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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 以 年和 年人 口 普查资料为基础
,

运 用人 口 存活分析方法对

中国第五 次人 口 普查数据存在的重报 问题 予以分析和研 究
,

以期为
“ 五 普

”
数据调 整提供参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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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全国第五次人 口 普查 简称
“

五普
”
存在比较严重的漏报问题

,

但由于缺乏详尽 的漏报

人 口 年龄结构等数据信息
,

故对漏报人 口 的分布和判断较困难
。

目前相对一致的看法是 漏报人 口 主

要在 岁以下
,

特别是 一 岁儿童漏报可能是主要 因素 于学军
, 。

由于漏报严重
,

对相关人 口

状态和过程的推断将会存在很大的偏差
。

人 口 数据分析
、

调整和间接估计等任务将异常繁重
,

尤其是

对人 口 数量
、

质量
、

结构
、

水平
、

过程和发展趋势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和评判将直接影响人 口 与计划生

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

影响未来中国人 口 的发展过程和趋势
。

同时
,

由于人 口 过程具有周期长
、

不可逆

和滞后性
,

因此
,

任何决策失误都会对未来 中国社会发展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

除了漏报问题 以外
,

“

五普
”

是否也存在着重报问题
“

五普
”

并没有给出可供参考的数据 乔晓春
, ,

这就给正确评价
“
五普

”
数据带来 了一定的困难

。

为 了弥补人 口普查数据的缺陷就必须对人 口 普查数据的问题所在进

行全面
、

详细的分析和评价
,

然后根据 已有 的可靠信息对
“
五普

”数据进行重新修正
,

以期达到对 中国

人 口发展状况
、

发展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
,

以防错误信息对人 口 问题判断的误导
。

本文试图对
“

五普
”

存在的重报问题予以论述
,

试图为今后
“
五普

”
数据年龄结构调整

、

生育水平的判定及死亡等问

题的研究提供参考
。

一
、

数据与方法

一 数据

由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 的转换
,

社会
、

经济
、

文化构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

受户籍制

度改革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影响
,

人 口信息的构成和收集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

这不仅是数据量增加带

来的困难
,

更是 由人 口结构的复杂性对人 口信息产生巨大影响
,

因此高质量数据获得难度加大
。

纵观

大规模人 口 调查的历史
,

中国已进行 了 次人 口 普查和多次大规模 的人 口抽样调查
,

人 口 数据信息 日

益丰富
,

尤其是 年人 口 普查 简称
“

三普
”

数据质量之高是前所未有的
,

这对分析和判断以前和

以后的人 口 普查与人 口 调查起到重要的作用
。

年人 口 普查 简称
“

四普 ” 也是一次较高质量的普

查
,

因此
,

上述数据对分析
、

研究
“
五普 ”数据的质量

,

如数据漏报和重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

本文所用

数据源 于《中国 年人 口 普查资料 电子计算机 汇总 》
、

《中国 年人 口 普查 资料 》和《中国

年人 口 普查资料 》
,

在进行数据质量分析过程 中所用数据不包括香港
、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 台湾

省
。

二 方法

为了分析
“

五普
”

存在的重报问题
,

本文从年龄结构分析出发
,

采用的方法是根据已有的高质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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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数据推算 年人 口状况
,

将推算结果与 年实际普查数据进行 比较分析
,

以期达到对
“
五普

”

数据的数据质量进行 比较全面衡量和认识的 目的
。

在分析方法上采用存活分析法
、

对普查时点进行调

整和数据汇总 比较三个步骤
。

第一
,

存活分析方法的应用可以达到分析 。年人 口 普查 中相应人 口数据 的准确程度 的 目的
。

存活分析的基本表达式为
。

只 。 一
,

只 ‘ 巳 ” 泌 , 〕
。

式 中 的取值范围是 岁到

岁
,

尸 是在
,

时刻年龄在 岁至 ” 岁的人 口数
”

十 ” 是在 时刻年龄在 十 ” 岁

至 十 岁的人 口 数
。

为确切年龄在 至 队列存活人年数
,

十 为确切年龄在

十 至 队列存活人年数
。

第二
,

由于
“

五普
”

与
“

三普
” 、 “ 四普 ” 的普查时点不同

,

为了使存活分析更接近
“

五普
”

时的人 口 状

态
,

相应地将存活分析的时点调整到与
“
五普

” 相同
,

即 月 日
。

各年龄组数据时点人 口计算方法

是
。 ,

一
。 , · 亡

一
, , ‘

· 。

式中
, ’ ,

是在 年 月 日年龄在

岁至 十 。 岁的人 口数
,

尸 ,

是在 年 月 日年龄在 岁至 , 岁的人 口 数
, ”

