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综合年鉴数据处理探析
———以《梧州年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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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年鉴作为严谨科学的资料性著述，数据的准确性至关重要。 地方综合年鉴

的数据反映了地情状况。 由于年鉴数据来源的多样性，常会导致数据的相互矛盾和

不实以及使用不规范等问题，对数据进行技术处理，即采取验算、核算和逻辑核对等

步骤必不可少。 在数据技术处理的具体方式、方法上，注重数据使用的规范以及表

达的完整，确保数据处理关联性和完整性。 由于年鉴数据的真实性和重要性特点，
提高数据处理人员的专业化水平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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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综合年鉴的数据，是从数量的角度来记述一个行政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
化和社会情状的资料，是年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年鉴的经济类目中，数据的地

位尤为举足轻重。 大到国民经济的主要成就，小到某项工程的进展情况，往往都用数

据来表述。 如果数据上出现问题，年鉴质量就不能保证，影响其权威性。 年鉴质量的

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处理技术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数据本身的准确性、使用的

规范性以及表达的完整性”①。 为使年鉴成为严谨科学的资料性著述，必须把好数据关。
笔者结合《梧州年鉴》编纂出版的工作实践，就如何处理地方综合年鉴的数据提出自己

的一点浅见。

一、数据来源的多样性是年鉴客观存在的现实

出版地方综合年鉴是一个系统地、连续地、需要各个部门、单位配合的政府工程，是政

府行为，所谓众手成书。 因此，年鉴数据的来源渠道也是多样的。 可分为传统来源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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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两种。 考察年鉴的数据来源，有助于我们理解数据处理的因由。 而且，在具体数据处

理上，能够根据数据的不同来源做出正确的判断。

（一）传统来源

从年鉴资料来源看，一般地方综合年鉴的数据来源主要由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及行业协会等按年鉴编纂要求提供，多数来自会议讲话、会议纪要、工作报告、工作

总结、统计报表、工作台帐、新闻通稿等。 此外也有一部分数据资料由年鉴编辑人员“通过

新闻报刊、查阅档案和提炼网络信息以及调查访问等方式进行搜集”①。 这往往因为数出

多门、口径的不同很容易导致数据出现矛盾。 权威的数据来源是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
实际上，统计部门每年下半年 ９ 月至 １０ 月才公布所有上一年的数据，《梧州年鉴》在统计

部门尚未公布数据之前，年鉴中的重要数据全部空缺，等到统计部门公布后再填补。 如

此，难以做到在出版年度的上半年内出版。

（二）创新来源

“当前年鉴资料的来源绝大多数还是以单位供稿为主导，被动收集资料为主，网络信

息来源利用很少，内容也主要是国家机关治理涉及的领域，在政府部门职能不涉及的一些

社会和行业领域，内容则很少。”②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的

行动纲要的通知》出台。 随着我国大数据发展规划的落实，“云计算”技术的广泛应用，年
鉴应逐步突破单一被动接收资料的模式，把一些党政机关职能范围外，以前难以出现在年

鉴中的一些内容，“如在一些服务业领域像电子商务发展情况、餐饮行业客流量等数据，均
需依托相关行业数据库来收集整理”③，弥补年鉴记录的空白。

由于年鉴数据来源的多样性，数出多门，常常导致数据的矛盾和不实，以及使用的不

规范等问题。 因此，有必要对数据进行技术处理。

二、数据的准确性是保证年鉴客观记述的根本

数据资料用以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的程度。 数据的准确程度，直接关系到年鉴的质量

和使用价值。 在编纂年鉴过程中，因为数出多门，也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提供的数据不

够准确，甚至有虚假成份。 因此要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必须对数据进行多方核实。

（一）验算核实

我们核实数据是否准确，常常需要根据各种公式进行演算。 因此，年鉴工作者需要掌

握一些统计学、经济学方面的常识。 例如，人口统计方面的自然增长率、平均期望寿命，运
输量的人 ／公里和吨 ／公里等都是用特定的公式计算的特定概念，只有弄清它们的概念和

