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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家 庭 动 态 跟 踪 调 查

（C F P S）”是中国第一个计算机面访模

式下的大型全国性跟踪调查。该项目由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设计实

施，从2010 年起在全国25 个省市（西

藏、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海

南、香港、澳门、台湾不在其列）内

的16000 个家户进行跟踪访问，样本涉

及个人、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主题包

括社会、经济、人口和健康等多个领

域。本文将以此项目为例，对该种调查

环境下的数据管理工作进行介绍和讨

论，以期得到业内人士的借鉴和交流，

共同促进本土社会抽样调查的发展。

一 、 C A P I 跟 踪 调 查 数 据 管
理 工 作 的 特 性

传统纸笔模式下的跨地区调查中，

数据工作主要是调查后期的数据录入、

清理，以及数据库的建立和规范。

CA P I 模式下的跟踪调查，访员在访问

的同时将受访人答案录入电脑，采访系

统在后台直接存储为数据库的形式，这

样就省去了乏味的数据录入工作。此

外，如果问卷设计系统化的过程中充分

考虑变量取值以及变量间逻辑关系的控

制，事后的数据清理工作也会负担减

小，使得数据修订时间大幅度缩减，调

计算机辅助面访跟踪调查中
的数据管理

——以 中 国 家 庭 动 态 跟 踪 调 查 （ CFPS） 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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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数据很快就可以交付使用。然而，在

CA P I 调查中，数据管理工作有许多突

破常规的创新之处，不仅工作重点前移

到调查前和调查过程中，而且工作内容

变得更加繁杂，对于统计软件应用技术

的要求也更高。

首先，C A P I 调查中的数据管理涉

及对多类型数据的同时管理。CAPI 调查

采集的数据内容丰富，有关于调查主题

的问卷数据，有关于调查访问过程的并

行数据，还有关于质量控制的核查数据

等。同时这些数据也形式各异，可以有

数值的，有文本的，有音频的，或有

视频的。有些数据可以直接用统计软件

分析，有些数据则需要进行提取、整理

和加工。

其次，C A P I 调查中的数据管理采

用实时的管理模式。CAPI 调查的数据可

以及时利用通信网络传送给调查总部。

在通信条件好的地方，访员可以实现在

线采访，这样数据就直接存储在服务器

上；在条件不太好的地方，为了防止由

于网速过慢而造成的采访中断，多采用

离线采访，访后将数据压缩打包发送到

服务器上。这样数据管理人员就可以根

据每天收到的数据，为调查执行提供必

要的访问进度信息，同时也可以进行及

时的数据监控和清理。

此外，C A P I 调查中的数据管理还

具有明显的系统性。CAPI 调查采集的各

类数据间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关联性。

数据管理过程中要对这些逻辑进行系统

核查，同时利用关联性为采访系统、质

控系统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这些工作对于提高调查管理效率，

保证问卷数据质量具有重要贡献。

二 、 C A P I 跟 踪 调 查 数 据 管
理 工 作 的 内 容

C A P I 跟踪调查中，调查问卷数据

库的管理仍然是数据管理工作的主要任

务，但在管理内容和方式上有许多创新

之处。同时，数据管理工作还包括了对

调查执行和质量控制等工作的数据支

持。基于CFPS 在过去两年的调查经验，

本文将对此详细介绍。

1．调查问卷数据库的管理。对于

调查问卷数据的管理可以分为多个阶

段。首先，在将调查问卷电子化过程

中，数据管理人员就要开始数据库结构

的设计，如变量名称、变量标签，以

及变量值标签的设计等。基于测试数

据，还要根据调查问卷结构清点访问系

统设计的变量个数，核查变量间逻辑关

系等。这样，在调查问卷完善的同时，

问卷数据库已完成了基础的建构，同时

统 计 科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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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有效防止由于问卷设计失误而造