是在 年 月 日时年龄在 十 岁至 十 岁的人 口 数
。

第三
,

通过总量和分组的方法将推测数据与
“

五普
”数据进行分析和 比较

。

另外
,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
“
三普

”
现役军人年龄结构是按 岁分组

,

缺少按 岁分组的数据资料
,

但为了尽可能准确地反映普查数据间的数量关系
,

对
“
三普

”

现役军人采取按
“ 四普

”
公布现役军人年

龄结构进行分解的方式得到 年 岁组现役军人的年龄结构
。

由于各年龄组现役军人的相对数量

较少
,

且现役军人年龄结构变化不会很大
,

因此
,

现役军人年龄结构按 岁组分解后 的年龄别人 口 数

不会对总人 口 的年龄结构带来很大的分解误差
。

三 方法的有效性分析

对人 口普查数据质量的检验事关重大
,

为了表明推算方法的有效性和研究问题的需要
,

使用高质

量数据进行检验就显得尤为重要
,

这不仅关系到对推算准确性的评价
,

而且涉及到对事后质量检验的

可靠性评价
。

由于可获得的高质量数据只有
“
三普

”和
“ 四普

”的数据
,

因此
,

本文采用
“
三普

”和
“ 四普

”

数据进行分析方法的有效性检验
。

在用
“
三普

”
数据对

“ 四普
” 岁人 口进行存活分析时

,

考虑到
“
四普 ”死亡漏报问题

,

将男
、

女平均预期寿命分别设定为 岁和 岁
,

对 与 年间各

年度的男性和女性预期寿命采取线性差值的方法得到
。

根据上述假定的推测结果见表
。

从表 可以

看到
,

根据
“

三普
”

数据推测 年 一 岁男性人 口 为 万
,

女性人 口 为 万
,

男女

合计为 万 相应的
,

年实际普查数男性为 万
,

女性为 万
,

男女合计为

万
。

推测值与实际调查的差值为 万人
,

即推测数据 比 实 际 普 查 数 多了 万人
。

根据

表 年人口普查数据与 年推侧数据比较 万人

年普查数 据 年普查推算数

男 女 男 女

岁

合计
其中

岁

合计

岁

合计

岁

合计

年质量抽查漏报率为 。 ,

重报率为
, 。 岁 及 以 上 的人 数 净 误 差 为
,

即推算可能漏报 万人
,

净误差为

万
。

因此
,

从推算结果可 以断定 人

口 普查漏报的发生
,

并与事后抽样结果 的结

论是一致的
。

此外
,

根据推测可 以看到

岁数据质量相对较高
,

净误差为 万

人
,

而 岁 以上的数据质量相对较差
。

由于
“
三普

”和
“ 四普

”调查 时点相 同
,

不涉及时点

调整问题
,

因此
,

从推算符合精度上来看相对

较高
。

总之
,

数据检验表明上述分析方法可 以

比较确切地反映问题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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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重报问题分析

一 年人口普查存在 比较严孟的皿报 问题

虽然从时间的有效性角度看
, “ 四普

”

数据好于
“
三普

” 。

但 由于
“ 四普 ”

也存在一定的漏报问题
,

漏

报率为
,

相 比之下
“

三普
”的漏报率仅 。 ,

因此从数据的有效性和完整性上看
,

年人 口

普查是一个难得的准确数据标准
。

此外
,

由于死亡水平变化相对 比较缓慢且方向确定
,

而且对总人 口

的变化影响相对 比较确切
,

因此
,

通过恰当的假定对现存人 口 的预测误差不会很大
。

正是出于上述考

虑
,

为了比较全面验证和推断
“
五普

”

数据存在的主要问题
,

本文将采取以
“

三普
”
为主

、 “ 四普
”
为辅

,

结

合部分
“

五普
”

数据来分析
“
五普

”
的重报问题

。

根据
“

五普 ”数据计算男性和女性人 口 的预期寿命分别为 和 岁
,

考虑到死亡漏报和

男性和女性预期寿命的差距问题
,

将 年男性和女性预期寿命估计为 和 岁
,

对 或 。

年与 。年间各年度的男性和女性预期寿命同样采取线性差值的方法得到
。

基于上述数据
、

算法和

基本思路
,

得到 年 月 日中国 一 岁人 口推测值 见表
。

从表 可以看出
,

与 年的推算结果相 比
,

年人 口 普查得到 一 岁 的人 口 数量多 了

万
,

其中
,

一 岁多 了 万
,

而 岁则少 了 万
。

如 果 不 考 虑 时 点 转换问

题
,

直接用 年数据推 表 年人 口普查数据与人 口推侧值比较 万人

算 到 年 月 日
,

一

—
一一荪万不奢羲『一一丽不蔽阵屠奢骊萝一澳石苏痛落著蔽厂

岁 人 口 推算结 果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曰 田 韶‘ , 二 二 。 二

下 盆 , 于 岁 一 一是 男 性 力 人
,

女 答丫 ’ “ ” ”

