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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应该以调查现住人口为主
) ) )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反思

黄润龙

=内容摘要>  第五次人口普查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首次普查。文章认为,

延用传统的常住人口调查及过于复杂的调查指标体系是造成第五次人口普查人口漏登的主要原因。

针对社会上大量的流动、迁移人口, 文章建议人口普查应以调查现住人口为主,同时应多方位地提供

普查信息化资料,提供优质统计服务,使普查成本相对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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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业已结束。本次调查误差大于前几次人口普查, 引起人们的遐想、猜想

和误解。作为亲身实践者,仔细体验人口普查、回顾人口普查具体实践, 笔者发现从问卷设计、组织工

作,到实地调查,都有一些值得改进、改革的地方。

1  原指标体系太复杂

普查表虽然是由长期从事统计工作的专业人士设计完成,具有相当的科学严密性,但普查表填写

难度要求太高。一份普查表格对于文化水平并不高的基层普查员来说,尽管经过培训, 仍然不甚明

确。这样必然对普查数据的精确性产生不良的影响。实际上, 普查表的设计应该以大多数普查员的

实际文化程度(初中)作为出发点, 做到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即能使 95%的普查员经过半天的专业培

训,就能掌握 95%以上的正确填写(陈桦、郑晓东, 2002)。江苏省实际规定, 长表普查员至少要培训 7

天,短表普查员培训不得少于 4天, 但即使如此, 普查员对很多问题还得讨论、请示。考察其原因,指

标太复杂了,相关部门编制了5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表的填写说明6、5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员手
册6、5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手册6和5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业务问题解答汇编6等多个手册, 分别

对第五次人口普查相关指标进行说明, 还有许多补充说明, 甚至还有补充说明的补充。

人口数的统计是普查的关键, 但恰好该指标因调查的是常住人口, 涉及户口问题而严重失准。如

果我们进入某一家庭,并不能立即对每个家庭成员进行登记,而是要确定是否属于本次普查的对象。

首先, 要判断人和户口的相对位置,是人在户口在,人在户口不在(暂住人口、流入人口) , 还是人不在

户口在(流出人口) ; 其次,要判断是否应该在本地区登记;再次, 要判断作为户记录登记还是个人记录

登记;然后,要判断作为常住人口还是作为暂住人口登记;最后, 要判断属于常住人口五种人中的哪一

款人。人在户口不在有 4种判断方法;人不在户口在则有多种判断方法,详见下图。还有很多例外和

具体说明,都在这些图例之外,这一切都需普查员理解并且记住。

人在户口在
不在家登记:住校大学生、高中生(仅在学校登记)

作常住人口登记:其他人, 判别五种人

人在

户口

不在

不登记: 军人、武警、服刑犯人、住校大学、高中学生(仅在学校登记)

需登记

作暂住人口登记,离户籍地不满半年

作常住人口登记
没申报户口, 手持出生证、转业证, 作第 4款人

户口不在, 但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判别五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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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在

户口在

人离开本户半年以上

出国出境,作第 5 款人, 户记录第 5项不反映

非出国出境,户记录第 5项反映

住校大学生、高中生(在学校登记)

住校小学生、初中生(作常住人口在家登记)

人离开本户半年以内

出国出境,作第 1 款人, 户记录第 4项不反映

非出国出境,户记录第 4项反映

临时走亲戚、高中生(在学校登记)

住校小学生、初中生(作常住人口在家登记)

婚嫁出外或迁移外出不满半年, 不登记

图 1  第五次人口普查常住人口判断方法

这次/五普0登记原则是见人后,先判断其是否离开户口所在地 6个月以上,然后再决定是否登记。

如果正好在 6个月左右,很难判断 6个月以上、还是以下; 再如虽离开户口所在地 6个月以上,但偶然回

户籍所在地也在流入地统计。但不同人对这/偶然0有不同的理解,结果就有完全不同的登记方法。

2  户口观念淡薄导致常住人口统计欠准

从计划经济的旧体制到市场经济的新体制,从过去的在严格户籍管理下的封闭人口到如今全国人

口的大流动,我们始终采取/常住人口0的登记原则。这一原则需要借助时间和空间加以判断,常住人口

并非传统意义下的时点人口,而是考虑其前6个月户口所在地后的时点人口。实际上, 20世纪90年代抽

样调查的数据中,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就发现有严重失真的情况, 已经表明这种调查方法会造成流

动人口大量漏报的现象(陈桦、郑晓东, 2002)。我国户籍管理弱化,人户分离比例越来越多, 成为统计失

实的重要原因。

比较健全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前几次人口普查数据质量能够得到保证的重要基础。然而,现在户

籍记录的负面作用已越来越大。过分强调普查记录与户籍记录的一致性, 必将增加人口普查工作量

和难度,并使普查结果受户籍记录的制约而失准。国外大部分国家都没有户口,大部分国家调查的是

现住人口, 即调查时点拥有和租用本住房的人,其包括居民和非常住居民, 甚至是外国人。改革开放

以来,由于户口与人们利益的相关程度越来越低, 户口观念的淡薄,使得无户口人员大量增加,居住地

和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人也越来越多, 户籍管理很难适应这些变化的需要。因此, 人口普查不应该像

过去那样,以户籍管理资料为主要根据,或者说不应调查常住人口而应调查现住人口。第五次人口普

查南京市某街道调查表明, 215万总人口中,人在、户口在仅占 5318% ;人在、户口不在(流入、暂住人

口)占 2015%, 其中, 居住本地半年以上为1611% ,居住本地半年以内、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 215% ,居