成的数据采集问题。

下一阶段的数据修订工作包括数据

清理和开放性问题编码。这两项工作得

益于CAPI 化调查数据传输的及时性，均

可以在调查实地执行过程中就开始。这

样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并且采取有效

的补救措施。

在CF P S 中，数据修订工作涉及以

下几方面内容：

（1 ）问卷数据条目的清点。访员

在结束每一份问卷的采访时，会按照指

令，在访问管理系统中插入一条结果代

码，指示该问卷完成。然后，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尽快上传数据。这个过

程有可能会出现三个错误：一是访员未

能插入指示问卷完成状态的结果代码；

二是访员忘记发送数据；三是数据发送

过程中由于网络问题没能接收成功。因

为合并问卷数据时要根据结果代码的情

况，所以这三种原因都会造成问卷数据

的丢失。此外，访员在访问过程中可能

会出现访错样本的情形，这样的问卷数

据需要从数据库中删除。在CA P I 模式

下，由于数据的关联性，这些问题可以

及时发现。比如通过查看并行数据中记

录的完成状态的采访样本与问卷数据库

中的样本是否一一对应，可以发现访员

是否已发送数据；通过查看问卷数据合

并记录，发现是否出现数据接收错误；

通过查看问卷间的逻辑关系，来发现是

否出现结果代码没有成功插入的情形。

对于访错样本的情形，则要依赖访员、

督导，或质控人员的报告，通过修改结

果代码，或者后期编程来删除无效的问

卷数据。

（2 ）问卷数据点的清理。问卷数

据点的清理主要针对采访过程中的三个

问题：一个是受访人回答的逻辑关系错

误，二是访员采访过程中的录入错误，

三是访员信息记录不完全。问题跳问的

逻辑关系清理在问卷设计的系统测试阶

段就已检查过，虽然仍可能存在问题，

但已经不是数据清理的重点。CFPS 调查

有一个记录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数据

库，数据清理时发现有部分数据逻辑混

乱，无法据此理出家谱。对此部分数据

的清理需要参考多方信息。首先要了解

该问卷采访的系统设计，判断哪些环节

容易造成逻辑关系应答错误，访员的录

入错误，或由于系统改版造成的数据存

储问题。其次要查看相关并行数据，判

断访员是否曾经修改过数据，以至于出

现数据值错位。同时要查看有关问卷数

据，通过对姓名、年龄，以及性别的

匹配来识别家庭关系。

访员录入错误的检测主要通过两个

途径：一个是访员事后发现，主动报

告；另一个是定期分析数据分布，查找

异常值。对待访员报告的录入错误，数

据管理人员要及时确认并更正，避免等

到后期处理时因访员报告不清而难以查

对。异常值有两种，一种是野码（wild

code），即数据存储值不在题目的选项

值内，或者存储值不合常理。如问去年

有几个月外出，存储的数据值超出了

12，这些数据值即为野码。另一种是奇

异值（outlier），指取值远远大于或小

于该变量的总体或组内平均值，在数据

分布上处于孤立状态的一些数据点。有

时，对于一些额度较大的数值型变量问

题，如房产市值，访员会看错单位而出

现录入错误，导致奇异值。在CAP I 模

式的调查中，这两种异常值可以通过建

立即时的数据监控来侦测。野码可以直

接判断为数据值出错，而后者则需要其

他信息的辅助来判断是否为访员录入有

误。一旦确定或怀疑是录入错误，如果

可能的话，立即与访员联系来补救数

据，同时也可以提醒访员，在后面的采

访中避免类似的错误。

（3 ）开放性问题的即时编码。开

