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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调查抽样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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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文章对流动人口调查中抽样框的编制、重复抽选及抽选后合并、目标与抽样总体关

系的复杂化等问题进行了描述和讨论。实践表明，在编制流动人口调查抽样框时，研究人员不仅需要

得到相应数据库的支持，而且还应特别注意偶然性因素的影响; 对规模过大或过小的抽样单位，重复

抽选或抽选后合并是比较简便的方式; 此外，在以“登记户籍人口”作为目标总体的调查中，受“跨界流

出人口”的影响，特定地区目标总体与抽样总体的关系将表现为“一对多”的形式，数据处理时必须进

行“事后加权”。为保证“事后加权”有效性，需要考虑不同省( 区、市) 人口流动的特点，特别是样本中

“省际”和“省内”流动人口的规模。“2013 年全国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处理的过程表明，不同省( 区、
市)“事后加权”的分组变量及分组数量并不完全相同，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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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 2012 年末，中国大陆的流动人

口总数已经达到 2. 36 亿人 ( 不包括市辖区内的“人户分离”人口) ，占同一时间全国大陆总人口的

17. 4%，约相当于每 6 个人中就有 1 个流动人口。
由于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以及作为流动人口的主体，即从农村流入城镇的这部

分人群兼有城乡居民的某些特点，因此，在人口社会领域所进行的调查中，为有效代表各类群体，将流

动人口作为一个独立的“层”明确划分出来，对其比例进行更精确的控制是十分必要的。
在人口社会调查中，以下三种调查均涉及到流动人口: 一是“现住流动人口调查”，其目标人群包

括现住特定区域范围内的“区域内流动人口”、“跨区域流入人口”，这种调查即通常所说的“流动人口

调查”。另一种是“现住人口调查”，其目标人群包括现住特定区域范围内的“户籍人口”、“区域内流

动人口”、“跨区域流入人口”。第三种是“登记户籍人口调查”，其目标人群为特定区域范围内所有登

记的户籍人口，共包括三组人群，即现住特定区域范围内的“户籍人口”、“区域内流动人口”、现住该

区域范围之外的“跨区域流出人口”。
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具有易变和不均匀性的特点，其抽样框的编制和样本抽选的难度较大。此外，

在上述“登记户籍人口调查”中，由于“跨区域流出人口”只能从本区域之外的各个“分抽样框”中抽

选，因此对于一个特定范围的目标总体来说，其与抽样总体在空间上将出现“一对多”的复杂关系，数

据处理时必须进行“事后加权”。鉴于 31 个省( 区、市) 人口流动的特点存在明显差异，“事后加权”的

分组很难做到完全一致。本文对抽样框的编制、重复抽选及抽选后合并、目标总体与抽样总体关系的

复杂化问题进行了描述和讨论。

1 抽样框的编制

在抽样领域，随机的概念被表述为:“总体中的每个单位均以一个已知的非零概率进入样本”( M.
Bulmer，1983) 。实际上，由于人口流动的影响，这一“已知的非零概率”经常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因

此在所有涉及流动人口的调查中，如何尽量减少这种不稳定性的影响，使得所选择的样本基本能够满

足调查目标的需要，是调查组织者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始终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抽样框是保证样本随机性的重要基础。世界生育率调查组织( WFS，1975) 曾提出过关于抽样框

的 5 条基本标准，即无遗漏、无重复、最新、单位的界线( 地理边界，社会标准) 清楚、现场易识别。此

外，还提出了 2 条附加标准: 单位规模及与调查变量有关的特征。
对流动人口调查来讲，在上述 7 条标准中，“无遗漏”、“无重复、“最新”这几条较为关键，其中尤

以“最新”更加重要。只有使用“最新”的抽样框，才能尽量缩小抽样框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否则

有可能陷入抽样难以进行或者现场调查无法实施的困境。
为了深入了解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状况，及时掌握流动人口特点和变动趋势，密切关注流动人口

基本公共服务政策落实情况，2009 ～ 2013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 原国家人口计生委) 连续 5 年进行流

