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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conflict and severe lack of development 

take a toll on statistical capacities 

 
 

国内冲突和严重不发达现象有损于统计能力 
 
 
联合国报告了冲突不断或经济贫困的国家在收集和报告性别统计数据方面受到的严

重阻碍，也报告了在诸如全国人口普查、按性别分类的出生登记以及按性别和年龄

统计的经济活动等领域所取得的成绩。 
 
报告选用了五项指标，说明与编制和报告性别统计数据有关的国家统计能力。这些

指标是：（1）业已开展的人口普查（1995-2004 年）；（2）完成的出生登记，出生登

记率至少达 90%（1995-2003 年）；（3）按性别和年龄报告的人口数1；（4）按婴儿性

别报告的出生数 1；（5）按性别和年龄报告的经济活动 1。 
 
完成所有这五项活动的国家表明统计能力较高。完成一至四项活动的国家或地区表

明统计能力中等，没有完成任何活动的国家则表明编制性别统计数据的统计能力较

低。许多统计能力较低的国家或地区面临着困难的政治和经济状况。近年来经历过

政治或国内动乱或面临经济问题的国家，往往难以保持或提高统计能力，而统计能

力是改进性别统计必不可少的条件。 

                                                        
1 1995-2003 年期间至少报告过一次。 
 
 



 
统计能力－性别统计 
 

 
              能力较低－没有完成任何活动 

             能力中等－完成一至四项活动        

             能力较高－完成所有五项活动 

 
 
有 81 个国家或地区完成了所有五项活动，占世界人口 28%。在这些统计能力较高

的国家或地区中，人口最多的 10 国家是：埃及、法国、德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意大利、日本、菲律宾、俄罗斯联邦、联合王国和美国。 
 
没有完成任何活动的国家或地区共计 14 国，占世界人口 3%，其中大多数近年来经

历过社会和经济倒退和（或）政治冲突。它们是：阿富汗、安哥拉、喀麦隆、乍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几内亚比绍、

黎巴嫩、利比里亚、苏丹、多哥和西撒哈拉。 
 
1995-2004 年期间没有进行过一次人口普查的 10 个最大的国家是：阿富汗、哥伦比

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缅甸、尼日利亚、

秘鲁、苏丹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国家共占世界人口 7%。 
 



 
进行过人口普查的国家 
 

 

                   进行过人口普查的国家（1995-2004 年） 

 
 
 



1995-2003 年出生登记不全（出生登记率不到 90%）的 10 个最大的国家是：孟加拉

国、巴西、中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

和越南。这些国家共占世界人口 54%。 
 
 
出生登记完整的国家 
 

 

                   出生登记率达 90%或以上（1995-2003 年） 

 
 
 
 
 



1995-2003 年没有按性别和年龄报告经济活动的 10 个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刚果民

主共和国、印度、肯尼亚、缅甸、尼日利亚、苏丹、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这些国家共占世界人口 44%。 
 
 
已报告经济活动的国家 
 

 
 

                   按性别和年龄报告经济活动的国家（1995-2003 年） 

 
 
资料来源：《2005 年世界妇女：统计领域的进展》（ST/ESA/STAT/SER.K/17）, 联合国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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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nstats.un.org/unsd/demographic/products/indwm/wwpub.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