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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要 

CFPS 采取地图地址法构建末端抽样框。地图地址法是指通过绘制样本村/居的地图，

确定每一个住址的地图信息和住户信息，以此来构建末端抽样框的方法。在样本村/居中抽

取家庭户样本时，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覆盖该村/居所有住户的末端抽样框。在我国目前人

口流动性大、人户分离状况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仅利用村/居委会的户籍花名册进行抽样，

势必会遗漏掉很大一部分住户的信息，也无法保证抽样框的完整性和末端抽样的有效性。 

采用地图地址法构建末端抽样框，能够通过实地绘图过程，绘制出村居所有建筑物，

并通过进一步的核查措施，排除非住户信息和特殊地址信息，最终形成住址和住户信息相结

合的抽样框，大幅提高抽样的精度。 

CFPS 全部的地图绘制工作通过纸笔方式完成，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以

下简称“中心”）执行部负责具体实施。本报告将重点阐述绘图的工作流程与操作方案。1  

 

2.   末端抽样框制作方案制定 

自 2009 年初至 2009 年 8 月，中心多名工作人员在北京、河北的四个村/居进行了多次

现场绘图试点，针对各种类型村/居在建筑物特征、建筑物编号规则、住户列表清单制作方

法、村居配合和协调人员选择、村居现有地图和住户清单可用性等方面进行了细致了解和实

验，获得了宝贵的一线绘图和住户列表制作经验。在充分总结试点经验并大量查阅国内外大

型调查绘图文献的基础上，中心根据中国村居居住特点制定了村居抽样框制作方案。 

2009 年 11 月至 12 月，中心在甘肃和浙江两省各抽取了 4 个村居进行了预调查。预调

查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测试末端抽样框制作方案的可行性。在预调查的 8 个村居中，工作人

员根据既定方案进行了绘图和住户清单列表的制作工作。甘肃和浙江两省的经济发展情况差

异较大，村居建筑物特征迥异，尤其是浙江省所抽取的 4 个村居极具南方城镇居住格局复杂

的特点，对抽样框制作方案的修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预调查结束后，执行部对村居地图

绘制方法和住户列表清单制作方案进行了改进，为全国范围正式调查的末端抽样框制作做好

1 末端抽样框绘制完成后，由抽样组负责进行末端抽样，具体信息请参考谢宇、邱泽奇、吕萍，2012，《中

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抽样设计（CFP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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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准备。 

 

3.   绘图员招聘和培训 

全国 25 省/市 162 个区/县 649 个村/居 2 的绘图工作得到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发展规划和信息司（以下简称“发规司”）的大力支持。中心和发规司经协商后决定，由发

规司发函至样本省/市，在样本区/县、街道/乡镇、村/居招募若干计生专干担任绘图员。 

在发规司的协助下，中心自 2009 年 12 月至 2010 年 4 月共招聘到 243 名绘图员。根据

绘图员招聘进展情况，中心共组织了 23 批绘图员培训。所有培训都由中心派督导到省会城

市集中进行，每批培训时间为 3 天。培训内容包括建筑物绘制、建筑物编号、辅助材料收集、

建筑物列表清单和住户列表清单制作等。 

 

4.   绘图执行 

根据冬季南北方气候特点，中心决定在年前优先绘制南方诸省的村居地图，在年后春

季绘制剩余南方省市和北方各省的村居地图。第一批省市包括：广西省、云南省、安徽省、

福建省、江西省、江苏省、上海市、重庆市、贵州省、湖南省、湖北省、河南省。第二批省

市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浙江省、广东省、山东省、陕西省、山西省、黑龙江省、

吉林省、辽宁省、甘肃省、四川省。 

在绘图执行过程中，为了保证绘图质量，执行部对绘图员提出如下绘图工作要求： 

⑴ 严格按照绘图手册要求的规则进行绘图，并在规定日期前完成 4 个样本村/居的地图

绘制和住户列表清单制作工作。 

⑵ 地图上的住宅编号必须与实际户主名相对应。 

⑶ 绘制地图时必须严格对空宅、商用建筑进行排查并按照绘图规则在地图上标示或在

住户列表清单中做出备注。 

⑷ 在绘图期间需与当地村/居委会取得联系，获取村居的电子版住户花名册，注明花名

册的制定日期，同时收集村居基本资料（村居总人口数、外来打工人口数、外出人口数）、

2 抽样时的合并村居在执行过程中分开计算，所以为 64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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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协助人及村居委工作人员联系方式。绘图员在交图时需要将以上资料和信息一并快寄给

中心。 

⑸ 在绘图期间，绘图员进行绘图工作时在标准范围内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务必记录清楚

并保留发票和其他票据，以便绘图完成后进行报销。 

⑹ 在绘图工作结束后，中心会按照一定比例对地图进行实地核查。如发现地图与实际

情况不符，此地图作废且要重新绘制，并对相关绘图员绘制的所有地图进行核查。 

⑺ 绘图员一经培训则必需严格对绘图规则及绘图资料保密，不得向任何与中心无关的

人员或者机构透露相关信息。 

绘图工作从 2009 年 12 月开始，一直持续到 2010 年 6 月，获得了 649 个村居的纸笔绘

制地图、村居基本情况统计表及村居住户列表清单。 

 

