大数据应用工

作基础。及时总结工作中形成的与大

数据应用相关的制度、规则、标准性成

果，为今后大数据应用和数据管理工作

提供遵循。按照国家统计局“十四五”

时期重点改革方向和工作安排，配合

形势变化和业务需求，拓展大数据应用

领域。 王瑜凤

创新模式和机制 重点领域取成效

北京局大力推进大数据应用

■ 朱敏铭

部门数据共享作为统计大数据应

用的一个方面，对推动大数据等现代

信息技术与统计调查工作深度融合、

积极稳妥推进重大统计调查制度方

法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 前 ，部 门 数 据 在 基 层 调 查 队

业务中的应用方向主要是以下几个

方面。

拓宽数据采集渠道。不少部门数

据记录都与调查队的业务有着密切

的联系，比如住户调查中个税、社保、

住房公积金、医疗缴费等记录可以通

过税务部门、社保部门、住房公积金

部门以及卫生部门等行政数据获得；

发改部门对部分粮油、菜、肉、能源等

进行长期价格监测以及药监部门对

医疗系统的热销药品进行价格监控，

也与 CPI调查中的部分规格品类别有

所联系。通过探究将部门相关行政

记录与调查数据融合，拓宽数据采集

渠道，不但有利于减轻辅助调查员及

调查对象负担，也可以为源头数据质

量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科学评估调查数据。对于不能直

接替代调查数据的部门行政数据记

录，也可以通过合理运用，作为科学

评估调查数据的依据。在目前的调

查制度下，部分调查数据如 CPI 调查

数据的采集需符合调查制度特定的

要求，比如其“三定一直”采价原则就

对数据采集的时间、地点作了明确的

规定，即使发改部门的“菜篮子”规格

品与 CPI 调查中的规格品相同，也有

可能因为采价的时间不同或地点不

同而造成数据不能完全替代。但即

便如此，发改部门“菜篮子”数据价格

走势由于与 CPI 比较一致，也可以作

为对 CPI 走势评估的一项重要依据。

在住户调查中，则可以充分利用个

税、社保缴纳的数据适当推导居民收

入水平范围，合理评估记账的相关收

入数据。

在各类快速调研中定位调研对

象。围绕社会经济运行中热点难点

问题，开展各类快速调研是调查队发

挥“轻骑兵”职能的一项重 要 工 作 。

近几年，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

化，围绕各类经济热点的涉企快速

调研数量迅速增加。很多时候，调

研对象的确定需要相关职能部门协

助提供信息，比如在关于线上广交

会的调研中，需要商务部门提供参

加线上广交会的企业名单及联系方

式以便确定调研哪些企业。因此，

各部门的相关行政记录若能实现共

享，则有利于基层调查队在各类快

速调研中高效定位调研对象，节约

各种函件往来时间，提高快速调研

质效。

虽然部门数据的应用有助于提升

统计调查的质效，但当前部门数据共

享工作机制有待建立、部门数据共享

基础数据库有待完善、部门数据共享

缺乏人才人力支撑等困扰着部门数

据的有效利用。在今后的工作中，可

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力度，进一步促

进部门数据的共享发展。

健全机制，明确责任。首先，应整

合梳理现有部门数据资源，制定部门

数据清单，通过专家研究、部门共商

等形式确定各部门数据共享内容；其

次，针对部门数据共享的数据权属、

工作责任、监督体系等方面健全制

度，保障部门数据共享工作有规可

依，从制度层面破解推进部门数据共

享工作中的诸多难点、痛点问题；再

次，要加强探索健全部门数据共享服

务，监测数据共享效率和使用态势，

动态调整共享数据范围；最后，通过

对数据挂接率、数据更新情况、数据

质量等对部门数据共享工作情况进

行考核，切实提升政府部门数据共享

的意识与积极性。

逐步完善部门数据共享基础数

据库。一方面，在部门数据共享平

台建立历史数据专栏，丰富基础数

据库内容，为深度分析挖掘部门数

据应用场景奠定基础；另一方面，需

进 一 步 提 升 基 础 数 据 库 的 数 据 质

量，建立数据质量校核、反馈、跟踪

机制，以应用服务为导向，根据应用

反馈强化数据质量校核、整改，确保

部门共享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

时效性。

加快数据共享 提升调查质效

■ 马璐璐

随着 7月的到来，快乐的暑期生活开始了。如何合理安排

时间，度过一个充实开心的暑假，孩子、家长、多地政府都早早开

始了打算。

快乐的暑假来了

作为青少年生活的一部分，假期校外生活对青少年各方面

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

根据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数据显示，儿童在暑假中的

外出旅游经历和走亲访友比例均高于国庆节，暑假有 78.70%的

儿童有走亲访友的经历，62.00%的儿童有外出旅游的经历，而国

庆节走亲访友和外出旅游的比例分别只有 63.40%和 42.60%，比

暑假低了 16.70%和 20.80%。

青少年的假期生活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暑

期安排，不但可以提高青少年的自身体质，还可以塑造他们的健

康心理。

根据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数据显示，整体上，参与假期

校外生活的儿童体质正常的比例均高于未参与校外生活的儿

童。暑假参加课外班的儿童体质正常的比重为 67.73%，比未参

加暑假课外班儿童的 66.50%高出 1.23%；暑假外出旅游的儿童

体质正常的比例为 69.06%，比暑假没有外出旅游的儿童高出

3.05%；暑假睡眠充足的儿童体质正常的比重为 67.69%，比睡眠

不足的儿童高出 2.98%。

数据显示，参加暑期培训班、走亲访友和外出旅游的初中儿

童想象力的得分均高于未参加上述活动的儿童。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是否能够合理安排青少年的暑期生

