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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保证全国海洋经济调查的数据质量,文章结合工作实践,分析涉海单位清查阶段的主要质

量控制手段即质量抽查的流程、方法和结果,并提出思考和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根据对8个样区

的抽查,质量抽查有利于掌握各地区在推动调查工作时遇到的困难,有利于及时发现和处理清查

操作中的难点和问题,有利于其他地区参照经验和规避错误;合理的质量抽查节点、具有代表性的

样区和完善的详细抽查方法等可有效提高质量抽查的可行性;进一步集中质控时段和加强人员质

量控制,可确保质量抽查效应更为深入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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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ensurethedataqualityofthenationalmarineeconomicsurvey,combined

withworkingpractices,thispaperanalyzedthequalitycontrolprocesses,methods,andresultsof

themainqualitycontrolmeasuresintheinspectionphaseofsea-relatedunits,andreflectionsand

suggestionswereproposed.Theresearchresultsshowedthat:accordingtothespot-checkof

8sampleplots,qualityspot-checkwashelpfulforgraspingthedifficultiesencounteredinpromo-

tinginvestigationsinvariousregions,facilitatingthetimelydiscoveryandtreatmentofdifficulties

andproblemsintheinventoryoperation,andforreferenceinotherregionsandavoidmistakes;

reasonablequalityspot-checknodes,representativesampleareas,andcomprehensivedetailed

spot-checkmethodscouldeffectivelyimprovethefeasibilityofqualityspotchecks;furthercen-

tralizingthequalitycontrolperiodandstrengtheningpersonnelqualitycontrolcouldensurethat



第4期 耿立佳,等:海洋经济调查质量控制方法探讨 67   

thequalityspotcheckeffectwasmorein-depthandcomprehensive.

Keywords:Marineeconomysurvey,Marineindustryunit,Spot-check,Qualitycontrol

0 引言

为摸清我国海洋经济基本情况、掌握海洋经济

发展数据以及提高海洋经济管理的科学性,国务院

批准开展第一次全国海洋经济调查。涉海单位清

查是海洋经济调查的重要环节,其意义在于确定从

事海洋经济活动的各类法人单位的数量、行业类别

和地域分布等,从而确定各类海洋产业调查表的适

用范围,是保障海洋经济调查整体顺利实施的基础。

为保证调查数据的质量,《第一次全国海洋经

济调查实施方案》明确要求调查要坚持全过程控

制、全员控制、分级控制和分类控制的原则[1],确保

调查数据真实可靠和来之有据。作为涉海单位清

查阶段的主要质量控制手段,质量抽查尤为关键。

本研究结合工作实践,对涉海单位清查中质量抽查

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进行分析,以期为海洋经济调

查工作总结经验和提供参考。

1 涉海单位清查

涉海单位清查的主要工作内容是:调查员采取

直接标识认定或者通过入户和集中座谈等采集信

息后标志认定2种方式,判断底册中的单位是否涉

海,最终将逐级审核确认的涉海单位编制为名录。

工作依据分别为《第一次全国海洋经济调查涉海单

位清查技术规范》中的《附录F:直接标识认定单位

的行业和区域范围》和《附录 C:涉海单位认定方

法》。

本次研究对象的8个县级地区的清查任务情况

如表1所示。

表1 清查任务情况

省级地区
沿海县级地区 非沿海县级地区

样区 清查量/家 样区 清查量/家

甲 A 1999 B 1689

乙 C 11670 D 5862

丙 E 2250 F 2301

丁 G 2025 H 462

2 质量抽查

2.1 质量抽查流程

涉海单位清查中质量抽查的工作流程如图1
所示。

图1 质量抽查流程

(1)成立抽查组。从各技术支撑单位中选择技

术骨干,经专项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后成为海区质控

人员。根据抽查样区和工作日程,由其中3~5名人

员组成抽查组,并明确分工。

(2)选取抽查样区。《第一次全国海洋经济调

查涉海单位清查技术规范》要求海区调查机构分别

从每个省级地区至少抽取2个县级以上地区[2]。在

实际操作中,海区调查机构在综合考虑各地经济发

展水平、海洋产业发展规模和海洋统计基础等因素

后,分别从各省级地区选取1个沿海县级地区和

1个非沿海县级地区,开展清查数据抽查。

(3)编制抽查方案。根据《第一次全国海洋经

济调查涉海单位清查技术规范》和《第一次全国海

洋经济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的要求,结合本地

区实际工作情况,编制质量抽查方案,明确工作内

容、流程、方法和进度安排等。

(4)开展现场抽查。抽查组到达样区后,开展对

工作进度的全面检查和对选定对象的详细检查,并填

写《清查工作进度表》和《清查数据抽查记录清单》。

(5)编制和上报抽查报告。根据抽查结果,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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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组分析在涉海单位清查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及其原因,并提出整改措施,反馈各省级调查机构。