计算方法，才能进行正确的演算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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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存在包含关系的一组数据或图表，如果总项和分项都罗列完全，就需要计算核验单

项相加是否与合计相等。 例如，“全市有党员 １４ ０９ 万名。 其中，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１ ２３
万名，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２ ５９ 万名，工勤技能人员

２９６３ 名，农牧渔民 ６ １３ 万名，学生 ７１６ 名，离退休人员 ２ ６０ 万名，其他职业人员 ７０６６
名”。 单项相加与合计不符，经查其总数是错误的。

关于绝对数与比率的核算，尤其要注意有些概念相近但是计算方法不同、特别容易混

淆的情况。 比如，“百分比”不等于“百分点”，“增长了”不等于“增长到”，相当于多少倍不

等于增加了多少倍，增长两倍不等于翻两番，递增率不能用简单算术平均法计算而要用几

何平均法计算，等等。

（二）对照核实

同一内容、同一时间内的数据，尤其是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数据，要与统

计部门及相关主管部门的数据对照核实。 《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明确要求：“年
鉴采用的数据应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未列入统计范围的，以业务主管部门的为准。 数

据不一致时，应加以说明。”
年鉴经常有同一数据在全书多次出现的情况，概览、概述中的数据要与各类目、分述

中的数据相对照，不同类目出现的同一项数据也应对照核实。 发现有不一致的，应请供稿

人员重新查对。 在资料来源、统计范围、统计口径、计算方法及行业分类等方面找出原因，
务求一致，使数据更具可比性和说服力。 在编纂过程中，应注意文与表、文与图、图与表之

间数据的一致性。 内文与图表的数据相对照，不一致的地方都应该核实纠正。
年鉴中同一数据不同地方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比较普遍，即使统计部门出的统计年鉴

也不例外。 比如《梧州统计年鉴（２０１６）》“概述”中的梧州市行政区域总面积是 １２５８８ 平

方公里，而在其后的分述表格中，市总面积是 １２５７２ ４８ 平方公里。 通过查问得知，原来是

因为市国土局重新核定了全市及各县（市）区的行政区域面积，而《梧州统计年鉴（２０１６）》
在分述表格中采用的是新数据，但是概述中仍沿用旧资料，所以导致出错。

（三）逻辑上核实

除以上两种核实外，相关数据还应根据自己的见识，从逻辑角度进行检查，看看各项

相关数据的大小或变化是否符合逻辑。 如果数据过大或过小，不合常理，就有可能是错误

的。 例如，２０１６ 年岑溪古典鸡养殖，年饲养量 １５００ 多万羽，年出栏 ２０００ 多万羽。 计算公

式是“年饲养量 ＝出栏量 ＋存栏量”，年饲养量不可能比年出栏量少，所以明显有误。 经供

稿单位核查，数据统计时把非古典鸡的年出栏数也算进古典鸡的年出栏量里从而导致

错误。
在行政区划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虽然原来的名称不变，但区划变化前后的数据不能

混同使用，也没有可比性。 比如 ２０１３ 年梧州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撤销万秀区、蝶山区，
设立新的万秀区；苍梧县分出龙圩区。 在《梧州年鉴（２０１４）》中，苍梧县和新万秀区的有

关全县（区）的数据，再与上年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或相加等，都是不科学的，应注意删除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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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使用的规范化

由于数据来源的多样性，年鉴收集来的原始数据的表现形式也五花八门、杂乱无章，
这就需要我们对年鉴中数据的书写形式和计量单位用统一标准规范起来，以消除混乱，方
便读者使用。

（一）数字书写的规范是年鉴规范化的基础

为保证年鉴数据使用的规范化，年鉴的数字书写应当按照《出版物上数字用法》（ＧＢ ／ Ｔ
１５８３５—２０１１）执行。 这个规定适用于除文艺类和重排古籍外的所有出版物。 但查阅各地年

鉴，发现数字书写仍然存在许多不规范的地方，各地标准不一，尤其是对多位数的处理。
１ 多位数的处理

对照上述《出版物上数字用法》，各地年鉴比较容易忽略的规定是，整数部分每三位一

组，以“，”或组间空 １ ／ ４ 个汉字分节，小数部分不分节。 四位数以内的整数可以不分节，但
所查年鉴完全不分节的居多。 对于多位数的处理，应倾向于沿用广西第一轮修志行文规