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为了满足不仅对全国、而且对各省( 区、市) 具有代表性的要求，近年的流动人

口动态调查在全国 31 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采取了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 抽样

方法( 即 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 。实践表明，为了获得质量较高的抽样框，除了对全

国流动人口数据库及时进行更新之外，还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需要选择恰当的调查时间，

在流动人口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时启动包括编制抽样框在内的各项调查程序; 二是应当尽量缩短抽

样框的编制时间和样本抽取时间，尽可能地降低偶发性因素对流动人口分布的影响。
1. 1 调查时间的选择

影响流动人口分布的因素可分为长期性和阶段性两类。长期性因素包括经济、政策、环境、交通

状况等方面，这些因素由于相对稳定，或者即使有变化，一般也属于缓和渐变，因而基本上不会对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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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调查抽样框的编制产生太大影响。阶段性因素又可分为规律性和偶发性两类，前者与调查时间

的选择有关，后者因具有突发性特点，对抽样框的编制和现场调查的影响最大。
法定假日、季节变化、学校寒暑假属于具有一定规律的因素，虽然对流动人口的分布会产生较大

影响，但可以设法避开。
法定假日对流动人口分布的影响是全国性的。季节变化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冬季，受影响的主要

是从事户外劳动的流动人口，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至于学校寒暑假对流动人口分布的影响，则既

是全国性的，又呈现出局部性特征: 假期时，学校周边的流动人口减少，开学后则回升。原国家人口计

生委，现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以当年 3 月底的流动人口

数据库为依据编制抽样框，5 月份开始现场调查。实践表明，这样的时间安排是比较恰当的，避开了法

定假日、季节变化、学校寒暑假对流动人口分布的影响，是开展大型流动人口调查的“黄金时段”。

1. 2 影响流动人口分布的偶发性因素

影响流动人口分布的阶段性偶发性因素很多，以下列举其中比较常见的几种情况:

( 1) 自然灾害。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有可能导致局部地区的调查工作无法进行。调查的组织者

在调查进行过程中应密切注意相关信息，并根据灾害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可以通过调整抽样框继续

进行调查。如果受灾害影响的地区范围较大，无法通过调整抽样框继续进行调查，可按照世界生育率

调查组织的相关建议，缩小原定目标总体的范围( WFS，1977) 。
( 2) 集体性搬迁。在城镇地区，集体性搬迁是导致流动人口数量和分布发生变化较常见的偶发性

因素，但除了少数例外，其影响的范围一般比较局限。
( 3) 企业停工。企业因经营不善、污染环境或其他原因而暂时或永久停工，原有的流动人口数量

显著减少。
( 4) 工程的开工与竣工。某项工程开工可以导致流动人口数量增加，而某项工程竣工( 如修筑道

路、建造房屋) 则可引起流动人口数量的减少。为了尽可能地降低偶发性因素对流动人口分布的影

响，不仅在启动抽样程序之前，而且在多阶段抽样的各个阶段均需要对流动人口的现况进行核查。这

项工作虽然艰苦、耗时，但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因为现况数据是基础，只有基础数据的质量提

高了，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受偶然性因素影响所发生的变化才有意义。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核查工作

的重要性。某市在核查村( 居) 委会一级抽样框时，发现原来填报的流动人口数与实际居住在本地的

流动人口数出入较大，通过核查发现，这种差错与一个大型物流公司有关。该公司的雇员主要由流动

人口组成，公司的注册登记地虽然属于该居委会，但由于工作性质关系，大部分人并不居住在这个居

委会，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属于流动人口中的“流动人口”。对这种情况，应当只填报目前居住在本

