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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认识人口与计划生育中的统计工作 

西街办计生办副主任：陈  红 

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是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自开

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为适应工作需要，计划生育部门开展了计划生育统计

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的发展，实现了低生育水平。但

是，随着低生育水平的实现，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的深入、健康发展，人

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工作对象、工作思路、工作职能、工作方法的转变，现有

的统计渠道、统计方法、统计指标体系、统计手段、统计质量越来越不能满

足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要求。首先我们从个案和群体上看：以秦坝岭村为

例2008年出生婴儿24人，其中男婴16人，女婴8人，出生性别比高达200，严

重失调。这样一个全乡最大的村一个村出生仅为24人，每年计算的出生性别

比要么是100，绝对的平衡，要么就是严重的比例失调。这就说明有些统计

指标不能用于分析规模在几百人到一千多人的村级情况。其次从定量与定性

上看我们每年都要分析当年的人口形势，将当年的数据与上一年的数据进行

对比。许多分析报告在列举了对比数据后得出结论：“今年的工作比上一年

有明显的进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上了一个新台阶”。但假如我们仔细察

看某些指标的数量，发现变化并不大，如我乡计划生育率由2007年的85%上

升到2008年的87%，得出的定性结论应当是：“工作稳步发展，人口增长保

持平稳的态势”。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统计分析主要是指对数据的分析，并由

“定量”的描述引申到定性的判定。假如忽视定性的分析，那么，所谓定量

分析不过是数量变化的文字描述而已。把握好定性分析的关键在于，定性分

析应以定量分析为基础，即“定量”在前，“定性在后。那种先定性，再计

算数量变化的做法，违反了“定量”与“定性”的基本规律。这样进行的定

量分析，只能给定性的结论加一些数量的点缀而已。最后再从原因与结果上

看：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人口出生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提高多少

个百分点”的说法。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利用相关分析法对全国各省的人口出

生率和人均GDP的数量变化进行计算，得出二者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和相关系

数。把人口出生率作为自变量，看自变量的单位变化影响因变量（人均GD

P）变化的数量大小。在这个例子中相关分析法本身以及有关的数据都是正

确的，然而，用这样一个函数式来解释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是有

问题的。其一，就统计方法来说，相关分析只反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而

不说明因果关系；其二，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固然相互影响，但从本质上来

说，是经济发展影响人们的思想，进而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最终导致生育

率下降，人口增长率降低，即经济增长是“因”，而人口增长是“果”。颠

倒了因果关系，不仅逻辑上讲不通，数量上的“相关性”也失去了意义。 

因此，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制度和统计指标体系必须进行改革创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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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发挥信息引导、辅助决策，规范管理和监督检查作用。从以上例子分析

看，人口与计划生育规划统计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统计方法不够灵活，统计渠道单一，统计指标体系陈旧，不适应人

