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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的全球政策与国家行

动之间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该部主要致力于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一) 汇

编、制作和分析范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数据与信息，供联合国会员国借

鉴，以分析共同的问题和评估政策抉择；(二) 促进会员国在多个政府机构内

就如何采取联合行动应对当前或新出现的全球挑战进行谈判；(三) 就如何将

联合国各次会议和首脑会议制定的政策框架转化为国家级方案的方式方法，向

相关政府提供咨询意见，通过技术援助协助开展国家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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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文件以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提到这种编号，系指某份联合国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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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旅游组织(世旅组织)是负责旅游的联合国专门机构。作为联合国系统的一

部分，世旅组织参加了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工作，而统计委员会是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的一个职司委员会，是国际统计活动的最高决策机构。委员会积极制订

统计标准，制订概念和方法，并在国家和国际两级将它们付诸实施。

本《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编制指南》是《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

的姐妹出版物。《编制指南》的主要宗旨是对编制旅游统计所需资源和方法的

利用问题，提供进一步的说明，并提供实用指南。《指南》旨在支持各国编制

高质量的基本数据和指标，并增强旅游统计的国际可比性。

《编制指南》是由各国旅游统计编制人员、国际和区域组织的专家以及世

旅组织工作人员编写的，供所有参与编制旅游统计的人员使用，无论他们是为

国家统计局、国家旅游局工作，还是为编写或有可能编写旅游统计编制相关信

息的任何其他实体工作。此外，那些希望更深入了解旅游数据性质的用户可能

会对本出版物所含的信息感兴趣。

世旅组织对各国和国际旅游统计专家提供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表示诚挚的谢

意，这些意见和建议对编写这本《编制指南》都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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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在2008年2月26日至29日召开的第三十九届会议上，通过了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39/106号决定，(b)段)，并请世界旅游组织

(世旅组织)制订一项方案，为实施《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提供辅助(第

39/106号决定，(c)段)。该方案还包括制订旅游统计《编制指南》。

在联合国系统内，惯常做法是通过一项国际统计标准或一套国际建议，例

如《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随后：

(a)   制订一项实施方案，包含培训材料、讲习班和技术援助方案，旨在

帮助各国完成建议所涉基本数据的基本收集、编制和发布工作。

(b)  编写一份编制指南，其目标如下：

(一)  根据最佳做法，就如何收集国际建议所述商定变量清单的有关

数据提供实用建议，包括确定使用的单位、样本框架和设计、

源数据、视需要设计和实施调查、各国对分类法所作的调整，

以及进行核证和编辑所用的统计技术；

(二)  为建立数据库提供指导，尤其注重将元数据包含在内；

(三)  提供不断选取的、与定期更新编制指南有动态关联的最佳做

法；

(四)  就制订数据质量框架提供指导：1. 以评估是否符合建议所依据

的概念，2. 以评估各国在何种范围内定期落实那些建议。

本《编制指南》旨在充当在全世界实施《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的基

本辅助工具。在此意义上，它还就如何向世旅组织提交信息提供指导，以将其

纳入可用的、最全面的国际旅游统计数据库，即《旅游统计简编》，目标是提

高国际可比性和全世界深化对旅游的理解。

《编制指南》讨论了新的数据来源和将统计方法适用于不断变化的情况。

由于统计方法因时而变，《编制指南》没有以规定性或限定性方法阐述旅游统

计的编制。它阐述的是不同方法的优点和缺点，以及根据《2008年国际旅游统

计建议》编制数据时，需要作出的调整。

《编制指南》考虑到了与《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相关的现有国际标

准，并与现有编制指南提供的建议，例如《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指南》和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编制指南》提供的建议保持一致。

世旅组织提出的一般指导方针，是为了促使国家旅游统计系统的配置能

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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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准确的和基于建议原则的数据集，以支持国际可比性；

• 使各国确认它们的统计差距，并就如何弥合差距提供指导；

• 为监测和分析旅游政策提供支持。

《编制指南》包含关于《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引入和使用的不同概

念的意见和解释，对与这些建议有关的基本问题的考察，关于如何编制建议变

量和总量的指南，以及关于某些国家如何解决特定问题的实例。可以将某些解

决方案视为最佳做法；其他做法，虽然面向特定国情，但是仍然可能成为令人

感兴趣的例证，说明各国如何克服在编制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编制指南》提供关于编制问题的广泛解释和国家实例，其结构与《2008
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相似，详情如下：

• 第一章讨论旅游统计系统的设计方式，阐述为提高旅游统计国际可比

性而制订的基本信息框架，并介绍为建设旅游统计系统而作出机构安

排的重要意义；

• 第二章提供面向需求的《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概念框架概览，

和与观察方式有关的问题范围内的核心概念；

• 第三章阐述在计量游客流量和观察他们的特点时出现的问题，各国在

计量和观察时可以遵循的流程，以及得出的基本数据和指标；

• 第四章以旅游支出为重点，阐述计量问题、可用的计量工具，以及得

出的基本支出数据和指标；

• 第五章讨论旅游统计中使用的分类，特别是与产品和活动有关的分

类；

• 第六章阐述旅游行业不同形式的住宿和服务供应的计量问题，简要讨

论了旅游行业来自运输服务提供商、饮食服务提供商以及旅行社和预

定机构的供应；

• 第七章以就业为重点，从劳动力和行业统计的观点阐述旅游业中的概

念、定义、基本分类和就业指标；

• 第八章阐述与旅游统计编制过程和满足客户需求有关的若干跨领域问

题，包括质量管理、元数据编制、数据发布和机构因素。

本出版物的四个附件，提供与编制问题有关的补充信息。

为使《编制指南》尽可能准确，并在确定了新的最佳做法和各国提供关于

不同统计问题的最新信息后便于更新，《编制指南》以两种不同格式发行：

• 一份电子文件，在适当情况下带有与《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

其他文件、国家个案研究和补充材料的超链接，这些超链接文件将定

期得到更新，以反映被认为对统计界有用的新经验。虽然这份电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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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仅有英文版，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链接可以引导读者阅读用其他语

言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用联合国正式语文编写的个案研究；

• 一份PDF格式的文件，供印刷和翻译为其他语言(超链接资料个案研究

和其他补充材料除外)，以利于向其他感兴趣的受众发布，特别是旅游

统计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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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的作用

本章结构如下：A节(导言)界定旅游统计系统并简要讨论旅游局为发展符合国

际标准的旅游统计所发挥的作用。B节阐述旅游统计系统的概念框架，包括它

与旅游卫星账户的关联，并考察旅游计量工作的重要意义。C节详细阐述重要

统计单位，并完整阐述实现旅游统计国际可比性所需的基本信息框架。D节展

示机构安排对于建立旅游统计系统的关键重要性(第八章D节进一步阐述了这一

主题)。

A. 导言

1.1. 本《编制指南》以建立国家旅游统计系统为重点。旅游统计涵盖

与不同形式的旅游(入境、本国和出境)有关的游客活动(例如到达和离开、过

夜、开支和旅行的主要目的)数据以及与旅游业有关的活动、基础设施和就业

数据。方框1.1列出了国际统计活动分类，将旅游统计列为国家统计系统中的一

个类别。

1.2. 应将旅游统计系统视为国家统计系统的一部分，提供关于旅游的社

会经济方面的可靠、一致和适当统计信息，它与其他领域和不同领土范围内 

(国家(或在适当情况下为联邦)、地方或国际)的经济和社会统计系统结合为一

个整体。

1.3. 应将旅游统计系统视为协调和整合旅游统计信息的基本框架，它将

概念、定义、分类、数据、指标和汇总结果列表合为一体，以提供对旅游现象

(实物、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的详尽说明，以及关于其经济贡献的国际可比

的计量结果。

1.4. 国际旅游统计系统的建设，与实施旅游卫星账户密切相关。旅游卫星

账户提供概念框架和组织结构，用于将多种类型的旅游统计和其他类型的经济

统计(主要是国民账户和国际收支数据)整合在一起。为使旅游卫星账户充当此种

综合框架，应当适用与《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相同的要求：旅游统计应当连贯 

(即：所有相关组成部分应当适用相同的概念、定义和分类)和一致(即：对每一

个组成部分的计量都按相同标准，这样才能整合到单一分析框架中)。

1.5. 正因如此，《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强调这一事实：旅游统

计系统的建设，与落实旅游统计的其他相关国际建议，例如《旅游卫星账

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密切相关。这种关联确保了旅游数据的内部一致

性，和它们与主要宏观经济信息系统，例如国民账户，以及与之有关联的其他

信息系统的外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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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应当指出的是，统计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九届会议报告中申明了 

“国民账户体系作为经济统计综合框架的作用”，并承认“加强基本经济统

计的一致性对于提高基本经济统计和宏观经济统计的质量和分析价值十分重

要”(E/2008/24，第二章，B节，第39/105号决定，(c)段)。

方框1.1
统计活动分类

统计活动分类是按照领域对官方统计工作予以说明和进行分类的一种国际标准。统计

活动分类将旅游统计工作划分到领域2(“经济统计”)(第一级)中“部门统计”活动 

(第二级)项下。

统计活动分类

领域1：人口和社会统计

领域2：经济统计

    2.1 宏观经济统计

    2.2 经济核算

    2.3 企业统计

    2.4 部门统计

           2.4.1 农业、林业、渔业

           2.4.2 能源

           2.4.3 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

           2.4.4 运输

           2.4.5 旅游

           2.4.6 银行、保险、金融统计

    2.5 政府财务、财政和公共部门统计

    2.6 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

    2.7 价格

    2.8 人工成本

    2.9 科学、技术和创新

领域3：环境和多领域统计

领域4：数据收集、处理、发布和分析方法

领域5：官方统计的战略和管理问题
资料来源：联合国欧洲经济

委员会(2009年)。

1.7. 国家旅游统计系统作为国家统计系统的一部分，应被视为一个用于

协调和整合各类利益攸关方编制的旅游统计信息的基本框架。详情请参见“旅

游统计系统：基本参考资料”，A节。

1.8. 旅游统计系统被定义为一套相互联系的统计内容，包含：

• 统计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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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些来源得出的数据：从调查得出的统计数据；行政记录；更具合

成性的统计数据，例如被纳入旅游卫星账户或从中得出的那些统计数

据；以及从相邻统计领域得出的相关数据，例如国际收支和国民账户

• 在流程特定阶段使用的特殊工具、方法参考和文书(例如概念、定义、

分类、数据库等)

• 统计流程中使用的文书和组织资源

1.9. 旅游统计系统包含特别是实地业务的技术方面，建立统计基础设

施，精心处理结果，和把统计数据纳入一个真正的信息系统之中。

1.10.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列出的供国家旅游统计系统采纳的建

议，将有助于国际比较以及在各国国家统计系统中的整合(见“旅游统计系

统：基本参考资料”，B节)。

1.11. 除了《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所涵盖的基本数据，各国还可以

编制补充数据和指标，这些数据和指标与关键旅游利益攸关方有关，是从官方

或非官方来源得出的，并且与《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所阐述并在此处使

用的概念和分类一致。这方面的例证包括旅游统计信息、所谓的旅游产品(例

如阳光和海滩、文化旅游)、旅游景点，以及对旅游产品价格和税收的比较。

1.12. 应当指出的是，国家旅游局不是旅游业所涉及的唯一机构。很多国

家(即使不是大多数国家)的国家统计局、中央银行和移民当局以及其他实体，

收集统计数据或充当统计数据来源，这些统计数据是旅游统计系统的统计内

容。按照《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关于机构间关系的建议，世旅组织建议

设立一个所谓的机构间平台，由参与收集和/或编制旅游相关统计数据的所有机

构的代表组成(见下文D节)。

1.13.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要求和鼓励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一国的

旅游统计系统。但是，人们认识到，不是所有国家当前的发展水平，都能使之

立即执行这些标准。因此，世旅组织建议分阶段执行这些标准，从最基础的标

准开始，逐渐越来越多地执行更为严格的内容。与此同时，当只有与旅游相关

的数据可用时，一些国家不得不依靠相近的数据。这类数据可能包括：

• 国际收支数据(来自旅行和客运项目)

• 移民当局提供的按照国籍列示的入境游客数据(虽然，供旅游业使用的

信息应当按照居住国列示)

• 来自酒店业协会的数据

• 来自运输公司的数据

• 来自商业性住宿设施的数据

1.14. 在缺少《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推荐数据的情况下，此类数据

可能非常有用。因为可能存在多种此类别的潜在数据来源，一国的国家旅游局

可以断定，有这些数据就已足够，不必投资建设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旅游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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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但是，世旅组织强烈建议这类国家投资执行这些标准。遵循这些标准，

可以提供具有可靠性、内部一致性和国际可比性的数据，并确保数据与国民账

户和国际收支之类的宏观经济计量方式相容，并能够成为这些计量方式的正式

计量内容。这种相容性使旅游计量更为可信，反过来可以有利于宣传旅游业的

重要性，促进对经济中一个固有部门的更为有效的管理。

B. 建立一个国际一致的旅游统计系统：概念框架

1.15. 值得回顾的是，世旅组织第一套关于旅游统计的一般准则，是1983
年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五次大会上发布的。统计委员会于1993年2月26日在其第

二十七届会议上通过(见E/1993/26，第154(a)段)并于1994年出版的联合国/世旅

组织《旅游统计建议》，是针对该主题发布的第一套国际建议。第二套，与旅

游卫星账户有关，题为“旅游卫星账户：推荐方法框架”，是该委员会第三十

一届会议于2000年3月1日通过的(见E/2000/24，第18(a)段)，并于2001年出版。

这两套建议为建立国际社会一致认同的旅游统计系统奠定了基础。一些机构和

个人随后提出了诸多建言，皆有助于提高旅游业经济意义及其他相关变量计量

结果的可信性。

1.16. 当前的建议，即《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和《旅游卫星账

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阐述的建议，是供所有国家旅游统计系统采用的最

新参考框架。两者都是适用于统一、协调和整合旅游统计信息(非货币指标、

开支、消费、生产和就业)的至关重要的参考出版物。它们涵盖旅游业的很多

领域，但是在这些领域中的覆盖面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具体而言，是就业

和需求的某些组成部分(例如集体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以便确定供给的

相应组成部分。

1.17. 此外，《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和《旅游卫星账户：2008年推

荐方法框架》制订的概念框架，最终可以得到扩展，除其他外，可涵盖：

• 对旅游业外国直接投资的分析

• 地方发展前景的制订

• 与例如环境账户等其他统计系统的可能的关联，以及旅游业与可持续

性之间的关系

1.18. 虽然建立本国旅游统计系统一事由各国自行决定，但是世旅组织建

议遵循统计委员会于1994年4月11日至15日召开的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官方统

计基本原则”(见E/1994/29，第58段)，《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九章指

出了这一点。委员会2013年召开的第四十四届会议，对“原则”的前言进行了

修订(见E/2013/24，第一章，A节；也见经社理事会第2013/21号决议)。

1.19. 这些原则就编制可靠的统计数据所需的步骤提供指南。应将这些原

则视为保持用户对旅游统计的信心的必要条件。就此而言，应当使公众始终有

机会获得统计数据，详细的程度可供各种用户广泛使用，同时保障个人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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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透明度和保密性，其保障方式是，例如只有在确保个人数据的保密性

和匿名性的情况下才提供读取微数据1 的机会。

1.20. 由于其特点，旅游业横跨很多领域和学科。但是，不能从供应一方对

它进行界定，亦即不能用一套产品或者用特定生产活动进行界定，尽管如此，

某些产品和(生产)活动具有特殊相关性，因此被界定为具有“旅游特色”的(见

第五章和第六章)。相反，旅游是从需求方面界定的，换言之，是从被划分为 

“游客”的消费者的活动方面界定的(见第二章)。这意味着建立和发展旅游统

计系统的那些人，必须密切参与很多相关和重叠的主题领域的工作，例如客

运、多种人员服务活动、移民，显然还有国际收支(在国际旅客的支出方面)。

1.21. 需要着重指出旅游卫星账户在内的特殊作用。应当将它理解为：

(a)   按照国民账户框架确定和衡量旅游业对国民经济所做贡献2 的工具，

这样就能够与其他经济领域进行比较。例如，从旅游卫星账户得出

的旅游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可以与从核心国民账户中

得出的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进行比较；

(b)   一种系统方法，用于实现对游客、其开支和为游客提供服务的产业

的全覆盖，并合理调节所涉不同统计数据来源，以确保从它们得出

的数据一致。就此而言，应将建立旅游卫星账户视为建立完善的旅

游统计系统的一个重要步骤，因为这一过程要求评价现有旅游统计

数据的质量、一致性和局限性。然后可以利用这些建设一个与国家

统计系统其他部分结为一体的全面、连贯一致的旅游统计系统；

(c)   信息系统的一部分，系统中各个来源互相关联(例如，年度数据和月

度或季度数据一致，需求数据和供应信息相符，具体分析与总体分

析一致，等等)；

(d)   一种宏观经济核算账户，借以发展与其他宏观经济框架特别是国际

收支和国民账户的结构性关系。这些关系应当不仅仅基于共同的概

念，也应当基于对数据的共同分析和对重叠统计活动的协调，以确

保计量方式一致。

1.22. 世旅组织提出的一般准则，旨在促进旅游统计系统的发展和构建，

其目的是：

(a)   指导统计工作的发展，以获得足够准确的数据集，这样才能进行更

高级的国际比较；使各国能够确认它们的统计差距并为弥补差距提

供指南；

(b)   促进更有效地制订和监测旅游政策，例如在营销领域，或者在与部

门竞争力和就业有关的方面；

(c)  为企业在决策过程中提供信息。

1 微数据包括个体调查对象层

次的信息，其使用通常涉及

大量数据。另一方面，如果

据此进行的分析基于少量观

察，微数据的使用必然承担

风险。

2 旅游卫星账户记录旅游业在

经济中的直接贡献。它的设

计不是为了反映常常令决策

者感兴趣的旅游业产生的更

广泛的经济影响(为此记录

直接、间接和诱发效应)。但

是，旅游卫星账户是理解旅

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这些更广

泛影响的必要出发点。详情

见《旅游卫星账户：2008年
推荐方法框架》，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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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建立国际一致的旅游统计系统：基本数据和指标的国际可比性

1.23. 统计委员会通过了《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之后，需要制定一

个新的信息框架，为旅游统计的国际可比性提供支持。

1.24. 对于所有统计系统，为了编制出各实体之间一致和国际可比的统计

数据，旅游统计系统必须界定和阐述适合对数据进行编制和汇总的标准统计单

位。3 这些单位相互关联，最终产生基本数据和指标。

1.25. 统计单位的定义是寻求与之有关的信息和为之编制统计数据的实

体。这些可以是可识别的法律或具体实体或统计结构。统计单位可分为：

•  观察单位，是为之接收信息和编制统计数据的实体；

•   分析单位，是统计人员常常借助估计和估算，通过分拆或合并观察单

位创建的，目的是编制比利用观察单位的数据可能获得的统计数据更

详细和更同质的统计数据。

1.26. 也见方框1.2中的实例。报告单位是为例如问卷调查或访谈之类给定

调查提供数据的单位。报告单位与观察单位可以相同，也可以不相同。例如，

如果会计人员提供几个企业的数据，其中每一个企业都被选定参与统计调查，

该会计人员就是一个报告单位，而各个企业是观察单位。4

1.27. 在旅游统计中，从需求观点看，重要的基本统计单位是游客和出行 

(第二章B.3节对旅游业相关统计单位有更详细的阐述)。游客常常既是观察单位

也是报告单位，游客调查就属于这种情况。此外，游客有时可能提供关于他们

的团队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旅行团变成了分析单位，因为他们不是直接观

察对象，它们的情况是利用从报告单位(游客)处收集的信息推定的。

方框1.2
观察、分析和报告单位实例

1.  一家供应饮食的酒店被选定为观察单位。它是一个可识别的法律的、组织的或实

物的实体，能够报告关于其活动的数据。酒店的分析单位可以是住宿服务和饮食服

务，因为它们是同质的生产单位。

2.  前往X国的出行被选定为观察单位，前往X国的旅客，可以是这些出行活动的报

告单位。另一个报告单位可以是X国移民局。如果国家旅游局对旅游的社会分析感兴

趣，前往X国的旅客可能会变成观察单位，在此情况下与报告单位重合。

3 联合国(2008年d)，《所有

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

分类》(《经济活动行业

分类》)第四版，可在线

查阅：http://unstats.un.org/ 
unsd/cr/registry/isic-4.asp (30-
05-2014)，第67-70段。

4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和联合国

欧洲经济委员会(2000年)，

《统计元数据术语》，欧洲

统计员会议《统计标准和

研究》，第53号，可在线查

阅：http://www.unece.org/
stats/publications/53metadate
rminology.pdf(30-05-2014)，
第27页。

1.28. 从供应的观点看，重要的统计单位是生产单位，即基层单位，它们被

划分到各个产业。关于机构的信息，可以直接从机构收集(在此种情况下，机构

既是观察单位也是报告单位)，或者在特殊情况下，从它们的母企业收集。

1.29. 下图列示出一个对旅游业进行计量的基本信息大致框架。它包括概

念框架、分类和结果列表，用以列出随后的基本数据和指标。它突出显示关键

概念、对应的统计单位和它们的某些特点。列出了框架内的主要相互关系，但

是不应当将它们视为一一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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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国际可比性基本信息框架

1. 概念框架

概念 统计单位 某些相关特点

游客

(与旅客不同)《2008
年国际旅游统计建

议》第2.9段

游客/旅行派对 过夜游客(旅游者)、一日游游客(短途旅游者)

居住国/区域

人口

规模

…

旅游出行

(与所有出行不同)

《2008年国际旅游统

计建议》第2.29段

旅游出行/旅游访问 主要目的

持续时间

始发地和主要目的地

交通方式

住宿类型

组织

支出

…

旅游业

《2008年国际旅游统

计建议》第6.15-6.16
段

企业/机构 产出

中间消耗

增加值总额

雇员薪酬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专门针对特定旅游行业的房间、床位(房间或床)、入住率等

…

就业

《2008年国际旅游统

计建议》第7.4-7.9段

机构/住户/

人员/职位

就业人员

规模

就业状况(雇员、自雇等)

性别

职位

工作时数

全职当量职位

工资和薪金

…

2.  分类

2.1 旅游形式

2.2 游客购买的消费产品分类

2.3 服务于游客的生产活动分类

2.4 其他分类

3.  结果列表：基本数据和指标

3.1 入境旅游

3.2 国内游

3.3 出境旅游

3.4 旅游产业

3.5 旅游产业内的就业

3.6 补充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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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机构安排对于建设旅游统计系统的重要意义

1.30. 得出官方旅游统计数据的统计流程，需要很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尤

其是因为旅游业的跨专业特征。旅游统计系统的成功建立，基于利益攸关方之

间的一种协作文化，他们汇聚资金、人力和技术资源、知识和利益，目的是创

建一个通用数据集。所有与旅游统计有关的机构，不是作为信息提供者就是作

为用户，都应当承诺以协调一致的方式积极参与建设旅游统计系统。本节概述

建设旅游统计系统一事所具有的与治理有关的影响(见第八章，D节)。

1.31. 对这些机构而言，参与编制旅游统计数据的进程，可能不是它们的

主要优先事务。因此，在有可能为编制旅游统计数据和旅游卫星账户发挥作用

的机构之间订立一套划分职责的协议，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关于机构间合作的

简要讨论，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九章，D节)。这种安排目前被

统计委员会统称为机构安排，与世旅组织一直以来在其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举

措中推荐的机构间平台密切相关。

1.32. 此类机构合作可以产生若干优势(也见第8.30-8.31段)。通过机构合

作和支持：

• 利益攸关方学会理解它们在统计流程中的根本作用，更愿意付出所需

的努力，按时并按照所要求的确切格式提供信息

• 项目获得“国家或全国举措”的地位

• 有利于从国内外获得必要资金

• 所提供的结果具有合法性和可靠性

• 为确保以最大效率编制和发布旅游统计数据做出贡献

• 更有力地保障改进国家旅游统计系统的努力具有可持续性

1.33. 应当用积极和协同增效的机构间平台，为建设旅游统计系统提供合

适的环境，平台涉及各类机构：

(a)  编制统计数据和旅游业基本信息的机构：

(一) 国家统计局，它是基本统计数据编制者和国民账户编制者；

(二) 国家旅游局，它是负责旅游公共政策和协调公私利益攸关方的

实体；

(三) 中央银行，它常常编制国际收支情况；

(四) 移民和边境保护局，它们负责办理过境手续；

(五) 国家旅游企业协会，它们常常提供信息，也是旅游统计数据的

主要用户；

(b)  信息用户，例如：

(一) 旅游行业代表以及其他私营部门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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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与旅游业有关的大学和研究中心。

根据国情，海关管理局、贸易部和经济部以及财政部和税务局等机构的参与，

也有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1.34. 关于如何建立这样一个机构间平台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

国统计系统的组织结构和如何利用各机构建立开发共同项目的合作架构。第八

章考察了实体间合作协议可能采取的具体形式，以及此类合作的结构基础(例

如决策的级别)。

1.35. 所有上述机构都应当参与以阐述和评价旅游业为中心的活动，并以

条理分明的方式，贡献出它们关于本国旅游业的特定和一般方面的信息和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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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需求观：概念背景和相关观察问题

本章结构如下：在简短的导言(A节)之后，阐述《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

的基本概念并解释如何运用这些概念促进观察和数据收集，包括对统计单位的

讨论(B节)。C节考察了主要统计单位(旅游出行和游客)的特点。本章最后(D
节)简要讨论了如何从边境方面描述旅游(入境、国内和出境)，以确定旅游的

经济影响与哪个经济体有关。

A. 导言

2.1.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二章，根据货币和非货币指标，对

游客的活动加以确认和量化。

2.2. 从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的旅游的角度看，与游客从事的活动(界定方式

如《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41-2.49段所述)有关的“需求”，涉及取

得：

(a)  市场上的货物或服务；或

(b)   自行提供的(例如度假屋提供的住宿)或政府或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

机构向游客提供的非市场货物或服务。

这些活动是人们在准备旅游出行和旅游出行(定义如《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

建议》第2.29段所述)期间以消费者身份采取的行动和行为。不包括出行后的

活动(例如更换出行期间损坏或丢失的物品、洗衣、洗印出行期间拍摄的照 

片)。与出行期间或出行之前的开支有关的付款，按照权责发生制(而不是收付

实现制)予以记录，以确保与其他宏观经济框架(国民账户和国际收支)一致。5

2.3. 旅游对游客的起始地、访问地经济体和当地人口、自然和人工环境

以及游客自身有影响。它还可能影响其他经济体。例如中国生产世界各地游客

购买的纪念品。同样，乘飞机旅行的燃料消耗，增加了世界原油需求。6或者

正如另一个例证，A国居民访问B国(系指国家)时，可能利用在第三国C国设立

的运输公司或旅行社。这种对第三国的影响，不计入(直接)旅游开支的计量

值。7另一方面，经济模型则试图将这些间接影响纳入核算。

5 此处与《2008年国际旅游统

计建议》中的建议有所不

同。《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

建议》和《1993年旅游统计

建议》之间的主要区别，

在《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

议》附件一中列出。

6 一些国际组织已经开始考察

国际贸易货物和服务在何种

程度上包含来自全世界不同

国家的中间产品。全球生产

链上的货物和服务流通，

并不总是反映在传统国际贸

易计量值中。经合组织-世

界贸易组织的增值贸易计

量联合倡议，就处理这一问

题。也见Sturgeon, T. J.(2013
年)，Global Value Chains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wards a New Measurement 
Framework(《全球价值链和

经济全球化——为采用一种

新的计量框架》)，可在线 

查阅http://epp.eurostat.ec.europa.
eu/portal/page/portal/european_
business/documents/Sturgeon_
report_Eurostat.pdf(30-05- 
2014)。

7 此外，旅游支出通常不包含

对不参加交易的第三方(外

部)的附加影响。从那些受

影响者的角度看，影响可能

是消极的(航空污染)，也可

能是积极的(可利用航空基

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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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旅游统计中运用基本概念

2.4. 旅游统计所用的基本概念，例如：“基准国”、“居住国”、“国

籍”、“惯常环境”、“旅行者”、“游客”、“出行和访问”，以及“旅游

形式”，在《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二章有解释，(也见本出版物“术

语表”)。

2.5. 本章将联系随后对这些概念进行计量所需的定义，阐释和澄清一些

关键点。

B.1. 居住国/居住地

2.6. 本编制指南使用的“居住国”和“基准国(经济体)”概念，和

《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及《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等相

关框架使用的概念相同；在所有这些框架中，概念的形成基于相同的标准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16-2.18段)。

2.7. 旅行者居住国的定义是他/她的“经济利益显著中心”所在国家，8通

常是他或她的主要居住地。

2.8. 在宏观经济统计和计量中，个体交易者是以居住国而不是以国籍来

划分的。交易者的住所是一个基本标准，用来区分他或她本国经济体之内(与

其他居民)的交易和涉及世界其他地方(即与非居民)的交易。它还适用于个人

出行，和服务于此类个人的生产活动。

2.9. 因此也应当根据居住国而不是根据他们的国籍对国际游客进行分类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19-2.20段)。但是，移民当局由于其特殊

职能，往往按照国籍为旅行者分类。对于本国国民，它们往往不关心其实际居

住地。

2.10.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关于居住国的疑问，例如退休人员的居

住国，他们可能在不同住处(家)和不同国家长时间居住。例如一名美利坚合众

国或加拿大退休人员，可能在某个加勒比国家拥有住处(家)并在那里过冬。

2.11. 利用国际收支(《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标准(见

下文第4.5段)应该足以确定旅行者的居住国。如果有多个不同国家均有资格成

为“经济利益的显著中心”，就必须在机构间平台之内(见上文第1.12段)，集

体界定和衡量居住国，以确保与相关编制框架的一致，相关编制框架即移民和

旅游统计框架，《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第26.37段)；以及《国际收支与国际

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第4.117段)。这样确定的居住国，可能不同于旅行者

的法定居住国。

2.12. 从旅游政策观点看，为找准旅游目的地在地理上的推销宣传方向，

用居住国而不是用国籍对游客进行分组也是更有用的做法。另一方面，各国可

能发现，收集关于国籍的信息也很有用，特别是在国民居住在国外的情况下：

例如，他们作为入境游客，其行为常常不同于大多数游客，因为他们主要是与

8 《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 

(第4.10段)将“经济利益的

显著中心”界定为与(机构)

单位联系最为紧密的经济领

土。这种联系“是由例如实

际存在和服从领土上的政府

的管辖权等方面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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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和朋友在一起，往往游历个人感兴趣的地方而不是其他类型的游客更感兴

趣的旅游景点。

惯常居住地

2.13. 因为旅游统计与国内和国际游客流量都有关系，游客在一个国家之

内的惯常居住地也应予说明。

2.14.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18段)建议使用与住户调查所确定

的定义相同的“惯常居住地”定义，住户调查通常遵循联合国出版物《关于人

口和住房普查的原则和建议》。《关于人口和住房普查的原则和建议》第二版

将为了进行普查的目的的“惯常居住地”定义为“此人在普查时居住的地方，

并且已经在那里居住了一段时间或者打算在那里居住一段时间”(第1.461段)。

它还建议“各国适用12个月的时间门槛值，依据下述两个标准之一考虑惯常居

住地：(a) 此人在过去12个月里连续或大多数时间(也就是至少六个月零一天)

居住的地方，不包括因度假或工作外派临时离开，或打算居住至少6个月的地

方；(b) 此人在过去12个月里连续居住的地方，不排除因度假或工作外派临时

离开，或打算居住至少12个月的地方”(第1.463段)。它又建议，“经常搬迁、

居无定所的人，应当计入他们在普查时所在的地方”(第1.464段)。9 大多数人

会说，他们的惯常居住地是他或她的主要住所所在地，也就是说，此人一年大

多数时间所在的地方。

2.15.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没有具体说明一个人的暂住地若要变

成他或她的惯常居住地，需超过的持续时间门槛值。因此，本《指南》建议各

国遵循上文引述的联合国建议，以确保更好的国际数据可比性，也因为它们与

国民账户和国际收支在确定居住国时使用的标准(一年)一致。

2.16. 在旅游统计和人口与移徙统计以及国际收支统计中，都有一种情

况，一个人不必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居住一年，就可以认为该国家或地方是

他或她的居住地：当一个人在过去一年中移徙至一个地方，并打算在此居住一

年以上时，此地自他或她到达时即被视为此人的居住地。

2.17. 《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第4.117段)和《关于人

口和住房普查的原则和建议》第二版(第1.463段)为确定住户的居住地提供了另

外的依据，也适用于确定惯常居住地，正如方框2.1所列，以便于参考。方框

2.2列出了这方面的国家实例。

9 也见《国际移徙统计建议》

(第一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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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1
国际收支统计中的住户居住国概念

4.117 如果住户成员在一个经济领土内保持或打算保持一个住所或一系列住所，并且

将该(这些)住所视作和用作其主要住所，那么该住户是该经济领土内的居民。在一个

领土内实际或打算逗留一年或一年以上就足以被视为在该地拥有主要住所。如果不能

确定哪个住所为主要住所，则根据在有关住所逗留的时间长短来确定，而不是根据其

他住户成员的逗留情况、住所成本、大小或产权期限来确定。

4.118 同一住户内的个人一定是同一领土内的居民。如果现有住户的某个成员不再居

住在其住户所在的领土内，那么该成员将不再是该住户的成员。由于采用了该定义，

所以将住户作为机构单位的做法与根据个人所确定的居民地位一致。

4.126 有些人员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领土有密切联系，例如：他们在一个以上的领土

内有居所，而且在其中逗留了其大部分时间。一个人，如果在任何一个领土内实际或

打算逗留的连续时间不超过一年，那么其主要居所的所在领土将是考量的关键。如果

没有主要居所，或在不同经济体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要居所，那么居民地位所在

领土要根据相关年份中其逗留了大部分时间的领土来确定。尽管出于统计目的，需要

将这类人员列为一个单一经济体的居民，但可能还需要补充信息，以确认其与另一经

济体的密切联系。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9年)。

B.2. 个人的惯常环境

2.18. 虽然国际收支、国民账户或国际服务贸易统计采用相同的居住概

念，但是惯常环境概念是旅游统计独有的，被用作居住概念之外的一个附加决

定条件。

2.19. 惯常环境概念在旅游统计中发挥重要作用：旅行若要被视为旅游

出行，就必须将旅客送至他或她的惯常环境之外(《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 

议》，第2.9段)。

2.20.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21段)提供了下述定义：个人的惯

常环境是旅游业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其定义是个人完成他/她的正常日常生活所

在的一个地理区域(但不一定是连续的区域)。

2.21. “惯常环境”的准确定义，对于确定和分析国内旅游显然至关重

要，但是它对于国际旅游可能也很重要(见D节)，当移民当局对生活在国境附

近的人口适用特殊条件，免除正常移民手续，为他们的定期跨境旅行提供便利

时，便是如此。

方框2.2 
居住国的定义：以奥地利为例

以奥地利为例，就国家旅游业的观察目的而言，旅游统计人员没有必要关心“居住

国”的定义，因为国家旅游业的有关调查所采用的样本，是从内政部居民中央登记册

上抽取的。所有在奥地利拥有永久或第二住所的人，都在那里登记。居住的范围由登

记册界定。为旅游统计的目的，必须予以确定的仅仅是在该国的惯常居住地。
资料来源：奥地利统计局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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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但是，尽管付出多番努力，由于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在人口密度、

交通条件、文化行为、与国家或行政边界的接近性以及其他因素的差异，仍然

不可能为个人的惯常环境制订一个全世界适用和独一无二的用于统计的操作定

义(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24段)。

方框2.3
关于“惯常环境”定义的研究

加拿大旅游委员会和西班牙旅游研究所于2002年牵头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研究不同国

家界定惯常环境的经验，并就如何界定与国内产品有关的“惯常环境”概念提出操作

建议。

西班牙旅游研究所把根据旅游出行(而不是前往度假屋的短途出行)次数界定惯常

环境时选择不同标准所造成的影响的相关研究纳入这一框架。此种研究产生的一些重

要推论，值得引述：

“西班牙和加拿大的研究，从经验上表明，选择关于惯常环境概念的不同的操作

定义……造成……旅游总量估计数大小明显不同”(第30页)。

“不同国家或在某些本国不同管辖权内，在其国内旅行调查和分析中采用的操作

定义，不存在国际或国内一致性”(第30页)

“用惯常环境概念划分调查对象，会导致在所报告的出行活动中出现主观性、混

乱和无系统性的变差”(第30页)。

“另一方面，利用简单的旅行距离标准，会掩盖调查对象在回忆和准确计量旅行

距离的能力方面的主观差别，造成虚假的客观表象，从而增加后续数据的不受控的变

差和波动性”(第30页)。

“对离开惯常环境之行采用不同的衡量标准——跨越行政边界——有可能提供一

个‘作为最低限度比较依据’的粗略标准，用于国际报告、累计统计和分析”(第30
页)。

“然而就加拿大而言(可能还有例如澳大利亚和俄罗斯联邦等面积广大，人口密

度同样低的其他国家)，人口稀少的地区行政单位面积太大(比很多国家的总面积都

大)，需要采用某些补充标准”(第31页)。

2.23. 根据此次研究产生的、至今大体有效的证据，根据《2008年国际旅

游统计建议》的相关建议(第2.21-2.28段和2.50-2.53段)，个人惯常环境的操作

定义应当具有灵活性。建议利用四项可能的标准，即：

(a)  出行频率(前往度假屋之行除外)；

(b)  出行持续时间；

(c)  跨越行政或国家边界；

(d)  离开惯常居住地的距离。

任何一项标准都不占支配地位。但是，频率和持续时间至关重要，建议在可能

的情况下，将其余两项适用于惯常环境的定义(《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

第2.53段)。在公布结果时，每个国家都应当明确说明采用了何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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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 频率标准

2.24. 正常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访问的地方，被视为个人惯常环境的一部

分，无论行程远近。例如，定期跨越国境的购物出行，不被视为旅游出行。

为了工作或学习的往返旅行，每周前往教堂，前往医院探视家人，或定期诊

疗出行，是另一些在个人惯常环境内出行的例子，因此不被视为旅游出行(见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23-2.24段)。

2.25. 另一方面，度假屋即便是频繁或定期造访之地，也被视为处于惯常

环境之外(《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28段)，因为这些造访中断了正常

日常生活(大多数情况下是城市生活)。只有在某些例外情况下——特别是如果

它们位于和个人居住地相同的地方，因此不用长途跋涉，不跨越行政边界(正如

欧洲特别是奥地利经常的情况)——前往这样的度假屋才有可能不被视为旅游出

行。

2.26. 不是所有的第二住所都必然是度假屋。例如，如果一个家庭生活在

靠近城市的乡村地区，有一位家庭成员在城市中心工作，这个家庭在城市中拥

有或租赁了一个第二住所，这两个住所都被认为是惯常环境的一部分，因此不

是度假屋。应当借助调查对象提供的信息，或者如果它明显被用作度假之家，

才划分为度假屋。

2.27. 在靠近惯常居住环境的付费住宿之处(宾馆或温泉浴场)逗留，不被

视为旅游出行活动，除非住宿之处位于惯常环境之外(《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

建议》，第2.52-2.53段)。

2.28. 个人反复出行这一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它们是否被划分为旅游出行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23-2.24段和下文方框2.4)。在这方面：

• 例行出行至同一地方，每周一次或一次以上，往往不被视为旅游出

行；这样的地方被视为旅行者惯常环境的一部分(此处频率标准被用于

界定惯常环境)。

• 学生往返于他们学习的地方和他们所属住户的惯常居住地之间的出

行，也不属于旅游，因为两个地方都是他们的惯常环境。

• 与之相似，工人往返于他们的工作场所和他们所属住户的惯常居住地

的出行，也不属于旅游，因为两个地方都是他们的惯常环境。

方框2.4
反复出行

为了进行营销分析，确定同一个人的“反复”出行，常常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满意度指

标。实际上，很多国家在向旅行者收集信息时，包括询问出行的反复性，将这些结果

制表，并认为反复性的高发生率明显表明游客对目的地有兴趣。但是这种反复行为不

应太频繁，否则被造访之地就变成了惯常环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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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5
澳大利亚的“一周一次”频率标准

澳大利亚旅游研究所采用“一周一次”频率标准来界定“惯常环境”。其他与惯常环

境有关的标准包括，调查对象是否定期往返惯常的工作或学习之地；他或她的旅行是

否为工作固有的一部分，例如担任公交车司机或机组人员。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

(2013年)。

B.2.2. 持续时间标准

2.29.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33段)建议各国应当“界定旅游访

问的最短逗留时间”。表2.1列出了一些国家最短持续时间标准的实例。

B.2.3. 行政边界标准

2.30. 有一条标准应当是是否跨越了行政边界，必要时，与物理距离相结

合(《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52-2.53段)；在某些小国(特别是小岛屿

国家)，根据这些标准，居民在国内的所有行动最终都被视为发生在惯常环境

之内，这意味着没有国内旅游。

B.2.4. 距离标准

2.31. 每一个国家在界定惯常环境时，都应当根据游客的当前行为确定距

离门槛值。表2.1列出了旅行距离门槛值的国家实例。

表2.1
部分国家的惯常环境标准

持续时间 

(小时)

访问 

频率

调查对象的 

自我评价

行政 

边界

距离 

(公里)标准/国家

每月两次√√奥地利

每周一次30智利

每周一次30-50芬兰

√100法国

√√100印度尼西亚

每周一次√爱尔兰

5√以色列

每天√√拉脱维亚

210荷兰

每月一次80沙特阿拉伯

4√瑞士

80-120美利坚合众国

每天50塞浦路斯

3每周一次√√捷克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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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时间 

(小时)

访问 

频率

调查对象的 

自我评价

行政 

边界

距离 

(公里)标准/国家

荷兰

50瑞典

每三个月十次访问50斯洛文尼亚

3联合王国

50南非

√西班牙

√葡萄牙

√√德国

B.2.5. 概要

2.32. 为了确定惯常环境，各国应当采用下述标准：频率、持续时间、跨

越行政边界、与惯常居住地的距离。这种组合将国家以下(自治市或地区)边界

或国家边界内的例行出行排除在外，特别是对生活在附近或者频繁往返于他们

的家庭居住地和他们的工作或学习地点之间的人口而言(假设例证见方框2.6，
国家实例见方框2.7-2.11)。

资料来源：埃及旅游部 

(2011年)。

方框2.6
惯常环境的定义：假设例证

A国采用三条标准界定惯常环境
标准  旅行者1 旅行者2 旅行者3
频率(定期、非定

期、“每周一次规

则”)

适用 不定期 不定期 定期、每周一次

持续时间(设定为

四小时)
适用 四小时以上 四小时以上 四小时以上

行政边界(是/否) 不适用 否 否 是

距离(设定为50公
里)

适用 超过50公里 不超过50公里 超过50公里

  
游客 非游客 非游客

B国采用三条标准界定惯常欢动
标准  旅行者1 旅行者2 旅行者3
频率(定期、非定

期、“每周一次规

则”)

适用 不定期 不定期 定期、每周一次

持续时间(是/否) 适用 四小时以上 四小时以上 四小时以上

行政边界(是/否) 适用 否 否 是

距离(设定为50公
里)

适用 超过50公里 不超过50公里 超过50公里

  
游客 非游客 非游客

不符合标准

符合标准

不适用标准

注：A国和B国应当确定人员是

否前往度假屋。前往度假屋之

行通常是旅游出行。



23需求观：概念背景和相关观察问题

方框2.7
惯常环境的定义：澳大利亚的实例

澳大利亚的行政(例如地方政务委员会)边界距离相差很大。采用距离标准，对农村和

城市居民都合适。因此，澳大利亚采用下述标准界定惯常环境：

一日游游客。行程至少为50公里，离家至少四小时，但是不过夜停留。

过夜游客。离开家在外过夜，过夜之地离家至少40公里。

一日旅行不包括作为过夜旅行一部分的一日旅行，也不包括例如往返于工作或学

校与家之间的例行旅行。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

(2013年)。

方框2.8
惯常环境标准：新西兰的实例

在新西兰，为了确定一位旅游者在他或她的惯常环境之外，至少必须满足下述条件中

的一个条件：

•  他或她乘坐航班或岛屿间渡轮

•  他或她从住所旅行至少40公里(单程)，在为工作定期往返或日常造访的区域之外

•  他或她作为国际旅游者旅行
资料来源：新西兰统计局

(2013年)。

方框2.9
惯常环境的定义：奥地利的实例

奥地利统计局通过电话访谈识别本国行和出境行(通过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进行抽样

调查)；因此，当前使用的惯常环境定义是一个宽泛定义。它缺少最短持续时间门槛

值，但是考虑调查对象关于他或她的出行是否应被视为旅游出行的主观感受。

调查对象首先被问及，他们是否曾因私人或商务原因出行，行程可能包括探访朋

友或亲属或前往他们可能拥有的度假屋(因为调查对象常常认为这类出行不算数)。回

答“是”的调查对象被告知，在惯常环境(家庭直接居住环境和工作地点以及其他频

繁造访的地方，即便离家相对较远)之内的那种出行，和例行出行(平均两周一次，或

者更频繁)，不应被包括在内。
资料来源：奥地利统计局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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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10
惯常环境的定义：格鲁吉亚的实例

在旅游统计方面，格鲁吉亚国家旅游局同时采用两种分类标准：地点和经常性。

地点标准考虑到国家的行政区划；换言之，在界定惯常环境方面，至关重要的是确定

国内旅行者是否旅行至他或她的行政区之外。在定居行政区之内的旅行，被视为惯常

环境之内的移动。因此，这些类型的旅行者不包含在国内游客类别之内。

第二个标准确立了被视为“经常”的特定造访频率。特别是，如果格鲁吉亚国内旅行

者造访另一个行政区的频率低于两周一次，这种造访不被认为是经常的，因此被划分

到国内游一类。相形之下，频率高于两周一次的造访没有被划分到这一类别，因为她

们被视为经常性的出行，即，这些类型的旅行者被排除在国内游客类别之外。

利用上述方法，国家旅游局实施了一项基于个人、面对面访谈的国内旅游者月度调

查。调查从过去一个月里有国内出行相关经验的15岁以上定居人口的有代表性样本

(800名调查对象)收集信息。
资料来源：格鲁吉亚国家旅游

局(2013年)。

方框2.11
惯常环境的定义：埃及的实例

埃及采用了一个基于习惯标准的定义，根据该标准，一再重复的出行不在惯常环境之

外，无论地点和时限如何。
资料来源：埃及旅游部 

(2011年)。

B.3. 统计单位

B.3.1. 游客

2.33. 游客是旅游出行中的旅行者。一次旅游出行是一名游客的一次出

行。但是，一个人(作为游客)可以在一个观察期内完成数次旅游出行，每次都

进入游客的“短住状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1.11段)。

2.34. 游客是旅行者的一个子集。没有得到明确说明(旅行者“概念”隐

含在《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中)，现在使用“居民和非居

民”这些术语)。在编制旅游数据时，对“游客”和“旅行者”概念进行区分

至关重要。

2.35. 游客处于“短住状态”，该状态系指旅行者与他或她所访问的国家

或地方的关系。一个人若要被视为游客，就必须访问某个地方(例如一个自治

市、地区、国家或其他领土实体)。一个地方若要被视为被访问之地(这样，相

关旅行者在那里就可以被视为游客)，旅行者必须在该地停留最短持续时间，

并从事某种活动，即便是非经济性的活动，例如免费游历某个地标。驾车经过

一个地方(例如经过一个城镇)而不停留，不被视为符合旅游统计目的的游历 

(虽然它可能与关于流动性的研究相关，关于流动性的研究旨在确定例如哪里

可能需要具备道路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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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应当记住，对一次旅游出行或访问活动的观察(见下文B.3.2和B.3.3
节)，不同于对“游客”(作为人员)的观察，因为一个人有可能在观察期内完

成一次以上出行(《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34段)，虽然说法常常语

焉不详，提及人员而不提出行。出行是旅游统计采用的统计单位，而游客是出

行的一个属性。

B.3.2. 旅游出行

2.37.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9段)将旅游出行界定为旅行者出

于任何主要目的(出于商务、休闲或其他个人目的，而非在被访问国家或地点

受聘于某个居民实体)，在为期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出行到其惯常环境之外某

个主要目的地。

2.38. 但是，可以从两个不同视角看待出行：

(a)  旅行者(游客)视角；

(b)  到访地视角。

在两种情况下，“出行”这一术语的含义略有不同。

2.39. 旅行者(游客)视角。通常通过旅行者(游客)调查，收集旅行者(游客)

出行的诸方面或性质。在此情况下，“出行”一词系指往返行，包括所有到访

目的地，从旅行者的惯常环境出发并返回此地。由此看来，往返行包括游历不

同地方并在每个地方停留，时间有长有短。

2.40. 到访地视角。这适用于正在收集的数据侧重于目的地(整个国家或者

一国之内的某地)数据时，需要获得关于游客数量及其访问的性质的信息。信

息通常是借助在实际目的地实施的游客调查获得的。在此情况下，“出行”一

词系指旅行者(游客)对该目的地的专门到访(而不是该旅行者在往返行程中对

其他可能的目的地的到访)。

2.41. 在国家一级，对出行的衡量方式不同，取决于所涉的旅游形式。如

果是国内和出境旅游统计，“出行”一词系指旅游者(游客)自离开他或她的惯

常环境直至返回原地所从事的所有旅游活动。如果是入境旅游统计，这个词语

系指“游客”(见上文第2.35段)“从到达一国时”(地点)“一直到离开时的旅

行”(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30段)，不包括游历任何其他目的

地(国家)。

B.3.3. 旅游访问

2.42. 出行(从始发地的视角或者从到访地的视角看)可能被认为包含一次

或多次游历被视为不同目的地或拥有唯一(总)目的地的不同地方。如果收集极

为详尽的数据，游历次数可能会和停留次数相同。

2.43. 到一国之内的各个目的地游历的详细资料，通常是采用在这些目的

地举行调查的方式收集。如果游客的一次出行游历了多个目的地，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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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目的地(见第三章，C.2.2.2节)，他或她可能被计入游历每一个目的地的人

数。换言之，如果将那些目的地游客数量的统计数据累加起来，它们将包含该

游客的总共三次游历。但是，从国家一级的观点看，此人只有一次应计游历，

或者出行。因此，在国家一级，不能通过累加目的地(地方的或地区的)游历次

数的统计数据来提供关于游历或出行次数的统计数据。

2.44. 有一个特殊情况涉及单独一人，此人在单次行程中，在并非他或她惯

常居住的一个国家的不同地点停留(从入境旅游统计的观点被视为“出行”)。

游艇或邮轮在单程航行(或往返航行)过程中，在同一国家之内的不同地点靠港

时，可以发生这种情况。问题是应当单独计数每次停靠，还是计为单个游客的

单次游历。答案取决于与哪种统计单位有关：参加(往返)出行的个人，还是访

问(到达)过程。在后一种情况下，到达人员仅是访问过程的一个属性，与同一

邮轮此前的停靠无关。下文第3.39段将进一步讨论这一主题。

2.45. 在某些不常见的情况下，可能难以确定旅行性访问。例如，因受雇

于一个常住实体而逗留在一国的非居民(非旅行性访问)也可能在非工作日到海

滩游玩或到该国的另一个地方观光。外交官可能因个人原因在他们的驻扎国旅

行(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45段)。通常，这一事实在统计上无

足轻重，但是在某些地方，外交官在人口中占很大一部分(例如布鲁塞尔和卢

森堡)，就有必要进行修正。

B.3.4. 旅行派对和旅行小组

2.46. 游客是旅游监测的核心。游客并不总是单独旅行。在《2008年国际

旅游统计建议》中，旅行派对的定义(第3.2-3.5段)是“在行程中一起旅行、共

同支出的游客。”典型的旅行派对包括一起旅行的家庭成员、朋友或有某种联

系的其他人员。旅行派对的部分、大部分或全部支出——交通费、住宿费和食

物，由派对成员共同承担，不能将支出计算在旅行派对个体成员名下。

2.47. 旅行派对不是住户统计(国民账户)中术语意义上的“住户”，因为

它不是一个稳定的经济单位，而仅仅是一个偶然组成的单位，存续时间仅仅是

出行的持续时间。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旅行派对包含一个住户的所有成

员，例如一起旅行的一对夫妇或者一家人。在旅游统计中，旅游支出个别地计

为出行的每一个人的支出，而不是在全局范围内计为旅行派对的支出，这样，

一旦确定了旅行派对的支出，就可以将旅行派对每一位成员的相关支出计算在

他或她名下，在估算旅游总支出时，考虑的是这种个别支出。

2.48. 关于共担支出，将估算旅行派对每一位成员的平均支出，或者估算

简单平均数(对所有产品一视同仁)，或者根据所消费的产品，采用更复杂的算

法。这种算法可能会考虑到旅行派对成员的年龄结构，例如，派对中的儿童人

数和成年人人数(见下文第4.78段)。然后将这些估值加到与个人支出对应的数

字上(《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4.36(i)段和方框4.2)，以得出每一名个

人的支出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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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为此，收集关于旅行派对规模的信息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其成

员每天的人均支出。这种信息对于与目的地有关的规划也很重要(例如，决定

酒店房间大小)。

2.50. 收集关于旅行派对人员构成的信息也很重要，特别是在住户中有儿

童的情况下，有儿童的住户构成一个特殊市场，拥有特殊兴趣和需求(例如，

需要保姆、儿童活动和特殊类型的监护)。此处的每日人均支出也会受到年龄

状况以及旅行派对规模的影响(见第4.78段和《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

3.2-3.5段)。

方框2.12
在样本设计中如何处理儿童游客

在“游客”的定义中，没有相关的年龄限制。因此，儿童如果达到了定义标准，在统

计中就被作为游客处理。在大多数情况下，儿童往往作为旅行派对成员参加旅行，通

常与成年家人在一起。有些儿童独自旅行，但是他们的数量通常被认为在统计上无足

轻重。因为儿童大多与成年人(无论是不是家人)一起，他们的出行特点，通常是由陪

伴他们的成年人的出行特点决定的。

边界调查(针对国际游客)和住户调查(针对国内游客)的统计设计，通常基于一个选定

个人的样本。在住户调查中，选定住户之后，通常随后选定该住户中的所有人员，而

在边界调查中，通常选定乘坐飞机、公共汽车或小汽车上的所有人员。

有些国家采用年龄设限法，例如，只对16岁以上的人进行访谈并收集他们的相应信

息。在这种情况下，仅将年龄限度以上的人员纳入汇总程序，旅游支出仅指这些人口

的支出。

就住户调查而言，因为基准人口的资料可能是按照年龄组划分的(例如来自人口普查)，

推算总额就很容易。边界调查不大可能是这种情况，因此推算正确的基准人口的总额

会成为一个问题。

用样本数据(仅成年游客)推算全部基准人口(所有成年人和儿童游客)的总额，在估算

游客的总支出时必定会产生偏差。儿童的平均支出通常少于成年人，旅行派对中的人

员平均支出通常少于不结成派对旅行的人，因为在派对中，例如住宿费共担，在交通

方面乘坐一辆车。

因此，建议不要将儿童排除在样本之外。因为他们大多数在派对中旅行，可以在陪同

的成年人帮助下，收集儿童的有关信息。

2.51. 旅行派对有可能包括不同住户的成员，如果住户调查是推荐使用的

收集方法时，这可能会在收集国内和出境旅游数据方面造成某些复杂问题。在

这些情况下，住户通常是选择单位，即：住户被抽取为样本。选定一个住户之

后，再选取该住户中的一个人或者所有成员进行访谈。如果选定的个人在一个

包含另一住户中一名成员的派对里出行，那么，只应获取与选定人员有关的出

行特点。不应获取与其他住户的成员有关的详情，因为其他住户自己有可能从

住户总体中被选为样本。但是，如果支出是由来自不同住户的旅行派对成员共

担，就必须记录这一信息，以便能够准确计算游客的人均支出。幸好，不同住

户的成员可能会各自承担，而不是共同承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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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就旅行派对而言，出行的主要目的，应当是对作为一个单位的旅行

派对出行决定起核心作用的目的，换言之，没有了这一目的，派对就不会出行

(见本章C.1.1节)。

2.53. 无论如何界定这一核心目的，如果询问旅行派对中的每一位成员，

可能表明出行原因各不相同。这种信息在营销分析中可能很有价值。例如，如

果游客来到某地参加一个会议，并有家人陪同，这个旅行派对的主要目的是参

加会议，虽然陪同的家人不参加会议，而是前来探看各种景点。

2.54. 另一种类型的旅游单位是旅行小组，由一起旅行的个体游客或旅行

派对组成，行程由第三方(通常是一个专业企业)为他们安排。实例包括加入同

一个套餐旅游的人或者结伴旅行的年轻人，例如参加同一个有组织夏令营的

人。这类小组中每一个成员都共担用于预定服务支出，这些服务通常包括交通

和住宿，但对其他支出保持总体和逐项控制权。每一名成员在共同支出中分担

的份额是完全确定的，常常等于每一名成员为加入旅游小组所支付的数额。不

是所有的套餐旅行都要求旅行者参加一个小组：有些套餐旅行是根据要求设计

的，使个人能够独自旅行(或者加入旅行派对)。

2.55. 建议采用下述标准来确认是旅行小组还是旅行派对：

• 如果小组内所有人都支付一笔可确认——但不一定相同——的费用，该

小组就是“旅行小组”；

• 如果小组中(至少)有一个人不为出行或在出行过程中支付一笔可确认

的费用，该小组就是“旅行派对”，因为至少某些费用是汇集起来支

出的。

出于实际考虑，各国应当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旅行派对由一个住户中一起

旅行的成员组成(通过住户调查确认)。但是，编制者应当记住，住户本身不旅

行。

方框2.13
人均支出抽样调查：奥地利的实例

在奥地利关于15岁以上奥地利人本国行和出境行的抽样调查中，支出问题(不同于所

有其他问题)是基于所有同行的住户成员设定的，目的是为了调查对象而将它们简

化；此举突出强调了这一假设：大多数支出用于全家人。为了能够推算这一数据的总

额，必须将支出拆分为人均值。就此调查了同行住户成员中成年人的人数和儿童的人

数。在支出明细中，假定成年人共担儿童的支出。资料来源：奥地利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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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14
旅行小组还是旅行派对？假设性示例

一个由四名成年人组成的小组，乘车从比利时向法国南部旅行。他们一起做决定，例

如做什么，去哪里。这四个人中有一位是汽车车主。大家决定，燃油费用由全部四名

成年人共同承担，此外，车主将获得其他三人支付的旅行用车补偿金(补偿金等于磨

损费)。虽然这四个人看起来“共同出资”支付他们的开支，但是实际上每个人为出

行和在出行期间支付特定的数额，因此，这是一个旅行小组。

2.56. 在一般的说法中，“出行”一词可以与一名游客或者一个旅游小组

或派对连起来使用；但是，在旅游统计中不是这样。一个n人小组或派对的一

次出行，被认为是n次出行。所涉个人可能包括成年人，男性或女性，或者儿

童。10 通常，不直接观察旅行派对和旅行小组。它们不被视为选择单位，它们

在总体之中的分布情况是未知的。属于某个旅行派对或某个旅行小组是游客的

一种属性。

C. 主要统计单位的特点

C.1. 旅游出行的特点

2.57. 旅游出行的特点是(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3.9段)：

• 主要目的

• “旅游产品”的类型

• 持续时间

• 始发地和目的地

• 交通方式

• 住宿类型

2.58. 为了对支出进行分析，出行的组织方式(是否作为套餐旅行的一部

分)也是一个相关特点，第四章将对此进行考察。

2.59. 各国可能对旅游出行的另外一些特点感兴趣，例如，为了研究季节

性而考察出行发生的时间(月份或确切日期)。《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没

有对此提出任何建议。

C.1.1. 主要目的

2.60.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将出行的“主要目的”界定为“如果

没有该目的将不会出行”(第3.10段)。在考虑旅游出行时，这个主要目的必须

是“出于任何主要目的(出于商务、休闲或其他个人目的)，而非在被访问国家

10
 应当对衡量出行的方式给予

特别关注(通过边界调查还

是通过住户调查)。也见第

三章D.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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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地点受聘于某个常住实体”(第2.9段)。B.3.4节讨论在旅行小组或旅行派对内

旅行的游客的主要目的。

2.61. 对于独自旅行的个人，每一次旅游出行只有一个主要目的，虽然游

客在旅行时也可能从事不同于这一主要目的的次要活动。如果关于次要活动的

信息与分析目的有关，可以收集这些信息：例如，商务出行的人，也可以用一

两天时间游玩。

2.62. 出行的主要目的与游行者在逗留期间规划的主要活动密切相关，对

他或她的支出水平与模式有很大影响。主要为了商务目的旅行的人，通常所住

的酒店不同于(提供不同的服务)为游玩或者走亲访友而旅行的家庭所住的酒

店。例如，商务旅行者往往寻找有“商务中心”的酒店，而家庭更喜欢给儿童

活动留出空间的酒店。设计旅游政策必须考虑到商务旅行者将响应不同类型的

激励，并要求得到满足。

2.63. 正如上文所述，确定游客的次要活动，有可能对规划和推广以及政

策分析的目的有影响。可能特别是有助于决策者了解游客面对目的地多种多样

的活动和鼓励在所访问的国家、地区和地点停留更长时间的战略会作出何种反

应。

2.64. 区分出行的主要目的，即便是独自旅行的个人的主要目的也并不总

是一件简单明了的事。但是，标准必须一以贯之：“如果没有该目的将不会出

行”。例如，一个人访问一个目的地，可能用两天时间从事商务，然后可能另

外逗留三天，在此观光。根据我们的标准，这是一次带有休闲活动的商务出

行，尽管休闲相关的持续时间更长，支出更多，但是休闲活动仍被划分到次要

活动一类：“度假、休闲和娱乐”。同样的原则适用于例如陪同某人进行商务

出行的配偶。虽然该配偶仅为休闲而来，但如果没有该商务目的，就不会有这

次出行。因此，出行目的是“商务和职业性的”(“度假、休闲和娱乐”被视

为次要活动)。

2.65. 出行的主要目的是工作，旅行者已经与被访问地的常住实体建立了

雇主-雇员关系(例如，工业、建筑业或旅游业中雇用的从事果实采摘、餐桌服

务或者帮助建设公共工程的季节工人)，这种出行不被视为旅游出行。这样的

旅行者也不被视为游客。反过来，如果雇主居住在旅行者的始发国，雇用是为

了从事特定时期内特定企业的特定任务，则旅行者将被视为一名游客，以确保

与其他宏观经济框架一致(特别是为了进行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的目的)。在此情

况下，如果这类旅行者的数量足够多，很重要的做法是为他们单独创建一个类

别(《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35-2.38段)。

2.66. 另一方面，为演出而旅行的表演者，受邀的讲师或讲演者，或者被

派遣去安装或维修设备的技术人员，即便他们在到访国获得报酬，也被视为游

客，因为他们没有建立《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第11.13段)

定义的常住生产者据以管理和控制其工作的雇主-雇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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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关于出行的目的，《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确认了两个主要大

类：个人目的和商务目的。个人目的一类被分为八个小类，鼓励各国在每个

大类之下添加另外的小类(如果它们认为足够重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

议》，第3.19-3.20段)。为了能够计算总量和进行国际分类与比较，需要根据

相同的等级结构对这些附加的小类进行界定。另一方面，如果案例数量不足以

使国际界定的小类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小类，可能有必要将小类合并起来。无论

如何，区分“商务”和“个人”以及确定以保健和医疗为目的的出行和以教育

为目的的出行，至少应当符合国际收支统计所推荐的编制补充旅游数据的要求

(见《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第10.87段)。

2.68. 按照主要目的对旅游出行实施的分类，正如《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

建议》(第3.14-3.21段)所述，详细阐述了以前的分类，阐述了每一个大类和每

一个小类可能的内容，并列入了《1993年旅游统计建议》发布以来在全世界日

趋重要的新类别。

2.69. 下文列出了主要小类。应当指出的是，将这种推荐分类纳入游客调

查时，这些大类和小类的排列组合方式可能对应答产生重要影响，应当在设计

调查时仔细予以斟酌。建议在为确定个人目的和商务及职业目的而提出的第一

级问题之后，提出可以确定更详细内容的第二级问题(例如“个人”项下的小

类问题)。

     根据主要目的对旅游出行实施的分类

          1.  个人

              1.1. 度假、休闲和娱乐

              1.2. 走亲访友

              1.3. 教育和培训

              1.4. 保健和医疗

              1.5. 宗教/朝圣

              1.6. 购物

              1.7. 过境

              1.8. 其他

          2.  商务和职业

2.70. 对出行的主要目的进行分类。可能需要某些国家对它们的现行分类

作出调整。例如，有一定数量的游客，在还包括游历若干其他地方和国家的行

程中，搭乘邮轮或游艇到达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应当提供特定的目的小类，使

这样的游客能够在“度假、休闲和娱乐”亚类之下，将自己划分到“乘邮轮或

游艇”一类，没有其他目的或特定目的地，虽然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如下述国

家经验所示(见方框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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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15
修改拟议目的列表

各国可能希望简化拟议列表，或者采取另一种办法，使用不同的、更详细的分类。这

样做是有可能的，但是必须仔细权衡其后果。

当创建新的小类或开始采用推荐的小类时，各国应当知道，每一个小类都应当包

含足够数量的案例，这样，通常通过抽样收集到的答案，将产生有统计学意义的结

果。

例如，有些加勒比岛屿正在宣传自己为“蜜月”新胜地，营销部门坚持单列为一

个以目的划分的小类。但是，重要的是事先确保样本的观察次数足以建立一套在统计

意义上健全的数据。在预计所涉总体很少但是对于制订旅游政策仍然有意义的地方，

最好是例如利用问卷调查，在已知为迎合这部分市场而设立的住宿机构，直接收集关

于这类人员特点的信息。

方框2.16
旅游出行的特点：西班牙的实例

因为前往西班牙的游客人数较多，在休闲和商务目的小类之内额外建立一些细分类

别，是有可能的，也是有统计学意义的：

 • 休闲目的：

 ■ 美食旅游

 ■ 文化旅游

 ■ 体育运动旅游

 ■ 乡村和沙滩(休息)

 ■ 其他类型的休闲

 • 商务目的

 ■ 参加交易会、代表大会/大会

 ■ 季节性工作

 ■ 其他工作和商务理由.资料来源：旅游研究所。

2.71. 一些国家的一个重要项目是有多少游客接受医疗，应当指出的是，

在这些国家，“保健和医疗”目的与专门为了接受医疗护理的出行有关，无论

它是游客的自主决定，还是例如一个医疗小组或社会保险制度的决定。这确保

了与供应方的统计和区域政策的设计一致，这些政策旨在促进针对这类游客的

供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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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17
“邮轮乘客”的定义：巴哈马的实例

“邮轮没有目的地”视为说法不适用于巴哈马，因为乘邮轮到访的目的地是选择邮轮

的标准。

加勒比旅游组织将邮轮乘客定义为“一种乘邮轮到达的特殊类型一日游游客，一

般停留24小时以下并在船上住宿，即便船舶在港口过夜或者靠泊几天”。巴哈马旅游

和航空部研究和统计处将邮轮游客定义为“乘邮轮游览巴哈马岛并利用邮轮解决住宿

的人”。

2008年，国际邮轮协会实施了一项“邮轮市场状况研究”，该项研究对2,426名
年龄在25岁以上而且家庭收入至少为40 000美元的美国居民进行了访谈。在该项研

究中，调查对象确认了有吸引力的乘邮轮去的地点，有43%的人表示，加勒比是他们

首选的邮轮目的地。阿拉斯加、巴哈马、夏威夷和地中海/希腊诸岛也是首选目的

地。80%的邮轮用户一致认为，乘邮轮度假是尝试前往他们可能希望再次游历的目的

地的一个好方式。

国际邮轮协会在2011年对“邮轮市场状况研究”进行了更新，增添了例如“邮轮

行业报告”等年度研究和进一步的经济研究。 资料来源：巴哈马旅游部。

2.72. 在有国际客流的情况下，移民当局常常询问到访的目的。为了确保

国际可比性，“到访的主要目的”分类应当与根据主要目的对旅游出行的分类

相对应。

2.73. 另一方面，那些在住宿地点观察旅行者的人，也许不可能对因个人

原因和因商务原因旅行的人加以区分。

C.1.2. 旅游产品的类型

2.74. “旅游产品的类型”概念主要是由旅行社和旅游套餐提供者启用

的，以此作为营销工具，使供应瞄准对到访地的特定方面感兴趣的特定市场区

块。例子可能包括生态旅游、绿色旅游、文化旅游和城市旅游。

2.75. 虽然《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将其作为一个相关问题提及，但

是它尚未对此给出任何具体建议。不可否认的是，需要创建某种参数，以界定

和分割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各国在将旅游产品类型概念纳入它们的分类和问

卷之前，应当仔细斟酌这种特征描述对它们的需求分析是否有意义。对调查作

出回应的游客，可能并不总是明确了解这一概念，特别是那些自行安排出行而

不是购买套餐的人，或者那些为走亲访友而旅行的人。

2.76. 不应当将“旅游产品的类型”概念与《国民账户体系》的产品概念

相混淆，这些产品也不属于任何相关的货物和服务编码或分类，例如《产品总

分类》第二版，《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或《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

度》。也不应当将“旅游产品类型”与通过《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确

认的“旅游特色产品”混淆(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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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 持续时间

2.77. 即将予以详细讨论的旅游“量”估值，不仅依据游客(出行)数量，

还依据他们的逗留时间，因为较长的逗留时间，对供应方面的很多要素造成更

大压力。支出也高度依赖这一变量。《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建议将过夜

停留(即“旅游者”的停留)与较短的不过夜停留(“短途旅游者”的到访)分

开。旅游者的停留时间长短，以夜数衡量。11 短途旅游者的总停留时间，用白

天天数衡量。

图2.1
一日游游客与旅游者

旅游

游客

一日游出行

一日游游客或短途旅游者

过夜游出行

旅游者或过夜游客

2.78. 如果涉及游客的过夜逗留，则他或她被认为是一名“旅游者”，无

论利用何种住宿方式。这与很多国家或组织采用的仅计算在正式住宿地点的过

夜逗留的标准不同(见方框2.17关于巴哈马的实例)。

2.79. 关于如何处理游客延长至午夜之后的活动(例如在他或她的惯常环

境之外观看足球比赛、演出或参加派对)问题，也需要予以考虑。建议不把不

涉及寻找地方休息至第二天早上的活动，视为涉及过夜逗留。另一方面，在长

凳上、沙滩上，和在火车站或机场或某个其他地方度过一夜，应被视为过夜逗

留，即便没有提供有组织的住宿方式。

2.80.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没有就逗留时间长短的分类问题提出

具体建议，因为选择列入哪些类别，取决于观察到的(或预期的)游客停留时间

长短分布情况。一般来说，应当没有一个类别占总出行数量的5%以下，这样

可以在取得在统计上有效的样本观察结果时，避开难题。计量入境旅游者超过

91天的逗留可能是一个挑战，因为移民当局除了在特殊情况下，常常不接受逗

留时间超过三个月的旅游者。应当审慎处理时间特别长的逗留，因为它们对平

均逗留时间和每日支出及旅游总支出有重大影响。

2.81. 出行的持续时间必须与实际逗留时间(旅游发生的时间)而不是与它

的核准逗留时间相符。就入境旅游而言，当一国的入境移民统计依据的是游客

到达时的申报而不是对离开时间的观察时，可能导致与统计不相符。当移民统

计不记录到达和离开的时间时，这种情况常常发生。

11 因此，应当询问旅游者在一

个地方或国家度过了多少夜 

(不是多少日！)。但是，经

常出现的情况是，只知道旅

游者的到达日期和离开日

期。在这些情况下，通常可

以认为逗留夜数，等于不含

到达日和离开日的逗留日数

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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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在到访地点的逗留时间不同于离开惯常环境的持续时间，因为在各

个地方之间的转移并非瞬时完成的。例如，一个人从欧洲飞往例如澳大利亚，

之后飞回(每次飞行大约花费24小时)，此人离开欧洲的时间，将比在澳大利亚

的登记逗留时间多两天。在把从始发地出行(出境旅游和国内游)的数据和前往

目的地的出行(入境旅游)数据进行对比，例如采用镜像统计时，必须考虑到这

一点。

2.83. 对于利用市场化住宿方式的游客，他们在住宿统计中计量的平均逗

留时间，可能不同于通过对他们进行观察计量出的平均逗留时间，因为他们可

能利用不只一个住宿提供方(市场化的或非市场化的)。

C.1.4. 始发地和目的地(以及其他到访地点)

2.84. 旅游出行“始发地”的定义是游客的惯常居住地。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31段)关于旅游出行主要目的地的定义

是，“对出行决定起核心作用的访问地”。这个定义与出行主要目的的

定义一致。《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建议，如果游客不能确定这样一

个地点，主要目的地将被界定为游客在出行期间花费大部分时间所在的

地点。如果游客还是不能确定这样一个地点，主要目的地将被界定为离他

或她的惯常居住地最远的地点。尽管如此，游客在一次出行期间可能访问

多个不同目的地。结果，在其他目的地或国家花费的出行支出有可能被划

归“主要目的地”。每次出行都应当有一个对应的主要目的地。

2.85. 正如上文所解释的，可以创建一个名为“搭乘邮轮”的特殊类别，

用于到访不同地方和国家而没有特定目的地的邮轮之旅(见上文第2.70段)。

2.86. 将始发地与目的地相配，从营销的角度看，可以产生重要信息(也见

方框2.18)。但是，生成和处理通过利用调查收集的在统计学上有重要意义的数

据，可能并非易事，特别是如果按照总体目的地实施的分类是从行政数据中产

生的，因为移民当局并不总是按照上文划分目的地的方式划分目的地。

2.87. 每次出行的地理始发地可能代表一个与到达既定地点的费用有关的

有用的解释性变量，可用于检查支出数据的一致性。

方框2.18
利用始发国和目的国的行政数据对始发地和目的地进行比较

南非利用行政记录，对前往新西兰的南非游客和自新西兰至南非的游客数据进行了对

比，考察了在确定国际出行的始发国和目的国时面临的难题。

利用镜像统计的做法很有用，也切实可行，但也很复杂而且耗费时间。不是所有国家

都有详细的入境数据。
资料来源：Ubomba‑Jaswa, 
S.(2010年)。

http://statistics.unwto.org/sites/all/files/pdf/ssa_mirror.pdf
http://statistics.unwto.org/sites/all/files/pdf/ssa_mirro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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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5. 交通方式

