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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枷牢氐
一、我国建立现代统计体系研究

现代统计体系以领域完整、指标健全、标准统一的统计调查体系为基础，以科学规范的调查过程和行为准

则为主导，以严格完备的统计法治为保障，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是全面及时、真实准确、运转高效的统计体系。

建立现代统计体系是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统计支撑，使统计更好地适应社会化、多元化、市

场化、国际化发展格局，更好地适应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迅猛发展大势，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

更好地适应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实施。

二、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提高统计工作效率研究

在大数据时代，社会统计力量发展很快，只有提高统计效率才能应对这一挑战，才能提升政府统计权威性

公正性，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统计职能，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提高统计工作效率就是要提高统计数据的时效性，

增强预测预判能力，改变传统统计事后反映的被动局面。

三、大数据与统计云研究

大数据与云计算是现代统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统计能力的重要手段。研究重点包括：传统统计

如何应对大数据背景下社会统计力量快速发展的挑战研究；统计云与大数据平台研究；大数据、企业电子记录

和行政记录的数据资源状况及在统计中应用前景研究；利用大数据提高统计工作效率研究；如何在价格统计中

应用大数据减少采价工作量、丰富代表规格品种类和提高数据及时性研究工业、贸易、居民收支、人口、就业、
投资、建筑业、房地产、服务业、国民经济核算等专业统计领域如何利用大数据、企业电子记录和政府行政记

录研究；利用大数据对数据质量进行评估研究；利用大数据预测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研究；如何利用云计算改革

完善统计业务流程研究；如何利用云计算对部门数据、互联网数据进行收集、挖掘与分析研究；数据挖掘技术

在政府统计工作中的应用研究；统计中使用大数据的技术手段研究。

四、对我国经济及主要指标的预判预测方法研究

传统统计是事后被动反映，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研究经济社会的变动规律，对经济变动趋势进行预判。

研究重点是以统计科学前沿成果为基础，结合我国经济实际情况，充分利用大数据，提出能准确预判预测经济

变动趋势的实用方法。

五、国内外统计理论前沿成果在我国统计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国内外统计理论前沿成果包括数理统计方法、国民经济核算、统计调查、数据质量控制、数据质量评估、

统计预测、大数据应用等众多方面。研究重点是如何利用这些最新成果来改进我国统计工作，增强统计公信力，

为统计改革和统计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六、。互联网+’与统计改革

互联网已在统计中得到广泛应用，成为统计改革和统计创新的源泉。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大数据、云

汁算和物联网等新技术不断涌现，互联网在统计中应用又打开了新的空间。研究重点包括：利用互联网改造传

统统计研究；利用互联网提高统计效率研究；利用互联网拓展统计服务研究；利用互联网改进数据采集过程研究。

七、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统计调查评价体系研究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成果考核评价要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

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研究重点包括：

新常态下的我国统计凋查体系应从哪些方面进行调整；新常态下的反映提质增效升级统计指标体系研究；新常

态下全面小康监测理论和方法研究。

八、统计调查制度研究

对现有统计调查制度进行研究，提出改进途径；对一些将来有可能开展的调查进行前瞻性研究，提出具体

调查方案或对其中的一些难点问题提出处理方案。研究重点包括：基本单位名录库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法研究；

就业状况统计方法的改进途径研究；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制度方法改革研究；能源统计制度方法的改进途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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