居委会的流动人口，而不是该公司招聘注册的全部流动人口。
除了对流动人口的现况进行核查外，为及时掌握偶然性因素对流动人口的影响，还需要对未来一

段时间人口流动趋势有所了解。集体搬迁、企业停工、工程开工或竣工等情况虽具有一定突然性，但

也不可能“毫无征兆”。调查组织者应当和相关部门或单位保持联系，以便对核查时尚未发生，有可能

在核查后或现场调查期间发生的情况事前就做到“心中有数”，并采取相应措施，包括在最小范围内对

抽样框进行必要调整，以保证抽样和调查工作顺利进行。

2 重复抽选及抽选后合并

社会调查领域的多阶段抽样有多种不同的组合形式，就其与人口规模的关系来说，大致可分为三

类: 一类是在各个阶段均考虑人口规模，另一类是仅在某个阶段考虑人口规模，第三类是在各个阶段

均不考虑人口规模。流动人口调查，特别是大型流动人口调查，经常采用第一种类型的多阶段抽样，

即通常意义上的 PPS 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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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动人口调查中采用 PPS 抽样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获得一个自动加权的样本，

另一方面则是由流动人口分布高度的不均匀性所决定的。这种高度的不均匀性使得一般的名录抽样

很难实现对样本量的有效控制，而且那些没有流动人口的单位还将导致无效抽样。采用 PPS 抽样，虽

然抽样框的编制比较复杂，但由于各抽样单位的规模是已知的，因而有利于实现对样本量的有效控

制，并避免无效抽样。

图 1 不同级别行政区域户籍、流出、流入人口变异系数( 全国)

Figure 1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Ｒegistered-household Population，Out-migrant Population and
In-migrant Popula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Administrative Ｒegion

数据来源: 根据原国家人口计生委发规信息司 2011 年全国乡( 镇、街道) 级抽样框数据计算结果。

图 1 显示，与户籍人口相比，由于流入人口对工作、居住地点的选择目的明确、更加灵活，因而在

省( 区、市) 、市( 地、州) 、县( 市、区) 、乡( 镇、街道) 四个级别上，其变异系数( 此处指人口规模的标准

差与其平均数的比值) 均显著大于户籍人口。另一方面，越是在较低的行政区划级别上，流入人口的

变异系数越大，全国乡( 镇、街道) 一级流入人口的变异系数甚至超过了 6，说明不同乡( 镇、街道) 流入

人口的规模差别巨大( 村民和居民委员会的情况也类似) ，因而在抽样过程中需要对规模过大或过小

的单位采取一些特别的方法。在这方面，有关文献提供了多种选择( Leslie Kish，1965) ，重复抽选或抽

选后合并是其中比较简便有效的方式。
抽样单位的“重复抽选”，指的是对那些规模较大的抽样单位允许其被多次抽选。一般来说，当这

种规模较大的群的数量较少时，“重复抽选”是较好的选择。与农村地区相比，城镇地区出现“重复抽

选”情况的可能性更大; 与主城区相比，城乡结合部出现“重复抽选”的可能性更大。
抽样单位的“抽选后合并”，指的是对那些虽然已经被抽中，但因其规模较小，不能满足 PPS 抽样

对样本量的要求，因此需要将其与相邻的其他单位加以“合并”再作为一个单位入选样本的情况。一

般来说，当规模较小的群的数量较少时，“抽选后合并”是较好的选择。从实际情况来看，“抽选后合

并”主要发生在流入人口较少的农村地区，而且主要出现在村委会这一级。
与重复抽选相比，“抽选后合并”的操作过程稍显复杂，因为前者所面对的仅仅是规模较大的某个

单位本身，而后者则除了需要面对已经被抽中的某个规模较小单位之外，还需要考虑与哪一个其他单

位相互“合并”的问题。
具体操作过程中，“抽选后合并”应遵循“近邻原则”。所谓“近邻原则”，指的是应以抽中的规模

较小单位为中心，与其相邻的未入选单位相合并，以达到所要求的样本规模，而不是跳过“近邻”，随意

寻找一个“远亲”进行合并。
需要指出的是，某些情况下，如果与相邻的某个单位“合并”后仍不能满足对样本量需要，就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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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近邻的数量和范围，将几个单位“合并”为能满足样本量需求的一个有效样本单位。