2.88. 这是指出行前往到访国或到访地所采用的主要交通方式。因为游客

通常合并使用不同的交通方式，因此需要一个确切的定义(《2008年国际旅游

统计建议》，第3.32段)。因为行程的单位成本各不相同，通常应当将主要交通

方式界定为旅行距离最长(而不是在上面的支出最多)的方式。要对交通支出进

行最详尽的分析，可能还有必要收集次要交通方式的相关信息。

2.89. 某些国家或领土可能形成不同的“交通方式”概念。例如在岛屿国

家或者领土，交通方式可能是到达岛屿所采用的方式(航空或水路)，即便这不

是旅行距离最长的方式，因为乘汽车到达显然不是可接受的，也并非有意义

的，虽然它对应最长旅行距离。

2.90. 从营销的视角看，关于主要交通方式的数据很有用，常常构成日平

均支出的一种相关解释性变量。

2.91.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图3.2)提出对可能的交通方式的详细

细分方案。各国应当对它予以审查并根据它们的国情进行修订。但是有些方式

可能无关紧要(例如对岛屿国家而言，经公路到达的方式；对于缺少国际铁路

连接的国家，乘火车到达的方式；或对于没有海洋或河流边界的国家而言，乘

船到达的方式)。

C.1.6. 住宿类型

2.92. 关于旅游出行所采用的不同类型住宿的数据很有用，有多种不同原

因：

• 所用的住宿类型，对于食物、交通和娱乐等附加项目上的行为和支

出，也是一个有力的决定因素。尤其重要的是确定关于市场化住宿服

务的数据是仅指住宿还是也指食物(早餐、半包餐或是全包餐)，还是

像全包套餐那样，包含其他相关服务。

• 很多国家往往忽视住在亲友处或住在自己的度假屋的做法作为出行过

程中一种住宿类型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在国内游的情况下如此(见第六

章B.2.3节)。采用此种住宿方式也将强烈影响开支的总体水平和结构。

在经济衰退期间，往往有更多人采用这类住宿，以替代市场化住宿。

• 确定在出行期间采用的不同住宿类型，以及每种住宿类型的过夜数，

可提供用于核证和调整住宿统计数据的宝贵信息，各国收集这些统计

数据之举，常常与它们对游客的观察并行。

2.93. 住宿类型分类是各国关切的一个特殊话题，将在第五章予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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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19
非租赁式住宿：奥地利的实例

估计结果显示，非租赁式住宿在奥地利很重要。接近75%的到达者在租赁式住宿处过

夜，但是每四位到达者中有一位留在非租赁式住宿处。

为了收集住在奥地利亲友处的非居民的信息，在季度抽样调查中增加了一些问题，季

度抽样调查仅涉及国内和出境旅游的问题。自2008年以来，向调查对象询问他们为非

居民亲友提供住宿的情况(按照出行类型和始发国列出明细)。通过推算这些结果的总

额，计算出到奥地利亲友处住宿的非居民到达者和过夜总数。 
资料来源：Ostertag‑Sydler, 
J.(2010年)。

方框2.20
住宿分类：埃及的实例

埃及有两种主要的住宿分类，数据是根据下述方案收集的。

1. 酒店住宿

住宿地点 (1) 旅游度假村 (2) 酒店 (3) 水上旅馆

过夜数

a. 酒店等级 (1) 5星级  (2) 4星级  (3) 3星级  (4) 星级

b. 住宿类型 (1) 全包餐  (2) 半包餐  (3) 床位和早餐  (4) 仅睡觉

2. 非酒店住宿

住宿地点 过夜数

 4. 医疗中心/医院

 5. 朋友或亲属

 6. 租住公寓

 7. 私人(公寓、别墅、房屋)

 8. 分时共享

 9. 营地、露营、青年旅舍

10. 其他(请具体说明) ……………………

合计
资料来源：埃及旅游部 

(2012年)。

C.2. 游客特点

2.94. 虽然并非进行国际比较所需，但是鼓励各国收集关于它们的游客个

人特点的信息，例如年龄、性别、经济活动状况、职业、住户、家庭或个人的

年收入、教育等等(《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3.6-3.8段)。这些数据可

能有助于确定不同细分市场：带小孩旅行的家庭、中年旅行者、青年旅行者、

退休人员、高收入旅行者等。另外，这些特点可能与出行特点相互关联，这一

事实对于当前估算旅游流量和支出有影响。

2.95. 有些国家将对游客的描述和分析限制在特定年龄以上，最主要的原

因是，不能指望儿童回答关于旅行目的、支出等问题的问卷。12 游客流量的行

12 欧洲联盟成员国必须遵守欧

盟法规列出的详细要求。

http://10thtourismstatisticsforum.ine.pt/xportal/xmain?xpid=INE&xpgid=tur_papers&PAPERSest_boui=101891400&PAPERSmodo=2
http://10thtourismstatisticsforum.ine.pt/xportal/xmain?xpid=INE&xpgid=tur_papers&PAPERSest_boui=101891400&PAPERSmod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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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计数(移民数据)将儿童与其他旅行者作同等处理：他们需要并被售予飞机、

火车和汽车票、食物、住宿处等。因此不应当将儿童排除在外，正如他们没有

被排除在住户调查之外，尽管确实需要对他们进行特殊处理(见上文B.3.4节)。

2.96.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3.6段)阐述了一系列可以观察到的

特点，但是没有就游客特点信息的用途提出具体建议。每个国家都应当评价某

些或所有这些变量的意义，特别是如何利用这些信息，以及对统计设计和观察

程序有何要求(例如，如果对特点进行交叉分类，就需要更大的样本规模)。

2.97. 在对样本进行统计设计时，应当考虑到被认为有意义的个人特点，

特别是在样本为旅游派对的情况下。除了实际(或自封的)首领或派对领导者的

特点，还应当确定派对中每个人的特点。这确保了对游客特点进行真实和公正

的描述。

2.98. 对于确定不同形式的旅游起关键作用的其他特点，是游客的居住国

和在该国之内的惯常居住地。下文D节将讨论这些方面。

D. 旅游形式：入境、国内和出境

2.99. 游客可以在他们的居住国内旅行，也可以到国外旅行。这样做时，

他们必须穿越政治和行政边界(除非是到度假屋)。重要的是从这些边界方面对

旅游做出限定，以确定哪些经济体(或地点)受到了旅游的经济影响。旅游形式

的概念正是侧重于这些问题(《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15段和第4.12-
4.14段)。

2.100. 关于旅游的主要目的地，《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32段)

对这些旅游形式的描述如下：

• 国内行是主要目的地在游客的居住国之内的出行。入境行或出境行是

主要目的地在游客的居住国以外的出行。

• 出境旅游的行程可能包括访问游客的居住国之内的地方，正如国内行

可能包括访问游客的居住国以外的地方[例如，出国旅行的人可能不得

不首先旅行至他或她的航班启程的城市，他或她可能会决定在那里逗

留几天，整个行程的这一部分，被认为是国内游历]。

• 但是入境行仅包括在基准国之内的游历。

2.101.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39段)根据这些特点，区分三种

基本旅游形式。

2.102. 最为重要的是，如前文所述(见上文第2.9段)，根据游客的居住国

而不是他们的国籍划分国际游客的类别。

2.103. 在对出境游客的居住国或目的国的相关信息列表时，应当考虑

到“国家”和“领土”这两个术语的不同，特别是当目的是为设计市场政策而

划分地理类别时(专门针对国家和/或国际可比内容)。对国际旅行者而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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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使用联合国统计司题为“国家或地区、编码和简称”的分类，因为信息可能

涉及政治意义上的领土而非国家。例如，旅行者出入法国或荷兰在加勒比的领

土，应被认定为出入加勒比的旅行，而不是出入欧洲的旅行。

2.104. 还应当鼓励各国根据地理相近性和游客流量的相对重要性，制订

他们自己的领土分类。各国可能希望确定来自邻国和来自它们所在区域(或国

家集团)内部的游客和旅行者的详细流量，然后单独确认少数几个其他国家，

因为来自这几个国家的旅游者和旅行者流量在按区域划分的集团中很重要，而

将其余的国家划分到主要区域集团。例如，15个中非和南部非洲国家是南部非

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成员国，建立该集团是为了促进邻国之间的合作。这些

成员国有很多都有意取得来自其他成员国的到达者的统计数据，与来自非成员

国的到达者统计数据分开。

2.105. 在旅游统计制表过程中列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数字(移民统计往

往如此)，可能产生误导性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对有些国家而言，对应的

旅行者流量可能无足轻重。从统计角度看，这些小数目的年度起伏，被视为

随机发生的。用户带来的压力要求提供在统计学上没有意义的国家详细资料 

(例如在基准人口总数很小的情况下)，应当抵制这种压力。





 41

第3章 
衡量旅游出行和游客的流量与特点

本章结构如下：简要概述旅游出行和游客流量计量工作的重要意义，随后审查

与旅游流量有关的一般计量问题(B节)。其余几节阐述针对如何收集入境、国

内和出境旅游数据的广泛讨论。C节讨论入境旅游，特别侧重于作为一种国际

服务贸易的旅游业，两者都提出一种计量全局流量和深入研究它们的特点的两

阶段办法。D节审视国内游，以作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住户调查为中心，并考察

某些影响统计设计和抽样的因素。E节研究出境旅游，大量利用前面两节的内

容。C节至E节，每节最后都列出了一份拟议结果列表。

A. 导言

3.1. 虽然本《编制指南》的重点是发展旅游统计，但是应当记住，这些

统计需要建立在每个国家更为总体的国家统计系统框架之内。在国家统计系统

之内协同工作的各种不同组织，为所有领域中的统计质量、一致性和受认可度

做出有益的重要贡献。

3.2. 国际收支需要计量用于“非居民在访问一个经济体期间从该经济体

获得的供自用或带走的货物和服务，以及反过来由居民在访问其他经济体期

间获得的供自用或带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头寸手

册》(第六版)，第10.86段)。考虑到对这种支出的计量通常要求估算国际旅行

者的流量和旅行者的日均支出，各国需要计量所有各类短期居民和非居民旅行

者的越境流量大小，他们的逗留时间和特点，原因很简单：支出与这些变量密

切相关。

3.3. 本章将描述所有各类游客的特点(对旅游分析有意义)，并阐述国际旅

行者的流量计量问题(对国际收支有意义)。第四章将集中阐述支出的计量问题。

3.4. 正如《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12段)所述，旅游是旅行的一

部分。因此，计量(国际)游客的流量，需要在(国际)旅行者总数中对他们加以

识别。而且，必须对旅游出行加以识别。13 旅游和旅行之间的联系说明了为何

本章自始至终使用这两个术语(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图2.1)。

3.5. 各国应当了解，此处制订的准则是一般原则；因此，每一个国家都应

当在彻底审查它们的旅游流量特殊性的基础上，采用最适合它们的情况的建议。

不过，建议各国尽可能遵循这些准则，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一致性和国际可比性。

3.6. 虽然本章主要侧重于入境旅游，但是实际上国内游在出行数量、支

出和对旅游供应(例如住宿、饭店和交通)的需求方面，对大多数国家更重要。

13 确认惯常环境之内的所有出

行(非旅游出行)和惯常环

境之外的所有出行(旅游出 

行)，可能是一件耗资极大

并且极为繁重的工作。某些

关于非旅游出行的数据，例

如通勤行为的数据，实际中

收集起来，除了有助于旅游

分析，还服务于其他有用的

目的。



42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编制指南

因此，属于这种情况的国家，不应当将计量国内游的变量列为次要重点，即：

它们不应当在妥善计量国际旅游之后才对它们进行处理。

3.7. 本章强调入境旅游，原因有二：第一，因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

成了一致，一致认为有必要为了在国际收支统计中协调各国计量入境旅游和出

境旅游的相关旅行和支出，促进有力协调(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

第八章，B节)，第二，因为它仍然是大多数国家有经验并且可以共享经验的领

域。这些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家旅游局的管理之下取得。

3.8. 因为国家统计局通常负责实施一般住户调查和收入/支出调查，世旅

组织强烈建议在国家旅游局统计经验有限的国家，由国家统计局对此类含有与

游客有关的数据的调查进行统计设计。

B. 计量问题和某些一般特点

3.9. 与需求方有关的术语以及计量工作取决于旅游形式，对此予以强调

是很重要的(上文第2.41段)。特别是出行和访问(见第二章，B.3节)对于不同的

旅游形式有不同的含义。

3.10. 对入境旅游而言(正如对于所有入境旅行)，通常的观察对象是“出

行”：跨越国际边界的非居民行动。从旅游统计的角度看，只有一个明显的例

外：作为非游客进入一国但随后参加了次要旅游活动的人员的旅行，例如，某

人到一国去为一家常住企业工作，随后在逗留该国期间有了旅游出行，或者一

位外国外交官因个人原因在该国出行(见上文第2.45段)。如果观察工作简单计

算穿越边界行为，就不可能将这样一位个人在基准期实施的出行或访问与他或

她联系起来。而且，虽然统计可能谈到“游客”，但是实际上被观察到的是“

到达”(或“旅游出行”)(见第二章，B.3节)。鼓励各国在所有与公布旅游统

计数据有关的出版物中运用准确和一致的术语。

3.11. 就国内游而言，如果是利用住户调查收集数据，所观察到的出行将

是“往返出行”，这就有可能将个人与他们在基准期内实施的“往返”出行联

系起来。在此情况下，将对出行和出行人员作出区分，并将各项特点明确无误

地向这些观察单位归类。

3.12. 同样的方法适用于在住户调查中计量的出境旅游数据。但是，在边境

实施计量时，可观察的只有到访，即出境行和国内行的一小部分。在边境调查

中，通常没有时间收集关于出行人员的数据。虽然“出行”和“出行人员”之间

的区分可能很微妙，但是在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比较时，应当铭记这种区分。

方框3.1
估算(加权)：加拿大居民旅行调查实例

加拿大居民旅行调查的估值，是以调查数据加权后得出的，这就有可能扩大这些数

据，使之与加拿大18岁以上未进入收容机构的人口相符。为得出估值而计算的权数是

人员权数、出行权数和人员-出行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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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人员权数的起点是劳动力调查次级权数。然后调整人员权数，使之反映(a) 劳动

力调查轮换组的次级抽样，(b) 住户内人员(年龄在18岁及以上)的次级抽样，(c) 不
回应，和(d) 已知受控总数的口径(年龄/性别组，普查都会区总数)。收集工作的第二

个月产生的人员记录，也针对记忆偏差得到处理。

人员-出行权数是从人员权数推算出来的，具体推算方法是针对(a) 完全相同的出

行，(b) 声称出行与报告出行的比例，(c) 丢失重要数据的报告出行，及(d)出行一

级的不回应作出调整。还针对离群组对人员-出行权数作出调整，并针对记忆偏差对

收集工作第二个月得出的记录作出调整。这些权重被用于估算出行数量。

最后，用人员-出行权数除以住户内陪伴调查对象出行的成年人(年龄在18岁及以上)

数量，推算出行权数。出行权数被用于估算支出。

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

(2013年)。

B.1. 目标

3.13. 关于入境/出境旅游，所提供的指南涉及：

• 建立基准期内入境行非居民(国际旅行者)总体和从出境访问和出行返

回的居民总体14

• 在这些总体之内，确认属于游客的旅行者和不属于游客的旅行者

• 确立国际游客出行在下述方面的主要特点：

 –持续时间

 –主要目的

 –交通方式

 –住宿方式

 –其他特点(访问/出行的特点或国际游客的特点)

3.14. 就国际旅游而言，信息的主要来源是：

(a)   行政记录(边境管制、机场和公共交通运营者(公共汽车、航空公司

和铁路)的报告)

(b)  流量的实际计数

(c)   为了在边境或边境附近、在旅游景点和在住宿设施内收集补充信息

而实施的特别调查

3.15. 值得强调的是，任何着手建立国际旅游数据收集系统的国家，都应

当首先确定所有可用的相关行政记录(其实，即使拥有健全数据收集系统的国

家，也应当确保它们对此类来源进行了确认和检查，使之在可能的情况下提

供补充数据)。确认此类数据的主要动机，在于这一事实：已经在收集这些数

据，因此不必占用任何额外的资源。对于没有既有的完善的旅游统计系统的国

家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这类国家通常是那些可用资源最有限的国家。还有，

不对已经可以借助行政来源加以利用的数据进行调查而建立新的调查，在已有

调查数据可用的情况下，可导致重复工作。

14 我们此处再次谈及个人而不

提及出行：同一个人在基准

期内有多次不同出行，将被

计算为多个不同游客(或计

算国际收支时所指的旅行

者)。

http://www.statcan.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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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就国内旅游而言，将提供关于计量问题的指南，目的是：

• 在总人口中确定那些在基准期内有一次或多次国内旅行的居民

• 将国内旅游出行与其他国内出行分开，包括作为国内出行的一部分的

出境行和出境访问

• 确定旅游出行并根据下述方面描述它们的特点：

 –持续时间

 –主要目的

 –交通方式

 –住宿类型

 –其他特点

3.17. 如果是国内旅游，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是：

(a)  调查直接选定的个人(最有可能通过电话访谈)；

(b)   利用住户调查，或者将它作为更一般的多用途调查所属的模块，或

者作为专项调查(统计样本来自最近的人口普查或者任何其他更新后

的住户或人员登记)；正如在入境旅游的情况下，也可以利用在住宿

机构和旅游进店进行的调查，但是这种调查很可能观察到旅游出行

中的部分行程(而不是出行的往返全程)。

B.2. 计量的频率

3.18. 很多国家逐年发布它们的大部分旅游统计。但是这对于制订政策

或者特别是国际收支的目的还不够，国际收支一般应当至少每季度编制一

次。15在大多数国家，旅游，特别是国际旅游，会发生季节波动，这些波动与 

(始发国和/或目的国的)气候、宗教庆典、假期或以不同强度影响不同始发地和

目的地市场的其他因素有关。应当计量这类起伏变化，因为它们对于理解旅游

流量和设计特定政策至关重要。

方框3.2
衡量旅游统计的季节性

分析时间序列数据时的大致目标是能够认识到经济活动方向和水平的重大变化。在旅

游统计领域，很多国家的时间序列有一种不断重复发生的季节性模式，模糊了序列的

基本行为。实际上，季节对经济和社会活动产生了无可置疑的影响。

全面列出(下文给出来源)是为了解释时间序列调整概念并回答下述三个问题，从而更

好地阐释与旅游有关的数字：

1. 调整为什么是必要的？

2. 调整后的结果告诉我们什么？

3. 如何调整数据？
资料来源：Laimer, P.和
Ostertag‑Sydler, J.(2009年)。

15 基金组织建议在基准年结束

之后两个季度之内公布年度

数据。但是，强烈建议在基

准季度结束之后两个季度之

内编制季度数据(见《2013
年数据公布通用系统》)。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storageapi/sites/all/files/pdf/laimer.pdf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storageapi/sites/all/files/pdf/laim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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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应当对这三种旅游形式中每一种形式的季节性模式加以分析。就政

策目的而言，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例如，为了作出关于建设住宿设施(或其他

旅游设施)的决定，仅仅知道一年中游客到达总次数和平均逗留时间长度还不

够。了解这种需求在一段时间(几周、几个月、一年)内的分布情况也很重要，

这样才能确定房间(和其他旅游设施)是否始终充足，或者，比如说，是否需要

建设新客房(或者促进其他解决方案，例如从其他类型的提供者那里租赁住宿

空间)，以应对与明显的旺季相关的暂时性需求高峰。

3.20. 如果计量国际旅游流量必需的基本信息是通过行政程序收集的(主

要是移民数据，运输公司、机场和港口的数据等等)，观察是长期不间断的。

但是，数据也许不会作为稳定的数据流得到处理或者被移交给旅游管理部门。

国家旅游局往往难以大体不间断地及时获得最新信息，尤其是在移民手续没有

完全实现计算机化和集中处理的地方。在此类情况下，国家旅游局应当集中精

力，至少每季度收集此类信息。提供信息的方式还应当能够利用以基本计数 

(例如，居住国、国籍、逗留时间长短、访问的目的)同时收集的不同变量的有

关信息，进行交叉分类。一般来说，国家旅游局(或者国家统计局，如果它们

负责编制信息的话)应当从原始数据来源接收微数据(消除个人旅行者的个人身

份信息)，微数据的形式为便于用户使用的电子数据库或文件。

3.21. 如果必须通过样本(例如，居民的国内和出境旅游住户调查和国际

旅游边境调查)获得信息，观察工作的实际频率，取决于假定的季节性模式和

总体成本。但是，较为频繁的观察并不一定增加成本。例如，如果目标是进行

120 000次观察，那么，全年连续实施调查，依靠一小组能够全年坚持进行调查

的调查者，每月进行10 000次观察，而不是在夏季进行120 000次观察，成本可

能更低一些，后者需要较大的一组调查者工作几个月才能完成。

3.22. 不过，重要的是认识到游客或出行数量是整个系统的基本关键变

量。要确保所收集的数据充分、准确和可靠，需要认真予以重视。如果是通过

个人或住户调查来观察国内旅游，采用较长的基准期，就能够进行更多的观

察，但是也将产生质量问题，因为记忆往往会消退(见D.2.2.2节)。另一方面，

采用较短的基准期，需要更多的资金和技术资源，因为需要进行更多访谈，以

收集关于给定数量的出行的数据(因为在较短基准期内，出行的人较少)。

C. 入境旅游

3.23. 如前文所述，《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侧重于旅游统计，同时

与其他概念框架，例如国际收支和国民账户有关。本节侧重于作为国际服务贸

易的旅游。对其进行测量所产生的问题，在《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头寸手册》 

(第六版)和《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编制指南》中有适当阐述。

3.24. 入境旅游的计量问题面临特殊挑战。例如，应当在何时何地收集数

据？显然，虽然可以在游客到达这个国家时，收集某些与他或她有关的数据，

但是关于访问情况的数据，能够收集到的少之又少，因为这尚未发生。同样，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bop/2007/pdf/bpm6.pdf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bop/2007/pdf/bpm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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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客出行期间收集数据的做法难以令人满意，因为该次出行尚未结束。解决

方案是在游客离开该国时收集数据。大多数国家设立了数量相对较少的移民/边
境关卡，游客从此处入境和出境，这些关卡充当有用的调查点。

3.25. 入境旅游统计通常是在两个阶段中收集的，反映边境关卡的数据收

集安排方式。第一阶段涉及使用边防机关收集的行政数据。这些数据确认所有

旅行者，既有游客也有非游客，但是某些国家可能不记录那些频繁跨越边境

者，例如为了工作每天跨越边境的人。通常收集的数据有限。所收集到的信息

是为了安全目的，而非为了旅游，因此，数据不提供旅游业机构所要求的全部

内容。但是，边防机关越来越多地与国家旅游局合作，在所收集的数据中(例

如在入境卡和离境卡上)包含更多单纯用于旅游目的的信息。这是下述事实产

生的结果：边境机构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旅游对其经济的重要意义。

3.26. 将居住国、出行的主要目的和采用的交通方式等信息列入这一阶段

收集的数据，将是很有用的做法，这些信息在第二阶段特别有用。这一阶段至

关重要，因为不是旅游目的所需的所有数据，都能够在第一阶段收集到。第二

阶段通常涉及在游客离境时对他们进行的抽样调查，可以收集例如游客在该国

从事的人口活动、访问地点和在该国开支多少这类数据。在设计这样一项调查

时，从第一阶段得到的数据可能很有用，为进行分层抽样并使之更高效和更有

代表性奠定基础。

3.27. 这种两阶段方法，反映出收集高质量入境旅游统计数据所涉及的某

些复杂问题。在这方面，确定在应当在访问过程的哪个阶段和哪个地点收集数

据，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3.28. 除了国家旅游局和国家统计局，通常负责编制和提供国际收支数据

的中央银行，也可能有兴趣参与关于国际旅游流量和入境和出境游客支出的计

量频率的决策；它们可能成为发展旅游统计的重要伙伴。

C.1. 第一阶段：计量国际旅行者和游客总数

3.29. 应当在入境、出境哪个时间点计数进入一国的旅行者？还是在两个

时间点都计数？对于旅游统计，移民法律的要求，通常确保提供进入该国和离

开该国时这两个时间点的计数数据。在入境时还是在离境时计量的问题，将对

可获得的信息产生影响(第3.24段)。至关重要的是，要了解在将出行或游客特

点归类至特定基准时间段时出现的方法问题(见C.2.1节)。

3.30. 一般做法是在入境时计数入境旅行者，也就是说，在出行开始的时

候，但是他们的某些特点，大多与逗留和出行期间的支出有关，通常只能在逗

留结束时，即在离境时才能准确收集(见第3.65段)。也有可能在出行期间(见

C.2.2.2节)或者出行后(例如见方框3.19)收集这些特点，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

生。各国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是何时收集的例如关于出行特点的信息，它指涉

哪个群体，是“到达”还是“离开”。只能在离开时或出行之后，才能获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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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支出的可靠信息。如果一国谋求利用到达人数获得支出信息，它就需要借助

某种假设计算这些数据。

3.31. 同样，应当在出境旅行者离开时，也就是当出行开始时，进行计

数，但是他们的某些特点，大多与逗留有关，通常只能在返回时或返回后，即

到达时或之后，才能准确予以收集。

3.32. 作为其边境管制程序的一部分，某些国家计量非国民16 的到达数和

离开数，并利用配对程序核对既定时间段的流量。经过配对的记录是那些用于

旅游统计以计量国际旅游流量的记录。也使用计算机化系统，在到达和离开时

进行电子护照读取。但是，应当认识到，这些边境管制程序主要不是为旅游而

设计的。相反，通常需要利用它们达到与特定移民控制有关的目的，以此种方

式识别逗留时间超过核定时长的非法移民。采用了常规和高效的系统化程序之

后，这类国家用入境/离境卡确定游客逗留时间，并通过核查入境和离境时间获

得逗留时间，入境/离境卡原则上应当提供最好的估计。缺点是，只有在获准逗

留特定时间的全部游客离开之后，最终修正的数据才可以使用。

3.33. 观察国际游客和其他国际旅游者的流量，必然要求多个不同实体和

机构合作，通常包括移民当局、负责陆路边境交通的实体、国家安全部队，和

负责港口、邮轮码头、机场、陆路终点站以及通过客运交通到达该国的多种不

同途径的机关。它们都应当为观察程序的设计工作提供支持，并充当信息来

源，对最终数据实施核查和控制。

3.34. 也有可能要求私人部门予以合作，特别是客运公司(陆路、航空和水

路)。还可能需要不同专业组织和机构针对一部分特定游客给予合作(例如，出

行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和培训或保健和医疗的那些游客)。

3.35. 对于外国留学生入学学习本国教育课程，或者居民在外国入学学习

此类课程，可能有必要征得例如教育部、外交部或拥有针对外国留学生的既定

课程或者与国外其他学术中心有交流项目(欧洲联盟的伊拉斯谟计划)的大学校

务委员会之类机构的合作。

3.36. 因此，到达数据的完整性和质量，与高效的机构间合作密切相关(对

于实现这种合作的各种不同途径的讨论，见第一章D节)。

方框3.3
加拿大统计局国际旅游调查方案：边境计数

在边境计数跨境人次，是利用加拿大边境事务处官员在表格上记录的进入加拿大的入

境者信息。每一个进入港都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和加拿大边境事务处签署的谅解文件，

提交行政数据。在加拿大的所有进入港，计数是为了按照选定分类、按照交通类型以

及按照公路和渡运点的车辆数(小汽车、卡车、摩托车、雪上汽车和自行车)确定旅行

者数量。

在18个最大国际机场收集的数据，记录在海关申报卡(E-311)上。关于旅行者数量、居

住国和入境类型的信息，被用于估算按照旅行者类型和机场分列的边境计数。以抽样

16 因为边境控制程序也适用于

国民，因此这同一个来源可

用于获取出境旅游数据(见E
节)；因此，后续行动也同

样适用于出境旅游。但是，

数据应当基于居住国而不是

基于国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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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 到达或离开一国所用交通方式分类

3.37. 各国需要准确确定到达或离开一国所用的不同交通方式，以及它们

的使用强度，因为每种方式都需要不同的观察方法，以计量入境旅行者和游客

流量(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3.32-3.34段)。

3.38. 下述分类已经确立：

C.1.1.1.  航空

航空运输包括下述方式：

•  公共交通，是定期运行或者通过正规航运公司或特定包机运营商运营

的包机。这些通常在数量相对较少的(国际)机场运营，它们的移民程

序通常受到妥善控制。

•  私人交通，可能由特定供租用的运营商提供，通常为企业服务。企业

和一些个人还可能拥有自己的飞机。在某些国家，私人和商业飞机在

相同的机场运营；在另一些国家，全部或部分私人飞机在不同机场运

营，那里的移民手续可能更具特殊性。

就空运而言，通常有一种既定控制，或许存在某些例外，如在已经取消了

内部边界的区域内的行动(属于申根区的欧洲国家，就是这种情况)。

到达的旅客可能在国际旅程中过境，或者是连续飞行过程中的经停，或者

是换乘飞机甚至转换机场。《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61段)界定和讨

论了对这类旅客(过境旅客)的处理方式。只有进入法定和经济领土的乘客，才

应当算作游客。

C.1.1.2.  陆路

穿越陆路边界的交通方式包括下述：

•  铁路。运营商可能来自所涉及的两个国家之一，或者作为一个多领土

企业经营。移民控制常常在火车上实施。

方式还是以普查方式获取数据，取决于旅行者类型和机场规模。对于其他机场，获取

记录在E-63表格上的与普查相对应的行政数据，是为了得出估计数。E-63表格收集进

入加拿大的商业和私人飞机乘客和机组成员数量的有关信息。

CANPASS是一个电话报告系统，登记乘坐私人飞机或船只进入加拿大的旅行者数量。

借助该系统，还能够在某些进入港计数预先核准的乘小汽车入境的旅行者，这些旅行

者拥有特别许可，不必与加拿大边境事务处的人员打交道。得出估计数是为了确定利

用CANPASS登记的每一辆汽车的旅行者数量。

其他陆路进入港通过普查收集信息。计数是以不同方式记录的，或者记录在E-62入境记

录单上(公共汽车使用E-62B，卡车使用E-62T)，或者通过综合初步检查线系统。旅行

者人数、居住国、交通方式和逗留时间是从这些表格上获取的，用于估算边境计数。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



49衡量旅游出行和游客的流量与特点

•  其他公共陆路交通方式。公共陆路交通可以采取不同形式：公共汽

车、出租车、摩托出租车等。公共汽车交通通常由组织严密的企业提

供，核准运营商可以有很多家。出租车和摩托出租车常常以更独立或

不正式的方式运营，组织松散或者无组织。有些运营商从事长途运

输，有正规组织；另一些(有时在运送人数方面是最重要的)在当地运

营，在一个自由行动区之内，所受的管制很少甚至不受管制。

•  私人陆路交通。也可以乘私人小汽车(自有的或租赁的)、可以搭载乘

客以及司乘人员17 的货运车辆和例如自行车、摩托车和畜力车等其他车

辆穿越边境，这些车辆通常是旅行者在他们的惯常环境中使用，这些

旅行者经常穿越边境，主要从事往返贸易或其他个人活动。

•  行人。在过境点附近生活或工作的人，可能步行穿越边境。游牧者也

可以属于这个类别。

陆地边境的流量无疑是最难以计量的，各国和各个关卡对其的管制程度

不同。有些国家可能管制所有穿越边境者，而其他国家可能不管制任何穿越者 

(申根类型的边境就是这种情况)。有很多种中间做法。

C.1.1.3.  海洋和河流

公共和私人交通方式也被用于从水路穿越边境：

•  公共客运，包括渡船和邮轮，通常由既有企业提供，船只到达有组织

的靠泊处。移民当局和港务局对它们的控制通常井然有序，也有某些

例外情况。

•  私人客运(包括游艇、帆船和独木舟)的提供方式常常较不正式。船只

通常按要求仅停泊在核准的靠泊处，并向当地港务局报告(虽然它们并

不总是这样做)。

•  货运船舶，虽然数量较少，频率较低，但也运送乘客，这些乘客通常

应当算作游客，也运送船员，船员不被算作游客，因为他们被认为是

在他们的惯常环境中。

上岸行为如果发生在有组织的港口，可以更容易地受到控制。否则，情况

就与从陆路穿越边境行为有关联的情形很相似。

C.1.2. 流量计量方面的复杂性

3.39. 下述实例表明，编制者需要制订适当的观察方法：

•  位于一个取消了一切行动管制的区域的国家

此处的典型案例是位于申根地区的欧洲国家的情形。在这一地区，对所

有旅行者的管制均已取消，仅对它与世界其他地方接壤的边界实施管

制。需要制订特殊统计程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自动计数，与调查程序

并行或单独使用，因为没有其他行政程序(见第3.92段和方框3.15)。

17 应当指出的是，司乘人员不

被视为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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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特殊陆地边境区但是通常对其他非陆地边界实施边界管制的国家

在很多国家，特殊陆地边界默许人员自由行动，移民当局很少实施控制

或不加控制，也不计数生活在边境两边的人口。在某些情况下，但并非

全部如此，免受控制的人员需要持有特殊许可。所有此类流量(无论是

否旅游)和他们的相应支出，理论上应当在为了国际收支的目的对“旅

行”项目进行估算时，将其纳入考虑。此类人员大多数在他们的惯常环

境之内出行，不应当被纳入旅游统计。为了进行分析，对并非游客的旅

行者的计量，也可能令国家和地区旅游局感兴趣。另一方面，如果往来

太频繁(即：同一群人一天数次穿越边界)，他们的数量往往没有什么意

义。各国应当将此类行动合在一起，单独进行人员计数。

•  人员在国家领土的两个非毗邻部分之间的陆路往来

在某些情况下，从领土的一部分到另一部分(国内出行)，涉及从另一

个国家的领土过境，阿曼、俄罗斯联邦(加里宁格勒)、马来西亚和美

国阿拉斯加就是如此。

根据既定规则，因为出行的始发地和目的地都是同一经济领土的一部

分，居民的此种出行被视为国内行，其中有一段(部分)被视为出境行 

(为了过境)。另一方面，从过境国的立场看，这同一段行程应被视为

入境行(也是为了过境)。正如第四章所讨论的，A国居民从B国过境时

的支出，只要表现为居民与非居民之间交易的形式，就属于出境旅游

消费(从A国的角度看)。

•  邮轮

邮轮的情况很特殊。首先，邮轮通常是大型船舶，需要在专用码头靠

泊，使乘客能够安全下船。使船舶能够获得水、电力和食品供应等，

并易于获得燃油和其他燃料。这种安排有利于对乘客行动实施管理。

此外，邮轮旅客有特定计划：到达的乘客可能留在船上，或者离船登

岸，访问这个国家。他们在航程结束后下船，或者下船换乘另一艘(按

照所谓的随上随下制)。来自到访国或其他国家的乘客，可以在所讨论

的站点登船，开始他们的航程或者开始下一段航程。为了进行旅游统

计，应当确认每一种情况，并按具体情况予以处理。

方框3.4
邮轮乘客

为了进行旅游分析，对邮轮乘客应当以下述方式处理：

 • 如果没有另外的信息，邮轮上的所有乘客都应当被视为入境游客。如果有额外的

信息可用，例如，通过乘客的离船登岸情况，可以识别居民和非居民游客。

 • 公共交通方式的正式或非正式司乘人员，应被视为在他们的惯常环境内活动，因

此应被排除在游客类别之外。私人交通方式(例如商务飞机或游艇)的司乘人员，

被视为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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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同一个国家不同港口的国际邮轮

这种情况的难点在于下述事实：(a) 如果船舶停留在大陆水域，则被

视为位于国家的经济领土，而(b) 一旦其离开大陆水域，则被视为离

开了该领土。在情景(a)之下，很明显，到达不同港口被认为是一次出

行的一部分。但是，从理论上说，在情景(b)之下，船舶(乘客)已经离

开了该国(领土)，后又重返。但是，出于实践和常识的理由，建议在

旅游统计中将两种情况都作为一次出行处理(如果数据是基于对上岸乘

客的访谈，他们不大可能知道自己是否曾离开大陆水域。而且，从计

量游客的角度看，确定船舶是否穿越了大陆水域和国际水域之间的界

线，是某种学术性工作)。这种处理方式类似于将“正常”入境游客在

目的国访问了若干当地目的地之举，视为前往该国的一次出行，但在

该国访问了多个地方。但是，如果邮轮访问了A国的一个港口，随后访

问B国的一个港口，然后返航访问A国的另一个港口，该船(及其乘客)

应被视为两次出行至A国。

•  国际邮轮经过一国的水域或沿该国海岸线航行

(a) 没有进入港口或(b) 只在其水域(例如苏伊士运河)停留的邮轮上

的乘客，不应被视为达到基准国的游客。虽然他们进入了法定经济领

土，但是没有“停留”，因此没有“旅游访问”(见《2008年国际旅游

统计建议》，第2.33段)。

C.1.3. 全局流量计量的主要来源

3.40. 可供观察和计量国际旅行者流量的主要来源如下：

•  官方行政来源，包括移民记录，依据的是(但并非一定如此)入境/离境

卡、旅客名单(海运和河运)以及旅客信息预报系统(主要是空运)

此类行政来源提供的数据，是连续编制出来的，通常每月合计一次

•  补充来源：航空公司、公共汽车公司、渡轮等关于运送乘客、乘客上

下、乘客到达和离开机场的信息，边境(陆路边境)的手动或自动计

数，边境附近收费关卡的计数等等

某些此类来源不是可以公开读取的。如果公布信息，公布的频率可能

并不总是每月公布

 • 有些港口有很多旅行者从邮轮登岸，然后乘飞机离开，或者乘飞机到达之后，登

上邮轮。有些国家(例如在加勒比)可能已经与它们的移民当局就这种衔接方式制

订了特殊安排，使这些旅行者不必履行正式的移民和海关程序。但是，为了进行

统计分析，对这些旅行者的处理方式，应当与在基准国变换交通方式的非居民乘

客相同，应被算作游客(如果他们不过夜停留，通常为短途旅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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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抽样调查来源。在没有以上行政来源的国家，或者在所提供数据

太具有全局性因此用处不大的地方，抽样调查来源对于估算非居民旅

行者到达数和居民旅行者离开数的总数，是唯一可能的替代选项。在

某些有行政数据可用的国家，实施抽样调查(第二阶段)(见下文C.2节)

是为了提供通过行政来源无法获知的游客信息和出行信息

•  主要从邻国获得的镜像数据(入境数据是用伙伴国收集的出境数据推算

出来的)可能充当一个来源，但是应当记住，入境和出境出行的定义不

同(《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39段)。例如，如果出境游客在

他或她的出行中访问一个以上国家，可能只有主要目的国才被记录在

离境统计中。

3.41. 在接下来阐述官方和补充行政来源之前，值得仔细查看图3.1(a)和
(b)，它显示出创建国际旅行者到达总数所需过程的复杂之处。18

C.1.3.1.  官方行政来源

3.42. 下文审查用于计量入境旅游流量的三个主要官方信息来源——边境

管制、港口当局收集的旅客名单和旅客信息预报。18

边境管制

3.43. 在大多数国家，边境管制当局当前活动的一个结果是，针对所有跨

越边境的个人编写报告，无论他们是国民还是非国民，居民还是非居民。如前

文所述，例外情况是属于某个例如欧盟这样的区域集团的国家，和那些频繁旅

行者(例如每天跨越边境的工人)不是报告对象的国家。但是，只要其存在，这

些个人报告就有可能是计量入境游客和旅行者流量的极为重要的依据。

3.44. 尽管如此，在将这些报告用作基本信息来源之前，针对某些或所有

跨越边境行为，建议进行总体审查，侧重于并澄清重要问题。接下来讨论这些

问题中的某些问题：

• 虽然不是所有跨越边境行为都需要使用同样的工具进行观察，但是需

要确定此种行动的地理覆盖范围。哪个过境点和哪种类型的过境行为

在边境管制行动的覆盖范围之内？这种管制是仅适用于飞机乘客，还

是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到达者(例如海路、陆路和河运)？对于拥有广

阔的陆地边境的国家或者以河流为界的国家其地理状况使穿越边境轻

而易举，或者在某些过境点，可能由于位置偏僻，没有实施边境管

制，这个问题尤其重要。边境管制机关通常对发生在它们当前的管制

程序之外的活动有所估计，但是可能需要对这种估计进行长期监测，

这样才能发现一段时间之内的行为变化。

•  覆盖哪些人？是否存在特定条件，可据以使某些人免于边境管制？例

如，难民和边境工作者的地位如何？在很多国家，国民常常免受边境

管制，或者免于详细的报告要求(在使用入境/出境卡的地方，免于填写

18 世界旅游组织(2005年a)， 

《作为国际服务贸易的旅

游》，可在线查阅 http://
statistics.unwto.org/sites/all/
files/docpdf/border.pdf(30-05-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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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卡)。但是，为了对旅游进行分析，身为居民的国民和非国民，应

当被排除在将要计量的入境游客流量之外，而非居民国民应当被包括

在内。频繁穿越边境者可能持有特殊许可，可能全部被排除在管制之

外，或者涵盖在全局数字之内。这种旅行者不包括在游客之内，因为

他们频繁穿越边境。最后某些类型的穿越边境行为，可能履行不太繁

复的程序(例如，在私人机场，或者在针对边境国国民的陆地边境)。

•  覆盖的强度变动不居的流量。管制强度是否在任何一天或者一天中的

任何时刻都是统一的？如果不统一，对于不太严格的管制，其覆盖范

围应当确定并且定期更新。

•  所收集数据的实际内容。这涉及数据库形式和旅游分析人员读取详细

微数据的机会，以便能够，比如说，消除错误和改正无效编码。一般

而言，各国不应当期望边境管制行动提供计量旅行者和游客流量所需

的所有信息，以及观察所有所需的变量。必须进一步调查这个问题，

特别是在那些仅利用这一来源并且不能确定别处是否存在计量旅游所

需的其他信息(例如居住国)的国家。在最好的情况下，所提供的数据

足以构成涵盖重要特点的边境调查(见下文C.2.2.1节)。此外，给定国家

的所有管制和所提的问题，均不是在所有过境点都相同(例如陆地边境

的问题，因为时间限制，可能保持最低限度的基本问题)。

•  所收集数据的质量。从行政来源获取的信息中，存在各种重复出现的

不一致之处，这种不一致源自行政来源的特殊职能。例如，边境管制

机关的主要兴趣，是控制非国民流量；与它们的直接利害关系较小的

其他数据，并不总是得到充分收集(例如关于国民的居住国、始发点或

目的地，以及出行的详细目的)；他们关心的是，例如，申报的目的与

签证类型相符，或者与申明逗留地的管制相符。需要进行修订、核查

和控制，使信息对旅游分析发挥最大效用。

3.45. 有些国家只记录旅行者的最少数据，这些数据应当被用作针对旅游

目的的第一来源。在使用入境/离境卡的国家，可用的数据通常要广泛得多，例

如包括旅行者的人口状况、逗留时间以及在国内的主要目的地，因此，应当用

来补充基本行政数据(见表3.1)。

3.46. 移民当局通过直接获取(眼睛或机器阅读护照)、通过直接询问旅客

或者通过入境/出境卡收集的数据，可能比世旅组织建议收集的信息更为有限，

特别是在与边境管制本身不完全相关的问题上。虽然人们公认，越来越多的国

家的边境管制当局正转而采用电子方式获取数据，不再使用入境/出境卡，但是

仍有很多国家继续通过这一来源获取数据。重要问题是收集什么数据，而不是

收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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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a)  创建非居民游客统计总体的准则

收集边境信息的工具

B.  国家边境可用的其他类型行政信

息：

1.  來自空运管理部门：航班数量和型

号、乘客、时段等

2.  來自陆路交通管理部门：陆路车辆

的数量和型号、火车数量、乘客等

3.  来自水运管理部门：船舶数量和型

号，邮轮数量、乘客等

A.  国家边境的移民管制(直接提问、

签证、护照、入境/离境卡等)

空中边境 陆地边境 水上边境

需要附加 

统计信息
实施边境统计程序

对旅行者的抽样计数，可以在重要边境与抽样调查一起实施

非居民游客统计全体

已有的 

非居民旅行者信息 

可以说明他们的 

居住国、逗留时间和 

访问目的

是否

需要附加 

行政信息

利用现有边境行政手续 

提供非居民 

旅行者的可靠和

详尽数字

不提供非居民 

旅行者的可靠和

详尽数字

某些考虑事项……

适当的入境/离境卡可以是利用现有
移民管制系统获得，对入境游客的精
密估算的理想工具(见世旅组织《作
为国际服务贸易的旅游》)

但是，移民边境管制系统并不总是一
个追踪旅行者流量的有效手段。例
如，陆地边境与空中边境相比，通常
有更多不足之处

另一个例子是欧洲，由于国家协议，
在国家边境取消了对某些国籍人员的
核查

关于旅游统计和入境旅游流量分析，
移民当局在大多数情况下提供的到达
数，在正常情况下应当以其他数据为
补充。

建立非居民游客统计全体，应当是以
可用的边境行政信息，和附加统计信
息，补充入境/离境卡数据的结果

有些国家利用分层抽样方法，仅选择
一个通过移民管制收集的入境/离境
卡样本。为旅游的目的，对这个入境
卡样本进行处理和分析(见澳大利亚
的实例(方框3.8))

根据定义，旅行者基于三个特点被划
分到游客一类：

1. 居住国

2. 访问的目的

3. 逗留时间

国际游客是“在为期不到一年的时
间内，为了受雇于受访国居民实
体以外的目的，在他们的惯常环境
以外从事旅游出行的非居民旅行 
者”(《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 
议》，图8.1)

如果移民当局提供的信息不足以描述
旅行者流量的特点，旅游卡可以是
一种很好的替代性信息来源。(见世
旅组织，《作为国际服务贸易的旅
游》)

通过利用适用于旅行者样本的旅游卡
上的信息和移民当局提供的旅行者总
数，可以估算出游客总数

从统计或分析的角度看，可以设想对
非居民游客统计全体的特点的进一步
阐述。

旅游卡或入境/出境卡可以是一种良
好的信息来源，用于进一步详述旅游
的核心特点和附加特点。

旅游卡

惯常居住国

逗留时间

出行目的

与旅游分析有关的附加信息

国籍

出生国

签证类型

交通方式

住宿类别

出行的组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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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b)  实施边境调查的准则

6. 答复和不答复

7. 数据收集

8. 周期性

9. 推算

10. 估算

15. 数据比对

16. 文件编制

17. 行政数据使用

1. 机构合作

> 旅游局

> 统计局

> 移民当局

> 中央银行

> 边境管制当局

> 客运管理部门

2. 概念、定义、分类
> 游客/其他类型旅行者

> 旅游者/一日游游客

> 定居国外的国民

> 过境游客

5. 问卷设计 建议提出的问题(见本出版物附件一)

3. 框架
非居民游客统计全体

4. 抽样 > 交通方式

> 游客类型

> 居住国

推荐 

分层 

变数

12. 数据处理 > 总支出

> 游客平均支出

> 游客日均支出

> 旅行小组平均支出

13. 数据核查 > 覆盖面误差

> 抽样和非抽样误差

> 等等

14. 数据公布
> 获取方式

> 游客分类

> 居住国

> 访问目的

> 出行组织情况

> 等等

18. 试点调查
为检验问卷并确定抽样 
和非抽样误差可能的来源

某些考虑事项……

本图列出了按步骤实施边境调查和
突出强调相关问题的进程

至关重要的是仔细界定选择本所采
用的方法，随后就能高效地对数据
进行统计处理

实现估值的可靠性，需要有一个到
达时限框架，这对于确保旅游统计
系统本身的可靠性，是一个绝对必
要的条件

每个国家都必须对拟提出的一组问
题进行修改，将与旅游相关的现实
情况和可用于调查的财政资源纳入
考虑

至关重要的是编写一份访谈者手
册，并使这类调查所涉现场工作的
复杂性得到明确承认

关于数据质量评估，在边境调查中
有两个问题：

1.  覆盖面误差(与不同类型的旅行
者有关)

2. 不答复(按照不同的入境点)

由于特殊复杂性和专业性，在启动
广泛调查之前实施试点调查，是一
个必要条件

11. 季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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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入境/离境卡上的通用信息项目

信息项目 对旅游统计的用途

日期 **** 对于按月计数游客出行数量至关重要

名字 - 对于旅游统计没有用处

姓氏 - 对于旅游统计没有用处

性别 *** 可用于调查的设计和分层；对于营销非常有用

婚姻状况 ** 可用于调查的设计和分层；对于营销非常有用

出生日期 *** 可用于调查的设计和分层；对于营销非常有用

出生地 * 可用于旅游分析，例如由于与另一国的联系而形成的旅行倾向性

国籍 ** 可用于调查的设计和分层；与“目前居住国”联系起来之后很有

用

职业 * 对于营销非常有用

目前居住国 **** 对于确认人员的游客身份和关于始发国的数据至关重要；对于营

销非常有用

在受访国的

地址

** 对于调查的设计和分层有用；和多目的地国家的“入境口岸”一

起，可用于地区旅游统计

护照号码 - 对于旅游统计没有用处

发证地点 - 对于旅游统计没有用处

发证日期 - 对于旅游统计没有用处

护照类型 - 对于旅游统计没有用处

签证类型 * 可用于识别某些类型的过境者，并确定他们之中哪些不是游客

入境港 *** 非常有用；可用于对全体进行分层

交通方式 *** 非常有用；可用于营销目的和对全体进行分层

航班号或船舶

名称

* 对旅游卫星账户确定运输公司(特别是国际运输)的常住地，以及

机票费用是否是入境、出境或本国旅游支出的一部分至关重要
a

航空公司 * 对旅游卫星账户确定运输公司(特别是国际运输)的常住地至关重

要；可用于与其他来源进行交叉核对
a

打算逗留时间 *** 对于初步表明实际逗留时间非常有用；需要予以核实

住宿 ** 对于初步表明住宿情况有些用处；需要予以核实

旅行目的 **** 对于确定游客出行类型至关重要

3.47. 正如上文所述(见上文第2.9段)，应当根据旅行者的居住国为旅行者

的出行分类，旅行者的居住国通常是利用他或她的家庭住址大体确定的。如果

不确定旅行者的居住国，移民统计将不会提供进入基准国的非居民的一个基本

计数，或者一个用于进一步观察的抽样框架。

a 也可用于确定是否对基准国

产生经济影响，以及机票费用

是否是入境、出境或国内旅游

支出的一部分，但是代码共享

和在同一段旅程利用多家航

空公司的可能性，降低了有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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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3.5
到达和离开：埃及的实例

护照、移民和国籍主管机关提供总体框架，据以监测入境到达人数总体和他们在埃及

度过的夜晚的数目。虽然该机关监测所有类型的港口，无论空中、海洋或陆地，但它

从入境/离境卡记录的信息收集关于旅行者到达和离开的数据。根据两个针对埃及旅

行者和外国旅行者的模型，按照国籍和/或居住国以及访问目的，对这些数据进行分

类和公布。

该机关将收集的数据逐月送交埃及公共动员和统计中央机构和旅游部，不迟于监

测月份的下一个月第十日。
资料来源：埃及旅游部(2011 
年)。

3.48. 世旅组织提出了一组问题，可以在入境/离境卡上使用。这些问题力

图获取可用于边境管制目的的信息和用于旅游统计目的的最低限度的附加信

息。

方框3.6
入境/离境卡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

在对48个国家的有代表性样本的研究中，34个答复者中有21个表示，它们使用入境/离
境卡。研究揭示，入境/出境卡是估算到达数的最常见机制，所有报告其使用情况的国

家都将它们与其他行政记录相结合(例如，入境管制、护照和签证)。

研究还发现，能够计量游客支出和其他游客特点的边境调查，正日益得到使用。

它们的使用，可能是由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建立旅游卫星账户一事促成的，在欧盟，

肯定是由于旅游流动自由化程度增强了。实际上，研究发现，多个来源(入境/离境

卡、其他行政程序、边境调查)的结合，大多发生在对游客流量的计量与对其支出的

计量有关联的地方。

边境调查对入境/离境卡构成补充，常常将这些信息与来自入境/离境卡或与乘客

交通有关的行政来源用作一个信息全体。但是，因为各国越来越多地对护照进行电子

筛查，入境/离境卡的用途在减少。
资料来源：世界旅游组织

(2005年a)。

3.49. 与游客在受访国的住址、计划逗留时间、住宿和访问目的有关的问

题，对旅游分析的用处通常有限，原因有两个：

• 答案可能因提问者是移民机构这一事实而出现偏差。在某些国家，移

民机构在例如旅行者申报的访问目的或逗留地点与所提交签证类型的

一致性基础上，适用各项入境条件。对于访问目的为“娱乐”的答

案，举例而言，如果是旅游签证，这个答案是可接受的。另一方面，

若答案是“参加会议”，可能促使官员要求提供证明(例如邀请函)。

关于逗留地点，如果已知官员不会要求出示宾馆预订凭证，旅行者可

能会说出一个众所周知的酒店名称，而不是回答说他或她的住宿地点

未定。这样的答案可能未必揭示游客的真实特点并提供有用信息，需

要予以核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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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收集工作所处的境况，可能不允许答复者详述很多细节以更明确

地描述某些重要方面，例如(学生)课程的预计时限、住宿的具体形式 

(例如全时拥有还是分时使用)或者围绕出行目的的各种境况(按照前文

第二章C.1.1节所述规则)。因此单纯利用这一工具收集的信息，可能需

要为了旅游目的而作出调整。

方框3.7
估算学生游客的数量和支出：澳大利亚的实例

澳大利亚使用一个源数据组合估算学生“游客”的数量和相关支出。

《旅游卫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建议国际学生的涵盖范围应当限于身在基准

国之内、课程的持续时间为一年或不足一年的非居民学生。采用这一标准的意图是，

将那些学习长期课程、每年在假期回一次母国的学生，排除在游客类别之外。就澳大

利亚的情况而言，这一因素相当重要。

2010年，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采用的修正后的方法，国际学生惯常环境是否在澳大利

亚，现在依据的是在澳大利亚逗留的实际时间长短(忽略学习过程中的短期中断)。这

与澳大利亚统计局采用的修正后的方法一致，根据该方法，国际学生如果在16个月的

时间段内逗留12个月以上，则他或她被视为居民(从初次达到澳大利亚的时间算起)。

计算教育费用支出，基于“国际游客调查”教育费用数据(在出行目的并非教育的情

况下)与国际收支教育费用旅行服务贷方(balance‑of payments travel services credits for 
education fees)的一部分相加之和。这一部分的大小是用从净外国移民统计推算出的短

期国际学生“流量”乘以在学校、高等教育院校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例如英语语言

学校)学习的学生年人均教育费用估计数得出的。这一方法排除了在到达澳大利亚之

后总共16个月的时间里有12个月以上时间留在该国的学生。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

(2013年)。

3.50. 如果能够就读取入境/离境数据库一事与移民当局达成协议，将有莫

大帮助，这样，一旦以适当匿名化个人记录，就能审查记录的一致性，进行统

计纠错并用于估算按居住国划分的不同组别的平均逗留时间。与实施调查(除

非是在利用足够大的样本进行边境调查并且涵盖该全年每一个月份的国家)相

比，利用移民记录(因为它们代表实际总体)能够获得关于这一特点的精确得多

的估计数，用于分析游客行为。将此种读取移民当局数据库的机会授予国家统

计局而不是国家旅游局，可能是较为可取的做法。因为国家统计局知道如何处

理这种来源，通常遵循法律对篡改和编造数据行为的限制，一般被认为在处理

诸如数据保密之类问题时，比(可能)包括国家旅游局在内的其他机构更为专

业。而且，国家统计局可以从数据库搜寻比国家旅游局所要求的更为广泛的数

据，例如关于移民流动情况的数据。从国家旅游局的观点看，看来更为可取的

做法是，由官方专业统计机构负责按照既定统计程序，编制所需数据，以确保

提供优质而且及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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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3.8
入境/离境卡：澳大利亚的实例

到达或离开澳大利亚的人，在所谓旅客入境/离境卡上提供信息(见下文)。这些信息与

移民和边境保护局掌握的其他信息一起，充当海外到达和离开的统计来源。

2001年7月，移民和边境保护局采用新的旅客卡处理系统，涉及旅客卡电子成像和对图

像中储存的数据进行智能字符识别。借助这个系统，旅客卡数据的处理得到若干处改

进，特别是由于提供了关于缺失值的详细信息。

海外到达和离开统计与旅行者行动次数而不是与旅行者人数有关(即个人在给定基准期

内多次行动的每一次都获得单独计数)。

海外到达和离开统计是以全面计数和抽样相结合得出的。逗留时间不足一年的行动次

数(包括游客)得到了全面计数。但是，它们的特点是抽样统计的。

海外到达和离开数据可使用下述变量：

 • 年龄

 • 到达/离开的机场/港口

 • 到达/离开日期

 • 澳大利亚居民：

 –  在其中度过/打算度过在国外的大部分时间的国家

 –  打算/实际离开澳大利亚的时间

 –  旅行的主要原因(仅用于居民的长期和短期离开)

 –  预定住址所在的国家或领土/定居的国家或领土

 • 旅行的类别

 • 公民地位(国籍)

 • 出生国

 • 登船或登机/下船或下机国

 • 未来12个月打算在澳大利亚生活(不用于短期流动)

 • 婚姻状况(不用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公民)

 • 职业(不用于短期流动)

 • 海外游客：

 –  居住国

 –  打算/实际逗留时间

 –  旅行的主要原因(仅用于到达的长期和短期游客)

 –  预定住址所在的/在其中度过大部分时间的国家或领土

 • 永久移民：

 –  以前/将来的居住国

 –  预定生活住址所在的国家或领土

 •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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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卡-正面

离境卡-正面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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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名单

3.51. 旅客名单是主要在海运中使用的工具。如果是邮轮、渡船、游艇和

各类娱乐船舶，通常要求船长向港务局提供一份旅客和船员名单，显示姓名、

国籍、护照号码和当局可能要求的任何附加信息，其目的常常是为了缴纳人头

税。这通常是所提供的全部信息。

3.52. 到达后留在船上的旅客，通常被视为非居民游客。但是如果旅客登

岸，就需要收集附加信息(例如，通过适用入境/离境卡或者通过码头边调查)，

因为有些可能是基准国的居民，而另一些可能是非居民(《2008年国际旅游统

计建议》，第2.63段)。公共交通方式的司乘人员应当被排除在游客类别之外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62段)。

旅客信息预报系统

3.53. 旅客信息预报系统包含一套关于乘飞机到达的旅客的数据。它是利

用旅行者在预定、付款和参加旅行时留下的“数字印记”制成的。这些数据库

由私营企业管理，它们以多种不同形式向移民当局出售产品，在旅客到来之前

向移民当局提供每一名即将到来的旅客的明确、详尽和标准化的记录。还可以

向旅游机关提供从这些数据库获得的关于即将到来的旅行者的匿名信息。

3.54. 这一来源的巨大益处在于所提供数据的覆盖面、可靠性和及时性。

从这一来源无法获得关于居住国的信息，但是可以根据“始发国”(往返和单

程)大致予以确定。

C.1.3.2. 补充来源

3.55. 根据各种补充来源对旅客进行计数，补充来源可以提供关于人的特

点和/或与出行有关的特点的信息。这类来源包括航空公司、国际汽运公司、铁

路和高速公路收费站(用于在陆地边境或其附近自动计数车辆)。

3.56. 航空公司和机场有系统地生成关于旅客流量的数据，包括每一架航

班的乘客人数，有时按照国籍、登陆口岸等进行细分。这一信息可用于核查移

民数据(按照航空公司、日期和航班分类的可用数据)，或者在不实施边境管制

的地方(例如申根地区)充当替代性计数方式。但是，关于旅客居住国的数据，

通常不是从这些来源收集的。不过，应当谨慎地将国际航班上的未必进入登陆

国经济领土的过境旅客排除在外。

3.57. 跨越国际边界的客运汽车也常常被要求以某种方式出示旅客名单，

提供与船舶旅客名单类似的信息，包括旅客身份、护照类型和护照号码，这样

就可以按照国籍分类。

3.58. 有时，铁路公司也可以在旅客跨越国际陆路边境时，提供他们的有

关信息，但是这限于车站之间的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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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运输企业可能被要求向官方机关提

供上文所讨论的数据，但是有的企业可能不愿意让其他机构使用数据(至少是

某些数据)，认为数据是“商业秘密”。

3.60. 在繁忙的陆地边境，当局建立车辆自动计数，识别车辆类型(轻型载

客汽车，大客车、卡车等)和/或牌照(以确定始发国)(墨西哥与美国边境的情

况，见方框3.9)。可以通过厘定每辆车的乘客平均数(常常以人工方式完成)，

并根据每辆车的牌照划分常住地，以此估算跨越边境的非居民数量。

方框3.9
计数车辆：墨西哥和美国边境的情况

利用车辆计数，通过观察汽车牌照区分居民和非居民，在墨西哥和美国边境并不是一

个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很多美国居民(墨西哥国民)生活在美国边境附近，拥有悬挂墨

西哥牌照的汽车。这些居民不断穿越边境，或者是为工作，或者是为经商等，这种方

法会导致高估外国游客的数量。
资料来源：墨西哥国家统计局

(2013年)。

3.61. 在边境自动计数车辆的替代办法，需要购买和维护专用设备，一种替

代办法是，在边检站附近有收费站的国家，可以参考收费站对车辆流量的计数。

它们还可以收集额外的信息，对居民和非居民作出区分，在必要情况下，观察车

辆牌照和每辆车所载的人数，对车辆计数予以补充，以更好地概算游客流量。

3.62. 最后，编制者应当知道，入境/离境卡虽然通常包含详尽的问题，但

是仍然不会提供可以准确识别某些类别旅行者的充足信息。例如为了旅游统计

目的，频繁跨越边境者、边境工人和长期学生和患者，应被视为“其他旅行

者”而不是游客(即，他们应被视为处于惯常环境：学习地点或医疗地点)。

C.2. 第二阶段：确定国际游客和旅游出行的特点

3.63. 第一阶段的目标专注于观察全局流量，与之相比，第二阶段的目标

是获得关于出行的旅行者的更详细特点。首先需要确定的是，旅行者是不是非

居民(但是只有在第一阶段生成的信息足以实现该目的的情况下)。然后需要对

于非居民获得额外的信息，以确定他们的旅行是否是旅游出行。如果是，则收

集关于游客特点、他或她的旅行派对(如果是在一个旅行派对中旅行)以及出行

情况(例如持续时间、目的、国际交通方式、所用的主要住宿类型和安排)的更

多信息。这是描述游客及其出行特点以及在随后阶段编制关于他们的旅游支出

统计数据所需的全部信息。

3.64. 所要求的信息应当对于国家机构(主要是国家旅游局、国家统计局和中

央银行)和旅游部门的其他利益攸关方，为了政策和分析目的，都有用。例如，

人员独自旅行还是结成派对旅行，不仅影响平均支出，而且影响所需的住宿类型

(单人间、双人间或者多人间)。人员旅行的原因，不论是商务还是娱乐，都将影

响他们的活动，包括他们可以从事游览或其他娱乐活动或文化活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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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在极少数情况下(例如，当可以从游客在离开时填写完毕的入境/离
境卡上收集信息时)，旅游机构需要利用调查确定入境游客的特点。虽然入境

旅游的流量是在到达时计量的，这些调查通常需要在离开时实施，原因有两

个：

• 避免延长到达游客的过境程序，避免让他们立即被询问一大堆问题；

• 因为这样可以更准确地确定游客的实际特点，特别是关于在这个国家

的支出、逗留时间长短和从事的活动。在游客到达时，只能记录他们

关于这些事项的预期，这些预期可能非常不准确，特别是与支出有关

的预期。

方框3.10
在关于入境旅游的边境调查中处理未知基准总体：意大利的实例

自1996年以来，意大利外汇管理处一直在实施广泛的意大利国际旅游出入境边境调

查。通过每年对大约130 000个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面对面访谈，连续不断地实施调

查，这样就能够观察若干项质量和数量属性。此次调查得出的数据，被用于编制服务

于国际收支目的的旅行信息，并满足旅游运营者和分析人员的信息需求。文件侧重于

对基准总体认识不足造成的后果，这是旅游统计中仍需要研究的一个典型问题。正如

文件所示，意大利外汇管理处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是，实施计数活动(每年1 000 000
以上)，以确定跨境游客的数量和国籍。文件还阐述了一种方法，用于对意大利采用

的程序所产生的额外抽样误差进行计量。
资料来源：世界旅游组织

(2005年a)，附件二。

方框3.11
将行政和抽样调查数据联系起来推算总额：阿根廷的实例

国家移民局通常提供按照国籍分列的关于旅行者到达和离开一些国家的信息。国际旅

游调查中的估算，需要按照居住地而不是按国籍为旅行者分类；因此，必须对数据作

出调整，以计算居民/非居民入境/出境游客的数量。阿根廷利用三步方法进行这种调

整。

步骤1：计算居民系数。国际旅游调查使用两种不同的问卷：一个用于居民旅游

者(表A)，另一个用于非居民旅游者(表二)。在这两种情况下，旅行者都被问及国籍

国(是阿根廷还是外国)。这样，就有可能在每一个受调查样本(居民或非居民的)中识

别国籍，并将它与居住国作对比。完成表1之后可以进行下述分类：

(a) 对于居民旅行者：将那些拥有阿根廷国籍的(A1)(即：那些持阿根廷护照/身
份证到达/离开该国的)与拥有外国国籍的那些(A2)分开；

(b) 对非居民旅行者，使用相同的逻辑，将拥有阿根廷国籍的那些(E1)与拥有外

国国籍的那些(E2)分开。

阿根廷护照/身份证 外国护照/身份证 合计

居民旅游者(调查A) A1 A2 A = A1 + A2

非居民旅游者(调查E) E1 E2 E = E1 + E2

合计 X = A1 + E1 Y = A2 +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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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3.11
将行政和抽样调查数据联系起来推算总额：阿根廷的实例(续)

调整系数是通过计算居民旅游者(A1)与阿根廷国籍的答复者总数之间的比例

(A1/X)，和非居民旅游者(E1)与阿根廷国籍的答复者总数之间的比例(E1/X)得出的。

因此，有可能计算居住在阿根廷的阿根廷国籍旅行者所占的份额和居住在国外的阿根

廷旅行者所占份额。同样的做法适用于居住在阿根廷的外国国籍旅行者(A2)和居住在

国外的外国国籍旅行者(E2)。调整系数如下表2所示：

阿根廷护照/身份证 
(百分比)

外国护照/身份证 
(百分比)

居民旅游者(调查A) X1(A1/X) Y1(A2/Y)
非居民旅游者(调查E) X2(E1/X) Y2(E2/Y)
A+E合计 100%(X1+X2) 100%(Y1+Y2)

步骤2：计算按照国家和类别分列的份额。第二步必须确定那些生活在国外的拥

有阿根廷国籍者(E1)的居住国。幸好，国际旅游调查的表E包含一个关于旅行者居住

国的问题，根据下述类别为它们分类：巴西、智利、乌拉圭、“美利坚合众国和加拿

大”组、“美洲其他国家”组、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国家”组。

调整系数是通过计算持阿根廷护照的非居民旅游者在每个国家或区域中的人数与拥

有阿根廷国籍的非居民旅游者总数的比例得出的。然后将表2扩大，产生下面的表3：

阿根廷护照/身份证 
(百分比)

外国护照/身份证 
(百分比)

居民旅游者(调查A) X| Y1

非居民旅游者(调查E) X2 Y2

巴西 X2.1

智利 X2.2

乌拉圭 X2.3

美利坚合众国和加拿大 X2.4

美洲其他国家 X2.5

欧洲 X2.6

世界其他地方 X2.7

A+E合计 100%(X1+X2) 100%(Y1+Y2)

步骤3：计算旅游者总数。首先，为了计算阿根廷居民旅行者总数，以在阿根廷有

公民身份和常住地的旅客数量与拥有阿根廷国籍的答复者总数的比率(X1%)，乘以拥

有阿根廷国籍的到达者总数。然后以拥有外国国籍但在当地常住者与持外国护照的旅

行者之比(Y1%)乘以外国旅客到达总数。将这些项相加，得出在阿根廷的居民旅行者

总数。

为了估算非居民旅行者的数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遵循同样的程序，将系数X2%和

Y2%与离境数据一起使用。在此，估计数是按照每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分别推算出来的：

首先，按国家或集团列示的拥有阿根廷国籍和外国住所的那些人的系数(X2.1%、X2.2% 

等)，乘以在阿根廷离境过境总数。然后，拥有外国国籍和常住外国的那些人的系数

(Y2%)，乘以外国旅客离境总数。计算这两项乘积之和，在此得出非居民旅行者总数。
资料来源：阿根廷旅游部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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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 观察入境游客的特点时特有的问题

3.66. 在大多数旅游观察过程中，入境出行和入境游客的特点是在游客离

开这个国家时确立的，实际上，这一信息随后被指派给基准期的估计到达数

字。

3.67. 下图3.2为编制者提供最常用的程序背后隐含的假设，该程序将所有

旅游活动分配到与游客的到达相应的基准期。如图所示，这一做法仅在四类可

能的情况中任意一种情况下才是完全合适的。

图3.2
游客流量和基准期

游客和逗留时间，与基准期(t)的信息做对比

时期(t-1) 基准期(t) 时期(t+1)

游客流量

类型1.  游客在基准期之前到达并在此期间

离开

类型2.  游客在基准期之后到达并在此期间

离开

类型3. 游客在基准期到达和离开

类型4.  游客在基准期到达并在基准期结束

之后离开

每种类型的旅游活动发生的时间间隔

类型1. 一个人在基准期(t)之前到达受访地，并在此期间离开。在这种情况下，此人将被登

记为在t-1期间到达，即便此人的部分旅游活动发生在基准期。结果，对此人在出行期间的

活动的计量，包括对支出的计量，将被划分到t-1期间。

类型2. 一个人在基准期(t)之前到达并在基准期结束之后离开。和类型1一样，此人在t期间

的旅游活动将被划分到t-1期间，虽然它有一部分发生在t-1期间，一部分发生在t期间，一部

分发生在t+1期间。

类型3. 一个人在基准期(t)到达并离开。在这种“理想”情况下，此人的所有活动都发生在

并算入(t)期间。

类型4. 一个正在从事旅游出行的人在基准期(t)到达并在基准期之后离开。此人将被登记为

在t期间到达，虽然他或她的部分活动也将在t+1期间发生。结果，对此人在出行期间的活动

的计量，包括对支出的计量，将被划分到t期间，虽然有一部分发生在t+1期间。

3.68. 为了在给定时间段准确计量旅游活动，在理想情况下，上文所述四

种情况，每一种都将得到单独确认，游客的活动将被按比例(或以其他方式)划

分到他们逗留的时间和基准期重叠的时段。显然，这种理想方法的适用性取决

于是否登记了每一名旅游者的入境和离境日期，取决于如何存储入境/离境卡上

获取的信息。

3.69. 这种理想方法的实施，将产生较高的成本，因为它要求对旅游统计

进行系统性的重新估算。各国应当以文件说明它们在计算旅游者时，适用哪种

方法。如果一国选择在到达时计数和调查入境旅游，它应当明确说明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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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信息不应被视为确定的信息，例如将信息标注为“预计逗留时间”或“预

计支出”。另一方面，该国在游客离开时计数和调查入境游客，所计量的将

是“实际逗留时间”或“实际支出”，出境旅游亦将如此。

3.70. 但是在实践中，类型1、2和4之间的区分时常被忽视，人们隐含认为

错配最终将互相抵消。但是在有关情况下，对到达和支出数字的短期分析可能

会被扭曲(见方框3.12)。在公布数据时，应当明确说明，数字与基准期的“到

达”相关联。基准期越长和出行持续期越短，确定何时对游客进行计数的问题

越小。

3.71. 本节特别重视将旅游活动划分到正确的基准期。与这个问题有关

的，是在游客离开时收集关于居住国的信息并将其用于到达数字时，可能使非

居民国际到达估计数产生的扭曲。居民和非居民可能有截然相反的行为，导致

错误的结论。如果将进入一国的旅客提供的数据和生活在该国的旅客提供的

数据合并起来，在特定时期可能出现类似的问题，例如，前者可能在9月来作

短期访问(在该月到达并离开)，而后者可能在9月份结束的一个长假期之后离

开。

C.2.2. 统计来源

3.72. 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边境管制系统既不完备，也不完全可靠。一个

明显的例子是已成为申根协定缔约国的欧洲国家，那里的管制限于该地区对外

的边境，不仅对非申根国家居民(一旦他们进入申根地区)内部流动的管制有

限，而且对申根国家返回申根地区之后的内部流动的管制也有限。在这些情况

方框3.12
在短期统计情况下处理“长期”游客

虽然在总体上，上文讨论的隐然假设影响甚微，但是当横跨两个连续时期的行为存在

巨大的季节性差异时(例如，新年期间增多了的旅游活动)，他们有可能给短期统计 

(例如月度统计)带来特别大的麻烦。在这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一种更加严密的估算方

法，使用游客的到达和离开日期。这样一种方法可能使估算明显延后，因为它在所有

在这一时期到达的人员离开之前，无法得到妥善适用。当由于外生原因，两个时期之

间存在在正常情况下互相抵消的明显行为差异时，它还可能造成不一致性。在此情况

下，有必要考虑到达和离开日期。

某些类别的人员在一些国家逗留的时间特别长(例如退休人员在加勒比岛屿)，在

这些国家，可能有必要在估算他们的旅游活动时，使用适合此类游客的估算方法，并

考虑如何将这些人员的旅游活动划分到他们逗留期间的观察期。

但是，必须看到，这种推荐使用的旅游活动估算方法，对于需求和供应数据之间

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有影响。可能出现统计不一致，例如使用这种方法估算出的宾馆入