范中的做法，除图表外的内文数字，超过万的数字以万为单位，超过亿以亿为单位，同时小

数点后以四舍五入方式保留两位数字。 原因有四：
一是年鉴收录数据的比重较大，一部年鉴中的数据资料约占全书的 ３０％ ，尤其是经济

部类所占的比重更大，某些类目全由数据说明问题。 比如“财税金融”中的“财政收支”类
目。 如果全是不作处理的多位数，显得冗长繁琐。

二是年鉴收录的原数据五花八门，有以个位为单位的多位数，有以万为单位的，有以

亿为单位的数；有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数的，同时也有保留两位、三位甚至四位数的，杂乱

无章。
三是按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得到的数字，在年鉴常见的分项合计运算中，和处

理前的精确数相比较，纵使有误差也在处理后数字的 ０ ０１ 范围内，也就是说误差不过

０ ０１。 这在非科技出版物的地方综合年鉴上，还是可以接受的。 比如前述的党员分项合

计实例中，实数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１２３３１ 名，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专业技术人

员和管理人员 ２５８６８ 名，工勤技能人员 ２９６３ 名，农牧渔民 ６１３１９ 名，学生 ７１６ 名，离退休人

员 ２５９８０ 名，其他职业人员 ７０６６ 名”，合计是 １３６２４３ 名。 按前述处理后的数字展开相加，
是 １３６２４５ 名，相差仅为 ２。

四是许多精确到个位的统计数并不都是实际意义上的绝对数，有的是抽样调查的结

果；有的在计算方法或渠道来源上存在一定的偏差；有的是因测量工具或方法改进后，得
出更精确的结果。 所以有不少统计数据历年都会做出调整。 而这种以万、亿为单位的处

理数，看似不够精确却扩大容错空间。 比如前述的梧州市行政区域总面积，实际上梧州市

总行政区划一直没变，２０１５ 年之前沿用的数据一直是 １２５８８ 平方公里，２０１５ 年调整为

１２５７２ ４８ 平方公里。 如果历年年鉴一直记录的是 １ ２６ 万平方公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

数据反而更为准确，更为科学。
５５

地方综合年鉴数据处理探析



五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从不同渠道获取的数据会越来越多，人们的思维在大数

据的冲击下会发生改变，“绝对的精准不再是追求的主要目标，会适当忽略微观层面上的

精确度，转向从宏观层面获得更好的认知和洞察力”①。 所以，新时代也在要求年鉴及年

鉴从业者与时俱进，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容纳更大的信息量，以满足读者需要。
２ 比较容易出错的书写

数字书写比较容易出错的是，“９ 万（亿） ～ １６ 万（亿）”不能写成“９ ～ １６ 万（亿）”；
“１５％ ～３０％ ”不能写成“１５ ～ ３０％ ”；“阿拉伯数字‘０’的汉字书写形式有‘零’和‘〇’两
种，数字用作计量时，其中‘０’的汉字书写形式为‘零’，用作编号时，‘０’的汉字书写形式

为‘〇’；……一般数值不能同时采用阿拉伯数字和汉字数字，如 ４０００ 可以写作‘四千’，不
能写作‘４ 千’。”②但要注意计量单位不应改动。

（二）关于计量单位的规范

计量单位的采用应当统一按照《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ＧＢ３１００ － ９３）执行。 其中面

积的法定单位是以平方米（ｍ２）为代表的小到平方毫米（ｍｍ２），大到平方千米（ｋｍ２）的一

系列单位。 自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国务院批准在统计工作和对外签约中一律使用规定的

