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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善我区数字经济统计监测 

运行分析机制的对策建议 
  

目前，国家统计部门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数字经济核算指标

体系，全国和各地方数字经济发展指标数据主要采用中国信通院

测算的年度数据，而每年发布的地方数据仅有总量、增速两项指

标，因此，在数据发布频率、指标数量等方面无法满足数字经济

运行分析、政府宏观决策的工作要求，有必要尽快建立我区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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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统计监测体系，有力支撑数字经济运行分析监测预测等工作

常态化开展。 

一、数字经济指标数据主要获取渠道 

当前，数字经济指标数据主要通过三种渠道获得，一是是研

究机构采用测算方法发布的年度指标数据，二是少数省份通过统

计方法获取季度数据，三是工业和信息化、商务、统计等行业部

门发布的少量月度数据。 

（一）采用测算方法发布数字经济指标数据。中国信通院、

赛迪顾问、腾讯、新华三等机构已常态化发布全国数字经济发展

报告（白皮书），主要采用数量模型或指数评估方法测算数字经济

运行相关指标数据，每年度发布一次。从近几年情况看，各机构

发布的数据都有所差距，大多数地方政府采用中国信通院发布的

指标数据，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情况。中国信通院采用投入产出模

型，测算全国和各省市的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规模、增

速指标，并对全国指标数据进行相关分析，比如就业情况、企业

数字化转型进展等。赛迪顾问把数字经济指数划分为基础型、资

源型、技术型、融合型和服务型，运用互联网企业的用户数据，

对各省情况进行测算，其缺点是数据来源不稳定，测算结果可比

较性差。腾讯联合京东、滴滴等机构获取微信、支付、城市服务、

众创空间等十余个核心平台的全样本数据，以及企业自有的行业

数据，发布全国“互联网+”数字指数，直观反映“互联网+”数字经

济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51 个城市的落地情况，其

优点是数据资源丰富，覆盖范围广，行业渗透率高，能够较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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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及时地反映出市场的活力和数字经济发展情况，但受限于相

关企业的市场份额和业务类型，对于宏观层面如信息基础设施、

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等指标内容极少。 

（二）运用统计与测算相结合方法形成相关指标数据。浙江、

重庆、贵州等省市先行先试，开展了数字经济统计监测工作。2018

年浙江省印发《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统计分类目录》确定了 7

大类 128 个小类行业作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统计范围并在全省范

围实施。对于产业数字化部分则尚未建立统计制度，探索采用模

型测算方法测算数据，由于测算结果数据波动较大，与中国信通

院测算结果也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浙江省统计局的测算数据仅

作为内部参考，不对外公布。制定出台《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综

合评价办法（试行）》，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设立基

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新业态新模式和政府与社会

数字化等不同权重的 5大类指标、10个一级指标和 30个二级指标，

对全省和各市县数字经济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发布年度评价报告。 

重庆市是我国首个正式出台数字经济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报

表制度的省市。2018 年制定了《重庆市数字经济统计报表制度》

并经国家统计局批复于 2019 年开始试运行。统计报表制度对数字

产业化部分增加值进行统计，产业数字化部分也是采用投入产出

模型进行测算，计划季度核算数字产业化增加值及增速，产业数

字化部分年度测算一次，统计和测算数据仅作为内部工作参考，

不对外公开发布。 

贵州省主要围绕大数据产业开展统计工作。2018 年贵州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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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贵州大数据产业统计报表制度》，统计内容主要反映大数据

发展规模包括企业数量、数据存储，加工交易、人才储备和企业

经营情况；信息基础设施情况；企业、政府数据中心、云平台的

规划和建设情况等。每半年形成一份统计报告，仅作为内部工作

参考，对外公布数据仍采用中国信通院的测算数据。   

（三）行业部门发布相关指标数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网

站的工信数据每月发布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运

行情况的全国数据，以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主要指标的全国

和地方数据，据此可以获取部分反映地方数字产业化运行情况的

指标数据。自治区统计局每月发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的投资增速指标数据，自治区商务厅发布年度电子商务交易