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要求。二是统计分析研究的不深不透，不能够为领

导决策、指导工作提供准确的、全面的、有深度的、有价值的统计研究报

告，特别对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宏观决策缺乏研究，难以保证科

学、协调发展观的落实。三是人口目标管理考核难以促进基层工作。考核方

法缺乏改革创新，一成不变，没有创意，难以促进基层把工作做快做深做细

做透，基层工作应付考核多，为育龄群众服务少。 

针对以上现状，提出改进统计工作的几点建议 

 1．加快信息化建设，改进统计手段，强化信息化处理。首先充分认识

到信息化建设在统计工作中的重要性，信息化是统计工作改革的基础和前

提。二是加大对信息化建设的经费投入力度，尽快完成信息化基础设施建

设，保证乡村微机应用，资源广域网络互联，建成计划生育广域资源信息网

络系统，建立区乡村域网和网站；三是健全机房管理、数据管理、资料管

理、岗位责任、安全保密、病毒预防、人员培训和数据质量检查等信息化管

理制度，切实做到有章可循；四是尽快升级育龄妇女个案信息软件，利用开

发网络版育龄妇女个案信息软件，使育龄妇女个案信息库中的信息符合实际

情况，拓展信息库应用领域。 

2．加强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改变过分依赖报表的统计数据收集方

法，通过多种统计数据收集方法的综合应用，扩大统计研究领域，丰富统计

数据信息量，全面反映人口和计划生育各项工作的实际情况。要完善常规统

计报表指标体系，加大对队伍建设、基础设施、依法行政、服务质量、群众

需求、社会保障等内容的统计力度；建立健全育龄妇女信息网络和大型数据

库，实现信息的异地交换；改革和完善流动人口的统计，将具有常住趋势的

流动人口纳入流入地统计。拓宽信息渠道，改变全面依靠基础台账和报表的

传统办法，建立以抽样调查和专项调查为主体，以统计报表、综合分析为补

充的新办法。充分利用信访、咨询、手术、随访等行政与服务记录信息。加

强与统计、公安、民政、卫生等各部门的协作。 

3．不断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科
学制定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责任目标，一是责任目标要抓住人口和计划生育
工作的核心，体现计生工作本质要求，注重工作效果。二是指标下达要科学
合理，实行双向沟通，让下级参与指标制定，保证不脱离实际，既避免高指
标，又要调动基层积极性。在目标考核工作中，一是要减少考核次数和考核
复杂性，减轻基层负担；二是保证考核工作的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真实反
映基层实际情况；三是探索定性指标的考核方法，避免不适当不科学教条主
义的定量化方法，加大以参与性观察、解剖式调研，开放式访谈和综合性分
析等为主要内容的定性评估，以育龄妇女信息系统为主要内容的计算机信息
分析和验证，以及对各单项工作的经常性评估，加大平时调研和评估的比
重，四是完善分线考核，推行考评结果反馈制度。 

4、建立和完善现代人口统计体系，人口统计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相
适应。改革传统的常规统计项目，丰富内容，尽量减少突击性统计调查，提
高人口统计数据实用性，逐步建立现代人口统计体系和人口统计数据库，反
映人口计生工作热点、社会关注焦点，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提高人口统



计工作的效益。 

5、拓宽人口统计收集渠道，使数据收集渠道多元化。目前，统计数据
不实的问题普遍存在，如果跨省、跨区域综合评估，数据不实更加凸显。究
其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统计方法还是局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适用于城乡人口
相对稳定的环境。现实的情况是户籍制度、人事制度改革已逐渐弱化了对人
口的束缚，人员在同一地不同单位流动、城乡之间流动，跨省、跨区域的流
动已越来越频繁和复杂，再加上婚姻登记制度改革，流动人口生育原户籍掌
握不详、不实在所难免，传统习惯和方法已经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基层的统
计人员也有鞭长末及的感觉；其次，各地区相对于户籍地人口，对流动人口
管理、宣传、服务等方面责任心不强，发展不平衡。那么，人口统计还是仅
仅依靠最基层行政单位上报，必然落后于时代的步伐。流动人口报出生不仅
存在一定程度的漏报，而且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报，再加上户在人不在本
地的人口出生，由于各种原因存在的瞒报、漏报，结果是统计数据不实的问
题普遍存在。因此，有必要拓宽人口统计收集渠道，建立由计生、卫生、公
安组成分工明确的人口统计收集体系，使数据收集渠道多元化，拾遗补漏，
优势互补，从管理机制上堵住出生人口瞒漏报、重报的漏洞，提高统计数据
的真实性，同时，也是人口统计数出一门，确保人口统计数据的严肃性需
要。 

本人在多年的工作中体会到，由于人口和计划生育所具有的特点，人口
和计划生育统计分析方法的应用和统计数据的解释有别于其它部门和领域对
于统计的一般要求。正确地应用统计分析有助于我们熟悉人口和计划生育的
特点和规律，只有科学地熟悉和把握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特点和规律，才能避
免在统计分析中陷入误区。 

(责任编辑:翟晓文 文章作者:西峰区西街办 陈红)

上一篇:苏君:深刻认识当前全省人口计生工作“四个不平衡” 

下一篇:没有了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