表 1 按地区划分的乡( 镇、街道) 级流入人口变异系数

Table 1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In-migrant Population at Township Level

地区 流入人口变异系数 地区 流入人口变异系数

北京 1. 6 湖北 3. 8

天津 2. 5 湖南 4. 2

河北 2. 5 广东 3. 1

山西 2. 6 广西 4. 5

内蒙古 3. 7 海南 3. 7

辽宁 4. 0 重庆 3. 4

吉林 2. 4 四川 5. 5

黑龙江 5. 1 贵州 4. 5

上海 1. 0 云南 3. 8

江苏 3. 7 西藏 7. 5

浙江 2. 0 陕西 4. 1

安徽 3. 4 甘肃 4. 0

福建 3. 1 青海 3. 5

江西 4. 6 宁夏 3. 0

山东 3. 6 新疆 2. 5

河南 5. 7 新疆兵团 1. 7

数据来源: 根据原国家人口计生委发规信息司 2011 年全国乡( 镇、街道) 级抽样框数据计算结果。

经验表明，在对那些流入人口较多、且变异系数较小的地区抽样时，往往不需要经过“抽选后合

并”即可一次完成抽样; 而在对那些流入人口较少、且变异系数较大的地区抽样时，通常需要通过“抽

选后合并”的方式才能完成抽样过程。表 1 是按省( 区、市) 划分的乡( 镇、街道) 一级流入人口变异系

数分布。一般来说，在流入人口变异较小的地区，如上海、北京抽取乡( 镇、街道) 时，由于各乡( 镇、街
道) 的流入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因而基本上不存在“重复抽选及抽选后合并”问题，抽样过程相对简单;

而在那些流入人口变异较大的地区，如河南、四川、黑龙江抽取乡( 镇、街道) 时，遇到“重复抽选及抽选

后合并”的可能性明显增加，抽样过程相对复杂( 出于工作实际的考虑，西藏的流动人口调查仅在拉萨

市进行，拉萨市乡( 镇、街道) 流入人口的变异系数为 5. 1) 。

3 目标总体与抽样总体关系的复杂化

抽样文献在论述总体的分类时，一般将总体分为推论总体、目标总体、抽样( 范围) 总体、调查总体

共四类( Leslie Kish，1987) ，指出这四类总体的大小关系类似于一个倒金字塔，推论总体最大而调查总

体最小。在谈到目标总体与抽样总体的关系时，认为两者的差别主要受“未覆盖”的影响，而抽样总体

与调查总体之间的差别，则主要受“无应答”的影响。图 2 为目标、抽样、调查三类总体之间关系示意

图。在上文列举的“现住流动人口调查”、“现住人口调查”中，虽然它们的目标人群不尽相同，但两者

有一个共同点，即目标总体与抽样总体的区域范围是一致的，与图 2 所表明的关系相同。
2013 年，国家卫计委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生育意愿调查，调查范围为大陆除西藏、新疆之外的 29 个

省( 区、市) ，要求调查结果不仅对全国，而且对调查省( 区、市) 也具有代表性。该调查的目标总体为

“登记户籍人口”，其调查抽样的复杂性在于，虽然某个省( 区、市) “登记户籍人口”中的“现住户籍人

口”和“省内流动人口”样本可以从该省( 区、市) 的相应抽样框抽选，但“登记户籍人口”中的“跨省流

出人口”却必须从其他 30 个省( 区、市) 的“流入人口抽样框”抽选。



1 期 庄亚儿 李伯华 流动人口调查抽样的实践与思考 35

图 2 目标、抽样、调查三类总体关系示意图

Figure 2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rget，Frame and Survey Populations

以安徽省为例，图 3 为该调查中目标总体与抽样总体之间对应关系示意图。

图 3 登记户籍人口调查中目标、抽样、调查三类总体关系示意图

Figure 3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rget，Frame and Survey Populations for Ｒegistered-household Population