孙石汀
叭 “

一
“ ” “ 。

孔 盆犷
‘ 自

性 为
·

万 人
,

合计 具中

万人
,

与 年 岁

人 口 普查 的误差 为 合计
·

万 人
。

然而
,

事后 人 口 普杳 一 岁
· · ·

。

合计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岁
年人 口 普查 漏 报 率 合计

·

为
,

即漏报 万 一 一

人
,

比较
“
四普

”漏报情况
,

这里推算的结果与实际调查结果存在数据矛盾现象
。

如果根据 。年人 口

普查数据推算
,

与推算结果 比较 年人 口 普查 岁人 口 多报 了 万人
,

其 中 一 岁

人 口 多报 万人
。

如上所述
,

由于根据 年人 口 普查质量抽查 的漏报率 推算
,

年可

能漏报 万人
,

那么
,

如果假定 年所有漏报人 口 都发生在 岁之间 岁以上人 口 比重

相对较小
,

忽略不计
,

可 以推断
“
五普

” 一 岁人 口 至少多报 万
。

鉴于上述推测可 以确信
“
五

普 ”存在比较严重的重报问题
。

如果不考虑 岁人 口 的重报与漏报的相抵问题
,

年龄结构数据的

差错率可能会相 当大
。

二 年人 口普查重报人 口年龄分布特征

经过使用 年人 口 数据和 年人 口 数据 的推算值与 年人 口 普查数据可 以看 出人 口

重报问题的存在
。

由于 年人 口 普查数据资料质量相对较高
,

可以此作为数据推测与判断的依据
,

通过 比较推测值和实际普查值看 出
“

五普 ”
误差的分布情况 见图

。

从图可 以看 出
,

重报问题主要发生

在 岁以下
,

尤其是 岁和 岁以下 见表
。

从表 可 以看 出误差最大的年龄组依次为
、 、 、

岁
,

尤其是
、 、

和 岁连续 出现

负值
,

即推算低估现象
,

而 年对 年进行推测误差却没有发生连续 为负值或正值的情况
,

因

此可 以断定 年普查重报现象的发生
,

绝非运算方法带来的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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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男女

︸︸
︸

︸

一一

一

几

︸感
一

已器

盼︸
︸

刀奋自

八﹄﹄八工﹄口

口 劝 梦 皿 多足所 芍州

年龄 岁

卜么护“卜
︸八

二反︸
一‘乙

一一一一一

圈 年人 口普查数据与 , 年人 口普查傲据推算值误差分布

注 根据 年人 口 普查数据推算
。

误差 年预侧值一 年普查值
。

表 年人口推测值与人口普套数据误差 比较 万人

年龄
年人 口普查数

男 女

。。年人 口 推测值
男 女

估计误差

男 女

小计

合计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注 同图
。

三 对 年人 口普查

总人 口数 , 的再认识

如果
“

五普
” 岁人

口 重报高达 万 以上 的话
,

那么
,

可 以确信总人 口 的重报

会更大一些
,

因此
,

我们不得不

对总人 口数量和人 口漏报问题

重新审视
。

假定人 口普查事后

抽样漏报率准确
,

且漏报全部

发生 在 一 岁年龄组
,

那

么
,

岁年龄组人 口 重报

将 高 达 万
,

总 人 口 将 在

亿左右
。

如果假定漏报

全部发生在 一 岁年龄组
,

人

口重报也将高达 多万
,

那

么
,

总人 口 可能将在 亿

左右
。

由此可见
,

如果普查事后

抽 样 漏 报率准 确
,

那 么
,

年人 口 普查 中人 口重报数量可

能在 万 万之间
,

总人 口数量则应在 亿

亿之间
。

如果普查事后抽

样漏报率存在偏差
,

那么
, “

五

普
”的总人 口数量将无从判断

。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

虽然

上述分析可 以断定人 口重报问

题的发生 和 问题的严重性
,

但

由于对死亡水平假定和年龄结

﹁,乙。吐孟‘月了甘八内合口八口‘

构时点调整可能影响推断的精度
。

无论精度如何
,

如果上述重报问题存在且 比较严重
,

那么
,

不仅影响

到对 年总人 口 的推断
,

而且几乎需要对所有数据进行重新调整和修正
,

尤其是对 一 岁年龄组

数据的修正直接关系到对中国人 口生育水平的判断和未来人 口政策的制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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