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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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价格 指报告期的实际价格，如工厂的出厂价格，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商业的零售价格等。按当年

价格计算，是指 些以货币表现的物量指标如工农业且产值、国内生产且值等，按照当年的实际价格来计算

且量。使用当年价格计算 è~数字，是为了使国民经济各项指标相互衔接，便于考察当年经济效益，便于对生

产和流通、生产和分配、生产和消费进行经济核算的综合平衡。

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价值指标，在不同年份之间进行对比时，因为包含布各年间价格变动因素，不能确切

反映实物量的增减变动。 4硕消除价格变动因素后，才能真实反映经济发展动态。 因此，在计算增长速度时

都使用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数字。

可比价格 指在不同时期的价值指标对比时，扣除了价格变动的因素，以确切反映物量的变化。按可比

价格计算高两种方法 种是直接用产品产量乘某年的不变价格旷鼻，另 种是用价格指数换算。

不变价格 指用同类产品自怦平均价格作为固定价格，来计算各年产品价值。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产品价

值扣除了价格变动因素，不同时期对比可以反映生产的发展速度。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农业产品价格水平

的变化，国家统计局先后五次制定了全国统 的工业产品不变价格和农业产品不变价格。从 1949 年到 1957

年使用 1952 年工(农)业产品不变价格，从 1957 年到 1971 年使用 1957 年不变价格，从 1971 年到 1981 年

使用 1970 年不变价格，从 1981 年到 1990 年使用 1980 年不变价格，从 1990 年开始使用 1990 年不变价格。

平均增长速度 我国计算平均增长速度有两种方法。 种是习惯上经常使用的 ι"水平法

均法'是以间隔期最后一年的水平同基期水平对比来计算平均每年增长(或下降)速度。 另一种是"罩计法

叉称代数平均法或方程法，是以间隔期内各年的且和同基期水平对比来计算平均每年增长(或下降)速度 。

在 般正常情况下，两种方法计算的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比较接近，但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出现大起大落时，

两种方法计算的结果差别较大。

本年鉴内所列的平均增长速度，均用"水平法"计算。从某年到某年平均增长速度的年份，均不包括基

数年在内。 如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是以 1978 年为基期计算的，贝iJ写为 1979-2010 年平均增长速度，

其余类推。

备个计划时期 表内所用各个"时期"代表的年份如下恢复时期为 1950 年到 1952 年，第一个五年计

划时期(简称" 五"时期)为 1953 年到 1957 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简称"二五"时期)为 1958 年

到 1962 年，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简称"三五"时期)为 1966 年到 1970 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期(简称"四

五"时期)为 1971 年到 1975 年，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简称"五五"时期)为 1976 年到 1980 年，第六个

五年计划时期(简称"六五"时期)为 1981 年到 1985 年，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简称"七五"时期)为 1986

年到 1990 年，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简称"八五"时期)为 1991 年到 1995 年，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期(简称

"九五"时期)为 1996 年到 2凶0 年，第十个五年计划时期(简称"十五"时期)为 2001 年到 2005 年，第

十个五年计划时期(简称"十五"时期)为 2006 年到 2010 年，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简称"十二五"

时期)为 2011 年到 2015 年，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简称"十三五"时期)为 2016 年到 2但0 年。

国民经卉行业分类 在统计工作中为取得分行业的数据资料井统一分类和编码，正确反映国民经济各行

业的结构和发展状况，便于研究国民经济的各项比例关系，而制定的国民经济行业划分标准。按现行统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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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ziz;二上
度规定，我国行业划分为 20 门类，排列顺序如下

(1)农、林、牧、渔业(2)采矿业( 3 )制造业( 4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 ) 

建筑业 (6) 批发和零售业(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8 )住宿和誓饮业( 9 )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邑技术服务业( 10 )金融业( 1 1)房地产业( 1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1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5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6 )教育( 17)卫

生和社会工作( 1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9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 )国际组织。

三次产业 是根据社会生产活动历史发展的顺序对产业结构的划分，产品直接取自自如界的部门称为第

产业，对初级产品进行再加工的部门称为第二产业，为生产和消费提供各种服务的部门称为第三产业。它

是世界上较为通用的产业结构分类，但各国的划分不尽一致。 我国的三次产业划分

第一产业 农林牧渔业(包括农业、林业、牧业和温业等，不包含农村牧温服务业)。

第二产业 工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不包括开采辅助活动和金属

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和建筑业。

第三产业 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由于第三产业包括的行业多、范围广，根据我国的实际

情况，第三产业可分为两大部门 是流通吉町、1 ，二是服务部门。具体又可分为四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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