住本地半年以内、离开户籍地半年以内(未登记) 117% , 户口待定 011%; 人不在、户口在(流出人口)

(不在本地登记、空挂户) 2514%, 其中, 外出半年以上 2313% ,外出不满半年 211% ;人不在、户口不在

(出国人口) 占 013%。流动人口竟占当地人口的 46%以上,这是当初未曾想到的。

研究发现, 有些/人不在、户口在0的人口并非真正的流出人口,而是长期空挂户。空挂户出现的

表面原因是人们对故地的留恋,但实际上存在大量的社会经济因素。造成空挂户的主要原因:首先是

户口观念淡薄, 与户籍关联的日常需求日趋减少, 迁不迁移户口无所谓; 其次,小孩上学是按学区划分

的,学校的差价往往在数万人民币,为孩子上个好学校,当然人们不愿将户口迁离城区; 再次, 原来的

拆迁政策是按人分配新住房的面积,人越多, 分配的新住房面积越大,拆迁的补偿也越多, 现在虽然改

了,但人们思想上仍有阴影,总觉得户口在市区总比在郊区好;最后是城建、房地产开发等部门在居民

拆迁过程中未和公安部门协调好。街道某地段几年前因道路拓宽, 拆迁了 100多户居民住宅,有些暂

住过渡房, 有些买了新房子,但仍有很多居民的户籍没有随住房安置而迁移,以致于这些居民的户籍

空挂在新建的马路上。随着城建改造、拆迁增加, 这种空挂户越来越多。原分配住房太小, 很多人在

郊区又购买一套;或夫妻俩以不同的名义购买两所福利房子。市区住房准备出租, 随便空挂某大人或

小孩名字,并未发生真正的人口流动。本次调查中,最小的空挂户户主的年龄竟为 1岁。所以在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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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设计时,应该从源头上区分人口流出与户口空挂,以正确统计人口流动量。

目前, 发达国家大多采用的是邮寄自填、电话调查、入户采访等多种调查形式,而 60%以上的家庭

在普查规定时间内, 寄回了普查表, 从而节省了大量的普查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周云, 2001)。美

国还规范普查次数, 3次电话采访, 3次走访仍未找到人,则允许通过邻居了解情况,得到部分普查信

息。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中国人口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 电话普及程度的提高, 其可能也是

今后中国普查的发展方向。因此, 普查问卷应该尽量设计得容易看懂、容易回答。其人文思想实际上

是,把方便留给他人,以求得他人的配合和合作,将困难留给自己, 重点在资料分析技术方面下功夫。

世界很多社会调查中,都设计非常简单的调查问题,配以间接估计分析技术等,以搞清相关问题的事

实和真相。我国过多地强调面对面的直接填表调查,而且必须要有被调查者的签名,这样做留下很小

的作弊可能,其代价是给群众造成较大麻烦、调查经济费用高、调查者承受工作压力大。

如果普查中采用现住人口登记的方法,这样调查的完全是时点人口,就可坚持/见人就登0的原则,就

和国际人口普查进一步接轨了。如果调查现有人口,是否会缩短现场登记的时间,增加普查员呢? 不一

定,首先,在发达地区可大量采用问卷自填的方法,以减少工作量;其次,调查问题简化后,可减少调查工

作量,提高调查速度;再次,仍可以在普查结束后进行人口登记,追问普查当天在哪里, 是否进行登记(有

普查证) ? 只有调查现住人口,才能了解时点流动人口的真正流向和时点中国人口基本情况。

3  人口普查调查和资料开发的改进意见

2000年我国第一次采用长短表调查技术。长表调查的个人项问题为 26个,仍少于美国长表(每

家庭仅有一人需填 58项,其余人只填 33项) ,短表个人项的相关问题 9个,多于美国个人项填报项目

6个问题。以后普查的问卷设计趋势应该是,长表更长、短表更短。普查短表今后将仅仅反映人口数

多少, 而人口的社会经济构成则主要通过普查长表反映出来,故对于长表的抽样方式、调查准确性更

为关注。要搞清我国基本人口数量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要保证我国社会经济相对指标的准确

性,如三大产业人口比例、老年人口比例、文盲人口比例、流动人口比重等。

普查资料的开发应该是多方位的, 普查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仅江苏省五普就花费了近 3亿元人民

币) ,普查资料不仅应该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而且应该为地区经济发展、为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服

务。在计算机高度发展的今天,仅提供咨询报告、文字数据汇总资料是不够的, 国家相关部门应树立

信息共享的思想,尽快在网上向大专院校、科研部门、政府机关、社会团体提供 1% (或者 1j )原始信

息化资料, 以充分满足教学、科学研究、社会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等多方位的需求。只有关心、使

用人口普查资料的人多、才能充分发挥人口普查的作用、降低普查的相对成本,从而使得人们对于人

口普查配合程度提高。资料的过度保密,实际上是部门对普查资料的垄断, 不利于人口普查资料的深

度开发使用,甚至会影响、葬送整个人口普查工作。试问全国第一次、第二次人口普查资料今何在?

当初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财力, 除了几个印刷数据资料外,还留下些什么? 缺乏信息共享的思想,

没有学术机构、研究团体的积极参与, 仅靠少数政府部门有限的开发, 是造成普查资料信息大量浪费

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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