土地面积计量单位：平方千米（ｋｍ２）、公顷（ｈｍ２）和平方米（ｍ２）。 时至今日，我们编年鉴

时，还在为用公顷还是用亩纠结不已。 究其原因，是“亩”有着庞大的群众基础，人们习惯

用“亩产”多少计量农作物的产能，至今都没有合适的量词代替并被大众认可、使用。 公顷

相对于亩太大，平方米又太小，所以在农业类目中，亩还是随处可见的。 《梧州年鉴》现今

的做法是，１５ 亩以上的土地面积一概换算成公顷；在农业类目中用“亩产”记述产能的段

落，保持用“亩”作计量单位；“平方米”一般用于建筑面积的计量。

四、数据的完整性是年鉴综合质量的保证

地方综合年鉴要达到比较高的质量标准，还应当注重数据表达是否完整。 数据表达

的完整性包括两个层次，首先数据内容表达要求全面，其次要求数据是相互关联的。

（一）数据内容全面

从数据的内涵来说，数据资料要具备的完整性，包括数据所反映的对象是否全面和数

据本身是否反映了全面的事物两个方面。 “数据所反映的对象，特别是有关全局的数据、
宏观的数据、整体的数据收录是否全面，如记述工业要有固定资产原值、产品销售收入、利
税以及企业留利的数据资料，记述商业要有主要消费零售量、零售额数据等等。”③数据本

身是否反映全面，指的是录入数据的统计口径及统计范围是全局的而非局部的。 就《梧州年

鉴》而言，收录的全局数据应反映全市性的而非市本级的，或者不能只是某个部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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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年鉴是逐年出版的连续性刊物，数据的完整性还体现在同一数据及数据组在不同

卷次中的连续记载，统计口径应做到统一，注意和上年数据对比，形成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

性和系列性，“以反映事物的持续变化及结果，保证年鉴中该数据资料的完整、齐全”①。
从数据的表达方式上看，数据要表达全面，还应在年鉴中多方运用列表、曲线图、柱状

图等生动、直观、形象的演绎形式，使冗长繁琐的文字记述化繁为简，一扫沉闷的版面布

局，增强年鉴的可读性。

（二）数据相互联系

数据是信息的反映，孤立的数据或相互缺乏关联的数据往往缺乏对事物的说明意义，成
为使用价值不大的信息。 数据的关联性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尤其是进入大数据时代后，更
注重相关关系，全面关联的数据通过大数据技术处理成为人们了解世界的更好视角。 “年鉴

的意义在于对数据进行筛选，经过有序化、系列化的加工处理，使之成为能够说明某一事物

的有价值的信息。 年鉴中数据的取舍应以其在反映事物中是否为不可缺少的要素为标准，
反过来说，数据只有作为说明某事物不可缺少的要素存在时才是有意义的。”②在年鉴中，我
们需要的是相关联的全面数据，仅提供某一事物侧面的片断数据是缺乏记载价值的。

五、数据处理技术的提高是保证年鉴升级的重要条件

年鉴内容涉及百科，年鉴编纂工作者即使不能做到博学多才，也应通过努力学习拓展

知识面，改善自身知识结构，这是提高数据处理技术水平的基础。 因此，年鉴部门有必要

对年鉴编纂人员及供稿人员进行针对数据处理的一系列培训。 首先，要让他们熟悉与数

据处理相关的各种规定和标准，学习和掌握《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及《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等规定，学习所在省（自治区）出台的相关规定和标准

以及所编年鉴自定的行文规范等。 其次，请来统计部门或统计专业的行家、教授，传授统

计学基本知识和原理，让编纂人员掌握一些常用的统计概念、统计口径、统计公式，熟悉和

掌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种统计数据。 最后，年鉴涉及百科知识，编纂人员还需要学

习其他学科的知识，特别是经济学方面的常识。 这也应作为培训年鉴工作者的一项重要

内容。 这样才能掌控各行各业涉及不同领域的数据，培养对数据的敏感度，纠错补缺，做
到科学准确的记述。

地方综合年鉴录用的数据必须准确、规范和完整。 由于数据来源多样，不可能从一开

始就达到要求，需要对数据进行技术处理。 要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必须对数据进行多方核

实。 为保证数据使用的规范化，数字书写应按照国家标准执行。 注重数据内容表达全面

和数据之间的相互关联，以编纂质量较高及数据完整的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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