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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频繁。为了减少因此产生的摩擦与矛盾以及

加强国际组织对各国经济运行状况的监督，国际社会在各领域纷纷建立了国际通行标准。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s,简称IMF）为了规范其成员国经济和金融统计数据的生产和公布，制定了数据公布通

用系统（General Data Dissemination System,简称GDDS）和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pecial Data Dissemination 

Standard,简称SDDS），即统计数据公布的国际标准。 

  一、GDDS和SDDS的产生背景 

  1994~1995年墨西哥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而IMF由于没有掌握墨西哥经济金融统计数

据，在危机爆发前未能察觉，危机爆发后又不能迅速对墨西哥提供援助计划并提出相应的经济调整方案。1997年，东南亚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关于危机防范的研究成为热点，IMF也再一次认识到对其成员国经济和金融统计数据的生产和公布进

行规范的必要性。 

  在国际金融市场的需求压力和各国政府的要求下，IMF开始重新评估其在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中所应承担的新责任，并

逐步开始采取新的措施及对策。于是在1996年3月和1997年12月，SDDS和GDDS分别由IMF制定完成。两者主要涉及实际、

财政、金融、对外和社会人口五大部门的统计，具体内容包括数据的范围、频率和及时性，公布数据的质量，公布数据的

完整性和公众获取四个部分。对其每一项内容，GDDS、SDDS都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并列举了两到四种良好做法。其

中，SDDS要求参加国报告主要宏观经济和金融数据，以及生产和发布这些数据的过程及对数据的诠释, 并对数据发布的频

率、时效性、质量、公开性和透明度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而GDDS只要求参加国描述本国的统计体制现状，并根据GDDS的

总体框架提出改进计划。 

  二、GDDS与SDDS的区别 

  虽然同为IMF为规范其成员国经济、金融数据产生和公布制定的统计数据公布国际标准，但两者在多方面存在很大的

差别。 

  （一）服务对象不同 

    由于SDDS要求参加国报告的是主要宏观经济和金融数据、生产和发布这些数据的过程以及对数据的诠释，所以能达到

SDDS标准的国家通常都是有较好统计基础的国家。而且SDDS主要适用于已经或正在寻求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国家。而GDDS

通常都适用于统计基础比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 

  （二）强调重点不同 

    由于SDDS的参加国通常都有较好的统计基础，所以数据质量并不是主要问题，更加注重的是数据的频率和时效性。

GDDS也认识到及时、高频率编制和公布数据的重要性，但它最关注的是数据质量的改善，即注重数据的生产过程。因为对



 

 

于统计体系尚未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改善数据质量和提高公布数据的频率、及时性方面应稍作权衡。 

  （三）条件不同 

     SDDS要求参加国在满足其各项标准后才能正式加入该系统。而GDDS则并没有对加入国进行硬性规定，只要求完成三

项承诺：（1）将通用系统作为开发本国经济和金融数据编制和公布系统的框架；（2）指定一个国内协调机构与基金组织

工作人员合作：（3）对现行的统计数据编制和公布做法，可以由基金组织公布的短期和长期的改进计划进行说明。完成后

便可加入该系统。 

  （四）报表内容不同 

     SDDS要求参加国提供经济和金融的核心统计数据，以及生产和公布这些数据的说明。 

     GDDS则不要求提供具体数据，只要求提供有关描述现行统计数据生产和发布方面的信息和短期、中期的改进计划。 

  （五）数据分类和指标的不同 

     SDDS与GDDS在各部门数据类别、具体的核心指标的设计以及对频率和及时性等方面的要求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具体

区别如下： 

  1、实际部门 

    GDDS对实际部门数据公布的要求包括国民帐户、生产指数、价格指数和劳动力市场指标等四个方面的数据。而SDDS除

此外还要求前瞻性指标的数据公布，还鼓励公布一些主要的综合性指标指数。 

  （1）国民帐户。两个系统所规定的核心指标一致，但对核心指标计算方法的要求有所差别。GDDS只要求名义和实际

的国内生产总值，而SDDS则要求名义、实际和相关价格的国内生产总值，并要求按主要支出种类和生产部门计算GDP。

GDDS要求在数据取值日后6~9个月内公布数据，而SDDS要求1个季度内公布。 

  （2）生产指数。两个系统对于核心指标的选取相差不大，公布频率也相同。但GDDS要求6周至3个月内公布数据，而

SDDS要求6周内公布。 

  （3）价格指数。SDDS把消费者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或批发价格指数列为核心指标，而GDDS仅把消费者价格指数作