住人数与从宾馆入住率得出的估计数相比，因为计量给定时期内在宾馆的实际过夜数

时，并不关注游客何时开始和结束他们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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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必要寻找其他信息来源，无论是行政性的，还是主要是统计调查，目的

是计量非居民旅行者到达该国的流量。有四类可能的统计来源：

• 边境调查

• 游客调查(在市场化住宿机构或者受欢迎的旅游点)

• 始发地市场的住户调查

• 其他(例如，行政或镜像数据)

如果有不同类型的调查，它们的问卷应当相互一致，这样，它们就能互为补

充：应当共享定义和分类，设置的问题具有相似性。

C.2.2.1.  边境调查

3.73. 一开始就应当强调的是，在考虑开展边境调查之前，首要重点应当

是从行政来源获得数据，特别是护照检查过程。边境调查应当被用于收集对可

用行政数据构成补充的数据，例如，在该国的支出数据、活动数据，访问地数

据等，正如C.1.3.1节所讨论的。

3.74. 实施此种调查的国家，通常从一个总体中抽取样本，这个总体是

根据官方来源行政数据，或者例如由运输企业(航空公司、铁路公司、船运公

司、客运班车公司等)提供的数据或者通过陆路边境过境点的车辆计数确定

的。

3.75. 正如上文所述(见第3.65段)，这些调查是在游客离开各国时实施的。

它们也常常包含某种类型的支出计量，以单个问题为基础，但是最好根据一个

支出模块，例如一组相互联系的问题，用这些问题详细说明游客行为的某些特

点(见第四章，B.3.1节)。

总体设计

3.76. 边境调查的统计设计必须是这样：对旅游出行和游客的抽样和特征

描述，可以代表国际往返出行的总体。设计此类调查，需要对第一阶段获取的

信息进行分析(见C.1节)，目的是评估它是否适合充当基准人口框架，从中选

取样本和收集数据及推算数据总额。19 19 世界旅游组织(2005年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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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3.14
确定国际游客和旅游出行的特点：法国的实例

在法国，由一家私营分包商每季度实施一次边境调查(含20 000份问卷)。调查题为 

“外国游客调查”，允许收集非居民游客在法国的出行(包括一日游)的数量数据，在

他们即将离开法国领土时实施。一个主要目的是收集非居民游客实际流量的数据(例

如到达、旅游过夜和一日游游客，按照惯常居住国分列)。

另一个主要目的是提供中央银行(法兰西银行)统计部门要求的数据，用于估算法

国国际收支中的旅游收入项目。调查还收集法国旅游市场分析所需的数据(例如关于

非居民游客、出行主要目的、在法国访问的地方、逗留期间的活动、住宿类型和采用

的交通方式等分类数据)。竞争力、工业和服务总局对货币和非货币变量都有兴趣。

样本被分层，以计算22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结果。对人数进行人工计数，并在游

客离开这个国家的离境地点，例如机场，使用“外国游客调查”问卷，除非旅行者从

陆路离境，在此情况下，旅行者在法国边境附近公路沿线的停车场接受访谈。

到达和离开的日期是由答复者提供的，因此，避免了第三章C.2.1节提到的问题。
资料来源：经济、生产振兴和

数字通信部(2010年)。

3.77. 分析了这一信息之后，取决于国家和有关跨越边境行为的类型，将

得出两种结果中的一种：

(a) 获得关于国际旅行者到达情况的全面和可靠数据

在这种情况下，调查中的信息和基准全体关联的变量，是在到达统计中计

量的相关特点(例如居住国和/或国籍)。这些变量也需要在样本中得到可

靠记录，能够代表全体的这些特点。

在此情况下，从调查中获得的信息，将在国际旅行者到达记录的基础上改

善旅行者流量的分类和对其特点的描述。

然而，常常出现的情况是，仅收集国籍数据而不收集居住国数据。在某些

国家，边境官员受命询问旅行者的居住国，但是在实践中，这一信息不可

靠或者没有得到妥善收集。

方框3.13
计量入境旅游的挑战：菲律宾的实例

菲律宾入境统计的主要来源是所有进入该国的旅行者填写的入境卡。旅游局和移民局

共同负责编码、处理和生成关于国籍游客到达数量的报告，该数量来源于入境卡，根

据1996年“行政命令”，它被确认为关于旅游的“指定统计数据”。虽然已经有人建

议取消入境卡，但是旅游局和移民局一如既往地携手合作，以改善入境卡的外观和活

力，为的是确保继续充当政府和私营部门为发展和促进旅游作出决策的重要和关键数

据来源。入境卡上与旅游有关的关键数据是居住国和访问目的。

旅游局还定期在该国所有国际机场游客抽样调查，以编制游客人口状况或概况及

其旅行特点的统计数据，包括心理变数信息。最关键的数据(通过调查予以确定)是关

于游客逗留时间和平均支出的数据，它们是估算游客接待情况的重要参数。游客抽样

调查对从入境卡收集的数据构成补充，两者都是入境旅游统计和旅游卫星账户的主要

信息来源。

资料来源：菲律宾国家统计协

调委员会。



69衡量旅游出行和游客的流量与特点

(b) 关于国际旅行者到达情况的可用数据不完全可靠

需要对调查进行设计，以提供所需信息，(一) 在入境旅行者流量全体中 

(例如乘火车或在陆路过境点)，区分出那些属于该国国民(与外国国民相

对)的旅行者和那些属于居民(与非居民相对)的旅行者，并(二) 确认非居

民游客及他们的旅游出行的特点。

3.78. 借助调查取得的信息和与边境流量有关的信息，应当可以按照旅游

相关变量，将人口框架或统计全体分成各部分。

方框3.15
估算申根人口自由流动地区内的国际游客数量：以西班牙为例

可以将西班牙的做法视为一个良好范例，展示如何将各种信息来源的组合用于估算到

达一国的非居民旅行者数量。像很多欧洲联盟其他国家一样，西班牙在1994年取消了

很大一部分边境警察管制，导致安全部队一直以来在国家边境收集的关于从申根国家

到达的旅行者数量的信息遽然消失。这迫使西班牙设计和采用一个新系统，依据负责

入境公路、机场和港口及火车交通的各种不同机构收集的行政数据，以及在所有入境

点举行直接调查产生的信息，计量边境旅行者流量并描述其特点。

西班牙将这些信息用于若干种用途：

 • 边境调查：国际旅游局实施两种边境调查，一种是入境情况调查，另一种是离境

情况调查。前者采用简短的问卷调查，目的是根据七项基本特点(年龄、性别、

居住国、出行目的、住宿类型、逗留时间和出行组织情况)，对旅行流量进行分

类。针对离境情况开展的调查，使用一种内容宽泛得多的问卷，问卷包含与到达

时所问的相同的问题，还包括新增问题，旨在获得更多关于出行的数据(例如支

出、访问频繁度、参加的活动和满意度等)。

 • 公路上的人工计数：国家旅游局也负责在主要陆路边境实施人工计数，以确定车

辆过境数量和每辆车的登记号及乘员数。

 • 公路上的自动交通计数：西班牙的公路交通机关(交通总局)每月为国家旅游局提

供一份进入西班牙的车辆记录，是由国家旅游局的自动计数装置在所有陆路边境

记录的。

 • 国际航班旅客的行政记录：西班牙的机场管理机关(西班牙机场和空中管制局)根

据国际航班的始发国和目的地机场，向国家旅游局提供乘国际航班到达西班牙机

场的旅客月度记录。

 • 到达机场的旅客的行政记录：国家港口的旅客和货物运输负责机关，向国家旅游

局提供登岸旅客的月度记录。

 • 从国外乘火车到达的旅客的行政记录：国家列车(西班牙国家铁路系统)客运负责

机构，向国家旅游局提供乘坐有国际连接的火车到达西班牙的旅客的月度记录。

根据这些数字，国家旅游局逐月估算达到西班牙的非居民旅行者人数，并确定某些基

本特征，例如游客类型、居住国、旅行目的、住宿类型和逗留时间。自1995年以来，

它使用了被称为FRONTUR的先进系统，使每一个访问点都有可能把从行政记录获取

的信息与边境调查获取的数据相结合，在某些情况下，行政记录是关于车辆的记录，

在其他情况下，是关于旅客的记录。
资料来源：西班牙旅游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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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3.79. 统计样本的设计往往极为复杂。常常有官方和补充数据来源，可用

于构建统计全体或者样本框架。设计必须考虑到出行的具体特征：旅行者常常

结为小组或派对出行，他们包括儿童，问卷调查对象的甄选方式应当体现这些

具体特征。扩大所收集的数据，使之代表全部出行，对统计人员构成一项真正

的挑战。

3.80. 再者，通过获取非居民旅游者在一国入境口岸的到达和离开流量行

政信息，可以为统计人员提供并预先表明哪种流量，由于其数量或者旅行者的

更大异质性，因而在一年中每一个时间点最具有代表性。它们的代表性特征也

可以因时而变，2010年冰岛艾雅法拉火山烟柱使北欧的航空旅行中断数周，迫

使游客转到较小的地方机场，便属于这种情况，现行统计设计只能缓慢地妥善

吸纳这种变化。

3.81. 这些设计需要统计学专门知识。在国家旅游局缺少这种专门知识的

国家，有必要确保国家统计局积极参与调查设计和建立最小规模的样本，并甄

选样本——包括按照入境口岸类型、按照所使用的交通方式类型和特点，按照

航班(包机/班机；低成本/传统型)，时间(白天或夜晚)，一周中的日期(工作

日、假期、周末)，以及一年中的时期，以及旅游出行或旅客被认为具有重要

意义的其他特征。

3.82. 在确定样本的规模时，应当考虑到所需的最少访谈数量，以确保能

代表到达每一个入境港的全部旅行者，并考虑到旅行者在不同时间的分布情

况。还应当考虑到样本规模需足以编制具有一定程度统计可靠性的关键变量交

叉表(例如按照访问目的分列的居住国)。

3.83. 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应将国家统计局的合作扩大到随后对所收集数

据的处理过程中，即，它们的录入、过滤、核证和制表这些在实施调查期间通

常完成的所有程序，而且常常需要主要归国家统计局拥有或国家统计局独有的

专门知识。

3.84. 在统计观察到的其他现象中，特定的分层和抽样特征或许能多年保

持稳定；但旅游流量不同，它可因各种因素而变化无常，因此有必要定期更新

初步样本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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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3.16
入境旅游调查：埃及的实例

 • 数据收集轮数：4

 • 各轮日期：4轮，每轮为一周七天，每天在每轮中仅出现一次。

 • 总目标样本规模： 

 –  60 000名游客，分别代表阿拉伯人、西欧人、东欧人、亚洲人、美洲人、非洲

人和其他人等大的国籍类别在上一年的实际相对分布

 –  10 000名在埃及旅游的埃及人(住在其他地方)

样本规模相对于总体

报告周期 样本(千人) 外国入境游客总数(千人) 所占比例

1990 20.2 2 411 0.84
1992 21.2 2 944 0.72
1994 23.3 2 356 0.99
1996 28.1 3 528 0.80
2000-2001 45.7 4 603 .99
2009 60.0 12 500 .48

 • 覆盖范围：11个港口

 –   机场(开罗(新、旧机场)、沙姆沙伊赫、古尔代盖、马萨阿拉姆、卢克索、亚

历山大、阿尔诺扎)、努韦巴海港以及塞卢姆和塔巴公路。

 • 分析单位： 

 –  旅客

 • 加权法 

 –  基准年内的实际旅游者人数和过夜数，按大的国籍类别使用和分布。

 –   通过调查，估算出各大的国籍类别的夜均支出，并用于基准年内旅游者的实际

过夜数上，从而得出该类别的总支出。所有国籍类别的交叉乘积总和就是入境

旅游的总支出。 

 • 问卷语言：9种(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俄文和

西班牙文)。
资料来源：埃及旅游部(2011
年)。

问卷

3.85. 世旅组织已制定一套问题(见附件一)，可用作问卷设计的出发点，

并应根据各国的具体旅游现实情况和资源可用性加以调整。各国应考虑到以下

特殊例子：

• 在许多国家，入境一日游游客或短途旅游者人数并不多；如人数较

多，那么就其总支出而言，对其进行调查的成本可能会远高于将其纳

入调查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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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的做法可以是在过境点进行简化的问卷调查，因为在过境点往往

没有时间进行询问。在机场的可用时间比在陆路过境点多。

• 各国可以将有关交通细目的问题更详细地细分，正如《2008年国际旅

游统计建议》(图3.2)所列。

• 关于“住宿类型”问题，建议各国区分付费的市场化住宿和非付费的

非市场化住宿，并在此基础上采用本国制定的分类，即用于分析供应

和支出情况的相关分类。

3.86. 虽然这套拟议问题侧重于边境调查期间所询问的信息，但它也可用

作其他调查类型的参考。它可以分成五个部分：

A.  核心模块

B.  模块1：交通方式

C.  模块2：住宿

D.  模块3：在该国的活动

E.  模块4：支出

3.87. 在采用这些问题时，各国需要注意几点：

• 这套问题应根据各国的旅游特殊性加以调整，并与旅游部门的关键利

益攸关方以及参与国际收支和国民账户工作的官员展开讨论。

• 由于边境调查成本较高，因此应当采用试点办法，先测试整个程序(包

括编制结果表格)，以确保最终版本如初步设想的一样高效。

• 各国应利用从试点活动收集到的数据，以设计问卷及其预期结果表

格，并对其内容进行测试，因为问卷调查的最终目的是生成数据并对

观察到的主要变量进行交叉分类；还应当审查这些表格是否有助于开

展旅游分析。

• 由于边境调查具有技术挑战性，因此各国应确定在这方面已调动必要

的资源和专门技术知识，并且确保供资长期稳定。

• 在启动调查前，各国应当为外勤人员起草准则，并且认真严肃地落实

培训。

方框3.17
考虑某一特定国家的旅游特征

如果在一国内，拥有度假屋或分时地产的非居民人数较多，或在国家政策鼓励非居民

这样做时，那么度假屋和分时地产就应被专门列作一种住宿类型。同样，在拥有大量

移民人口的国家，住在家人和朋友处也应被列作一种住宿类型。如果一国主办多场国

际大会和会议，那么也许需要收集关于次要目的的信息，尤其应针对陪同出行人员。

如果一国频繁吸引家庭团队出行，则可能需要收集关于旅行派对构成的更多信息(特

别是年龄结构)。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39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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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调查

3.88. 在实施边境调查时，各国需要牢记的程序性因素包括：

(a)   所用的调查载体：尽管可以使用任何被认为是合适的方法来收集信

息，但最可取的方法还是计算机辅助调查(生成的信息非常可靠，但

成本较高)以及由被调查者填写的打印问卷(可靠性较低，未答复率

较高，但成本较低)。在识别入境旅游时，不一定所有到达方式都具

有意义(例如，游客可能少用或完全不用一些较小或偏僻的陆路边防

站)；可以剔除那些意义不大的到达方式(至少在观察的第一阶段，

可以根据渐进原则加以剔除)；

(b)   记录可能的答案并分组：例如，与逗留期间所安排活动有关的问题

应按当地情况加以调整；

(c)   所针对的对象：在空中旅行方面，各国一般采用的是多级选择程

序，先从整个航班方案中选择一个航班。然后，一些国家会选择这

个航班的所有乘客；其他国家则只会选择特定乘客(可能按所占座位

进行选择)。一个航班的乘客人数信息可以作为推算总额的基础，

应加以收集和储存，以供今后审查和跟进来源之用。在调查所需乘

客后，各国可以将问卷数量与乘客人数作对比，以便严格控制所选

航班上所有乘客的国籍国/居住国，并推算出结果总额以涵盖航班全

体。关于其他边境类型，正如上文所述，可取的办法是采用类似的

统计设计，例如将一台陆上车辆或一个火车车厢的所有乘客视作群

组。各国应适当考虑乘客进行国际过境而未离开机场国际区域的情

况(如其人数和支出是否足够多而应纳入计算(见第四章C.4节))；

(d)   抽样地点：在机场，最好于航班出发前在登机口所在候机区收集入

境行的数据。但鉴于越来越多头等舱、商务旅行者和飞行常客使用

航空公司的贵宾室，调查者难以接触到的且具备具体特征的乘客数

量也就越来越多。各国必须设计一个具体战略以解决这一问题(如在

办理登机手续阶段进行调查)。在其他类型的边境，特别是陆路边防

站，因为时间紧迫，而且很难截断旅行者流量，所以各国必须认真

地规划战略。可能需要寻找替代办法，例如在边防站附近的收费站

或休息区选择被调查者(但这种办法可能让程序出现误差)；

(e)   进行抽样的人员：抽样工作最好由双语人员进行，他们必须接受过

国家旅游局为此目的开展的专门培训，以确保调查尽可能使用乘客

的第一语言进行，原因是使用其他语言进行调查往往会导致误解，

从而造成数据失实；

(f)   处理无答复和离群组：无答复和离群组直接影响到所收集信息的质

量，并损害由此产生的估算值的质量。它们无可避免会对初步确定

的样本规模产生不利影响，令样本出现难以控制的偏差。各国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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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旅行者总体中确定无答复的分布，以期确定战略来减少其数

量，并制定公式以修正由此产生的偏差。

(g)   其他考虑：还必须考虑可提高答复率的各种因素，包括在分发问卷

或进行调查时收集信息的方法、调查组的经验水平、与旅行者对话

的语言、被调查者的居住国(有些国家的人较不愿意参与调查)以及

法律要求(是否有义务为调查提供答复)。最后，各国应运用估算技

术(即利用相似、可靠和完整的数据集)来补充或替代缺失或不可靠

的数据。

方框3.18
估算无答复项目：奥地利的实例

近邻估算法

近邻估算法是抽样调查会用到的一种热层填补方法，以期补偿无答复项目。尽管早有

应用，但近邻估算法的理论特性并非广为人知。在特定条件下，近邻估算法能为总体

均值(或总数)和总体分布函数提供无偏、一致的估计。模拟结果表明，效果比较理想

的是使用近邻估算法得出的估计量和拟议的方差估计量。

使用热层填补估算法时需要创建一份供体问卷，该问卷必须与含缺失项的问卷来

自同一次调查。一般会使用近邻搜索技术来加快供体记录的搜索过程。 

此搜索技术将从同一次调查中抽取供体问卷层，并且根据问卷上与所供数据相关

联的其他数据，显示其与受体记录的相似之处。例如：可使用相似目的地和住宿类型

作为旅行支出的供数基础(也见Chen,J.和Shao,J(2000年))。

度假和商务出行

在奥地利，事实证明，对15岁或以上的奥地利人口进行抽样调查是最有效的本国旅游

和出境旅游信息收集方法。因此，奥地利统计局采用需求方方法，通过计算机辅助电

话调查，了解奥地利人口中具代表性样本的成员的旅行行为，以编制国家旅游信息。

这样做的一个不足之处是会产生缺失值。由于这是一项追溯性调查，因此在各项

目上往往会出现记忆问题，支出项目尤为如此。为解决这一问题，当局会在调查阶段

开始前两周发出一份公开信。由于被调查者无需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接受调查，因此

他们给出的答案理应更加准确，但许多被调查者(如商务旅行者和与父母一同出行的大

龄儿童)仍未能提供或已经遗忘(记忆问题)支出信息。

个别问题的缺失值和不可信值(无答复项目)在调查后被加以替代(估算)，让模拟

程序得以在一份完整的数据文件上进行。定量值和定性值会由供体替代。这一方法的

基础是推定缺失值的特征与该次出行的其他特征存在关联。整个数据文件(每行对应一

次出行)被划归至相似的出行类别，它们的均值将用以替代缺失值。为找到足够的供

体，相似度必须在数学上以距离函数表示。所用到的标准取决于缺失值。

资料来源：奥地利统计局

(2013年)。

3.89. 关于实施边境调查的全面概述，见世旅组织《作为国际服务贸易的

旅游》3.D节。

http://www.statistik.at/web_en/
http://statistics.unwto.org/sites/all/files/docpdf/border.pdf
http://statistics.unwto.org/sites/all/files/docpdf/bord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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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2 游客调查(在市场化住宿机构或旅游点进行)

3.90. 访客登记册可以用作在市场化住宿机构进行调查的基础。在边境调

查可行性较低的欧洲，这类登记册得到广泛使用。但它们不能将游客与其他旅

行者区分开来，而在两者存在显著差异的国家，这一点正是编制入境旅游统计

的关键目标。因此，如果使用这些登记册，就应对它们进行评估，尤其注意：

• 这些登记册的更新机制(尤其在老客户方面，尽管他们的具体特征多年

来可能已有所变化，但酒店也可能不会更新)

• 一日游游客的重要性

• 住在亲友处、私人住所或其他未正式登记为市场化机构的住宿类型的

游客

3.91. 各国必须利用外部信息，纠正由仅考虑使用这些住宿类型的游客所

导致的估计不足和偏差。如果认为不入住市场化住宿机构的游客流量具有意义

(往往如此)，那么各国可以在当地住户调查中加入“旅游模块”，以计量其活

动(估算曾接待非居民亲友游客或将自有房间或公寓出租给游客的居民住户数

量)。

3.92. 在克服上述限制后，与仅使用边境调查相比，针对入住市场化住宿

机构的游客的调查就能更准确，甚至更完整地描述游客及其旅游出行的特征 

(见C.2.2.1节)，因为后者所受的时间限制可能更少。

3.93. 在游客结束该国的停留前，要在调查时估计支出是更为困难的，因

为他们只能提供截至调查之时的情况。如果调查也收集支出信息，那么就可能

产生明显偏差，因为人们往往在出发前最后一刻才会购买纪念品或其他要带回

家的物品(如在机场的免税店购买)。而且，在来源国或到访国发生的意外事件

(如自然灾害、恶劣天气或政治动乱)或个人原因都可能让游客不得不调整预期

支出。

3.94. 在市场化住宿机构进行游客调查的一种替代方法可以是在受欢迎的

旅游点进行游客调查。但这种调查也与在住宿机构开展的调查存在同样难处：

有些旅行者可能会游览多个旅游点，而有些则不会游览任何旅游点，特别对主

要出行目的并非休闲的旅行者而言，如探访亲友或商务旅行者。此外，在这些

调查中使用统计设计样本并非总是可行的，它们能使推算结果总额以代表全体

入境游客的程序更具挑战性，可能还会造成偏差或误导性数据。但长期持续地

在旅游点进行调查有助于计量游客活动或特征的长期变化或趋势，并能估计日

均支出。编制者应牢记，在旅游点进行的调查未必能成为游客总数的可靠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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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3. 始发地市场的住户调查

3.95. 以在惯常环境收集个人旅游行为信息为目的的调查将居民总体视作

基准人口或统计全体。因此，要估计来自X国的非居民旅行者在基准国(Y)的
到达人数和支出总额，并且确定这些游客的特征，一个方法是利用这些旅行者

在其居住国X国的住户调查中提供的信息。如果各国愿意分享这些信息(特别在

已对调查进行统一的情况下，如欧洲大多数国家)，那么所有相关国家都能获

得非居民游客在基准国(Y)的到达人数和支出总额估算值。

方框3.19
归国后收集入境旅游信息：新西兰的实例

在新西兰举办2011年橄榄球世界杯后，新西兰经济发展部开展了一项国际购票者调

查。其建立了一个橄榄球世界杯海外居民购票者数据库，以供电子邮件联系。在这个

国际购票者调查中，橄榄球世界杯游客在数据库中被界定为个人。

虽然橄榄球世界杯比赛于2011年9月和10月举行，但橄榄球世界杯游客都提前到

达并逗留至这段时间之后。其他两项调查(国际游客到达调查和国际游客调查)所涵盖

的时段也有助于最大程度地掌握橄榄球世界杯游客的真实情况。

在整理数据库后，当局向37 156名单独购票者发出了调查。其中收到了12 259名
被调查者的有效答复，答复率为33%。然后使用了数据库人口，按国家对这些数据进

行了加权，随后加以整理。

国际购票者调查包含了有关旅行信息、满意度、奥克兰橄榄球世界杯场馆和支出

的问题。出于分析2011年橄榄球世界杯的目的，当局利用此调查获得了有关出行至新

西兰的次数、出席的比赛以及满意度的信息。
资料来源：新西兰商业、创新

和就业部长(2012年)。

C.2.2.4. 镜像统计

3.96. 由于大部分到达欧洲联盟(欧盟)国家的非居民游客来自其他欧盟国

家，因此欧盟统计局已多次强调镜像统计的有用性，它能让欧盟国家利用次区

域内其他国家提供的出境旅游数据，来估计大部分入境游客的人数和特征。尽

管镜像统计看似简单且相当具吸引力，但使用这种统计的国家似乎还没对其带

来的挑战给予足够的重视(见方框3.20和方框3.21)。例如，如果一国要利用镜

像统计，以若干来源国的出境游客人数来估计入境游客的人数，那么就有必要

在这些国家中统一定义(最好还要统一收集方法)。否则就无法汇总数据，或比

较来自某一来源国和来自其他来源国的游客的特征。而且，在出境行包含多个

目的地国的情况下，来源国可能只记录下主要目的地国(不论如何界定)，从而

低估了从这些来源国前往次要目的地国的入境游客人数。

http://www.med.govt.nz/about-us/publications/publications-by-topic/evaluation-of-government-programmes/NZ-2011-Rugby-World-Cup-tourism-perspective.pdf
http://www.med.govt.nz/about-us/publications/publications-by-topic/evaluation-of-government-programmes/NZ-2011-Rugby-World-Cup-tourism-perspectiv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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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3.20
镜像统计

Teresa Ciller和Marion Libreros为《世旅组织Enzo Paci计量旅游的经济影响的文件》第

四卷编写了“计量欧洲区域内旅游流量”一文，该文件利用现有数据，讨论了调节不

同国家所报告的旅游者流量时所出现的挑战。在总流量方面，差异一直非常显著。该

文件强调指出多个可能的解决方法：分享共同定义和方法；修改收集程序和内容(如

不仅确定出境行的最终目的地，还要确定到达最终目的地前跨越的所有其他国家)，

以及高度细分所用到的各种交通方式。
资料来源：世界旅游组织

(2004年a)。

方框3.21
利用镜像数据：奥地利的经验

奥地利利用了伙伴国提供的镜像数据。在欧洲，旅游以欧洲内部层面为主，而且法律

框架要求成员国发送统一的入境供应方数据和出境需求方数据，因此各国可以大大受

益于彼此的数据。镜像数据不仅能在缺乏自身数据时填补数据空缺，还能用于评估现

有旅游数据的质量和可比性。

由于在使用镜像数据时并非一点问题也没有，因此各国必须考虑到方法、概念问

题和定义差异等挑战。尽管如此，在各国开始合作后，就应该能更好地统一旅游数

据，而且在今后的旅游流量观察中也能避免重复工作。
资料来源：Ostertag‑Sydler, 
J.(2010年)。

C.3. 结果列表

3.97.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编制指南》旨在帮助各国实施《2008年
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和建立其国家旅游统计系统框架。因此，要收集的数据必

须用基准类别加以分类(见第五章)，以其帮助各国实现具体的国家目的(收集

更详细的数据)和国际可比性。

3.98. 在国际可比性方面，世旅组织每年都会要求成员国和非成员国提供

下文表3.2所列的入境旅游数据集和指标，并在其最全面的统计出版物《旅游统

计简编》中加以发布。

3.99. 各国可使用国际收支数据(“旅行”和“客运”项目)作为旅游支出

数据的初步近似值。这样做能确保国际可比性较高。实际上，《世旅组织旅游

统计简编》包含的支出数据也的确是从国际收支中提取而来的。国际收支数

据本身并非旅游数据；但在缺乏旅游支出统计时，它们可用于约略估计支出 

(关于旅游统计和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

8.10-8.25段)。

3.100. 随着各国成功开展旅游支出计量，这一近似信息有望被实际旅游

支出数据替代(单独确定国际交通方面的支出)。

http://10thtourismstatisticsforum.ine.pt/xportal/xmain?xpid=INE&xpgid=tur_papers&PAPERSest_boui=101891400&PAPERSmodo=2
http://10thtourismstatisticsforum.ine.pt/xportal/xmain?xpid=INE&xpgid=tur_papers&PAPERSest_boui=101891400&PAPERSmodo=2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81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81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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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入境旅游：结果列表的实例

X国

基本数据和指标 单位 X年

1. 入境旅游

数据

到达

1.1 总数 千 --

1.2    ♦ 过夜游游客(旅游者) 千 --

1.3    ♦ 一日游游客(短途旅游者) 千 --

1.4      * 其中的游轮乘客 千 --

按区域划分的到达

1.5 总数 千 --

1.6    ♦ 非洲地区 千 --

1.7    ♦ 美洲地区 千 --

1.8    ♦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千 --

1.9    ♦ 欧洲地区 千 --

1.10    ♦ 中东地区 千 --

1.11    ♦ 南亚地区 千 --

1.12    ♦ 其他未分类地区 千 --

1.13     * 其中居住在国外的国民 千 --

按主要目的划分的到达

1.14 总数 千 --

1.15    ♦ 个人 千 --

1.16     * 度假、休闲和娱乐 千 --

1.17     * 其他个人目的 千 --

1.18    ♦ 商务和专业 千 --

按交通方式划分的到达

1.19 总数 千 --

1.20    ♦ 空运 千 --

1.21    ♦ 水运 千 --

1.22   ♦ 陆运 千 --

1.23     * 铁路 千 --

1.24     * 公路 千 --

1.25     * 其他 千 --

按出行组织方式划分的到达

1.26 总数 千 --

1.27    ♦ 套餐旅游 千 --

1.28    ♦ 其他形式 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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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国

基本数据和指标 单位 X年

住宿

总数

1.29   ♦ 宾客 千 --

1.30   ♦ 过夜 千 --

酒店和类似机构

1.31    ♦ 宾客 千 --

1.32    ♦ 过夜 千 --

支出

1.33 总数 百万美元 --

1.34    ♦ 旅行 百万美元 --

1.35    ♦ 客运 百万美元 --

按出行主要目的划分的支出

1.36 总数 百万美元 --

1.37    ♦ 个人 百万美元 --

1.38    ♦ 商务和专业 百万美元 --

指标

1.39 旅行派对的平均规模 人 --

平均停留时间

1.40 总数 日 --

1.41    ♦ 针对所有市场化住宿服务 夜 --

1.42     * 其中的“酒店和类似机构” 夜 --

1.43   ♦ 针对非市场化住宿服务 日 --

1.44 日均支出 美元 --

3.101. 除了世旅组织要求提供的数据和指标以外，也鼓励各国编制和发

布对关键旅游利益攸关方有用的额外信息(见第1.29段)，其中包括：

• 出行次数(按游客和按除游客外其他旅行者划分)，20 按超国家区域和

主要关注国加以分类  

• 旅游者/短途旅游者的旅游出行次数，按居住国和主要出行目的加以分

类

• 旅行者(游客及其他)人数，在每个类别和总人数中按居住国、停留时

间(间隔)和总过夜数加以分类

• 访客人数和过夜数，按主要住宿类型和主要出行目的加以分类

20 统 计 单 位 为 一 次 出 行 ： 

“游客”一词涉及旅游出

行，“旅行者”一词涉及旅

游和非旅游出行。但是，要

计量“非旅游”出行次数既

困难又成本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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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人数，按各特征交叉分类，包括旅行派对规模、访问目的以及住

宿类型(具体)

• 作为旅行小组成员到访的游客人数(按不同特征交叉分类)占游客总数

的比例(也可以留意居住国和月度或季度的数据)。 

3.102. 在入境旅游以及出境旅游统计方面，一个有用和方便的做法可能

是制作结果列表，并将数据与国际收支数据一并发布。例子见方框3.22、3.23
和3.24中的表。

方框3.22
到达和离开澳大利亚

10月关键数据

2013年10月
2013年9月至 
2013年10月

2012年10月至 
2013年10月

(千) (百分比变化) (百分比变化)

短期游客到达

趋势 548.4 0.8 5.1
季节调整 545.5 -1.1 ..
原始 541.7 .. ..

短期居民出发

趋势 739.3 0.1 7.2
季节调整 733.9 -1.3 ..
原始 679.9 .. ..

10月关键数据：短期游客到达澳大利亚

趋势估计数据：2013年10月期间的短期游客到达人数(548 400次流动)与2013年9月
(544 300次流动)相比增加了0.8%。此前，2013年8月的月度增长为0.9%，9月为0.8%。当

前的到达趋势估计数据比2012年10月高5.1%。

季节调整估计数据：2013年10月期间的短期游客到达人数(545 500次流动)与2013年9
月(551 700次流动)相比减少了1.1%。此前，2013年8月的月度增长为2.2%，9月为1.8%。

原始估计数据：2013年10月有541 700名短期游客到达澳大利亚。

说明：两点(..)表示该项目不

适用。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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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3.24
到达和过夜：奥地利的实例

日历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绝对值 与往年相比 绝对值 与往年相比 绝对值 与往年相比

到达(百万) 33.4 3.3 34.6 3.7 36.2 4.4
过夜(百万) 124.9 0.5 126.0 0.9 131.0 4.0
其中 居民 35.0 1.7 35.3 0.8 36.0 1.9

非居民 89.9 0.0 90.7 0.9 95.1 4.8
其中 布尔根兰 2.9 1.5 1.2 0.8 2.9 0.2

卡林西亚 12.3 -3.7 2.1 1.2 12.6 1.7
下奥地利 6.5 0.5 7.3 3.2 6.7 0.7
上奥地利 6.7 -1.8 5.9 3.4 7.2 3.9
萨尔茨堡 23.9 0.6 2.3 0.3 25.2 5.4
施蒂里亚 10.8 1.1 4.9 1.8 11.2 1.7
蒂罗尔 42.8 -0.5 2.2 -0.2 44.3 3.8
福拉尔贝格 8.2 0.1 1.1 -2.4 8.5 6.6
维也纳 10.9 10.3 8.3 5.0 12.6 7.6

方框3.23
入境旅游趋势：联合王国的实例

下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国际旅客调查，列出了2002至2012年期间的入境旅游趋势。出

行次数在2007年达到高峰，即3 280万，往后几年稍微减少，在2011年和2012年出现小

幅度增长。每次出行的平均支出在一段长时间内徘徊在略低于500英镑的水平，但在

过去四年，由于英镑相对疲弱，支出水平出现了显著增长。  

从长期趋势来看，每位入境游客在联合王国停留的平均时间一直在减少。但过去

六年的数据较为稳定。与许多其他的发达经济体一样，联合王国在国际旅游方面存在

国际收支逆差。直至2008年的十年间，赤字持续快速增长，但近年来却缩小了超过三

分之一，原因是英国人减少了海外出行。

到英国入境旅游的整体趋势(2002-2012年)

年份
出行次数 
(百万)

支出 
(十亿英镑)

每次出行 
平均支出

每次出行 
平均过夜数

国际收支 
(十亿英镑)

2002 24.180 11.737 481 8.2 -15.225
2003 24.715 11.855 475 8.2 -16.695
2004 27.755 13.047 466 8.2 -17.238
2005 29.971 14.248 471 8.3 -17.906
2006 32.713 16.002 486 8.4 -18.409
2007 32.778 15.960 487 7.7 -19.053
2008 31.888 16.323 511 7.7 -20.515
2009 29.889 16.592 554 7.7 -15.102
2010 29.803 16.899 563 7.6 -14.921
2011 30.798 17.998 584 7.6 -13.703
2012 31.084 18.640 600 7.4 -13.810

资料来源：联合王国国家统

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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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本国旅游

3.103. 本国旅游和入境旅游的差异会影响到两者的观察程序以及在国家

一级取得的本国旅游结果类型：

• 由于未跨越特定地理边境，因此往往不使用计数或类似的计量程序。在

一些情况下，部分国家制定了点算进入或离开封闭(或接近封闭)地区(某

一地点，一般为一个城市)的车辆流量的方法(转变为人员流量)，模拟了

边境的情况。这种程序可以计量前往具体地点的出行(目的地分析)，但

不能计量所有本国旅游出行。 

• 由于存在记忆问题(在使用建议的住户调查手段收集数据时会出现)，

以及很难概括具体的纳入出行标准，因此要获得本国一日游的数据可

能尤其困难。

• 各国也可以与居民接触，以编制居民在过去一段基准期内的旅游行为

统计。但是，如果非居民在基准国内开展出行，但在出行结束后未能

接受调查，那么这一程序将不易开展。但可以让他们在归家后完成一

份问卷，或在已提供地址的情况下与他们在来源国取得联系(例如见方

框3.19)。 

方框3.24
到达和过夜：奥地利的实例(续)

日历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绝对值 与往年相比 绝对值 与往年相比 绝对值 与往年相比

其中 德国 48.2 -1.4 47.4 -1.6 49.6 4.7
荷兰 9.1 -4.0 8.9 -1.9 9.4 5.5
联合王国 3.3 -0.3 3.1 -4.6 3.2 2.5
法国 1.8 2.7 1.8 2.7 1.8 -0.9
比利时 2.5 -2.6 2.6 4.1 2.6 0.7
卢森堡 0.3 3.5 0.3 6.2 0.3 -2.2
意大利 3.0 0.2 3.0 -0.2 2.9 -3.2
美国 1.2 11.9 1.2 -3.2 1.3 6.9
瑞士 3.8 4.3 4.3 12.6 4.6 6.6

其中 5/4星级住宿机构 44.1 4.1 44.9 1.8 46.8 4.2
3星级住宿机构 26.8 -0.2 27.1 1.2 27.7 2.2
2/1星级住宿机构 10.5 -3.7 10.4 -1.5 10.7 2.9
私人住宿 6.8 -6.7 6.6 -3.9 6.6 -0.2
私人度假屋 14.1 -0.3 14.1 -0.1 14.9 5.9

资料来源：奥地利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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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各国始终能够接触到其居民，因此其可以对整次本国行(往返出

行)进行观察，并且取得出行各部分的资料，以及同一次出行所访问的

不同地点的资料，不论这些地点是位于国内还是国外。

• 除了往返出行以外，本国旅游也包含一部分的出境旅游(见下文第3.142
段和《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39段)，并可能包括以下情况：

一名本国旅游游客出行到一个靠近另一国边境的目的地，然后跨越边

境进行一日游。

• 国家旅游局一般还会有意涵盖那些未在既定时间出行的人员，以期识

别其个人和住户的特征，确定其未出行的原因。针对本国旅游和出境

旅游进行这些计量并不难(关于旅行倾向差异的讨论，见方框3.31和
D.2.2.1节)，但针对入境旅游的计量则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完成。

方框3.25
编制一日游数据：奥地利的实例

奥地利统计局采用需求方的方法编制本国和出境一日游的资料。当局在每个季度选取

3 500名生活在奥地利且具有代表性的个人，调查其旅行行为。在国内一日游信息方

面，该国只收集休闲和商务出行次数。另一方面，出国一日游调查涵盖的信息还有很

多，包括旅行者的社会人口概况以及出行概况，如目的地、目的、运输、同行住户成

员和支出。

编制一日游情况时，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记忆问题和覆盖范围。必须考虑的另一

问题是，如果相关人员被视作在惯常环境之外，就很难为一日游和过夜游确定适用且

具可比性的距离和频率门槛值。
资料来源：Laimer, P.和
Ostertag Sydler, J.(2008年)。

3.104. 正如入境旅游，各国可以进行一个两阶段观察程序(见第3.26段)，

也可以同时观察所有变量。无论是作为一般目的调查中的一个模块，还是作为

一次具体的统计活动，这两种方法都是以住户调查为基础的。法国等一些国家

设立了一个常设小组，持续监测居民(本国游客)的旅行行为。在加拿大，本国

旅行调查是补充性的，随同月度劳动力调查进行。各国也可以根据人口登记册

选择个人进行调查。例如，奥地利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开展电话调查的。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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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3.26
获取未访问该国的人员资料：加拿大的实例

加拿大旅游委员会是加拿大的国家旅游局，其通过开展全球旅游观察调查，确定在一

段既定时间内未访问或未计划访问的潜在旅行者。这项调查针对的是本国旅行(计量

加拿大人出行到加拿大内其他地区的倾向)、来自加拿大主要市场的出境国际旅行(计

量国际出行的制约因素)以及出行到加拿大的入境旅行(计量出行到加拿大的制约因

素)。

最后一点很重要，因为加拿大旅游委员能从中查明为何人们会出国旅行但不选择

加拿大。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以及通过开展有针对性的营销活动能解决其中哪些原

因。

加拿大旅游委员会(正如大多数国家旅游局)致力于在特定的国际市场中积极推动

加拿大成为理想的旅游目的地，藉此寻求增加出口收入的机会。因此，了解到加拿大

旅行的制约因素对制定营销战略至关重要。
资料来源：加拿大旅游委员

会。

3.105. 世旅组织与劳工组织合作提出了关于计量本国旅游的建议，而联

合国统计司和其他国际组织在这方面也发布了有关开展住户收入/支出调查的手

册和指导材料。21

3.106. 如果无住户调查，作为临时措施，各国应尝试利用供应方住宿数

据，至少对住在住宿服务市场化机构的居民游客人数进行估算。但在很多国

家，一日游游客占了本国流量的大部分，而且大部分本国游客不会使用商业性

住宿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方法的可靠性较低。

D.1. 住户类型调查：概览

3.107. 住户类型调查涵盖了居民调查的所有程序，在居民的惯常环境 

(一般在家)进行，以在出行结束后询问居民在一段既定时间内的出行情况。建

议的方法是开展一项专门设计的独立住户调查，只收集旅游数据；或作为一项

更广泛的现有调查，如住户收入和支出调查的一个模块(《2008年国际旅游统

计建议》第3.41和4.31段)。虽然在最常见的情况下，调查是出于此目的以选定

住户为基础进行的，但也有一些国家，如奥地利，直接从普通居民数据库中选

出个人，并通过电话进行调查(采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的方法)。必须强调的

是，在这种背景下，调查住户只能用作一种选定居民个人的手段；因此，22 住

户一般不是一个观察单位，而只是一个选择单位(关于这方面的例外情况，见

方框3.31)。

3.108. 这些调查通过当面访谈或电话进行。住户固定电话普及率较高的

国家认为，电话调查不需要将调查者派遣到全国各地，从而极大降低了成本。

但近年来，移动电话迅速增多，以致住户固定电话普及率降低，令人开始关切

这一手段是否具有代表性。如果调查只通过固定电话进行，不纳入移动电话，

那么样本就可能出现显著偏差，例如，更有可能只使用移动电话的年轻人群就

没有被充分代表。

21 世界旅游组织(2010年a)，
《计量本国旅游和利用住户

收入/支出调查》，可在线

查阅：http://statistics.unwto.
org/sites/all/files/docpdf/hies.
pdf (30-05-2014)。

22 个人也是收集单位，因为他

们在基准期内可能进行了多

于一次旅游出行。

http://en-corporate.canada.travel/
http://en-corporate.canada.travel/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0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0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7
http://statistics.unwto.org/sites/all/files/docpdf/hies.pdf
http://statistics.unwto.org/sites/all/files/docpdf/hies.pdf
http://statistics.unwto.org/sites/ all/files/docpdf/hies.pdf
http://statistics.unwto.org/sites/ all/files/docpdf/hies.pdf
http://statistics.unwto.org/sites/ all/files/docpdf/hi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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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3.27
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的代表性：奥地利的实例

为实现代表性，奥地利需求方调查从内政部的居民中央登记册中抽取总样品，以进行

分层随机选择。总样本中人员的电话号码是按照姓氏和地址从官方电话簿获取的。 

官方电话簿包含了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号码。但由于保密号码的数量有所增长 

(在奥地利不再要求在电话簿上登记)，而且公众不能获知以移动电话号码替代固定电

话的情况，因此在2011年，总样本中大约有50%人员的电话号码未明。由于不能涵盖

官方电话簿上没有电话号码的人员，因此可能会产生偏差。 资料来源：奥地利统计局。

方框3.28
移动电话抽样：澳大利亚的实例

澳大利亚旅游研究所于2013年为其“国际游客调查”开展了一项移动电话抽样试点试

验。全面取样工作已于2014年初开始实施，其中移动电话组成部分占了第一年总样本

的50%。在试点试验中(进行了800次调查)，移动电话样本的答复率与现有的固定电话

样本相似。更出人意料的是，答复者对参与移动电话调查的意见不大。

国际旅客调查从2014年起将成为一项“重叠双重框架”调查，因此取样和加权将

变得更加复杂，并且可能导致问题。但旅游研究所已经投入大量资源，以确保样本设

计适当，保证新的加权程序经过充分试验并得到充分理解。 资料来源：奥地利统计局。

3.109. 正如上文B.2节所述，住户类型调查的频率基本上取决于成本；但

在确定观察频率时，也应考虑到与居民游客及其旅游出行特征相关的其他因

素。

3.110. 各国可以尝试在计量相关支出之外独立确定出行和出行个人的特

征，或者采用与相关支出计量不同的频率。各国应频繁地计量本国旅游流量 

(每月或在旺季等特定时期更加频繁)，因为其特征往往在全年大幅波动(呈现

季节性)，而且每年都会有所变化(尽管幅度较前者小)(见第3.18-3.19段)。另

一方面，与旅游出行各项特征相关的人均支出或人均日支出则往往波动较小。

因此，这方面的观察频率可以稍微降低(如每三到五年)，可以在明确出行次数

和特征后，利用相关的价格指数，通过推断进行计量。这一方法的优势在于，

它减少了收集优质支出数据的需求，要收集优质数据是很困难的，而且可能大

幅增加调查成本。

http://www.statistik.at/web_en/
http://www.statistik.at/web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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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 除了其他特殊性(见D.2节)以外，在进行旅游目的住户调查时会产

生以下问题： 

• 由于所有出行都有具体的持续时间，即开始和结束日期，因此必须确

定在计数和报告持续时间时需要考虑哪些出行。正如上文第3.68段所解

释，观察的基准期和发生期可能不完全吻合。由于个人只能报告已完

成的出行，因此本国旅游或出境旅游的报告全体指的是在基准期内结

束的出行，不论其起始日期。根据这一标准，所有出行都将被报告(只

报告一次)，并且所报告的持续时间应当是在惯常环境以外的实际持续

时间，不论出行的开始日期。这表明所报告的一次出行的实际持续时

间可能比基准期长。

• 各国必须确定每位被调查者在基准期内进行的本国行次数和特征，而

且必须区分旅游出行和非旅游出行。所提供的信息可以用于建立出行

全体。

• 各国只能收集在基准期内完成的出行(不论开始日期)的完整信息，而

且在进行调查时必须作出清晰说明。然后，鉴于部分个人在基准期内

可能完成多于一次出行，这些特征将被统计外推至出行全体。 

• 需要观察的特征涉及到相似出行类型的频率、所观察出行的持续时

间、其目的以及旅行距离。各国必须制定好问题，以方便识别以下情

况。在可能的情况下，不应让被调查者自行确定哪些出行属于旅游出

行，因为大众往往将它们等同为休闲旅行。只有使旅行者离开惯常环

境的往返行程(见上文第二章B.2节，以及《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

第二章B.4节)能被视作旅游出行。以下出行不应被视作旅游出行：

 –被调查者往返居住地和其工作或学习场所的出行。 

 –为探视家人、宗教目的、保健医疗和教育培训等的频繁出行(至少每

周一次)。 

方框3.29
在旅游调查中选择出行：加拿大的实例

加拿大的本国旅行调查(加拿大居民旅行调查)会从每个受调查的住户中随机抽取一名

成年人。在调查开始时，当局会建立一份名册，包含被调查者在第一或第二个回忆月

内结束的所有出行。该名册包含在调查期间收集到的以下信息：主要目的地、主要出

行理由、持续时间、出行结束时间、出行住户成员人数以及交通方式。

调查者为名册收集有关本国旅游和国际行中加拿大部分的信息。

当局会从出行名册中随机选择一到三个符合范围的出行，并获取该出行的详细资

料，即次要交通方式、旅行派对、支出、出行期间参与的活动以及过夜游的地点和住

宿。

出行的次级选择以算法为基础，算法考虑到出行的性质，即基准月、省际与省内

游、过夜或一日游以及相同出行次数。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23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23
http://www.statcan.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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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被调查者在目的地停留超过一年的国内出行，这表明居住地已变

化。 

 –受聘于被访问地点的企业，为参与非长期的短期有偿工作而前往某地

的本国行(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35至2.38段)。如果该工

作是长期的，并且个人频繁多次地在工作地和住户居住地之间活动，

那么该出行也不能被视为旅游出行，因为该个人活动的这两个地点都

属于其惯常环境(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25段)。

 –被认为是距离住户主要居住地非常近(物理距离短或未跨越行政边界)

的本国行(被视为发生在惯常环境之内)(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

议》第2.52段)。 

• 另一方面，到度假屋的出行应被视作旅游出行(见第2.25段和《2008年
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28段)。如果这种出行经常发生，各国就可能

有必要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一个具体的次级模块，以收集这方面的详细

特征。这个针对度假屋的模块不仅对频繁造访度假屋的情况，而且对

长时间使用度假屋的情况也具有意义。例如以下案例：一个住户在一

座度假屋中度过整个夏季，这座度假屋位于乡村地区，所在的行政区

距离主行政区较近，父母每天外出工作，而孩子们则与祖父母一起留

在度假屋。甚至可以说，这座度假屋是他们在这一期间的主要居住地 

(但对旅游统计而言并非如此)。虽然个人在度假屋逗留期间可能进行

多次出行，不论是否具有旅游性质，但都应只记作一次旅游出行，即

入住度假屋的一次。

• 针对每一次被确定为旅游出行的出行，都有必要确定游客是否自己出

行，还是与其住户成员(如选定整个住户)或其他住户的成员结成旅行

派对出行。

• 根据所报告的每个住户(在期间至少已开展一次旅游出行)的预期出行

次数，可以观察到以下出行的特征(见方框3.29)：

 –住户成员在基准期内(如果较短)进行的所有出行；

 –住户中一名选定的成员在基准期内(如果较短)进行的所有出行；

 –住户中一名选定的成员在基准期内进行的一次出行(一般为最后一次

出行，或随机选择一次出行)；

 –其他出行和住户成员组合(见方框3.29)。

• 如果一个住户(或被调查个人)在基准期内开展多于一次符合范围的出

行，那么有些国家就会采用以下办法：只收集一次出行的详细资料(一

般为最后一次出行)，但计量已进行的出行总次数。然后它们会在样本

扩展程序中利用这些数据，估计已开展的出行总次数。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24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26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23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29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29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24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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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除了出行个人的个人特征以及旅行派对的特征，即与出行相关的

所有特征以外，也应该观察以下的额外特征：

• 出行持续时间，按在惯常环境外的过夜数计算，如果出行无需过夜，

则可能可以按小时数(按相关组别划分)计算。

• 对出行决定起核心作用的访问地(见上文第2.84段和《2008年国际旅游

统计建议》第2.31段)。

• 出行期间的到访地(必须为往返行程)，包括每个地方的逗留时长(过夜

数或小时数)以及所选住宿类型(如相关)。每个地方都可被定为一个区

域(如基准国划分了多个区域)、一个城市、一个具体的旅游目的地或

任何为分析目的而确定的其他国家细分。 

• 在所确定的住宿类型方面(见上文第二章C.1.6节，以及《2008年国际旅

游统计建议》第3.35至3.38段)，各国至少应当区分市场化和非市场化住

宿，并确保与用于描述入境旅游以及住宿服务供应特征的分类保持一

致。

• 主要交通方式是指旅行距离最长的交通方式(《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

议》第3.32段)。各国也可对次要交通方式作出定义(见上文第二章C.1.5
节)。

• 主要出行目的：其分类应与国际建议保持一致(见上文第二章C.1.1节，

以及《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3.10至3.20段)。一些国家可能认

为，有必要询问有关整次出行或各到访地的主要目的和次要活动，收

集或许能用于地方旅游分析的资料。但各国应了解，尽管希望能收集

到有关目的的资料，甚至了解被调查者在一次出行中进行不同访问的

各种原因，但实施这个收集程序可能是一项极其繁琐的工作。此外，

各国还需要面对答复质量受到不利影响的严重风险。

3.113. 一日游以及到度假屋的出行应被分开来确定，并且在一个特定的

次级模块中加以特殊处理。

D.2. 住户类型调查：总结经验

3.114. 在通过住户调查计量和分析居民人口的旅游行为方面，大部分经

验都来自那些具备高度完善的统计基础结构的国家。但越来越多的情况是，一

些欠完善的国家也认识到本国旅游对经济的重要性(往往比入境旅游带来更多

的旅游消费)，并也已经开始采用这些统计程序。

3.115. 各国已在使用以下方法计量本国旅游：

• 专门设计的调查，通过全面的调查问卷或简短的电话调查(计算机辅助

电话调查)计量居民人口的旅游活动。后者的问题必须更简单和直接。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24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24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39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39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0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38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38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35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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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入一个旅游模块，即一套旨在获得特定游客行为特征且相互联系的

问题，以作为一个多用途调查的一部分(住户收入和支出调查或其他持

续性调查)，有时会以小组设计为基础。这类模块(见第3.107段)也可以

包含一套针对访问度假屋或因具体目的(如保健医疗或教育培训)出行

的明确问题。

3.116. 在观察本国旅游时也可以使用入境旅游部分所述及的程序：在住

宿机构或受欢迎的旅游点进行调查(见C.2.2.2节)。但正如入境旅游的情况一

样，这种程序不能采集到部分出行的资料(例如在这种程序未能覆盖进行这些

出行的游客时)。此外，这种程序只能获得一次出行中特定部分的信息，而不

能获得整次出行的信息。 

根据迄今的经验，旨在编制旅游统计数据的调查设计应考虑到以下旅游行

为方面：旅游流动在全国领土内分布不均(城市居民的流动往往比农村居民更

频繁)；高收入人员一般比低收入人员更频繁旅行；拥有度假屋的人员会频繁

出行到其度假屋；可能需要用到特定工具以涵盖频繁一日游的情况；以及尽管

在既定期间进行旅游出行的人数可能较少，但所观察的住户数量必须足够多，

以确保观察数量合理。以下章节将探讨这些考虑。

方框3.30
2009年本国旅游调查：埃及的实例

调查轮数：4

每轮样本规模：

 • 6 000个住户，分布代表了埃及各省。住户总数为24 000个 

 • 500个为非埃及居民住户 

覆盖范围或基准期：该轮之前的三个月

各轮日期：4月9日、7月9日、10月9日和1月10日 

分析单位： 

 • 住户

 • 住户成员

 • 出行

加权法： 

 • 利用2006年人口普查数据，预计2009年(基准年)的住户数量和人口规模

 • 调查得出的每位住户成员的本国旅游平均支出适用于2009年的预计人口规模，以

估计每轮的本国旅游加权总支出
资料来源：埃及旅游部 

(2011年)。

D.2.1. 关于通过住户调查观察本国旅游的具体问题

3.117. 在设计调查问卷和处理所收集的信息时，必须牢记，旅游是一项由

个人参与的活动，而不是由其所属住户参与的活动。住户只能作为一个整群，

从这个整群可以观察到个人的情况，因为每位个人属于一个且仅此一个住户。

http://www.tourism.gov.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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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可以在基准期内开展多于一次的出行。因此，旅游统计编制者必须牢记，

出行才是统计单位，并非个人。集体住户(医院、监狱、疗养院、敬老院)存在

例外情况，但这些住户的成员被假定为不出行，因此他们实际上不在框架之内。

3.118. 这些考虑为设计问卷、抽取信息和制表工作带来了特定的具体要

求，与住户调查的通常程序相关要求有所不同。所有出行都应加以计算，而在

一个住户的多位成员一起旅行的情况下，计数应包含人员进行的所有出行，并

且应当描述每次出行的特征。

3.119. 旅行派对中属于另一住户的人员应被排除在计数之外，因为在样

本中选中他们的可能性有所不同，而且与其所属住户被选中的可能性有关(见

第2.46至2.47段)。但在确定共同支出中每一项的平均价值时，则应当把他们考

虑在内。

3.120. 各国也可以考虑把旅游出行和个人及其所属住户的特征联系起

来，如住户成员的经济活动、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 

方框3.31
描述出行个人所属住户的特征

旅游现象的分析基础一般是个人(游客)以及事件(出行/过夜)数。旅游研究的另一重

点是出行住户。

Baiocchi和Dattilo于2008年编写的一份文件从需求方的角度分析了意大利的本国旅

游和出境旅游居民流量。该文件利用了意大利国家统计局题为“度假与出行”的季度

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所编制的数据。

通过进行一个可识别住户类型的具体数据程序以及亲属分析，住户核心的亲属关

系成为了旅游流量的关键因素，从而可研究他们的战略作用和他们是如何影响国家经

济中的旅游部门的。从住户的角度来看旅行行为，的确可以展现出能显示旅游需求新

特性的特征。

D.2.2. 影响统计设计和由样本推算总额的因素

3.121. 关于旨在计量本国旅游的住户调查所得数据，本节将探讨一些可

影响其质量和重要性的因素。鉴于这些因素，在国家旅游局统计经验有限的情

况下，强烈建议各国委托其国家统计局负责这类调查的统计设计。

3.122. 样本的统计设计应考虑到多种因素，如下文概述。

D.2.2.1.  旅行倾向性因地区、住户和时间而异

3.123. 并非一国的所有居民都有同样的旅行倾向性，如果要分析与其他

因素相关的行为，那么样本设计就应考虑到这一现实情况。 

3.124. 例如，鉴于农业或畜牧业的日常工作需求，这些行业的人员要长

期离开惯常环境显然更加困难。这些人员的旅游出行一般会少于其他人，至少

在主要农业活动期是如此。另一方面，居住在城市环境的人往往出行更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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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可能是充满压力和不健康的周边环境；而且在城市环境中，假期出行是一

种生活方式。

3.125. 高收入人员的旅行倾向性往往比大众要高，如休闲出行或参与会

议。

3.126. 还应当注意的是出于旅游目的的旅行，无论是休闲、探视亲友、

宗教原因还是商务，都不是全年平均分布的。各国都有特别重要的时期，包括

家庭庆祝活动期(如美国的圣诞节和感恩节，或亚洲国家的新年)、宗教庆典期

(如特定日期)、冬季运动期以及休闲期(夏季)。旅游统计应反映这种季节性。

因此，各国必须调整计量，以对旺季和淡季作出说明。

3.127. 在设计样本时可能需要考虑到这些特殊性，以确保获得足够数量

的有用记录，为相关问题提供答案。此外，虽然访问一个无人在基准期内出行

的住户可能被视为浪费时间和金钱，但事实上，各国可以从中获得有关旅游出

行阻碍因素的宝贵信息。

方框3.32
从住户本国旅游调查确定旅行倾向：阿根廷的实例

在阿根廷，住户旅行和旅游调查涵盖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共2 500万名居民，在2012年登

记了2 900万名旅游者，比率为每名居民对应1.2名旅游者。但并非所有居民都曾在该

年内出行，而且部分旅行者出行超过一次。

为估计人口中进行过至少一次过夜行的人数比例，当局在每年2月和5月开展住户

旅行和旅游调查的同时，还实施了一个特别模块，旨在登记在过去一个日历年内至少

进行一次过夜行的人数。

因此，在2012年，在调查10 000个住户的超过30 000名人员后，住户旅行和旅游

调查总结得出43.6%的人口曾开展一次过夜行。该调查也分析了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特

征下，包括居住区域、性别和年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和经济活动状态，该比率是

如何变化的。

在这方面，该调查通过对比占人口20%的最高收入人群(最富的五分之一)与占20%
的最低收入人群(最穷的五分之一)，探究了旅游消费机会方面的差距。根据2006年和

2012年的旅游者和一日游游客总人数以及旅游者支出总额，下表列出了最富五分之一

(Q5)和最穷五分之一(Q1)的所占旅游份额。在2012年，最富五分之一的消费份额比

最穷五分之一高5.0倍；在旅游者流量方面，前者的一日游游客比后者高2.6倍，总旅

游支出高9.0倍。在这两年之间，阿根廷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有所降低，与旅游机会

不平等性降低有着明确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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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3.32
从住户本国旅游调查确定旅行倾向：阿根廷的实例(续)

旅游消费单位

2006年 2012年

比率 (%) 差距 
(= Q5/Q1)

比率 (%) 差距  
(=Q5/Q1)Q5 Q1 Q5 Q1

旅游者 46.4 6.1 7.6 39.1 7.8 5.0
一日游游客 35.0 8.3 4.2 29.9 11.5 2.6
支出 66.8 2.6 25.8 52.0 5.8 9.0
人均收入 13.6 9.8

住户旅行和旅游调查总结了有关在过去一年内未进行过夜行的答复，有助于调查

这种决定背后的原因，并促进收集规划公共政策所需的关键数据，以鼓励本国旅游发

展。

如果住户调查所使用的方法不同于住户旅行和旅游调查(即独立随机抽样)，例如

在整一特定日历年内跟踪一个小组样本(如西班牙旅游流动调查)，或使用去年全年作

为基准期来实施一项简单的年度数据调查(如之前的住户旅行和旅游调查方法，只适

用于2006年)，那么每一位人员的旅行数据(无论是否过夜出行)都能利用调查收集到

的旅游出行数据加以重新创建。如果发现个人在去年全年均未旅行，则可以纳入一个

问题，询问其决定不旅行的原因。

资料来源：阿根廷旅游部

(2013年)。

方框3.33
使用小组设计

有些国家采用小组设计，即选择固定数量的住户，并邀请其就多个连续时期(一般为

三至六个月内的每个月)内的旅行在调查问卷上作出答复。每个月都会审查固定数量

的选定住户的参与情况，以确保在任意月份都有固定数量的重复选定住户以及固定数

量(但较少)的新住户(如法国和奥地利的情况)。 

一般来说，这种设计成本较低且易于管理，答复的质量也较高，因为住户能获配

更多时间来理解问题的意义。然而，在旅游方面，相关人员不一定总能在家接受定期

调查，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偏差，也就是说，那些更经常旅行的人在调查问卷上作答的

机会较少，这可能导致旅行活动被低估。另一方面，奥地利于2005年开展的一项被调

查者分析调查显示，非旅行者反而比频繁旅行者更容易退出参与小组，这一般能抵消

这一偏差。 

在小组设计成本方面，小组成员的死亡率和替代他们所需的开支也必须纳入考

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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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2.2.   确保所需的符合范围出行数量

3.128. 在许多国家，其至少一名成员在短时间(如一个月)内开展出行的

住户可能数量有限。

3.129. 在这种情况下，有三个可能的解决方法： 

• 选择更大的住户样本，确保获得足以描述旅游特征的观察次数，这是

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但有时侯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必须了解那些

无成员出行的住户有多少成员。

• 采取考虑到之前提及的旅行倾向性在领土内因地而异这一情况的统计

设计。这方面需要使用分层取样法，涉及到预先设定的不同集群，如

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高收入住户与低收入住户。

• 扩大基准期，如要求提供上一季度的出行信息(有些国家将基准期扩大

至一年)，而不是只将基准期限于上一个月。

3.130. 最后一个解决方法可能更具吸引力，因为它能涵盖更大量的观察

出行(而且比其他解决方法需要的资源更少)。但它也存在缺点，若干分析员和

编制者对此进行大量研究(见方框3.34)。

方框3.34
扩大报告旅游出行基准期的影响研究：西班牙的实例

西班牙旅游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证实，靠被调查者的记忆来为本国旅游和出境旅游调查

提供信息可能导致两种与取样完全不相关的不同误差，它们往往体现为对事情实际发

生日期产生截然不同的主观区分： 

 • 伸缩性误差：一个事件(一项支出、一次出行)的实际日期被不自觉地、错误地推

后至一个较近的日期；

 • 纯记忆效应：一项在实际上发生在观察期内的事件被忽略，因为在主观上，到了

开展调查时，该事件似乎已发生了很久。

西班牙旅游研究所制定了一个用到三个重叠样本的复杂观察方法，向被调查者询

问建立联系前三个月、两个月和一个月内的出行情况。该研究的结果清晰显示，在观

察期后越迟与研究对象联系，报告的出行数量就越少。 

例如，在西班牙居民于2006年6月的出行次数方面，经统计验证的三个计量结果

如下：

 • 7月观察结果为12 991 044次 

 • 8月观察结果为12 745 211次 

 • 9月观察结果为12 247 920次 
资料来源：Guardia, T.和
Garcia, S.(2008年)。

3.131. 因此，由于记忆效应至关重要，因此，哪怕长观察期能收集到的

出行次数多于短观察期，但还是建议各国避免使用长观察期。23 另一个考虑因

素是旅游的季节性特征，因此各国有必要在全年的不同时间重复开展观察程

23 哥伦比亚2003年国内旅游调

查以全年为基准期，据观

察，旅行倾向比该区域其

他国家所观察到的低大约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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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对于任何国家而言，测试记忆偏差的存在和程度以及对此进行调整(如有

需要)都是非常有用的。

3.132. 简而言之，各国应避免采用单一观察(例如，目标是分析一整年旅

游情况，但只在一个月内进行观察)。各国应当全年重复观察，每次观察都涵

盖一段短时间。重叠计量有助于建立对记忆偏差的意识(如开展计量是为了对

出行次数作出良好估计)。在开展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的情况下，事先向被调

查者发出一份公开信有助于降低记忆效应。

3.133. 记忆问题不仅与回忆已开展出行有关。受访者可能记得很久以前

的一次出行；但间隔时间越长，他们要回忆该次出行的详细情况就越困难。在

需要获得大量开支详细数据时更是如此。对尝试回忆一日游及其细节的人员而

言，记忆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D.2.2.3.  校准

3.134. 校准是一个统计程序，可以使预期能对调查结果(旅行行为)产生

重大影响的样本特征与全体的同样特征保持一致。良好的校准程序离不开有关

全体相关特征的可靠和最新信息，还需要正确选择信息，即那些与所观察变量

紧密联系的信息。但这些要求不可能始终得到满足。例如，一些提供样本的人

口登记册并不完整(如可能缺少年轻人或移民)。因此，必须先实施的流程之一

就是为选择全体的相关信息校准完整度。

D.2.3. 让调查者理解旅游

3.135. 在设计观察程序时，需要考虑的其他要点包括：

• 调查问卷不应难以理解：被调查者应能在无调查者协助的情况下完成

调查问卷。对于使用电话进行调查(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的国家(在许

多情况下是出于成本考虑)，它们需要考虑是否有必要：

 –制定调查者准则

 –在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中使用动态文本，对关键或较难概念做出定时

提醒，让调查者更好地引导被调查者完成调查问卷

 –培训调查者

 –监督

 –纳入合理性检查作为调查问卷的一部分。

• 在当面访谈的情况下，调查者可能需要开展多次访问才能完成调查问

卷。在首次访问时，能提供住户详细特征的人员可能并不了解不在场

的其他住户成员的旅行活动。调查者有时必须返回以获得这些详细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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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结果列表

3.136. 由于现行的编制指南旨在帮助各国实施《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

议》并发展国家旅游统计系统，因此所获得的数据必须按照此出版物第五章述

及的标准框架加以分类，以期满足国家目的，并且保证具有国际可比性。出于

国家目的收集的数据必须更加详细。

3.137. 为实现国际可比性，世旅组织每年都要求会员国和非会员国提供

本国旅游的数据集和指标，并在《旅游统计简编》中发布(见表3.3)。

表3.3
本国旅游结果列表的实例

X国

基本数据和指标 单位 X年

2. 本国旅游

数据

出行

2.1 总数 千 --

2.2  ♦ 过夜游游客(旅游者) 千 --

2.3  ♦ 一日游游客(短途旅游者) 千 --

按主要目的划分的出行

2.4 总数 千 --

2.5  ♦ 个人 千 --

2.6      * 度假、休闲和娱乐 千 --

2.7      * * 其他个人目的 千 --

2.8  ♦ 商务和专业 千 --

按交通方式划分的出行

2.9 总数 千 --

2.10   ♦ 空运 千 --

2.11   ♦ 水运 千 --

2.12   ♦ 陆运 千 --

2.13 * 铁路 千 --

2.14 * 公路 千 --

2.15 * 其他 千 --

按出行组织方式划分的出行

2.16 总数 千 --

方框3.35
奥地利的报告系统

在奥地利，调查者标准化报告被用于检查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的质量。报告系统可提

供人员一级的标准化报告。记录和答复时间等相关报告可用于识别哪些调查者工作未

到位(如未全文阅读标准化文本)。当局也开展了额外的随机质量检查(如收听语音文

件或模拟呼叫)。 资料来源：奥地利统计局。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www.statistik.at/web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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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 套餐旅游 千 --

2.18    ♦ 其他形式 千 --

住宿

总数

2.19    ♦ 宾客 千 --

2.20    ♦ 过夜 千 --

酒店和类似机构

2.21    ♦ 宾客 千 --

2.22    ♦ 过夜 千 --

指标

2.23 旅行派对的平均规模 人 --

平均停留时间

2.24 总数 日 --

2.25    ♦  针对所有市场化住宿服务 夜 --

2.26     * 其中的“酒店和类似机构” 夜 --

2.27    ♦ 针对非市场化住宿服务 日 --

2.28 日均支出 美元 --

3.138. 因为这些数据是汇总得来的，因此要把它们用于特定的国家决策

目的可能比较困难。例如，以美元计算的旅行总支出有所减少可能是由不同原

因造成的，如美元贬值或者旅客的构成出现变化。为实现国家政策目的，必须

收集详细的数据，以阐明这些原因，如上文(见第3.101段)所述。  

3.139. 更详细的分类(如涵盖出行目的和住宿类型的分类)也可能有助于

实现国家目的。 

方框3.36
国家实例：2011年按省份和领土划分的加拿大人在加出行情况

目的地 出行人次(千)
加拿大 317 021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 4 314
爱德华王子岛 1 386
新斯科舍 9 812
新布伦瑞克 7 300
魁北克 83 739
安大略 123 926
马尼托巴 10 191
萨斯喀彻温 11 355
阿尔伯塔 33 162
不列颠哥伦比亚 31 756
育空、西北地区和怒纳武特省 81a

a
  慎用

备注：估算值根据2006年人口

普查数据得出，包括一日游和

过夜出行。一日游是单程距离

为40公里或以上的出行。 

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

表3.3
本国旅游结果列表的实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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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3.38
2004至2008年本国旅游趋势：新西兰的实例

本国行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总额 44 142 000 45 762 000 44 210 000 42 229 000 43 387 000
度假 17 396 000 17 641 000 17 526 000 16 995 000 17 723 000
探访亲友 13 152 000 13 167 000 13 144 000 12 706 000 14 135 000
商务 10 473 000 11 130 000 10 722 000 10 624 000 9 175 000
其他 3 121 000 3 824 000 2 818 000 1 903 000 2 354 000
一日行 29 087 000 31 500 000 29 471 000 27 333 000 28 322 000
过夜行 15 055 000 14 263 000 14 739 000 14 896 000 15 064 000 资料来源：新西兰商业、创新

和就业部(2009年)。

E. 出境旅游

3.140. 出境旅游被界定为一国居民离开其经济领土进行的旅游活动，可

采用与入境旅游相同的方法(在边境或边境附近观察(见第3.10段))，或与本国

旅游相同的方式(即在出行结束后开展住户调查(见上文D节))进行双向流动观

察。如使用第一种，则可能需要做出调整，因为作为观察对象的一次出境旅游

可以是出境行或本国行的一部分。

3.141. 如入境旅游一样，国际收支编制者会有兴趣确定所有居民的出境

行特征，并且在一个跨机构平台上整合资源，以提高计量的质量。

3.142. 各国一般会把出境旅游观察推迟至稍后阶段，晚于入境旅游和本

国旅游。这样做是因为出境旅游的相应经济交易发生在居民游客和非居民服务

提供者之间，因此它被认为是当地经济的“损失”(一种进口)。但是，如果旅

方框3.37
本国游客的出行、过夜和开支数量：土耳其的实例

年份 季度
出行次数
(千)

过夜数  
(千)

平均 
过夜数

支出

总支出 
 (千)

套餐旅游支出 
(千)

个人支出  
(千)

每次出行 
平均支出 
 (千)

2012 一

二

三

四

全年

11 058
14 652
25 474
13 738
64 922

78 805
107 829
278 720

91 448
556 803

7.1
7.4

10.9
6.7
8.6

2 241 204
3 703 031
7 663 799
3 117 001

16 725 035

51 554
226 328
571 438

83 115
932 435

2 189 650
3 476 702
7 092 361
3 033 886

15 792 600

203
253
301
227
258

2013 一 11 972 84 372 7.0 2 461 783 75 553 2 386 230 206

资料来源：土耳其统计机构(2013年)。

http://www.med.govt.nz/about-us/pdf-library/tourism-publications/Domestic Travel by New Zealand Residents Report -242 KB PDF.pdf
http://www.med.govt.nz/about-us/pdf-library/tourism-publications/Domestic Travel by New Zealand Residents Report -242 KB PDF.pdf
http://www.turkstat.gov.tr/PreHaberBultenleri.do;jsessionid=cpBrTNRNg3QxnQZQG0TxnKywQ6Lm95lfd242J9R13PxDJnWyJfh5!-1310288779?id=1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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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推广政策鼓励国内旅行者选择国内目的地，那么就有必要了解他们选择出境

旅游的原因。

3.143. 上文针对观察入境旅游和本国旅游的大部分建议和意见同样适用

于出境旅游。显然，部分针对入境旅游的建议将需要反过来实施。例如在第一

阶段，所提及的流量应在居民旅行者离开国家时观察，而他们的出行特征则应

在他们返回时或返回后(即完成出行后)观察。

3.144. 针对入境旅游的进入或离开一国交通方式(见C.1.1节)、具体情况

下出现的复杂概念和统计问题(见C.1.2节)以及所用的主要统计来源(见C.2.2节)

等要点在这里同样适用。

3.145. 在适当和可行的情况下，各国可以同时在边境和通过住户调查进

行出境旅游观察程序，以比较各种情况下得到的结果。这类工作能为出境旅游

计量程序提供关键的深入了解。例如，如果在出行次数或出境旅游与入境旅游

的计量方面发现巨大差异，那么就能对两个程序都提出质疑，并且也许能以此

为基础进行审查。 

3.146. 如本国旅游一样，出境旅游可能在特定人口群体中尤其普遍，普

遍程度可能比本国旅游更高，如生活在陆路边境附近、外国血统的居民或移

民家庭。出于分析或调整旅游卫星账户的本国旅游计量结果，可能有必要观

察基准人口中各游客子集在这方面的特征(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

2.39(c)段；以及《旅游卫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第4.40段)。 

3.147. 同样地，在计量旅游流量以及出行和游客的特征时，用于入境旅

游的分类方法(见上文第3.99和3.100段)也同样适用于出境旅游。 

3.148. 出境旅游有时候会包含有多个目的地的出行，即到超过一个国家

出行。因此，必须确定是否收集每个被访问国家的信息。如果确定需要收集这

些信息，那么就要考虑需要收集多少信息。例如，仅确定每个被访问国家，而

不根据其他特征(如出行目的、停留时间或开支)对数据进行细分，这样做是否

足够？或者是否应该涵盖每个被访问国家的这些详细信息？答案取决于所需的

数据和可用于收集这些数据的资源。有些国家采用的替代办法是，仅确定主要

被访问国家(作为出行决定核心的国家)，以了解基准国居民访问其他国家的人

数。但在开支方面，各国应收集与所有目的地有关的总开支，以确保与国际收

支要求保持一致。

3.149. 针对本国旅游结果列表的要点(见D.3节)同样适用于出境旅游。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26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26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page=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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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出境旅游结果列表的实例

X国

基本数据和指标 单位 X年

3. 出境旅游

数据

出行

3.1 总数 千 ..
3.2     ♦ 过夜游游客(旅游者) 千 ..
3.3     ♦ 一日游游客(短途旅游者) 千 ..