同时,汇总发现的重大问题、普遍性问题和可推广

经验等,编制完成质量抽查报告,并及时上报上级

调查机构。

2.2 质量抽查方法

(1)全面检查。抽查组听取样区调查机构关于

清查工作情况的介绍,并通过现场资料查阅和座谈

交流等方式,全面检查样区清查工作的组织实施情

况和存在的问题,了解清查工作的总体进度和质量。

(2)详细检查。抽查组将样区的清查表按照海

洋产业大类分组,然后从每组每种情况的清查表中

抽取10%的单位进行检查(其中标识为“是”的单位

数量应占抽查单位总数量的50%)。重点检查清查

表的填报是否完整和规范、录入是否无误以及标识

认定结果是否准确等[3]。

2.3 质量抽查结果

2.3.1 全面检查情况

经全面检查,各抽查样区均有序推动调查工

作,完成设置机构、编制方案、选聘人员、落实经费、

配置专用设备、开展培训和宣传以及动员部署等前

期准备工作,并组织调查员开展入户清查。

经抽查了解,各样区存在的工作困难和问题主

要包括3个方面。

(1)工作进度差异大。受领导重视程度、当年

财政经费安排、政府部门审批流程效率和第三方公

司招投标情况等的影响[4],各样区涉海单位清查的

工作进度差异较大,导致质量抽查的时间跨度超过

3个月,也使抽查的总结和示范效果低于预期。

(2)部分调查对象配合意愿不强。海洋经济调

查在我国尚属首次,各样区的宣传力度不一,调查

对象的知晓程度不同,且填报工作涉及企业信息,

因此入户清查的困难较大,“门难找、人难见、表难

填”的情况普遍存在。同时,出现部分调查对象拒

绝、推脱和逃避调查的现象,主要分为3个类型:

①业务不相关的调查对象认为调查与其无关,不予

理解和配合;②部分机关或事业单位以未接到上级

发文或通知为由拒绝填报;③部分企业负责人担心

调查与工商和税务有关,影响其经营,不予配合。

(3)调查员队伍不稳定。样区的调查员主要由

高校学生组成,虽经过长期的专项业务培训和工作

实践锻炼,已成长为调查工作的骨干力量,但由于

调查工作整体持续时间长和任务强度高,调查员中

途离队的现象较普遍。由于调查员流动性大,对新

进调查员的培训未能及时跟进,不可避免地给调查

工作带来问题,例如:调查员对调查的基本情况解

释不清楚,对调查单位的填表规范不明确,多次上

门调查都无法获取有效结果,甚至得到错误的指标

数据也未能及时发现。

2.3.2 详细检查情况

按照详细检查方法,抽查组对各样区的清查表

按比例进行抽查,抽查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清查数据质量抽查情况

省级

地区

沿海县级地区 非沿海县级地区

样区
抽查数

量/家

抽查比

例/%
样区

抽查数

量/家

抽查比

例/%

甲 A 98 10.09 B 80 11.35

乙 C 500 10.02 D 58 15.89

丙 E 111 10.06 F 115 12.74

丁 G 58 10.21 H 30 17.75

经抽查了解,各样区存在的工作困难和问题主

要包括4个方面。

(1)填报不完整和不规范。认定为“是”的单

位,出现漏选产品类别或服务类别,具体产品名称

与所属类别不一致,或漏填具体产品名称等情况;

单位负责人、填表人、联系电话和报出日期等基础

信息漏填或字迹潦草;未按要求加盖调查对象公章

或公章与单位详细名称不一致。

(2)录入进度和一致性问题。由于部分非沿海

地区未铺设海洋相关专网,仅可使用单机版录入或

集中到上级调查机构录入,导致录入进度差距较

大。此外,由于纸质清查表填写字迹潦草,录入时

出现社会信用代码、填表人和单位负责人等信息错

误的情况。

(3)无法填报类占比较高。由于此次海洋经济

调查采集的是2015年数据,企业名称、法人、地址和

联系方式信息均有大量变更,此外企业已注销、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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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关闭和停业等情况较多,导致部分清查表无法