为核心指标，鼓励公布生产者价格指数。 

  （4）劳动力市场指标。两系统的核心指标选取一致。GDDS要求按年度公布数据，并在数据取值日后6~9个月内公布数

据；而SDDS要求每季公布数据，并在数据取值日后1个季度内公布。 

     2、财政部门 

     这一部门的数据类别分为中央政府预算总量（GDDS）和政府或公共部门运营（SDDS）以及中央政府债务。 

  （1）中央政府预算总量（GDDS）和政府或公共部门运营（SDDS）。虽然两个系统的数据类别名称不同，但其它方面

相差不大。不同的是，GDDS核心指标为收入、支出、差额和融资的细分（债务持有人、债务工具和币种）；而SDDS核心指

标为收入、支出、差额和国内（银行和非银行）及国外融资。 

  （2）中央政府债务。GDDS中受鼓励的指标为政府担保债务；而SDDS的受鼓励指标包括：债务偿还的预测、中长期债

务的利息和分期偿还及对短期债务分期偿还的预测。 

     3、金融部门 

     该部门的数据类别分为广义货币和信贷总量（GDDS）及银行部门的分析帐户（SDDS）、中央银行总量（GDDS）和中

央银行的分析帐户（SDDS）、利率和股票市场等四大类。 

  （1）广义货币和信贷总量（GDDS）及银行部门的分析帐户（SDDS）。GDDS的数据类别为广义货币和信贷总量，其核

心指标为广义或狭义货币、国内信贷和净对外头寸；而SDDS的数据类别为银行部门的分析帐户，核心指标为货币总量、公

共和私人部门的国内信贷及对外头寸。 

  （2）中央银行总量（GDDS）和中央银行的分析帐户（SDDS）。GDDS的数据类别为中央银行总量，核心指标为储备货

币，并要求1~2个月内公布数据；而SDDS的数据类别为中央银行的分析帐户，其核心指标为储备货币、公共和私人部门的

国内债权及对外头寸，并要求2周内公布数据。 

  （3）利率。两系统的核心指标一致。但GDDS的受鼓励指标为货币或同业拆借利率及一套存贷款利率，要求按月公布

数据；而SDDS的受鼓励指标为代表性存贷款利率范围，并要求每天公布。 

 

 



  （4）股票市场。GDDS的受鼓励指标为股价指数，要求按月公布；而SDDS的核心指标为股价指数，要求每天公布。 

  4、对外部门 

    该部门的数据类别分为国际收支总量、国际储备（GDDS）和国际储备及外币流动性（SDDS）、商品贸易和汇率等四大

类。另外，SDDS还包括2个数据类别：国际投资头寸和外债。 

  （1）国际收支总量。两个系统的核心指标设置一致。但GDDS的受鼓励指标为总体经济的外债和偿债数据，要求6个月

内公布数据；而SDDS的受鼓励指标为外国直接投资和有价证券投资，要求1个季度内公布数据。 

  （2）国际储备（GDDS）和国际储备及外币流动性（SDDS）。GDDS的数据类别为国际储备，核心指标为官方储备总

额；而SDDS的数据类别为国际储备及外币流动性，其核心指标为官方总储备、其他外币资产、外币资产偶尔短期预提和相

关条款。 

  （3）商品贸易。GDDS和SDDS仅在及时性上有所差异，GDDS要求在8周至3个月内公布数据，而SDDS要求8周内公布数

据。 

  （4）汇率。GDDS所设核心指标为即期汇率，而SDDS的核心指标则包括现期和3至6个月的远期市场汇率。 

  5、社会—人口数据 

    在该部门中，SDDS只要求对人口方面数据的公布，而GDDS则将数据类别扩展为人口、保健、教育和贫困状况等4个方

面。在人口方面，GDDS的核心指标为人口、人口增长率、城市人口、农村人口、人口性别和人口的年龄构成，并要求每个

国家按照国情公布数据；而SDDS只有受鼓励的指标：按主要构成（如年龄、性别等）的人口数据，并要求每年公布数据。   

  三、GDDS和SDDS的联系  

    