活会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发展。

多地提供学生暑期托管服务

北京市教委于 7月 2日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首都教育”发

布通知，暑假期间，北京市基础教育系统将面向小学一年级至五

年级开展托管服务。除北京外，武汉、上海等地也启动面向小学

生的暑期托管服务。

暑期出游意愿超60%

近日，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相继发布了“2021 暑期出游预测

报告”。同程发布的一项暑期出游意愿调查数据显示，64%的受

访者明确表示今年暑期有出游计划。

数据还显示，37.2%的受访者选择和父母子女等家人一起出

游，选择与孩子一起出游的占 11.3%，亲子家庭客群构成了每年

暑期旅游市场的基本盘。

大数据告诉你——

孩子们的暑假如何安排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江西总队破解现场采价监管难点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积

极利用网络采价、电子扫描数据和采价考

勤系统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应对现场采价

监管中面临的难题，取得了一定效果。

2021年初，江西总队抓住新基期轮换

的契机，认真落实《网络交易价格采集办

法》，确定网络采价点 1200 多个，网络采

价点占比近 30%，网络采价规格品数量

3600 多个，网采规格品数量较 2019 年增

长 33.0%，较 2018 年增长 212.9%。实践证

明，适当增加网络采价，特别是全国集中

网采，有助于采价效率提高。还可以通过

截图、上网抽查等办法直接检查采价数据

准确性。

在 CPI 调查实践中，江西总队规范利

用电子扫描数据，为 CPI 调查提供规格品

替换、价格评估等服务。如南昌市、九江市

通过获取大型中介公司电子销售数据为租

房的规格品抽取、替换提供更多选择；吉安

市、南昌市获取家电销售数据，为家电价格

采集、规格品替换提供数据源；赣州市、瑞

昌市获取当地商超企业电子销售数据，能

迅速获取规格品销售价格、销售状态信息，

为商超规格品选择以及评估价格走势提供

服务。实践证明，电子扫描数据是解决规

格品替换难的有效途径。

江西总队在每一台手持采价器中安装

了“现场采价考勤系统”，强化现场采价监

管。通过该系统，管理人员可清晰了解采

价员业务开展情况，进行定位监控、轨迹跟

踪、考勤管理及系统设置等。 陈佳

建立“e”台账

宁波队打造企业调查“线上工作站”

本报讯 今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宁波

调查队借助互联网技术建立“e 台账”，通

过清单化、动态化、实时化的管理，打造

“线上工作站”，探索建立企业调查工作新

模式。

“线上工作站”的具体建立方式是，在

“浙政钉”平台上以县级（或园区）为单位建

立，工作站人员由市级+县级（或园区）企

业调查专业人员组成，并根据业务人员的

变动情况及时进行替换和更新，确保工作

站人员少而精。同时根据企业调查专业工

作要求，结合宁波实际，建立工作站“e 台

账”，台账内容涵盖样本动态管理、数据质

量检查、企业调研、资料开发成果等企业调

查工作的全部内容。具体包括企业基本情

况台账、人员变动情况台账、每月联网直报

情况台账、培训记录台账、回访记录台账、

资料开发成果台账等。

据介绍，“线上工作站”和“e 台账”的

最大优势是可以通过实时、分人的动态管

理，实现即知、即改、即享。一方面，县级

专业人员可以将日常的工作过程及成果

通过工作站上的“e 台账”进行加载和反

映，市级队将相关的工作要求通过工作站

给予个性化的反馈和指导，加强工作指导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根据线上

电子台账加载的自动留痕功能，在样本管

理、企业培训等方面，市级队可以提高对

基层工作检查的时效性，确保工作规范、

有序开展。 卢君

跟踪统计应用 聚焦产业发展 本版由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指导

智慧城市管理“一网通办”
近日，上海首个国家“互联网+政务服务”示范区徐汇行政服务中心，24小时自助服务全天候为市民提供材料办

理、人证核验等智能现代化服务，“一站式”政务服务大厅为上海乃至长三角全面推进智慧城市管理“一网通办”，优

化企业营商环境。图为徐汇区大数据中心及城市运行中心。 中新社供图

儿童假期其他生活情况

儿童体质发展（BMI）状况

初中儿童想象力得分

2021暑期出游同伴选择偏好分布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