在图 3 中，安徽省“登记户籍人口”这一目标总体除了与包括本省“现住户籍人口”和“省内流动

人口”的抽样总体 A 对应外，还与安徽省流动至其他 30 个省( 区、市) 中的“跨省流出人口”抽样总体

Bx 相联系( x 代表其他 30 个省、区、市) ，从而形成了“一对多”的状况。
在目标总体与抽样总体关系复杂化，出现“一对多”的状况下，利用其他 30 个省( 区、市) 的流动

人口“抽样比”，是无法将安徽省流动至该省( 区、市) 的“跨省流出人口”直接换算为安徽省“登记户籍

人口”中的“跨省流出人口”的。在此情况下，需要先将分散在其他 30 个省( 区、市) 的安徽省“跨省流

出人口”汇总，然后再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该省“登记户籍人口”中的“流动与非流动人口比例”，对

该省样本数据( 流入安徽省的“跨省流入人口”除外) 进行“事后加权”，才能进行相关指标的计算。
在进行上述“事后加权”时，必须考虑到不同地区人口流动的特点，特别是各省( 区、市) “省际”和

“省内”流动人口的规模。由于该项调查中各省( 区、市) 所调查的流动人口样本量相同，因此在进行

“事后加权”时，为保证加权结果的有效性，所有分组的绝对数均不为零，也不能过小，各分组的权数应

尽量控制在 2 以内。为满足这些条件，各省( 区、市) 的“事后加权”分组变量和分组数很难完全相同，

实际操作中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生意意愿调查具体的“事后加权”过程共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 1) 根据 2013 年全国生育意愿调查以及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问卷内容，将生育意愿调查对

象的性别、年龄( 按 15 ～ 29、30 ～ 44 岁划分为两组) 、户口性质( 农业、非农业) 、是否流动人口( 流动人

口、非流动人口) 作为事后加权的基本分组变量，交叉分组数共 16 个。
( 2) 根据各省( 区、市) 的人口流动特点确定各自的事后加权分组变量和相应的分组。
按上述所有 16 个分组划分，能够保证“事后加权”的有效性。在所调查的 29 个省( 区、市) 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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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河南等 20 个省( 区) 属于这种类型。
按 16 个分组划分，不能保证“事后加权”的有效性，分组权数的差别也显著加大。对于这些地区，

采取了舍去“性别”变量的做法( 以往和本次调查的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同性别调

查对象生育意愿的差别很小) ，实际的事后加权分组数减少到 8 个。在所调查的 29 个省( 区、市) 当

中，吉林、黑龙江等 6 个省( 区) 属于这一类型。
北京、天津、上海属于另外一种情况。由于这三个直辖市“跨市流出人口”数量很少，而且按照“人

户分离”的规定，样本中“市内流动人口”的数量也很少。在此情况下，舍去了“是否流动人口”变量，

按性别、年龄、户口性质共 8 个交叉分组进行了“事后加权”。
( 3) 分别计算出各省( 区、市) 的权数以及全国权数。
在按抽样比计算权数时，权数等于抽样比的倒数。但在“事后加权”中，使用的是“比例法”，即调

查样本各分组在全部样本中所占比例乘以权数之后应当等于普查数据中的同一比例。
在将各省( 区、市) 的数据加权为全国数据时，需要将本次调查中各省( 区、市) 的“登记户籍人口”

在全部样本中的比例逐一转换为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相应比例。
( 4) 不论是各省( 区、市) 还是全国，未加权之前的实际调查人数必须与加权之后的相应人数相

同，为此就需要对有关的权数进行“标准化”，即在未加权状态下将原有的权数逐一除以其平均数，并

将这一结果作为最终权数。

4 结语

以上对流动人口调查中抽样框的编制、重复抽选及抽选后合并、目标与抽样总体关系的复杂化等问

题进行了描述和讨论。毋庸讳言，目前的流动人口调查抽样方法尚有待改进，比如，针对不同省( 区、市)

人口流动的特点如何采取不同的抽样方法? 在村( 居) 委会一级如何将地图抽样和名录抽样相结合，以

保证“非正规居所”中流动人口入选样本的机会? 这些问题均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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