  作为IMF的两大统计数据公布的国际标准，两者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及部分共同点。 

  （一）IMF自1996年制定了SDDS后，考虑到该标准主要适用于已经或寻求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国家，而且要加入SDDS

的要求也比较严格，于是，在1997年12月又颁布了GDDS。从时间上来看，先有SDDS才有GDDS；但就内容而言，GDDS是

SDDS的基础，或者说是通向SDDS的桥梁。 

  （二）两者都从数据特征、质量、诚信度和公开性等四个方面对数据的生产和公布制定标准。 

    1、数据特征：指统计的范围、统计的频率和发布的及时性。在范围方面，GDDS和SDDS都包括了实际部门、财政部

门、金融部门、对外部门，以及社会人口部门。每个部门的指标体系也基本上是一致的。 

  2、数据质量：两者都要求公布关于编制统计数据所采取的方法和数据来源等方面的文件。而且要求提供有关分项的细

节、相关的统计数据的编制，以及支持统计交叉检验并保证数据合理性的统计框架。 

  3、诚信度：GDDS和SDDS都要求：①公布统计法规；②说明在数据公布前政府从内部获得数据的情况；③指明统计数

据公布的时候，有关部委是否做了评述；④提供有关数据的修正信息并提前通报统计方法的重大修改。 

  4、公开性：即数据对公众开放程度。GDDS和SDDS都要求：①提前公布数据发布日程；②向所有有关方同时发布。  

   

  四、对我国统计工作的启示     

   我国已于2002年加入了GDDS，虽然我国在IMF的官方网站上已经对数据公布作出承诺，并制定了相应计划，但总的看

来与GDDS中制定的标准仍存在较大差距。为了使我国的统计数据尽快与国际标准接轨，并向SDDS靠拢，通过对GDDS和

SDDS的比较分析，改进和完善我国的统计数据发布系统。 

  （一）完善各部门统计指标体系，缩小与国际标准的差距。通过对比可以发现GDDS和SDDS设计的核心指标中有很多指

标我国尚未对其进行编制或公布。所以我们应当立足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适当拓展一些部门的统计指标体系及统计

范围，当然不可操之过急。应积极稳健地推进统计改革，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国际标准靠拢。 



  （二）提高统计数据公布的频率和及时性，适度增加我国统计数据的透明性。我国的部分数据的公布频率和及时性虽

已达到SDDS的要求，如利率、股票指数等，但也有部分数据仍与GDDS相差甚远，如我国的国民收入还处于不规则公布的状

态。GDDS和SDDS都非常强调统计数据的透明性，但由于我国的统计基础还比较薄弱，多年来积累的体制问题根深蒂固，信

息披露体系不成熟，而且我国加入WTO时间不长，在现阶段过分地强调数据的透明性很可能会给我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带来

不利的影响。不仅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混乱，而且还会增加宏观金融政策的难度。因此，当前我们应作好保密性与透明性

的权衡工作。 

  （三）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很长时间以来，我国的统计数据质量都不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 伐不断加快，我们

也应尽快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以获得外界对我国数据的信任。切实执行统计数据“谁统计、谁发布、谁负责”的制度，如

果使用和发布的不是自己调查的统计数据，必须注明资料的来源和出处。 

  （四）建立所有成员可在同一时间获得政府统计数据的制度和机制。目前我国统计数据披露采用“政府优先”原则，

即先内后外、先政府后社会，不符合国际标准。随时和机会均等地获得统计数据是公众的基本要求，所以应努力作到：预

告数据发布的时间；向有关方同时发布数据。 

  （五）在国内构建一个类似于SDDS的面向公众公布数据的系统，并建立一个专门的网站向公众发布数据。要求人民银

行、财政局、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按照我国对GDDS所作的承诺，及时地、高频率地公布数据。 

     虽然我国已于2002年4月15日加入了GDDS，统计数据已开始逐步于国际接轨。但从长远看来，我们还应在国际技术

援助和专门培训下，履行我国对GDDS作的承诺，按照在GDDS制定的计划，尽快地完善我国的统计体系，并把SDDS作为改进

我国数据公布工作的框架，再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迈向SDDS的日程。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统计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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