额指标数据。另外，通过有关部门的相关分析报告中有时也能获

取少量数据。总的看，获取地方相关指标数据还非常困难。 

二、数字经济统计监测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基于统计方法获取指标数据仍需时日。由于数字经济

渗透到全社会各行业，统计调查范围难以确定，融合部分产业核

算难度大，全面实行统计报表制度统计数字经济部份的增加值在

短时间内还难以实现，这也是国家统计部门未实行全国数字经济

统计核算的难点之一。现阶段相关省市的统计范围、统计口径、

核算方法并不一致，导致统计数据也不具备可比性，仅能作为内

部参考之用。 

（二）采用测算方法获取的指标数据存在局限性。基于投入

产出模型测算或者是基于行业数据测算数字经济规模的数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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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都存在很大局限性和片面性，还不能完全满足数字经济运行

分析对指标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全面性的要求，特别是数据

质量仍有待提高。一些常用的测算方法，仅适用于测算与信息和

通信技术相关的经济活动产生的经济总量，无法核算信息和通信

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的间接贡献。 

（三）数字经济统计监测工作机制尚未建立。数字经济统计

是一项专业性很强、业务领域涉及面广的工作，需要行业主管部

门与统计部门密切配合，合理分工，共同完成统计报表制度建立

与实施，具体数据采集、统计核算等专业工作必须由统计部门负

责实施，才能确保数据权威性，行业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协调配合

和统计数据分析应用。但目前我区尚未建立起数字经济统计监测

的工作机制，没有明确部门间的职责与分工，相关的数据沟通和

分享机制也未明确，数字经济运行分析工作合力尚未形成。由于

数据获取难，我区数字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工作难于常态化开展，

分析报告质量也不高。 

三、对策建议 

（一）加快建立数字经济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由自治区大数

据发展局和自治区统计局“双牵头”，相关行业部门密切配合，完

成数字经济统计制度建立，制定出台实施统计工作所需要的相关

政策文件。按“先易后难，注重实效”原则，先行建立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数字产业化部分）的统计制度，确定统计分类目录、统

计范围和统计方法，自治区统计局实现季度发布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指标数据，产业数字化部分采用测算方法获取的指标数据，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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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成熟后再运用统计方法进行全口径统计。 

（二）建立数字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机制。加强数字经济重点

领域运行监测，选取数字经济领域的 100 个重点企业和 100 个重

点项目，定期监测和收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及时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跟踪分析,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以点代面分析宏观态势；每季度召开数字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

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牵头组织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商

务厅、农业农村厅、通信管理局、统计局等宏观部门，邀请相关

领域的智库专家，共同研判数字经济运行态势，形成数字经济运

行分析报告。  

（三）强化数字经济咨询智库能力建设。支持我区相关研究

机构开展数字经济研究，通过强强联合、内聚外引等多形式，广

泛吸纳数字经济领域的智库机构和专家，构建数字经济智库联盟，

引入外部智力服务，促进本土数字经济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培养和

能力提升。充分发挥数字广西专家咨询委员会和数字经济专业委

员会的作用，加强重大问题研究，每年遴选若干数字经济重大课

题，公开招标委托区内外相关研究机构或专家完成课题研究，形

成一批高质量研究报告。  

（四）探索数字经济运行大数据分析方法与应用。目前，我

区已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宏观经济大数据分析，由自治区发展改革

委牵头建设的广西宏观经济大数据分析系统，初步探索形成了一

套基于非统计数据和统计数据相结合的大数据分析方法，已取得

阶段性成效。建议各方加强合作，在此基础上开展数字经济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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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方法与应用研究，同时发挥各自优势，依托全区统一的政务数

据共享交换平台和互联网大数据采集平台，加强数据资源渠道建

设，不断增强大数据分析的数据支撑能力。先期可采取专题式委

托方式，共同开展数字经济运行大数据分析报告的相关研究工作，

建立相应的大数据监测指数体系，逐步形成常态化数字经济大数

据报告服务能力。 

 

（数字经济课题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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