填报[5]。从各样区的实际情况看,无法填报类所占

比重较高,其中企业未明确注销或吊销但无法联系

的情况最难确认和处理。

(4)涉海情况判定困难。涉海单位的判定是清

查阶段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在入户清查中,部分调

查对象对是否涉海的理解有偏差,且调查员无法全

面了解调查对象的经营范围。同时,由于调查涉及

多个领域,而调查员的专业水平有限,未能对调查

对象进行有效的解释和引导,或无法准确认定调查

对象是否为涉海单位。

3 思考和建议

3.1 合理确定质量抽查节点,保证抽查效果

虽然相关技术规范并未对开展质量抽查的时

间做出详细要求,但实践证明,选择合适的时间节

点对于达到质量抽查效果至关重要。海区调查机

构应在各样区录入率超过30%后即展开质量抽查。

一方面,如在调查工作刚开始时进行抽查,暴露出

的问题和可推广的经验较少,样区的示范效应得不

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如在调查工作已完成超过

50%后再进行抽查,不但无法发挥督促作用和示范

效应,而且一旦发现重大问题只能重新清查,额外

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6]。

3.2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样区

《第一次全国海洋经济调查涉海单位清查技术

规范》要求海区调查机构从每个省级地区中至少抽

取2个县级以上地区开展质量抽查。在实际操作

中,选取的8个样区包括沿海县、非沿海市的县和沿

海市的非沿海县等多种类型,样区的地区生产总值

为300亿~10000亿元,经济发展水平和海洋产业

规模的差异较大,且组织形式、技术力量和统计基

础各不相同,可相对广泛地反映各地情况。

3.3 采用分层抽样,完善详细抽查方法

《第一次全国海洋经济调查涉海单位清查技术

规范》要求从需要采集信息的单位中抽取10%以上

的单位进行检查,其中标识为“是”的单位数量应占

抽查单位总数量的50%,而未做其他详细要求。在

实际操作中,随机抽查易出现特殊情况,例如:各产

业占比的差距较大,甚至有个别产业未被抽取;被

抽取的单位中有效填报的清查表数量较少;非沿海

地区的涉海单位较少,难以满足标识为“是”的单位

数量占抽查单位总数量的50%。本次质量抽查采

用分层抽样,即先将样区的清查表按照海洋产业大

类进行分组,并将每组分为填报为“是”、填报为

“否”和无法填报3种情况;从每组每种情况的清查

表中抽取10%的单位进行检查,其中标识为“是”的

单位数量应占抽查单位总数量的50%,若达不到

50%即将标识为“是”的单位全部抽查。经过各样

区的实践,该方法较为可行。

3.4 严格把握集中质控时段,充分发挥样区示范

作用

涉海单位清查中质量抽查的目的在于了掌握

和督促各级调查工作进度,了解和解决存在的实际

困难,同时梳理和归纳在填报、录入和标识认定等

方面较普遍的难点、盲点和错误,汇总工作和技术

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和可推广的经验,供其他地区参

考和实行。本次清查的质量抽查工作由于8个样区

的调查工作进度差距较大,抽查时间跨度超过3个

月,部分样区接受抽查时已有其他地区完成清查,

导致整理形成的质量抽查报告未能充分达到预期

目的。建议督促各样区迅速开展调查工作,尽快满

足抽查准备要求,各抽查组平行进驻[7],将整体质量

抽查的时段控制在1个月内,并及时汇总和反馈。

3.5 随机业务考核,加强人员质量控制

《第一次全国海洋经济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

范》要求海洋经济调查质量控制遵循全员控制的原

则,参与和配合调查工作的全体人员均为质量控制

的主体,其选聘、培训、分工和责任落实等均在质量

控制范围内。在实践过程中,人员质量控制主要依

靠各级调查机构的自控,当调查队伍发生变动时,

须重新启动与之相关的选聘、培训和分工等程序,

而目前这些环节的质量控制相对缺失。为提高各

级调查机构的全员控制意识,建议在抽查过程中明

确增加对人员选聘、培训、分工和变动等资料记录

的检查[8]以及随机进行人员业务考核,并详细记录

和反馈抽查结果。

4 结语

质量抽查是涉海单位清查质量控制的重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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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基于本研究对8个样区抽查情况的分析,质量

抽查有利于深入掌握各地区在推动调查工作时遇

到的困难,有利于及时发现和处理清查操作中的难

点和问题,有利于其他地区参照经验和规避错误,

其必要性不言而喻。实践经验同时表明,合理的质

量抽查节点、具有代表性的样区和完善的详细抽查

方法等可有效提高质量抽查的可行性。此外,建议

进一步集中质控时段,加强人员质量控制,确保质

量抽查效应更为深入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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