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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统计分析中数据的可比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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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目前，数据统计属于国际之间开展交流合作的主要统计语言，因此我国需要积极使用国际标准，提升数据可比性，不但能够满足

国际经济合作需求，还可以为我国科学研究院内部的数据分析提供一定的辅助。科研院所内部经济统计分析数据可比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

义，本文主要针对科研院所统计分析中数据可比性实施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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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语言中数据统计可以实现国际之间的比较和交流，也是国

际合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国内统计分析需要始终符合改革需求，使

用国际标准统计方式不断增强统计分析中数据的可比性。这属于国

际合作以及信息交流的主要标准，所以现代科研院所需要将统计分

析中数据可比性作为较为重要的研究内容深入分析。

1 科研院所统计分析数据对比

统计分析数据在进行对比的时候，主要是将客观事物相互之间

展开对比，并对其进行相应的鉴定，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差异。

使用有效的计算方式对其数量之间的差异，问题差异和变化差异进

行合理的判断及评价，寻找问题的原因，为事物的发展变化起到推

动作用，对比统计分析方式在数据分析中有着较为广泛的应用。假

如将事故单独分析那么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只有结合其他

事物展开对比才能提升认知程度。比如，相关科研院所人员在科学

研究时间内进行情况分析，可以将不同时间段内的技术人员科学研

究时间有效对比，实时观察到科学研究人员对于时间的使用状态以

及变化，还可以观察到时间对多种因素之间产生的干扰和影响。便

于在不同范围内实现静止的对比分析。可以将各个国家资料进行对

比，分析其内部政治制度，民俗习惯以及生产水平等，可以为不同

数据差异之间影响因素的发现提供辅助。还可以将不同人员资料进

行对比，并分析其喜好和工作习惯对其产生的影响以及对时间利用

情况的干扰。科研院所内部在对经济数据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会因

为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之间的差异导致其研究内容也存在显著差别，

因此需要选择较为合理的方式对其开展相应的对比和分析。在对比

的过程中可以将其分为静态，动态比较额相差相除比较等等。

2 科研院所经济体系中统计分析可比性研究

科研院所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会使用几种不同的计量方式，分为

价值量，劳动量和实物量，不管是何种计量方式在实际使用的过程

中都需要提升对于可比性标准的重视。产品劳动量标准无法使用科

研院所之间的对比方式，即便是相同科研院所内部的不同产品也都

无法具有可比性。而技术人员对于自身业务的熟练程度以及技术条

件在不同时间内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这也影响到了定额工时的水

平高低。在这其中对于原始实物量进行计算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需

要结合国家标准进行计算，可以先选择一种产品作为标准产品，并

将其他不同产品按照适当的比例对其进行产量折算。可以将一些燃

烧的木材折算为标准木材，并叠加木材数量，从而得到相应的实物量。

对产品劳动量标准实施计算的时候，其主要使用的是定额时间，而

不是实际时间。计算产品实际价值的时候，可以选择较为恰当的价

格标准，将企业实际生产过程中的投产情况充分展示出来。产品质

量和种类在统计的过程中，产品预定量和成交量可以使用成交价格

有效过渡并将其结合为价值量计算。其中需要注意指标计算的时候，

保证分子和分母具有可比性，分子和分母需要保持一致，不能使用

其他产品抵当前产品的欠货量。生产人员的劳动生产率标准和效益

标准在实际计算的时候，应该保证其始终具有可比性 [1]。

3 科研院所统计分析数据的可比性标准

可比性指的是相同项目统计数据在某个固定时间和空间上的有

效对比，主要是对不同数据指标是否符合相关研究任务进行要求。

如果对比的方式符合标准，那么经过对比之后得到的结果就可以提

升问题解答的标准性，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这也需要科研

院所在内部使用一致的统计分析方式和标准，更好的为统计数据口

径范围的一致性奠定基础，另外还可以在不同科研院所和地区之间

实施有效对比。统计方式的复杂程度直接决定了统计数据指标可比

性，因此想要使统计数据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就需要从不同方面进

行考量。其一，需要选择较为准确的数据进行对比，并基于研究对

象的特点和性质为基础对其展开对比。其二，使用相对数分母和分

子需要具有一定的可比性，选择的时候可以从相对数分母和分子内

容进行考量，还可以结合计算方式和口径展开研究。假如其中出现

无法比较的情况，那么就可以以实际研究目的为标准，对其实施有

效的换算和调整。比如，在生产某种物体的时候，A 需要 60 分钟，

B 需要 30 分钟，C 需要 90 分钟，这时生产该物体的实际社会劳动生

产力为 60 分钟，社会劳动生产率在不断提升的时候，其社会价值不

会产生变化。假如，某生产单位时间能够生产 10 个物体，而一个价

值 100 元，那么其实际价值总量为 1000 元，目前社会劳动生产率在

提升 1 倍的时候就会提高其单独商品价值量 [2]。在单个物体劳动生

产率提升之后，生产时间也会相对减少，在生产时间保持一致的情

况下，增加了生产数量，会压缩生产人员的个人所得，而这些压缩

的个人所得就会变成物体的实际价值量。物体价值量主要是经过社

会劳动时间规定，并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所以在社会劳动生

产率保持一致的时候，生产人员就会提升其个人劳动生产率，并降

低成本，促使经济效益得到相应的增长，这也成为了企业在发展过

程中的主要基础。社会劳动生产率能够对社会范围内生产效率进行

一定的衡量，在这种情况下会增加了解程度，假如在这时将其与其

他的劳动生产率相对比，所得出的对结论将会比较全面而具体，寻

找出其中存在的差异和问题，采取有效的解决方式对其进行解决 [3]。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逐渐统一化，因此世界

各国都应该深入分析统计数据可比性，并为其数据质量的提升奠定

基础。在研究的过程中取得重大突破可以丰富其衡量标准，从多个

方面实现合理的质量评估，为国际化比较做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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