支出

3.4 总数 百万美元 ..
3.5     ♦ 旅行 百万美元 ..
3.6     ♦ 客运 百万美元 ..

按主要目的划分的出行

3.7 总数 百万美元 ..
3.8     ♦ 总数 百万美元 ..
3.9     ♦ 商务和专业 百万美元

指标 ..
3.10 平均停留时间 日 ..
3.11 日均支出 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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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计量旅游支出

本章结构如下：A节介绍支出的概念及其在整体计量和了解旅游部门方面的重

要性。B节回顾旅游支出的基本概念和分类及其与各支出形式的联系，并且描

述计量入境旅游、本国旅游和出境旅游支出的不同方法和来源。本节也探究展

示所得到的统计的方式，以及提供结果列表的实例。最后一节涉及在具体交易

中可能产生的计量问题。 

A. 导言

4.1. 除了计量游客的实际流量和特征之外，旅游统计数据尤其有助于了

解游客活动的经济影响。这些计量能让旅游分析与其他形式的经济分析相联

系，从而让旅游政策得以融入国家的总体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旅游的其中一个

关键经济层面是游客在准备旅游出行和旅游出行期间的支出。本章将介绍与非

居民游客前往基准国(入境旅游)、居民旅客在基准国内(本国旅游)以及居民游

客前往基准国外(出境旅游)旅游相关的支出范围和不同类别。 

4.2. 本章经常提及《旅游卫星账户》和《国民账户体系》，以期(a) 解
释与旅游支出及其不同类别相关的概念问题，以及(b) 强调名词“支出”(用

于调查和调查问卷)与“消费”(包含旅游支出和其他项目，用于旅游卫星账

户，见《旅游卫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第2.25段)之间的联系。  

4.3. 旅游支出和旅游消费之间有明显区别。旅游支出是旅客在为旅游出

行做准备时和在旅游出行期间，为获取消费品和服务而支付的金额，以及供自

己使用或馈赠的贵重物品的金额(《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4.2段)。 

旅游消费包括旅游支出以及其他非支出性的消费项目，其中后者的价值主要涉

及次要住所(度假屋)的使用以及对游客所用设施(如博物馆和展览)的政府补

贴。往往只在建立旅游卫星账户时才有需要提供旅游消费情况。但通过游客调

查收集到的旅游支出是基本游客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用于各种用途，如营

销和制定政策。本编制指南重点讨论的是旅游支出，而不是旅游总消费。

4.4. 旅游支出数据(以及最终的消费数据)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构成了匹

配旅游需求和旅游供应的基础。利用旅游卫星账户开展的这一匹配工作能计量

旅游对经济的贡献。关于旅游支出和旅游消费的区别的完整描述，见《旅游卫

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第2.25至2.28段。

4.5. 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制定了调查，以计量入境旅游的支出。这类文书

也用于计量国际收支的“旅游”项目，加大了让旅游统计符合国际货币基金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page=26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2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page=26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page=26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page=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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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以及《2010年国际服务贸易统

计手册编制指南》的要求的压力(也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八章B 
节)。它也促进了计量旅行者在居住国外支出的国际收支量度的国际可比性。

4.6. 另一项重要关切是计量旅客流量和计量其所参与之支出的区别。一

般而言，入境旅游的流量是在到达基准国时计量的，而出境旅游的流量则是在

离开基准国时计量的(见第三章C.1节)。计量支出则相反：入境旅游的支出是

在离开基准国时计量的，而出境旅游的支出则是在到达基准国时计量的。这样

做的原因是，游客在出行结束时更能回答有关支出的问题，而不是在大部分支

出仍未发生的出发之时。在一方面计算流量、另一方面计算平均支出的双重建

构下，各国必须使用一个共同的分类方法，以便在稍后阶段整合信息。

4.7. 正如上文所述(见上文第3.5段)，各国应理解，这里只提供一般准

则，各国应在全面审查其旅游活动特殊性后，选择最适合其情况的建议实施。

B. 旅游支出及其分类

B.1. 回顾基本概念

4.8. 根据《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4.2段，旅游支出的定义是“游

客为了旅游出行和在旅游出行期间，为获取消费品和服务而支付的金额，以及

供自己使用或馈赠的贵重物品的金额”。此外：还“包括游客自身的支出，以

及由他人支付或报销的支出”。

4.9. 旅游支出不包括所有与出行相关的支出，只包括那些为获取消费品

和服务而支付的金额，以及供自己使用或馈赠的贵重物品的金额。《国民账户

体系》对获取消费品和服务以及贵重物品的定义(见《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

第九章D节)在此也适用。旅游支出也不包括某些项目，如有益于游客的实物社

会转移以及推算的自有度假屋住宿服务和间接计量的金融中介服务(见《2008
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4.2至4.7段)。

4.10. 消费品和服务的交易是在物品的拥有权从卖方转移至买方，或在卖

方向买方交付服务时，被计入国民账户的，而不一定是在付款之时，因为付

款可以在之前(如提前购买旅行票券)或之后(在使用信用卡付款时)发生。因

此，“获取”和“付款”的字眼是不能互换使用的，因为获取和付款通常发生

在不同的时间点(《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4.8至4.11段)。在开展计量和

制定调查问卷时，必须充分理解这一区别。

4.11. 获取物品或服务的个人不一定使用自己的资源购买，也可能是由他

人代表这些个人付款(见第4.81至4.88段)。实例包括其他住户(如招待游客的亲

戚或朋友)，或为雇员支付交通、住宿或其他服务费用的雇主。但无论实际上

是谁付款，如果游客获取一个物品或一项服务，那么这就可以作为旅游统计的

考虑因素。被调查者在为旅游支出调查作出答复时，应当了解到这一点。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bop/2007/pdf/bpm6.pdf
http://unstats.un.org/unsd/tradeserv/tfsits/msits2010.htm
http://unstats.un.org/unsd/tradeserv/tfsits/msits2010.htm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81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81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2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244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244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2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2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3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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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此外，在市场交易的情况下，旅游支出的估值应当与游客所支付的

单位价值(买方价格)相一致。这应包括与购买产品相关的所有税金以及自愿性

和强制性小费，并按对非居民的增值税退税做了修正。

4.13. 另一方面，并非所有有益于游客或游客自己进行的支出都会带来物

品或服务的获得。例如，支付利息、向基金会捐款、购买度假屋以及向家人和

亲戚汇款不能视作获取物品或服务，而且不包括在旅游支出中(《2008年国际

旅游统计建议》第4.6段)。

4.14. 在设计计量旅游支出的调查问卷时必须牢记这一点，而且被调查

者往往对这些花费不加区分，必须让其了解这一点(《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

议》(第4.2至4.7段)详细描述了哪些应当和不应被包括在旅游支出中)。

B.2. 不同类别的旅游支出及其与旅游形式之间的关系

B.2.1. 定义

4.15. 国内和国际游客在出行期间任何时间作出的任何支出都可能(但事实

上并不全是)被视作旅游支出。即使是出行前在惯常环境或其他地方获取的物

品和服务，如衣服、旅游指南、疫苗注射和旅游保险，如与出行明确相关，则

都应被包括在内。

4.16. 应该提到的是，在《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制定前所提出的建

议还表明要包括出行后的支出。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干洗和打印照片，但还有

很多其他可能性，甚至包括旅游期间发生意外而导致的汽车修理或医院账单。

鉴于所引用例子具有间接性，以及可能会造成旅游支出数据被彻底调整(在完

成出行很久以后)，现行的2008年建议不把这类出行后支出纳入旅行支出(或消

费)的范围内。

4.17. 出于显然与某一特定经济体相关的经济分析和政策制定目的，各国

必须详细说明发生支出的国民经济体。 

4.18. 基于这一要求界定了以下旅游支出类别(《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

议》第4.15段)：

• 本国旅游支出是居民游客在基准经济体内的旅游支出；

• 入境旅游支出是非居民游客在基准经济体内的旅游支出；

• 出境旅游支出是居民游客在基准经济体外的旅游支出。

4.19. 必须强调的是，出境游客的支出并非都是游客在出境旅游期间在

其基准经济体外作出的。由于出行指的是往返行，因此出境行包括一个人从

其居住地出发一刻至返回一刻之间的旅行，期间的主要目的地是居住国以外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7段)。这意味着出境行可以包括一个人离开

来源国前在来源国内开展的一段旅行(即使较长)(见第3.103段)。这段旅行可能

包括前往机场、港口、火车或汽车站或陆路边境的支出；食品、物品和服务的

支出；甚至是在离开该国前一晚或多晚的住宿支出。所有的这些支出，只要与

两名居民(游客和提供者)之间的交易有关，都应被包括在本国旅游支出之中，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3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3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2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2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3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5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5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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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涉及到出境行的本国段。同样应被包括在本国旅游支出内的还有出行前

为了出境行而作出的所有居民对居民交易(如为出行购买衣服或胶片)。

4.20. 这种情况与本国行的出境段类似。这种访问不应被计入出境行，因

为从定义上看，它们不是往返行(《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30段)。与

本国行的出境段相关的支出应被包含在出境旅游支出内(因为它们包含居民对

非居民的交易)。应当注意的是，一次具备本国部分和出境部分的出行应根据

其主要目的地的位置，加以分类为“本国”或“出境”。

图4.1
包含出境段的本国行和包含本国段的出境行情况

包含国内部分(停留和支出)的A国出境行。 

对B国来说，这是一次入境行，但在B国外发
生的所有支出(非居民对非居民交易)不属于
其入境旅游支出。

包含出境到B国部分(停留和支出)的A国本国
行。

A国 A国

B国 B国

(1) (2)

4.21. 上述表明，在被列为本国旅游、出境旅游或入境旅游的出行和被列

入同样类别的旅游支出之间不存在的一一对应关系。出境行游客的支出中有部

分属于出境旅游支出，部分属于本国旅游支出并计入游客在本国行期间的支

出。反之亦然：本国行的部分支出可能与该出行的出境段有关，因此应记入出

境旅游消费。同样地，游客在本国行期间在其来源经济体中发生的支出(或在

基准经济体外的经济体)不属于到访国家的入境旅游消费。应当注意的是，决

定支出属于本国还是出境的因素是旅客获取货物或服务的经济体，而不是作出

付款的经济体。

4.22. 一个相关情况是，一名本国游客(其出行不包含出境部分)从一名非

居民提供者(如互联网上的一名代理人)处为本国行购买货物。在这种情况下，

支出应被包含在出境支出中，因为发生了居民对非居民实体的交易(《2008年
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4.17段)。但在从住户调查(建议方法)收集这些数据的实

践中，不大可能确定提供者的非居民身份。

4.23. 图4.2说明旅游出行类型和旅游支出类型的联系。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24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5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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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出行、支出地点和旅游支出之间的关系

游客、支出场合和旅游支出之间的关系
游客 支出场合 旅游支出

本国游客 

支出

游客进行本国行出境段时在基准国

外作出的支出

居民游客进行本国行时在基准经济

体内作出的支出
本国旅游支出

出境游客 

支出

居民游客进行出境行时在基准经济

体内作出的支出

居民游客进行出境行时在基准经济

体外作出的支出
出境旅游支出

入境游客 

支出

非居民游客进行入境行时在基准经

济体内作出的支出
入境旅游支出

非居民游客进行入境行时在基准经

济体外作出的支出

从基准国的旅游支出

中剔除

B.2.2. 确定一些具体游客交易中涉及的国民经济

4.24. 总的来说，要确定一名国际游客的支出中哪一部分构成入境/出境旅

游支出、哪一部分构成本国旅游支出以及哪一部分应被排除在外并不是一个非

常复杂的程序：游客一般可以轻易确定发生支出的地点以及卖方或提供者的居

住国。

4.25. 但在一些支出领域，这些确定程序就不那么直接了当了，尤其是以

下三个领域：

• 来源地和目的地之间的运输(主要是空运，但也有铁路和水运) 

• 套餐旅游

• 与一些服务列在一起的预订服务

交通

4.26. 确定空运提供者及其居住国，并且在它与国际旅客之间建立联系，

这可能比较困难。

4.27. 原因可能是空运服务提供者之间存在多种安排，以及存在空运(铁

路)跨国企业。

4.28. 一名国际游客可能从多于一家航空公司预订航空旅行。这些航空公

司可以是来源国或目的国，甚至是第三国或者上述两或三个国家的居民公司。

在各部分使用不同承运人的情况下，如果能发出不同的票据，那么要确定其各

自的国家或居住国以及向其支付的金额就较为容易。但还有一种常见的做法

是，一家航空公司(验证或负责承运人)出售单一一张票，该验证航空公司不能

为旅行的某些部分提供服务，游客可以在旅行中使用许多其他的居民和非居民

说明：对于本国游客：如果产

品由一个非居民实体提供，那

么“进行本国行的居民游客在

基准经济体内的支出”就不属

于“本国旅游支出”。对于出

境游客：如果提供者为非居

民，那么“进行出境行的居民

游客在基准经济体内的支出”

就不属于本国旅游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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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这种做法叫做“联程”。在航空公司之间没有联程安排时，就需要

分开出票。

4.29. 要在旅行的不同部分和所涉及的不同航空公司之间分配一张机票的

支付总额并不容易：这一总额往往反映了不同的价格类别、来源国和/或目的地

国征收的不同税费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旅行安排者(正规的旅行代理人或在线

运营者)佣金，这些人员的居住国也可能难以被确定。不能期望被调查者能把

所有这些都弄清楚，而且他们也没有这样做所必要的详细信息。

4.30. 另一个复杂因素是航空公司根据代码共享协议在特定部分运营。一

个代码共享航班是由一家航空公司(运营承运人)运营，但由其他航空公司(营

销承运人)营销的商业航班。运营承运人为游客提供服务，并且根据复杂的公

式和按各部分而定的双边协议，向营销承运人支付特定比例的所得收入。为了

旅游目的，需要确定的是为游客提供服务的运营承运人的居住国。出于国际收

支目的，还有必要确定营销承运人的居住国(它们由运营承运人付酬)。同样，

也不能期望被调查者能确定这些信息。

4.31. 此外，航空和铁路公司可能以跨领土企业的方式运营，定义为“作

为一个无缝经营实体在一个以上的经济领土内开展活动”的企业(见《国际收

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第4.41至4.44段)。尽管企业在一个以上的经

济领土内有大量业务，但却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运营，没有单独的账户或

独立的决策机制，因此可能无法确定单独的分支机构(同上)。

4.32. 可幸的是，旅游统计编制者不是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唯一编制者：

国民账户和国际收支编制者也在解决类似问题，并且面临着完全一样的困难，

表明了在这一领域开展合作的重要性。

4.33. 在与其国家相关的问题方面，许多国际收支编制者根据从铁路公司

或航空公司收集到的数据，制定了估计措施。旅游统计编制者必须了解和参与

估计程序，从而能适当地使用结果。但来自这些程序的数据可能不够详细，不

足以具体调整从游客调查收集到的信息并将其分配给不同的旅游支出类别，因

为国际收支只涉及全局数据。要进行这一分配，可能需要在数据中作出某种类

型的调整，并且最终在旅游卫星账户建议的表格中编制数据(如果相关)。还必

须记住的是，旅游统计(基本编制目的是设立旅游卫星账户)对预订服务使用的

是净估值原则(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6.46至6.54段)，但在国际收

支或国民账户中则不尽然(见《旅游卫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第3.21至
3.24段)。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bop/2007/pdf/bpm6.pdf#page=75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bop/2007/pdf/bpm6.pdf#page=75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bop/2007/pdf/bpm6.pdf#page=75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67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68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page=41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page=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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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旅游

4.34. 套餐旅游24包括由旅游经营者开发和提供的“旅游产品”，可直接

或通过旅行社向潜在旅行者出售(见第4.52段)。套餐旅游的旅行者收到出行相

关产品和旅游服务的组合，包括国际和国内交通、住宿、餐饮服务、观光和

娱乐。套餐的特征各有不同。有些是“现成”的，有些则根据旅行者的具体要

求，通过组合事先由旅游套餐提供者商定和选定(并且从指定的提供者处购买)

的要素定制而成，旅游套餐提供者预期这些要素将会出现需求，他们往往需

要承担风险(《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6.46至6.54段；以及《旅游卫星账

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第3.21至3.24段)。

4.35. 有些套餐旅游仅限于一个或多个国内目的地，如前往套餐提供者居

住国经济领土内的若干地方。但很多套餐还包括前往国外目的地的旅行，即套

餐提供者经济领土以外的目的地，或结合本国和国外旅行。

4.36. 要在统计上处理套餐旅游是非常复杂的。套餐旅游一般包含由不同

提供者供应的多个不同产品和服务。此外，这些公司可能居住在不同国家：有

些在购买者所在的国家，有些在目的地国甚至是第三国。要准确确定不同经济

体的参与程度，旅游统计就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4.37. 一般来说，如果套餐为本国行，那么就会假定套餐的所有产品和服

务都由居民生产者提供。但这一假定今后可能需要经过审查，因为经济日益全

球化带来了开放领空的需求。

4.38. 套餐提供者可能不仅对其经营国的居民出售产品，还可能通过旅行

社(可能居住或不居住在基准经济体)或在其他国家经营的相关套餐提供者或旅

行社直接向非居民出售产品，或者甚至在互联网上向潜在旅行者直接出售产

品。

24 世界旅游组织(2004年c)， 

“澄清如何处理国民账户体

系、国际收支和旅游卫星账

户中的旅行社、旅游经营

者、旅行社服务和套餐旅游

及其相互关系”，Enzo  Paci
计量旅游的经济影响世界会

议上提交的文件，第四卷，

第 151至 175页，可在线查

阅：http://statistics.unwto.org/
sites/all/files/docpdf/clarifying.
pdf(30-05-2014)。

方框4.1
加拿大统计局国际旅行调查方案的推算

在国际旅行调查中，在调查问卷其他部分都有效的情况下，缺失的交通费用和/或总旅

行支出可通过推算得出。这一调查问卷的推算值是通过与该调查问卷拥有一些相同关

键特征的其他调查问卷相应部分的均值计算得出的。 

根据选定的旅行者特征，如居住国、入境方式和逗留时间，目标总体(美国、海

外和加拿大国际旅行者)被分成多个港口因素组。总推算(即对完整调查问卷的推算)

针对所有港口因素组或问卷分发范围外的层次进行。加拿大统计局从未收到120个加

拿大和美国港口因素组的调查问卷。这些经推算的调查问卷只占所有到加拿大旅行的

美国旅行者的4.4%，以及到加拿大外旅行的加拿大居民的1.2%。 

当局只需要对加拿大和美国旅行者的调查问卷作出推算。如果任何符合范围的港

口因素组该季度所收到的问卷数量不足，当局也需要进行总推算工作。在这些例子

中，上一年同一季度的所有港口因素组调查问卷都提交并增加到该基准季度的港口因

素组样本中。如有需要，当局也会根据边境计数，对美国的驾车旅行者按来源州进行

额外的总推算，以满足最低要求(最少调查问卷数量和最大权数组合的要求)。 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67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68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page=41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page=41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page=41
http://www.statcan.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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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游客往往只知悉套餐总价值及其组成部分的信息。他们一般不知道

提供者的居住地，或套餐内所购买的每一项服务的费用，更不必说这些费用是

如何在产品套餐提供者和营销者之间分摊的。 

4.40. 因此，分析人员必须从套餐提供者本身或向大众出售套餐的旅行社

处收集信息，将游客报告的套餐总费用细分。在这方面，各国可以使用两种方

法。一种是通过供应调查(增加的模块)获取信息，如以下例子所述。另一种是

通过对选定的关键旅行社机构开展“案例研究”取样获得信息。无论哪一种方

法，编制者要赢取数据提供者的信任并争取其合作，就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4.41. 不论方法，都必须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区分批发商和零售商，

他们可能购买预先组合的套餐旅游或自行组合套餐旅游，同时还要区分他们在

各种产品上的各自毛利。由于旅游统计涉及的是只在直接接触游客时才会出现

的问题，因此应当包含零售商的毛利，而不是批发商的毛利。

方框4.2
在国际收支中处理套餐旅游：奥地利的实例

在奥地利，收集出境行产品和服务支出数据的主要来源是针对度假和商务出行的季度

抽样调查。该调查的结果包含了出境行的支出。

但支出额也包括了必须分配到本国旅游的组成部分(如旅行社收取的服务费)。因

此，由于概念和方法因素，涵盖海外支出收集的国际收支旅行项目出现了不一致。因

此，鉴于实际旅行目的地不一定与实际货币流动一致，这些本国组成部分必须加以分

开，以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保持一致，正如涉及第三国旅游经营者的情况一

样。的确，在有关德国或英国的旅游经营者为奥地利居民组织套餐旅游的许多案例

下，货币流动并非与实际旅行目的地一致，而是与旅游经营者的官方地址一致。根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客运必须加以分开计算，它并不属于狭义国际收支的旅行

项目的一部分。因此，鉴于套餐产品在许多情况下都包括运输项目，有必要把这些产

品分解为其组成部分，至少把国际运输项目独立出来。

鉴于取样调查与需求有关，必须作出以下与套餐产品相关的必要调整：

 • 必须排除属于本国生产部分的特定(费用)组成部分，因为它们不属于国际收支的

旅行项目；

 • 运输项目必须与一般旅行产品分开；

 • 如果涉及第三国的旅游经营者，则必须根据货币流量调整地理细分。

由于单靠抽样调查的信息不能完成这些活动，因此需要从商业提供者处获得额外

信息。这些需求导向的信息可用于建立一个分类模型，以将套餐旅游的支出额细分为

多个次总额，然后就可以根据国际收支旅行项目的要求加以调整。 

应当强调的是，这种方法因奥地利的编制条件经过调整，因此应作为套餐旅游问

题后续讨论的一项建议。

关于奥地利统计局如何在国际收支的旅行项目中处理套餐旅游的更多信息，请见

欧盟统计局的《旅游统计方法手册》第1.2版。 
资料来源：奥地利统计局

(2013年)。

http://www.statistik.at/web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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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服务 

4.42. 游客在为出行做准备时和在出行期间一般会通过中介购买服务，最

常见的中介是旅行社(实体或基于互联网的旅行社)，但往往也包括预订服务 

(如演出和酒店服务)。这些交易一般是以佣金或费用为基础发生的(可以明确

收取并出具单独发票，或作为支付总价的一部分间接收取)。

4.43. 为了确保一致性，而且鉴于预订服务确实有益于用户，建议应在所

有情况下对使用预订服务的游客做出如此记录，正如中介服务一样(见《2008
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6.46至6.54段；以及《旅游卫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

框架》第3.21至3.24段)。

4.44. 除了在预订服务估值方面面临困难以外，还有一个挑战是如何确定

这些提供者的居住国，以将其服务的消费分配至适当的旅游者支出类别。

4.45. 一般来说，调整工作只会针对旅行社提供的国际空运、套餐和游览

预订服务。所作假定是，如果旅行者在居住国购买这些服务，那么该旅行社就

是位于该国，而且销售价值是基于当时本地旅行社所收取的费用，旅行社的服

务价值为销售价值的固定百分比。

4.46. 应当注意的是，用于进行这些调整的信息(如有)将只会是全局性

的，因此一般而言，所讨论的调整类型不能在个案基础上进行。相反，调整往

往在总量基础上进行，调整对象可以是既定时期内所有的相关出行和数据(如

一整年的数据)。

方框4.3
服务部门的产品统计：西班牙的实例

出行的组织形式是该次出行的一个特征，一般可从需求调查中收集，有助于对套餐旅

游量和重要性进行评估。在西班牙，这一变量被列入住户调查(FAMILITUR)和边境调

查(FRONTUR和EGATUR)中。

从需求方收集到的套餐旅游相关信息是非常有用的。但供应调查方法，即由开发

这些商品的公司直接提供此信息，也不应被忽视。 

供应方提供的信息最适合在描述套餐旅游特征时，用于研究各关键要素，如它们

的构成(包括服务)和营销循环。

为获得这些信息，西班牙国家统计研究所制定了一个具体针对旅行社的模块，以

收集与套餐旅游有关的特定数据。这一调查被包含在服务部门的产品统计中，该统计

是年度服务调查的一部分。

对于旅行社和旅行经营活动，可用信息被分为三个部分： 

 • 细分所获取产品和服务的购买情况 

 • 细分已出售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情况

 • 按客户类型细分销售情况 

这一调查所得的数据可用于部分与旅游卫星账户框架有关的工作(如拆分套餐旅

游)。
资料来源：西班牙国家统计研

究所(2011年)。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67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67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68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page=41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page=41
http://www.ine.es/jaxi/menu.do?type=pcaxis&path=/t37/e01/p01/cnae09/a2011/&file=pcaxis&L=1
http://www.ine.es/jaxi/menu.do?type=pcaxis&path=/t37/e01/p01/cnae09/a2011/&file=pcaxis&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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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使用互联网向居民和非居民中介预订旅行、住宿和活动的情况越来

越多，也为计量带来了新的困难。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利用信用卡付款数据

库，因为这些交易往往使用信用卡进行(见第4.65至4.66段)，但这一来源不总

能提供产品和服务及行业所需的详细信息程度。

B.2.3. 旅游支出分类

4.48. 为使游客对具体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能与经济体内这些货物和服务的

供应相联系，支出信息必须以总量形式并根据产品和服务的常见分类加以收集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四章D节)。尽管在工业统计和国民账户中，

产品通常按照源自《产品总分类》的类别进行分析，但《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

建议》建议，旅游支出数据的收集应以一种尽可能便于游客理解和报告的方式

进行。

4.49. 因此，《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建议使用《按目的划分的个人

消费分类》，让游客根据目的对其支出归类。这种分类大多用于一般统计和住

户相关调查中的个人消费描述，主要优势是能与《产品总分类》相联系(反过

来也能与供应方分类挂钩)(见第五章)。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建议的常用类别如下： 

• 套餐旅行、套餐度假和套餐旅游

• 住宿

• 餐饮

• 当地交通

• 国际交通

• 娱乐、文化和体育活动

• 购物

• 其他

4.50. 在旅游卫星账户等统一框架内计量旅游支出，需要用到总量类别(如

《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的类别)以及更详细的支出具体细分数据，以

期与供应相联系(关于分类的详细信息，见第五章)。如果目的是最终把支出数

据和供应方信息(如在《旅游卫星账户》的情况下)相联系，那么来自上述类别

的信息就必须根据《产品总分类》，即用于旅游特色产品清单的分类，进行进

一步细分(见第五章C节，以及《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5.18段)。

4.51. 由于流量和支出往往在不同时刻观察(第3.66和4.6段)，而且为了计

量总入境旅游支出，支出数据必须与流量数据联系起来。

4.52. 在入境旅游支出方面，“旅行”和“客运”项目的国际收支数据被

广泛用作初步估计值。《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8.22至8.25段)明确建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67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52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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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旅游统计应允许确认“旅行”和“国际客运”项目中与旅游有关的支出，

并将该支出作为国际收支标准细目的补充项目。《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头寸手

册》(第六版)出于此目的建议的补充细分(货物、地方运输服务、住宿服务、

食品招待服务和其他服务)与《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的类别保持很好

的协调，尽管对货物和服务的区分可能贯穿了所有基于《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

费分类》的类别(见第5.9至5.16段)。

方框4.4
出行支出推算：加拿大居民旅行调查

在加拿大居民旅行调查中，推算出行支出是为了得出支出数据，以确保每个记录都拥

有一个对所有支出类别都有效的支出值。所有其他的缺失或错误值都被改正或转换

为“未说明”编码。支出值根据这一变量在其他具备类似特征的选定出行中的平均支

出推算出来的。 

由于支出按出行特征有很大差异，因此该调查使用到共同特征。平均值根据具备

共同特征的出行计算得出，这些共同特征包括目的地、持续时间、旅行派对人数和主

要出行原因。该调查分别计算出第一和第二个回忆月的出行平均值。每个推算类别必

须拥有至少三项构成记录；如不满足这个条件，则将出行特征的拆分程度降低至较不

详细的程度，而在这种较不详细程度的出行类型计算平均值。

推算程序中额外的一步是将旅游套餐支出分配至具体的支出类别。其做法与推算

支出相同。然后，推算出的支出经过重新编辑，确保通过支出推算程序未产生离群

组。在这一程序后，再对具备相同出行和高支出的一日游进行额外调整。 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

B.3. 计量入境旅游支出

4.53. 观察非居民游客支出的最常见和严谨做法是在他们离开国家时对其

进行调查(见第三章C.2.2.1节)。以下方法用于观察入境旅游支出。还应注意的

是，下文针对边境调查、住宿机构或旅游点调查以及使用电子痕迹的讨论也包

括与计量本国和出境旅游支出有关的要素。

B.3.1. 边境调查

4.54. 正如第三章所述及，世旅组织设计拟议了一套基本问题，可用作设

计问卷的出发点(见第3.88段)，附件一提供了一份调查问卷样本以及瑞典的游

客调查以说明问题。一个单独的“支出模块”可以列入边境调查中，并且与在

住宿机构和/或受欢迎的旅游点开展的其他类型程序一并使用。在更新或设计其

调查问卷时，各国应当使用这套示范性问题和支出模块作为背景参考。

4.55. 在旅游的背景下，一个模块就是一套相互关联的问题，目的是获取

旅游行为的具体特征。它可以作为定期调查的一部分，频率与流量调查相同 

(或较低，但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定期进行)。该模块具体指的是调查问卷的“支

出”模块(见附件一)。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bop/2007/pdf/bpm6.pdf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bop/2007/pdf/bpm6.pdf
http://www.statcan.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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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由于模块的使用频率和与边境调查的结构性联系值得关注，因此下

文将进一步阐述这一问题。

4.57. 第三章述及的调查实施程序适用于边境调查，但它们同样适用于在

住宿机构和受欢迎旅游点进行的调查(见第3.90至3.91段)，或用于进行镜像统

计。以游客在付款时留下的电子痕迹为基础的信息也可以加以使用；但在这种

情况下，程序有所不同(见本章B.3.3节)。 

4.58. 旅游较重要的国家可以持续计量入境旅游支出，同时观察游客流

量，前提是能为持续开展这项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财政资源。

4.59. 如果缺乏充足资源，或认为没有必要持续进行这些计量，比如已

观察日均支出，或是认为支出情况在约五年的时间跨度内相对稳定(控制重要

决定因素，如出行目的和所用住宿类型)，那么各国可以按照以下频率进行观

察：

•  多年期(如每五年)。在两次观察之间的数年间，运行一个建模程序，把

支出的结构和水平与旅游流量的特征联系起来。在进行观察的年间，

每一类别的观察次数必须足够多，以允许这一建模的误差处于可接受

的幅度内。这些观察必须在全年内分布，因为游客类别(家庭、退休人

员、商务人员)、他们的活动(冬季运动、夏季运动等)乃至由此带来的

支出水平和结构往往具有高季节性(见第3.18、3.110和3.127段)。 

•  旅游旺季和淡季期间。在建立这一系统之前，必须确定旅游的季节性 

(见方框3.2奥地利的实例)，它可能因访问目的而异。特别是个人旅游

最频繁的季节可能与商务和专业旅游完全不同。边境调查的设计应当

反映出这些模式，便于识别哪些流量应被包含在旺季与淡季中。季节

性还应定期核证，以确定周期性的变化。 

B.3.2. 在住宿机构或旅游点进行游客调查

4.60. 这类调查往往是补充边境调查所得信息的重要手段(见第三章C.2.2.2
节)。在边境观察支出不可行的情况下，这些调查还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信息

来源(例如，在陆路拥有大量入境流量，但缺乏在边境附近截停游客的可行措

施)。它们在获取“日均支出”等方面尤为有用，并且在以更详细地审视游客

及其支出特征为目标的情况下，能成为一个重要的补充信息来源。 

4.61. 但游客调查也存在若干限制(见第3.90至3.91段)，在统计设计阶段必

须加以仔细评估和考虑。某一游客可能会访问不止一个或完全不访问旅游点，

使其被抽中的概率具有不定性或未知性。25 在住宿机构进行游客调查也一样，

因为部分游客可能会入住不止一个或完全不入住这些机构(例如他们住在亲友

处，或住在自己的第二住所)。 

4.62. 在开展访谈时，如果大部分游客仍停留在该国，那么要估计支出情

况就更加困难，因为他们只能提供截至访谈之时的情况。如果也收集支出信

25 Deville, J.C.和Maumy-Bertrand,  
M.于2006年在《调查方法》

第32(2)卷，第177至185页，

题为“间接取样方法的拓

展及其在旅游中的应用”

一文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

的构建概率样本例子，可

查阅：http://www.statcan.
gc.ca/pub/12-001-x/2006002/
article/9552-eng.pdf(23-0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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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那么就可能产生明显偏差，因为人们往往在出发前最后一刻才会购买纪念

品或其他要带回家的物品。而且，在始发国或到访国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件(如

自然灾害、恶劣天气或政治动乱)或个人因素都可能会让游客不得不调整停留

时间和预期支出。

4.63. 如果调查分布在基准期内的大部分或全部日子进行，那么只询问游

客前一天的支出情况(包括当天的住宿价值)可能更为有用。这样做有助于在最

大程度上减少询问迄今总支出价值引起的偏差。

方框4.5
本国旅游：日均支出——哥伦比亚的实例

国内游：日均支出(2002年比索)

住宿类型
亲友 酒店和类似 其他 总额

住宿 578 54 093 20 028 8 610
餐饮 8 837 44 476 23 311 14 266
空运 2 743 27 297 7 945 6 232
陆运 5 751 11 749 7 812 6 645
租车 60 548 263 135
其他运输 377 414 869 408
汽油 1 215 3 835 3 331 1 669
通行费 603 1 835 1 276 800
其他交通服务 131 243 100 144
娱乐服务 1 014 3 220 1 862 1 348
礼品 2 365 9 954 2 557 3 369
文化 333 1 145 434 444
其他支出 1 990 8 375 2 389 2 847
总支出 25 998 167 183 72 176 46 91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部 

(2003年)。

说明：计算：Dirección de 
Síntesis y Cuentas Nacionales 
(DSCN)。

4.64. 此外，据观察，住在亲友处的人员不仅在住宿方面支出更少，而且

其整个支出结构也与入住市场化住宿机构的人员有显著差别(见方框4.5)：他们

往往在家中饮食，与亲戚一起旅行，并且在该国停留期间参与完全不同类型的

互动。因此，以入住市场化住宿机构的人员的支出为基础进行估算，可能会在

入境旅游总支出的水平和结构方面产生偏差。

B.3.3. 利用电子痕迹

4.65. 在稳固确立信用卡或提款卡使用制度的国家，或许可以利用银行卡

记录的数据来估计部分入境旅游总支出(也可能用于其他形式的旅游)，并且根

据付款受益人的主要业务，把这些数据细分为若干类别。这是以以下假定为条

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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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或几乎所有)外国银行所发行信用卡或提款卡的持卡人都是非居

民，而且所有居民银行所发行信用卡的持卡人都是居民。

• 所有使用外国银行所发行信用卡或提款卡的非居民都是游客。

• 在大部分交易中，付款都是使用信用卡或提款卡进行的，或从自动柜

员机提取现金进行。

4.66. 使用这一方法需要与国际信用卡公司的本地管理者达成协议，以确

定可能收集哪类信息，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会向旅游当局提供这些信息，并且必

须确保保护用户的身份。

B.4. 计量本国旅游支出

4.67. 本国旅游支出必须通过使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或其他形式的住户

调查，从居民人口直接观察得出。各国可以将它们设计为具体行动，或一项更

广泛的住户支出调查中的一个模块。第三章讨论了设计住户调查时面临的统计

挑战(见D.1和D.2节)。上文B.3节涵盖的大部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同样适用。

方框4.6
本国旅游统计：菲律宾的实例

出于本国旅游统计目的，菲律宾进行了一项本国旅游住户调查，这是劳动力调查的一

项补充调查。本国旅游住户调查每三年进行一次，属于一项综合/全面调查的一部分。

在间隔的年间，可以开展较小规模的本国旅游住户调查，以季度补充调查的形式为劳

动力调查提供核心指标。国家统计局也正在考虑是否有可能在其住户收入和支出调查

中纳入一个旅游模块。

资料来源：Fabian A., E.和Say 
Y., M.(2007年)。

4.68. 由于一部分(有时较多)的样本住户没有成员在基准期内参与某种形

式的旅游活动，因此必须选择大量住户，以确保建立一个能提供足够信息的净

样本。因为访谈是在游客回到惯常环境中进行的，摆脱了旅行的匆忙和压力，

所以通过回顾账单、发票和信用卡凭单，他们可以更容易和准确地回忆起支出

情况(特别是在提前收到访谈通知信的情况下)。为支持这一做法，建议让游客

描述其出行，包括到访的不同地方和参与的活动，这样有助于将支出和每个组

成部分联系起来，并且把这些支出相加，从而得出总支出的数据。

4.69. 与入境旅游支出相比，还有一个与本国旅游支出相关的问题是，在

很多国家，居民会经常到度假屋出行，因此需要经常报告。与居住国内度假屋

和分时地产有关的实际支出往往被分成两个广泛类别：

(a)   与度假屋或分时地产所有权相关的支出，这或多或少独立于任何具

体出行。公共事业和维护费属于这一类别，可以在支出调查的一个

不同的部分予以报告。它们不应被包含在旅游支出中(《2008年国际

旅游统计建议》第4.7段)； 

http://www.nscb.gov.ph/ncs/10thNCS/papers/invited papers/ips-11/ips11-01.pdf
http://www.nscb.gov.ph/ncs/10thNCS/papers/invited papers/ips-11/ips11-01.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3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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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与到度假屋的一次具体出行明确相关的支出，例如运输和食品。它

们应在具体的旅游支出模块中予以报告。

4.70. 正如上文述及，本国旅游支出包括游客在其来源经济体内为出境行

做准备和在出境行期间的支出。这些支出主要涉及国际运输、向本国旅行社支

付的预订服务、由居民提供的服务以及在出行的居住国段期间发生的任何旅游

支出(见第4.19至4.20段)。26 必须收集游客在离开居住国前的这些出境行支出

信息。这些信息不一定被包含在本国旅行调查中，但也可以从出境行调查中推

算。 

4.71. 这样就可以收集到具体游客支出方面的更多详细信息，可以根据更

详细的支出细分制定选定人口的子样本。这种方法的优势是让每位被调查者都

能提供一些但未必是全部支出类别的详细信息，从而减轻调查程序的负担，同

时也可以获取详细的信息。但这一方法假定总体样本的规模之大足以允许二次

取样，同时仍能带来相当准确的信息，并且允许对观察变量进行交叉分类(非

货币和货币)。因此，统计设计和推算总额的程序可能很复杂。

方框4.7
出行推算：加拿大居民旅行调查

加拿大居民旅行调查因二次抽样战略而采用了出行推算。首先，把被调查者的出行列

入名册，并收集基本信息。然后，在这些出行中选定子集，以收集额外信息，即所谓

的详细出行信息。 

这一战略排除了所有包含未选择出行缺失值的详细出行信息变量。这一信息是通

过供体推算战略推算出来的。针对未选择的每一次出行(“受体”)，将选择一次出行

(“供体”)以推算所有详细变量。这一供体获得的信息会被借用来填补受体中的缺失

值。因此，必须谨慎地选择供体。而且也要注意，推算是按收集月单独进行的。 

为未选择出行寻找供体的程序类似于在支出推算阶段计算平均值的方法。供体

是从与供体具备类似特征的一系列出行中选择出来的，这一系列的出行被称作“供体

池”。只有与受体来自同一个回忆月和出行类型(一日游或过夜)的出行才能被视作供

体池的一部分。这些是强制匹配类别。 

此外，总报告支出较多的出行也会被排除在供体池外，以避免在推算时产生新的

离群值。在最终确定供体池后，会使用距离函数，显示池中每一个供体在某些连续变

量上与受体的距离，从而选出最终供体。 

在一日游方面，会选择出行距离与受体较近的供体。在过夜游方面，则会使用一

个更复杂的距离函数，纳入过夜数量和出行距离，从而选出供体。最后，在选定供体

后，其所有信息将被复制至受体。一个供体可以使用超过一次。 

计入名册但未详细分析的大约13%过夜游和25%一日游将具备其他人员出行的特

征，将通过此推算程序予以分配。 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

26 应当注意的是，与出境旅游

者在其国内购买进口产品所

不同的是，进口服务(往往

与运输相关)不属于旅游支

出的一部分，因此应被排

除。

http://www.statcan.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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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计量出境旅游支出

4.72. 正如在计量游客流量部分所述(第三章)，出境旅游支出可以在游客

返程时在边境或接近边境处计量，或者与计量本国旅游支出一样使用住户类型

调查。

4.73. 在一些情况下，一国从住户类型调查获得的出境旅游支出计量数据

可以直接用于计量游客在所访问国家的入境旅游支出，或者作为后者的一项输

入。在被用作一项输入时，从调查获得的计量数据被称为镜像统计输入(见第

三章C.2.2.4节)。

方框4.8
编制支出信息：奥地利的实例

在奥地利，事实证明，对全国人口进行抽样调查是最有效的本国旅游和出境旅游支出

信息收集方法。每个季度都会借助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要求奥地利人口中一个有代

表性样本提供其旅行行为信息。 

在调查问卷中，旅行支出属于“与出行相关的所有支出”。当局在调查中明确指

出，以旅行者之名购买且无需补偿即可享有(如作为礼物或宴会邀请)的产品和服务也

应被包括在内。调查期间也表明不应包括免费住宿的假想租金。

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的好处是可以将口头文本标准化，从而有利于更好地监察访

谈情况。设立监督人员、开展调查者培训、事先测试和制定访谈指示都能确保访谈的

质量。纳入合理性检查以防止手误和离群组。

例如，在访谈期间，如果所提出的支出低于规定的最低支出，程序就会弹出警

告。这能让调查者有机会再次强调，要把代表被调查者作出的支出也包含在内。这些

一致性检查确保了在记录阶段能识别出手误和离群组，并在必要的情况下立即加以改

正。资料来源：奥地利统计局。

B.6. 具体问题

使用套餐旅游 

4.74. 游客或其派对是否属于套餐旅游的成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普

遍存在套餐旅游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见第4.34至4.41段以及世旅组织题为“澄

清如何处理国民账户体系、国际收支和旅游卫星账户中的旅行社、旅游经营

者、旅行社服务和套餐旅游及其相互关系”的文件)。如是，则必须确定购买

套餐的地点(有助于确定销售套餐的旅行社的所在地)及其总值和各组成部分可

能的价值(尽管往往不能获取每一部分的价值)。也应当收集套餐内未包括的项

目信息，例如个人支出、未包括在套餐内的餐饮或游览、礼物和纪念品。旅行

者可能不将一些套餐(如包含以参加会议为目的的访问；登记费涵盖了住宿、

当地交通、餐饮、文件和访问旅游点)视为构成正规旅游(即由旅行社组织的旅

游)。分析人员应尝试确定这些安排是否占总旅游次数的较大比例。

http://www.statistik.at/web_en/
http://statistics.unwto.org/sites/all/files/docpdf/clarifying.pdf
http://statistics.unwto.org/sites/all/files/docpdf/clarifying.pdf
http://statistics.unwto.org/sites/all/files/docpdf/clarify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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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和汇率

4.75. 在一些情况下，关于往返外国出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用于不同交易

的货币，以及不同汇率对游客和所访问经济体的计量支出工作所造成的影响。

4.76. 在大多数但非全部情况下，一名游客旅行到其居住国以外的国家

时，必须用上不同的货币。为出境行做准备和在出境行期间获取产品和服务的

所认为费用可能根据所使用的货币有所不同，而且可能因该游客获取该货币的

方式(通过正规市场或其他方式)而异。

4.77. 建议最好以易于被调查者报告的货币来记录支出。例如，如果购买

行为是在出发前发生的(例如，游客在居住国购买套餐，在居住国预订国际交

通或租用汽车，或在来源国进行其他预先支付交易)，那么游客应以其本国货

币报告支出。编制者可能需要把这些支出转换成所访问国家的当地货币。因

此，必须记录下货币的类型，以便在处理数据时进行转换。国民账户的规则是

按交易之日的平均汇率(买入价和卖出价的平均值)，将每一次交易转换为基准

货币(所访问国家的货币)。  

4.78. 在旅行派对的情况下，共同支出应分配至旅行派对的每个成员。支

出额可以按照旅行派对的规模按比例算出，或考虑旅行派对的年龄构成(如成

年人和儿童的人数)，按照同等比额算出。不论使用哪种方法，所确定的数额

都要分配到旅行派对的每个成员上。

4.79. 一些使用美元作为国际收支账户单位的国家(尽管美元不是交易中通

常使用的本地货币)要求游客使用该货币报告支出，以便在其国际收支的“旅

行”项目中直接记录支出额。但是不建议使用这种方法，原因有两个。首先，

由于美元不是所有入境游客的基准货币，因此在许多情况下需要进行大致转

换。其次，为旅游统计和国民账户目的，编制者将需要再一次将其转换为本地

货币，从而产生出又一个近似。

国际交通

4.80. 正如第4.26至4.33段所述，国际交通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要确

定服务提供者是否基准经济体的居民(在这种情况下支出将被记录为入境旅游)

或其他经济体的居民，即使未包括在套餐内，也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

问题在空运的情况下尤其突出。由于上文述及的联程和代码共享商业做法，以

及存在跨领土企业，因此仅询问游客在往返该国时所使用的承运人是不足够

的。因此，必须将从游客调查获得的信息与供应方的信息进行比对检查。事实

上，任何不平衡都将会在数据调节阶段显现出来。应当注意到的是，在一般情

况下，这一确定程序都是以总量而非个别情况为基础的，即必须在旅游支出的

其他组成部分都经过验证以后，才能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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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与所有旅游方式相关的其他问题

由他人作出但有益于游客的支出

4.81. 旅游支出不止包括游客使用自身资源付款的支出；它还包括由他人

代表游客购买产品和服务(《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4.5段)。这一信息能

通过旅游统计和国际收支获得，(理论上)应包含由一名居民为一名非居民购买

的所有礼物或进行的付款，反之亦然。

4.82. 因此，必须弄清楚游客是直接使用自身资源支付开支，还是由雇主

或招待方免费提供部分项目，尤其是从家出发的国际运输、住宿、餐饮和休闲

项目。

4.83. 与支付支出一方的居住地相联系，旅游统计中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

的一种，应该区别处理： 

• 如果游客和支付这些支出一方的居住地相同，则不存在重大概念冲

突，该支出可被视作游客自行支付的。 

• 如果支出由居住在被访问国的某人支付，那么就会产生冲突。在游客

的背景下，支出将会被分配到该国的入境旅游支出；在支付方的背景

下，这不完全属于旅游交易的范围，因为该人员并非游客。

4.84. 这些情况可能经常发生，尤其在商务出行的情况下，例如企业邀请

客户或媒体前来了解其新产品。另一个例子是居住在国外的人员受邀探访居住

在基准国的住户成员，前者往往不需要自行支付大部分当地支出。

4.85. 在全局层面，从旅游统计的角度来看，这些支出应被列入游客支

出，尽管游客并未自行支付。出于国民账户和国际收支目的，如果实际上为游

客付款的一方居住在不同的经济体，那么应推算出从该方到游客方等同支出额

的经常转移。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在个人代表游客作出支出时，这些支出是

没有得到估算的。在企业作出支出的情况下，如果能获得核算信息，就能作出

调整。 

4.86. 在一些情况下，也可能让游客提供这些支出的估算值。例如，一名

游客进行商务出行，其雇主为其支付了运输和住宿费用，该游客可能要在相应

的账单上签字，因此其可能了解所支付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审查并验

证这些估算值。否则，在可能且有意义的情况下，必须进行估算，以作为编制

程序的一部分(因为即使未加以报告，这些支出还是拥有货币价值的)。 

4.87. 这些估算值可能是必要的，特别是在人员入住市场化住宿机构、在

餐厅用餐或使用空运但未能报告价值，从而无从得知这些价值的情况下。27 在

所有这些情况下，都应遵守国民账户的记录原则，一般来说就是在客人未付款

共用招待方住所的情况时，对住宿服务进行估算。如果客人在招待方家里准备

餐饮，理论上，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当对由该次出行产生的额外消费进行估算

(尽管很少甚至没有国家会进行这类估算)。

27 在有关支出的调查问卷中，

重要的一点是在零值(估算

为0)和未知值之间作出明确

区分，然后必须采用统计方

法对后者进行估算。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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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账户中被列作中间消耗的旅游支出

4.88. 对于在国民账户中被列为中间消耗的旅游支出部分可能会产生一些

关切。《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特别表明，由雇主为商务出行而购买的所有产

品和服务都应被列为中间消耗(也见《旅游卫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

第2.32至2.33段)。

方框4.9
国民账户体系如何看待向雇员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6.220 企业使用的某些货物和服务并没有直接进入生产过程，而是被在此生产过程中

工作的雇员所消耗。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确定这些货物和服务是中间消耗，还是提

供给雇员的实物报酬。一般说来，雇员为直接满足自己的需要或要求、在他们自己的

时间内自主使用的货物或服务，应作为实物报酬处理。但是，雇员为了完成工作而必

须使用的货物或服务则应作为中间消耗处理。 

6.222 下列几种提供给雇员的货物和服务必须作为中间消耗处理：…  e. 对因公出差的

雇员提供的交通和住宿服务以及伙食补助。
资料来源：《2008年国民账户

体系》。

4.89. 但在旅游统计中，这方面的处理手段有所不同。在旅游支出方面，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4.5段)明确表明，只要游客是支出的直接受益

方，就无需对中间消耗和最终消耗的宏观经济概念进行区分。这同样适用于客

户或供应商在企业承担费用的情况下直接受邀进行出行的情况。

4.90. 在设立《旅游卫星账户》时也无需做出这一区分，因为不论产出的

经济使用方式，制作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都导致了价值的增加。28

住宿

4.91. 这方面的要点是游客是否使用市场化住宿机构以及过夜数。如果游

客在一国停留期间组合使用了不同的住宿类型，就必须报告在各个住宿机构的

过夜数以及支付的总价。这包括账单上列出的所有项目，包括税金以及小费 

(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4.92. 如果游客使用的是非市场化住宿，那么应询问其(或其派对)住宿的

地方：(a) 住在亲友的家、度假屋或分时地产，无论有否分担支付开支(表明

任何分担支付的数额)；或(b) 住在游客自己的度假屋或分时地产。任何分担

支付的报告数额都不应包括向留宿方或其他人提供的且不与实际提供的服务直

接相关的礼物或款项(各国有时会错误地把这看作“对应”付款，但事实上是

与提供的所谓对应服务毫不相关的)。在游客住在自己的度假屋或分时地产的

情况下，应询问一系列具体问题，以期估算相关的支出(见第五章B.2.4节)。 

 28 世界旅游组织(2004年b)， 

“关于旅游增加值的思考”， 

Enzo Paci计量旅游的经济影响

世界会议上提交的文件，第

四卷，第133至150页，可在线

查阅：http://statistics.unwto.org/
sites/all/files/docpdf/valueadded.
pdf(30-05-2014)。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page=29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page=29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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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常客”福利和其他优惠

4.93. 大部分航空公司都设有忠诚奖励计划，让其本国和国际顾客得以积

累里程或点数，以兑换机票或升舱等。航空公司可能也允许兑换从其他航空公

司或其他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如酒店、租车公司、信用卡公司和零售商)积累的

里程。这些奖励兑换应当如何记录？

4.94. 飞行常客历程或点数既不属于旅行者的收入(或购买服务的贷项)， 

也不属于发布航空公司的负债，哪怕这些点数可在多个参与实体之间交易(包

括可兑换但不可发行这些点数的实体)，每个英里的里程的面值一般为两美

分。 

4.95. 在评估涉及兑换里程的交易有两个选择：(a) 评估其账面价值，即

在没有兑换里程的情况下本应支付的价值；或(b) 评估购买者的实际货币成

本。更具体地说： 

• 在账面价值的情况下，里程被视为一种支付手段，其价值完全等同于

通过兑换获得的折扣价值。这似乎意味着，航空公司承认里程是一种

负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提供了一种支付方法；但事实上，航

空公司不认为里程是负债：许多里程从未兑换就过期了。

• 在货币成本的情况下，一般认为在飞行常客赢取里程时，航空公司承

认其拥有最终减免退款权，此权利在兑换里程时将得以实现。这类似

于超市向购买其产品的顾客提供促销券，顾客在今后购物时可使用促

销券支付，以此当作减免退款或折扣。

建议的选择是仅根据货币(现金)付款且只在货币(现金)付款时确定里程的

价值。因此，它们可被视为折扣。 

旅游单一目的耐用消费品

4.96. 耐用品指“指正常或平均物理使用率下可在至少一年的时间内反复

或连续使用的物品”(《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第9.42段)。 

4.97. 出于计量旅游指出的目的，确定了两类耐用消费品：

•  旅行单一用途耐用消费品：那些只用于或几乎只用于旅游出行的用

品。《旅游卫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附件5.A列出了一份这

类产品的清单(见方框4.10)。

•  多用途耐用消费品：那些只用于或主要用于非旅游出行的用品。

4.98. 根据《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4.36(h)段，在出行期间购买的

所有耐用消费品(包括计算机和汽车)都是旅游支出的一部分。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242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page=111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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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4.10
旅游单一用途耐用消费品分类

《旅游卫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列出了一份关于旅游单一用途耐用消费品的

清单。

产品a

《产品总分类》 
第二版

所有
国家 可选

飞机和悬挂滑翔 49611, 49622 是

房车或休闲车辆 49113, 49222  是

露营车(如设有专门设备以满足旅行 

目的的车辆)
49222 是

旅行和帐篷车 49222 是

行李 29220 是

露营设备(帐篷、睡袋、露营炉等)   27160, 27180, 36990  是

其他休闲和运动设备b

摩托艇、舷外发动机和船拖车 49490, 49229, 43110 是

水上摩托艇 49490 是

带或不带辅助发动机的帆船、游艇 49410, 38420 是

独木舟、皮划艇和帆板，包含配件 49490, 38420, 38440 是

滑雪设备(滑雪板、滑雪靴、滑雪外套 

和套装等)
29420, 38440 是

狩猎和垂钓设备 29420, 38440 是

海潜设备 38420 是

滑水和其他水上运动设备 38420 是

攀爬/徒步/登山设备 29420 是

网球或高尔夫球设备 38440 是

但鉴于国家特征各有不同，在个人可能在其惯常环境中进行的活动类型以及向游

客提供的活动方面，建议各国制定各自的单一用途耐用消费品清单。 

例如，提供冬季水上活动以供居民在惯常环境中定期参与的国家所列出的单一用

途耐用消费品就可能与未提供这些活动的国家有所不同。因此，拟议的清单包含了两

类不同的旅游单一用途耐用消费品，即似乎是所有国家通用的一类，以及各国根据具

体国情可能包含的一类。

为促进这一进程，建议设立一个所有国家通用的类别，即“其他休闲和运动设

备”，让各国列出可反映其特有活动的产品，如滑雪板、滑水板、网球拍或高尔夫球

竿。 

a
 这些产品中大部分都已在 

《产品总分类》次级项目中列

出。
b
 由各国根据国情制定和完

成。所包含项目仅供说明用

途。

资料来源：《旅游卫星账户： 

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附件

5A。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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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 旅游单一用途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应始终被包括在内，不论这些支出

是何时作出的(《旅游卫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第2.39至2.43段)。一般

规则是旅游支出应只包括为出行做准备(即在出行前)和在出行期间所发生的支

出，但这是一个例外情况。作出此例外处理的原因是，从定义上看，这些产品

主要或完全用于旅游目的，因此这些产品的购买应被纳入旅游支出中。由于旅

游信息一般是在出行结束时或结束后从游客样本处收集，因此可能有必要使用

不同的方法来收集这类支出的信息，因为在出行结束后才在这些产品上发生的

支出可能不会被列入这种调查之中。一个可能的方法是对这些产品的供应商进

行抽样。可能已经出于国民账户的目的而进行过这些调查。但这些调查被用作

来源时，供应商可能只会提供它们的产出价值，但这里需要的是它们的零售价

值(即游客在这些产品上的花费)。在这种情况下，要从供应商产出价值估算出

零售价值，就必须进行相应调整。

4.100. 在这方面，对多用途耐用消费品而言，只有在出行期间购买这些

产品的支出应被包括在内。尽管这也是关于包含为出行做准备(即在出行前)所

发生支出的规则的例外情况，但这一例外是建议做出的，因为这些产品可能会

在出行结束后被多次用于非旅游目的。这些数据及其他支出数据可以在游客出

行结束时或结束后，使用建议的抽样调查收集到。

4.101. 一些单一用途耐用消费品可能拥有很高价值。出于旅游支出目

的，所有这些产品都应被包括在内，不论其成本。不应设定截断值。但在国际

收支和国民账户编制中，价值超过一国海关限值的物品将列入商品贸易下，因

而要从旅行支出中剔除。因此，为了在旅游支出计量和这些框架下的计量之间

进行比较，建议在收集旅游支出时，将这些高价值产品单列(《2008年国际旅

游统计建议》第4.36(h)段)。

购买国内生产或进口货物

4.102. 如果游客在出行期间购买货物以供自己使用或馈赠，那么其支付

的金额就应被包括在旅游支出中。所有这些货物的支出，无论是生产于被访问

国还是进口、向旅游市场(如纪念品和手工艺品)还是大众市场供应，都必须被

列作旅游支出。29

购买高单位价值耐用消费品 

4.103. 要估算出行期间购买高单位价值耐用消费品(如汽车或高科技产

品)的情况，需要克服几个统计难题。这类购买项目比较少见，但在发生时会

带来大额支出(见上文第4.101段)。在抽样调查的背景下，在对作为总体代表的

个人记录使用加权法时，这些离群组可能为估算总额带来大幅波动，因此应给

予特别处理。建议一般把它们从平均值估算中剔除，在逐案基础上决定是否把

它们包括在内。

29 应当注意的是，与货物相关

的这一理由不适用于服务。

因此，进口服务(一般与运

输有关)不属于旅游支出。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page=31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8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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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结果列表

4.104. 正如第三章观察所得，在国际可比性方面，联合国世旅组织每年

从全球各国和领土收集信息。以下数据由世旅组织收集，并在其最全面的统计

出版物《旅游统计简编》中发布。 

表4.1
世旅组织在《旅游统计简编》中发布的数据

入境旅游 

合计 百万美元

  旅行 百万美元

  客运 百万美元

出行的每项主要目的支出

 合计 百万美元

  个人 百万美元

  商务和职业 百万美元

日均支出 美元

本国旅游 

日均支出 美元

出境旅游 

 合计 百万美元

  旅行 百万美元

  客运 百万美元

出行的每项主要目的支出

 合计 百万美元

  个人 百万美元

  商务和职业 百万美元

日均支出 美元

4.105. 在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支出方面，由于一些国家仍未编制旅游数

据，因此世旅组织尽可能使用国际收支的数据，而不是旅游数据，来支持国际

比较。30 但无论国际收支数据在这方面如何有用，都不应当用于旅游统计的总

体制表，而且永远不应以其替代旅游统计。预期在各国制定其旅游统计体系

后，就能够收集到这些国家的实际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支出数据。 

4.106. 不言而喻的是，国际收支数据在国家政策方面的用途是有限的：

它们仅能提供旅游支出的近似值(《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八章B节)，

并不足够详细。例如，以美元计算的旅行总支出有所减少可能是因为不同的原

因，如美元贬值或者游客和过夜分布出现变化。 

4.107. 在各国进行支出调查时，除了国际收支数据外，也必须提供各种

旅游形式的“日均支出”。这可能与国际收支数据有所不同，并且不与其完全

调和。 

30 来源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

际收支统计。

http://statistics.unwto.org/content/compendium-tourism-statistics
http://statistics.unwto.org/content/compendium-tourism-statistics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81


124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编制指南

4.108. 除了这些数据和指标以外，对旅游利益攸关方有用的额外信息包

括：

• 按居住国划分的总支出(总计和按消费支出类别)(见第4.49段)

• 按出行目的划分的总支出(总计和按消费支出类别)

• 按主要住宿类型划分的总支出(总计和按消费支出类别)

• 按居住国、出行目的和主要住宿类型交叉分类的总支出(总计和按消费

支出类别)

• 按居住国划分的每人日均支出(总计和按消费支出类别)

• 按出行目的划分的每人日均支出(总计和按消费支出类别)

• 按主要住宿类型划分的每人日均支出(总计和按消费支出类别) 

• 按居住国、出行目的和主要住宿类型交叉分类的每人日均支出(总计和

按消费支出类别)

C. 有关具体交易的计量问题

4.109. 旅游支出，以及特别是旅游消费概念，都与国民账户中“最终消

费支出”的概念密切相关(见附件二)。这一关联影响到若干具体交易，在处理

这些交易时必须使用国民账户的原则交易加以解释：

• 博彩和赌博

• 非人寿保险

• 在出行期间使用且在出行结束后转售的耐用品

• 乘客在机场国际区域转机时购买的免税品 

C.1. 博彩和赌博

4.110. 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博彩和赌博是居民和非居民游客的重要活

动。如果涉及金额较大，就必须根据国民账户的原则进行计量，以保证一致

性。

4.111. 出于国民账户目的： 

彩票和赌注的支付额包括了两个部分：对组织抽彩或赌博的单位

所支付的服务费；剩余部分则为付给赢家的经常转移。服务费在

数额上可以相当巨大，可能需要用来缴纳对赌博服务所征收的生

产税。在《国民账户体系》中，转移被视为直接发生在抽彩或赌

博的参与者之间，也即住户之间(《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第8.136
段)。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235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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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因此，必须单独处理每一名赌博者的奖金和损失，然而游客往往

只提供净损失的信息。出现净收益的情况较少，也可能根本不会报告，因为问

题一般只注重支出；即使已报告，信息也不一定具有统计意义。

4.113. 在收集到这些数据后，就可以从赌博和博彩机构获得信息，从而

能确定奖金和押注金额的比率。 

4.114. 这一比率(以百分数表示)可以用作代理量度标准，和净押注金额

一起估算总额。总额和净额之差将被视为购买服务(并且包含在旅游支出和旅

游消费中)。 

C.2. 购买非人寿保险

4.115. 在计划旅行或开始出行后，一些旅行者会购买旅游保险，避免遭

受旅途中任何类型的损失和损害。这些保险往往涵盖行李、护照或信用卡丢

失、错过连接的不同交通方式、意外和疾病等。

4.116. 在国民账户(见《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第6.177段和第6.184至
6.191段)，非人寿保险保单的保费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购买服务，即保险业的

产出。其余部分称为净保费，是保险本身的价值，即所发生的经调整保险金。

只有向保险单发出国国民账户相关的非人寿保险公司查询记录，才有可能确定

非人寿保险服务的购买价值，即唯一应被包括在旅游开支(和旅游消费)中的部

分。这一调整(同样应以百分比表示)只在涉及金额较大的情况下值得进行。

C.3. 在出行期间使用且在出行结束后转售的耐用品

4.117. 在一些国家，非居民可以在到达后购买一辆车(一般免税)，以在

出行期间使用，并且在其离开国家时将车辆转售。与这些在出行期间购买和使

用的车辆有关的交易应反映在一国的旅游支出统计中。游客在转售这些车辆时

获得的金额必须与原购买价格相减，得出的净价值应被记录作旅游支出。这一

计量与国民账户中住户所得耐用消费品的处理方法一致(也见第4.98段)。

C.4. 乘客在机场国际区域转机时购买的免税品

4.118. 正如第三章所解释，进行国际转机且不进入基准国经济或法定领

土的乘客不视为游客，这种情况大部分发生在机场。但在国际区域期间(在他

们进入该国的经济领土，但未进入法定领土时)，他们可以从免税店(和非免税

店)购买货物。这些购买应被视为旅游支出，尽管购买者并非基准国的游客。

但这些支出的价值不需要加以计算，在某些特别大、人流特别多的机场免税区

除外。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把过境人员与其他人的购买情况区分开来。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175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175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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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旅游统计相关分类

本章首先简要概述相关分类。B节探讨需求方产品分类以及适用于游客、出

行、交通方式、出行目的和住宿类型的分类。C节讨论适用于描述供应的生产

活动分类，D节关注旅游需求和旅游供应之间的调节，从而可以比较不同来源

的数据。E节考虑旅游相关职业的分类。最后一节考虑将国际分类与各国具体

分类及其具体旅游实际情况相联系的必要性。  

A. 导言

5.1. 分类在所有统计体系中都发挥着结构的作用。如果它们与国际建议

的标准保持一致，那么就能更容易和更直接地进行国际比较。《2008年国际旅

游统计建议》第五章建议的旅游统计分类将得到简要讨论，其范围将有一定程

度的扩展。也将提供有关如何实施这些分类的一些实用指南。 

5.2.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制定的概念、定义和分类与《旅游卫

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所使用的保持一致，而后者也与《国民账户体

系》(《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

和《2010年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编制指南》进行了统一。

5.3. 为提高旅游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的一致性，本文建议的分类严格遵

守了联合国建议的一般基准分类，即： 

(a)   所有类型货物和服务的分类，即《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

用于描述旅游需求；

(b)   《产品总分类》第二版，用于比较旅游行业生产的和游客获得的产

品；

(c)   根据《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四次修订本编制的生

产活动分类，针对的是向游客供应货物和服务的情况； 

(d)   根据《2008年国际职业标准分类法》编制的职业分类，针对的是就

业情况。第七章详细介绍专门针对旅游的职业。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50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50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bop/2007/pdf/bpm6.pdf
http://unstats.un.org/unsd/tradeserv/tfsits/msits2010.htm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cst.asp?Cl=5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cpc-2.asp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dntransfer.asp?f=135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bureau/stat/isco/isco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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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需求方分类

B.1. 从需求角度对产品分类

5.4. 正如上文述及(见上文第4.48至4.49段以及《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

议》第四章D节)，从实际的角度来看，不能期望参加调查的游客能从一份很

长的、按物理特性和所属行业划分(如按《产品总分类》)的产品清单中进行选

择。游客更有可能根据目的或活动，特别是住宿、交通和食品，了解支出的分

类。例如，交通支出(从目的的角度来看)可能包括公共交通和出租车费以及租

车、路桥费、汽油、小型维修和备件的费用。这些要素中每一项都属于一个不

同的《产品总分类》类别。此外，游客还可能按“旅游产品”为出行分类，实

际上就是把活动和目的分组。

5.5. 因此，各国在住户收入/支出调查中经常使用的最终消费分类是源自

《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的。

5.6. 这就是为什么在通过个人调查观察旅游支出时(《2008年国际旅游统

计建议》第3.41段)，《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建议与《按目的划分的个人

消费分类》的分类保持一致，并采用以下类别(第4.26段)：

一、 套餐旅行、套餐度假和套餐旅游

二、 住宿

三、 餐饮

四、 当地交通

五、 国际交通

六、 娱乐、文化和体育活动

七、 购物

八、 其他

5.7. 这些《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类别保留了大多数游客所熟悉的类别类

型。它们不以一项货物或服务的具体性质为重点，而是注重其所相应的需求 

(唯一例外是“套餐旅行、套餐度假和套餐旅游”，下文直接述及)。例如， 

游客为准备出行而购买的食品和餐厅供应的食品被列入同一类别(三、餐饮)，

原因是两者都响应了对食品的需求。相应的《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包

含了类别：“11.1——餐饮服务”组别中包含了“11.1.1——餐馆、咖啡馆及类

似”，“01.1——食品”组别中包含了所有九个类别(“面包和谷类”、“肉

类”、“鱼类和海鲜”、“奶类、奶酪和鸡蛋”、“油和脂肪”、“水果”、 

“蔬菜”、“糖、果酱、蜂蜜、巧克力和糖果”以及“其他类别粮食产品”)。

同样，正如上文所述，为车辆购买汽油、租车或支付出租车费均被列入当地交

通的类别中，尽管其中一项属于货物，而其他属于服务。

5.8. 列出的第一类，即“套餐旅行、套餐度假和套餐旅游”并不对应这

样一种功能；它代表的是在单一一次付款下同一时间获得的多项服务。为比较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6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6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0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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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游客支出的水平和结构，无论其是否通过套餐旅游出行，都建议把这一

类别细分成若干部分(如交通、住宿和食品)(关于旅游套餐的详细资料，见第

4.34至4.41段以及第4.74段)。 

5.9. 在调查国际游客时会出现一个特别问题，因为通常还要考虑到国际

收支的分类(正如调查需要同时为旅游统计和国际收支提供数据的情况)。正如

上文所述(见第4.44段)，在观察旅游支出方面建议的分类以及建议作为《国际

收支与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备忘项的细分(见《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

头寸手册》(第六版)附录九“标准组成和部分其他项目”，以及《2008年国际

旅游统计建议》第8.22至8.25段)之间仍存在各种差异。31  细分如下：

货物

当地交通服务

住宿服务

食品招待服务

其他服务：保健服务

          教育服务

以下是关于计量国际收支的“旅行”和“客运”项目的一些见解。

5.10.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8.25段明确提到：

国际组织已认识到各国以协调的方式进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这有

助于通过联合观测办法，为编制国际收支和旅游统计提供信息。这

种协作应成为更好了解这两个焦点之间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的基

础。

5.11. 国际收支的“旅行”项目不包括购买国际运输服务，该服务被包括

在“国际客运”项目中。

5.12. 国际收支分类要求对旅游套餐进行细分，这需要进行一个额外的程

序，与上文所拟议的类似(见第5.7段)。

5.13. 国际收支分类强调货物和服务之间的区别，而在建议的旅游分类

中，这一区别并非至关重要。例如，“交通”可能包括购买汽油，这在国际收

支分类中会被视作一项货物。在旅游统计分类中，“其他”可能还包括特定货

物，但大部分货物应被列入“购物”内，后者可被看作入境旅游/出境旅游货物

支出的初步估算值，以进行国际收支编制。但在初步近似值里，也许能简单地

把所有非“购物”的支出列为“服务”，也就是将“购物”视为包含所有货物

购买行为。

5.14. 在细分保健和教育服务方面，如果一国希望利用为旅游分析和国际

收支编制所收集的信息，那么必须在调查问卷中列入一条清晰的问题，以获得

这些服务的信息。必须从教育和保健服务提供者处，以及从为获取这些服务供

资的机构处，如大学和社会保险体系，收集更多信息，以对该信息进行交叉检

31 关于边境调查支出模块的

拟议问题集，见第四章B.3.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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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观察结果(在游客调查中)可能太少，不足以防止出现

较大的抽样误差。

5.15. 最后，必须回顾的是，国际收支的“旅行”项目在概念上更近似

于“旅游消费”，而不是“旅游支出”，因为它还包括被旅游支出剔除的推算

值(见第4.3段和《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8.10至8.25段)。

5.16. 在编制者到达检查需求来源和供应来源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的阶段时

(一般在建立旅游卫星账户之前)，所有这些分组都必须进行进一步分列，并将

它们的各部分与《产品总分类》的类别相联系。

B.2. 适用于游客和出行的分类

5.17. 这些分类是指国家(如居住国和目的地国)、各种旅游形式以及游客

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如年龄(一般以年龄组表示)、性别、职业、收入和教

育水平(见第二章C.2节以及《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3.6至3.8段)。特别

是：

• 在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中，应当利用《联合国用于统计目的的国家或

地区标准编码》确定居住国和国籍国。应当再次强调的是，在国际旅

游中，应根据游客的居住国，而不是国籍国，对其进行分类，这两者

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差异越来越显著(见第2.9段以及《2008年国际旅游统

计建议》第二章B.3节)。然而，也鼓励各国制定明确的分组，通过开展

规模合理的抽样调查，对按各标准分列的游客进行有意义的观察。

• 应根据《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39段和第2.40段确定旅游形式。

• 在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中，应单独分列游客和其他旅行者(见《2008年
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图2.2)。

• 游客的特征。应采用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

组织)的国际标准，并根据国情进行调整(见第二章C.2节以及《2008年
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3.6至3.8段)。

5.18. 针对旅游分析(见第二段C节和《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3.9至
3.38段)的其他分类，包括出行的持续时间、交通方式以及住宿类型。

•  出行的持续时间：国际建议只要求把一日游游客(短途旅游者)和过夜

游客(旅游者)区分开来。但鉴于停留时间有日益缩短的趋势，也能以

过夜数来分类持续时间。例如，停留少于四晚的游客可以组成一个特

殊分组(如在欧洲的情况)。应注意的是，虽然游客停留时间以过夜数

计量(见第二章C.1.3节)，但平均支出一般还是以日均支出计量。

•  出行的主要目的：已确定六个主要类别(见第二章C.1.1节以及《2008年
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图3.1)。提醒各国注意，出于雇用目的出行或在被

访问地与企业建立雇主-雇员关系的旅行者不应被视作游客(《2008年
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35至2.38段)。对于国际旅游，只依靠移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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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剔除这些旅行者可能不够；也许应在调查中加入这方面的具体问