5.   末端抽样框制作技术要点 

5.1  调查地图绘制的技术规范 

5.1.1  绘图内容 

⑴ 边界：标示村/居委会单位的边界线。 

⑵ 地图方位标识：按照实地绘图中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规则在图纸左上角空白

处标识地图方位。 

⑶ 交通：标示铁路、道路、桥梁，注明主要道路名称。 

⑷ 水系：标示河流、溪流、渠道、湖泊、水库、池塘等。 

⑸ 建筑物：标识所有建筑物的类型（楼房、平房、四合院、大杂院等）及位置，住宅

与非住宅建筑用不同标志标识。 

⑹ 地理标识：如机关、学校、商业网点、中心公园、绿化带、农田、山地等有地理特

征的自然地貌及标志性建筑，必须在图上标识。 

⑺ 住宅数和住户数：标明多住宅建筑物内的住宅数和住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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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绘图信息：包括地图名称、地图所属省市、区/县、街道/乡镇、村居信息、绘图日

期、绘图人员签字、审核日期、审核人员签字等。 

⑼ 备注：在绘图图框外的右侧设有备注栏，对于无法用绘图方法绘制的，或者已经在

图中做了绘制但仍需特殊说明的情况，需要在该备注栏中做简要的描述。 

 

5.1.2  建筑物绘制规则 

村/居中的所有建筑都要求进行绘制，包括空宅、在建住宅、正在拆迁住宅、商用店面、

办公楼等，所有建筑物的绘制都要体现其原有的形状、走向和朝向，具体绘制方法如下： 

⑴ 普通住宅建筑物绘制规则 

① 楼房必须以每幢为一个单位进行绘制，用带斜线的长方形表示。如果楼房形状不规

则，绘图需要体现楼房的形状和走向。 

② 平房、平房院、独立小楼、四合院、大杂院、城区的自建房和平房区的空宅、窑洞

等以长方形格绘制。独门独户的平房、平房院、独立小楼，在长方形格内填写其编号。如果

几幢独门独户的平房、平房院、独立小楼紧挨，可用连续的长方形条格表示。但如果住宅之

间有道路、池塘、农田、商业店面、办公房、正在拆迁房、未竣工房等相隔，则不可连续绘

制。 由多户组成的四合院、大杂院、小楼，在长方形格内填写其编号、住宅数和住户数。 

③ 商住两用住宅：如果建筑物既用作商用，又有人在内居住，算作商住两用住宅，楼

房中的商住两用住宅无须在绘图中体现，但须在住户列表清单的备注中进行说明。 

 

⑵ 非住宅建筑物和非传统住宅建筑物绘制规则 

① 非住宅建筑物（如办公地点、商业店面、生产车间、学校等）、未竣工住宅建筑物、

已竣工尚未入住的建筑物、正在拆迁的住宅建筑物、12 个月内即将拆迁的住宅建筑物在图

上用椭圆形表示，并在椭圆形内标识该建筑物类型（如村/居委会、已拆迁、待拆迁、未竣

工等）。 

② 非传统住宅建筑物在地图上用椭圆形表示，并在椭圆形内标识该建筑物类型。非传

统住宅包括：工棚、工厂和农场等集体宿舍、学生宿舍、病房、旅馆、军营、福利院、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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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寺庙、监狱、帐篷、船屋等。 

 

5.1.3  建筑物编号规则  

⑴ 需要编号的建筑物 

① 有明确楼房编号或门牌号码的住宅建筑物必须采用原有编号。住宅建筑物的编号应

写在代表该栋建筑物的长方形格子内。 

② 如果一个村/居的住宅建筑物按照类型（常住/出租、户籍/外来户等）有两种门牌号

码，在两种号码没有重复的情况下，可以按照原有门牌号码进行编号；若两种号码有重复，

需要采用不同的编号方式。如常住户门牌号码为 10 的一户，编号为 10；同一村/居出租户门

牌号码同样为 10 的一户，编号为⑩。此种情况须在图纸右侧的备注栏里进行说明。 

③ 如果村/居内同一个住宅建筑物有两个或以上编号或门牌号码，则须询问村/居干部，

确定最新使用的一套编号，并在图纸右侧的备注栏里进行说明。 

④ 无明确楼房编号或门牌号码的住宅建筑物按照从西到东、从北到南的顺序由绘图员

进行编号。楼房、平房院、大杂院、四合院、商住两用住宅，每栋编一个号。编号应写在代

表该栋建筑物的长方形格子内。 

⑤ 如果村/居内部分建筑有楼房编号和门牌号码，部分建筑没有，则整体编号规则为：

以现有楼房编号或门牌号码为基础进行补充，而不须全部重新编号。 

⑥ 既有楼房也有平房的村/居住宅建筑物编号规则： 

A. 如果楼房和平房有连续的楼房编号或门牌号码，或者各自有独立的不连续的楼房编

号和门牌号码，都采用原有编号，并须在住户列表清单备注中说明。 

B. 如果楼房区有编号，而平房区没有编号，且楼房区和平房区呈各自成片聚集状态，

则楼房区采用原有编号，平房区以西北角为起点，按照从西到东、从北到南的顺序独立编号，

编号不与楼房区连续。反之亦然。 

C. 如果楼房散落于平房区内，或平房散落于楼房区内，在都没有原有编号的情况下，

按照行走路线规则进行统一连续编号；若平房区有门牌号码，楼房没有，则采取楼房附属于

前一个平房的规则进行编号。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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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不需要编号的建筑物 