放性问题就是研究者在问题设计时没有

列举出所有可能的答案，而是由受访人

自由回答，访员以文字形式记录下受访

人的话语。这些文本型数据对于量化分

析研究者是无法直接使用的，需要通过

建立分类标准，将属于同类的答案赋予

相同的代码，这个根据访员记述的受访

人答案进行分类的过程就是开放性问题

的编码过程。国内社会科学调查中常用

的编码方法主要包括访员在实地进行手

工编码，或由编码员在调查结束后集中

手工编码。前者的优势是成本低，时效

好，但编码质量难以控制 ；而后者的编

码质量会较好，但需要在数据采集完毕

后开始进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成本。在CA P I 模式的社会调查中，由

于数据传输的及时性，可以组织编码员

在调查实施过程中就对已接收的开放性

问题数据进行编码，这样不仅编码质量

可以采取有效方式来控制，还提高了编

码的时效性，使数据可以尽快提供给使

用者。同时，编码员在编码过程中如发

现一些访员记述信息不全以至于无法编

码的数据条目，也可以通知督导及时联

系访员补充信息，同时提醒访员遵守开

放性问题答案的记录规范。C F P S 在

2011 年追访调查中就采用了编码员即时

编码的工作方式，并且在编码系统的辅

助下，不仅编码质量得到控制，编码效

率上也大幅度提高，降低了编码成本。

2．调查管理的数据支持。CAPI 调

查中数据管理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

调查执行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包括访

问进度报告，辅助信息咨询，以及样本

状态审核等。

（1 ）访问进度报告。调查管理的

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把握访问的进展情

况，而且对于不同层面的管理人员，需

要了解的进度情况也有所不同。调查的

执行主管较为关注整体的进展情况，各

级督导则需要知道本辖区内访员的采访

情况。在纸笔模式的调查中，这些情况

需要逐级汇报，不仅要花费管理人员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报告的结果在准

确度和时效性上都较差。而在CAPI 调查

中，由于可以直接采集到管理数据，并

且数据可以及时上传，这些工作完全可

以由数据管理人员直接承担。CFPS 中为

调查管理制作了多个进度表，如针对项

目研究人员制作了各类问卷访到率、拒

访率的报告；针对执行主管制作了各类

问卷的访问进度报告，全国完成访问的

家户比例等；针对各级督导制作了每日

完访家户比例，每日完访各类问卷总

数，采访结果频数统计，日访问量和周

访问量等，并且这些结果在省、村居和

访员三个层面汇总报告。此外，C F P S

还开发了SAS EBI 为基础的报告系统，

实现报表每日更新，并且多用户可以同

时查看并下载表报。为此，数据管理人

员不仅要编程制作这些报表，还要对报

告系统进行维护，设定用户权限，确保

各类报表的正常展现。

（2 ）辅助信息咨询。在调查实施

过程中，访员常常会遇到一些困难，需

统 计 科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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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些辅助信息的帮助。例如，不能确