题。同样，在创建新类别时，如果要进行取样，就应当注意适当地观

察这些新类别，抽取足够数量的案例。

•  交通方式：拟议了一个世旅组织标准分类(见第二章C.1.5节以及《2008
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图3.2)。

•  住宿类型：目前未拟议分类，但各国应考虑制定两种不同类型：一种针

对住宿服务提供者，以《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四次修

订本为基础；另一种针对其产出(住宿服务)，以《产品总分类》第二版

为基础(见第5.30段和第二章C.1.6节)。市场化住宿提供者的分类必须能

适当地确定主要类别，避免混淆市场化和非市场提供者，因为游客使用

的是市场化住宿，还是其他形式的住宿，能对支出以及向旅游基础设

施提出的要求产生重大差别。类别之中也存在变差。游客可能住在可能

涉及或不涉及生产过程的非市场化住宿(见第六章)，使用由无组织的小

企业提供的市场化住宿(可能不在许可证程序范围之内)，住在有组织的

企业，甚至完全不使用任何形式的住宿(如他们可能住在自己的车或船

上、睡在长凳上或在非指定露营场地的野外搭建帐篷)。由于游客在出

行期间可能用到多于一种类型的住宿，因此应当强调的是，从住宿机构

调查获得的数据仅适用于该具体住宿类型的过夜情况，而通过住户或游

客调查收集到的信息则能确定所有住宿类型的情况以及所列的每一种类

型的过夜数。

5.19. 游客被分类成旅游者(即过夜游客)或短途旅游者(即一日游游客)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13段)。

C. 供应方分类：旅游特色产品和活动列表

5.20.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5.10段对旅游特色产品作出了定义。旅

游特色产品由两个子类组成：(a) 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旅游特色产品，以及(b) 国
家特有的旅游特色产品(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5.16段和图5.1)。

5.21. 旅游特色活动(也称为“旅游行业”)是生产活动，一般产出为被定

为旅游特色产品的货物和服务。《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附件四和图5.1提
供了这些活动的列表，并且已根据相关的主要类别和产品进行分组。

5.22.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中题为“旅游特色活动(旅游行业)列

表以及根据《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ISIC)第四次修订本主要类

别进行的分组”的附件三包含了旅游行业的生产活动以及《所有经济活动的国

际标准行业分类》第四次修订本对每一项活动的相应解释性说明。在这方面，

应当牢记的是：

• 列表采用了“游客住宿”一词，而不是曾在《1993年旅游统计建议》

得到广泛使用的“集体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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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下文更详细地解释(见第5.34段)，“游客住宿”类别不仅包括住宿

活动，还包括特定的不动产活动(与租用房屋、第二住所和分时地产相

关的活动)。

• 客运需要在运输活动中分开确定，以防运输活动在旅游行业中所占国

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的比例过高。

5.23. 应特别提及的是，“游客住宿”是一项活动，而“游客的住宿服

务”是一项产品。由于游客住宿几乎只由游客消耗，因此它是旅游统计特别关

注的一项产品。鼓励各国审查这类服务的供应和生产的组织情况，并且根据国

情，为旅游分析相关的产品和活动制定详细的分类。

5.24. 从所提供服务的角度来看，这一分类不应以一系列标志(如旅舍、住

宿单元房和宾馆)为根据，这些标志反映了国与国之间非常不同的现实情况；

而应以与所提供服务相关的明确特征为基础，如规模(特别是能作为一个经济

单元来管理的最低住宿单元数量)、被管理的住宿单元类型(及定义，以区分房

间、套房和公寓)、房间的具体条件和建筑的一般结构、可用服务类型(如日

常客房服务、食品招待、使用游泳池和使用高尔夫球场)以及可用免费设施类

型。游客应能容易地识别这些特征，因此在调查时，他们能指出所使用的住宿

类型(即他们所消费的“游客住宿”类产品)。

5.25. 考虑到执照发放程序一般与生产者(机构)有关，而不是产品，但又

涉及到其生产的主要产品，因此建议由旅游当局负责管理正式执照发放程序的

国家制定相关的分类，确保与上述类别保持高度一致。例如，偶尔将房间租给

游客的住户，无论是否拥有执照，都应根据其活动和产品被列入旅游统计中。

5.26. 此外，为了解游客支出的结构，或许应该将市场化住宿提供者所提

供的各种“套餐”区分作子产品(单笔付款包含住宿和相关组合服务：早餐、

半膳、全膳或“全包”)。根据所选择的套餐，游客可能要求由其他提供者提

供的各种额外服务(营销问题)，并且作出属于其他支出标题的消费(支出结构

问题)。

D. 调节旅游需求和旅游供应

5.27. 只要旅游描述仅限于需求，将《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的分

类用于支出救够了，而且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作出调整，以满足国际收支的需

求。

5.28. 但要尝试建立一个旅游统计系统以及调节旅游供应和需求观点，就

要收集着两方面的信息，并且采用一个独特的分类，以期比较来自不同来源的

信息并检查其一致性。 

5.29. 建议这一独特分类与《产品总分类》保持一致，后者是根据产品的

物理性质和主要用途对货物和服务作出的国际分类。《产品总分类》适用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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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宏观经济框架，涵盖一个经济体内的产品生产、供应和使用，而且各国在设

立其国民账户时也会加以参考。

5.30.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拟议直接使用源自《产品总分类》第

二版的旅游统计类别来分类产品(货物和服务)，以及使用源自《所有经济活动

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四次修订本的类别来分类生产活动，以在各国之间开

展国际比较。

5.31. 这些旅游统计分类根据《产品总分类》第二版和《所有经济活动的国

际标准行业分类》第四次修订本，分别为产品和活动分组，以期(a)最好地反映

具体产品和活动对分析旅游支出的重要性，以及(b)向游客提供这些产品(货物

和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类别。它们分别被称作旅游特色产品和旅游特色活动。 

5.32. 虽然正如上文第4.15段所指出以及《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

4.4段所解释，旅游支出可以包括任何消费货物、服务和贵重物品，但详细的

旅游支出和供应国际可比性仅限于旅游特色产品和相关活动(《2008年国际旅

游统计建议》第5.9段)。旅游特色产品是指满足以下一项或两项标准的产品：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5.10段)：

(a)   在该产品上的旅游支出应在旅游总支出中占有显著的份额(支出份

额/需求条件)；

(b)   在该产品上的旅游支出应在经济体内该产品的供应中占有显著比重 

(供应份额条件)。该标准意味着，如果没有游客，旅游特色产品将

不再以有意义的数量供应。

5.33. 题为“根据作为国际可比旅游特色产品的类别，按目的分组的消费产

品列表”的《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附件二根据按目的划分的需求类别，

涵盖了可能属于这些类别的产品(列于上文第5.6段)。这一列表有两个目的：

(a)  确定出于国际可比性目的而应当考虑的产品； 

(b)   确定在《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中一些其他被归入同样功能

的其产品分组，有些国家可能会认为它们与分析相关。应当提及的

是，最后一类中包含的“其他产品”列表本可以更长：但它只包括

部分产品，是打算鼓励各国考虑根据国情确定建立其旅游特色产品

和旅游相关产品列表。

5.34. 在旅游统计中，“住宿服务”分类除了包含那些传统上被视作如此

的项目以外，还包括那些与提供住所相关的项目，这些项目同样与生产有关，

但涉及到包括分时地产在内的房产出租或租赁服务及交易(《产品总分类》第

72类)。这些项目包括：

72111  有关自有或租赁住宅财产的出租或租赁服务

72123  分时地产的贸易服务

72211  在收费或合同基础上的房产管理服务，分时所有权地产除外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cpc-2.asp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cpc-2.asp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dntransfer.asp?f=135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dntransfer.asp?f=135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cpc-2.asp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dntransfer.asp?f=135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dntransfer.asp?f=135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2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2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51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51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51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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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21  在收费或合同基础上的住宅建筑销售，分时所有权地产除外

72223  在收费或合同基础上的分时地产销售

85521  住宿预订服务

85522  分时交换服务

5.35. 应当提及的是，旅游卫星账户和旅游统计都区分出了主要涉及度假

屋所有权的自营住宿服务生产，尽管这些服务不属于《产品总分类》第二版的

范围。

5.36. 正如《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5.37至5.43段)所述及，对于为

出行获取的以及在出行期间获取的旅游关联货物，目前无法在这方面确定一个

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意义的标准清单。因此，各国必须确定哪些属于旅游特色

产品的消费货物和贵重物品应被记录为国家特有的旅游特色产品。

5.37. 对一些国家而言，有两类货物可能具有重要性，但并未在《产品总

分类》第二版中体现(各国可能需要确定是否要把它们列入旅游特色产品中)，

分别是：

•  贵重物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4.4段和第4.36(h)段)，即所

生产的贵重货物，其主要目的不是用于生产或消费，而是为了保值而

持有，尤其包括贵金属和宝石、珠宝和艺术品等。如在这类货物上的

旅游支出具有重要性，那么一国就应当考虑把它们列入国家特有的旅

游特色(或关联)产品清单中。

•  手工艺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5.38段)，即依据传统工艺

生产的货物，其往往是当地文化的载体，基本上能通过其生产方式、

设计以及与当地社区传统文化的关联性识别。因此，它们往往不能在

国际《产品总分类》产品分类中直接确定出来，在该分类中，生产方

式并不是一个分类标准。所以除非它们在某一产品类别中的供应量很

大，足以在就《产品总分类》产生的国内货物分类中建立一个特殊类

别，或者是除非一个《产品总分类》类别可被进一步细分出“手工艺

品和其他”，否则各国都可能无法把特定手工艺品(或所有手工艺品)

纳入系统中，作为国家特有的旅游特色产品。尽管如此，但出于旅游

统计系统的目的，述及这一类别还是有意义的。

5.38. 应当注意，旅游特色消费产品的12个类别(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

建议》图5.1)也用于旅游卫星账户各表。第1至10类被用作国际可比性用途，因

此被加以标准化，但第11和12类需要由各国制定并完善。已经确定这些类别的

产品的国家应当列出相应的《产品总分类》第二版类别，以期与其他国家的分

类进行可能的比较。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cpc-2.asp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cpc-2.asp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57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58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cpc-2.asp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cpc-2.asp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2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8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57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53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53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cpc-2.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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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就业：职业的分类

5.39. 继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理事会于2008年3月核可《国际职业标

准分类》后，已经拟议要为具体职业群组制定一套《2008年国际职业标准分

类》“专题分组”或“视角”。适用专题视角是汇总《国际职业标准分类》4
位数一级的职业数据，如所生产的货物或服务类型或相关的知识领域的标准替

代方法。在必要时，为满足分析和政策的关键需求，专题视角在汇总职业数据

时，应独立于技能水平，即在《国际职业标准分类》中用于职业编组的首要标

准。 

5.40. 旅游被拟议为其中一个专题组。其他专题组包括农业、建筑、教

育、保健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

5.41. 为了界定“旅游职业”的概念，明确地确定这样做的目的尤其重

要。关键目的可能包括：

(a)   计量受雇于旅游行业的总人数，列明职业，并且计量受雇于这些职

业的人数和特征；

(b)   确定和计量必须解决的技能短缺和培训需求问题，以促进旅游业发

展。

受雇人数等旅游职业数据的用户应明白，如果这些职业的服务对象既包括游客

又包括非游客，那么这些信息则有待仔细考虑。

5.42. 需要关注所有的已确定职业，还是只需要关注其中的一个子集，仍

有待讨论。 

5.43. 关于旅游相关职业国际可比统计(可在中期提供)的可用性问题，劳

工组织和世旅组织认识到，对旅游职业进行预先分组并非一项简单的工作。可

以在短期内根据《国际职业标准分类》的定义分析选择职业。但这一方法可能

部分依赖直觉，除非能提供职业数据来支持这个选择程序(也见第七章)。

F. 调整产品和活动的国际分类

5.44. 国际分类有两个主要目标：促进国际可比性，以及为制定国家分类

提供一个模型。但各国的分类应反映其需求和现实情况，同时不损害其旅游信

息与往年和其他国家信息的可比性。

5.45. 本章规定的旅游国际分类细分程度对应于《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

准行业分类》第四次修订本的类别(4位数)以及《产品总分类》第二版的子类

别(5位数)，它们的确促进了国际可比性。但各国都应对这些分类作出调整，

以反映各国在旅游特色产品和旅游生产活动方面的现实情况。

5.46. 各国应先从旅游产品的国家分类入手。在初步阶段，它们应尽可能

细致地对国内旅游分析尤其关注的产品进行细分。在第二阶段，应确定《2008
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图5.1第11和12类所列出的国家特有特色产品。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72572.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72572.pdf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dntransfer.asp?f=135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dntransfer.asp?f=135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cpc-2.asp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53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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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而且，正如第5.26段所述及，在确定属于“游客住宿”的产品时，或

许应该将住宿提供者所提供的各种“套餐”区分作子产品。

5.48. 在编制这些一国特别关注的产品时，不应改变国际《产品总分类》

次级项目的细分编码，而应通过增加位数(即增加到第六位甚至第七位)以进行

扩展。这样做能避免出现同一编码在国家和国际一级指定不同内容的情况。

5.49. 各国应在国家分类中提供一份关于引起国家兴趣之产品范围的解释

性说明(定义和描述)。

5.50. 然后应当确定国家特有的旅游关联消费产品，其中区分货物和服

务。

5.51. 确定国民经济中的旅游特色产品的程序将能同时确定其旅游特色活

动，依据是其典型产出或产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5.11段)。

5.52. 但特定住宿机构的每一项服务(如含日常客房服务的房间、不含此类

服务的平房和分时管理)都必须单独确定。

5.53. 以下例子说明了《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四次修订

本中的3位数组别“短期住宿活动”能如何被进一步细分至具有特别意义的国

家划定类别(4位数)：

表5.1
住宿活动的进一步细分

《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四次修订本 本国分类

5510  短期住宿活动 5511 酒店和类似机构

5512 度假酒店

5513 公寓和平房

5514 住宿单元房

5515 住宿公寓和宾馆

5516 青年旅舍

5517 山间安全住所

5519 其他

5.54. 各国应制定表格，说明其旅游特色或关联产品的本国分类是如何与

以下各项相关联的(见方框5.1)：

(a)   《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和按目的划分的旅游消费分类；

(b)  《产品总分类》第二版和结构统计用到的本国产品分类；

(c)  一国的《国民账户体系》中的产品分类；

(d)   《旅游卫星账户》各表中要用到的分类(包含在《旅游卫星账户： 

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内)。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51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dntransfer.asp?f=135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dntransfer.asp?f=135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cpc-2.asp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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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各国应制定类似表格，说明其旅游特色活动的本国分类是如何与以

下各项相关联的(见方框5.2)：

(a)   《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四次修订本和结构统计用

到的本国经济活动分类；

(b)  一国的国民账户体系中的行业分类； 

(c)  《旅游卫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中各表要用到的分类。

5.56. 在经济体中流通的所有其他产品，包括可能由游客消费的产品(“消

费产品”)以及不被消费的产品(非消费产品)，将被分为一个或多个类别(如有

意义)，并且以表格形式供全局呈现，以对应国家统计系统(如国民账户)其他

部分所提供的宏观经济总量。

方框5.1
分类系统对应表

有一些对应表(说明各分类系统之间的对应情况)能帮助各国制定上述相关各表。

编制这些表格的组织包括：

 • 联合国统计司(对应表)

 • 欧盟统计局(对应表)

 • 美国人口普查局(对照表)

方框5.2
对应表：巴西的实例

下表列出旅游活动特征类别和巴西行业分类类别(国家经济活动分类)之间的对应情

况，版本为1.0和2.0。

描述 CNAE 1.0 类别 CNAE 2.0 类别

住宿服务 55.13+55.19 55.10+55.90
餐饮服务 55.21+55.22+55.29 56.11+56.12
地铁和火车运输 60.29 49.50
公路运输 60.24+60.25 49.22+49.29
飞机运输 (a) 62.10+(1) 62.20 51.11+51.12
船只运输和辅助运输服务 (a) 61.11+(1) 

61.12+61.21+63.21+63.23
(a) 50.11+(1) 50.12+50.99+ 
50.22+52.22+52.40

旅行社和旅游经营者 63.30 79.11+79.12+79.90
车辆租赁 71.10 77.11
娱乐、文化和运动活动 92.13+92.31+92.32+92.39+ 

92.51+92.52+92.53+.92.61+ 
92.62

59.14+90.01+90.02+90.03+ 
91.01+91.02+91.03+92.00+ 
93.11+93.12+93.19+93.21+ 
93.29

(a) 与旅游典型行业有部分关

联(客运)。

资料来源：巴西地理和统计研

究所，调查目录，国民账户协

调(2012年)。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dntransfer.asp?f=135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ot.asp
http://ec.europa.eu/eurostat/ramon/relations/index.cfm?TargetUrl=LST_REL&StrLanguageCode=EN&IntCurrentPag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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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计量旅游行业的供应

本章的结构如下。第一节介绍了从供应角度计量旅游的特殊性和相对新颖性，

包括讨论旅游相关的统计单位、数据来源和建议的结果表格，这些都来自行业

统计和国民账户。然后深入考查一些主要旅游行业，特别关注住宿服务提供商

(B节)、饮食服务提供商(C节)，运输服务提供商(D节)以及旅行社和预定机构

(E节)。最后一节审查了被认为本身不具有旅游性质但与旅游有着高度相关性

的其他行业，例如手工艺品制作和交易行业以及会展行业。

A. 导言

6.1. 旅游被归类为一项主要由需求决定的经济活动(《2008年国际旅游统

计建议》，第1.12段)。在描述和计量旅游时也必须考虑供应(响应需求的经济

活动)，因为没有供应就无法确定或描述旅游的经济效应。实际上，《2008年
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其不仅从需求方(包括游客)，也从供

应方(包括为游客服务的行业)角度来描述旅游，因此承认了旅游作为经济部门

的地位。

6.2. 此外，为将旅游分析适当纳入整体经济分析，供应方计量的内容需

要与需求方计量的内容一致。虽然通常只有在设立旅游卫星账户时才追求确保

数据整体连贯性和一致性的具体目标，但出于各种原因，鼓励各国努力确保数

据一致性，作为其发展旅游统计的一部分(见第八章A节)。有了这种一致性，

不仅能够跨时比较数据，还可以比较各国之间的数据。

6.3. 旅游统计传统上专注于需求方及实物数据和指标。《2008年国际旅

游统计建议》介绍了与供应有关的新视角。在《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的

框架内：

• 处理旅游供应时，将其作为直接提供给游客的与旅游消费相对应的货

物和服务。

• 叙述了属于旅游行业的供应商的流程、生产成本和经济业绩。

• 基层单位被确定为观察单位(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6.7至
6.13段和方框6.1和方框6.2)。

• 在制定国家旅游统计系统时，强调了行政和商业记录的重要不性，特

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关于可用来源，详见下文A.2节。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13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13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60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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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旅游统计人员应认识到与旅游行业基本数据和指标的可信度有关的

问题(见A.3节“结果表格”(第6.21至6.23段))，此外，国家旅游局、国家统计

局和公布旅游数据的其他政府机构应提醒用户，在每个旅游行业的产出中，仅

有一部分归因于游客消费。在《旅游卫星账户》中，通过应用总产出中的“旅

游份额”(或旅游比例)(见《2008年旅游卫星账户：推荐的方法框架》，第4.50
至4.55段)，明确查明和处理了这一问题。

6.5. 还应回顾的是，游客会获得或使用不是旅游特有的货物和服务(例如

报纸、衣服、医疗32、打扫和理发)；因此，旅游特色活动未涵盖游客可能得到

的所有货物和服务(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4.4段)。

方框6.1
《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框架中的企业、基层单位和产业

《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指出：

大多数企业往往只从事一种生产活动，然而大部分的生产是由数量相对较少的大公司

承担的，而且大公司往往进行多样化生产，多样化的程度是没有限制的。如果根据主

要活动性质对企业进行分类，则从生产过程或所生产的货物服务产品角度看，至少有

些类别所包括的内容会是异质的。然而，若要进行主要以生产技术为特征的生产分

析，其对象就必须是实质上从事着同样生产的生产者。为此需要将某些机构单位分解

成更小、更同质的单位，《国民账户体系》称之为基层单位。基层单位可以是企业，
也可以是企业的一部分，它具有单独的场所，只从事一种生产活动，或者其主要生产
活动在其全部增加值中占有最大部分。《国民账户体系》在基层单位基础上定义产

业。产业是由从事相同或类似活动的基层单位组成的。在《国民账户体系》中，生产

账户和收入形成账户既针对产业编制也针对部门编制。
资料来源：《2008年国民账

户体系》第5.2段。

6.6. 下文讨论的一些问题与通常由国家统计局为国民账户(和旅游卫星账

户)目的所收集的行业数据(包括旅游特色行业的数据)有关。但是，要得到关

于这类收集行为所涉及的问题的详细解释，应查阅相关出版物(例如欧统局和

经合组织，《关于商业人口学统计数据的手册》)。同样，在大多数国家，国

家统计局编制的解释性说明中载有其收集此类经济数据所涉的方法、概念和定

义，也可查阅。

6.7. 旅游行业生产活动观察非常简单，遵循任何经济活动观察的一般建

议。

6.8. 在关注供应时，重要的是要使用国家统计局制定的生产调查，国家

旅游局的官员要理解这些调查是如何设计和实施的。

A.1. 定义统计单位

6.9. 为分析生产和生产进程，基层单位是最适合收集旅游统计和旅游卫

星账户和国民账户体系的数据的单位。方框6.1指出，“基层单位”被定义为 

32 在一些目的地，医疗也是旅

游特色产品。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page=54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page=54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2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145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145
http://ec.europa.eu/eurostat/ramon/statmanuals/files/KS-RA-07-010-EN.pdf
http://ec.europa.eu/eurostat/ramon/statmanuals/files/KS-RA-07-01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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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一个地点，只从事一种生产活动，或者其主要生产活动在增加值中占大
部分的某个企业，或某个企业的一部分”。

6.10. 基层单位是游客真正得到服务的地方，在这方面，分析往往包含地

理层面：例如，连锁餐厅的客流量取决于其精确所在地，甚至在同一个城市中

也是如此。

同样，属于同一旅馆连锁，但位于某一国家的不同地方(在首都、海滩或

其他度假地)的基层单位将会得到不同类别的顾客，属于不同的季节性类型。

方框6.2
经济活动和统计单位

基层单位

作为统计单位，其被用于分析货物和服务交易以及编制生产账户。基层单位的概念结

合了生产层面和地点层面的性质(见下文)。

企业

用于编制收入账户、积累账户和资产负债表账户的统计单位。

企业集团

由同一相同所有者控制的企业形成集团。集合经济体导致形成纵向集团，由一个企业

控制另一个企业。企业集团是由集团领导控制的一系列企业。集团领导是母法律单

位，不受其他任何法律单位的直接或间接控制。

活动类型单位

只从事一种生产活动，或者其主要生产活动在增加值中占大部分的某个企业，或

某个企业的一部分。活动类型单位集合了在欧洲联盟活动分类《欧洲共同体内部经济

活动统计分类》(《统计分类》)的分类(4位)级别中为活动业绩作出贡献的企业的所

有部分，对应企业的一个或多个业务部分。活动分类单位的特点是活动同质性，但对

开展活动的地理区域没有限制。

地方单位

企业往往在一个以上的地点从事生产活动，出于一些原因，相应地对其进行区分

是有用的。因此，地方单位被定义为，在一个地点从事生产活动的某个企业，或某个

企业的一部分。该定义仅有一个层面，因为其不涉及开展的活动类别。

同质生产单位

在技术生产起到重要作用的领域，基层单位被指定为更适合进行生产分析的单

位。但是，同质生产单位是适合用于投入产出目的的分析单位，其被定义为仅开展单

一(不是辅助)生产活动的生产单位。同质生产单位独立于活动地点。

地方活动类型单位

地方活动类型单位是活动类型单位的一部分，对应地方单位。每个活动类型单位

必须有至少一个地方活动类型单位。

地方同质生产单位

地方同质生产单位是同质生产单位的一部分，对应地方单位。这与基层单位的定

义一致，仅有一个同质活动。
资料来源：欧统局和《2008年
国民账户体系》，词汇表。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statistics_explained/index.php?title=Category:Glossary&pageuntil=Citizenship#mw-pages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675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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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但是，在运输(除地方运输以外)案例中，由没有真正相关性的基层

单位为游客服务，因为这些机构主要是售票处。但是，管理行为往往是中央集

中的，如有需要，可以提供关于出发和到达的所有信息，这是重要的。在这种

特定情况下，相关单位可以是企业。

A.2. 来源

6.12. 主要通过调查来收集关于行业，其投入、产出和就业的信息，国家

统计局通常一年进行一次调查，涵盖所有经济活动。通常根据计算国家国民账

户(例如，国内生产总值和增加值总额)的要求来收集经济数据。

6.13. 目前，已经制定了调查，有着标准化格式，基于《所有经济活动的

国际标准行业分类》(《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类别(例如，农业、采矿和制造

业)。

6.14. 人口普查或行政数据用于确保商业登记是最新的，并支持调查设

计。如果没有适当更新，这些登记信息在估计跨时实际变化方面会产生误差，

主要是当活动集中在小型生产单位时。正如之前指出的，在旅游业内，这些商

业登记与涉及主要专用于服务游客的活动的具体许可程序可能有关或可能无关

(见欧统局和经合组织，《关于商业人口学统计数据的手册》)。

6.15. 这些调查往往集中于大型单位，在年度收入、资本或就业方面设有

门槛。在小型单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例如在一些旅游行业中，特别是食品

服务和地方陆运领域)，这种设计造成活动(和次级活动)的结构代表性不足和

低估。在一些国家，这种调查也往往集中于大型工业化城市，而旅游业分布在

经济领土的不同地区，这需要予以考虑。

6.16. 必须针对被观察的不同活动及其具体特征来修改问卷内容。例如，

住宿提供商通常在账单中纳入除产品真实价格以外的多个项目(例如人数费

用、占总消费额百分比的消费税或增值税以及按比例计算的强制服务费)。游

客也会选择多给小费。所有这些款项都被计算为消费额的一部分，但在财务报

表中，提供商往往不将其纳入收入，而是将其视为代表其他人或单位收取的收

入。例如，为地方或中央政府收取税和人数费用，服务费和消费往往给工人，

作为雇员报酬。在计量供应时，需要排除产品税款；另一方面，要纳入消费和

服务费，作为增加值和雇员薪酬的一部分。

6.17. 世旅组织33 建议，某些行政记录也应被用于旅游业，包括国际航空

运输协会(空运协会)编制的关于国际游客客流的信息。此外，广泛研究了可能

使用的财政信息(所得税和增值税发票)及其与商业登记的结合，或用作更新登

记和获得关于收入、成本和就业等事项的特定额外信息的来源。这是参考了许

多国家的经验(例如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33 世界旅游组织(2003年a),
《 旅 游 领 域 新 的 统 计 倡

议》，可在线查阅：http://
statistics.unwto.org/sites/all/
files/docpdf/oecd.pdf(30-05-
2014).

http://ec.europa.eu/eurostat/ramon/statmanuals/files/KS-RA-07-01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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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使用行政记录至关重要，也被推荐作为统计程序中的最佳做法：可

以免费收集这种记录，对回答者不产生任何额外负担；在许多国家，对回答者

造成的负担是一个敏感问题。

6.19. 必须注意到，在建立旅游统计系统时，编制者将生成新的信息来

源，更小心地利用现有来源，并且利用国家统计系统可提供的所有有用信息。

处理国民账户所用信息，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它们已经经过一致性检验，并在

供应和使用框架内进行了整合。

6.20. 对许多活动来说(例如食品服务、某些运输形式、游客导游服务、手

工艺甚至住宿)，多样的非正规提供商往往被排除在商业登记外，因此被传统

监测系统所忽视。尽管如此，国民账户编制者仍需要估算其活动。有时，在收

集关于非正规企业生产的数据方面，有选项可供选择，例如，住户调查可能会

收集关于住户企业生产的信息，这些信息未被纳入商业登记的抽样框架(另见

《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第25章“非正规经济”)。这些估值更接近旅游统计

系统想要计量的内容。在编制《旅游卫星账户》时，这种估值也是有用的。

A.3. 结果表格

6.21. 从旅游行业基层单位收集的信息是指：

• 生产基层单位的数量及其按规模的分类(直接来自有组织企业的商业登

记)

• 产出：应按照基价对其估值，也就是说，排除产品税款，但纳入客户

必须支付的所有额外费用

• 中间消费

• 增加值

• 雇员报酬

• 投资(被标记为：“固定资本形成总值”)

• 相关的非货币指标，说明了潜在和实际活动的水平。对各个旅游行业

来说，这些指标可能是不同的。

6.22. 因为本《编制指南》的宗旨是帮助各国执行《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

建议》并制订本国的旅游统计系统，获得的数据应该用于国内目的和国际可比

性目的。但是，用于国内目的的数据会比国际可比性所需的数据详细得多。

6.23. 关于国际可比性，世旅组织每年要求成员国和非成员国提供旅游行

业的数据集(包括基本数据和指标)，在世旅组织最重要的统计出版物《旅游统

计简编》中传播(见表6.1)。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529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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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旅游行业结果表格实例

X国

基础数据和指标 单位 X年

4. 旅游行业

数据

基层单位数

4.1 总数 个 --

4.2    ♦ 游客住宿 个 --

4.3      * 其中，宾馆和类似基层单位 个 --

4.4    ♦ 饮食服务单位 个 --

4.5    ♦  游客运输 个 --

4.6    ♦  旅行社和其他预定服务活动 个 --

4.7    ♦ 其他旅游行业 个 --

宾馆和其他基层单位的游客住宿

货币数据

4.8    ♦ 产出 百万美元 --

4.9    ♦ 中间消费 百万美元 --

4.10    ♦ 增加值总值 百万美元 --

4.11    ♦ 雇员报酬 百万美元 --

4.12    ♦ 固定资本形成总值 百万美元 --

非货币数据

4.13    ♦ 基层单位数量 个 --

4.14    ♦ 客房数量 间 --

4.15    ♦ 床位数量 张 --

指标

4.16 客房占用率 百分比 --

4.17 床位占用率 百分比 --

4.18 平均停留时间 夜 --

4.19 可用能力(每千名居民床位数) 百分比 --

旅行社和其他预定服务活动

货币数据

4.20    ♦ 产出 百万美元 --

4.21    ♦ 中间消费 百万美元 --

4.22    ♦ 增加值总值 百万美元 --

4.23    ♦ 雇员报酬 百万美元 --

4.24    ♦  固定资本形成总值 百万美元 --

非货币数据

   ♦ 国内旅行

4.25 * 套餐旅游 百分比 --

4.26 * 非套餐旅游 百分比 --

   ♦ 入境旅行

4.27 * 套餐旅游 百分比 --

4.28 * 非套餐旅游 百分比 --

   ♦ 出境旅行

4.29 * 套餐旅游 百分比 --

4.30 * 非套餐旅游 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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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住宿服务提供商

6.24. 住宿服务通常占游客总支出的一大部分，与游客空运、旅行社，及

在某种程度上，与纪念品和手工艺行业一起，往往被视为最典型的旅游行业。

在许多国家，与游客住宿有关的信息是旅游行业唯一可用的统计信息，在该活

动中，供应和旅游需求之间的联系尤其明显和强烈：游客消费了其特色供应的

绝大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接近95%)。几乎没有其他行业(可能除了旅行社外)如

此高度依赖旅游需求。

B.1. 类别

6.25. 游客住宿提供商分为两大类：

• 市场提供商，对其服务收费(见下文B.1.1和B.1.2节)

• 非市场提供商，免费为游客提供住宿(见下文B.1.3和B.1.4节)

《国际标准行业分类》术语中规定了B.1.1和B.1.2节叙述的子类。没有规定B.1.3
和B.1.4节叙述的子类。此外，B.1.4节涵盖的子类(“所有者占用的度假屋和分

时度假”)是一个旅游卫星账户概念：其定义要求理解国民账户及其概念支

撑，特别是，为何和如何计量完全拥有或其他安排类型(例如分时度假)提供的

服务(见《旅游卫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第二章B.3.3节)。

6.26. 大多数过夜游客都使用付费或免费住宿服务，但会在旅途中度过几

个夜晚(在火车、飞机或船、汽车或其他地方)。邮轮代表了特殊情况(见第3.39
段)，其通常被视为“浮动的旅馆”，是结合了住宿和运输服务的单一产品，

不可分别认定或计量其组成部分。

B.1.1. 归类在“住宿”项下(《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55大类)的

市场住宿服务提供商

6.27. 正如第五章说明的那样(见第5.29至5.30段)，各国需要建立与其许可

制度(如有的话)一致的住宿提供商分类，和其他非正式或临时市场服务提供商

分类。

6.28. 在缺少有效的许可或有组织计划系统时，或针对在这种计划之外运

作的经营者，查明和计量这些经营者的供应极具有挑战性，除非可能通过住户

调查或人口和住房普查进行。传统的住房普查通过在相对短期内进行完全点查

来收集该领域的数据。然而，住房普查是一种成本和时间密集型调查，许多国

家正在舍弃这种传统形式，采取一种替代性方法，结合登记数据和来自其他来

源的数据。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page=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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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55大类：住宿

大类 组 分类 说明

55 住宿

551 5510 短期住宿活动

552 5520 露营地、休闲车停车场和旅行车停车场

559 5590 其他住宿

B.1.2. 归类在“不动产活动”项下(《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第68大类)的市场住宿提供商

6.29. 住宿服务提供商分类通常关注《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55大类项下

的活动。然而，在一些国家，不动产活动，不管是租赁房产，还是基于合同

或收费的短期或度假住宿(《国际旅游统计建议》附件3关于《国际标准行业分

类》6810和6820的注释性说明)，具有相关性，应被单独认定和计量(例如，更

长期的租赁和通过租赁中介人进行租赁)。

表6.3
《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68类：不动产活动

大类 组 分类 说明

68 不动产活动

681 6810 属于自有财产或租赁房产的不动产活动

682 6820 基于收费和合同的不动产活动

B.1.3. 免费的非市场住宿服务提供商：游客住在亲友处和易货交易

6.30. 《国民账户》考查所有产生住宿服务的住宅。无论住宅是房主自有

的，还是在市场上租住的，这些服务应包括在生产范围内。住房提供的服务被

认为隐含地由拥有该住处的住户获得。在这种情况下估算的租赁价值，除其他

外，取决于住宅的物理状况、便利设施和位置，但不取决于占用状态。因此，

在某人家中免费接待客人不产生额外经济生产。与住宅有关的生产仅取决于住

宅的物理状况和周边情况。所以，如果游客免费住在居民家中，而该场所是该

居民的主要住宅或度假屋，那么需求没有增加，不应记录住宿服务供应的效

应。如果针对这一服务付费，那么自住服务费应相应减少。

6.31. 易货交易的情况同样如此：经济体内提供的住宿服务没有增加，为

了与国民账户中的国内生产总值计量一致，不应估算任何价值。

6.32. 虽然对经济体来说，在《国民账户》框架内，游客在亲友家中住宿

不产生产出，但是，如果住在亲友家比住在宾馆、旅馆和同类基层单位中更

加常见(例如，用亲友家住宿来代替游客住宿服务间接影响了在该部门的新投 

资)，各国可特别关注这种旅游活动。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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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 用于自身最终用途的非市场住宿服务提供商： 

所有者占用的度假屋和分时度假

6.33. 第6.30段关于主要住宅的推论也适用于度假屋，不管是完全拥有或属

于其他安排类型(例如分时度假)。所有权本身足以被认为产生服务生产，不管

是否有游客。旅游统计目前未对这种生产进行估值，但应在旅游卫星账户的框

架内对其估值。

B.2. 计量住宿服务供应

6.34. 因为在多种模式下提供住宿服务，需要相应修改其计量方法，下文

叙述了针对之前列举的各种模式的计量方法。

B.2.1. 归类在“住宿”项下(《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55大类)的

市场住宿服务提供商

6.35. 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规定的类别(国家特定的)划分计量。应注意

到，联合国标准分类(例如《国际标准行业分类》和《产品总分类》)中不再使

用“集体住宿”一词。

6.36. 对于这种模式，应确立两类主要的住宿提供商：(a)在正规的有组织

经济体中运作的提供商；和(b)小型和临时提供商。

B.2.1.1. 正规基层单位

观察模式

6.37. 对于所有生产活动来说，对归类在“住宿”项下的基层单位进行观

察必须立足于商业登记(从中选择单位样本进行调查)。所选的用于按年度、季

度和按月观察的样本可能有所不同，但应互相一致。

6.38. 各国可能有整体的商业登记(通常由国家统计局保存)和专门的旅游

登记(通常由国家旅游局保存)，应核查其互相一致性。商业登记提供的关于人

口统计和基层单位动态的信息能够引起兴趣，特别是当其包含关于客房和床位

数的数据时。

6.39. 应检查这种商业登记的覆盖率，特别是在许可涉及国家(或区域当

局)控制和支付特别税款的国家。还应核查更新进程，以确保适当反映部门动

态。

6.40. 关于设计统计样本，应忆及，因为旅游活动通常遍布一国领土各

地，区域动态各异，因此，主管部门可能有兴趣分析各地理区域的旅游流量。

这对统计能力有限的较不发达国家来说尤为重要。这些国家往往将其样本集中

在发生大多数经济和(工业)活动的地区，但旅游业可能集中在其他地区，例

如，在阳光沙滩、古迹和美景等特定有吸引力的场所周边，远离传统经济活动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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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6.41. 除了大多数经济活动常用的通常变量外(产出、增加值、就业、消费

和投资)，多年来制定了许多其他指标，经常被用来评价住宿基层单位和旅游

政策的表现：

• 客房使用率(总值或净值)

• 床位使用率(总值或净值)

• 每间客房平均人数

• 客房平均费率

• 每间客房每晚平均收入

• 每位客人每晚平均收入

• 每间可用客房产生的(平均)收入

• 每间客房雇员数

• 每位雇员平均工资

• 每位雇员收入

6.42. 使用这些指标时，需要理解用于住宿统计的两个具体单位：

客房

客房由一间或一组房间组成的单位，构成了住宿基层单位中不可分割的租

赁单元。客房可以是单人、双人或多人的，这取决于其长期配备供一人、两人

或数人住宿。宾馆可以以单人客房的名义“销售”或归类双人客房，这取决于

需求。但是，各房间不可单独租赁的套间被视为一间客房。

客房是用于计量大多数住宿类型的能力的单位。也有例外，例如，露营地

的单位是营位，还有自助式公寓，其计量单位可以包括例如几间卧室、休息室

或餐厅和独立浴室。

提供的客房数由参照期内客人可用的客房数决定，包括长期客人占用的

客房，但不包括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员占用的客房。这一数量可能多于或少于现

有客房数，通常是少于后者，因为淡季或维修期间暂时不可用的客房未纳入计

算。极少数情况下，如果临时安排某种形式的附加建筑(该建筑的客房除此外

不可用或未纳入登记)供客人住宿，那么目前提供的客房数就会超过现有客房

的正常数量(例如，在沙特阿拉伯，在朝觐期间，如果宾馆超额预定，公寓所

有者会做出这种安排)。

床位

基层单位的床位数由可以在该基层单位准备的床铺上过夜的人数决定，不

管是否应顾客请求准备了额外床铺。“床位”一词适用于一张床，如果双人床

被用于供两人住宿，那么通常被计算为两个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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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数和床位数反映的是基层单位为游客提供临时住宿的能力。

6.43. 基于这些单位(本文中每月计量，也可以每季度、每年或根据国家首

选周期计量)，上文列出的指标定义如下：

客房使用率。该指标反映了该月销售了多少间客房，表示为占当月可用

客房数(或现有客房总数)的百分比。如果基层单位的所有客房在该月的每一晚

均被出售，客房使用率即为100%。如果仅有一半被出售，则使用率为50%。客

房“总”使用率考虑到现有的所有客房。客房“净”使用率仅考虑到可提供的

客房。在评价指定住宿提供商的业绩时，净使用率非常有用；在宏观经济研究

时，总使用率更有用，因为现有客房数通常是住宿单位的特征，这是一个规模

指标，不管市场上实际可用的数量是多少。

床位使用率。该指标反映了该月销售的床位数，表示为占当月可用床位数

或现有床位总数的百分比。也就是说，这是实际销售的床夜数与提供的总床夜

数(现有床铺数或提供的床铺数)的比值。该指标与客房使用率类似，但更好地

说明了基层单位的整体使用水平。床位使用率明显低于客房使用率往往意味着

大多数提供两张或以上床位的客房被销售给一位住客。34  与客房使用率的情况

相同，床位使用率有总值和净值之分，分别基于实际销售的床位数相对应现有

床位数(总值)和可提供床位数(净值)的比值，有着不同的用途。

每间客房平均人数。该指标反映了在基层单位住宿的总人数与参考期内每

晚累计的可用客房数的比例。对于该指标，数据为1反映了基层单位的每间客

房平均住一人。数据为2反映了每间客房平均住两人。商务宾馆往往接待独行

旅客，通常报告的数据比度假宾馆低，后者往往接待家庭。

客房平均费率。这是参照期内游客为一间客房支付的平均价格。通过用客

房销售所得的总收入除以所涉期间使用的客房总数计算该指标。应是所有税款

分别开发票后的净值。

每间客房每晚平均收入。该指标考虑到基层单位的总收入。一些收入明

显与客房有关：客人在例如食物、饮料、洗衣、电话方面的花费。但其他收入

与客房无关(但通常仍应纳入计算)：例如，(不住客房的)其他客人在餐厅的花

费，与会议中心活动有关的花费以及在该场址营业的商铺的租金。通过用参照

期内全部销售的总收入除以参照期内每晚累计的使用客房总数来计算该指标。

通常用住宿基层单位所在国的货币表示。出于一些目的，在计算中排除与客房

无关的收入也是有用的。

每位客人每晚平均收入。该指标的计算方式与每间客房每晚平均收入类

似：用参照期内全部销售的总收入除以参照期内每晚累计的使用床位总数。在

计算时排除与客房无关的收入也是有用的。

每间可用客房产生的(平均)收入。该指标是用与客房有关的总收入(核心

活动)除以参照期内可用的房夜总数来计算的。宾馆所有者、运营者、开发者

和投资者对该指标感兴趣。有类似的替代指标，用总收入(来自所有活动，也

就是核心活动加上餐厅、温泉等活动)除以参照期内可用的房夜总数来计算。

 34 此处不涉及正面或负面价值

判断。宾馆决定如何“销

售”客房(单人或双人)是基

于需求、顾客行为以及市场

和价格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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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间客房雇员数。这是用于该部门人力资源领域的优秀指标，用累计住宿

数据计算时最有用，通常根据基层单位的等级或规模分组。如果参照期内雇员

数变化，应根据全职当量数据来计算该平均数据。这种计算也适用于每位雇员

平均工资和每位雇员平均收入指标。

方框6.3
住宿基层单位的国内旅游数据：菲律宾的例子

在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的技术援助下，菲律宾旅游部利用从住宿基层单位收集的数

据，建立了用于地方旅游统计的系统。该系统计量使用商业住宿机构的过夜游客的数

量，由地方政府单位报告，按菲律宾居民和非菲律宾居民分列，对于后者，按所在国

分列。该系统还提供关于住宿客房使用率和供应量的信息。通过评估本国各目的地吸

引国际和本国游客及为其安排住宿的能力，这些统计数据被用来制定《2011至2015年
国家旅游开发计划》。

通过执行地方旅游统计系统，地方政府单位的数据收集得到统一和标准化，因此

促进了数据完整性、可比性和一致性。其还使旅游部能够开展针对地方政府单位的能

力建设方案，旨在推动进一步认识到地方旅游统计是规划、产品开发、投资和营销工

具。

从住宿领域收集的数据与旅游供需有关。生成了关于住宿基层单位数、客房数、

被使用的客房数、雇员数、客人容量、客夜数和使用率等事项的信息。

更多信息可查阅菲律宾旅游部和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编制的《地方政府单位旅游

统计手册》(2007年，马尼拉)以及菲律宾旅游部和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编制的《地方

政府单位旅游开发规划指南》(2012年，马尼拉)。资料来源：菲律宾旅游部。

每位雇员平均工资。这是反映一个住宿基层单位直接雇用成本的优秀指

标，在基于汇总数据计算时，还可用于一组限定的住宿基层单位。该指标是用

参照期内支付的工资和薪金总额除以雇员人数计算的。应指出的是，每位雇员

的平均劳动收入可能更高，因为小费占到雇员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假设小费之

前未被纳入生产价值、增加值和雇员报酬)。

每位雇员收入。该指标用于与“每位雇员平均工资”做比较，为在人力资

源部署框架中应用提供了关于该部门收入的见解。该指标是用参照期内住宿基

层单位总收入除以参照期内在此工作的雇员数计算的。

6.44. 通常，从根据不同基层单位类别分层(包括地理层面)的基层单位样

本中编制这些指标，按基层单位类别汇总。在计算总量的过程中，应留意估算

未回复样本时产生的偏差，尤其是在样本的单位数较少，回答率较低时。在这

种基层单位总数相对较少的国家，建议在调查中纳入所有这种基层单位(也就

是，对这些基层单位进行全面普查)。

6.45. 可以针对企业编制上文叙述的相同指标。限制也是相同的。当统计

单位是企业时，通常不计地理层面。另一方面，企业数据可用于比较连锁宾馆

的业绩。此外，关于基层单位的指标通常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出，可用于满足短

期信息需求。关于企业的指标(大部分是基于年度调查)更多地透露了行业内的

结构变化。

http://www.tourism.gov.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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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

6.46. 正如之前所指出的，各国可能希望不那么频繁地监测基层单位的活

动：例如，它们可能更喜欢年度或季度周期，而不是上文假设的月度周期。但

是，正如先前讨论的那样，旅游业通常是极具季节性的活动，所以，在较长周

期内合计的数据往往没有较短的周期(例如，每月)所涵盖的数据有用。

6.47. 对于年度调查来说，通过问卷所收集的信息的范围应该是广泛的，

包括货币数据和非货币数据，以便适当计量国家总体生产活动的经济效益和份

额。但是，在年度问卷中，建议对非货币数据按月或按季度分列。另一方面，

当要求获得更准确的货币数据时，应通过企业开展年度住宿调查；但非货币数

据应来自基层单位(地方单位)。

6.48. 如果按季度或按月进行调查，问卷应更加集中和限定于几个变量，

例如上文提及的变量，这对基层单位自身管理来说也是有用的。帮助基层单位

制定指标并向其提供关于其所属类别或区域内其他基层单位的效益的反馈(当

然，受制于保密限制)甚至可能是鼓励其参与调查的可行手段。

6.49. 以月、季度或年为基础使用这些指标可以提供关于“游客住宿”行

业效益的有用信息。此外，床位总使用率乘以现有的床位总数，计量了游客在

这些住宿基层单位的过夜数，可以与从游客或住户调查(见第三章C.2.2.2、D.1
和D.2节)收集的对应的需求方统计数据相比较。可以按所在国或按客人的其他

特征来对客人和过夜数进行划分。

B.2.1.2.  非正规或小型提供商

6.50. 正如上文提及的那样，有许多方法来计量那些低于将其住宿活动纳

入正规范围的能力门槛的市场住宿提供商的活动，可以将许可程序范围扩展至

非正规或临时提供商，或利用代表了所有或一部分提供商的组织(例如，住宿

行业协会)。另一方面，可能没有这样的组织。

6.51. 如果存在这种组织，应该有可能得到其合作，至少以年为基础(或

基于之前规定的具体季节)，帮助报告这种单位的数量和安排简单调查以收集

关于使用率和收入的普遍数据。更具有挑战的是查明在这些提供商处住宿的人

数，在某些情况下，提供商本身可能对此不感兴趣，特别是公寓或别墅提供

商。一些组织也许可以提供从其成员处收集到的相关合计信息。

6.52. 如果不存在有效的许可计划或有组织体系，或者遇到经营者在此方

案以外运作的情况，查明其存在和计量其供应量是相当困难的，只能通过住户

调查或人口和住房普查才有可能解决此问题(另见第6.28段)。如果利用调查手

段，需要有广泛的覆盖率，足以得到统计学上有效的计量值；一种方法是，针

对这种住宿单位以显著数量的地区，设计专门的模块。但是，这种调查或普查

仅覆盖国内游客，如果这些住宿单位中的客人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客，往往

会低估客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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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 归类在“不动产活动”项下的市场住宿服务提供商

6.53. 归类在“不动产活动”(《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68大类)项下的市

场住宿服务涵盖不同类型的产品和提供商，包括游客长期租赁旅游场所附近的

房屋仅供短期使用。

6.54. 此外，在游客热衷区域(例如，海边、山区和时尚场所)的房屋所有

者可以通过中介出租其房产。另一方面，他们可以自行出租房产(通过个人对

个人交易)，互联网提高了这种可能性。

B.2.3. 免费的非市场住宿提供商：住在亲友家的游客和易货交易

6.55. 正如前文说明的那样(见第6.30和6.31段)，这种交易不属于经济计量

范畴，因为其未对经济增加任何服务生产。由于需求和供应统计之间的连贯性

和一致性，又因为要得到旅游住宿行业的全景，可以通过住户调查从供应方处

估计居住人数和过夜数，住户调查计量了访客在家中度过的过夜数和交换的过

夜数。

6.56. 这意味着设计用于计量居民住户作为游客的旅游活动的专门调查(第

三章和第四章提到)也应收集关于其作为营利服务(例如寄宿家庭方案)或免费

住宿服务提供商的活动的信息。如果这些住宿提供商被确认为出于营利目的，

他们应被重新归类为“市场住宿服务提供商”。

方框6.4
评价与亲友居住的重要性：罗马尼亚的例子

在罗马尼亚，住在亲友家显然是游客(居民和非居民)利用的最重要的住宿形式。根据

2009年第一学期的数据，住在亲友家占所有非居民客人住宿的58%和所有非居民过夜

的80%以上。已建议住户调查也计量居民当日旅行的发生率和向非居民家庭提供的服

务。已在2009年开展试点调查。 
资料来源：罗马尼亚国家统计

所和国家旅游发展研究所。

B.2.4. 用于自身最终使用用途的非市场住宿服务提供商： 

所有人使用的度假屋和分时度假

6.57. 对一个国家来说，针对使用度假屋的“传统”所有者，首个问题是

查明用于该目的的住宅，这是旅游统计人员的任务。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对

这些住宅设定年租金估值，以体现服务价值，该价值是对旅游产品的估值。国

民账户编制人员在建立旅游卫星账户时负责该任务。为住房普查提供建议的联

合国出版物指出了各国应如何确认不是用来全年居住的住宅(见方框6.5)。

http://www.insse.ro/cms/en
http://www.insse.ro/cms/en
http://www.incd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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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6.5
人口和住房普查原则和建议

3. 入住状况(核心主题)

建议表：H4-R

2.463. 应收集各常规住所的资料，以说明在普查时住房是有人住用还是空置。对供全

年住用但却空置的单元，应报告空房的类别(供出租、出售等)。入住状况只适用于常

规住所，因为根据定义，所有其他类别的住所只有在有人入住的情况下，才被列在普

查范围之内。

住房普查中调查的主题

2.464. 查点空置的常规住所可能会带来一些困难，但为了管理查点，应至少做一个总

数统计。空置类别常常可凭住宅前张贴的“出售”或“出租”标志表明。对空房尽管

可能无法就普查所有细目都进行调查，但应尽量收集资料，包括收集住所是季节性还

是非季节性空置的资料。

2.465. 在旅游度假区和雇用大批季节工人的地区，供季节性使用的空房可能在住房统

计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为了正确解释总空房率的原因，以及评估有关地区的住房状

况，可能需要单独列出该类别。可以根据意图的住用类型，对空置的单元作进一步区

分，例如，度假房、季节工人住所等。

2.466. 对于居住者临时外出的住所，或居住者暂时居住的住所，究竟是将其记录为有

人入住，还是记录为空置，将需要根据所进行的普查是属于法律上的普查，还是属于

实际上的普查来确定。不论在哪种情况下，最好都尽可能把被当作第二住所的常规住

所区别出来。在第二住所与主要住所的特点有明显区别时，这一点非常重要。属于这

种情况的如：在一年中的某个季节，农业住户从其在乡村中的永久住所迁移到农业生

产经营单位的简易房中。对常规住所入住状况的分类建议如下：

1. 住用

2. 空置

   2.1 季节性空置

       2.1.1 度假房

       2.1.2 季节工人住所

       2.1.3 其他

   2.2 非季节性空置

       2.2.1 第二住所

       2.2.2    出租

       2.2.3  出售

       2.2.4  待拆

       2.2.5  其他资料来源：联合国(2008年c)。

https://unstats.un.org/unsd/demographic/sources/census/docs/P&R_Rev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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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8. 普查年计算的数据通常提供了详细的地理划分，基于此，可以估计

该年份这种住宅的数量。世旅组织提出了一些额外建议，使用不同类型的来源

(普查、调查和行政数据)来确定度假屋的数量和特征并查明由非居民拥有的这

种房屋。

方框6.6
空置单位：澳大利亚的例子

在澳大利亚，对作为周末主要旅游中心的一些地区(例如拜伦湾)来说，空置单位主题

构成了政策问题。在工作日(普查通常在周三晚上进行)，人口要少得多。因为资金以

人口为基础，这些中心仍然缺少用于为涌入的旅游人口提供的基础设施。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

6.59. 之前提到，一旦确定了所有者使用的度假屋的数量，可以使用

《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中建议的方法来估计相关租金。所有其他度假屋需要

应用相同的处理方法，不管其位于游客所在国还是其他国家。

方框6.7
估计度假屋的租金

在《国民账户》内，估计所有者使用的住宅产生的服务费用的历史常规方法是自我评

估，也就是请所有者估计其房产的潜在租金。自我评估方法的主要问题在于这种评估

大体上具有主观性，造成高估或低估(取决于精确的环境)，导致实质上的不确定。

因此，并且鉴于一些欧洲国家内，由所有者使用的住宅的高比例和逐渐加大的相

关性，欧统局制定了所谓分层方法，作为最佳手段。

分层方法使用被租赁住宅的真实租金，来得到多处住宅的租价估值。应用广泛的

基本原则来为指定所有者使用的房产推算租价，这与在市场租赁部门为类似房产支付

的租金相同。

该方法基于两类要素：

 • 对多种住房层级或类型的住宅进行分类或细分

 • 关于各层级支付的实际租金的信息

需要进行住宅分层以便获得可靠估值并纳入适当的相对价格差异。随后，各层级

的平均实际租金适用于该特定层级的所有住房。
资料来源：世界旅游组织

(2010年b)。

6.60. 分时度假的情况稍有不同:分时度假住房的“所有者”有权在特定

(10、20或更长)或无限期的年份中的每一年(或根据已确定的其他频率)的一段

有限时间(通常是一周或几周)反复使用住宿单位(确定的一个，或这种单位组

合中的一个)。可通过契约或其他任何类型的合同授予这一权利，在这种情况

下，合同往往未授予对实体资产的所有权。

6.61. “分时度假”一词涵盖了渐次变化的安排，从提前预支付未来的度

假到不动产投资安排，各国的情况各异，高度依赖于现有的法律和税收制度。

http://www.abs.gov.au/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
http://www.unece.org/fileadmin/DAM/stats/documents/ece/ces/ge.20/2010/15.e.pdf
http://www.unece.org/fileadmin/DAM/stats/documents/ece/ces/ge.20/2010/15.e.pdf


156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编制指南

6.62. 简单来讲，存在三种主要的安排类型：(a) 契约所有权，(b) “使用

权”类型的所有权，和(c)会员制；情况大体相同：首付和年费，包括(a) 年
度管理费，(b) 年度维护费，(c) 房产税，(d) 保险和(e) 用于大型修理和房

产翻新的临时费用(具体评估)。

6.63. 与度假屋数量相比，更容易确定分时度假单位的数量。这是因为通

常有专门实体负责管理租赁，因此能够报告实际出租的有偿单位的数量。

方框6.8
分时度假和度假屋服务费用估值：埃及的例子

在埃及旅游局分时度假部的协助下进行了两项调查：一项调查关注有分时度假单位的

旅游村庄，以期探究平均估计租价和使用天数，另一项则涉及经营这种单位的分时度

假企业的样本，以获得关于受益者为使用分时度假设施(例如被服和清洗服务)支付的

年费的信息。

对于度假房屋和供出租的公寓来说，通过中央公众动员和统计局开展的住户收

入、开支和消费的调查(用于计算各种单位的数量)，可以推算出使用时长和平均租

金。
资料来源：埃及旅游部 

(2011年)。

C. 饮食服务提供商

6.64. 饮食是游客的重要消费项目。实际上，许多国家正在不断促进食品

旅游，葡萄酒旅游和其他基于当地烹调的旅游产品。即使没有这种旅游产品，

游客，特别是过夜游客，通常将食物和/或饮料消费作为其逗留期间的重要方

面。

6.65. 在《国际标准行业分类》中，饮食供应被列在第5610(“餐厅和流动

食品服务活动”)、5629(“其他食品服务活动”)和5630(“饮料招待活动”)

分类。但重要的其他行业的实例包含宾馆和类似的住宿服务提供商，对它们来

说，饮食供应尽管是次要的，但又是非常重要的活动。住宿(和其他相关)基层

单位调查需要查明那些与饮食供应有关的企业的经济活动。这些信息在编制 

《旅游卫星账户》时至关重要。

6.66. 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一些饮食服务提供商未被纳入上文提及

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类别，包括工厂餐厅(不太可能向游客供应膳食)和销

售现成食品的超市(可能也向游客供应膳食)。显然，膳食批发供应者也未被纳

入，因为它们不是直接面向游客的提供商。

6.67. 在私人家中或其他地方(例如，野餐)由亲友提供的饮食也被排除在

任何饮食服务经济分析之外。

6.68. 没有饮食提供商的国际标准分类。各国不妨视情况制订自己的饮食

提供商分类体系。例如，在一些国家，街边摊点或茶馆是非常重要的饮食提供

商，而在另一些国家则不是这样，或其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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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9. 被设计用于收集正规饮食提供商(例如餐厅)数据的调查可以基于商

业登记，登记通常由国家统计局维护，可能结合了行业协会或许可主管部门成

员列表。至于较不正规的饮食提供商(例如家庭经营的街边小摊)，要查明和获

得它们的数据是更艰难的挑战。但是，在其大量存在的国家，至关重要的是应

调查所有潜在来源(公共和私人)。另一方面，即使经确认和访谈，从这些较不

正规的企业得到的数据的质量是存在疑问的。在某些情况下，企业经营者实际

上没有优质数据，或者可能不愿向政府机构提供数据，可能是担心纳税。在万

不得已时，可能需要通过估计这些提供商的数量、销售额及其消费者中游客的

比例，来简单估计这些提供商所供应的饮食的价值。

6.70. 关于这类提供商，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它们的活动是属于零售行业

还是饮食服务行业。可以根据提供的食物是由销售方(企业)准备(在这种情况

下，提供商属于饮食服务业)还是并非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提供商属于零售行

业)来确定。

6.71. 需要的数据类型是通常由国家统计局为国民账户(包括旅游卫星账

户)目的针对所有行业正常收集的数据。上文第6.6段指出了这一点，此处不再

进一步讨论。但是，一些国家可能需要额外活动数据，与住宿基层单位收集的

数据类似。

6.72.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6.40段)指出，与正规和有组织生产

者有关的某些补充性非货币信息可能会引起兴趣：

有座位的餐馆：

• 每次招待可容纳的客人总数

• 桌数

• 座位数

• 每日可招待的餐数

• 实际招待的餐数

外卖店：

• 每日可招待的餐数

• 实际招待的餐数

酒吧和夜总会

• 顾客数

• 实际招待的饮料数

6.73. 其他引起兴趣的非货币指标是按职业分列的雇员数量，按地点和规

模分列的基层单位数量。可以通过在正常经济活动调查中纳入额外问题或面向

这些基层单位进行仅集中于这些数据项目的单独抽样调查来获得这些数据。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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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 虽然饮食招待服务被视为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旅游产品，不应忘记的

是，这种情况与住宿服务的情况相反，非旅客消费了供应的很大一部分份额。

此外，根据地点(例如旅游热点地区和其他无人访问的地区)、提供的食物类型

和服务质量的不同，份额差异巨大。

6.75. 因此，肯定有一些关于饮食服务供应总量中由游客消费的份额的可

用近似值类型。

方框6.9
阿曼的饮食服务例子

阿曼进行了一项尝试，请有组织餐厅和其他饮食服务提供商估算其顾客中非本地居民

的比例的近似值。这些数据被适当加权，经修订和评论，提供了初步的估值，与基于

供需比较的最后结果差异不大。

资料来源：阿曼国家统计和信

息中心(2013年)。

D. 运输服务提供商

6.76. 运输是旅游业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定义，从一个地方(惯常

环境)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惯常环境以外)是确认旅游活动的必要标准。游客的

大多数运输活动由运输或相关企业提供，但不是全部：游客可能用自己的交通

工具出行，或借助亲友提供的私人交通工具(例如摩托车/自行车、飞机或船)。

游客甚至会步行前往目的地(不常见)或骑马或用其他非机械化工具出行。

6.77. 在《国际标准行业分类》中，与提供运输服务有关的行业被归类

在下列类别：4911(“乘客铁路运输，城市间)，4922(“其他乘客陆运”)， 

5011(“海上和沿海乘客水运”)，5021(“内陆水域乘客运输”)，5110(“乘客

空运”)和7710(“汽车租赁”)。因为《国际标准行业分类》中的其他运输行

业类别与货运有关，所以此处未涉及。

6.78. 重要的是要区分前往/来自目的地的运输和在目的地内部的运输。这

两种运输类型差异很大，在旅游分析视角背景下被视为不同类型。在前往/来自

目的地的运输案例中，重要的是要确认运输提供商的所在地。这影响了如何处

理运输支出。这种支出可被纳入国内、入境或出境旅游，或可以排除在上述旅

游之外。目的地内部的运输就没有这一问题，因为这种运输类型的提供商通常

(虽然不是所有，但这种情况正逐渐增加)是所涉经济体的居民。

6.79. 应注意到，第4911分类(“乘客铁路运输，城市间)仅包括长距离旅

行。可以是国际或国外运输，通常涉及前往或来自目的地或可能在目的地之间

迁移的游客。但是，上文第6.77段列出的其他《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类别可以

包含长途和短途旅行，包括在目的地内来来往往。要了解这些类别包含的运输

类型的详情，读者可查阅《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四次修订。

6.80. 一些运输形式可能是企业提供的次要活动，但这在大多数国家并不

常见。更重要的问题是将运输纳入套餐计划，往往是多个套餐计划的主要组成

file:///F:\un\2015\1507\UN15408 <65C5><6E38>\<300A><56FD><9645><6807><51C6><884C><4E1A><5206><7C7B><300B><7B2C>4<7248>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dntransfer.asp%3ff=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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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游客开支调查必须致力于查明套餐计划中的运输(和其他)部分，然而这

很困难，可能需要估计或模型。

6.81. 许多国家的运输提供商的数量相对较少，特别是长途运输提供商。

这种商业运输活动大部分是由易于查明的和被纳入国家商业登记的企业提供

的。至于长途运输，通常有着相对较小的非正规部门。但是，对于短途运输，

例如城市内部的运输，公共运输可能被大量小型经营者主宰。一些经营者可能

仅运营一辆车辆，它们的业务是家庭经营的。在许多国家，运输提供商被高度

监管，出于调查目的，很容易从官方登记部门查明这些提供商。但是，在其他

国家，监管可能很不充分，这些运输提供商实际上在非正规部门运营。在这种

情况下，需要基于对这种车辆的总数、搭载的乘客总数和这些乘客中游客的比

例的估计来对其活动做出估计。

6.82. 航空运输提供商的数量相对较少，在一些情况下，会对数据保密性

构成挑战。例如，如果仅有两个或三个航空服务提供商，所涉企业可能不愿意

提供数据，因为它们担心公开结果会导致数据被认出，即使是结果仅公布在汇

总表格中。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公布前混合其他运输模式的数据，例如，将

空运数据与陆运数据混合。这显然会降低数据价值；但是，这种方法仍是必要

的。

6.83. 需要的数据类型是通常由国家统计局为国民账户(包括旅游卫星账

户)目的针对所有行业正常收集的数据。上文第6.6和第6.70段已指出了这一

点，此处不再进一步讨论。但是，一些国家可能需要额外活动数据，与住宿和

饮食基层单位收集的数据类似，例如，车辆数量和运力利用率，搭载乘客数和

租赁车辆数和租赁时长。《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6.45段)叙述了这些

数据项目：

• 长途公交：

 –公路车辆/空运飞机和水运船舶的数量

 –可用座位数量

 –所运乘客数

 –运力利用率

 –运行的乘客公里/英里数

• 车辆租赁：

 –不配驾驶员且可供出租的车辆(小汽车、货车、大篷车、船、游艇等)

数量

 –在特定期间(月、年)内可供出租的车日数

 –实际出租的车日数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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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 可以通过在正常经济活动调查中纳入额外问题或面向这些基层单位

进行仅集中于这些数据项目的单独抽样调查来获得这些数据。

6.85. 因为计量向游客供应的乘客运输服务需要对各种运输模式进行专门

和单独的研究，下文将更详细地讨论各种模式。

D.1. 乘客空运

6.86. 提供空运服务的公司通常是组织良好的大型公司，是公共主管机构

的特别管制对象。通常，国内航班运营与国际运营分开记录。

6.87. 由于航空公司实际上往往提供乘客和货物运输，因而在旅游统计方

面造成困难。即使是同一架次航班也会同时有客运和货运。因此，区分乘客运

输服务供应和货运是艰难的任务。但是，如果统计分析的额外目标是为旅游业

增加值计量提供良好的近似值，完成此任务是必要的。

6.88. 也可由属于其他行业的单位为公众提供乘客空运服务，不过这通常

适用于包机航班。例如，旅游经营者也许在同一公司经营自己的包机。在收集

信息时应被纳入，因为它们专门为游客服务。

6.89. 大型私人公司也可能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可以用于主管人员旅

行。与在住宿方面提出的建议类似，在这种情况下，应估算旅行开支。

6.90. 在叙述入境和出境旅游支出时已指出，因为存在联运和代码共享，

无法从游客(也就是需求方)获得关于国际航班提供的空运服务的费用的一些必

要信息，因此，需要用供应方信息对此进行估算(见第4.25至4.32段)。

6.91. 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这不仅是旅游统计问题。在编制国民账户(提

供和使用与乘客空运相对应的产品)和国际收支的乘客运输项目时完全需要做

出相同的处理。应寻求唯一解决方案，应在不同的编制团队之间开展这方面的

讨论。

6.92. 航空公司本身，或通常管理机场的国家机构，应有能力提供来源

地–目的地框架内的乘客迁移信息。然而，应加以注意，以确保适当考虑乘客

转运。在枢纽机场，这点极其重要，因为乘客可能搭乘国内或国际航班到达该

机场，但实际上是要在此转机前往位于其他国家或本国其他地区的最终目的

地。

D.2. 乘客铁路运输(除观光外)

6.93. 乘客铁路运输与乘客空运有着一些类似的特征。往往由同时提供货

运(不过通常不是在同一列火车上)的单一企业或少数几家企业提供服务。与空

运相比，铁路运输往往被广泛用于人们惯常环境内部的迁移，因此，不论何

时，都有必要区分长途铁路运输(在这种情况下，惯常环境内部的迁移不那么

频繁)和短途或城郊铁路运输(其主要功能是通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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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 对于在不同国家之间经营的跨国企业来说，国际运输也很常见。在

这种情况下，亦应通过国际收支和国民账户编制者之间的合作进程，应用国际

收支方面的建议。

6.95. 因为铁路企业通常开展抽样调查以对其客户进行市场研究，与其开

展某些形式的合作可能是有用的，能够查明通勤和常客的重要性，可以建立全

面(或更进一步，关于铁路网络特定线段的)旅游份额表。

6.96. 非货币指标可以包括国内目的地之间运送的乘客数和乘客公里数。

对于国际目的地和出发地来说，也可生成相同类型的信息。

D.3. 乘客水运(除观光外)

6.97. 地方环境强烈影响乘客水运提供的途径。提供商可以是组织良好的

大型企业，在国家和地区间提供海上、河上或湖上的轮渡服务，也可以是个人

提供的小型非正规运输形式，通常是短途运输。其中也包括旅游本身是行程目

的的运输，例如驾游艇和邮轮巡航，可能发生在河上、湖上或海上，也可能在

国家领土内或国际环行。

6.98. 对于专门从事从一个港口至另一个港口(但不是邮轮巡航)的运输的

组织良好的大型企业来说，收集关于在不同港口之间运送的乘客的信息应该相

对容易。在轮渡案例中，也有必要纳入与所运车辆有关的信息；例如，就游客

使用的车辆来说，轮渡费用(包括车辆运输费)应被纳入旅游开支。

6.99. 在这种情况下，计算旅游份额是有意义的。上文提及的企业可以通

过提供相关信息来估算旅游份额。

6.100. 关于邮轮公司，在所涉国家内部或是在国外提供服务不是主要问

题。其提供的服务本身不是运输服务，而是服务组合，也就是不同产品的“套

餐”，包括运输、住宿、饮食招待服务和休闲。运输可被认为是重要的，因为

邮轮乘客可能在一些感兴趣的地方停留，进行专门旅行；但是，没有与此产品

有关的专门收入，因为无法将其从与其混合的其他产品中区分。

6.101. 关于游艇，可以通过游艇租金或驾船者的服务费来估算服务销售

额。此外，在已建成港口使用停泊位通常也会产生服务费。如果这种活动很重

要，各国应单独研究与这种运输类型有关的费用类型。

6.102. 在许多国家，重要的水运活动在河上、湖上或海上进行，由许多

非常小的提供单位运营，其中的一些单位专门运送游客，其他单位则运送当地

人，为其日常活动服务。最好在地方一级计量这种活动。在每一种情况下，取

决于这些单位的一些组织类型是否存在(例如，与地方旅游中介的联系)，可以

估计这些生产者的数量，推算平均活动。通常，在应谨慎审视其活动的可能的

季节性到来前估计年度数据。可能存在以下情况，因为这种生产单位的重要性

有限，其未被视为具有旅游特征。然而，在研究其相对重要性之后，有必要审

查特定国家的旅游特色活动的列表，以便有可能将这些单位纳入该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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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乘客陆运(除铁路和观光外)

6.103. 乘客陆运可分为不同类别：

• 定期长途运输(国内或国际)

• 不定期长途运输(国内或国际)

• 定期城市和城郊陆运

• 不定期城市和城郊陆运

• 出租车服务

6.104. 通常，只有乘客长途陆运才被视为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旅游特色活

动。然而，其他直接面向游客的乘客陆运活动，虽然不具有国际可比性，但在

当地仍然很重要，因此，需要详细叙述。

6.105. 定期和不定期长途陆运通常由有组织的企业提供，这些企业应能

够提供(在符合保密性要求的情况下)关于产出、所运送人数和运输成本(包括

雇用和资本投资)的详细信息。

6.106. 对定期线路来说，一些旅客可能不是游客，这尤其取决于如何定

义长途运输。就大部分不定期服务来说，所有产出应与游客运输相对应，除非

这些活动是提供给季节性工人或其他类型的短期工人等群体。

6.107. 此外，针对国际路线运输的统计处理应遵从国际收支的建议，进

行计算时应与国际收支编制团队协调配合，以便使该产品归类为入境、出境或

国内旅游开支。

D.5. 没有操作者的车辆租赁

6.108. 没有操作者的车辆租赁包括小汽车，但也包括船只、游艇、面包

车和大篷车等。

6.109. 没有操作者的车辆主要被商务旅行和为休闲目的出行的游客使

用，该项目中的隐含旅游份额通常较高。因此，从服务提供商处收集信息是有

意义的，可以提供关于游客支出的不错的初步近似值。然而，也可以由游客自

己提供这些信息(见第四章)。

6.110. 除了关于收入和运营成本的信息外，车辆租赁运营者可以提供引

起兴趣的非货币指标，例如：

• 可供租赁的车辆数

• 可用的车日数(按月计算)和已租出的车日数(全部或按相应车辆类型)

• 顾客类型，使用的产品

• 所租的车辆和收入中旅游的份额(如果可能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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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 通过水运、铁路或陆运提供的观光服务

6.111. 观光被视为一种典型的旅游活动。然而，也可以少量提供给某地

居民，特别是居民在该地招待亲友时。因为这些居民不纳入旅游活动，需要进

行估计以将他/她们的观光活动排除在旅游活动外。

6.112. 观光往往由有组织的企业提供，这些企业通常与旅行社或其他预

订机构有关联。

E. 旅行社和预订机构

6.113. 旅行社是可能最依赖于旅游需求的旅游相关行业之一。一些国家

的普遍情况是，旅行社产出中超过95%以上由游客消费。与这一水平接近的仅

有住宿服务和乘客空运。但是，旅行社服务的开支并不一定占游客总支出的大

部分。这是因为许多游客不使用旅行社服务，直接向航空公司或宾馆等提供商

预订。

6.114. 旅行社向游客销售的“产品”是复合物。由旅行社佣金和实际旅

行服务费(通常是住宿和/或出行)组成，在游客消费的所有服务中，这种服务是

独一无二的。如果游客购买套餐，会在产品上增加第三个部分，也就是旅游经

营者的佣金。《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六章D.4节全面阐述了这种复杂

性。

6.115. 该部门被包括在《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7911(“旅行社活动”)、 

7912(“旅游经营者活动”)和7990(“其他预订服务和相关服务”)分类中。在

某些方面，这是非常异质化的“行业”，因为其包括一些截然不同的商业活

动。例如，除了旅行社的典型活动外，还包括：剧院门票预订服务，分时度假

交易服务，提供旅行信息和导游活动，以及旅游经营者设计套餐并直接销售或

通过旅行社销售的活动。与典型旅行社相比，这些类别内的一些部分的产出

中，非游客消费的比例可能更高。

6.116. 因为游客购买了产品的多个不同部分，在对此部门进行正常经济

调查时，有必要确保问题足够详细，以使所有活动分解为与各个部分有关的细

分。出于常规国民账户目的。并不要求这种细节，但在旅游经济分析(包括建

立旅游卫星账户)时，需要这些细节。

6.117. 除了标准经济数据外(尽管比其他部门更详细)，收集其他指标，

包括套餐和非套餐旅行的数目，也是有用的。《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 

(第6.54段)详述如下：

• 国内旅行

 –非套餐旅行

 –国内套餐

• 国际旅行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67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68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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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套餐入境行

