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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劳工和报酬小组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根据统计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要求 
**
 转递巴黎劳工和报酬小

组（秘书处，联合王国）的报告。供委员会讨论的要点载于第四节。 

*
 E/CN.3/2004/1。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3 年，补编第 4号(E/2003/24)》，第一章，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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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报告概要介绍了巴黎劳工和报酬小组 2003 年期间在計量“工作时间”方

面的活动。2003 年 9 月 4日和 5 日在伦敦召开了一次为期两天的会议，即巴黎小

组第五届会议，探讨目前的问题以及在計量工作时间方面开展进一步工作的必要

性。
1
 向 2003 年 11 月/12 月举行的第十七届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提交了上述

会议的报告，报告概括介绍了讨论情况和提出的建议。巴黎小组计划在这个问题

上开展进一步工作，协助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为将于 2008 年召开的下一

届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拟订一项关于工作时间问题的决议。 

 一. 第五届会议 
 

2. 2003 年 9 月，巴黎小组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計量工作时间的问题。讨

论围绕以下三个领域进行： 

 • 工作时间安排 

 • 实际工作时间的計量 

 • 实际工作小时统计数据在诸如生产率之类的“衍生产品”中的使用问题 

3. 以上每个领域覆盖的问题包括用户需要，計量问题，要求的交叉分类数据，

相关的统计数字之间的协调和矛盾，关于如何改善的提议和建议。最后一次会议

重点讨论了关于未来工作的主题。 

 二. 讨论情况摘要 
 

4. 巴黎小组重点介绍了为了了解就业的性质、质量和数量而广泛使用工作时间

统计数字的情况。最近，劳动力的供应和需求方面的变化导致非标准工作安排的

增加，工作环境变得更加复杂。所以，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工作，完善现有国际

标准，为各种新涌现的领域拟订新的标准和定义，这些必须建立在完善的概念的

基础上。另外，还必须查明收集和分析数字方法方面的最佳做法。 

  工作时间安排 
 

5. 巴黎小组没有提议采取一种涵盖包括运作中的各种工作时间安排的无所不

包的类型学，而是认为以下各方面足以说明并計量工作时间。 

 • 每周、月、年的实际工作小时数目 

 • 各周工作小时之间的稳定性/灵活性 

 • 全日、全周以及全年的工作小时列表 

 • 进行工作的地点 

計量工作时间 

6. 形成工作小时数目方面标准的主要问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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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决定在計量时应当包括或者排除哪些活动（例如，旅行、培训、无报酬

小时） 

 • 确定适合于数据的不同用途（例如，实际工作小时，计入合同的小时，

带薪小时）的計量工作时间的基础 

 • 决定这个概念是与工作有关还是与个人有关 

年度工作小时 

7. 巴黎小组认识到必须准确地計量年度工作小时（例如，計量生产率）。这些

計量应当既表明程度，又表明趋势。 

計量问题 

8. 巴黎小组将为了某项目标計量——例如实际工作小时——拟订国际标准与

各种实际計量问题明确区别开来。就实际工作小时之类的計量来说，更倾向于采

用直接計量而不是经过调整的計量。处理計量问题，需要概括说明数据的各种不

同来源的利弊，查明最佳做法，以便尽量提高为特定用途收集的数据的质量。 

巴黎小组未来的工作领域 

9. 达成的普遍共识是，第十七届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之后，有必要与劳工组

织一道在工作时间统计方面进行重点更突出的工作。一些国家建议讨论的其他题

目包括： 

 • 处理不同来源的数据方面的经验 

 • 与日渐老化的劳动力大军有关的问题 

 三. 向第十七届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提出的建议和会议成果 
 

10. 2003 年 9 月份会议之后，巴黎小组向 2003 年 11 月/12 月召开的第十七届国

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提交了下述各项促进变革的建议。 

工作小时 

11. 应当拟订短期（日，周，月）工作小时方面的标准（定义，建议采取的收集

及分析数据的方法，适宜的元数据的表述形式），包括实际小时、正常工作小时

和加班。在利用带薪小时、工作小时和合同小时等概念得出实际小时和正常小时

的测数时，有必要对这些概念加以解释。 

12. 应当拟订为了不同目的（例如计算生产率或者劳动力成本）估计长时间段内

工作小时总数——特别是年度工作小时——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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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其他工作小时的概念 

13. 应当探索建立一个包括一般工作时间统计的范围内的各种工作时间安排的

概念框架的可能性。这样一套起到组织作用的原则旨在： 

 • 提供一个结构，以审议工作时间安排的不同类型或者不同实例，特别是

不时出现的新形式 

 • 为收集数据方面的工作规划提供关于工作小时的情况 

 • 加强国际可比性以及不同数据来源之间的协调性 

 • 帮助确定正在进行的概念以及统计方面工作的优先次序 

14. 任何这类框架都具备以下要素： 

 • 查明工作时间安排的构成部分，区分以下不同构成部分：(a) 持续时间、

稳定性/灵活性、时间安排、地点；(b) 澄清不同类型的工作时间安排

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周末班；(c) 处理需求/供应方的问题；(d) 法

律成分；(e) 政策成分 

 • 查明主要利益有关者（生产商和用户），以及他们的利益 

 • 探讨工作时间安排与其他相关框架（例如，1993 年国民账户体系）和统

计领域——包括经济领域（劳动力投入）和社会生活（福利，兼顾工作

与生活）——之间的联系 

 • 查明工作时间安排的不同组成部分的主要数据来源，以及收集和分析这

些数据的最佳做法 

15. 应当审查全时和非全时概念对说明劳动力市场活动情况的有用性，包括探讨

是否按正常工作小时分列的就业数据并非更有价值。 

第十七届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的成果 

16. 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一致同意在定于 2008 年举行的下一届会议（第十八

届）上推动工作时间统计问题。劳工组织专家会议召开之后，将拟订一项新解决

方案供会议审议。巴黎小组将继续参与拟定这方面的国际标准，暂定于 2004 年

召开的工作时间計量问题会议的成果，将会特别考虑到向劳工组织专家会议提供

所需的投入。巴黎小组还将采取具体步骤确保 2004 年的会议有发展中国家参加。 

 四． 讨论要点 
 

17. 征求委员会对以下方面的评论和指导： 

 • 工作时间统计数据的未来发展的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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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查明上文或者报告全文 
1
 没有覆盖的问题 

 • 巴黎小组未来的工作领域 

 

 注 

 1
 第五届会议的报告全文将作为背景文件提供给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