定受访户时需要询问该受访户其他家庭

成员的姓名；无法联系受访户时需要查

询受访户的补充联系方法；有时为了博

取受访人的信任，还要查询上一波的调

查数据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另外，督导

们在分析受访户访问难度时，也需要一

些关于受访户的基础信息。这些信息往

往有多个数据来源，这时从各类数据中

提取重要变量，建构一个信息完备，可

供查询的数据库，可以显著提高工作效

率，并且保证信息提供的完备。

（3 ）访问状态审核。在实地调查

结束前的一个重要收尾工作就是要对所

有样本的访问状态进行审核，确认是否

将样本全部发给访员，是否有访员未联

系过的样本，或者没有达到规定的联系

次数或据访次数就放弃采访的样本，以

及其他不是最终访问状态的样本。数据

管理人员要将这些访问状态有问题的样

本提取出来，并将其对应的管理数据中

的联系记录等数据信息整理好，发给相

应的督导，由督导根据这些信息与访员

沟通，确定最终的访问状态，反馈给数

据管理部门，再由数据管理人员对这些

联系状态的结果代码进行清理。

3．质量核查的数据支持。有了并

行数据的支持，CFPS 可以对访员行为进

行有效的监控和核查。CFPS 质量核查的

样本主要有两个选择方法：一个是按照

一定比例从已经完成访问的样本中随机

抽选；另一个是对可能存在采访问题的

访员的所有完成访问的样本进行核查。

对于有受访录音的首选录音核查；对于

没有采访录音，但存有受访样本电话信

息的采用电话核查；对于没有以上两种

信息的，考虑使用实地核查。那么，如

何发现可能存在采访问题的访员呢？

CFPS 的经验是主要通过两个指标来进行

过滤：一个是整份问卷的不合理采访用

时比例；另一个是整个问卷的问题无回

答率。CAPI 采访管理系统可以记录下采

访过程中的痕迹数据，其中包括每道问

题的采访用时。通过将访员采访的实际

采访用时与合理采访用时比较，来考察

访员是否按照采访规范进行提问并记录

答案。如果在一份问卷中，不合理采访

用时的问题过多，则将此访员列为“可

能存在采访问题”的访员，并对其所有

完成访问的样本进行核查。同理，我们

也计算出每份问卷的没有实质性答案的

问题比例，并根据经验确定一个标准，

对于无回答比例高出这个标准的样本及

其该访员完成访问的其他样本进行核

查，这样可以用来防范访员采访时的一

些不负责行为。

此外，在调查执行过程中还有一些

指标的观测可以对访员采访质量进行监

控，如访员完访问卷的录音比例，问题

的跳问比例等。这些指标性数据不是访

员直接采集或者系统直接存储，而是需

要数据工作人员根据经验，从各类数据

中提取相关变量进行加工，然后提供给

执行管理或质量核查人员使用。

4 ．数据加载信息的整理和预备。

数据加载（preload）指在调查实施前

将一些数据信息提前导入到采访管理系

统中，这是 C A P I 调查的一项重要环

节，对于跟踪调查来说，数据加载工作

更是必不可少。一般来说，需要加载的

数据信息有两类：一类是受访样本的姓

名、地址，以及联系方式，访员将借

此找到正确的受访家户或个人；另一类

是前一波调查的问卷数据，本波调查的

一些问题需要据此来决定受访人回答问

题的路径。

CFPS 的数据加载工作十分复杂。首

先要涉及对受访样本的姓名、地址和联

系方式的整理。在初访调查中，这类信

息主要来源于地址绘图抽样的记录。但

绘图阶段采集的信息差错很多，在初访

调查时访员将对此进行修正，在跟踪调

查中访员又会对这些信息进行补充或验

证。然而，在调查过程中也会把这些信

息弄得混乱，如访员用一个家户的问卷

采访了另一个家户，这样联系信息与家

户信息就无法对应了。此外，为了保证

追踪调查中找到准确的家户，对于一些

没有门牌号码的住宅，还要请访员加备

注指示查找路线。同时，CF P S 在两波

调查之间还会有各种形式的样本维护活

动，也会采集到一些需更新的联系方

式。由于这多种情形并存，貌似简单的

样本联系信息的加载工作变得复杂，而

这项工作上的失误将直接导致访员实地

采访时无法联系上受访样本，甚至造成

样本流失。

然后，要根据问卷设计的要求来整

理问卷数据加载信息。这些问卷数据加

载信息往往有多个来源，需要从家庭、

个人等多个数据库中提取。有些信息可

以直接提取变量，如受访人的基本背景

信息，及对一些问题的回答选项；而有

些信息则需要稍微加工，如对某些问题

是否作答的判断。由于CFPS 是以家户为

对象的跟踪调查，这些信息都要整合在

家户层面上，以循环加载的方式统一在

同一个家户样本代码下面。所以对数据

管理的统计技能要求也比较高，需要应

用到矩阵拼接的方法来实现。

这两大类信息整理完毕后，最后就

是要把这些信息存储为系统加载特定的