 –非套餐出境行

6.118. 在欧洲联盟《旅游卫星账户》中。欧统局广泛叙述了国民账户和

旅游卫星账户中针对旅行社和旅游经营者的不同处理方式。鼓励对此主题感兴

趣的人查阅欧统局出版物的相关章节，其中包括了一些说明性的数字例证和各

国用于旅行社调查的问卷模板。这些差异主要是由于国民账户和旅游卫星账户

有着不同的估价标准，“净估价”概念(旅游卫星账户)把中介盈利从所提供的

服务费用中独立出来。旅行社服务和套餐游的净估价是旅游卫星账户的特定方

法之一，意味着将消费和生产分配给实际消费的产品而不是完全归为旅游经营

者服务。

6.119. 在调查中，旅行社和其他预订服务提供商不仅提供关于其自身活

动的信息，也会提供其作为中介所经营的活动的信息，例如运输(主要是空运

和铁路运输，有时也有陆运)，集体住宿，套餐游，及演出、博物馆和体育赛

事的入场券。

6.120. 这些信息也许是非常有用的辅助数据，长期来看，由于想要自己

安排行程的旅客越来越多地使用互联网，旅行社作为中介的重要性降低，这些

信息会提高旅行社的重要性。

F. 其他非旅游行业

F.1. 手工艺品生产和交易

6.121. 第5.37段提到，在许多国家，无法在《产品总分类》第二版中查明

某些或全部手工艺品，其生产也与《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四次修订中的任何

具体生产进程无关。然而，在许多国家，游客在这类商品上的消费总额巨大。

方框6.10
手工艺品生产和交易

手工艺品主要被个人购买，留作自用或作为礼物。另外：

 • 居民在其生活的惯常环境之内购买手工艺品作为即将到来的出国旅游(或在本国旅
游)的礼物，被视为国内旅游开支的一部分。这些购买行为主要发生在买主居住地

附近(不一定是手工艺品生产地)的手工艺品商店。

 • 居民在其生活的惯常环境之外购买手工艺品，留作自用或作为即将到来的出国旅
游(或在本国旅游)的礼物。这被视为国内旅游开支的一部分。这些购买行为主要

发生在居民(出于旅游目的)前往生产区域直接从生产者或产地附近的商人购买。

 • 非居民(无论其在旅游统计中是否被视为游客)在生产国逗留期间购买手工艺品可

能会构成入境旅游支出的一部分，这取决于该旅客是否被归类为游客。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cpc-2.asp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dntransfer.asp?f=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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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些购买手工艺品的行为不构成旅游支出，也就是指：

 • 居民在其生活的惯常环境之内购买手工艺品留作自用不构成旅游支出。这会被纳

入居民家庭的最终消费，而不是被纳入旅游最终消费。这些购买行为主要发生在

买主居住地附近(不一定是手工艺品生产地)的手工艺品商店。

 • 企业出于自用目的(装饰品，或有用物件，例如餐厅和宾馆购买家具和餐具)购买
手工艺品不构成旅游支出。不过，如果这些企业参与旅游特色活动，在更广泛和

更精确地计量与旅游有关的需求时可以考虑纳入这些购买行为。

 • 商人为出口做出的购买行为或者艺术家或艺术家协会直接出口不构成旅游支出的

一部分。

总之，不是所有购买手工艺品的行为都对应于旅游消费，另外，家庭购买手工艺

品并不都构成旅游支出。因此，需要对手工艺品生产和旅游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稍详

细的分析。这意味着，如果旅客购买的全部产品属于旅游消费的一部分，应努力调节

供应和需求方对这种消费的监测。

F.2. 会展行业

6.122. 对游客出行来说，参加会议/大会/代表大会成为日益重要的目的。

6.123. 会议/大会/代表大会由经济体各层面的企业主办。企业可以为自己

的雇员举办这类活动。私人和公共机构可以为自己的雇员或其他人举办这类活

动。会员制、专业和政治组织可以为其会员召开这类活动。教育机构也可以召

开这类活动。简而言之，属于经济体任何部门的任何组织都可参与这种类型的

活动。

6.124. 直到最近，没有专门尝试区分此现象或估计与举办这些会议有关

的收益和收入。旅游业对询问举办这些会议的活动性质感兴趣，因为对于前往

其惯常环境以外的参与者来说，参加会议被视为旅游活动(《2008年国际旅游

统计建议》第3.20段)。但是，这种活动与旅游业的密切关系并不意味着会展行

业具备旅游行业的资格。事实上，其特色产出基本上不是由游客消费的，而是

主要由会议的召集方消费，由它们在这类活动上为参与者提供服务。

6.125. 有必要在国际产品和活动分类中确认这种活动并为其建立条目，

以便能够确定所提供服务的性质以及应如何对其进行计量。在《国际标准行业

分类》第四次修订中，这种活动目前被归类在第823组(“会议和商品展览的组

织”)和第8231分类(“会议组织”)。所提供的服务被归类在《产品总分类》

第二版第85961子类(“会议协助和组织服务”)中。

6.126. 如果通过会议/大会/代表大会等途径促使游客流入对于国家或地点

具有重要性，鼓励单独分析这一类游客及其消费。

6.127. 应指出的是，许多与会展有关的活动在会展行业之外进行。例

如，一个商业组织可能在其总公司举行会议，召集其全国各分支的雇员。这些

雇员在参会期间的消费被视为旅游消费，但不会在会议行业调查时计入。由于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37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37
http://infoshare.unwto.org/stat/lb_docs/unstats.un.org/unsd/cr/downloads/ISIC_Rev_4_publication.zip
http://infoshare.unwto.org/stat/lb_docs/unstats.un.org/unsd/cr/downloads/ISIC_Rev_4_publication.zip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cpc-2.asp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cpc-2.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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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这类活动，制订与会展行业有关的旅游卫星账户的同等账户是有用的(例

如，会议卫星账户)。

方框6.11
会展行业

世旅组织通过传播以下两份文件向会展行业宣传某些概念和统计方面的方法：

 • 计量会展产业的经济重要性：扩展旅游卫星账户

 • “全球会展倡议”：

-“基本概念和定义”(第1卷)

-“确认旅游和会展行业之间的关联：案例研究”(第2卷)

-“试点国数据计划”(第3卷)

研究的目的是分析能否和如何修改旅游卫星账户概念性框架，用于计量会展行

业。这一研究的具体目标是提供对国际会展行业的认识，特别关注计量该行业的经济

重要性。资料来源：世界旅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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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计量旅游行业的就业

本章结构如下：首先是简要导言，然后介绍与职位和雇员以及劳动力有关的主

要概念和定义，讨论如何适当区分“旅游行业的就业”和“旅游就业”(B节)。 

C节讨论计量作为劳动需求和供应的就业；D节详细叙述就业的特征；包括主

要国际分类和关键变量；E节探讨计量就业所用数据的主要来源。最后一节审

查收集涉及具体就业问题(例如非正规就业、职业、就业状态和报酬)的数据的

方法。

A. 导言

7.1. 关于就业的信息在分析任何行业时都非常重要，在旅游业中，这类

信息具有特别意义，因为旅游业的重要性不断增长。关于旅游行业内就业的信

息是必要的，以便政府和部门分析和了解基本动态(包括雇员类型、年龄、性

别、教育程度和文化等)，通过教育和培训促进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通过评

价劳动结构和工作条件来评价劳动成本并提升职业前景。

7.2. 但是，应认识到，一般来说，对旅游业内的工作了解得不多，这是

因为旅游行业就业数据未被适当区分和识别，也没有被充分编制。因此，仅有

少数国家编制了关于旅游行业就业的有意义统计数据。35

7.3.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七章向用户提供了关于旅游行业就

业人员劳动情况的数量和质量性质的广泛问题的回答。

7.4.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七章从劳动和行业数据的角度(而不

是从国民账户角度)，叙述了旅游行业就业的概念、定义、基本类别和指标。

B. 概念和定义

B.1. 职位和雇员

7.5. 一般而言，有工作的人被视为就业者，是经济活动人口的一部分。

7.6. 《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第19.30段)明确指出：

—个人可能为多个雇主工作，或者在为多个雇主工作的同时还作为

自雇者为自己工作，故其有可能拥有一种以上收入来源。雇主和雇

员之间的协议被定义为一个职位，与此同时，每一个自雇者也是一

个职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看，一些雇员拥有一个以上职位这一

 35 关于在计量旅游行业的就业

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各国

在收集有意义的和全面的就

业统计数据时的最佳做法的

更多信息，请见世界旅游

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2014
年)，《计量旅游行业的就

业：最佳做法指南》，马

德里，可在线查阅：http://
statistics.unwto.org/en/project/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 tourism- ilo-unwto-
joint-project(28-10-2014)。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72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72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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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会使经济体所包含的职位数目超出其雇员数目。拥有多个职位

的个体可能在一周的某些时间里从事一份工作，而在其余时间里从

事另一份工作，或者是同时从事两份工作(白天从事一份工作，晚上

从事另一份工作)。也存在一个职位由两人共同承担的情况。

7.7. “雇员”是国际就业状况分类中的主要组别之一。36

《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第19.20段)称：雇员是指按合约要求为一

个常住机构单位工作并获得雇员报酬的人。国民账户体系中将这类

报酬记录为雇员报酬。当雇主和某人签署合约后，就出现了雇主-雇

员关系，合约是由双方自愿签订的，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雇员为

雇主工作可获得相应的实物报酬或现金报酬。雇主无需向任何官方

机构披露雇员申请职位的合约。

B.2. 劳动力

7.8.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制订和维护与劳动力有关的相关标

准。37 劳工组织的标准载于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届会上通过的决议中。

7.9.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就业和劳动利用不充分统计的决

议》：工作包括任何性别和年龄的人为了提供产品或服务供自己或他人的使用

而从事的任何活动。

(一) 对工作的定义，与其正式或非正式以及该活动的合法性无关。

(二)  工作不包括非产品生产和服务的活动(如乞讨和偷窃)、自我护

理(如个人梳洗和卫生)和无法由他人代替自己完成的活动(如

睡觉、学习和为自己的娱乐活动)。

方框7.1
劳工组织对工作的定义

第十九届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通过的《关于工作、就业和劳动利用不充分统计的决

议》(第1段)定义了工作的统计概念供参考，并为以下情况规定了操作的概念、定义

和指导原则：

(a) 明确的工作活动子类，即工作形式；

(b) 根据劳动力状态和主要工作形式划分的相关人口分类；

(c) 劳动利用不充分的测量。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2013年b)。

7.10. 工作的概念同《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所定义的一般生产范围和经

济单位的概念是一致的，经济单位可分为：

(a) 市场单位(即公司、准公司和住户中的非法人企业)；

(b) 非市场单位(即政府和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和

36 国际劳工组织(1993年a)， 

“关于国际就业状况分类

的决议”(《就业状况分

类-93》)，第十五届国际

劳工统计学家会议，日内

瓦，1993年1月19日至28日，

可在线查阅http://www.ilo.org/
global/statistics-and-databases/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resolutions- adopted- b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f- l ab ou r- s t at i s t i c i ans /
WCMS_087562/lang- - en/
index.htm(30- 05- 2014)和
http://www.ilo.org/global/
statist ics- and- databases/
statistics-overview-and-topics/
status-in-employment/current-
guidelines/lang--en/index.
htm(30-05-2014)。

37 在这方面，“关于国际就业

状况分类的决议”代替了

第十三届国际劳工统计学

家会议(1982年10月)通过的 

“关于经济活动人口、就

业、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统

计的决议”和第十八届会

议(2008年)通过的对该决议

第5段的修正案；第十六届

国际劳工统计大会(1998年
10月)通过的“关于测量不

充分就业和不适当的就业状

况的决议”，以及该次大会

通过的关于《长期缺勤人员

的就业和失业统计处理的指

导原则》；和第十四届大会

(1987年)通过的《关于就业

促进项目对就业和失业测量

的影响的指导原则》。

http://www.ilo.org/global/statistics-and-databases/meetings-and-events/international-conference-of-labour-statisticians/19/WCMS_230304/lang--en/index.htm
http://www.ilo.org/global/statistics-and-databases/meetings-and-events/international-conference-of-labour-statisticians/19/WCMS_230304/lang--en/index.htm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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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为自身最终使用而进行生产和提供服务的住户。工作可以由任何形式

的经济单位来完成。

方框7.2
工作和《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

为实现不同的目标，有五种互不兼容的工作形式可单独进行测量。这些工作形式依其

生产目的(为自身最终使用；或为他人，即其他经济单位使用)和交易性质(即货币或

非货币交易和转让)为基础进行区分，有以下工作形式：

(a) 自给性工作，包括为自身最终使用而进行的生产和服务；

(b) 就业工作，包括为获得报酬或收益而为他人进行的工作；

(c) 无酬受训工作，包括为获得工作经验或技能而为他人从事的无酬工作；

(d) 志愿性工作，包括为他人从事的无酬的非强制性工作；

(e) 其他工作活动(该决议未定义)。

“其他工作活动”，包括囚犯按照法院或类似权力机关命令所从事的无酬社区服

务和工作，以及无酬的军事或替代性民事服务等，这些活动可能被当成一种特殊的工

作形式来测量(例如，为他人从事无偿的强制性工作)。

对不同工作形式的统计会使用不同的计量单位。收集和报告相关数据的三种基本

单位是人、职位或工作活动、时间单位：

(a) 人是对从事各种工作形式的人口进行统计的基本单位；

(b)  职位或工作活动是指由某一个人为某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执行或将要执行的一系

列任务和职责：

(一)  职位一词，一般与就业相联系。人们可以有一个或几个职位。自雇者的职

位与其拥有或共同拥有的经济单位一样多，而与其客户的数量无关。在同

时拥有多个职位的情况下，主要职位是通常工作时间最长的那个职位，而

通常工作时间是按照工作时间的国际统计标准定义的；

(二)  这一统计单位，涉及自给性工作、无酬受训工作和志愿性工作时，是指工

作活动；

(c)  时间单位，用于对各种工作方式或任何混合工作方式的工作量进行统计。这种单

位可以是若干分钟或小时，也可是若干个半天、数日、数周或数月。

可根据人们在短参照期(七天或一周)内的劳动力状态，对人员进行分类：

(a) 就业；

(b) 失业；或者

(c) 非劳动力；和在这些人中的潜在劳动力。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2013年b)。

7.11. 人们可以同时或连续地从事一种或多种形式的工作，即可从事就业

工作、志愿性工作、无酬受训工作和(或)自给性工作，或多种形式相组合的工

作。

7.12. 自用产品生产工作、就业工作、无酬受训工作、部分志愿性工作

和“其他工作活动”构成了在《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生产范围内编制国民生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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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账户的基础。自给性服务和志愿性工作的其余部分使国民生产账户完整，也

就是说，不在《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的生产范围之内，但在一般生产范围以

内(见图7.1)。

图7.1
工作形式与《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a

生产目的
为自身 
最终使用 供他人使用

工作形式 自给性工作 就业

(为报酬或

利润工作)

无酬受

训工作

其他工

作活动

志愿性工作

服务 产品 在市场或 

非市场单位

在本户生产

产品 服务

与《2008年
国民账户体

系》的关系

在《国民账户体系》生产范围内的活动

在《国民账户体系》一般生产范围内的活动

a  包括为他人从事的无酬义务劳动。

7.13. 认定了哪种工作形式属于就业也就确定了劳动力统计的参考范围。

劳动力的概念是指为获取报酬或利润而进行生产和服务的当前劳动供给。

方框7.3
认定非劳动力人员

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的总和等于劳动力。

非劳动力人员是那些在短参照期(七天或一周)内既没就业也未失业的工作年龄人

口。
资料来源：欧洲联盟统计局

(2010年)，第11.17至11.19段。

7.14. 就业人员是指那些在某一短参照期内，为获取报酬或收益而从事任

何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活动的工作年龄人员。38 他们包括：

(a) “正在工作”的就业人员，即在某一职位上工作至少一小时的人；

(b)  “不在工作”的就业人员，即由于暂时缺勤或工作时间的安排(如轮

班工作、弹性工作时间和加班补休)而暂未工作的人。另见下文C.3
节。

“为获得报酬或收益”，按最新的涉及就业相关收入的国际统计标准规

定，是指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完成工作，根据工作时间或工作完成情况以工资或

薪金的形式获取报酬，或通过市场交易从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中获取收益的形

式获得报酬：38

(a)  它包括现金或实物类的报酬，不管实际上收到还是没收到，也可能包

括额外的现金或实物收入；

38 见第十六届国际劳工统计

学家会议(1998年)通过的 

“关于计量就业相关收入

的决议”，日内瓦，1998年
10月6日至15日，可在线查

阅:http://www.ilo.org/global/
statist ics- and- databases/
standards-and-guidelines/
resolut ions- adopted- by-
international-conferences-
of- l ab ou r- s t at i s t i c i ans /
WCMS_087490/lang- - en/
index.htm (30-05-2014)。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
http://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3859598/5925693/KS-02-13-269-EN.PDF/44cd9d01-bc64-40e5-bd40-d17df0c69334?version=1.0#page=340
http://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3859598/5925693/KS-02-13-269-EN.PDF/44cd9d01-bc64-40e5-bd40-d17df0c69334?version=1.0#page=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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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这种报酬可以直接支付给从事工作的人，也可间接地支付给住户或家

庭成员。

7.15. 失业人员，是指所有在特定的最近一段时期没有就业，正在寻求就

业，一旦获得就业机会就马上能够开始工作的工作年龄人口，在这里：

(a) “没有就业”，是依据对短参照期内的就业测量做出的评价；

(b)  “寻求就业”，是指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即最近的四周或一个月，为

求职或做生意或开设农业企业所进行的任何活动。这些活动也包括在

国内外寻求非全职的、非正规的、临时的、季节性的或零散的就业。

7.16.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7.8至7.11段)指出，一个人在特定

基准期内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职位，而其中所有或某些职位可能是属于旅

游行业的，或者没有任何职位是属于旅游行业的。方框7.4也阐明了职位和就业

人员的概念的区别。

方框7.4
职位和就业

职位与就业在概念上的区别如下：

 • 职位包括同一个人的第二个、第三个(或更多个)职位。一个人的第二个、第三个

(或更多个)职位可以是在参照期内(通常为一周)一个接一个地连续，或者，也有

人同时从事多份工作，白天从事一份工作，晚上从事另一份工作。

 • 另一方面，职位不包括暂时未上班但同时也未辞职的人，例如“保证返岗工作或

约定返岗日期”。雇主和离岗或离职受训的人之间的这种非正式约定不被计算为

职位。
资料来源：欧洲联盟统计局

(2010年)，第11.23段。

7.17. 就业人员和职位之间的区别产生了旅游行业就业的三种计量，即计

算如下数目：

• 任何职位涉及旅游行业的就业人员

• 主要职位涉及旅游行业的就业人员

• 旅游行业内的职位

7.18. 方框7.5介绍了计量“主要职位”和“其他职位”的实例。

7.19. 就业状态是指经济活动人士就其职位与其他人或组织签订的明示或

默认合同的类型。用于确定分类组别的基本标准是经济风险类型，该要素是指

人员和职位之间的依附力，以及基层单位的主管部门的类型和此人在该职位中

曾经或将来的其他同事。《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建议使用两类就业状态

来对给定工作的就业人员进行分类：有酬就业或者自雇。详细信息见第D.1.3
节。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73
http://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3859598/5925693/KS-02-13-269-EN.PDF/44cd9d01-bc64-40e5-bd40-d17df0c69334?version=1.0#page=341
http://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3859598/5925693/KS-02-13-269-EN.PDF/44cd9d01-bc64-40e5-bd40-d17df0c69334?version=1.0#page=341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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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7.5
在旅游行业拥有主要和第二个职位的工人：联合王国的例子

据2011年《年度人口调查》记录，联合王国共有250万人在旅游行业拥有主要职位，

其中有约34 000人在旅游行业拥有第二个职位；另外有150 000人在旅游业拥有第二个

职位。下图汇总了这些数据，显示出，2011年，接近270万人在旅游行业拥有主要或

第二个(或两者)职位。

2011年在旅游行业拥有主要或第二个职位的工人

在旅游行业有主

要职位的工人

(2 537 000)

+ 在旅游行业有

第二个职位的

工人

(185 000)

- 在旅游行业同时有

主要职位和第二个

职位的工人

(34 000)

= 在旅游行业有主要

职位和/或第二个

职位的工人

(2 688 000)

基于《年度人口调查》(住户调查)的结果显示，2011年，在旅游行业有主要职位

和第二个职位的就业人数为270万，占所有行业就业人数的9.1%。
资料来源：世界旅游组织和国

际劳工组织(2014年)。

B.3. 旅游行业的就业与旅游就业的对比

7.20.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提及两个就业概念性框架——旅游行

业的就业和旅游就业。它们在显示旅游就业效应的不同方面时有用，根本上是

为最终用户的不同信息需求服务。

7.21. 旅游行业的就业的概念是指旅游行业的所有职位(所有职业)。之前

已经提到(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6.15至6.20段)，在各个国家，旅游

行业包括主要活动是旅游特色活动的所有基层单位。除了特定国家的个别旅游
特色活动之外，在所有国家，这些旅游行业都是常见的(见《2008年国际旅游

统计建议》图5.1列出的类别11和12,和第5.18段)。

7.22. 应指出的是，参与属于非旅游行业的基层单位(例如主要活动不是旅

游特色活动的基层单位)的旅游特色活动的人不被纳入旅游行业的就业。另一

方面，若受雇于属于旅游行业的基层单位的人参加该单位的非旅游特色活动，

那么此人仍被纳入旅游行业的就业(《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7.4段)。

7.23. 依据《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7.3段)，旅游就业是指“与游

客所获取的、旅游行业或其他行业所生产的货物和服务密切相关的就业”。因

此，旅游就业是计量直接归因于旅游和非旅游行业的旅游需求的职位数，这些

职位由雇员和自雇者和家庭雇工担任。39 例如，在饮食服务行业，加拿大旅游

卫星账户仅将直接与旅游有关的职位(17.2%)作为旅游产生的或归因于旅游的

职位。另一方面，一般来说，农业部门产生的用于支持饮食服务行业生产的职

位(例如，间接就业)不被列入。40 但是，游客支出，例如在路边的水果摊和蔬

菜摊的支出，直接带来农业部门的一些就业。

7.24. 上文叙述的不同计量价值列于图7.2。方框7.6以图表形式概述了旅游

相关就业的不同类型。

 39 有时也被称为“直接旅游就

业”，因为职位是直接由旅

游引起的。

 40 Meis, S. (2014年)，《计量

旅游卫星账户外的旅游行

业就业：加拿大的案例研

究》，工作文件，可在线

查阅： http://www.ilo.org/
wcmsp5/groups/public/---
dgreports/---stat/documents/
publication/wcms_ 243294.
pdf(30-05-2014)。

http://statistics.unwto.org/en/project/employment-and-decent-work-tourism-ilo-unwto-joint-project
http://statistics.unwto.org/en/project/employment-and-decent-work-tourism-ilo-unwto-joint-project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61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53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54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72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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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7.6
1997至2012年旅游行业就业对比旅游直接产生的就业：加拿大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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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旅游行业的就业和直接旅游就业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是计量在旅游行业所

有基层单位从事旅游特色活动和非旅游特色活动的所有职位(或受雇的人)，而后者是

计量旅游行业中由旅游支出引起的职位加上非旅游行业中由旅游支出引起的职位
资料来源：Meis, S.
(2014年)。

图7.2
旅游行业的就业

经济体内的

整体就业
直 接 旅 游 就 业 

(能够归因于旅游

行业和非旅游行

业内的旅游开支

的职位)

旅游行业的 

直接就业

旅游行业的直接旅游就业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和世

界旅游组织(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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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计量作为劳动供需的就业

7.25. 根据用户需求，旅游行业的就业可通过计量下列四个不同变量中的

任何一个来表示(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7.23段)：

• 人数

• 职位数(全日/非全日)

• 工作时数

• 全职当量就业 

C.1. 职位计算与人员计算对比

7.26. 根据上文第7.6段，一个人可能从事一个以上的涉及旅游特色活动的

职位，这些职位可以来自属于不同旅游行业的不同基层单位。因此，在旅游行

业就业的总人数可能不等于在各个旅游行业就业的人数之和。该问题的一种解

决办法是仅计算在主要职位就业的人。这样，在旅游行业就业的总人数就等于

在各个旅游行业就业的人数之和。然而，应认识到，这种方法会遗漏以第二或

第三职位在旅游行业的就业。一般来说，建议将参照期内通常工作时间最长的

职位选择为主要职位。应始终如一地应用所做的决定。对于针对目前就业活动

的短参照期来说，选择主要职位通常并不困难。

7.27. 但是，如果人员在参照期内暂时离开主要职位，或者失业者选择先

前的职位，会产生问题。如果一个人暂时离开某一职位，并且在参照周内受雇

并工作于另一个职位，那么前一个职位不应被视为主要职位。劳工组织的国际

建议没有说明，但暗示了，如果一个人在参照期内没有其他任何就业，那么他

或她暂时离开的职位应被视为主要职位。人们发现，大多数经济活动人士通常

会报告其暂时离开的任何职位并希望记录下此信息。这种回复特别适用于休假

中的工资劳动者和类似类别的成员，也常见于自雇者。41

7.28. 关于在劳动力调查中收集关于主要职位和另外职位的数据以及在基

层单位调查中收集关于雇员职位的数据，在收集数据时用到问题的例子分别见

附件三(问题2、47和48)和附件四(问题1)。

C.2.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职位

7.29. 依据劳工组织《非全日制工作公约》(第一条(一)和(三))，非全日

制工人一词指正常工时少于可比全日制工人的就业人员。可比全日制工人一词

指与有关非全日制工人相比的下列全日制工人：

(a)  具有相同类型的就业关系；

(b)  从事相同或相似类型的工作或职业；

41  另见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

织(2010年)，《人口普查中

计量经济活动人口：手册，

方法研究》，F辑第102号，

可在线查阅：http://unstats.
un.org/unsd/pubs/gesgrid.
asp?id=432(30-05-2014)。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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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相同部门就业，或在该部门无可比全日制工人的情况下，在相同

的企业就业，或在该企业无可比全日制工人的情况下，在相同的行

业就业。

7.30. 因此，非全日制职位要求一个人的工作时间少于其雇主认为的全日

制工作的时间。各国关于全日制和非全日制职位的标准存在很大差异。例如，

加拿大和新西兰的全日(工作时间)类别包括每周在主要职位或唯一职位工作通

常超过30小时(含30小时)的就业人员。非全日(工作时间)类别包括每周在主要

职位或唯一职位工作通常30小时(含30小时)的就业人员。42 在澳大利亚，现代

劳资裁决通常将非全日制工人定义为每周从事工作平均少于38个普通工作小时

的雇员并有合理预计的最低保障工时数的雇员。43

7.31. 关于全日制和非全日制职位数量和概况的首选官方国家数据来源是

基于基层单位的就业、工资和工作时间抽样调查。涵盖雇员(尤其是自雇者)的

首选官方国家数据来源是基于住户的样本劳动力调查。附件三(问题31和32(主
要职位)和问题53(第二职位))给出了用于收集关于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就业的问

题的例子。如果缺少上述数据来源，应使用有就业模块的特定行业调查和商业

登记用人口普查计数。

C.3. 工作时间

7.32. 在叙述和分析与就业、生产率和工作条件有关的问题时，关于工作

时间的统计是核心。44 对所有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监测所有

工作活动时，工作时间统计都是重要和有价值的。对个人和国家来说，在工作

上花费的总时长和相关工作时间安排有深远的法律、财政、经济和社会意义。

7.33. 工作时间的七个概念与人的生产性劳动有关，在职位中体现，即：

•  实际工作时间，这是工作时间的重要概念，用于统计目的，适用于所

有职位和所有工人

•  有酬工作时间，与时间报酬有关，并不全部与生产对应

•  标准工作时间，指法律上普遍的共同时间

•  合同工作时间，根据合同关系，个人被预计工作的时间，与标准工作

时间不同

•  一般工作时间，经长期观察，一个职位最常见的工作时间

•  加班工作时间，合同或基准之外的工作时间

•  缺勤时间，工人未工作的时间 45

7.34. 值得注意的是，实际工作时间的定义(见方框7.7)明确指出，其适用

于所有类型的职位(在《国民账户体系》生产范围之内和之外)，与行政和法律

概念无关。因此，一些国家有兴趣获得关于在旅游基层单位工作的无酬受训人

员以及在活跃于旅游部门的市场或非市场单位(例如，非营利组织)工作的志愿

42 加拿大统计局(2010年)，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工作

时间的分类》，可在线查

阅：http://www.statcan.gc.ca/ 
concepts/definitions/labour-
travail-class03b-eng.htm(30-
05-2014)。

43 《2009年公平工作法》引入

了现代劳资裁定协议，国家

就业标准是一套最低就业标

准集，适用于澳大利亚绝大

多数雇员。现代劳资裁定包

含额外范围的就业条件，必

须结合国家就业标准解读其

详情。

44 关于收集工作时间统计数据

的重要性和有用性的详细讨

论，见劳工组织报告二， 

《计量工作时间》。

 45 国际劳工组织(2008年a)， 

第 十 八 届 国 际 劳 工 统 计

学家会议通过的“关于计

量工作时间的决议”第10 
(一)(a)段，日内瓦，2008年
11月24日至12月5日，可在

线查阅：http://www.ilo.org/
global/statistics-and-databases/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resolutions- adopted- by-
international-conferences-of-
labour-statisticians/WCMS_ 
112455/ l ang- - en/ index .
htm(30-0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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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实际工作时间数的信息，虽然依据《国民账户体系》生产范围，这些人员

未被归类为就业人员。

方框7.7
工作时间的概念

实际工作时间

(1)   实际工作时间是指在特定的短或长参照期内，在一个职位上，从事货物和/或服

务生产活动所花费的时间。实际工作时间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职位(《国民账户体

系》生产范围以内或以外)，与行政或法律概念无关。

(2)   《国民账户体系》生产范围之内计量的实际工作时间包括直接从事生产性活动

及与生产性活动有关的时间、停工时间和休息时间。

有酬时间

(1)   有酬时间适用于有酬职位和基于时间单位支付的自雇职位(在《国民账户体系》

生产范围内)。

(2)  对于有酬就业职位，有酬时间是指：

(a)   在特定的短或长参照期内，不管是否是实际工作时间，雇员从雇主处得到

薪资(正常或额外奖金率，现金或实物)的时间。

(b)   这包括有酬但未工作的时间，例如带薪年假，带薪公众假期和某些缺勤 

(例如带薪病假)。

(c)   这不包括雇主未付酬的工作时间，例如无酬加班和雇主未付酬的缺勤时

间，例如无薪学习假或产假，可能由政府通过社会保障系统转移支付。

(3)  对于基于时间单位支付的(正规或不正规)自雇职位来说，有酬时间等同于实际

工作时间。

(4)  区分实际工作的有酬时间(不管加班与否)和其他有酬时间(没有工作)是有用

的。

标准工作时间

标准工作时间是指，在特定的参照期内(例如每日，每周，每月或每年)从事特定有酬

就业职位(在《国民账户体系》生产范围内)时依照法律或规章、集体协议或仲裁判决

确定的工作时间。如果该时间与特定行业或职业中针对所有职位确定的时间一致，标

准工作时间也适用于自雇就业职位(例如，为确保公共安全，为驾驶员设定的标准工

作时间)。

通常工作时间

通常工作时间是指，在涵盖了用于计量的短参照期(例如一周)的为期一个月、一个季

度、一个季节或一年的长监测期内，每个短参照期中实际工作时间的平均值。通常工

作时间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职位(《国民账户体系》生产范围以内或以外)。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2008年a)。

ttp://www.ilo.org/global/statistics-and-databases/standards-and-guidelines/resolutions-adopted-by-international-conferences-of-labour-statisticians/WCMS_112455/lang--en/index.htm
ttp://www.ilo.org/global/statistics-and-databases/standards-and-guidelines/resolutions-adopted-by-international-conferences-of-labour-statisticians/WCMS_112455/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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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全职当量就业

7.35.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7.21段)(工作强度)提及，需要有关

于工作总时数46  的信息，以便获得给定旅游行业的劳动力总容量，将职位转化

为全职当量就业人数或年度工作总时间(《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第19.43和第

19.54段)。

方框7.8
全职当量就业

全职当量就业人数是全职当量职位数，即所有雇员的实际工作时间之和除以一个全职

职位的实际平均工作时长。
资料来源：《2008年国民账户

体系》，第19.43段。

7.36. 建议将整个经济体的全职工人平均工作时长作为确定非全职职位的

全职当量的基础。

表7.1
旅游行业职位数和全职当量就业人数(2009年)：奥地利的例子

旅游特色行业

全职当量就业
职位数 雇员 自雇者 共计

千个
份额 

(百分比) 千人
份额 

(百分比)  千人
份额 

(百分比) 千人
份额 

(百分比)

                  宾馆和餐厅

共计 178.8 58.2 124.2 55.7 25.9 69.6 150.0 57.7
宾馆和类似地点 73.7 24.0 51.6 23.2 9.4 25.3 61.0 23.5
餐厅和类似地点 105.1 34.2 72.5 32.6 16.5 44.3 89.0 34.2
                  客运

共计 101.5 33.1 82.7 37.1 6.1 16.5 88.8 34.2
铁路客运 9.1 2.9 7.0 3.2 0.0 0.0 7.0 2.7
其他陆路客运 47.0 15.3 36.6 16.4 3.0 8.1 39.6 15.2
水路客运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航空客运 6.2 2.0 5.0 2.3 0.3 0.8 5.3 2.1
客运支助服务 1.5 0.5 1.4 0.6 0.0 0.1 1.4 0.5
旅行社、旅游经营者 37.7 12.3 32.6 14.6 2.8 7.5 35.4 13.6
                  文化、娱乐和体育

共计 26.7 8.7 15.9 7.2 5.2 13.9 21.1 8.1
文化和娱乐 17.3 5.6 10.3 4.6 3.3 9.0 13.6 5.2
体育 9.5 3.1 5.6 2.5 1.7 4.9 7.5 2.9
                  总计

总计 307.0 100.0 222.8 100.0 37.1 100.0 259.9 100.0

46 工作时间包括与生产性活动

有关的时间和在具体参照期

内的时间安排。见国际劳工

组织(2008年a)。

资料来源：奥地利统计局，2001年3月21日编制的奥地利旅游卫星账户，奥地利经济研究所。

注：初步结果。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77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468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469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469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468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468
http://www.statistik.at/web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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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方框7.9简单讨论了《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中的全职当量概念在某

些情况下的有效性。

方框7.9
《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中的劳动力投入

《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并不推荐使用全职当量就业人数来估算劳动力投入。但是，

如果数据足够完备从而能够估计出实际工作总时间，那么全职当量就业人数也应该与

国民账户放在一起。因为这便于与那些仅能估算全职当量就业人数的国家进行国际比

较。然而，随着劳工组织逐渐开始建议将实际工作总时间作为测算劳动力投入的首选

方法，鼓励各国使用实际工作时间来代替全职当量法。
资料来源：《2008年国民账户

体系》，第19.45段。

D. 就业特征

D.1. 国际分类

D.1.1. 国际标准职业分类

7.38. “职业”一词是指就业人员在给定参照期内从事的工作种类(或失业

人员之前从事的工作种类)。关于职业的信息描述了某一个人的职位。在当前

背景下，职位被定义为某一个人为某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包括为雇主或自雇

职业)执行或将要执行的一系列任务和职责。

7.39. 根据职业对职位进行分类(从事或将要从事的工作类型)。对于失业

人士来说，这是以往的职位；对于受雇人士，这是目前的职位；对于求职者，

这是未来的职位。因此，重要的是要确定根据职业进行的分类是仅针对一个职

位还是多个职位。因此，重要的是，问卷要明确说明收集的是哪个职位的信

息，是主要职位还是第二职位，职位是否指以往的职位和未来的职位。“主要

职位”通常是指某个人在给定参照期内通常工作时间最长的职位和收集关于行

业和职业的详细信息的职位。

7.40. 《国际标准职业分类》(《《职业分类-08》)提供了通过统计普查和

调查获取以及在行政记录中得到的归类和集中的职业信息。

7.41. 《职业分类-08》是四层次结构的分级分类，世界上的所有职位被归

类为436个单元组。这些单元组构成了分类结构的最细致等级，基于技能等级的

相似性和所要求的技能专长，被汇总为130个小组，43个子组和10个大组。47

7.42. 应着重强调的是，《职业分类-08》可作为模型，但并不是要取代任

何现有的国家职业分类，因为各个国家的职业分类充分体现了国内劳动市场的

结构和相关的具体国家信息需求。

7.43. 《职业分类-08》旨在通过为统计人员提供一个使得国际可比的职业

数据可据之得到的框架，及使国际职业数据的生产形式能够有利于具体决策和

面向行动的措施，如与国际移徙和工作安排有关的那些，而便利关于职业的国

际交流。

 47 《职业分类-08》利用了技

能概念的两个层面：技能等

级，是所涉任务的范围和

复杂性的函数，任务的复杂

性优先于范围；以及技能专

长，反映了适用的知识类

型，使用的工具和设备，利

用的材料以及生产的货物和

服务的性质。国家职业分类

可以参考国家教育系统来确

定适当数量的技能等级分

类，而《职业分类-08》则

使用教科文组织的《1997年
国际标准教育分类法(教育

分类法)》来确定技能等级

的四个广泛类别。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333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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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雇主和职位的职业特征是用于检索和组织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关键特

征。应注意的是，迄今为止，还未制订基于《职业分类-08》的旅游特色职业

列表。

方框7.10
国际标准职业分类：“职位”

在《国际标准职业分类》(《职业分类-08》)中，职位是指为某一个人为某一个独立

的经济单位(也包括为雇主或自雇)执行或将要执行的一系列任务和职责。

通过应用这一定义，旅游行业内的职位可定义为某一个人为将开展旅游特色活动

作为其主要活动的某一个基层单位执行或将要执行的一系列任务和职责。
资料来源：《国际标准职业分

类》(《职业分类-08》)。

7.45. 至少，这对收集和编制关于旅游特色职业的数据有用，原因如下：

(a)   有必要了解满足游客需求的行业中的职位的性质和类型，并监测跨

时变化；

(b)   旅游主管部门和决策者需要审查职业、技能和培训需求方面的劳动

力供需。

7.46. 作为初步起点，在这方面，加拿大统计局和加拿大旅游人力资源理

事会使用了一种用于确认旅游特色职业的方法。48

7.47. 旅游特色职业是指，缺少旅游业会直接严重影响其就业的职业，满

足下列四个标准：

(a)  该职业应在旅游行业内；

(b)   该职业应直接接触游客或者监督或管理直接接触游客的职位从业

者；

(c)  旅游行业应占该职业所有职位的显著份额；

(d)  该职业应占旅游行业所有职位的显著份额。

正如第7.44段提到的，目前尚未确定经商定一致的“旅游特色职业”的定

义。因此，刚才叙述的方法尽管是临时的，不过仍是有用的。

D.1.2. 国际标准教育分类法

7.48. 《国际标准教育分类法》(《教育分类法》)的目的是为收集和报告

国际可比的教育统计数据提供综合和一致的统计框架。《1997年国际标准教育

分类法》的范围扩展至由各种不同的机构或单位，以各种形式为儿童、青年和

成年人，包括有特殊教育需求的人提供的有组织和持续的学习机会。

7.49. 《教育分类法》是一套有多种用途的方法，结构不同的国民教育系

统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各个国家都能用它来进行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决策。

它可以用于多方面的教育统计：如在校生人数、投入教育的人力与财力以及国

 48 更详细信息见国际劳工组织

(2013年a)，第十九届国际

劳工统计学家会议通过的 

《关于将旅游行业特色职业

认定为〈职业分类-08〉和

国家职业分类体系中的旅游

主题观点的提案》，会议室

文件第13号，日内瓦，2013
年10月2日至11日，可在线

查阅： http://www.ilo.org/
global/statistics-and-databases/
m e e t i n g s - a n d - e v e n t s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labour- statisticians/19/
WCMS_222947/lang- - en/
index.htm (30-05-2014)。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bureau/stat/isco/isco08/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bureau/stat/isco/isco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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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教育水平等。因此，《教育分类法》的各项基本概念和定义都普遍有效，

不因各国教育系统的特殊情况而变化。但是，作为一种通用的方法，《教育分

类法》必须有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教育制度的定义与说明。

7.50. 例如，就业人员在回答关于在校完成的普通教育的最高等级时，会

基于国家分类体系。因为各国的教育体系不同，没有对普通学校教育的明确定

义，因此，为了能够实现提供国际可比的数据的目标，各国首先应使用其自己

的分类系统，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应使其与国际公认的《国际标准教育分类

法》(《1997年教育分类法》)一致。

7.51. 《1997年教育分类法》确认了下列七个教育等级：

零级——学前教育(在家庭和学校两种环境之间架起桥梁)

第1级——初等教育或基础教育第一阶段(向学生提供读、写、算方

面扎实的基础教育，同时对其他科目也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第2级——初级中等教育或基础教育第二阶段(完成从《教育分类

法》的第一级开始的基础教育)

第3级——(高级)中等教育(从全日制义务教育结束后开始)

第4级——非高等的中等后教育(课程介于高级中等教育和中等后教

育之间)

第5级——高等教育第一阶段(此级由比第3级和第4级的课程内容更

深的高等教育课程组成)

第6级——高等教育第二阶段，可获得高级研究资格(此级专指可获

高级研究资格的高等教育课程)

7.52. 方框7.11中提供的案例研究叙述了旅游行业的职位的教育要求。

方框7.11
教育等级：加拿大的例子

关于旅游就业的文献经常提到，旅游业内的许多职位的技能和教育要求较低。加拿大

关于旅游行业从业人员的数据支持了这一概括。数据显示，与加拿大工人的平均水平

相比，大部分加拿大旅游业工人的教育等级较低。旅游业工人中，仅有约十分之一的

人(12.3%)有大学证书或学历，而在全部劳动力中，该比例为22.3%。此外，有23.3%
的旅游业工人没有证书、文凭或学历，在加拿大全部劳动力中，该比例为14.5%。

但是，在加拿大旅游部门的行业组别等级方面，旅游业工人教育等级低的概述并

不站得住脚。实际上，加拿大旅游行业工人人口统计学数据显示，各旅游行业团体之

间的工人教育等级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休闲娱乐行业和旅游服务行业团体内，

有大学证书或学历的旅游业工人的比例(22.7%)与加拿大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另一方

面，饮食、住宿和客运行业团体中，有大学证书或学历的旅游业工人的比例(分别为

7.2%、11.8%和11.9%)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样，饮食、住宿行业团体中，没有

证书、文凭或学历的工人比例(分别为31.9%和20.6%)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资料来源：Meis, S. 
(2014年)。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sta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243294.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sta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24329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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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3. 国际就业状况分类

7.53. 上文第7.19段已简要介绍了就业状况(有酬就业和自雇)。关于就业状

况和分类组别和使用《国际就业状况分类》(《就业状况分类-93》)的其他信

息。49

7.54. 应再次指出，出于操作目的，《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和

《2008年旅游卫星账户：推荐的方法框架》均建议仅使用《就业状况分类-93》
的两个组，也就是雇员和自雇者。理由是，除雇员外，无法轻易地比较各国的

其他《就业状况分类-93》各组。由于存在这些差异，《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

建议》和《2008年旅游卫星账户：推荐的方法框架》的唯一区别是有酬雇员和

自雇者(雇主和其他非雇员)的区别(国家案例另见方框7.9)。

7.55. 但是，这并未阻止各国呈现被归类为其他任何就业状况分类组别中

的旅游行业就业人员的数据(见表7.2)。

7.56. 建议根据下列规则对就业人员的就业状态进行分类：

(a)   在参照期内仅有一个可归类职位的人应被归类至该职位的就业组状

态；

(b)   在参照期内有两个或以上可归类职位的人应被归类至他/她在参照期

内通常工作时间最长的职位的就业组状态。

7.57. 分类依据就业合同的类型。该变量的基本单位是职位。用于建立该

分类的相似性是收到的报酬是否完全取决于来自该职位所在的经济单位生产的

货物和服务的销售额的(潜在)利润。如果是，则该职位被视为自雇职位，如果

不是，也就是一些报酬与(潜在利润)无关，则该职位被视为有酬就业职位。

表7.2
劳动力职位估计，2008年(经季节调整)：联合王国旅游和非旅游行业

旅游行业
2008年劳动力职位估计数(千个)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雇员职位 2 815 2 829 2 828 2 808
自雇   530    529     522    529
政府支助的受训人员      3        2        2       2
共计 3 347 3 361 3 352 3 339

非旅游行业：共计 28 406 28 412 28 371 28 103
所有行业：总计 31 753 31 772 31 723 31 442

49 国际劳工组织(1993年a)。另

见国际劳工组织(2000年)， 

《关于劳动统计的当前国

际建议》，劳工组织，日内

瓦。

资料来源：联合王国，《年度

人口调查》数据。

注：由于四舍五入，各数据之

和不一定等于总数。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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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 根据第7.58段，有酬就业职位是指在职者拥有明确的(书面或口头)就

业合同，给予其基本薪酬，这种薪酬不直接取决于其所工作的企业的收益。从

事这种职位的人通常以工资和薪金的形式获得报酬，但也可以以销售佣金、计

件率、红利或实物形式支付。

7.59. 自雇职位是指职位的报酬直接取决于货物或服务生产利润(或潜在利

润)(自己的消费也视为利润的一部分)。在职者的业务决定影响企业，或在保

留责任的同时委托作出这种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包括一人业务)。

7.60. 方框7.12介绍了《国际就业状况分类》(《就业状况分类-93》)，阐

述了其涵盖的组别：

方框7.12
《国际就业状况分类》(《就业状况分类-93》

《国际就业状况分类》(《就业状况分类-93》包括下列组别：

1. 雇员，指其职位被确定为“有酬就业”的所有工作者。企业和人员之间有一份正式

或非正式协议，根据该协议，该人员为该企业工作，以获取现金或实物报酬。有些国

家可能需要能够会区分出“有稳定合同的雇员”(包括“正规雇员”)。

2. 雇主，是指自雇(其报酬直接取决于货物和服务生产利润(预期))，并以这种身份连

续聘用一人或多人作为其“雇员”为其工作的工作者。

3. 自雇工作者，拥有自雇职位，不连续聘用“雇员”。

4. 生产者合作社成员，在生产货物和服务的合作社拥有自雇职位，合作社成员可以就

涉及合作社的事项平等作出主要决定。

5. 家庭雇员，在亲人经营的基层单位拥有自雇职位，在业务方面的参与有限，不被视

为合伙人。

6. 未按状态归类的工人，是因为可用的相关信息不充分，和/或无法被列入任何前述

类别。
资料来源：《国际就业状况分

类》(《就业状况分类-93》。

D.2. 关键变量

7.61.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7.27段)建议各国为每个旅游行业，

以及整个旅游行业收集以下关键变量：

(a)  按年龄组、性别和国籍/居住国(如果相关的话)分列的就业；

(b)  按基层单位类型(规模、正式、非正式等)分列的就业；

(c)  按职业和就业状况分列的就业；

(d)  按照职位数、工作时数、全日当量等表示的长期/临时就业；

(e)  按受教育程度分列的就业；

(f)  工作时数(正常/通常时数、实际工作时数、有酬工作时数)；

http://laborsta.ilo.org/applv8/data/icsee.html
http://laborsta.ilo.org/applv8/data/icsee.html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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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工作时间安排。

7.62. 之前的章节(上文B和C节)解释了变量(a)至(f)的计量方面(除了(b)
项下的非正式基层单位)：按职位和人员分列的就业、主要和其他所有工作。

表7.3介绍了斯洛伐克利用这些变量制作的所选表格的例子。

表7.3
按就业状态分列的旅游行业的就业：斯洛伐克的例子(单位：千)

 基本数据和指标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5. 就业     

旅游行业雇员数 a

5.1 合计 92.7 99.3 94.1
5.2 ♦ 旅游住宿服务(宾馆和类似基层单位) 14.4 11.7 10.9
5.3 ♦ 其他住宿服务 .. .. ..
5.4 ♦ 饮食招待活动 34.8 43.7 39.0
5.5 ♦ 客运 22.1 21.1 22.1
5.6 ♦ 旅行社和其他预订服务活动 2.2 2.8 2.8

5.7 ♦ 其他旅游行业 b 19.2 20.0 19.4
按就业状态分列的职位数

5.8 合计 116.7 126.4 118.4
5.9 ♦ 雇员 95.0 105.5 98.4
5.10 ♦ 自雇者 21.7 20.9 20.0
 指标

 按就业状态分列的全职当量数

5.11 合计 110.3 120.4 114.0
5.12 ♦ 雇员 88.9 100.7 94.9
5.13  *男性 42.3 45.5 42.6

5.14  *女性 46.6 55.2 52.3

5.15 ♦ 自雇者 21.4 19.7 19.1
5.16  *男性 14.5 12.8 12.4
5.17  *女性 6.9 6.9 6.7

7.63. 就业变量(a)至(g)(第7.62段)最终用来深入分析一国在某种社会经济

背景下的旅游行业，各国还应收集能够确定劳动的货币层面的特征的以下变量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7.28段)：

(a)  雇员报酬；

(b)  劳动力成本；

(c)  自雇者的各种收入。

7.64. 下文介绍了变量(b)下的非正规部门企业/基层单位、变量(g)(工作

时间安排)和变量(a)至(c)的定义。

资料来源：斯洛伐克共和国统

计办公室和斯洛伐克国家银

行。
a 旅游卫星账户(《2008年旅

游卫星账户：推荐的方法框

架》)国际可比旅游行业； 
b 文化、体育和休闲服务。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78
http://slovak.statistics.sk/
http://slovak.statistics.sk/
http://www.nbs.sk/en/home
http://www.nbs.sk/en/home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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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1. 非正规部门企业

7.65. 依据劳工组织：

“非正规经济”一词是指正规安排(在法律或实际上)未涵盖或未充

分涵盖的工人和经济单位从事的所有经济活动。它们的活动未列于

法律中，也就是说，它们在正规法律范围之外运作；或者在实际中

未被纳入法律，也就是说，虽然它们在正规法律范围内运作，但法

律未适用或未生效；或由于不适当、难以负担或施加过多成本，法

律不鼓励合规。50

7.66. 非正规部门的就业涉及两个概念：

• 非正规部门的就业

• 非正规就业

这两个概念互相关联，互相补充，它们的不同点在于其分别指的是不正规就业

的不同方面，非正规部门的就业是基于企业的概念，而非正规就业是基于职位

的概念。重要的是，在计量、分析和决策时要对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

7.67. 非正规部门可被大致地定义为：以创造有关人群的就业及收入为主

要目标，从事货物或服务生产的单位集合。

7.68. 这些单位通常组织程度较低，很少或没有区分生产要素中的劳动与

资本，并且规模很小。劳动关系(如果有的话)主要是基于临时雇用、亲属或个

人以及社会关系，而不是通过有正式保障的合同安排。在许多旅游特色活动中

(主要是那些与住宿和食品招待服务有关的活动，大多数分布在较不发达国家

或孤立区域)，这类单位很普遍。

7.69. 这些单位的就业规模低于根据国家情况确定的某一门槛，或者它们

没有依据特定国家法律(比如工厂法或商法，税法或社会保障法，专业团体管

理法规或国家立法机构制订的与颁发贸易许可证或商业许可的地方规章不同的

类似法规、法律或规章)进行登记，和/或雇主(如果有的话)没有进行登记。

7.70. 非正规部门就业被定义为涵盖非正规部门企业内的所有职位，或给

定参照期内在至少一家非正规部门企业就业的所有人，不管其就业状态如何以

及该职位是否是其主要职位或第二职位。51

7.71. 非正规就业是指通常缺少基本社会或法律保障或就业福利的职位。

其包括给定参照期内的全部非正规职位数，不管是在正规部门企业、非正规部

门企业或住户(涉及有酬家政工人或为自己消费进行的货物生产)。

7.72. 非正规就业包括：

• 在其自己的非正规部门企业就业的自雇工作者和雇主

• 家庭雇员

• 拥有非正规职位的雇员

 50 国际劳工组织(2002年)， 

“关于体面劳动和非正规

经济的决议”，大会第九

十届会议，日内瓦，可在

线查阅：http://www.ilo.org/
wcmsp5/groups/public/---asia/ 
---ro-bangkok/documents/
m e e t i n g d o c u m e n t /
wcms_098314.pdf( 30- 05-
2014)。

 51 国际劳工组织(2003年)，

第十七届国际劳工统计学

家会议通过的《关于非正

规就业统计定义的指导方

针》，日内瓦，2003年11月
24日至12月3日，可在线查

阅：http://www.ilo.org/global/
statist ics- and- databases/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guide l ines- adopte d- b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f- l ab ou r- s t at i s t i c i ans /
WCMS_087622/lang- - en/
index.htm(30-0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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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正规生产者合作社成员

• 仅参加家庭为自身最终使用目的所进行的货物生产的自雇工作者

7.73. 因此，在法律上或实践中，如果雇员的就业关系不受辖于国家劳动

法律、所得税、社会保障或被赋予某些就业福利(例如，提前告知解雇，离职

费，带薪年假或病假)，则该雇员拥有非正规职位。

方框7.13
与存在雇员非正规职位有关的因素

 • 职位或雇员未申报

 • 临时职位或有限期、短期内的职位

 • 工作时间或工资低于特定门槛(例如，社会保障)的职位

 • 受雇于非公司企业或个体户

 • 雇员工作地点(例如，没有就业合同的外包工)在雇主企业场所以外

 • 由于其他原因，劳动规章不适用、未生效或未被遵守的职位。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2003年)，第5段。

7.74. 由于存在拥有多个职位的现象，非正规就业的观察单位是职位而不

是受雇人员。应把收集的数据制成表，显示按生产单位类型和职位类型归类的

就业总数。

方框7.14
非正规职位的计量标准

第17届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建议在计量雇员的非正规职位时采用下列操作标准：

(a) 社会保障体系未覆盖

(b) 未享有带薪年假或病假

(c) 未签订书面就业合同

(d) 工作的临时性或暂时性

应指出的是，仅符合标准(c)或(d)的职位不足以被视为是非正规职位。

D.2.2. 工作时间安排

7.76. 工作时间安排包括的职位的可计量特点，是指在特定参考日、周、

月或更长期间内的工作和非工作时期的安排(长度和定时)和计划(稳定性或灵

活性)，适用于所有职位类型(《国民账户体系》生产范围之内或之外)，包括

非正规就业部门和农业社区，52 更具体地说：

(a)  安排反映了某一职位工作时间的长度和定时：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2003年)。

52 更多详情见国际劳工组织

(2008年a)。

http://www.ilo.org/global/statistics-and-databases/standards-and-guidelines/guidelines-adopted-by-international-conferences-of-labour-statisticians/WCMS_087622/lang--en/index.htm
http://www.ilo.org/global/statistics-and-databases/standards-and-guidelines/guidelines-adopted-by-international-conferences-of-labour-statisticians/WCMS_087622/lang--en/index.htm
http://www.ilo.org/global/statistics-and-databases/standards-and-guidelines/guidelines-adopted-by-international-conferences-of-labour-statisticians/WCMS_087622/lang--en/index.htm
http://www.ilo.org/global/statistics-and-databases/standards-and-guidelines/guidelines-adopted-by-international-conferences-of-labour-statisticians/WCMS_087622/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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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长度可以比基于国家情况的标准更长或更短，在一段短参照

期内，日工作小时数或周工作天数可以更长或更短，在一段

长参照期内(非全年工作)，工作周数可以更短；

(二)   工作时间可以在核心时间或核心日之内或之外(也就是说，可

以在夜晚或周末从事该职位)；

(b)   除其他外，计划反映了以一天、一周或更长时间为变化周期的工作

时间长度和定时的稳定性或灵活性，以及不同的上班和下班时间。

7.77. 正式化的工作时间安排明确包含了例如经法律或集体协议认可的工

作时间安排和计划。可在明示或默认的就业合同中规定。

7.78. 因此，如果正式化的工作时间安排是基于工作要求或者个人或家庭

的优先选择(除其他外，基于客户合同或者商店或学校的固定开业时间)等，那

么正式化的工作时间可用于自雇或住户服务和志愿职位。

方框7.15
工作时间安排的例子

(a) 被压缩的工作周安排，特征是工作时间天数少于正常或标准工作周的天数。

(b)  固定的工作安排，特征是确定了有酬就业的个人或群体或自雇者的起始和结束时

间或核心时间。

(c)  职位共享安排，特征是由两人或两人以上从事一份现有的全日制工作，在持续的

定期的基础上，每人从事部分时间工作，有不同的安排。

(d)  非全日制工作安排，特征是自愿或非自愿地减少工作时间或者减少合同时间或通

常工作时间的职位，其工作时间要少于可比全日制工作的时间。

(e)  定期加班时间安排，特征是在合同时间或通常工作时间外额外工作的时间，雇主

对有酬就业职位提供报酬。

(f)  交错的工作安排(也即工作日开始和结束)，特征是在强制核心时间前后设置不同

的开始和结束时间，针对有酬就业的个人或群体，包括由同一天多个工作时段组

成的交替轮班工作。

(g)  结合加班和假期，特征是在一些特定工作场所(例如偏远地区，船只和海上石油

平台)，几个星期工作，几个星期休息。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2008年a)。

D.2.3. 雇员的报酬

7.79. 雇员报酬是国民账户中使用的工资量度。《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 

(第七章“收入分配账户”第7.5和第7.45段)认定“雇员报酬的定义是在核算期
内企业按雇员在生产活动中的贡献支付给雇员的全部现金和实物报酬”。

7.80. 雇员报酬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

(a)  应付工资或薪金，可以是现金形式也可以是实物形式；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stat/documents/normativeinstrument/wcms_112455.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stat/documents/normativeinstrument/wcms_112455.pdf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189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189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198


187计量旅游行业的就业

(b)   雇主应付的社会缴款。它包括对社会保险计划的缴款；对其他就业

相关社会保险计划的实际社会缴款；对其他就业相关社会保险计划

的推算社会缴款。

7.81. 工资和薪金(收入)包括了在扣除社会保障缴款和扣税之前，雇员因

所做工作得到的所有现金或实物收入。

7.82. 收入的概念涉及企业因所做工作而应付给雇员的现金或实物报酬和

因未工作时间(例如年假、带薪假期或节假日)付给雇员的报酬。

7.83. 计算收入以工资率为基础，与适当时段(例如小时、周、月或其他惯

常时段)有关，包括基本工资、生活津贴费用和其他有保证的和定期支付的津

贴。这其中包括雇主支付的加班收入、红利和小费，以及家庭和其他津贴。也

包括补充正常工资率的实物惠给。

D.2.4. 劳动成本

7.84. 劳动成本的统计量度对应于雇主在劳动就业中支付的工资和其他成

本。方框7.16显示了第十一届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通过的《关于劳动成本统

计的决议》建议的劳动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方框7.16
雇员的收入、报酬和劳动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工资率

x 工作(或有酬)时间

= 直接工资和薪金

+ 未工作时间的收入

+ 加班、夜班和节假日工作的加班费

+ 红利、奖金等

+ 实物收入

+ 家庭和其他津贴

= 收入

+ 终止工资和遣散费

+ 雇主社会缴款价值

+ 当前社会保障福利净值

= 雇员的报酬

+ 职业培训费用

+ 福利费用

+ 未分类的劳动成本

+ 被视为劳动成本的税款

= 劳动成本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1966年)。

http://www.ilo.org/global/statistics-and-databases/standards-and-guidelines/resolutions-adopted-by-international-conferences-of-labour-statisticians/WCMS_087500/lang--en/index.htm
http://www.ilo.org/global/statistics-and-databases/standards-and-guidelines/resolutions-adopted-by-international-conferences-of-labour-statisticians/WCMS_087500/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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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 除了工资外，对劳动者来说，报酬的非现金部分，例如培训和发

展、职业成长机会、组织效力以及均衡和投入参与的生活方式也至关重要。对

旅游行业大多数一线雇员来说，小费也是收入的主要来源。

7.86. 总之，雇员的报酬是雇员通过劳动得到的年度收入总和，劳动成本

定义为雇主为使用雇员劳动所支付的全部费用。

7.87. 当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计量雇员的收入和报酬以及旅游行业

的劳动成本。加拿大、葡萄牙和西班牙发展了这一能力。

7.88. 图7.3和图7.4和表7.4显示了这些概念的实际应用。世界旅游组织可提

供关于劳动成本计量及其组成部分的更多例子。53

图7.3
所选职业的平均小费：加拿大的例子(相当于基本薪金的百分比)

0 20 40 60 80 100

饮食服务员

酒吧侍者

宾客服务随从

饮食服务主管

  户外冒险向导 

迎宾员

导游

厨师

客房打扫

工资的15%或更少 工资的16−29% 工资的30−49% 工资的50−99% 工资的100%或更少

88 8 4

73 19 7

17 68 14

71 22 6

63 25 8 4

51 22 14 7

64 17 17 7

28 31 14 12

29 22 16 15

6

6

15

18

53 世界旅游组织和国际劳工组

织(2014年)。

资料来源：加拿大旅游人力资

源理事会(2011年)。

http://hnl.ca/wp-content/uploads/2011/02/2010-Canadian-Tourism-Sector-Compensation-Study.pdf
http://hnl.ca/wp-content/uploads/2011/02/2010-Canadian-Tourism-Sector-Compensation-Stud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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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
2007至2012年旅游行业和整体经济中的年度和小时报酬：加拿大的例子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百分比
变化

加拿大所有行业的年度报酬  百万现值元

全部旅游行业 44 710 46 805 45 738 47 527 49 517 51 328 1.0
百分比变化 5.4 4.7 -2.3 3.9 4.2 3.7 ‑

整体经济a 835 905 871 615 868 621 896 290 936 303 973 547 4.0

百分比变化b ‑ 4.3 -0.3 3.2 4.5 4.0 ‑
旅游业与整体经济报酬的比值 0.053 0.054 0.053 0.053 0.053 0.053 ‑

根据职位分列的加拿大的小时 

报酬，c ` d    职位   现值元

运输 28.73 28.67 29.77 28.56 29.29 29.88 2.0
空运 37.79 39.53 41.85 39.50 39.92 39.48 -1.1
其他运输 26.34 26.01 27.00 25.92 26.69 27.38 2.6

住宿 17.65 18.08 18.63 19.43 19.69 20.19 2.6
饮食服务 12.84 13.60 14.16 14.96 15.29 15.36 0.5
休闲和娱乐 21.65 21.95 22.43 23.52 24.56 25.16 2.4
旅行服务 21.72 22.16 21.84 22.69 23.41 23.11 -1.3
雇员 17.81 18.43 19.02 19.59 20.04 20.25 1.0
其中：工资 15.91 16.44 16.83 17.40 17.79 17.97 1.0

自雇者d 16.50 16.50 16.54 17.12 17.82 18.18 2.0
自雇者与雇员的报酬比值   0.926 0.896 0.870 0.874 0.889 0.898 ‑
全职 18.76 19.38 19.90 20.61 21.11 21.30 0.9
非全职 13.59 13.99 14.72 15.00 15.49 15.62 0.8
非全职与全职的报酬比值 0.725 0.722 0.739 0.728 0.734 0.733 ‑

全部旅游行业 c ` d 17.70 18.26 18.81 19.38 19.88 20.10 1.1
百分比变化 2.8 3.2 3.0 3.0 2.5 1.1 ‑

整体经济a 28.10 28.97 29.90 30.29 31.17 31.86 2.2

百分比变化b ‑ 3.0 3.3 1.3 2.9 2.2 ‑
旅游业与整体经济报酬的比值 0.630 0.631 0.629 0.640 0.638 0.631 ‑
雇员 29.12 29.89 30.91 31.23 32.11 32.83 2.2
其中：工资 25.48 26.20 26.81 27.07 27.86 28.20 2.2
自雇者 18.60 19.63 20.22 20.94 21.49 21.61 0.6
自雇者与雇员的报酬比值 0.639 0.657 0.654 0.670 0.669 0.658 ‑
全职 28.25 29.08 30.06 30.39 31.23 31.87 2.0
非全职 26.87 27.81 28.62 29.52 30.70 31.77 3.5
非全职与全职的报酬比值 0.951 0.956 0.952 0.972 0.9583 0.997 ‑

资料来源：Martin, T.(2013年)。

注：连字号表示该项目无可用

数据。
a 
加拿大统计局，CANSIM数

据库，表格383-0031。
b 
因为加拿大国民账户体系的

历史修订，2007年不适用。
c 
小时报酬包括工资和薪金、

增补的劳动收入和自雇者扣除

费用的混合收入中的劳动部

分。
d 将增补的劳动收入从自雇者

混合收入的劳动部分中排除。

http://www.statcan.gc.ca/pub/13-604-m/13-604-m2013072-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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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旅游部门分支每小时的劳动成本：西班牙2012年第四季度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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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5. 自雇者的混合收入

7.89. 自雇者的报酬被视为混合收入，被定义为在给定参照期内，个人因

自身或家庭成员当前和以往从事自雇职位得到的收入。54

7.90. 为计量与自雇有关的收入，依据《国民账户体系》的定义(见第7.9
段)，自雇者主要是其工作的非法人住户企业的唯一所有人或联合所有人。

7.91. 与自雇有关的总收入包括：

(a)  自雇活动产生的利润(或利润份额)；

(b)  公司和准公司的所有人管理者得到的相关薪酬；

(c)   自雇者通过将就业状态确认为特殊会员情况的方案得到的就业相关

的社会保障福利总额。

E. 计量就业的数据来源

7.92. 旅游活动是由需求驱动的复杂现象。《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

定义的旅游部门的结构反映了这种复杂性，旅游业是综合但成碎片的行业。这

种复杂性对官方统计的许多领域构成挑战，因为其需要细致的活动分列等级，

往往比通常编制的等级更详细。例如，传统的劳动力调查无法提供用于估计所

有详细的旅游行业的就业总人数的细节(甚至在国家一级)。

资料来源：基于国家统计研究

所(统计所)进行的各季度劳动

成本调查所得数据的编制。

注：数据显示的是绝对数值和

年同比百分比变化。

54 更多信息见国际劳工组织

(1998年)。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190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page=190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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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3. 下列是劳动统计主要数据来源的三大组别：55

(a)   住户一级的数据(计量劳动力供应)：人口普查和基于住户的抽样调

查；

(b)   基层单位一级的数据(计量劳动力需求)：基层单位普查和基于基层

单位的抽样调查；

(c)   行政记录，例如就业办公室登记，社会保障文件，失业保险记录，

劳动检查记录和征税记录。

7.94.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6.8段)指出，“基层单位”提供

的数据更适用于生产分析。但是，不应忽视通过基于企业的调查(因此是关于

企业的信息)收集的数据，特别是如果关于基层单位的信息不可用时。一般来

说，针对基于基层单位的抽样调查(见下文E.3节)的建议也适用于基于企业的调

查。

E.1. 人口普查

7.95. 人口普查包括收集、编制、评价、分析和公布或传播特定时间内某

一国家或某一国家划定部分的全部人口的人口统计、经济和社会数据的整个进

程。

7.96. 除了调查住户人口统计特征、社会特征和教育特征等主题，人口普

查还收集关于人口的下列经济特征的数据：活动状态、职业、行业和就业状

态；此外，可能专门收集关于工作时间、收入、非正规部门就业等要素的信

息。如果某人在观察时期失业或不在上班，人口普查也是收集关于其以往职位

的信息的来源。也被用于分析曾经在旅游部门有职位的人。此外，人口普查也

是关于个人国籍、民族和移徙状态(如果适用)的宝贵信息的来源。

7.97. 应指出的是，在旅游业中，关于按职业、行业、就业状态和教育等

级分类的人口经济特征的普查信息极其有用和重要。人口普查是完整和详细信

息的最佳来源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最佳的话)，涵盖了按经济活动(行业)和教育

等级分类的全部人口的职业信息。

7.98. 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各国使用人口普查中的计数，与其他来源的数

据结合，编制旅游行业中按上述所有经济特征分类的就业表格。

E.2. 基于住户的抽样调查

7.99. 基于住户的抽样调查是最灵活的数据收集方式之一。理论上，可以

通过住户调查研究几乎所有基于人口的项目。在抽样调查中，一旦选择了一部

分人口，可以进行观察或收集数据。之后进行推论，适用于全部人口。因为在

抽样调查中，调查者的工作量更少，用于收集数据的时间更长，相较于普查，

大多数主题项目可以更加详细。56

55 关于各国用于计量旅游行业

各种就业层面的数据来源的

更详细信息，见国际劳工组

织和世界旅游组织(2008年)，

《来源和方法：旅游行业就

业劳动统计》，劳工组织，

日内瓦，世旅组织；以及世

界旅游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

(2014年)。

 56 更多信息另见联合国(2008
年 a) ， 《 设 计 住 户 调 查

样 本 ： 实 务 指 南 ， 方 法

研究》， F辑第 98号，可

在线查阅：http://unstats.
un.org/unsd/pubs/gesgrid.
asp?id=398(30-05-2014)。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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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0. 为收集数据以计量和评估旅游行业就业的各个层面，在各国开展

了以下各类基于住户的调查(但该清单并不详尽)：劳动力调查，住户收入和支

出调查，年度人口调查(联合王国)和欧洲联盟关于收入和生活状况的统计项目

(每年在欧洲联盟成员国进行)。通常，收集的数据与其他来源的数据混合使

用。

7.101. 劳动力调查是收集关于就业、不充分就业和失业的数据的主要工

具，能够收集关于雇员和自雇职业者的一致和全面的信息。

7.102. 此外，除了人口普查外，劳动力调查是关于劳动力市场所有方面

的唯一全面信息来源，涵盖全部人口，每个人可被指定为明确的就业状态、失

业状态或不属于劳动力状态。对于每一个人，不管他/她可能拥有的职位数和

他/她工作的基层单位的数量，劳动力调查仅将其作为个人计算一次，从而避免

了重复(见附件三的例子)。

7.103. 此外，劳动力调查的基本概念和定义通常是基于劳工组织的国际

建议，可以作为关于该主题的国际比较的标尺。

E.3. 基于基层单位的抽样调查

7.104. 基层单位调查的形式多样，都是为了获得关于生产、出口，劳动

成本，职位空缺、雇用和解雇做法，技能等级，以及未来就业前景和非正规部

门就业等主题的具体信息。

7.105. 基层单位调查旨在提供关于就业结构、周平均工作时间、平均时

薪和平均周薪和按收入和时间等级的雇员分类，劳动成本的等级和构成，空

缺，劳动更替，职业和职业工资以及技能和培训需求的信息。基层单位调查所

收集的就业数据有时按性别分列。

7.106. 因为基层单位调查是抽样调查，其结果的可靠性和完整性完全取

决于国家商业登记的完整性和效率升级。57

7.107. 在旅游统计领域，下列基于基层单位的调查类型提供了旅游行业

就业的多样性数据，通常与通过下列其他来源(清单不详尽)收集的数据结合，

用于编制表格：劳动成本调查，就业、收入和工作时间调查，作为短期就业调

查(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的劳动力职位调查，商业登记调查(联合王国)，年度时

间和收入调查(联合王国)和劳动情况调查(西班牙)。雇员收入和时间调查的例

子见附件四。

E.4. 行政记录

7.108. 行政数据是政府机构行政职能的副产品。

7.109. 因此，不存在专门用于编制统计数据的行政系统。也就是说，执

行某一机构的行政职能通常是响应法律要求和说明。但是，行政系统可以被当

作丰富的数据来源，应充分加以利用。

57 商业登记是某一国家企业

和/或商业机构的列表，每

个单位都有识别编号，至少

包括关于单位规模、活动类

型、活动状态的信息和广泛

的联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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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0.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类型的数据来源相比，行政和类似的大数

据集合有着多个优势：它们经精心编制，在许多情况下，数据规模足够大，可

以提供健全的国家以下一级数据。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这些行政数据来源不

是专门用于匹配旅游等行业的统计概念。因此，通常要做大量工作以便能够导

出可用的统计信息。

7.111. 在旅游行业的就业的情况下，鼓励各国充分调查和使用下列类型

的行政记录：国家统计局保存的商业登记(或商业人口统计)，收益记录文件，

社会保护或社会保障记录文件，个人收入纳税记录，就业登记统计以及旅游经

营者和旅行社的中央登记。

7.112. 在这方面，Delaney和MacFeely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结果发表在 

《爱尔兰旅游行业的就业：使用行政数据进行结构性区域研究》一文中。该论

文含有许多信息丰富且有用的表格和图片，内容涉及旅游行业就业的多种就业

层面，是用行政数据和类似数据集编制的。

E.5. 所叙述的统计数据来源的优势和不足

E.5.1. 基于住户的调查与基于基层单位的调查的对比

7.113. 基于住户和基层单位的数据是相辅相成的，都提供了另外一种调

查形式不适合提供的重要类型信息。例如，从基于住户的调查中获得当前的人

口特征，而从基层单位报告中能够得到更可靠的详细行业分类。

7.114. 由于定义和覆盖率、信息来源、收集方法和评估程序存在差异，

这两个来源得到的数据各不相同。另外，抽样变异性和回应误差也造成了差

异。

7.115. 从这两个来源得到的就业统计等级和趋势存在偏差效应的主要因

素是(以下描述的差异并不穷尽)：

7.116. 覆盖率。通常来说，基于住户的调查将就业定义为在参照期内工

作时间至少为1小时的有酬工人(包括家政工人和其他私人家庭雇员)，自雇者

和无酬的家庭雇员。列入了农业和非农业行业的就业。基于基层单位的调查涵

盖基层单位工资单上的雇员。在一些国家，农场被明确排除在这些调查之外。

在解读调查结果时应考虑到这一点。

7.117. 拥有多个职位。住户调查提供了关于人口工作状态的不重计的信

息，这是因为每个人被分类为就业、失业或不在劳动力市场。有一个以上职位

的就业工人仅被计算一次。在基于基层单位报告的数据中，针对报告所涉期间

在一个以上基层单位工作的人。只要其姓名在工资单上出现一次，就被计算一

次。

7.118. 收入。住户调查计量私营和公共部门所有职业和行业的有酬工人

的收入。数据是指工人唯一或主要职位获得的通常收入。来自基层单位调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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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通常是指基层单位工资单上的雇员的平均收入。这也有优势，可以用雇员

