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统计数据搜集的方法 

【知识点一】收集第一手统计数据的方法★★ 

1.直接观察法 

调查人员到现场对调查对象进行观察、点数和计量，以取得原始数据的过程。【农产量抽样调查】 

2.报告法 

一般由统计机构将调查表格分发或利用网络传送给被调查者，被调查者则根据填报的要求将填好的调查表发

回。【我国统计调查中常用方法】 

3.采访法 

根据被调查者的答复来收集统计数据，分为口头询问法、被调查者自填两种。 

4.登记法 

由有关的组织机构发出通告，规定当事人在某事发生后到该机构进行登记，填写所需登记的材料。【我国人

口的出生和死亡的统计以及流动人口的统计】 

5.电话访问法 

调查人员通过电话向被调查者询问、交谈以及获得所需资料。 

6.网络调查法 

传统的调查方法都可以和网络结合，形成网络调查。 

7.试验设计法 

用于收集测试某一新产品、新工艺或新方法使用效果的数据的方法。 

【知识点二】收集第二手统计数据的方法★ 

1.第二手统计数据的主要来源有公开的出版物、未公开的内部调查等。 

2.利用间接来源的统计数据，必须注意几个问题： 

（1）要评估第二手统计数据的可用价值。 

（2）要注意指标的含义、口径、计算方法是否具有可比性，避免误用和滥用。 

（3）注意弥补缺失数据和进行质量检查。 

（4）引用统计数据时，一定要注明数据来源。 

 

真题回顾 

【真题•多选】利用间接来源的统计数据，必须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 

A.指标口径的可比性   

B.指标计算方法的可比性 

C.指标含义的可比性   

D.是否使用直接观察法 

E.是否使用采访法 

答案：ABC 

解析：本题考查搜集第二手统计数据的方法。利用间接来源的统计数据，必须注意几个问题： 

（1）要评估第二手统计数据的可用价值。 

（2）要注意指标的含义、口径、计算方法是否具有可比性，避免误用和滥用。 

（3）注意弥补缺失数据和进行质量检查。 

（4）引用统计数据时，一定要注明数据来源。 

 

【真题•单选】我国农产品产量抽样调查常用的统计数据搜集方法是（  ）。 

A.直接观察法   

B.报告法 

C.试验设计法   

D.网络调查法 

答案：A 

解析：直接观察法是指调查人员到现场对调查对象进行观察、点数和计量，以取得原始数据的过程。我国农

产品产量抽样调查常用的统计数据搜集方法是直接观察法。 



 

第四节  大数据与行政记录数据的应用 

【知识点一】大数据★ 

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正快速发展为对数量巨大、

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从中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 

借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大数据分类，国家统计局在《非传统数据统计应用指导意见 》中把大数据界

定为，通过非传统政府统计调查获取的数据，包括政府部门的行政记录数据 、商业记录数据、互联网数

据、电子设备感应数据以及其他非传统数据。 

 

真题回顾 

【真题•多选】大数据的特征包括（  ）。 

A.容量大 

B.类型多 

C.存取速度快  

D.应用价值高 

E.获取难度大 

答案：ABCD 

解析：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正快速发展为对数量

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从中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

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 

 

【知识点二】行政记录数据★ 

行政记录数

据的类型 

1.个人信息记录数据；2.单位信息记录数据 

3.自然和资源记录数据；4.其他管理记录数据 

行政记录数

据的应用 

1.行政记录数据被广泛应用于政府统计，其应用途径可以是直接应用，也可以用于统计估

算、抽样调查、统计加工。 

直接应用：如人口性别、年龄结构、人口数量、建筑物与居住地等； 

统计估算：季度和年度 CDP 核算中使用包括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交通运输周转量﹑

邮电业务总量﹑财政决算资料等部门行政管理和财务资料数据； 

抽样调查：如年龄、性别、民族、婚姻状况、居住地址、子女数量等大量人口特征信息； 

统计加工：在加工统计数据产品时，行政记录数据可以分别用于结构性统计、变动性统计和

密度统计等。如链接“建筑存量、居住存量统计”“居住者统计”，可以进行“住房条件统

计”，用以描述每个家庭单位的居住条件。 

 

真题回顾 

【真题•多选】下列行政记录数据中，可以直接进行应用包括（  ）。 

A.人口性别 

B.年龄 

C.年龄结构  

D.人口数量 

E.民族 

答案：ACD 

解析：行政记录数据中可以直接进行应用的包括人口性别、年龄结构、人口数量、建筑物与居住地等。 

 

第五节  统计数据的质量 

【知识点一】统计数据的误差及误差的来源★★★ 

类型 含义 来源 能否消除 



登记性误差 由于调查者或被调查

者的人为因素所造成

的误差 

（1）调查者造成的：调查方案中有关的规定

或解释不明确导致的填报错误、抄录错误、

汇总错误等 

（2）被调查者所造成的：因人为因素干扰形

成的有意虚报或瞒报调查数据 

从理论上讲，可以

消除 

代表性误差 在用样本数据进行推

断时所产生的随机误

差 

（1）抽取样本时没有遵循随机原则 

（2）样本结构与总体结构存在差异 

（3）样本容量不足 

无法消除，但事先

可以进行控制或计

算 

 

真题回顾 

【真题•单选】下列统计数据的误差中，属于登记性误差的是（  ）。 

A.样本结构与总体结构不同造成的误差 

B.抄录错误造成的误差 

C 抽样未遵循随机原则造成的 

D.样本容量过小造成的误差 

答案：B 

解析：登记性误差是指调查过程中由于调查者或被调查者的人为因素所造成的误差。调查者所造成的登记性

误差主要有：调查方案中有关的规定或解释不明确导致的填报错误抄录错误、汇总错误等。被调查者造成的

登记性误差主要有：因人为因素干扰形成的有意虚报或瞒报调查数据，这种误差在统计调查中应予以特别重

视。ACD 为代表性误差。 

 

【真题•单选】下列不属于代表性误差产生的原因的是（  ）。 

A.调查方案中有关规定或解释不明确   

B.样本结构与总体结构存在差异 

C.样本容量不足   

D.抽取样本没有遵循随机原则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误差产生的原因。调查方案中有关规定或解释不明确会引起登记性误差。 

 

【知识点二】统计数据的质量要求及检查★ 

1.精度，即最低的抽样误差或随机误差。 

2.准确性，即最小的非抽样误差或偏差。 

3.关联性，即满足用户决策、管理和研究的需要。 

4.及时性，即在最短的时间里取得并公布数据。 

5.一致性，即保持时间序列的可比性。 

6.最低成本，即在满足以上标准前提下，以最经济的方式取得数据。 

 

本章内容总结 

统计调查搜集的资料 第一手统计数据和第二手统计数据 

统计调查的种类 按范围（全面调查和非全面调查）；按登记时间（连续调查和不连续调查） 

统计报表 全面统计报表（常用）和非全面统计报表 

普查 一次、统一、准确、范围窄 

抽样调查 经济性、高时效、广适应、高准确 

第二手统计数据 评估价值、口径可比、弥补质量、注明来源 

大数据与行政记录数据 大数据的特征、行政记录数据的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