文件格式，并且分门别类，以保证系统

顺利加载。

三 、 C A P I 跟 踪 调 查 数 据 管
理 面 临 的 挑 战

CAPI 跟踪调查在提升数据质量的同

时，也对数据管理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首先是来自于技术上的挑战。前面提到

CAPI 跟踪调查采集到不同类型的并行数

据，例如录音文件、录入痕迹文件，视

频文件，GPS 数据等，这些文件的内容

需要及时被转化成可进行统计分析的数

字代码，目前对这些文件内容的编码标

准、编码技术还在积极探索之中。除了

编码技术以外，前文所述的矩阵拼接技

术（用于数据加载），访问过程中的实

时报表技术，动态化网络管理技术，亦

或无回答权重调整时的多水平模型分析

技术（并行数据和受访者数据多数不在

同一层面），都对数据管理技术提出了

新的要求。

其次在数据管理程序上带来了新的

挑战。传统的数据管理程序通常是单项

流程化的垂直管理。CAPI 跟踪调查中的

数据管理因拓展到研究设计和数据采集

过程，因此将在数据管理过程中面临多

用户，多维、多向流程，以及动态网

络化管理的局面。例如，设计访问系统

的信息技术人员，质控人员，实地执行

管理人员均已成为数据管理面临的服务

对象；在数据加载维度，将与信息技术

人员，实地执行管理人员构成两个循环

的信息沟通流程，在数据清理阶段又要

面对数据本身，又要面对访员，甚至还

要涉及受访者，在这个维度上，将需要

统 计 科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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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调查工作在程序上有很多环

节。通常，调查设计者在完成了问卷设

计和样本抽选后，通过委派调查员对被

访问者实施实际调查。调查的每个环节

都可能发生误差和偏差情况，这在问卷

调查过程中特别典型，稍有不慎就会使

具体环节发生偏差而使数据失真。这应

该是民意调查中着重加以控制的。科学

的问卷设计和合理的样本抽选是保证调

查结果科学性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调查

访谈者以及回答者这两个环节也是影响

调查结果的重要因素。

一 、 样 本 选 择 偏 差
在随机的基础上从样本框架中选择

调查中的误差与偏差
文/林 竹

样本单位看起来简单和容易，但实际

上，很难在纯粹随机的基础上选择它

们。外来的抽样因素可能会影响调查

结果，产生系统偏差和降低数据的有

效性，必须识别和控制任何额外的偏

差来源。

1 ．可达性偏差。对许多调查而

言，实际的调查场地多选择在现场，而

不是调查总部。一些回答者可能比另一

些更容易到达。现场调查倾向于选出最

容易接触到的回答者。当所有回答者不

是都同等可达时，采取控制和激励措施

是必要的，以此确保不会产生某些类型

回答者的过度代表或代表不足。

2．吸引力偏差。当在现场由访谈

者选择个体回答者时，可能会出现吸引

力偏差。访谈者通常会倾向于接近和包

括与他们相同社会阶层的人、同样年龄

和性别的人、行动更从容的人、更友好

和合作的人、外表更有吸引力的人，而

会忽略明显非常繁忙或匆忙的人、显得

脾气糟糕或讨厌的人、成群或与他人在

一起的人、照看小孩的成人、身体残疾

或虚弱的人、衣着不寻常或古怪的人以

及其他任何方面不同的人。为此，要提

前精确说明要选择和联系什么样的人，

严格监督和指导现场工作者，避免这种

吸引力偏差。

3．整群偏差。选定的回答者太接

近地聚集在一起，同样类型和地位的人

多个信息循环过程。为此，探索出一套

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程序是数据管理工

作的必然之选。

伴随技术上和程序上的挑战，迅速

而来的是对人员专业素质上的挑战。

CAPI跟踪调查要求数据管理人员不再局限

于只了解数据本身，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数

据整理技术，不再局限在统计分析软件

中，而是要拓展到研究设计者的思维，拓

展到数据采集中的质量控制思维；要开发

对录音、视频的文件的编码技术，提高

动态化多维多方向科学管理的技术，甚至

要求对Oracle、SQLserver，SAS EBI等软

件有所了解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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