数量对平均收入进行加权。

7.119. 工作时间。住户调查计量所有工人的工作时间，而基层单位调查

计量由雇主付酬的私人生产和非管理类工人的工作时间。在住户调查中，有职

位但不上班的人都被排除在时间分布和平均工作时间计算之外。在基层单位调

查中，生产或非管理类雇员的带薪休假、带薪节假日或带薪病假时间被列入和

归于报告所涉期间其得到报酬的工作时间数中。

7.120. 劳动力调查涵盖雇员和自雇者的工作时间。但是劳动力调查仅估

计给定国家国境以内的就业者，通常不收集跨境工人或外籍季节性工人的数

据。可以在旅游行业商业单位雇用的人群中发现这两类工人。58

E.5.2. 人口普查与基于住户的调查对比

7.121. 关于人口经济特征的人口普查信息侧重于列举经济活跃人口，从

而为当前就业、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研究提供基准数据、

7.122. 普查数据提供最高至最低的地理学聚集等级人口经济特征的信

息，按性别、年龄、行业、职业和教育水平分类。

7.123. 此外，从人口普查收集的数据与关于劳动力和其他经济特征的其

他统计数据收集来源的数据被联合使用。

7.124. 同时，人口普查中用于调查各个项目的问题数量有限。通常一个

问题用于一个项目(活动状态、职业、行业、就业状态、工作时间、收入、就

业部门和工作地点)。

7.125. 相反，基于住户的抽样调查虽然规模较小，但针对一个项目可以

分配多个问题，从而能够更精确地计量种类更广泛的数据，用于不同的分析类

型。此外，劳动力调查的概念和定义是基于劳工组织的国家建议，可以作为关

于该主题的国际比较的标尺。

7.126. 其他差异包括：

• 所涉操作的规模(完全计数与抽样)；

• 方法，实际实施条件，选时和所收集数据的复杂性；

• 更灵活地修改(劳动力调查)，以适应不同用户需求和数据收集方法；

• 由于样本规模有限，调查通常不提供小区域或人口小群的充分详情。

E.6. 旅游就业信息整合

7.127. 上文提到，只根据一个统计来源来全面衡量和分析旅游行业就业

情况几乎不太可能，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是，将不同来源的数据结合起来。

这种方法可汇集更全面的信息，提供更理想的概况和更一致的描述，还会使分

析更加准确(见《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7.34段)。

58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国家的

劳动力调查涵盖这几类工

人。因此，在加拿大，劳动

力调查涵盖大多数临时移徙

者(外籍季节性工人)。例

如，前往加拿大农场工作并

临时居住在此的墨西哥人、

牙买加人和其他人。纳入调

查的农场必须报告这些移

徙工人，作为其住户的一部

分。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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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8. 方框7.17阐述了如何通过应用旅游卫星账户的旅游比例来计量旅游

业就业。

方框7.17
通过应用旅游比例来计量旅游业就业：澳大利亚的例子

在澳大利亚，计量旅游就业是基于《旅游卫星账户》的概念(见《2008年旅游卫星账

户：推荐的方法框架》，第四章表7)，基于明确定义的“旅游行业”，使得能够更全

面地显示旅游行业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需要用活动分类的观点来定义旅游，包括为

游客和非游客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因为，例如，本地居民也为这些旅游行业做贡

献。特别是，在一些地区，所选的旅游行业也可以为非游客提供产品和服务，在这方

面，旅游需求的比例在从几乎0至100%的范围内。

因此，如果要更全面地描述旅游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关联，必须纳入需求方。依据

《2008年旅游卫星账户：推荐的方法框架》(第四章，表6)，通过针对相应的旅游行

业适用相关的“旅游比例”来达到这一点。只有这样，才可将旅游行业的全部就业的

一定比例归因为旅游(旅游比例)。

但是，由于纳入需求方并适用旅游比例，与来自行政数据来源的其他就业数据相

比，存在某些不一致，也就是说，应用《2008年旅游卫星账户：推荐的方法框架》表

7得到的结果无法直接与社会保险承保者的数据、劳动力调查的结果或商业统计数据

等信息进行比较，所以，必须向数据用户做出澄清。
资料来源：Laimer, P. 和 
Öhlböck, P.(2008年)。

7.129. 本节的余下部分将阐述有着先进的旅游统计体系的国家编制的旅

游行业就业的一些特定方面的衍生计量。59

7.130. 西班牙按合同类型收集关于旅游行业的就业的数据并编制图表，

见图7.5。加拿大旅游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包含的信息使得可以根据一些人口统

计特征(例如在学人数、母语、出生地和权益团体，见方框7.18)对加拿大旅游

行业就业人员进行概述。例如，2006年，相较于加拿大的全部劳动人口，加拿

大旅游劳动工人是少数族裔的可能性略高。60

图7.5
按性别和旅游合同类型分列的工人，2012年第四季度：西班牙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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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另见世界旅游组织和国际劳

工组织(2014年)。

60 Meis, S.(2014年)。

资料来源：基于来自就业状况

调查(短期劳动调查)的数据

编制(西班牙就业和社会保障

部，2013年)。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page=78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page=78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page=74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f/SeriesF_80rev1e.pdf#page=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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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1. 加拿大和西班牙公布了失业数据。相同的分析方法被用于月度和

年度劳动力调查数据，以显示旅游行业61 月度和年度平均失业水平和失业率与

整体经济的比较。在确定失业率时，四位行业分类《北美行业分类系统》依据

过去一年内最近拥有的职位(由受访者自行确定)。用于查明旅游失业情况的问

题示例见附件三(问题61-63)。

方框7.18
旅游行业就业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加拿大的例子

加拿大旅游人力资源理事会(将劳动力调查作为主要的信息来源)在一项开创性工作中

询问了关于工会会员身份和旅游行业劳资协议覆盖率的问题。

加拿大
旅游 
部门

住宿
饮食 
服务

休闲 
娱乐

运输
旅行 
服务

就业总人数 16 021 180 1 656 940 184 835 793 380 358 980 271 500 48 245

性别 

女性 47.4% 52.3% 61.4% 59.6% 47.2% 28.1% 70.5%
男性 52.6% 47.7% 38.6% 40.4% 52.8% 71.9% 29.5%
年龄

15至24岁 15.0% 32.8% 22.8% 48.1% 27.3% 5.4% 11.8%
25至34 岁 19.9% 18.5% 19.9% 17.8% 20.7% 15.5% 24.6%
35至44岁 24.6% 18.6% 20.2% 14.8% 19.8% 25.5% 25.1%
45岁及以上 40.5% 30.2% 37.1% 19.2% 32.2% 53.6% 38.5%
出生地

加拿大出生 77.9% 76.3% 73.9% 74.8% 83.4% 74.7% 66.4%
加拿大以外出生 22.1% 23.7% 26.1% 25.2% 16.6% 25.3% 33.6%
母语

英语 58.0% 58.7% 58.3% 56.1% 66.7% 57.0% 54.9%
法语 21.9% 19.1% 18.5% 18.7% 19.9% 20.3% 15.5%
其他语言 20.1% 22.1% 23.2% 25.2% 13.4% 22.7% 29.5%
权益团体

少数族裔 15.1% 18.8% 19.0% 22.7% 10.9% 17.4% 22.9%
土著人 2.8% 3.2% 4.7% 3.1% 3.3% 2.8% 1.4%
残疾人 11.8% 11.5% 13.1% 10.3% 11.4% 14.0% 11.2%
在学人数 (2005至2006年)

在学  16.7% 28.4% 20.3% 38.6% 27.1% 8.6% 13.8%
未在学 83.3% 71.6% 79.7% 61.4% 72.9% 91.4% 86.2%
教育等级

没有证书、文凭 

或学位 
14.5% 23.3% 20.6% 31.9% 15.1% 14.2% 4.2%

高中或同等学历 26.1% 34.6% 32.9% 38.8% 30.0% 31.9% 21.6%
学徒/贸易/学院/
CEGEP a 证书/
文凭

32.4% 25.9% 30.2% 19.2% 27.1% 37.7% 44.9%

大学以下学历 4.8% 3.9% 4.5% 2.8% 5.0% 4.4% 7.5%
大学证书或学历  22.3% 12.3% 11.8% 7.2% 22.7% 11.9% 21.8%

资料来源：加拿大旅游人力资

源理事会(2009年)。

a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学院。 

61 《加拿大旅游卫星账户》确

定，以《北美行业分类系

统》中的旅游部门行业作为

加拿大的旅游行业，包括会

因缺乏旅游而直接停止的行

业或虽仍然存在但活动规模

非常小的行业。

http://cthrc.ca/~/media/Files/CTHRC/Home/research_publications/labour_market_information/ttse/DemoPro_Full_Report_EN.ashx
http://cthrc.ca/~/media/Files/CTHRC/Home/research_publications/labour_market_information/ttse/DemoPro_Full_Report_EN.as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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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收集就业相关的具体问题的数据的方法

F.1. 数据收集方法

7.132. 可以通过统计普查和住户与商业单位调查以及行政登记信息来收

集关于工作时间的统计数据。

7.133. 如果有可能，在具备相关性的情况下，适宜结合多个数据来源以

满足用户要求(例如覆盖率、范围、回复率、样本规模、回复负担和成本)并评

价获得的统计数据的质量。

7.134. 出于统计目的，为确保更好的一致性。收集的工作时间统计数据

以及就业、工资和劳动成本等统计数据应有相同的参照期和类别或职位组别。

7.135. 基于住户的调查非常适合收集下列数据：

(a)   实际工作时间和通常工作时间，正式化工作时间安排和安排特色。

其也可用于编制关于有酬时间或者标准或合同时间的统计数据；

(b)   针对所有劳动者和所有职位，包括非正规就业、住户服务和志愿工

作；

(c)   短参照期(如一天和一周)并且调查是连续的；以及长参照期(如一个

月或一年)；

(d)  针对个人和整体经济。

7.136. 基于基层单位的调查非常适合收集下列数据：

(a)   有酬时间，合同时间，有酬加班时间和不上班时间(通常用于监测休

假待遇)，以及正式化工作时间安排。也被用于编制关于标准工作时

间或实际工作时间的统计数据；

(b)   针对基层单位所有的有酬就业职位或其子集；或所有的基层单位或

其子集；

(c)  针对一段参照期，例如一周、一个月、一年或发薪周期；

(d)  针对个别职位，职位组的均值或作为整体的基层单位。

7.137. 立陶宛劳动力调查的计量范围显示了工作时间变量的重要性，为

收集不同的工作时间概念的数据，提出了14个问题(见附件三，问题13-16、24
和38-46)。

F.2. 收集关于工作时间安排、非正规就业和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信息

7.138. 现有的从事经济活动人口调查和类似的住户调查为收集关于非正

规部门就业的数据(所涉人员的数量和特征及其就业和工作条件)提供了有用和

经济的方式。通常，这类调查可涵盖与工作时间安排、非正规就业和非正规部

门的就业的相关方面有关的所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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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9. 可以通过各种基层单位调查来收集关于非正规部门单位的数据，

这些调查取决于计量目标、数据用途、国家统计系统的日程和结构以及抽样框

架和资源的可用性。

7.140. 应记住以下一般方法：

• 如果目标是监测旅游行业非正规部门就业，也就是所涉人员的数量和

特征以及就业和工作条件，那么使用劳动力调查。周期：年度或更频

繁(如果可能的话)。

• 如果目标是计量旅游行业非正规部门企业的数量和特征：例如就业、

生产、收入产生、组织和运行、限制和潜力，那么使用非正规部门调

查(基于企业的调查)或住户企业混合调查。周期：每五年一次(如果可

能的话)。

7.141. 图7.6阐述了用于识别非正规部门企业和基层单位的就业人员的双

轨方法。方框7.19介绍了住户调查所用的问题。

图7.6
用于识别非正规部门企业和基层单位的就业人员的双轨方法：南非的例子

非正规部门

是

商业机构的规模少于五名雇员
否

否

由雇主扣除所得税

登记缴纳增值税或所得税

雇员雇主、自雇工作者、 

在家庭企业中无酬工作

就业

资料来源：南非季度劳动力

调查(比勒陀利亚，南非统计

局，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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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7.19
计量非正规就业

计量非正规就业的最佳来源是有下列问题类型的基于住户的调查：

17. 您的合同或协议的期限有多长？

 • 每日合同/协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少于1个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1至2个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3至6个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7至12个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多于12个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 我不知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18. 您的雇主是否为您支付社会缴款(养老金或失业金)？

 • 是的，当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可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我不知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19. 您是否获得带薪年假或未休假补偿？

 • 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我不知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20. 在生病的时候，您是否获得带薪病假？

 • 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我不知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如果问题18、19或20的回答是“否”，那么雇员被视为拥有非正规职位。 

F.3. 收集关于职业的信息

7.142. 为准确定为《职业分类法-08》(本章D.1.1节提及)和相关国家分类

的任何等级，需要下列信息：

• 职业名称和头衔

• 该职位从事的主要任务和职责

7.143. 建议将这些问题(方框7.20)作为制定收集职业数据的国家方法的出

发点(另见附件四“澳大利亚人：雇员收入和时间调查，2012年”(问题5和6))。

资料来源：根据摩尔多瓦共和

国劳动力调查问卷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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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7.20
关于职业数据的问题

(a) 在上周拥有的主要职位中，您的工作和职业是什么？

请给出完整和具体的职位名称。例如：

 • 管家

 • 宾馆经理

 • 青年旅馆经理

 • 快餐店厨师

 • 执行总厨

 • 调味汁厨师

职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您的职位的主要任务或职责是什么？

请详细叙述。例如：

 • 照顾住户的宠物和植物，接待游客，接电话，传递信息和采购杂货

 • 指挥和监督预订、接待、客房服务和家政活动

 • 评估和审查顾客满意度

 • 准备简单或预制的食品和饮料，例如三明治、汉堡、披萨、鱼和炸鱼和炸土豆

片、色拉和咖啡

 • 计划和制定食谱和菜单，估算食品和劳动成本，订购食品供应品

 • 准备、调味和烹饪特殊食物和复杂菜肴

F.4. 收集关于就业状态的信息

7.144. 关于上文D.1.3节介绍的《国际就业状况分类》(《就业状况分

类-93》)，可根据合同期限和解雇保障类型对不同类型的有酬就业职位加以区

分。这在旅游特色活动(具有强烈的季节性，分淡季和旺季)中特别具有相关

性：建议将有稳定合同的雇员从其他“雇员”中区分出来，因为他/她们与相同

的雇主签订了连续合同或系列合同。还建议将正规雇员从有稳定合同的其他雇
员中区分出来，因为这些合同强制雇主缴纳常规社会保障费用和/或遵守国家劳

动法律。这方面的说明性例子见附件三(问题17和24-27)。

7.145. 至于自雇，根据工人在其代表或工作的生产单位内拥有的职位的

职权类型，对不同职位类型进行区分：雇主连续聘用一人或多人作为“雇员”

为其工作。例如，自雇工作者在经济单位的职权相当于“雇主”，但不连续聘

用雇员；生产者合作社成员平等决定生产安排。家庭雇员无法被视为生产单位

业务的合伙人，因为与企业负责人相比，其在单位业务中承担的义务程度(工

作时间或其他因素)不是同一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标准职

业分类》(《职业分类-08》)

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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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6. 《就业状况分类-93》的主要类别是互斥的，穷尽包含所有就业合

同类型，对于每个可以监测变量的单位，适用规则必须使得仅可以指定这些值

中的一个。因此，《就业状况分类-93》的结构是固定的。

7.147. 然而，实际上，一些情况也许不能被简单地归入一个类别，《就

业状况分类-93》提供了特殊子类清单，这些子类在特定国家是重要的，可被

视为与有酬就业和自雇之间的基本差别存在模糊，不管是基于合同措辞还是分

析角度。这些特殊类别要么是一个主要类别的一部分，要么代表了两个或两个

以上类别之间的边界情况。对自雇来说，重要的是法人企业的所有者管理人，

从合同角度来看，此人是雇员，但从职权角度看，此人可以被视为雇主；此

外，从职权角度，承包人、外包工(家庭雇员)和特许经营者往往可能被视为情

况与雇员类似。对有酬就业来说，重要的是临时工人和季节性工人。

F.5. 收集关于薪酬的信息

7.148. 分析劳动的货币方面(例如雇员报酬、劳动成本和混合收入(见上

文D.2.3至D.2.5节))时，可能的话，应收集基层单位的数据，而不是企业或公

司的数据，只要使用的统计报告制度能够使多个基层单位组成的企业提供每个

基层单位的数据。

7.149. 如果可能的话，全面劳动成本调查的观察期应涵盖日历年度的12
个月(如果做不到，应使用通常的统计年度)，以便考虑到仅一年一度或不定期

发生的支出。

7.150. 对于劳动成本调查国家方案涵盖的各个经济活动来说，可取的做

法是，应收集间隔不超过五年的数据。由于社会法律或其他因素的变化，若超

过五年，劳动成本的组成部分会发生重大变化，只要有关于收入和其他劳动成

本要素的适宜数据，可以估算出两次调查之间的年份的数据。中间时期有限范

围内的特殊调查可以为估计劳动成本的某些组成部分提供满意的依据。

7.151. 此外，各国可进行基于特定基层单位的调查或研究，例如加拿大

旅游部门收入研究，以收集关于特定行业雇员工资或收入的数据。还可以利用

综合/混合数据集合，例如《国民账户体系》(见上文E.1至E.4节)。

7.152. 考虑到自雇人口的异质性和计量非法人企业的净收入，应将与自

雇有关的收入(混合收入)逐步纳入国家长期统计方案中。

7.153. 为计量自雇收入选择统计技术时应考虑到自雇者经营业务所处的

环境和计量目标。可使用两大技术：

(a)  权责发生制统计，计量参照期内赚得的利润，考虑与该时期有关的

进账和支出，不管其是否收到或支付；

(b)   现金流技术，计量参照期内实际收到(包括用于自己的产品的价值)

和支出(包括免费或低价供给的产品的价值)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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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4. 职位和个人是与计量自雇收入有关的两个基本监测单位，取决于

要达到的目标。

7.155. 为计量不同经济活动的收入产生能力，职位是基本实体，应基于

此进行信息收集和分析。

7.156. 当目标是分析所涉人群与就业有关的福祉时，个人是理想单位。

在分析就业相关的收入和教育成就、就业资历、工作持续时间等要素之间的关

系时，个人也是相关的。

7.157. 收集关于自雇收入的数据应基于经常性国家统计方案，使用所有

可用的来源，包括《国民账户体系》。

7.158. 普通或专门的住户调查是这样的一个来源，住户个体成员是其观

察单位。

7.159. 其他数据来源包括基层单位调查、行政记录(例如所得税和社会保

障记录)、小型经济单位调查和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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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补充和跨领域专题

本章阐述若干跨领域专题，这些专题对于以编制官方旅游统计数据为目的的统

计过程安排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是对这些要素作出调整，从而以建立一

个国家旅游统计系统为重点。本章侧重于下述两个专题：质量管理和质量报告

(A节)、元数据(B节)、公布数据和元数据(C节)及机构安排(D节)。所阐述的

概念和良好做法，体现了《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所含建议，以及联合国

统计委员会最近提出的建议和各国的经验。

A. 质量管理和质量报告

8.1. 确保所提供的数据的质量并编制和公布元数据，是数据编制进程的

内在组成部分。一旦建立了生成统计数据的常态程序，就需要逐渐落实这些职

能。在这方面，人们公认，统计系统较为落后的国家，可能难以立即实施本章

倡导的全部或大部分概念和良好做法。对此，各国最好采取分阶段办法落实下

文所述建议，首先侧重于具体国情之下最具相关性和可行性的概念和良好做

法。可以将更为全面的落实工作，视为强化国家旅游统计系统方面的一项较长

期的目标。

A.1. 质量管理：基本概念和定义概览

8.2. 旅游统计质量概念，包括《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九章，A
节)对质量维度的描述，反映了统计界采用的共同方法。该方法基于“适于使

用的程度”这一质量定义(《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9.2段)。《2008年
国际旅游统计建议》阐述了质量的先决条件，并建议采用下列质量维度：相关

性、可信性、准确性、及时性、方法健全性、一致性和可获得性。旅游统计的

编制者和用户应当参考《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中关于这些维度的定义。

8.3.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出版后，统计委员会继续就质量衡量

与管理的相关问题开展工作。特别是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核可了通用型国

家质量保证框架模板，63 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欢迎综合经济统计准则全面草

案。64 2013年作为联合国出版物面世的《国家质量保证框架》和《综合经济统

计准则》，在委员会看来，适用于官方统计的所有领域。《国家质量保证框

架》包含了《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推荐采用的旅游统计全部质量维度，

并强调诸如可靠性、准时性、明确性、可诠释性、可比性、诚信和适用性之类

维度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质量维度大多被视为《2008年国际旅

 63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12
年正式记录，补编第4号》

(E/2012/24)，第一章，B
节，第43/110号决定，(b)
段。

 64  同上，《2012年，补编第4
号》(E/2012/24)，第一章，B
节，第42/106号决定，(b)
段。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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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统计建议》所列维度的组成部分。旅游统计编制者最好熟悉《国家质量保证

框架》词汇表中可供使用的质量维度的定义，并将它们付诸实践，以确保旅游

统计质量评估更具有跨国家和跨领域可比性。

8.4. 旅游统计两个非常重要质量维度的例证是连贯性和一致性，方框8.1
给出了二者的定义，并解释了它们对旅游统计的意义。对一致性和连贯性进行

核查，是为了发现差异，然后说明统计调整的合理性，并予以记录。编制者需

要了解的是，差异出现的可能性很高，而提高统计质量的重要一环，正是对这

些差异和后续的决策进行检查。

8.5. 对于负责官方旅游统计的国家机构来说，质量管理是一项重中之

重。它包括质量保证(通过开展增强信心的活动，使人相信这些过程将满足统

计数据产出的要求)、质量评估(根据标准质量指标评估数据质量)和质量记录 

(记录数据质量评估的方法和标准)。

方框8.1
旅游统计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一致性是指数据以不同方式和为多种不同用途进行组合的合适性。若统计数据的来源

不同，特别是采用不同方法实施的统计调查获得的数据，常常不完全兼容，并且因为

采用不同的办法、分类和方法标准而呈现出差异。人们在若干类数据之间定期开展一

致性评估：临时数据与最终数据，年度数据与短期数据，同一社会经济领域的数据，

调查统计与国民账户。统计域间的一致性与可比性密切相关。术语“一致性”和“可

比性”均指两个数据集之间的关系。两个术语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

 • 可比性系指以通常不相关数据总体为基础的统计数据之间的对比。

 • 一致性系指以相同或大致相同的数据总体为基础的统计数据之间的对比。一致性

一般可分为“跨域一致性”和“内部一致性”。

连贯性是指逻辑和数字上的连贯一致程度。随着样本规模增加，若估计值按概

率逼近被估计量，则该估计值则被认为具有连贯性(见国际统计学会，《牛津统计术

语词典》)。数据集内部跨时的连贯性和数据集之间的连贯性(通常指各部门间的连

贯性)是这一维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相对宽泛的意义上，连贯性在每一种情况下都

有“至少可协调”的意思。例如，若针对同一现象的两个数列不一致，应该确认记录

时间、评价和涵盖范围方面的差异，以便调节这两个数列。随时间推移产生的不连贯

性，与某些变更有关，它们导致例如概念、定义和方法的变更引起的序列断裂。

具体而言，下述问题对于旅游统计领域特别重要(见世界旅游组织，“旅游统计

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概览”)。

 • (a) 需求统计方面的不同数据集之间和(b) 旅游供需统计之间的旅游统计内部一

致性与连贯性。

 • 外部一致性与连贯性：(a) 将旅游统计纳入《旅游卫星账户》并因此与国民账户

整合在一起，和(b) 旅游统计与国际收支中“旅行”和“客运服务”项目之间的

对比。

资料来源：统计数据和元数据

交换；和世界旅游组织(2014
年)。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
http://sdmx.org/
http://sdmx.org/
http://dtxtq4w60xqpw.cloudfront.net/sites/all/files/docpdf/coherence.pdf
http://dtxtq4w60xqpw.cloudfront.net/sites/all/files/docpdf/cohere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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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质量保证是质量管理的核心，近年来，国家和国际两级在这方面积

累了多种不同的经验。关于编制过程的质量保证，《国家质量保证框架》确定

了可完全适用于旅游统计的四项内容：(a) 保证方法的健全性，(b) 保证成本

效益，(c) 保证实施方面的健全性和(d) 对调查对象的负担进行管理。在旅游

统计中：

(a)  保证方法健全性需要采用以国际统一标准为基础的良好统计方法，

例如《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提出的统一标准以及本编制指南

中的良好做法；

(b)  实施可以提高有效性和效率的标准化解决方案(例如，在组织和实施

各种调查和数据库管理方面)，记录统计进程各阶段的数据生产成

本，以及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从而就数据质量做出适当取舍，通过

诸如此类的活动保证成本效益；

(c)  保证实施健全性需要各种活动，例如实施旅游统计员培训方案，在

进入统计进程的后续阶段之前，在编制进程中建立数据质量检查点

并(酌情)进行核签，记录所有程序，与利益攸关方尤其是用户和可

能的调查对象进行协商；

(d)  认识到有必要在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要求与调查对象承受的负担之间

实现平衡，在此种认识的指导下，对调查对象的负担进行管理。调

查中的应答率下降导致数据质量降低和调查成本增加，在这种情况

下，处理这项艰巨挑战尤为重要。

8.7. 关于旅游统计产出的质量保证，《国家质量保证框架》列出了适用

于旅游统计的构成统计产出质量保证的六类活动，即：

(a)  保证相关性。旅游统计编制者面临的挑战，是权衡和平衡现有用户

和潜在用户相互冲突的需求，从而编制出能够在既定资源限度内满

足最重要和最优先需求的统计数据。例如，可以就工作方案的内容

与用户进行协商，并组建咨询理事会，以便就整体的统计优先项向

理事会咨询，从而保证相关性；

(b)  保证产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例如，这涉及评估和核实源数据，对

已获得的数据和现有的信息来源进行比对，确定初步数据与修订数

据，提供关于修订时间、原因和性质的说明；

(c)  保证及时性和准时性。这尤其需要在数据统计发布政策方面明确划

定和公布及时性目标(和对这类目标的修订)，包括：区分不同种类

的统计产出(如新闻稿、特定统计报告或表格以及一般出版物)及其

发布程序；制订程序，确保数据从提供者那里及时有效流动；在方

案设计阶段，明确考虑及时性和其他质量维度(如准确性、成本和调

查对象的负担)之间的总体权衡；以及清楚地确认初步数据，为用户

评估初步数据的质量提供适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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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保证可获得性和明确性。这包括的活动有：将易获得的最新元数据

配合旅游统计数据一同发布；对《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所含

建议的任何不同之处作出连贯一致的注解；采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

术发布数据(例如在线数据库)；使用户能够以最恰当的格式生成各

自的表格，并定期征询用户意见以确定最受欢迎的发布格式；

(e)  保证一致性和可比性。例如，这需要各个统计方案和统计域之间的

知识合作与共享，以确保从互补的来源获得的产出能够得到恰当结

合；清楚地确认和解释序列中断；并提供方法，以确保进行必要的

数据调节；65

(f)  管理元数据。这包括使用户能够理解旅游统计数据的活动，包括理

解它们的局限性，以便做出知情决策(见B节)。

A.2. 质量衡量和报告

8.8. 旅游统计的质量管理，要求各国采取步骤，衡量质量并向统计进程

的全部参与者和大众报告衡量结果。对旅游统计编制者而言，将他们的质量衡

量和报告方法置于国际、超国家和区域组织制订的质量评估框架基础上，是一

种良好做法。

8.9. 建议各国为常规统计质量报告制订一项标准，报告涵盖全部统计进

程及其产出，并且以本节所列质量维度为基础。这类报告可以面向数据编制

者，目标是确定鉴别统计进程的优点和弱点，从而采取质量改进行动，或者面

向数据用户，目标是让用户随时了解统计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和统计产出的质

量。这两个角度都很重要。

8.10. 各国应评估统计进程(数据收集、处理和公布)的优缺点，并确定有

可能进一步提高数据和元数据质量的其他活动。各国应确定质量衡量尺度或指

标。例如，从参照期结束到特定旅游统计数据集发布日之间的滞后期，就是一

个直接的质量衡量尺度。关于一致性的一项指标是，旅游特色产品和活动的分

类与产品和活动国家分类之间的对应表是否可用。良好做法是，给每个质量维

度制订一组有限但定义明确的指标，指标可供在长期内遵循，以确保向用户提

供一份关于整体质量及其演变情况的有用的总结。不过，为确保旅游统计质量

评估具有最佳的国际可比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有意公布一份清单，列出建

议采用的衡量尺度和指标。

B. 元数据

B.1. 元数据：基本概念和定义概览

8.11. 在统计学中，元数据是用来说明统计数据的数据，包括数据来源和

采用的工具(如统计标准和分类、商业登记和框架、统计方法、程序和软件)。66 

自2005年以来，世旅组织认识到了元数据的重要性，出版了题为“旅游统计元

65  世界旅游组织(2014年)， 

《旅游统计的一致性和连

贯性：概览》，可在线查

阅：http://statistics.unwto.
org/content/papers (30-5-
2014)。

66  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

工 委 员 会 标 准 ， 最 终 国

际标准草案 11179- 1( 2004
年 )，信息技术 -元数据

注册-第一部分：框架结

构，可在线查阅： http://
www.iso.org/iso/iso_catalogue/
catalogue_tc/catalogue_detail.
htm?csnumber=35343 (30-5-
2014)以及联合国(2013年)， 

《综合经济统计准则》，

可在线查阅：http://unstats.
un.org/unsd/nationalaccount/
ies/(30-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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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项目：记录数据统计的一般准则”的出版物。世旅组织在区域能力建设方

案中一贯强调记录现有国家统计进程的重要意义，应铭记三个目标：

(a)  帮助每个国家发展优质知识和评估现有数据，这是做出与制定新观

测流程有关的决策的必要步骤；

(b) 向用户提供可用的旅游统计数据及关于其获取过程的有关信息；

(c) 生成有可能实现有意义的国际比较所需的信息。

方框8.2
“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标准

2008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审查了作为“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项

目的一部分编制完成的概念和定义，确认和支持将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作为交换

和共享数据和元数据的首选标准，并鼓励各国和国际统计组织进一步予以落实。见

《2008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第4号》，E/2008/24，第一章，B节，第

39/112号决定。根据统计委员会的决定，本节对一般统计元数据的说明，特别是对旅游

统计元数据的说明，是以“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标准中的概念和定义为基础的。

本章提到的很多有关元数据的概念，其定义可见于“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针

对内容的指南(2009年)，附件4，题为“元数据通用词汇”。

8.12. 元数据在统计数据编制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它使统计观测流程得以

建立并为之提供便利。另外，在数据收集、编制和发布的不同阶段以及在不同

层级的数据汇总中，元数据都促进对统计数据的使用、共享、查询和理解，从

而确保了在所有相关统计域的统计编制过程的不同阶段，尽可能地遵循共同的

标准和定义。在这方面，建议各国将元数据的编制以及随后的发布，视为统计

工作所有领域内的统计进程的必要组成部分，并促进元数据编制和公布工作的

标准化。当多个组织参与统计编制过程时，该建议尤为重要，旅游统计通常属

于这种情况。

B.2. 元数据的主要成分

8.13. 元数据由结构性元数据和基准元数据组成。结构性元数据一般被认

为是充当数据标识符和描述符的元数据，若没有结构性元数据，就无法对综合

性数据集进行确认、检索和导航浏览。而且：

(a)  结构性元数据可以被视为“标签或短文”，它们需要与每个数据项

建立关联，从而使数据项具有意义；

(b)  基准元数据更具一般性，包括(a) “概念”元数据，用于描述所使

用的概念及实际落实情况，从而使用户了解数据所衡量的内容，就

此了解它们的适用程度；(b) “方法”元数据，用于描述生成数据

所采用的方法(如抽样调查、收集方法和编辑流程)；以及(c)“质

量”元数据，用于描述统计结果的不同质量维度(如及时性和准确

性)。

资料来源：“统计数据和元数

据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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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元数据系统包括为存储、处理、检索和发布元数据而设计的工具和

方法。在统计系统先进的国家，元数据系统可包括诸如概念数据库、分类数据

库、存档数据库和它们的用户界面之类组成部分。在安排合理的系统中，元数

据项可以很方便地从相关数据库中检索出来，并可以用于生成中间数据集和最

终数据集，或者用于编制其他元数据。

8.15. 旅游统计界越来越认识到元数据的重要性。然而，在许多国家，旅游

统计元数据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旅游统计元数据系统有关的常见问题包括：

(a)  国家旅游统计实际使用的一整套概念和定义并非总是可资利用，或

并未公布；

(b)  对数据来源和统计进程安排的说明不够详细，不足以全面评价统计

数据质量；

(c)  旅游统计数据元数据经常被存储在特定旅游统计数据集专用的不同

文件和格式中(例如嵌入MS Access、Excel和Word文件中的一套注

释)，这使旅游统计编制过程的全部参与人员不易获取这些元数据。

这种分散的存储方法导致低效率，且易于出错。

8.16. 在这方面，建议各国对其旅游统计元数据系统进行审查，并以本 

《编制指南》和其他相关国际准则67 所描述的良好做法为基础，制订一项行动

计划，以求改进。

B.3. 联系结构性元数据和基准元数据

8.17. 旅游统计的结构性元数据提供数据的标识符和描述符。没有与之相

关联的元数据，任何数据项(如一个具体数字)都会失去意义而无法使用。

方框8.3
元数据的简单数字实例

要将任意数字，例如10，作为旅游统计的一部分，就需要使它与某个最小元数据项建

立关联。编写一个满足该目的的记录，用逗号作为间隔符并将数据与元数据项相结

合，该记录可能类似如下形式：(10，到达人数，千，2012年，XYZ，澳大利亚，空

运)。该记录可理解为：2012年从澳大利亚空运到XYZ国的人数为1万人。这个例子采

用的结构性元数据有：

 • 度量单位(到达人数)

 • 乘数(千)

 • 参照期(2012年)

 • 报告国

 • 居住国(澳大利亚)

 • 交通方式(空运)

67 实例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2007年)，《数据和元数

据报告与介绍手册》，可

在线查阅：http://ec.europa.
eu/eurostat/ramon/coded_ 
files/OECD_data_metadata_
report_handbook_EN.pdf (30-
5-2014)。

资料来源：世界旅游组织。

http://statistics.unw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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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结构性元数据应始终与基准元数据有关联，这样才有可能为编制数

据时使用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提供充分说明(例如，确定居住国和数字10准确度

的依据)。

8.19. 可根据《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和本编制指南前几章节所含建

议，确定所需的结构性元数据。表8.1和表8.2列出了结构性元数据项清单的实

例。第一份清单用于旅游出行和游客特征统计数据，第二份清单用于旅游支出

统计数据。

表8.1
用于旅游出行和游客特征数据集的结构性元数据

元数据项 对元数据项可能值的说明

旅游形式 入境旅游、出境旅游、本国旅游、国内旅游、国民旅游、国际旅

游

度量单位 到达人数、离境人数、到访次数

乘数 例如千、百万

参照期 月、季度、年

性别 男、女

年龄 年龄组

经济活动状况 《国际就业状况分类》(就业状况分类-93年)

职业 《国际职业标准分类》(2008年国际职业标准分类法)

年收入 收入组国家分类标准

教育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97年)

旅行团规模 数字

居住国 联合国《用于统计目的的国家或地区标准编码》中的任何国家

目的国 联合国《用于统计目的的国家或地区标准编码》中的任何国家

领土单位 依据编制国家领土和行政地区国家分类标准划分的领土单位

出行主要目的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图3.1和第3.17-3.20段中的划分方式

旅行或出行时长 过夜数和/或天数

交通方式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图3.2中的划分方式

住宿类型 住宿类型国家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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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用于旅游支出数据集的结构性元数据

元数据项 对元数据项可能值的说明

旅游支出形式 入境旅游支出、出境旅游支出、本国旅游支出、国内旅游支出、

国民旅游支出、国际旅游支出

旅游支出类别 旅游支出分类：《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4.26段

度量单位 本国货币、美元

乘数 例如千、百万

参照期 月、季度、年

始发国 联合国《用于统计目的的国家或地区标准编码》中的任何国家

目的国 联合国《用于统计目的的国家或地区标准编码》中的任何国家

8.20. 旅游统计基准元数据的主要组成部分是：

(a)  国家旅游统计使用的概念和定义(包括特定数据变量的定义以及对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的任何偏离)；

(b)  所用分类和对照表(包括国家或区域分类与《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

议》推荐分类之间的对照表)；

(c)  对数据来源和数据收集方法以及二者的特异性的说明(例如，行政来

源、旅游业供应和需求调查，包括对涵盖范围、频率、详细水平、

可靠性和可获得性五方面对数据来源局限性的说明；对确认数据和

确保内、外部一致性所采用的方法的说明)；

(d)  对数据编制程序的说明(例如，说明用于数据汇总的特定程序，包括

在进行估计和推算时，或者从统计观测中推导旅游数据时采用的特

定程序：例如，计算入境旅游支出时，并非从一项调查直接推导出

结果，而是需将游客流量信息(到达时)和按类型分类的游客支出信

息(离境时)相结合；

(e)  描述公布策略(包括所公布数据的覆盖面、数据发布和修改时间表以

及保密规定)(详情见下文C节)；

(f)  说明所发布的数据变量(包括列出这些变量及其周期)；

(g) 质量衡量尺度和指标(见第8.10段)。

http://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3rev1e.pdf#page=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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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编制旅游统计元数据

8.21. 鼓励各国将元数据的编制置于数据编制的进程中，元数据应该用来

确保数据结果的一致性，然而，在建立新的统计过程时，应允许一定的灵活

性，以便促进创造过程的流畅性。本指南建议，在编制旅游统计元数据时，适

当采用下述良好做法：

(a)   第一步，确认所有可能的现存数据来源。编写一份与旅游统计有关

并应当用作输入资料或用作参照的相关来源清单，以便将旅游统计

纳入官方统计一般框架之内。良好做法是根据世旅组织出版物《旅

游统计元数据项目：记录旅游统计的一般准则》所含建议，设定此

种清单的格式；

(b)   在编制旅游统计元数据时，酌情使用依据《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

议》规定的概念和定义；

(c)   一旦确立了程序，就应用基准元数据框架来记录结果。相关统计域

的通用元数据政策很可能已经制订完成，建议旅游统计编制者仔细

审查这些元数据并在必要时使用它们；

(d)   建立元数据登记系统。一个元数据登记系统就是一个中央存储库(最

好是数据库格式)，用于描述特定统计数据集的元数据项可以借此建

立链接；

(e)   尽早将结构性元数据项纳入数据处理过程。建议将结构性元数据作

为国家旅游统计数据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能够与任意数据

项一同被提取，并且还可用于数据处理，以便能够获取有意义的组

合数据集；

(f)   列示基准元数据。以描述范围、覆盖面和数据质量的详细解释性说

明的形式列示基准元数据，并同数据库一起提供电子形式，或发布

在特定出版物上；

(g)   为编制元数据所作的机构安排。元数据应被视为统计发展进程的一

部分，因此也应是为发展旅游统计系统而制订的机构间治理结构整

体工作方案的一部分(见下文D节)。

C. 数据和元数据发布

8.22. 统计信息发布的重要性在于，用户能够获得官方统计，是公众对一

个好政府抱有信心的基础，因为这些统计数据能够为政府和社会的讨论或决策

提供信息。《联合国官方统计基本原则》也强调了这一点。依据这些原则，数

据和元数据的传播应根据用户需求缜密进行，同时还要保护数据提供者的秘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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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根据统计委员会就相关统计域所提出的建议，根据积累的经验，本

《编制指南》建议各国采用下列一般性的良好做法：

(a)  根据《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所载建议，确定待公布的变量。

应充分考虑编制本指南所规定的数据变量，并考虑国家特有的用户

需求；

(b)  根据国家统计系统为短期和年度(结构)数据发布所通过的有关规

定，制订旅游数据及时性和统计发布周期方面的相关政策。例如，

为提高及时性，一种良好做法是，在参照期结束后不久，定期发布

选定关键旅游变量的临时估计数。这些估计数据，就性质而言，是

基于相对有限的数据内容，以后它们将被不那么及时但是更准确的

数据所取代；

(c)  确保平等对待所有用户，并确保用户能充分获取数据。数据发布不应

偏向任何国家或国际用户群，并且应采用方便用户使用的发布方式。

应尽可能多地免费提供数据(尤其是在网上提供的数据)访问途径。但

是，在发生大笔额外费用的情况下(例如打印出版物和定制数据集的

准备工作)，可在收取费用的基础上提供数据。为确保向用户确实提

供适足的数据访问途径，建议各国定期开展用户满意度调查；

(d)  公布预发时间表。若依据公示的预发时间表发布旅游统计数据，用

户对旅游统计的完整性就会更有信心。对于重要统计数据的发布而

言，举行新闻发布会往往很有帮助；

(e)  元数据的妥善发布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应告知用户如何获取并更好

地理解编制统计结果所采用的概念、变量、分类和统计方法的相关

信息；

(f)  确保发布数据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详情见方框8.1)；

(g)  与媒体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这将便于记者准确、及时地对旅游统

计进行报道并提供丰富的信息，从而确保更好地向广大社会发布数

据；

(h)  维护旅游统计的完整性和可信性。应该强调的是，根据《官方统计

基本原则》(见原则4)，负责官方统计的机构有权对这类统计数据的

错误解释和滥用发表意见。在旅游统计方面，建议各国必要时运用

这一原则，帮助用户将这种负面事件的影响降至最低，维护旅游统

计的诚信和可信性；

(i)  确保统计的保密性。统计保密是指对个别统计单位信息的保护，应

当与其他保密形式区分开，在其他保密形式下，由于其他因素，例

如，对国家安全的关切，不得发布信息。在旅游统计的发布方面，

本《编制指南》建议使用国家统计系统采用的数据保密规定，并且

建议在适当情况下利用为了微数据的统计披露控制而制订的通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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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指南。68 例如，对于被视为机密的任何信息，都应在能够充分保护

机密的较高一级产品或产业分类中详细予以报告；

(j)  利用多种发布格式和手段。数据和元数据均可通过多种手段，以多

种格式进行发布。鉴于用户的多样性，一种良好做法是，采用多

种旅游统计发布格式和手段，以确保数据和元数据得到有效传输。

例如，面向大众的新闻稿必须采用有利于通过大众媒体进行再传播

的方式，而为研究人员提供的更全面或更详细的统计数据，应当通

过在线数据库予以发布，并用打印文本或可打印的出版物作为参考

资料。本编制指南建议，尽可能地通过由负责机构维护的电子数据

库，向用户提供官方旅游统计数据；69

(k)  以综合列示旅游需求和供应的统计数据为目标。用户期望旅游统计

能够涵盖旅游需求和供应两个方面，并以一个连贯数据集的形式予

以列示。为满足用户期望，一种良好做法是，为这种综合列示添加

合适的元数据和补充说明，以帮助用户理解数据。另一种良好做法

是，将所选旅游数据与国际收支统计数据之间的一些简要对比(例

如，入境和出镜旅游总支出的数据与国际收支的旅行和客运项之间

的对比)纳入这种一体化列示。在这方面，与国际收支编制者和服务

贸易统计编制者的密切合作很重要；

(l)  制定一项周密、严谨、透明及与其他统计领域政策协调统一的修订

政策，以便用户系统掌握修订内容。一种良好做法是，确保负责机

构的网站提供修订政策的详细说明，包括：(一) 逐年说明修订时间

(应明确体现在体现数据发布日历中)，(二) 解释作出重大修订的原

因，包括可能对数据产生的影响，(三) 记录对元数据的修订，包括

统计出版物和数据库中的元数据。总而言之，一项好的修订政策应

该平衡准确性和其他质量维度。另外，政策的实施应切合实际并且

应当在必要时对政策本身进行修改。

8.24. 在向世旅组织及其他国际、超国家和区域组织发布数据方面，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建议，在向本国用户提供旅游统计数据之后，立

刻进行国际发布。为此，请求各国遵循世旅组织常规数据请求格式，详情见世

旅组织网站。另外还公认的是，各国可能对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承担着不同的

报告义务。

D. 旅游统计系统的机构安排

D.1. 旅游统计的治理方面：导言

8.25. 由于官方旅游统计过程具有跨领域的特点，确保对该过程的适当治

理70 对旅游统计的成功编制和发布至关重要，因此，就参与机构的责任划分制

订一套协议绝对有其必要。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将此类协议统称为机构安排。在

 68 联 合 国 欧 洲 经 济 委 员 会

(2007年)，《管理统计保

密 和 微 数 据 访 问 ： 良 好

做 法 的 原 则 和 指 南 》 ，

可在线查阅：http://www.
unece.org/fileadmin/DAM/
stats/publications/Managing.
statistical.confidentiality.and.
microdata.access.pdf(2014年5
月30日)

69 一种良好做法是确保这些数

据库：(a) 使用户能够自由

和平等地获取任何被视为官

方旅游统计数据组成部分的

数据记录；(b) 包含广泛的

元数据和知识库；(c) 允许

通过方便用户使用的界面，

快捷地查询整个数据库，并

且允许以通用的电子数据格

式，下载查询结果，从而降

低个性化处理多数数据请求

的需要，极大地提高数据发

布的效率。

70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治理

是指为管理一国事务而行使

必要的政治、经济和行政权

力。它是指作出决定并付诸

实施的过程，以及公共机构

处理公共事务和管理公共资

源的过程。见经合组织， 

《统计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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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旅游统计系统的情形中，世旅组织传统上将此类机构安排称为机构间平

台，并在其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倡议中推荐使用这一平台。

8.26. 机构间平台能否成功，取决于国家旅游局、国家统计局及其他实体

间是否分工明确和开展互利合作，这些机构在各个国家以不同方式获得发展。

有一些因素使机构间合作，尤其是国家旅游局与国家统计局间的合作变得日益

重要，它们是：

(a)  成本意识不断提高。在这方面，各方应关注各自的专业领域，利用

现有数据并确保统计材料的一致性；

(b)  许多国家的一些传统行政数据来源已经到期，例如入境/出境卡；它

们正逐渐被调查系统所取代，国家统计局通常对该系统更有经验；

(c)  《旅游卫星账户》是在《国民账户体系》基础上编制而成的，在大

多数国家，这是国家统计局的职责。

8.27. 机构安排的总体目的是，确保那些能够满足用户需求并以最有效率

的方式编制和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具有可获得性。协调性不足常被称为“烟囱

式做法”，在此情况下，统计进程安排在多个相对独立、不相协调的生产线

上，并且每个数据产出的管理从头至尾都在一个独立的部门或实体中进行，它

们有各自的概念和分类(有可能与统计工作其他领域的需求脱节)、独特的抽样

框架、调查设计和数据编制系统。烟囱式做法难以制订和使用一致的概念、分

类和抽样框架，难以应用其他统计域所编制数据，因此降低了统计过程的效

率，从而有损官方统计的整体质量。遗憾的是，烟囱式做法是许多国家在数据

统计编制中面临的问题：许多参与机构的优先事项常常彼此冲突，使它们难以

就落实共同的概念、定义、分类以及数据收集和数据编制程序达成一致。

8.28. 在理想情况下，作为国家统计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旅游统计

及相关机构安排应该被纳入并补充国家统计系统可以使用的法律框架。一些国

家的经验已经证明，通过一项有关旅游统计的法律，详细说明旅游统计系统的

长期发展计划(理想情况下应将其纳入国家统计发展计划或战略)和机构间平台

及其组成部分的作用和责任，大有益处。

8.29. 在收集和/或编制数据的法律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机构安排愈加重

要。在某些情况下，机构安排可能比法定行为更灵活。参与机构安排所得到的

经验，实际上可能在启动旨在完善现有法律框架的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8.30.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有系统地倡导官方统计的综合做法，并将建立机

构安排视为专项工作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自《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获

得通过以来，统计委员会就统计进程整体组织方面的机构安排，核可了若干

建议。71 在特定相关统计域中，即将出版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编制者指

南》将提供有关机构安排的补充指南。72

8.31. 统计委员会认识到，由于国家统计系统各不相同，推广单一类型的

机构安排既不可能也不可取。此外，本指南承认，不同的机构安排都可能产生

71 最近，联合国在此方面最重

要的文书是《综合经济统计

准则》和《国家质量保证框

架》。

72 鉴于旅游统计和国际服务贸

易统计之间的密切联系，该

出版物将与旅游统计紧密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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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足的统计数据，前提是这种机构安排以《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中规定

的国际公认的方法和数据编制指南为基础，来推动旅游统计的编制。同时，值

得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机构安排，其效力不尽相同。

D.2. 参与机构的作用

8.32. 第一章D节概述了机构间平台及其优点。在任何国家，国家旅游局

和国家统计局都是机构间平台的关键成员。在许多国家，中央银行也是重要一

员，尤其当中央银行在国际收支旅行和交通运输项目方面运行自己的数据收集

系统时73 (也见第1.32-1.33段)。

8.33. 另外，应当寻求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密切合作，例如移民和边境管制

当局、海关管理局、贸易和经济部、财政和税务部以及私营部门(商会或一国

旅游业的其他代表)。

8.34. 国家旅游局是旅游统计数据的主要用户和重要编制者，也是为发展

旅游统计提供政治领导和支持的重要政府机构。国家旅游局发挥至关重要的作

用，它负责制订有关旅游业的公共政策，对旅游业进行阐述和分析，以及协调

各利益攸关方的相关活动。国家旅游局应当利用例如国家统计局等其他机构的

技术和统计能力，开展、协调和管理复杂统计活动(例如实施调查和编制一整

套旅游卫星账户表格)。

8.35. 国家统计局在机构间平台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负责协调国家统计系

统，这意味着它将提供旅游统计所需的可信性。另外，国家统计局展开统计调

查的经验，对于以综合方式并根据国际上采用的统计技术编制旅游统计数据至

关重要。国家统计局负责编制国民账户，这一点也很重要，这意味着，从长远

来看，为编制作为发展旅游统计系统一部分的《旅游卫星账户》所做的全部工

作，需纳入国家统计局的工作方案或至少与该方案紧密结合。

8.36. 中央银行通常负责编制一国的国际收支，它们也应成为机构间平台

的一部分。它们对编制例如国际客运和旅行项目之类与旅游活动密切相关的项

目有特殊兴趣。向国际组织(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数据所作的国际承

诺，使之能够向合作伙伴施压，以编制所需的数据。此外，它们或许能为这项

共同努力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有助于机构间平台投入运

行，和/或显著促进平台的职能，并且取得所需的结果。

8.37. 移民与边境管制当局应当发挥特殊作用，因为在许多国家，该机构

所收集的数据是国际游客流量信息的主要来源。在另一些国家，移民与边境管

制当局参与收集入境/出境卡，但并不对其进行处理。机构间有必要进行紧密协

作，以确保及时处理移民与边境管制当局所做的相关行政记录，从而确保旅游

统计的质量。另外，这种合作对于及时评估行政程序的计划内变更对将来旅游

统计内容的影响，以及对随后的国家旅游卫星账户结构和内容的影响，也十分

重要。

73 值得注意的是，在若干国

家(例如，奥地利、澳大利

亚、加拿大和挪威)，国际

收支(或其部分内容)的编制

是由国家统计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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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 私营部门的代表不仅是旅游统计的主要用户和旅游政策的主要关注

对象，它们还能让旅游企业了解，及时准确地报告所要求的有关其活动的信息

具有重要意义，从而帮助收集数据，并能够在此类报告中推广使用现代信息技

术。他们能够在设计调查和阐释结果方面，为旅游统计编制者与旅游部门之间

的交流提供支助。例如，酒店协会可帮助收集其成员的客房和床位的供应情况

以及入住率的有关信息。

8.39. 其他成员在确定有待观察的变量、制订数据结论的适用范围和/或收

集特定种类原始数据方面，也发挥作用。这些可能涉及国家一级，或者更受限

或更专业的级别，或者涉及例如特定专题领域或活动。举例来说，教育部和卫

生部可帮助收集特定类别游客的相关数据。贸易和经济部如果看到改进旅游业

的衡量工作对其政策领域的影响，有可能鼓励这种改进；为确保长期充足的资

金供应，可能需要财政和税务部门的参与。此外，在实行分权治理的国家，由

于一些旅游统计的相关决策是由国家级以下的行政部门作出的，因此它们的参

与也变得极其重要。

8.40. 各种私营咨询机构在缺失数据的建模方面，有可能提供一些真知灼

见和专业技术。但是，世旅组织不建议将发展旅游统计系统(包括旅游统计和

旅游卫星账户)外包给私营承包商。尽管在快速取得可用于政治领域的某些数

据方面，外包的做法可能更有效率，但是，这样的做法有可能妨碍实现国家能

力建设的目标，并限制为维持和改善系统所做的工作在时间上的可持续性。尽

管如此，仍可以指派咨询公司完成一些特定工作；但技术责任要始终由国家官

方机构承担。

D.3. 有效机构安排的特点

8.41.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一贯鼓励各国确保其机构安排具备能够提高效率

的某些特点。这些特点对旅游统计至关重要，包括：

(a)  涵盖统计过程各个阶段特定统计域全部参与机构的集体责任——从

收集原始数据，确定用户需求，到编制和发布以及评价已发布的统

计数据；

(b)  明确划分所有参与机构的权利和责任，以避免误解、重复工作或遗

漏某些重要工作内容；

(c)  在谅解备忘录或类似文件中合理规划机构间工作安排。74 行政程序

或统计进程的变更会影响统计编制所用的数据质量，谅解备忘录的

一大好处是，它充当一个提前通知机制，能够提前使各机构了解这

些变更，从而使机构间合作具备更高的可预测性；

(d) 保留参与机构负责单位之间的非正式协议，以确保必要的灵活性；

(e)  指定一个机构，例如国家旅游局或者旅游统计机构间平台，并明确

授权该机构来监督和协调以得出官方旅游统计数据为目的的统计编

74 谅解备忘录是简要说明机构

间协议条款和细节的法律文

件，包括各方的要求和责

任。见《2008年国家旅游统

计建议》，第9.30段。值得

注意的是，记录与旅游统计

有关的机构责任，可以是相

关机构内容更宽泛的谅解备

忘录的一部分，这种备忘录

涵盖其他合作领域和其他统

计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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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过程的各个方面。从用户的角度来说，此种机构也有必要存在，

因为它明确指定了官方数据的唯一来源和用于查询的联络机构。这

增强了用户对数据质量的信心，而且促进了更广泛和更有效地使用

数据；

(f)  将主要用户群纳入机构安排，他们积极参与设计和监督统计数据的

编制和发布。

8.42. 如果负责机构有适当任务并有效予以执行，机构安排的效率就得到

进一步提高。在这方面，一种良好做法是，负责机构：(a) 采取战略方法来规

划涉及多级别计划活动的工作；(b) 实施有效率的进程管理，从确定数据来源

开始，随后是收集和处理数据，最后是以多种方便用户使用的格式发布统计结

果(见方框8.4)。

方框8.4
利用定期收集的数据提高效率

统计机构不应对每一项信息需求都自动启动新的调查，而是应该对新需求作出系统的

反应，研究常规收集的数据怎样能够满足这些需求，如果不能满足的话，检查一下政

府现有的行政记录，看看是否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这些新需求。行政记录是否或

在多大程度上能替代或补充统计调查信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答

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具体国情。统计人员应当注意行政信息在概念和覆盖范

围方面的质量。

然而，行政记录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们将被收集或已被收集。在许多国家，一些

行政记录，如税收记录，可能对部分人口有较高的覆盖率，而回答率可能要比统计机

构所做的调查高得多。此外，通过抽取小得多的调查样本，生产出数据作为补充，往

往可以改善从行政记录中获得的信息。

D.4. 工作结构和安排

8.43. 本《编制指南》建议各国审查下述良好做法，并考虑各自国家统计

系统的特殊性，适当时将它们付诸实施。旅游统计系统处于发展初期的国家，

可能对所述做法特别感兴趣。这些做法包括：

(a)  国家旅游局、国家统计局以及各国具体国情下的其他相关机构之

间应订立专门的正式协议。除其他外，该协议应涵盖下述专题： 

(一) 方法制订的责任，包括吸纳《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和 

《旅游卫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所含国际建议；(二) 开展

特定数据收集活动的时间；(三) 收集和发布官方旅游统计数据所涉

资源和成本分摊；(四) 调查结果、微数据(包括数据匿名)和相关行

政记录的读取规则，这些规则使编制必要的汇总数据成为可能，同

时保护个别数据的机密性；(五) 质量标准。协议不仅涵盖政府机

构，还应涵盖相关私营机构；

资料来源：联合国(2003年)，

第423-424段。

http://unstats.un.org/unsd/pubs/gesgrid.asp?ID=295
http://unstats.un.org/unsd/pubs/gesgrid.asp?ID=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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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为提高发展旅游统计工作的可持续性，各国可能期望建立包含政治

和技术这两个级别的协议的机构间平台。较高级别的(政治)机构(可

以理事会、董事会或委员会命名)，包括相关机构的负责人或代表，

并由旅游部长或职位相当的人员担任主席。政治级机构的主要责任

包括：决定基本政策议题和战略方向，通过旅游统计系统长期发展

计划和中期工作方案，以及致力于集合所需人员、技术能力、资金

来源和政治承诺。该机构将审查和核准旅游统计数据和旅游卫星账

户编制进程不同阶段的结果，制订旅游统计发布政策并监督政策的

落实情况；

(c)  技术级机构(可命名为“技术委员会”或类似名称)可作为二级机

构，由不同参与机构的重要专家组成。该机构负责协调相关的技术

工作，可由国家旅游局负责旅游统计的部门领导担任主席，也可由

国家统计局负责旅游统计或国民账户的部门领导，或者其他个人能

力显然适合此职位的人担任。此人负责在政治级机构提出建议，落

实工作方案，并将方案内容转换为专业术语。技术级机构应当制订

旅游统计系统的长期发展计划，并交由政治级机构予以核可并采取

政治上的后续行动。另外，国家旅游局(例如，包括部长或相当职位

的人、负责旅游统计的部门领导或负责研究/分析的领导)和国家统

计局(例如，包括首席统计学家或相当职位的人，或者负责旅游统

计、国民账户或经济统计的部门领导)内部不同领域之间的合作，在

该方面至关重要；

(d)  此外，技术级机构可根据需处理的不同专题成立临时工作组。根据

需要建立这些工作组时，应当为其任命成员和负责人，提供工作组

的操作指南，并详细说明预期的产出。工作组向技术级机构报告，

技术级机构再向政治级机构报告。工作组需包括那些专门研究多种

相关专题并且隶属机构间平台内不同机构的技术人员。担任每个临

时工作组负责人的工作人员，应根据所在机构、他或她在有关事项

上的个人能力和相关经验，提供支持工作组运行的最佳条件。应当

明确为因该项目而专门聘用的工作人员建立机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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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8.5
南方共同市场机构间平台架构实例

下图所示机构间平台的架构，是“南锥体国家旅游统计系统协调”项目的产物，该项目涉及阿根廷、巴西、智利、巴拉

圭和乌拉圭，得到了泛美开发银行和世界旅游组织的支持。

 

协调人 

=

秘书

注：移民当局可扩展至任何拥有或有可能提供与旅游统计系统可能相关的信息的机构(例如机场和港口，以及税务机关)。

技术委员会的职能是定期评估针对发展规划的遵守情况，提出应采取的行动，建立和监测工作方案和会议议程，并

就此向机构间委员会报告。

机构间委员会的作用是将监测项目延伸至政治领域，涉及决策、最终敲定机构的协议和承诺，以及分配任务和资

源。

借助一个区域技术委员会和一个区域机构间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的代表性上升到区域一级，区域技术委员会由所有

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的区域技术委员会代表组成，区域机构间委员会由每个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的旅游部长(或职位相当的

人员)组成。这些小组定期开会，常常通过视频会议讨论国家集团的进展情况和项目的前进之路。区域机构间委员会常

常在南方共同市场官方会议框架内召开会议，将此项目列入官方议程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机构间平台的架构在时间上的可持续性，因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而得到确立和加强，谅解备忘录

确认了所涉机构和人员，包括他们的角色和责任。

协调人

=

秘书

技术委员会 机构间委员会

资料来源：南锥体国家旅游统计系统协调项目(2013年)。

国家统计局

中央银行

国家旅游局

私营部门

移民当局

中央银行 移民当局

国家旅游局

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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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旅游统计区域合作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举措，世

旅组织完全赞同予以加强。为此，各国不妨考虑建立区域机构间政治和技术机

构，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共同议题并就互助条款达成一致(也见方框8.5)。尤

其是，这种区域机构可能有助于提高认识和调集政治支持和资源，采取共同方

式方法(例如，特色产品和活动的区域特有分类)，安排区域“训练员培训”方

案和建立区域旅游统计网站(和数据库)。此类活动有可能显著提高国家旅游统

计系统的效率，并确保国家旅游统计更具有可比性。在某些情况下，区域组织

秘书处或许可以促成与发展旅游统计系统有关的议程和承诺的保持、协调和控

制。这种区域机构安排有助于世旅组织和其他区域和国际组织更有效地提供政

策指南和技术援助。

8.45. 各国在制度安排方面的经验各不相同。方框8.6和方框8.7简要描述了

菲律宾和加拿大各自不同机构之间的协调情况和机构间平台的工作。有兴趣

了解详情的读者，可以查阅世旅组织网站将来提供的本《编制指南》的电子文

件。

方框8.6
菲律宾国家统计协调委员会

国家统计协调委员会是菲律宾统计事务的最高决策和协调机构。1997年，统计协调委

员会创建了旅游统计工作机构间委员会，其主要职能是为编制旅游统计数据和为旅游

卫星账户编制工作的制度化提供指导，并为制定和维护与旅游有关的适当统计标准和

分类系统提供建言。旅游统计工作机构间委员会由国家统计协调委员会担任主席，由

旅游部担任共同主席。其成员有：亚洲旅游研究所、菲律宾中央银行、移民局、民用

航空局、内政和地方管理部、国家经济和发展部、国家统计局和私营协会。商定的机

构安排注重方法、数据收集和编制、官方数据的公布和信息共享、协调和宣传，以及

统计能力建设。

旅游部和旅游统计系统的其他成员签署多种协议备忘录，为菲律宾旅游统计系统

履行职能提供了便利，这些备忘录涵盖统计进程和能力建设的多个不同方面。这些包

括旅游部和移民局之间关于入境/离境卡处理中心运行问题的协议备忘录，旅游部和国

家统计局之间关于实施国内游客住户调查和关于实施机构单位调查的协议备忘录，以

及旅游部和统计研究和训练中心之间关于对旅游部地区人员和当地政府单位开展能力

建设问题的协议备忘录。

资料来源：菲律宾，国家统计

协调委员会(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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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8.7
旅游统计的制度安排：以加拿大为例

加拿大提供了建立在强有力的法律框架基础上的集中式统计系统实例，该法律框架为

建立卓有成效的机构安排和编制高质量统计数据提供了便利。《统计法案》使加拿大

统计局能够与加拿大旅游委员会缔结伙伴关系协议。协议划定了两个机构在信息收

集、处理和共享以及在旅游统计数据的编制和发布成本方面的目标和责任。

大多数与旅游有关的调查都是由加拿大统计局与加拿大旅游委员会合作实施的。

为确保高效地编制旅游统计数据，加拿大统计局利用多种信息来源，并与其他政府机

构(含加拿大旅游委员会)合作，这些政府机构在它们的责任领域为安排数据收集活动

提供协助(例如加拿大边境事务机构在游客的边境计数领域提供协助，加拿大旅游人

力资源理事会在旅游业就业统计领域提供协助)。

加拿大的旅游统计数据是加拿大统计局编制的官方统计数据的一部分，遵循共同

的质量保证政策，这些政策提高了公众对这些统计数据的信任度。

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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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a

旅游是涉及到人口因个人或商务/职业目的向他们的惯常环境以外的国家和地方

流动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现象。这些人口被称为游客(可以是旅游者或者短途

旅游者；居民或者非居民)，旅游包含他们的活动，其中某些活动涉及旅游支

出。

活动/各种活动：在旅游统计中，活动一词指人们在为旅行做准备时和在旅行期

间以消费者身份进行的行动和行为(《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1.2
段)。

(主要)活动：生产单位的主要活动指其增加值超过同一单位内其他活动增加值

的活动(《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第5.8段)。

(生产)活动：统计单位进行的(生产)活动是指其所从事的生产类型，要将此作

为一个过程来理解，即：带来某种产品系列的一组活动。生产活动分类取

决于其主要产出。

行政数据：行政数据包括从行政来源得出的单位与数据集，是含有为执行一项

或多项行政法规而收集和保有的信息的数据。

汇总数据：将单位一级的数据转化为用于衡量一组总体特征的量化尺度的结

果。

汇总：利用例如计数、综合平均值或标准差等汇总函数将微数据转化为总和级

信息的过程。

分析单位：统计人员借助估计和估算，通过拆分或合并观察单位创造出的实

体。

国际收支：国际收支是一种概述一定时期内居民和非居民之间交易的统计报

表。它包含货物和服务账户、初次收入账户、二次收入账户、资本账户和

金融账户(《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第2.12段)。

偏差：由于系统的歪曲使统计结果失去代表性的一种误差，与随机误差不同，

后者的情况为，每一数据所可能产生的误差，在平均起来后会互相抵消。

出于商务和职业目的的(旅游出行)：旅游出行的商务和职业目的包括自雇者和

雇员的活动(只要这些活动不存在与到访国或到访地某个居民生产者之间

的隐性和显性雇主-雇员关系)，以及投资者、商人等的活动(《2008年国

际旅游统计建议》第3.17.2段)。

商务旅客：商务游客指其旅游出行的主要目的对应于商务和职业目的类别的游

客(《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3.17.2段)。

a  本表包含与旅游统计和一般

统计术语特别相关的术语。

感兴趣的读者还应当查阅统

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项目的

综合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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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总分类：产品总分类是涵盖货物和服务的完备的产品分类。它旨在成为一

项为所有各类数据归类和制表的国际标准，数据要求提供产品详情，包括

工业生产、国民账户、服务业、国内和对外贸易、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收

支、消费和价格统计数据。其他基本目标是提供一个进行国际比较的框

架，并促进各种类型货物和服务统计数据的协调统一。

普查：普查是完整统计总体或多个群体在某个时间点的确定特征：例如，人口

数、生产、特定道路上的交通情况。

一致性：统计数据被以不同方式组合和用于多种不同用途的适当性。

连贯性：逻辑和数字的一致性。

基准国：基准国指作为计量对象的国家(《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15
段)。

(惯常)居住国：一个住户或一个人(或任何其他机构单位)的(惯常)居住国，取

决于其成员的主要经济利益中心。如果一个人在特定国家中居住了(或打

算居住)一年以上，并将该国作为其经济利益中心(例如，其大部分时间都

在此逗留)，那么他或她则被认为是该国的居民。

国家旅游特色产品和活动：由每个国家根据国情利用《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

建议》第5.10段规定的标准确定；对于这些产品来说，其生产活动被视为

具有旅游特色的活动，而主要活动具有旅游特色的产业将称为旅游产业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5.16段)。

数据核查：核证数据正确性的活动。它还包括具体说明错误类型或者未达到的

条件，给出数据的限定条件和将它们划分为“无错误数据”和“错误数

据”。

数据收集：为官方统计收集数据的系统进程。

数据编制：为得出新信息而根据一套既定规则对数据进行的操作。

数据对照：对一般来说从不同调查或其他来源得出的数据进行比较的过程，特

别是那些频度不同的调查或来源，目的是评估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高一致

性，以及确定任何差异的原因。

数据处理：负责数据的收集、制表、修整和准备以及元数据输出的组织、机

构、机关或其他实体对数据进行的操作。

数据调节：对从不同来源获得的数据进行调整以消除或至少减少已知差异的影

响的过程。

目的地(出行的主要目的地)：旅游出行的主要目的地指对出行决定起核心作

用的访问地(《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31段)。也见旅游出行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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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估算、加权、保密性和数据取消规则、离群值的处理和数据获取的过程

和程序，应由调查者全面予以记录。至少应当将此种记录提供给为调查出

资的机构。

本国旅游：本国旅游包括居民游客在基准国内的活动，该活动要么是本国旅游

出行的一部分，要么是出境旅游出行的一部分(《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

议》第2.39段)。

本国旅游消费：居民游客在基准经济体境内的旅游消费(《旅游卫星账

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图2.1)。

本国旅游支出：居民游客在基准经济体内的旅游支出(《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

建议》，第4.15(a)段)。

本国旅游出行：主要目的地在游客居住国境内的出行(《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

建议》，第2.32段)。

国内游客：游客在其的居住国旅行时，就是国内游客，其活动则是国内游的一

部分。

耐用消费品：是指假设在正常或平均实际使用频率下，可能重复或持续使用超

过一年或更长时间的货物。如果由生产者购买，它们被认为是用于生产过

程的资本货物，例如车辆和电脑等。如果由住户购买，则被认为是耐用

消费品(《旅游卫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第2.39段)。这个定义与

《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第9.42段)中的定义完全相同，该定义是“耐用

消费品指可在一年或更长时间内重复或连续使用的物品”。

住所：每个住户都有一个主要住所(有时称为首要或基本住所)，这种住所通常

根据逗留时间确定，其所在位置用来确定该住户及其所有成员的居住国

和惯常居住地。其他所有住所(住户拥有或租赁的住所)都视为次要住所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26段)。

经济分析：旅游直接或间接增加到访地(及以外的地方)的经济活动，主要原因

是对制造和提供货物和服务的需求。在对旅游进行经济分析时，可以对 

“经济贡献”和“经济影响”进行区分，前者系指旅游的直接效应，可以

用《旅游卫星账户》予以计量，后者是一个宽泛得多的概念，包含旅游的

直接、间接和诱发效应，必须运用模型进行估算。对经济影响的研究旨在

计量经济效益，也就是居民从旅游业获得的以货币计量的财富净增长，非

旅游业收入除外。

经济领土：“经济领土”一词为地理基准，指作为计量对象的国家(基准国)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15段)。

经济活动人口：经济活动人口或劳动力由那些在特定参照期间为《国民账户体

系》所界定的货物和服务生产提供劳动力的所有男性和女性组成(国际劳

工组织，“关于经济活动人口、就业、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统计的决议”，

第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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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经济体：“经济体”(或“基准经济体”)是一种经济基准，其定义方式

与国际收支和国民账户体系中的方式相同：指属于基准国居民的经济行为

人(《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15段)。

雇员：雇员指其拥有的职位被界定为“有酬就业”的所有工作者(国际劳工组

织，“关于国际就业状况分类的决议”，第8(1)段)。

雇主-雇员关系：当某个实体和某个个人之间存在正式或非正式协议(通常由双

方自愿达成)，并且协议规定由个人为该实体工作以获取现金或实物报酬

时，将存在雇主-雇员关系(《国际收支手册》第六版，第11.11段)。

雇主：雇主指与一个或若干合伙人一起为自身利益工作、拥有被界定为“自雇

职位”的职位，并且以这种身份连续(含在参照期内)聘用一人或多人作为

其企业“雇员”为其工作的工作者(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国际就业状况

分类的决议”，第9(2)段)。

就业：就业人员系指在规定年龄以上并在为期一周或一天的特定短期内属于 

“有酬就业”或“自雇”的所有人员(《经合组织统计术语表》)。

旅游行业的就业：旅游行业的就业可按在旅游行业有任何一个职位的人数，在

旅游行业有主要职位的人数，或者旅游行业的职位数来计数(《2008年国

际旅游统计建议》第7.9段)。

企业：企业是从事货物和/或服务生产的机构单位。它可以是一个公司、一个

非营利机构或者一个非法人企业。法人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是完整的机构单

位。非法人企业则是指仅就其作为货物和服务生产者的资格而言的机构单

位——住户或政府单位(《经合组织统计术语表》)。

基层单位：基层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只从事一种生产活动，或者其主要生

产活动在增加值中占大部分的某个企业，或某个企业的一部分(《2008年
国民账户体系》第5.14段)。

估计：“估计”涉及从例如抽样之类不完整的数据推算各项未知总体值的数

值。如果为每一个未知参数计算一个数字，这个过程叫做“点估计”。如

果计算参数在某种意义上可能置身其中的一个区间，这个过程叫做“区间

估计”。

货物和服务出口：货物和服务出口包括居民向非居民出售的货物和服务、以易

货方式或礼品和赠予形式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经合组织统计术语表》)。

旅游形式：旅游有三种基本形式：本国旅游、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这些可以

按多种不同方式组合，衍生出下述其他形式的旅游：国内旅游、国民旅游

和国际旅游。

框架：对有待进行完整计数或者抽样的总体予以界定的一份单位清单、地图或

者其他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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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货物是为满足需求而生产的实物，其所有权可以确立，可以通过参与市

场交易将其所有权从一个机构单位转移到另一个机构单位(《2008年国民

账户体系》第6.15段)。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机构单位的固定资产获得额减去处置

额。固定资产是在若干核算期(一年以上)反复或持续用于生产的生产资产

(例如机器、设备、建筑物或其他结构)(《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第1.52
段)。

总毛利：预定服务提供者总毛利是指中间服务的出售价值与预定服务提供者从

中间服务中获得的价值之间的差额。

增加值总额：增加值总额等于产出值减去中间消耗(《旅游卫星账户：2008年
推荐方法框架》，第3.32段)。

旅游产业的总增加值：旅游产业的总增加值是指属于旅游产业的所有基层单位

的总增加值的合计，而不管其产出是否全部提供给游客，也不管生产过

程的专业化程度如何(《旅游卫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第4.86 
段)。

推算总额：根据统计方法将来自样本的微数据转化为代表目标总体的总和一级

信息的活动。

推算：在答案缺失或不可用的情况下输入一个具体数据项目值的程序。

入境旅游：入境旅游包括非居民游客在入境旅游出行期间在基准国内的活动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39段)。

入境旅游消费：非居民游客在基准经济体境内的旅游消费(《旅游卫星账

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图2.1)。

入境旅游支出：非居民游客在基准经济体内的旅游支出(《2008年国际旅游统

计建议》，第4.15(b)段)。

机构部门：机构单位依据生产者类型并按照它们被认为对其经济行为具有指示

作用的主要活动和职能构成的总和。

机构单位：以在履行主要职能时的行为统一性和决策自主性为特点的基本经济

决策中心。

中间消耗：中间消耗是指生产过程中作为投入所消耗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

但这里的投入不包括固定资产，对后者的消耗要记录为固定资本消耗 

(《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第6.213段)。

国内旅游：国内旅游包括本国旅游和入境旅游，即：居民和非居民游客在基准

国境内的活动，是本国或国际旅游出行的一部分(《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

建议》第2.40(a)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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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旅游消费：居民和非居民在基准经济体境内的旅游消费(《旅游卫星账

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图2.1)。

国内旅游支出：国内旅游支出包括居民游客和非居民游客在基准经济体内的所

有旅游支出，是本国旅游支出和入境旅游支出之和。该指标包括获取那些

进口到基准国并出售给游客的货物和服务，可为基准经济体内的旅游支出

提供最全面的计量(《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4.20(a)段)。

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是根据

一套国际公认的概念、定义、原则和分类规则制订的一个连贯一致的经济

活动分类架构。它提供一个可据以收集和报告数据的全面框架，数据格式

服务于经济分析、决策和制定政策的目的。这一分类架构是按照经济原

则和认识来编排关于经济状况的详细信息的标准格式(《国际标准行业分

类》第四次修订版，第一章，第1段)。

国际旅游：国际旅游包括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即：居民游客在基准国境外的

活动(为本国旅游出行或出境旅游出行的一部分)，以及非居民游客入境旅

游出行期间在基准国内的活动(《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40(c)
段)。

国际游客：国际旅行者如果(a)进行的是旅游出行(见第2.29段)，并且(b)是在

基准国境内旅行的非居民或者在基准国境外旅行的居民，则构成基准国的

国际游客(《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42段)。

职位：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协议定义一个职位，与此同时，每一个自雇者也有一

个职位(《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第19.30段)。

计量误差：读取、计算或记录数值时的误差。

会议产业：为突出强调与会议产业有关的目的，如果以此出行的主要目的是商

务或职业性的，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参加会议/大会/代表大会、交易会和

展览”和“其他商务和职业目的”。国际大会和会议协会、会议专业人员

国际组织以及里德旅行展览会更喜欢会议产业这一名词，而不是MICE这
一缩写词(会议、激励、大会和展览会)，因为MICE这一缩写词不承认此

类活动的产业性质。

元数据：定义和说明其他数据和进程的数据。

MICE：见会议产业。

微数据：关于个别单位特征的未经汇总的观察或计量结果。

镜像统计：镜像统计被用于实施贸易流量的两种基本计量值的双边比较，是一

种用来查找统计数据不对称原因的传统工具(《经合组织统计术语表》，

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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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旅游：国民旅游包括本国旅游和出境旅游，即：居民游客在基准国境内和

境外的活动，是本国旅游出行或出境旅游出行的一部分(《2008年国际旅

游统计》，第2.40(6)段)。

国民旅游消费：国民旅游消费是居民在基准经济体境内外的旅游消费。它是本

国旅游消费和出境旅游消费的总和(《旅游卫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

架》，图2.1)。

国民旅游支出：国民旅游支出包括居民游客在基准经济体之内和之外的所有旅

游支出，等于本国旅游支出和出境旅游支出之和(《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

建议》，第4.20(b)段)。

国籍：旅行者的“居住国”概念不同于其国籍或公民身份的概念(《2008年国

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19段)。

非货币指标：以实物单位或其他非货币单位测度的数据不应视为卫星账户的次

要部分。无论是就其直接提供的信息而言，还是为了充分分析价值量数据

而言，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第29.84
段)。

观察单位：作为获取信息和编制统计数据对象的实体。

出境旅游：出境旅游包括居民游客在基准国之外的活动，该活动要么为出境旅

游出行的一部分，要么为本国旅游出行的一部分(《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

建议》，第2.39(c)段)。

出境旅游消费：居民游客在基准经济体境外的旅游消费(《旅游卫星账

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图2.1)。

出境旅游支出：居民游客在基准经济体外的旅游支出(《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

建议》，第4.15(c)段)。

产出：产出被定义为，一个基层单位生产的货物和服务，它不包括：(a) 基层

单位在生产中使用但不承担风险的任何货物和服务的价值；以及(b) 同一

基层单位消耗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但用于资本形成(固定资本形成或存

货变动)或自身最终消费的货物和服务除外(《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第

6.89段)。

(主要)产出：一项(生产)活动的主要产出应参照所售货物或所提供服务的增

加值来确定(《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四次修订本第三章

C.2)。

就业人员：就业(或被雇用)人员是指所有处于工作年龄、在一个较短的参考期

内从事生产货物或提供服务的任何活动的人。

试点调查：试点调查的目标是测试问卷(问题的针对性、调查对象对问题的理

解、访问时限)并查找各种可能的抽样和非抽样误差根源：例如，调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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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地点和采用的方法，找出被遗漏的答复和遗漏原因，各种语言的沟

通、翻译、数据收集机制中的问题，以及现场工作的组织问题等。

惯常居住地：惯常居住地是被点查人员通常居住的地方，根据该人员主要住所

的所在地确定(《人口和住房普查的原则和建议》第二次修订版，第1.461
段至第1.468段)。

概率样本：用基于概率理论的方法(随机过程)选取的样本，采用了关于一个单

位被选取的规律的知识。

生产账户：生产账户记录国民账户体系界定的货物和服务生产活动。它的平衡

项——总增加值——被定义为产出价值减去中间消耗价值，是衡量各个生

产者、产业或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所做贡献的指标。总增加值是本体系中

初始收入的来源，因此要转入收入初次分配账户。增加值也可以按总增加

值减去固定资本消耗的净额计算，固定资本消耗反映生产过程中所使用固

定资本的价值降低(《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第1.17段)。

生产：可以将经济生产定义为：在机构单位控制和负责下，利用劳动、资本、

货物和服务作为投入以生产货物或服务的活动(《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

第6.24段)。

出行的(主要)目的：出行的主要目的意味着如果没有该目的将不会出行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3.10段)。根据主要目的对旅游出行实

施的分类，划分出九个类别：利用这种分类法，可以确定游客的不同小类

(商务游客、过境游客等)。也见目的地(出行的主要目的地)(《2008年国

际旅游统计建议》，第3.14段和图3.1)。

问卷和问卷设计：问卷是为了从一个报告单位或者另一个官方统计编制者获取

关于某个主题的信息而设计的一组或一系列问题。问卷设计是用于获取调

查所需数据的问题的设计样式(文本、顺序和跳转条件)。

参照期：所计量的观察结果参照的时间段或时间点。

相关性：旅游统计满足用户当前和可能的需求的程度。

可信性：初步估计值与后来估计值的接近程度。

报告单位：为问卷或访谈之类给定调查活动提供数据的单位。报告单位可以是

观察单位，也可以不是。

居民/非居民：一国的居民是指其主要经济利益中心位于其经济领土内的个人。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非居民是指其主要经济利益中心位于其经济领土之外

的个人。

应答和不应答：对一项调查中各种内容的应答和不应答，都可能产生误差。

应答误差：可以将应答误差定义为访谈过程中出现的误差。此类误差可能是由

若干因素造成的，例如概念或问题不恰当、训练不足、访谈失误或者应答

者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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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游游客(或短途旅游者)：游客(本国、入境或出境)出行如果包括过夜，则

列为旅游者(或过夜游客)，否则，列为一日游游客(短途旅游者)(《2008
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13段)。

样本：按照一个已知其选择概率的过程选择其中内容的框架子集。

抽样调查：利用抽样方法实施的调查。

抽样误差：总体值和总体估计值之间因随机抽样而产生的那一部分差异，这是

由于仅查点了总体中的一个子集。

卫星账户：卫星账户有两类，各自具有两种明显不同的功能。第一类，有时被

称为内部卫星账户，它会遵循《国民账户体系》的全套核算规则和惯例，

但要打破标准分类和层级关系来重点讨论所关注的某一方面，如旅游、咖

啡生产和环境保护支出等方面的卫星账户。第二类被称为外部卫星账户，

它可能会增加一些非经济数据，或改变一些核算惯例，或二者兼有。这是

一种特别适用于开发新研究领域的方法，义务劳动在经济中的作用就是

一例。有些卫星账户可能同时具有内部卫星账户和外部卫星账户的特征 

(《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第29.85段)。

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一套技术标准和着眼于内容的准则，加上信息技术架

构和工具，用于有效交换和共享统计数据和元数据。

季节调整：一种旨在消除对数据序列的季节性影响的统计技术。季节效应通常

反映季节本身的影响，或者直接反映，或者通过与之相关的生产序列，或

通过社会习俗。例如日历期的天数、采用的核算或记录方式或者不固定假

期等影响，导致其他类型的日历变化。

聘有有酬雇员的自雇者：聘有有酬雇员的自雇者被列为雇主。

无雇员的自雇者：无雇员的自雇者被列为自雇工作者。

自雇职位：自雇职位指报酬直接取决于货物和服务生产利润(或利润潜力)的职

位。

服务：服务是生产活动的结果，通过这些生产活动，可以改变消费单位的状

况，或便利产品或金融资产的交换。它们无法脱离生产单独交易。生产一

旦完成，它们必定已经提供给了消费者(《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第3.83
段)。

社会实物转移：实物转移的一个特例是实物社会转移，包括广义政府和为住户

服务的非营利机构(NPISH)向各个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医疗和教育服

务是最好的例子。不是提供一定数额的钱用来购买医疗和教育服务，而

是以实物的形式提供这类服务，可以确保对这种服务的需要得到满足(有

时，接受者购买服务，而由保险或救济计划予以报销。这样的交易仍视为

实物交易，因为接受者只起到了保险计划代理人的作用(《2008年国民账

户体系》，第3.8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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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分类：遵循既定规则并且得到普遍推荐和接受的分类。

统计误差：保留值和真实值之间的未知差异。

统计指标：代表特定时间、地点和其他特征的统计数据的内容，至少在一个方

面(通常是规模)得到修正，以便能够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统计元数据：关于统计数据的数据。

统计单位：作为信息收集和统计数据编制对象的实体。统计单位可以是可识别

的法律或实际实体或统计构想。

调查：对给定总体的特征的调查，其方式是从总体样本收集数据，并通过系统

地利用统计方法估计其特征。

国民账户体系：国民账户体系是一套关于按照基于经济学原理的严格核算规则

编制经济活动测度的国际公认的标准建议。这些建议的表现形式是一套完

整的概念、定义、分类和核算规则，其中包含了衡量经济表现指标的国际

公认标准。借助《国民账户体系》的核算框架，经济数据得以按照经济分

析、决策和政策制定的要求以一定程式予以编制和表述(《2008年国民账

户体系》，第4.114段))。

旅游国内总需求：旅游国内总需求是国内旅游消费、旅游固定资本形 

成总额和旅游集体消费的总和(《旅游卫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

第4.114段)。它不包括出境旅游消费。

旅游：旅游指游客的活动(《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9段)。

旅游特色活动：旅游特色活动是指以生产旅游特色产品作为代表的活动。一项

产品的产业来源(《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中生产该产品的

产业)并不是将产品列入《产品总分类》类似类别中的一项标准，因此，

产品与那些将该产品作为主要产出的产业之间不存在任何严格意义上的一

一对应关系(《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5.11段)。

旅游特色产品：旅游特色产品是指满足以下一项或两项标准的产品(《2008年
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5.10段)：

(a)   对产品的旅游支出应在总旅游支出中占有显著的份额(支出份额/需

求状况)；

(b)   产品的旅游支出应在经济体内该产品的供应中占有显著比重(供应份

额状况)。该标准意味着，如果没有游客，旅游特色产品将不再具有

有意义的供应数量。

旅游关联产品：尽管它们在全球范围内与旅游之间的联系有限，但它们在基准

经济体旅游分析中的重要性是人们所认可的。因此，这种产品应按国别特

殊情况列出(《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5.1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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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消费：旅游消费与旅游支出有着同样的正式定义。但是，旅游附属账户中

使用的旅游消费的概念比旅游支出的概念更加广泛。除了为了旅游出行以

及在此期间，购买消费货物和服务及自己使用或赠予他人的贵重物品而支

付的符合货币交易(旅游支出的重点)的金额之外，还包括与自用度假住宿

相关的服务、旅游实物社会转让以及其他虚拟消费。必须用不同于从游客

直接收集的信息的资源来评估这些交易，例如关于房屋交换的报告、与度

假宅邸有关的房租估算，以及间接计量的金融中介服务计算等(《旅游卫

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第2.25段)。

旅游直接国内生产总值：旅游直接国内生产总值是指所有产业为响应国内旅游

消费而产生的总增加值部分(按基价计量)与包括在购买者价格这种支出价

值内的净的产品和进口税的数额之和(《旅游卫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

框架》，第4.96段)。

旅游直接总增加值：旅游直接总增加值是指经济体中旅游产业和对应于国内旅

游消费直接服务于游客的其他产业所产生的总增加值部分(《旅游卫星账

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第4.88段)。

旅游支出：旅游支出系指为了旅游出行和在旅游出行期间，为获取货物和服

务而支付的金额，以及供自己使用或馈赠的贵重物品的金额，包括游客

自身的支出，以及由他人支付或报销的支出(《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 

议》，第4.2段)。

旅游行业：旅游行业包括以旅游特色活动作为主要活动的所有基层单位。旅游

行业(也被称为旅游活动)是通常生产旅游特色产品的活动。旅游行业一词

相当于旅游特色活动，在《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中，这两个词有时

作为同义词使用(第5.10段和5.11段以及图5.1)。

旅游比例：旅游比例是旅游份额总价值与对应的旅游卫星账户变量总价值的百

分比形式的比例(《旅游卫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第4.56段)。

也见旅游份额。

旅游卫星账户：旅游卫星账户是有关旅游统计的第二个国际标准(《旅游卫星

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其目的是通过其与《国民账户体系》之

间的联系，在一个与其他统计系统保持内部和外部一致性的框架内，列示

与旅游有关的经济数据，是旅游统计的基本调节框架。旅游卫星账户作为

一个对旅游业进行经济核算的统计工具，可被视为一组共10个总表，每个

都列出了基本数据，并代表旅游业相关经济数据的不同方面：入境旅游、

本国旅游和出境旅游支出、国内旅游支出、旅游行业生产账户、旅游需求

所创造的增加值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就业、投资、政府消费，以及非货

币指标。

旅游卫星账户总量：建议编制下列表示经济体旅游业规模的一系列相关指数的

总量(《旅游卫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第4.81段)：

• 国内旅游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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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旅游消费

• 旅游业总增加值

• 旅游直接总增加值

• 旅游直接国内生产总值

旅游部门：按照旅游卫星账户中的思路，旅游部门是提供游客所需消费货物和

服务的不同行业生产单位的集合。这些行业被称为旅游行业，因为游客的

购置量占其供应量的很大份额，如果没有游客，它们不会有有意义的产

量。

旅游份额：旅游份额是国内旅游消费部分所占相应供给的份额(《旅游卫星账

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第4.51段)。可以针对每个产业得出旅游产出

份额(价值)，作为对应于其产出的每个产品部分的旅游份额总计(《旅游

卫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第4.55段)。也见旅游比例。

旅游单一目的耐用消费品：旅游单一目的耐用消费品是耐用消费品的特殊类

型，它包括游客专门或几乎专门在观光旅行期间使用的耐用品(《旅游卫

星账户：2008年推荐方法框架》，第2.41段和附件五)。

旅游出行：游客的出行属于旅游出行(《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29
段)。

旅游者(或过夜游客)：游客(本国、入境或出境)出行如果包括过夜，则列为旅

游者(或过夜游客)，否则，列为一日游游客(或短途旅游者)(《2008年国

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13段)。

旅行/旅行者：旅行指旅行者的活动。“旅行者”指不管目的如何和持续时间多

长，往返于两个不同地理区域之间的人(《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

第2.4段)。游客是旅行者的一个特殊类型，因此旅游是旅行的一个子集。

旅行小组：旅行小组由个人或一起旅行的旅行派对组成，如：套餐游中同一 

个团的旅行人员，或者参加夏令营的青少年(《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

议》，第3.5段)。

旅行项目(在国际收支中)：旅行是国际收支中货物和服务账户的一个项目：旅

行贷方包括由非居民在访问某个经济体期间，从该经济体获取的供自己使

用或馈赠的货物和服务。旅行借方包括由居民在访问其他经济体期间，从

其他经济体获取的供自己使用或馈赠的货物和服务(《国际收支手册》第

六版，第10.86段)。

旅行派对：旅行派对指在行程中一起旅行、共同支出的游客(《2008年国际旅

游统计建议》，第3.2段)。

出行：出行指一个人从其惯常居住地出发的时间至返回时间之间的旅行：因而

指往返行。游客的出行是旅游出行。



245术语表

惯常环境：一个人的惯常环境是旅游的一个关键概念，被定义为：一个人进行

其日常生活事务的地方(不一定是一个毗邻的地方)(《2008年国际旅游统

计建议》，第2.21段)。

惯常居住地：惯常居住地是被点查人员通常居住的地方(《人口和住房普查的

原则和建议》，第二次修订版，第2.16-2.18段和表1)。

度假屋：度假屋(有时还称为假日房)大多是为游憩、度假或任何其他休闲之目

的，而由住户成员到访的次要住所(《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27
段)。

贵重物品：贵重物品是指主要不是用于生产或消费，而是在一段时间内作为

价值贮藏手段持有的、具有相当大价值的生产货物(《2008年国民账户体

系》，第10.13段)。

访问：出行包括对不同地方的访问。“旅游访问”是指在旅游出行期间在被访

问地的逗留(《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7段和第2.33段)。

游客：游客指出于任何主要目的(出于商务、休闲或其他个人目的，而非在被

访问国家或地点受聘于某个居民实体)，在持续时间不足一年的期间内，

出行到其惯常环境之外某个主要目的地的旅行者(《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

建议》，第2.9段)。游客(本国、入境或出境)出行如果包括过夜，则列为

旅游者(或过夜游客)，否则，列为一日游游客(短途旅游者)(《2008年国

际旅游统计建议》，第2.1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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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为计量入境旅游的相关流量和支出而拟定的基本问题

调查点：

所有国际入境/离境点清单 勾选一个选项

航空

…………

…………

水路

…………

…………

陆路

…………

…………

访谈日期：../../......

核心单元

1. 你的居住国是哪个国家？

[这个国家](在框内打√) 访谈结束

其他国家(请指出) …………………… 继续访谈

2. 你离开[这个国家]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目的 在框内勾选

游客离开 继续访谈

学生回家

住院病人回家

移民 访谈结束

边境工人

边境工人

外交官离境

过境(不进入合法领土)

过境(不进入合法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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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性别 在框内勾选 年龄 在框内勾选

男性 15-24岁
女性 25-34岁

35-44岁
45-54岁
55-64岁
65及以上

[注：有些国家可能希望了解调查对象的更详细信息，例如经济活动状况、职业、家庭年

收入和教育水平。]

4. 你访问这个国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原因 在框内勾选

1. 度假、休闲、娱乐 直接回答问题7

2. 走亲访友

3. 教育和培训 直接回答问题5

4. 健康和医疗 直接回答问题6

5. 宗教/朝圣 直接回答问题7

6. 购物

7. 过境

8. 其他

9. 商务和职业原因

5. 你在[这个国家]的教育课程历时多长?

课程总时长 在框内勾选

一年以下 直接回答问题7

一年以上 访谈结束

6. 你在[这个国家]的治疗时间多长?

疗程总时长 在框内勾选

一年以下 直接回答问题7

一年以上 访谈结束

7. 你在[这个国家]的过夜数是多少?  

如果超过365夜(一年)，结束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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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1：交通方式

8. 你如何前往/离开[这个国家]?

交通方式 在框内勾选

航空

航班

不定时飞行

私人飞机

水路

客轮/渡船

邮轮

游艇

陆路

铁路

长途汽车/公共汽车/其他公共交通

出租车/带司机租用的车辆

不带司机租用的车辆

私人车辆

其他(例如，自行车、摩托车、马匹等)

单元2：住宿

9. 你在[这个国家]逗留时，住宿类型是什么?每种类型的过夜数是多少？

住宿类型 过夜数

1. 酒店和类似住宿处

2. 旅游者营地

3. 其他商业设施 

4. 在亲朋好友处

5. 自己的第二住所/度假屋

6. 与这个国家相关的其他住宿类型

过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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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3：在[这个国家]的活动

10. 在[这个国家]时访问了那些地区？在每一个地区的过夜数是多少？

(在这个国家的相关)地区 过夜数

1. ……………………

2. ……………………

3. ……………………

过夜总数：

11. 你在[这个国家]从事了哪些活动？(请勾选相关活动)

(在这个国家的相关)活动 在框内勾选

1. ……………………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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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4：支出

12. 请确认回答支出问题所涉货币：

13. 在访问这个国家之前，你有没有往返这个国家的公共交通支出？

有

无

如果有，你旅行借助的交通公司名称是什么？

……………………………

14.a 你是以套餐游的方式来这个国家吗?

是 如果是，直接回答问题14.b
不是 如果不是，直接回答问题15

14.b 套餐包括什么？

套餐的构成 在框内勾选

往返[这个国家]的国际旅行

在[这个国家]的住宿

在[这个国家]的膳食

在[这个国家]内的交通

在[这个国家]的游览

在[这个国家]内租车

在[这个国家]之内的其他服务。请予说明…………………

15. 你为这个套餐花费多少?  

15.a  在访问[这个国家]之前，你有没有购买你在这个国家接受的其他服务？

有 直接回答15.b

没有 直接回答16

15.b  在访问[这个国家]之前，你所购买的在[这个国家]接受的其他服务是什么？花了多 

少钱？

在访问[这个国家]之前购买的服务 在框内勾选 花费了多少钱

在[这个国家]内的住宿

在[这个国家]内的膳食

在[这个国家]内的交通

在[这个国家]内的游览

在[这个国家]内租车

在[这个国家]内的其他服务。请予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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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当你在[这个国家]时，在下属项目上花费了多少?

项目 花费金额

国际旅行、套餐假期和套餐游

住宿

饮食

当地交通

国际交通

娱乐、文化和体育活动

购物

其他

[注：如果这类项目的支出很可观，各国不妨将项目添加到清单上。]

17. 包括你自己在内，你所确认的支出涵盖了旅行派对中的多少人？

支出涵盖的人数：

18.a  是否有其他人员/组织(例如朋友、亲属、雇主、政府机构等)为你和你的旅行派对在

[这个国家]获得的货物和服务支付其他款项？

有 如果有，直接回答问题18.b

没有 如果没有，问卷结束

18.b 在这些货物和服务上花费了多少?

项目 花费金额

国际旅行、套餐假期和套餐游

住宿

饮食

当地交通

国际交通

娱乐、文化和体育活动

购物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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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问卷示例

相似的问卷(略有调整)也可以在离境时使用，获取居民在国外的预期旅游行为

的有关信息，或者在到达时使用，获取居民在国外的实际旅游行为的有关信

息。

边境调查/问卷

五部分：

A. 旅行者

B. 交通方式

C. 您的逗留情况

D. 到达我国之前在您的国家或者另一个国家获得的服务

E.  在出行之前、出行期间或出行之后预定或付款的，在我国获得的货物

或服务

为了能够看懂问卷中包含的符号(带有数字或箭头)，用下述实例说明问答过

程：

A. 旅行者

4 5 6

应答者的居住国 您是独自旅行吗？

包括你自己在内，您一共
有多少人一起旅行并分担
支出？

结束

A. 这个国家 . . . . . . . . . . . . . . . . . . . 4
B.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C. 我正要离开这个国家

   到外国定居 . . . . . . . . . . . . . . . .  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居住国

  A. 是 . . . 1 6

  B. 否 . . . 6 7

|_ _|
旅行派对的规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

结束

                           

箭头：

 — 如果答案是“B”，直接询问居住国

然后转到问题5

— 如果答案是“C”，直接询问国家，

然后问卷结束

提示：

 —如果答案为“否”，转到问题6

—如果答案为“是”，转到问题7
—如果没有提示(例如在问题6中)

 转到下一个问题

选择方框右侧的数字，是记录问卷答案时使用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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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旅行者

1 2 3

调查点 离开日期
应答者的国籍(如果应答者有一个以上国籍，请说明 

进入这个国家使用的国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日 |_ _|
2. 月 |_ _|
3. 年 |_ _ _ 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籍

项目3的说明：这是一项重要信息，是与移民统计进行交叉核对，或者对特定国籍的人的旅游行为和特点进行研究所需要的。

4 5 6

应答者的居住国 您是独自旅行吗？

包括你自己在内，您一共
有多少人一起旅行并分担
支出？

结束

A. 这个国家  4

B. 其他  9

C. 我正要离开这个国家到

   外国定居  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居住国

 A. 否  1 6

 B. 是  6
7

|_ _|

旅游派对的规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

结束

项目6说明：一起旅行并不一定意味着分担所有开支或任何开支，而是共同作出关于旅行的决定。必须向调查对象澄清，询问

的是分担开支的人数。

不包括邮轮乘客。他们需要不同类型的问卷。

B. 交通方式

7 8
您离开我国的方式是.. 交通方式

A. 从陆路 . . . . . . . . . . . . . . . . . .   8
B. 乘飞机. . . . . . . . . . . . . . . . . . .   9
C. 乘轮船/渡轮/快艇 . . . . . . .   11
D. 乘火车 . . . . . . . . . . . . . . . . . .   11

租借车辆

                                                  A. 是       B. 否
A. 自行车 . . . . . . . . . . . . . . . . . .  02   07
B. 摩托车. . . . . . . . . . . . . . . . . . .  03   08
C. 小汽车 . . . . . . . . . . . . . . . . . .  04   09
D. 商务车 . . . . . . . . . . . . . . . . . .  11   16
E. 面包车. . . . . . . . . . . . . . . . . . .  12   17
F. 大篷车 . . . . . . . . . . . . . . . . . . .  13   18
G.  小汽车+大篷车 . . . . . . . . . . .  14   19

H.卡车和其他商用车辆 . . . . .  21
I. 公共汽车 . . . . . . . . . . . . . . . .  22
J. 包租巴士 . . . . . . . . . . . . . . . .  23

项目7的说明：邮轮乘客不包括在内，他们应当填写不同类型的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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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您搭乘的航班详情 出行最终目的地机场

您离开我国是要直接返回您的居住国吗？如果不是，
请说明您在返回居住国之前，预期访问的国家，以及
预期在每个国家度过的夜数。

A. 私人飞机 . . . . . . . . . .  1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机场 A. 否 . .  3
B. 是 . .  8

 12

 

目的国                  过夜数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 _ _|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 _ _|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 _ _|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 _ _|

B. 商业飞机 . . . . . . . . . .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航空公司

|_________|
航班号

项目9-11的说明：各国可以考虑询问更详细的情况，以确定与入境旅游消费相对应的空中旅行支出部分(与换乘飞机、代码共

享等有关)。

可以要求提供更多信息，涉及：性别、年龄组(划分具体年龄组，这样可以把低龄儿童和退休人员与其他组的成员分开)和教

育。

C. 您的逗留情况

12 13 14 15

到达日期 您达到我国的方式是... 您到达时搭乘的飞机详情

您是从居住国来的吗？如果不是，请说明
您在达到我国之前访问的国家，以及在每
个国家度过的夜数。

1. 日 |_ _|
2. 月 |_ _|
3. 年 |_ _|

A. 从陆路 . . . .  41 14
B. 乘飞机 . . . .  42
C. 乘船/渡轮/ 

   快艇 . . . . . .  43 15
D. 乘火车 . . . .  44

A. 私人飞机 . . . . . . . . . . 1 15

A. 否 . .  2
B. 是. . .  7

 16

 

受访国家        过夜数

1. | . . . . . . . . . . . . . . . . .| |_ _ _|
2. |.  . . . . . . . . . . . . . . . .| |_ _ _|
3. |.  . . . . . . . . . . . . . . . .| |_ _ _|
4. |.  . . . . . . . . . . . . . . . .| |_ _ _|

B. .商业飞机  . . . . . . . . .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航空公司

|_________|

航班号

16
您是....?(不包括非游客旅行者)

 1. 否 2. 是
A.  外国政府派驻这个国家的外交官，或领事馆 

工作人员或执行任务的军事人员 

(或陪同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21
B. 流浪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22
C. 难民或流离失所的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23
D. 公共交通方式的乘务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 .14 24

  ПБ 

                  1. 否 2. 是
E. 这个国家的常住实体雇用的工人

E.1. 边境工人 . . . . . . . . . . . . . . . . . . .15  25
E.2. 季节工人 . . . . . . . . . . . . . . . . . . .16  26
E.3.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27

F. 其他旅行者 . . . . . . . . . . . . . . . . . . . . .28

                                17

项目16的说明：终点可用于收集国际收支(BoP)用途的数据。

B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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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在我国度过的夜数 
在我国逗留一日的原因 
(可能有多个答案)

您逗留一日的 
原因编号 

 
8

A. 无(因往返其他国家而过境) . . . . . . 01
B. 无(仅到你们国家访问一天) . . . . . . 02 18
C. 一夜或更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3

1. 个人原因

1.1. 度假、休闲和娱乐 . . . . . . . . . . . . . . . . . .  01 
1.2. 走亲访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2 
1.3. 教育和培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3 
1.4. 健康和医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4
1.5. 宗教/朝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5
1.6. 购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6
1.7. 过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7
1.8.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8

2. 商务或职业原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9
2.1 出席会议

2.2 交易会和展览

2.3  讲座和会议 

等等…(各国应决定哪些对它有意义)

|_ _|

编号

|_ _ _|
21

过夜数

项目18的说明：对“商务和职业原因”可作进一步详述，特别是为了识别模式4：自然人在场(在服务贸易统计中)。

20 21 22

出行频率
在我国逗留一日的原因 
(可能有多个答案)

您过夜停留的 
主要原因编号

A. 每天 . . . . . . . . . . . . . . .  8
B. 一周一次 . . . . . . . . . .  9
C. 频率更低 . . . . . . . . . .  11

 24

1. 个人原因

1.1. 度假、休闲和娱乐 . . . . . . . . . . . . . . . . . . . .  01 
1.2. 走亲访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2 
1.3. 教育和培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3 
1.4. 健康和医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4
1.5. 宗教/朝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5
1.6. 购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6
1.7. 过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7
1.8.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8

2. 商务和职业原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9
2.1 出席会议

2.2 交易会和展览

2.3  讲座和会议  

等等…(各国应决定哪些对它有意义)

|_ _|

编号

项目21的说明：对“商务和职业原因”可作进一步详述，特别是为了识别模式4：自然人在场(在服务贸易统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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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在受访地(地区、自治市或国家以下的地点)的过夜停留和与住宿类型对应
的过夜数

您在我国参加了哪些活动或花时间做了哪些
事？(可能有多个答案)

1. 受访地

2.
1.
 酒

店
或
类
似
地
方

2.
2.
 旅

游
者
营
地

2.
3.
 其

他
商
业
设
施

2.
4.
 与

家
人
和
亲
属
一
起

2.
5.
 拥

有
第
二
家
居

2.
6.
 在

此
地
的
过
夜
总
数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11. 总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 _|

2. 过夜数   1. 职业活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
  2. 走亲访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2
  3. 学习我们的语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03
  4. 参加文化活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4
  5. 参加节庆/博览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05
  6. 参加体育运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6
  7. 观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7
  8. 参观博物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8
  9. 探访古代遗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9
10. 参观城堡/教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11. 参观现代建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12. 游览小镇/村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13. 游览游乐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14. 游览动物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15. 参观文物遗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16. 逛市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17. 去赌场/赌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18. 购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19. 水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20. 到高级餐厅用餐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21. 参加夜生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
22. 朝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23. 其他活动

 23.1. 游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23.2. 去海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23.3. 划船/乘帆船/风帆冲浪 . . . . . . . . . . . 25
 23.4. 打猎/钓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
 23.5. 远足/徒步旅行. . . . . . . . . . . . . . . . . . . 27
 23.6. 划独木舟/乘筏. . . . . . . . . . . . . . . . . . . 28
 23.7. 高尔夫/网球 . . . . . . . . . . . . . . . . . . . . . 29
 23.8. 骑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
 23.9. 滑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
 23.10. 游历国家公园. . . . . . . . . . . . . . . . . . . 32
 23.11.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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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到达我国之前在您的国家或另一个国家获得的服务

25 26 27 28 29 30

与支出有关的信息涉及… 在我国的过夜数
您是进行套餐旅
行吗?

套餐旅行的
价格

包含出行的往返
交通吗？

包含单程旅
行吗?

A. 您自己 . . . . . . . . . . . 2 26
B.  与您一起旅行的 

其他人. . . . . . . . . . . . 7

 35
A.  无(我因往 

返其他国家 

而过境) . . . . . . 01

B.  无(我进到 

你们国家访 

问一天) . . . . . . 02

 27
C.  一夜或 

更多. . . . . . . . . . 03 

 34

A. 否 . . .  3
B. 是 . . .  8 28

A. 未知

     4 34
B. 已知

     9 A. 否  3  30
B. 是  8

 31

A. 否 . .  2
B. 是 . .  7|_ _ _|

派对规模

(包括您自己)

|______|

数额

|. . .. . . . . . . . |
货币

31 32 33
包含在我国境内的当地交通吗？ 包含住宿吗？ 包含此类其他服务吗?

A. 否 . . . . . . 3
B. 是 . . . . . . 8

A. 是. . 4 B. 否 . . 9 33    A. 否 B. 是
  1. 餐饮服务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4
  2. 其他服务，其中有 . . . . . . . . . . . . . . 6  1

2.1. 保健服务 . . . . . . . . . . . . . . . . . . 7  2
2.2. 教育服务 . . . . . . . . . . . . . . . . . . 8  3
2.3. 全程陪同旅游 . . . . . . . . . . . . . . 9  4
2.4. 有商业导游的旅行. . . . . . . . . . 6  1
2.5. 租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2
2.6. 其他服务 . . . . . . . . . . . . . . . . . . 8  3 35

A.1. 食宿全包. . . . . . . . . . . . . 51
A.2. 食宿半包. . . . . . . . . . . . . 52
A.3. 住宿和早餐 . . . . . . . . . . 53
A.4. 仅住宿 . . . . . . . . . . . . . . . 54

请说明是直接支付(D)还是通过旅游中介机构

34
在到达我国之前，您在您的国家或者另

一国家支付的与此次出行有关的开支 

(交通、住宿、其他)

A. 无 . . . . . .  4 34
B. 已知 . . . .  9

| ______ | |. . . . . . . . |
  数额  货币 

|1 0 0|
百分比

34.1 有客运服务吗？
A. 无 . . . . . .  4 34.2
B. 已知 . . . .  9

| ______ | |. . . . . . . . |
  数额 货币 

|___|
百分比

1.(D)  2.(I)
 3  8

34.1.1. 进入还是离开我国？
A. 无 . . . . . .  4 34.2
B. 已知 . . . .  9

| ______ | |. . . . . . . . |
  数额 货币

34.1.2 我国境内的当地交通
A. 无 . . . . . .  4 34.2
B. 已知 . . . .  9

| ______ | |. . . . . . . . |
  数额 货币

34.2 有住宿服务吗？

A. 无…… 2    B.  是…… 7
         34.3

|______| |. . . . . . . . |
  数额 货币

|___|
百分比

1.(D) 2.(I)
 3  8

B.1. 食宿全包 . . . . . . . . . . . 11
B.2. 食宿半包 . . . . . . . . . . . 12
B.3. 住宿和早餐 . . . . . . . . . 13
B.4. 仅住宿. . . . . . . . . . . . . . 14

34.3

有其他服务吗(例如餐饮服务、其

他服务，其中有：保健服务、教

育服务、全程陪同旅游、有商业

导游的旅行、租车和其他服务)？

A. 无 . . . . . . . . . . . 4            35
B. 已知 . . . . . . . . . 9 |______| |. . . . . . . . |

  数额 货币

|___|

百分比

1.(D)  2.(I)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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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各国适用更详细的支出项目细目分类(按照价值/货币和人数)：

• 套餐  

• 在居住国或另一个国家购买的与出行有关的货物和服务(这个国家提供

的服务除外)

• 住宿     

• 交通   

 – 国际交通   

 – 当地交通   

• 饮食   

• 文化产品   

• 体育和娱乐产品   

• 与健康有关的货物和服务   

• 纪念品、礼物等   

• 其他货物和服务   

谁为这些项目付款：

• 旅行者付款

• 其他人付款

E. 在出行之前，出行期间或出行之后预定或付款的，在我国获得的货物和服务

35
在我国支付的与出行有关的开支(交

通、住宿、其他…)

A. 无 . . . . . . . . 4  结束

B. 已知 . . . . . . 9
| ______ | |. . . . . . . . |
  数额  货币

|1 0 0|
百分比

35.1 有客运服务吗？
A. 无 . . . . . . . . 4  35.2
B. 已知 . . . . . . 9

| ______ | |. . . . . . . . |
  数额  货币

|___|
百分比

1.(D)  2.(I)
 3   8

35.1.1. 将离开我国？
A. 无 . . . . . . . . 4  35.2
B. 已知 . . . . . . 9

| ______ | |. . . . . . . . | 
  数额  货币

35.1.2 在我国境内的当地交通
A. 无 . . . . . . . . 4  35.2
B. 已知 . . . . . . 9

| ______ | |. . . . . . . . | 
  数额  货币

35.2 有住宿服务吗？

A. 无…… 2  B. 有…… 7
       35.3

| ______ | |. . . . . . . . | 
  数额  货币

|___|
百分比

1.(D)  2.(I)
 3   8

B.1. 食宿全包 . . . . . . . . . 11
B.2. 食宿半包 . . . . . . . . . 12
B.3. 住宿和早餐. . . . . . . 13
B.4. 仅住宿 . . . . . . . . . . . 14

35.3

有其他服务吗(例如餐饮服务、其

他服务，其中有：保健服务、教

育服务、全程陪同旅游、有商业

导游的旅行、租车和其他服务)？

A. 无  . . . . . . .  4  35.4
B. 已知  . . . . .  9

| ______ | |. . . . . . . . | 
  数额  货币

|___|
百分比

1.(D)  2.(I)
 3   8

35.4
有其他物品吗(礼物、纪念品和其

他物品)？

A. 无 . . . . . . . . 4  结束

B. 已知 . . . . . . 9
| ______ | |. . . . . . . . |
    数额  货币

|___|
百分比

1.(D)  2.(I)
 3   8

结束，谢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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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游客调查表

      

 

By responding to this survey, you will help the Swedish Agency for Economic and Regional Growth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ur foreign visitors to Sweden.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1. Which country do you live in? 

1  Denmark 2  Norway 3  Finland 4  Another country – please specify:................................. 
 
 

2. On which date did you come to Sweden? 
 

Y    Y    M    M    D    D 
 

3. How many people were travelling in your party, including yourself?   ...............people of whom.............were children 
under 18 years old. 

 
4. What was the main reason for your visit to Sweden? (Choose one response only) 

1  Employed in Sweden. Stop here – thank you for taking part! 
2  Embassy or military personnel. Stop here – thank you for taking part! 
3  Professional driver. Stop here – thank you for taking part! 
4  Boat/air/train crew. Stop here – thank you for taking part! 
5  In transit at airport (transfer – onward journey to another country). Stop here – thank you for taking part! 
Private travel Business travel 

6  Visiting relatives/friends 
7  Leisure travel/holiday 
8  Studying 
9  Going to your own second home/apartment 

10  Shoppingtrip 
11  Another reason – please specify: ........... 

12 Individual business travel (e.g., visiting supplier or customer) 
13 Conference/congress/seminar (individual participation) 
14 Corporate meeting/business meeting (together with 

others from your company) 
15 Trade fair/event 
16 Incentive/reward travel (your company/organization is 

................................................................ paying for the trip) 
 
 

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did you do while in Sweden? (You can choose more than one alternative) 
1  Restaurants/bars/cafés/snack kiosks12  Downhill skiing 21  Museum 
2  Shopping 13  Cross-country skiing 22  Zoo/amusement park 
3  Concerts/music festivals 14  Ice skating 23  Sun and beach 
4  Buildings/castles/monuments, etc. 15  Boating (e.g. sailing, motor 24  Training/lecture/seminar 
5  Sightseeing/excursions boating, canoeing, etc.) 25  Company visit 
6  Attended a cultural event 16  Golf 26  Spa/wellness 
7  Fishing 17  Hunting 27  Disco/night club 
8  Hiking/trekking in the forest/ 18  Attended a sporting event 28  Other – please specify:................. 

mountains 19  Theatre ..................................................... 
9  Visiting national parks/Naturum 20  Family event (christening, 

10  Cycling/mountain biking 
11  Horse-related activity 

wedding, etc.) 

 
6. State the number of nights spent per type of accommodation during your visit 

to Sweden. 
 

Hotel/guest house 
 

..............nights Own second home/apartment/cottage 
 

..............nights 
Relatives/friends ..............nights Rented home/apartment/cottage ..............nights 
Youth hostel ..............nights Bed and breakfast/farm ..............nights 
Caravan/motorhome/tent/  Cruise liner/ferry ..............nights 
cottage at paying campsite 
Caravan/motorhome/tent/ 

..............nights Other accommodation, please, specify: 
........................................................ ..............nights 

cottage at non-paying campsite ..............nights  Did not stay overnight 
 

7. What was your main means of transport when arriving in Sweden? (Choose 
one response only) 
1  Air 4  Ferry (foot passenger) 7  Cruise 
2  Car 5  Train 8  Other 
3  Ferry (with vehicle) 6  Bus  

 
8. What means of transport did you use within Sweden? (You can choose more 

than one alternative) 
1  Air 5  Train 9  Boat  
2  Car 
3  Rental car 

6  
7  

Bus 
Public transport 

10  
11  

Motorbike 
Bicycle 

 

4  Camper/caravan 8  Taxi 12  Other  
     Continues on reverse! 

通过答复此次调查，您将帮助瑞典经济和区域增长机构更好地了解到访瑞典的外国游客情况。感谢您的帮助！

1.  您住在哪个国家？

丹麦 挪威 芬兰 另一国-请予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您哪一天到达瑞典？(年、月、日)

3.  包括你自己在内，您的旅行派对有多少人？……人，其中……人是18岁以下的儿童。

4.  您访问瑞典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仅选择一种答案)

在瑞典就业。到此为止-谢谢参与！

使馆或军事人员。到此为止-谢谢参与！

职业司机。到此为止-谢谢参与！

船舶/飞机/火车乘务人员。到此为止-谢谢参与！

在机场过境(转机前往另一个国家)。到此为止-谢谢参与！

走亲访友

休闲旅游/度假

学习

前往您自己的第二家居/寓所

购物之旅

另有原因，请予说明：…………

独自商务旅行(例如访问供应方或客户)

会议/大会/研讨会(独自参加)

公司会议/商务会议 

(与公司其他人一起)

交易会/活动

激励/奖励性旅行(您的公司/机构支付旅行费用)

私人旅游                               商务旅行

5.  您在瑞典参加了下述那些活动？(可以选择一个以上选项)

饭店/酒吧/自助餐厅/小吃摊

购物

音乐会/音乐节

建筑/城堡/纪念碑等

观光/短途旅游

参加文化活动

钓鱼

远足/徒步旅行/登山

游览国家公园/野外

骑行/山地骑行

马术活动

高山滑雪

越野滑雪

滑冰

划船(例如帆船、摩托艇、 

独木舟等)

高尔夫

打猎

参加运动会

剧院

家庭活动(洗礼、婚礼等)

博物馆

动物园/游乐园

日光和海滩
培训/讲座/研讨会
到公司访问
温泉/保健
迪斯科舞厅/夜总会
其他-请予说明……

6.  请说明在您访问瑞典期间，每种住宿类型的过夜数。

酒店/家庭旅馆                           . . . . . . .夜
亲戚/朋友家                            . . . . . . .夜
青年旅馆                               . . . . . . .夜
在付费营地的大篷车/房车/帐篷 
小屋                                   . . . . . . .夜
在不付费营地的大篷车/房车/帐篷 
小屋                                   . . . . . . .夜

自己的第二家居/寓所/小屋                . . . . . . .夜
租用的家居/寓所/小屋                    . . . . . . .夜
过夜加早餐旅馆/农场                      . . . . . . .夜
邮轮/渡船                               . . . . . . .夜
其他住宿方式，请予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夜 

没有过夜

年   月   日  

7.  你到达瑞典时的主要交通方式是什么？(仅选择一种答案)

航空

小汽车

渡船(连同车辆)

渡船(步行旅客)

火车

公共汽车

邮轮

其他

8.  您在瑞典使用何种交通方式？(可以选择一个以上选项)

航空

小汽车

出租车

野营车/大篷车

火车

公共汽车

公共交通

计程车

船

摩托车

自行车

其他

请在背面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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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y Neither  Very 
dissatisfied Dissatisfied nor Satisfied satisfied 

1 
 

2 
 

3 
 

4 
 

5 
 

 

1. State how much you have paid in total for this trip before coming to Sweden (e.g., package trip= travel+ 
accommodation, etc). 

 I did not pay for anything before arriving 
 

A package trip; mark what was included with a 
cross (X) and state the total cost 

No package trip – bought, e.g., travel and accommoda- 
tion from different suppliers; state the amount for each 
relevant row 

State the currency 
in which you paid 

 Getting here Getting here:.............................................................  
 Accommodation Accommodation:.......................................................  
 Restaurants/dining Restaurants/dining:..................................................  
 Car rental Car rental:................................................................  
 Transport (train and bus tickets, taxi, etc.) Transport (train and bus tickets, taxi, etc.):...................  
 Activities (recreation/sport/culture, etc.) Activities (recreation/sport/culture, etc.):.......................  
 Other Other:........................................................................  

 

Total cost...................................... 
 
State the currency in which you paid..................... 

 

 
2. State how much you have paid in total for this trip during your stay in Sweden. 
 I have not paid for anything during my stay 

 

State the amount for each relevant row State the currency 
in which you paid 

Accommodation:..........................................................  

Restaurants:.................................................................  

Car rental:....................................................................  

Transport (train and bus tickets, taxi, etc.):.......................  

Fuel:.............................................................................  

Shopping (including groceries, etc.):...............................  

Activities (recreation/sport/culture, etc.):.........................  

Other:...........................................................................  
 

3. Where have you stayed during your visit to Sweden? (You can choose more than one alternative) 
 

1  (1) Southern Sweden 5  (5) Stockholm County  9  Central Stockholm  
2  (2) Western Sweden 6  (6) Northern Central Sweden 10  Central Gothenburg 
3  (3) Småland and islands 7  (7) Central Norrland 11  Central Malmö 
4  (4) Eastern Central Sweden 8  (8) Upper Norrland  7 

12. Overall, how satisfied were you with your stay in Sweden? 

8 
 
 
 
 
 
 
 
 

Sundsvall 

 
 
 
 
 
 

Umeå 

 
6 

Gävle 

 
 

 
13. How often do you travel to Sweden? 

1  Several times a year 4  Less often 
2  Once a year 5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Sweden 
3  Every other year/every 

three years 

 
 
 
 
 

Göteborg 

Uppsala 

 
4 

 
 

2 
Jönköping 

3 
 
 1 

 
5 

Stockholm 

 
 
 
 

3 
 

3 

14. How often do you travel abroad on holiday? 
1  Several times a year 3  Every other year/every three years 
2  Once a year 4  Less often 

 

15. Are you…? 1  Male 2  Female 

16.  Your age?  ..................years 

Thank you for taking part! 

 
Malmö 

9.  请说明您在到达瑞典之前为此次出行支付的全部费用(例如套餐出行=旅行+住宿等)。

我在到达之前没有支付任何款项

套餐出行：用叉号(X)标出所含内容并说明总费用

达到这里

住宿

酒店/用餐

交通(火车和汽车票、计程车等)

租车

活动(娱乐/体育/文化等)

其他

达到这里：

住宿

酒店/用餐

交通(火车和汽车票、计程车等)

租车

活动(娱乐/体育/文化等)

其他

非套餐出行-例如从不同供应方购买的旅行和住宿服务；说明

每个相关行的数额

说明您支付的货币

请说明您支付的货币

总费用

10.  请说明您在瑞典期间为此次出行总共支付了多少费用。

我在逗留期间没有支付任何费用

住宿：

酒店：

交通(火车和汽车票、计程车等)：

租车：

燃料：

购物(包括杂货店等)：

活动(娱乐/体育/文化)：

其他：

瑞典南部

瑞典西部

斯莫兰及岛屿

瑞典中东部

斯德哥尔摩

瑞典中北部

诺尔兰中部

上诺尔兰

12.  总的来说，您对于在瑞典的逗留满意吗？

11.  你在访问瑞典期间，曾在何处逗留？(可以选择一个以上选项)

请说明您支付的货币说明每个相关行的数额

感谢您的参与！

13.  您经常到瑞典旅行吗？

14.  您经常出国度假吗？

 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非常满意

一年数次

一年一次

两年/三年一次

更少

这是第一次到瑞典

一年数次

一年一次

两年/三年一次

更少

16.  您的年龄？.........岁

15.  您是……？ 男性 女性

斯德哥尔摩中部

哥登堡中部

马尔默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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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旅游支出与旅游消费

旅游支出(TE)和旅游消费(TC)看起来有相同的正式定义，即：“为观光旅行

以及在此期间，购买消费货物和服务及自己使用或赠予他人的贵重物品”。

但是，旅游支出严格限于为此类购买支付的数额(即：它仅包括涉及付款的支 

出)，而旅游消费还包括估算交易，即虽然是真实的，但是不涉及对等的现金

流的交易。结果，由于这类交易不容易观察到，必须通过计算得出它们的数

额。

下表对于和旅游支出有关的概念与和旅游消费有关的的概念作了区分。为

明确阐述每一个概念，建议将它作为首选参考资料，以期对编制者有所帮助。

概念

分类 
(概念性的)

实际 

包含在内 备注

游客自费购买货物和服务的货币支出 旅游支出 是

在下述情况下由第三方报销的游客直接支出

 • 企业(商务出行的雇员) 旅游支出 是

 • 另一个住户 旅游支出 是

 • 社会保险系统 旅游支出 是

受益人为政府或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提供的个别

服务而支付部分款项

 • 教育 旅游支出 是

 • 健康 旅游支出 是

 • 博物馆 旅游支出 是

 • 表演艺术 旅游支出 是

 • 其他 旅游支出 是

企业为旅游出行的雇员或其他人所提供服务的自费部

分

 • 例如航空公司为它们的雇员及其家人提供的免费

或半免费交通

旅游支出 是

 • 雇员及其家人获准在企业的度假居所度假的应付

款

旅游支出 是

 • 应企业要求参加运动会或其他活动的个人应补缴

的款项

旅游支出 是

家人和朋友为购买货物或服务而发生的与到访游客有

关的额外支出估值

旅游支出 否 不可能获得这一信息：在实践中，

不包含在国民账户之内

与自有度假屋有关的推算出的住房服务(分时度假屋

及其他…)

旅游消费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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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分类 
(概念性的)

实际 

包含在内 备注

在度假屋生产的最终自用货物的消费，在旅游出行期

间为娱乐目的而捕获(鱼类)或猎获(猎物)的物品的消

费

旅游消费 是

在一次旅行范围之外购置的旅游单一用途耐用消费品 旅游支出 是

政府或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提供的个别服务减去

受益人的部分付款后的费用

 • 教育 旅游消费 是

 • 健康 旅游消费 是

 • 博物馆 旅游消费 是

 • 表演艺术 旅游消费 是

 • 其他 旅游消费 是

不含为旅游出行的雇员或其他人提供的服务的自费部

分的企业实际支出，例如：

 • 通常每天支付的与雇员的商务出行有关的交通、

酒店、饭店实际费用和其他支出

旅游支出 是 要求游客在调查中对此进行估算

 • 企业为雇员支付的奖励性出行的费用 旅游支出 是 要求游客在调查中对此进行估算

 • 例如航空公司为其雇员及家人提供免费或半免费

交通后由企业承担的的费用

旅游消费 是

 • 企业度假住所为其雇员提供的服务的价值 旅游消费 是

 • 企业邀请客户或供应商参加运动会或任何其他活

动的邀请费

旅游支出 是 假定“邀请”是指“提供或为之

付款的服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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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立陶宛的劳动力调查问卷

经立陶宛共和国政府统计局局长 

2004年12月10日 

第246号令批准

 
 

 
 

 
 

 
 
 

—01  
               

 
    2005     —    
  
  

      
   

1 2  
          

             

 
 

    

 

1 

 

 

 1    2  
        

 2      

 3 
   56 

 
    

        

 
2 

     
 

 1    6  
        

 2    
4 

 
 

        

 3    3  
        

        

 3  

         

 1      
 2      
 3      
 4    4  
 5      
 6      
 

7 
   

 
 

 8      
 9    6  
 10      
       
 4 

  1    6  
 

  

    

 
 2    5  
         5 
 1    6  

 
      

  2    56  
        

 

劳动力抽样调查GU—01
领土代码

自治市、地方行政区、村庄名称

基准周

号码     季度

年            月 日  月 日

提交日期：当月结束之后15日之内 
受访人：15岁以上

保证保密

住户号码

调查对象编号

性别

出生日期(年月日)

个人代码

男 女

就业(受访人：15岁以上)

你在基准周内是否有有酬或有利可图的工作，或者你
是否为家庭生意出力，或者没有在工作，但是有职位
或生意？

是

否

服兵役或从事社区服务

是

否

因临时解雇没有工作

你在基准周是否工作了?

你在调查周为什么不工作?

因技术或经济原因，工作少

劳动争议

学校教育或培训

度假

育儿假

天气恶劣

补偿休假(在弹性工作时间或按年计算小时数的合
同框架内)

其他

孕产假

自己生病、受伤或暂时失去工作能力

第一条   你在3个月时间内是否保证能重返工作
岗位？

立陶宛统计局

就业统计司

Gedimino Ave 29, 2746 Vilnius

你是否将要从雇主那里获得 ≥ 50%的薪资？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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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7      
       
                        8  

 8     
       
                              9  

       

 9     10  

      
 10  

 

 1      

 2    11  

 

 11     

 1      
        

        

       

           

     12  
       

 2      

        

       

         

         

       
 12     

 

 1      

 2    13  

 3      

 13     

 

 1      

 2    14  

 3      

 14     

 

 1      

 2    15  

 3      

 15     

 

 1      

 2    16  

 3      

 16     

 

 1      

 2    17  

 3      

 
      
 17 

 
1 

     

18 

 2      
 3     
       

 4      

 5    29  

 6      
 7     
       

 8     

 9     28 

 10     

   
 18 

 1    19  

 2      

   
 19 

 1    20  

         2      

 3    21  

   
 20 

 1    21  

 2      

    
 21  

 

       22  
 

 22  

 

       23  

你的工作地点的全称是什么？

主要经济活动：

企业代码

活动代码

你的职业、职位、工作：

简要描述你的工作:

职业代码

第二条
你是在为国有企业还是 
私人公司工作？

在过去四个星期，你是否在周六工作过？

国家(国家/公共机构持有的资本>50%)

私人(在私人或公共有限公司/ 
农业合伙企业/独自企业/持有 
许可证，拥有农场，等等)

工作地点所在国家：

立陶宛

城镇、地方行政区、村庄

第三条
第四条  其他国家

国名

国家代码

是

有时

从来没有

在基准周里，你是否：

雇员，按照书面协议工作

雇员，按照口头协议工作

当选

没有雇员的农场主

小农场主

持有专利

自雇、没有雇员的其他人员

有雇员的自雇者

家庭工人

有雇员的农场主

在过去四个星期，你是否在家工作过？

是

有时

从来没有

第五条   在过去四个星期，你是否 
在晚上工作过？

是

有时

从来没有

你是否负有管理责任？

是

否

私人职业介绍所

雇主

你如何找到目前的工作？

谁付给你月薪？

是

有时

从来没有

是

有时

从来没有

在过去四个星期，你是否在夜里工作过？

在过去四个星期，你是否在周六工作过？

你的主要职业的净月薪是多少？

你是否从主要职业获得额外薪酬？

(第13和第14个月的薪水、年度工作成就
奖、分红、红股)

立特

立特

主要职业的就业特征

          领土代码

第六条

通过私人职业介绍所

通过公共劳工职业介绍所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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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4  

      
      
 24  

 

 1      

 2    25  
  
 25      

 1    28  

 
         2    26  

        
 26 

 1      

 2      

 3    27  

 4      

 5      

        
 27      

 1      

 2      

       28  

 3      

         

          

 
28  

 

 1     

         

 2      

 3    29  

 4      

 5      

 6      
1        

 
29 

 
 

 

        
          30  

        
        

 
30 

 
 

 

    

       31  

 31   

 
        

 1    32  
        

 
2 

   
34  

 
        

 
3 

   
38  

 
       

       

 32  

 1      

 2      

 3      

 4    34  

 5      

 6      
 

      

 

 7    33  

      
 33 

 
 1     

 2     

 
3   

34  

 

 
4 

    

      

 34 

 
 1    38  
        

 2    35  

        

 35  

        

 1      

 2    36  

 3      

 4      

        

 36   

 

 1    38  
        

 2    37  

       

 

你是否获得疾病、失去工作能力或伤
残补助？

立特

第七条
第八条
在过去四个星期，你是否从事过轮班工作？

是

否

你的工作是：

你的工作是临时的、有限期合同，因为：

固定工作或无限期工作合同

临时工作/有限期工作合同

是培训期合同

你未能找到固定工作

你不想要固定工作

没有说明原因

属于试用期合同

临时工作的全部期限

不到一个月

如果你的工作时间不到3年， 
说明具体月数

如果你的工作时间超过3年，说明
具体年数

个月

年

人

包括你自己在内，有多少人在你的
工作地点工作？

少于10人(确切人数)

11到19人

20到49人
50人或以上

不知道，但是少于1人
不知道，但是多于10人

你哪一年开始为这个雇主工作或者自雇？

年

你哪个月份开始为这个雇主工作或者自雇？

 (如果此人工作不到2年，请予说明)

月

在基准周里，你从事全时还是非全时工作？

非全时

全时，你一周的工作时间通常少于
40小时

全时，你一周的工作时间通常不少
于40小时

从事非全时工作，因为：

正在接受学校教育或培训

自己的疾病或残疾

未能找到全时工作

不想要全时工作

其他原因

没有说明原因

照料儿童或者失能成年人

第九条
你照顾孩子或者失能成年人是因为：

第十条   没有或无力负担合适的儿童护理
服务

第十一条   没有或无力负担合适的病人、
残疾人、老年人护理服务

第十二条   没有或无力负担合适的儿童及
病人、残疾人、老年人护理
服务

第十三条   护理设施不影响非全时工作的
决定

第十四条
你愿意延长目前每周的工作时数吗？

不愿意

愿意

第十五条 

你愿意以何种方式延长工作时数？

增加一份工作

从事比目前工作时间更长的工作

仅在目前工作内

以上述任何一种方式

若你找到合适的职位，能否在两周之内开始工作？

能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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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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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46  
 

       47  
       

 
       

 47  
 

 
1    48  

 

     
 

 
2    54  

 
       

 48  
 

        

 1    49  

 2      

       

 49  

 

 1      
 2      

 3    50  

 4      
 5      

       

 50  
 

    

    

       

            51  

      

       

 51  

    

    

    

       

      52  

       

 52  
 

 1    53  
      

 

 2    54  

       

 53  

 
 

必须完成教育或培训

必须完成义务兵役或社区服务

个人家庭责任(包括孕产)

自己的疾病或失能

其他原因

你为何不能在两周之内开始工作？

第十五条
你通常每周工作多少小时？

通常工作： 小时

无法说明通常的工作时数，因为 
各周和各月的工作时数相差很多。

你在基准周一周实际工作了多少小时？

工作了

在基准周，你的实际工作时数：

比通常多

比通常少

与通常一样

各周相差很多

在基准周，你的工作时数为何比通常的 

工作时数多？(说明原因)：

小时数可变(例如弹性工作时数)

其他原因

加班

你加班多少小时？

是

否

你的加班时间有多少小时将获得薪酬 

(或者已经获得薪酬)？

在基准周，你的工作时间为何少于通常的 

小时数？

天气恶劣

因技术或经济原因，工作少

劳动争议

教育或培训

可变小时数 

(例如弹性工作时数)

自己的疾病、受伤或暂时失去工作能力

孕产假或育儿假

因个人或家庭原因的特别假

年假

公共假期

在基准周开始/更换工作

在基准周内工作结束，新工作尚未开始

其他原因

你各周和各月的工作时数有很大差别，
而你没有说明实际时数和通常时数有差
别的原因

你希望每周工作(总共)多少小时？

小时

除了你的主要职业，你在基准周内是否有有酬
或有收入(货币或实物)的第二职业，或者你是
否在农场工作？

第十七条  第二职业

是

否

你在基准周内有多少份职业或工作？

只有一份职业或工作

有一份以上职业或工作

你的第二份职业是：

雇员

无雇员的自雇者

有雇员的自雇者(雇主)

家庭工人

有雇员的农场主(雇主)

你的第二工作地点的全称，或第二职业简述：

主要经济活动：

是

否

你在第二职业上的实际工作时间：

你在基准周内是否实际从事过第二职业？

企业代码

工作时数

根本没有工作

小时

你的加班时间是否有薪酬(或者已获得薪酬)？

小时

小时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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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其他职业

你是否在寻找第二(另一份)职业？

否

是

由于目前的职业的风险、确定的损失或
者结束

 现有职业被认为是一份过渡性的职业

寻找额外的工作，增加当前工作之外的
工作时数

寻找一份工作时数比当前工作多的职业

寻找一份工作时数比当前工作少的职业

希望有更好的工作条件(例如薪酬、工作
或差旅时间、工作质量)

其他原因

寻找另一份职业但未说明原因

失业人员以前的工作经验

第十九条  以前曾经就业：

已经就业

从未就业(纯粹打零工，例如假期工
作、义务兵役或者社区服务，不被视
为就业)

第二十条  你上一次工作是在哪一年？

年

月

第二十一条  你上一次工作是在哪个月？

(如果此人离职不到两年，请予说明)

第二十二条  你有多少年没有工作了？

八年以下

八年或更长

你为什么放弃(上一份)职业/工作？

被解雇或裁员

有限期的职业结束，季节性工作或临时工

个人或家庭责任

自身疾病或失能

教育或培训

提前退休

正常退休

义务兵役或社区服务

其他原因

上一份工作的职业状况

雇员

无雇员的自雇

有雇员的自雇(雇主)

家庭工人

有雇员的农场主

你上次工作所在当地单位的经济活动

上一份工作的职业：

活动代码

职业代码

在过去四个星期，你是接受正规教育的学生吗？

第二十三条  教育

是

是，但是你现在在休假

否

你在那里学习(按照教育等级)？

初等(教育分类1)

普通初中(教育分类2)

普通高中(教育分类3A)

职业初中(教育分类2C)

职业高中(教育分类3)

你为什么寻找第二(另一份)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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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后教育(非高等)(教育分类4)

第三级教育(非高等)(教育分类5B)

大专教育(高等非大学)(教育分类5B)

大学教育(教育分类5A)

博士教育(教育分类6)

你在过去四个星期里是否参加了任何课程、 
研讨会、会议等？

是

否

在过去四个星期里用在受教学习活动上的 
小时数：

小时

你参加了哪些培训课程？

外语

计算机课程

其他课程

参加了会议、研讨会、讲习班等

最近的受教学习活动的目的：

主要与工作有关

主要是个人性的

圆满完成的最高等级教育或培训：

博士教育(教育分类6)

大学教育(教育分类5A)

大专教育(高等非大学)(教育分类5B)

第三级教育(非高等)(教育分类5B)
专业类中学(技校)(教育分类4B)

中学后-职业教育(教育分类4B)

高中普通教育(教育分类3A)

高中职业教育(教育分类3A)

两年以上高中职业教育(教育分类3C)

初中职业教育(教育分类2C)

初中普通教育(教育分类2A)

初级教育(教育分类1)

非正式教育或低于教育分类1

第二十四条  接受调查一年之前的情况

接受调查一年之前的情况：

从事一份工作或职业，包括为家庭生意
所做的无薪酬工作，或者拥有包括学徒
身份或有酬受训人员身份等

小学生、学生(全时教育)

退休或提前退休

终身残疾

服义务兵役

完成家庭任务

失业

其他不活跃人员

接受调查一年之前的职业状况：

雇员

无雇员的自雇者

有雇员的自雇者

家庭工人

有雇员的农场主

 第二十五条   人员在接受调查一年之前的当地
工作单位的经济活动：

经济活动代码



 271

附件4 
澳大利亚：2012年雇员收入和工作时数调查-帮助页

选定问题a

第1部分：雇员特点

问题1：确认雇员

这一问题是为了在澳大利亚统计局需要你明确说明细节时，让你能够确认雇员

的正确记录。

问题2：雇员性别

这个问题是为了确认雇员是男性还是女性。据此能够按照性别对收入和工

作时数信息进行分析。

问题3：雇员年龄

这个问题是为了确认雇员所属的大致年龄组。适用三个明确的类别：

•	 18岁以下

•	 18岁到21岁

•	 21岁及以上

问题4：职业名称

这个问题是为了提供关于雇员职业的详情。这些问题提供的信息，被用于确定

所报告的雇员的合适职业代码。职业分类依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标准职业分

类。

要求你提供官员职业的全称，适当情况下说明行业、等级或级别。例如，

小学教师，机器操作员，第二年的厨师学徒等。

问题5：雇员的主要任务或职责

这个问题是为了能够对比较复杂或含混的职业进行编码。它要求你尽可能全面

地描述你所报告的雇员通常承担的任务或职责。例如，备课和教学，操作挤压

机，帮助备餐等。

a
 澳大利亚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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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6：这位雇员是否股份有限企业的业主经理？

这个问题是为了确定股份有限企业的业主经理是否是他或她自己的企业的有薪

酬的雇员。据此可以对管理层雇员的收入分析进行单独分析。

股份有限企业的业主经理将由企业薪资单支付薪酬，并在财年结束时以薪

资汇总表发放。在报告时不应将唯一业主、股份有限实体的合伙人和托管人当

做股份有限实体的业主经理。

问题7：职位雇员是否是高层经理或执行官？

这个问题是为了确定雇员是否是高层经理或执行官。据此可以对管理层雇员的

收入信息进行单独分析。

为了进行雇员收入和工作时数调查，高层经理是指对于企业经营负有战略

责任的雇员。高层经理通常作出能够影响整个企业的行政决策，例如，他们可

以作出开办或关闭某个企业分支的决策。一般而言，地区经理或主管不被列入

高层经理。高层经理的其他特征包括负责管理大量雇员，通常无权获得加班薪

酬。

问题8：这位雇员是永久雇员、定期雇员还是临时雇员？

这个问题是为了确定雇员是永久、定期还是临时雇用的，以便进行分析。

临时雇员不同于永久雇员，因为他们通常获得略高的薪酬，这是为了对他

们缺少永久地位和休假权利一事给予补偿。他们常常没有固定工作时数。有些

定期雇员也获得略高的薪酬，以便对他们缺少永久地位和休假权利一事给予补

偿，尽管他们在受雇期间，通常有既定的受雇小时数。

问题9：这位雇员是否获得临时雇员补偿金？

临时雇员补偿金系指为补偿休假权的缺失而支付的较高薪酬。不应将它和为奖

励良好业绩或其他原因而增加的时薪混淆。

问题10：这位雇员是全时工作还是非全时工作？

这个问题是为了确定雇员是全时工作还是非全时工作。据此可以对全时和非全

时雇员的收入和工作时数进行单独分析。为了进行雇员收入和工作时数调查，

如果雇员(包括临时工)通常以下述方式工作，在报告中应将他们列为全时工。

1. 在工作中完成全时雇员的商定或裁定时数；或者

2. 每周不少于35小时。

否则雇员被视为非全时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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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雇员应根据他们通常工作的小时数分类(即：如果他们每周工作不少

于35个小时，即为全时工作)。如果他们没有“通常小时数”，就应当按照他

们在你的报告期内的工作时数为他们分类。

第2部分：总收入

问题11：发薪频率

这个问题是为了让你能够在和你的发薪制度相同的基础上，报告收入和工作时

数。你不必以任何方式对信息作出调整。例如，如果你所报告的雇员按月取

酬，就选择月薪制并按月报告所有收入和工作时数。如果发薪频率不是每周一

次，两周一次或每月一次，选择“其他”并写下发薪频率详情，例如，如果按

照每四个星期而不是按照日历月给雇员发薪，选择“其他”，然后写明四个星

期。

所有收入数字都应当始终与问题11中选定的发薪频率挂钩。你被问及这个

问题时，与你被要求报告的每一名雇员有关。如果你有多个薪资单，请说明你

所报告的特定雇员的发薪频率。

问题12：薪金牺牲总额

这个问题是为了收集关于薪金牺牲总额的信息。由于薪金牺牲正变得越来越普

遍，借助这个问题，可以在对收入进行分析时，将雇员的现金和非现金报酬考

虑在内。薪金牺牲通常可以根据雇员的意愿随时而变。不应当将它与薪金打包

相混淆，薪资打包这一安排形成全部报酬中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例如公司的

汽车或移动电话。

薪资牺牲是这样一种安排：雇员同意放弃他或她的一部分税前薪资，以换

取受益。常见的收益类型包括税前向养老基金和汽车更替租赁缴纳的数额。

包括

• 向通过薪资牺牲安排提供的收益征收的附加福利税；

• 作为牺牲薪资的任何一部分一周、两周、月度或季度奖金。

不包括

• 不通过薪资牺牲安排提供的附加福利价值，例如娱乐支出

• 来自税后收入的雇员缴款

• 半年、年度、不定期或一次性奖金的薪资牺牲

提供一份项目薪资牺牲的说明，将有助于澳大利亚统计局处理你的表格而

不必与你联系，要求你予以澄清。



274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编制指南

问题13：应税毛收入总额

这个问题是为了收集雇员在报告期内应税毛收入总额的信息。应当排除薪金牺

牲额，因为它们是在征税之前从收入中扣减的。开支(例如差旅、娱乐、就餐

和其他开支)报销款不应征税，因此应当排除在所有收入问题之外。

问题14：应当课税的正常时间收入

这个问题是为了收集雇员在基准期内获得的被称为“正常时间收入”的应税

薪酬信息。正常时间收入是标准或商定工作时数所得薪酬，是问题13所报告的

应税毛收入总额的一部分，因此也应当将薪金牺牲额排除在外。对很多雇员来

说，如果在基准期内没有加班费、津贴或其他薪酬，它就等于毛收入总额。

包括

• 基本工资

• 正常工作时间的轮班/更高薪酬

• 聘任定金

• 在基准期内获得的根据衡量到的业绩而变的薪酬，例如计件工作薪

酬、生产奖金、佣金等

• 基于衡量到的业绩的每周、每两周、月度或季度奖金

不包括

• 薪资牺牲数额

• 加班收入

• 应税津贴

• 其他应税薪酬，例如年假补贴；半年、年度、不定期或一次性奖金

问题15：加班收入

这个问题是为了收集雇员在基准期获得的被称为“加班收入”的应税薪酬信

息。加班收入是为标准或商定工作时数以外完成的工作支付的薪酬。加班收

入是问题13所报告的应税毛收入总额的一部分，也应当被排除在薪金牺牲额之

外。

第3部分：有酬工作时数

问题19：正常时间有酬工作时数

这个问题是为了收集在支付薪酬时期实际付酬的裁定、标准或商定工作时数的

信息。这个问题中报告的时数，应当与问题11中选定的发薪频率挂钩。例如，

如果雇员领取月薪，就应当报告每月的正常工作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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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 与发薪期有关的带薪休假时数

不包括

• 加班时数

• 待命时数或报告时间，除非这些是正常工作时数的一部分

你不必将支付更高薪酬的正常时间工作时数，例如轮班时数，换算为正常

时间的相应时数。

问题20：付酬加班时数

这个问题是为了收集发薪期内付酬的超过裁定、标准或商定工作时间的工作

时数信息。这个问题中报告的时数，应当与问题12中选定的发薪频率挂钩。因

此，如果雇员领取月薪，应当报告每月的加班时数。

包括

• 支付标准薪酬和更高薪酬的加班时间

不包括

• 支付更高薪酬的标准时间

• 正常轮班



14-56520
Printed at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 
编制指南

联  合  国

        经 济 和 社

会 

事

务


	14-56520 (C) Tourism Stat 2008 Compilation Guide WEB.pdf
	表2.1
	部分国家的惯常环境标准
	表3.1
	入境/离境卡上的通用信息项目
	表3.2
	入境旅游：结果列表的实例
	表3.3
	本国旅游结果列表的实例
	表3.4
	出境旅游结果列表的实例
	表4.1
	世旅组织在《旅游统计简编》中发布的数据
	表5.1
	住宿活动的进一步细分
	表6.1
	旅游行业结果表格实例
	表6.2
	《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55大类：住宿
	表6.3
	《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68类：不动产活动
	表6.4
	2012和2013年宾馆、旅馆和服务式公寓数据汇总：澳大利亚的例子
	表7.1
	旅游行业职位数和全职当量就业人数(2009年)：奥地利的例子
	表7.2
	劳动力职位估计，2008年(经季节调整)：联合王国旅游和非旅游行业
	表7.3
	按就业状态分列的旅游行业的就业：斯洛伐克的例子(千个)
	表7.4
	2007至2012年旅游行业和整体经济中的年度和小时报酬：加拿大的例子
	表8.1
	用于旅游出行和游客特征数据集的结构性元数据
	表8.2
	用于旅游支出数据集的结构性元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