如果住宅建筑物有自然编号，需要在图框内填写自然编号，并需在住户列表清单中备

注。如果没有自然编号，则： 

① 空置的住宅建筑物不编号，但须标注“空宅”二字（如果绘图空间不够，可以只标

注“空”字）。 

② 非居住的房屋和建筑物（如办公地点、生产车间、商业店面、学校等）不编号，但

若有人在内居住，则仍需每栋编一个号。 

③ 非传统住宅不编号。 

④ 辖区内有未竣工建筑物或已竣工但尚未入住的建筑物，不需要编号和统计住户数。 

⑤ 辖区内正在拆迁的、或者 12 个月内即将拆迁的建筑物，不需要编号和统计住户数。 

 

CFPS 村居绘图实例请见文后附录。 

 

5.2  大社区拆分实地操作方案 

为了降低绘图难度，在不影响抽样质量的前提下，对规模较大、人口较多的样本村/居

可以进行拆分，具体拆分对象和规则如下： 

⑴ 大社区定义：在本调查中，大社区是指常住人口超过 10,000 人的村/居委会。 

⑵ 考虑到抽样的可操作性，对人口规模在 10,000 人或以上的村/居进行拆分，从拆分好

的片区中随机选取一块或几块作为该村/居的代表，拆分后抽取的一块或几块总人口规模不

少于 4000 人。 

⑶ 拆分方法： 

① 如果村/居由多个自然村、社、居、村民小组、大队、居民小组等组成，可以以此为

基础进行拆分。在村/居委会干部的协助下，统计各自然村、社、居、村民小组、大队、居

民小组的常住人口数，并对每个部分的居民特征做简单描述，然后将信息发回给中心督导，

等待抽样组进行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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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没有自然村、社、居、村民小组、大队、居民小组的村/居委会，应根据自然地貌

和建筑特征（如道路、标志性建筑、河流、山川、桥梁）将村/居划分成几个片区，将几个

片区按地理位置分布绘制在一张图上。在村/居委会干部的协助下，统计各片区的常住人口

数，并对各片区的居民特征进行简单描述，然后将信息发回给中心督导，等待抽样组进行抽

样。 

③ 抽样组最终抽取的某个片区或某几个片区的总人口数大致接近于 4000。具体来说，

将村/居内总常住人口数除以一个自然数，能使得数最为接近 4000（尽量不低于 4000），该

得数即为抽取的某个片区或某几个片区大致应有的总人口数。3 

 

5.3  住户列表清单制作说明 

住户列表清单需要对住宅建筑物和住户的详细信息进行整理和记录，具体内容包括：省

市区县街道信息、村/居名、村/居/社/组/队/路名、住宅地址、地图编号、户主姓名、住宅状

态、一户多宅/一宅多户、备注。住户列表清单需要整理成电子版的 excel 格式，具体内容如

下： 

⑴ 村/居/社/组/队/路名：如果一个村/居由多个边界分明的自然村、社、村民小组、大

队、居委会组成，需要在这一栏写明建筑物所属的村/社/村民小组/大队/居委会名称。如果

住宅建筑物编号包括路名，需要在该栏标明道路的名称。 

⑵ 地图编号：即在地图中标识的建筑物编号，需要跟地图中的编号一一对应。 

⑶ 住宅地址：要详细到门牌号，如燕东园小区 1 号楼二单元 101。 

⑷ 户主姓名：户主姓名要求必须和住宅建筑物编号和住宅地址内的住户一一对应。住

户户籍在本村/居的按照户口本的户主姓名填写；户籍不在本村/居的，按照实际居住在该住

宅的户主姓名填写。 

⑸ 住宅状态：区分不同的住宅状态，如正常住户、空户、商用、商住两用、非住宅和

详细标注的其他情况。 

⑹ 一户多宅/一宅多户：对于一宅多户情况，需要完成拆分工作（有几个分立户，就要

3 关于大社区拆分后抽样的具体信息可参考谢宇、邱泽奇、吕萍，2012，《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抽样设计

（CFP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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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成几条记录），并要在备注栏中注明“一宅多少户”；对于一户多宅情况，需在备注栏中分

别标清“户主自住”、“户主××，由××租住”或“空宅”等情况。 

⑺ 备注主要描述以下各种情况： 空户、商用户等经常无人居住的户、一户多宅、一宅

多户的情况要在备注栏里注明；简易楼、商品楼、商住两用楼、大杂院、四合院、自建房等

建筑物特征要在备注中注明；楼房和小楼需要在备注中标明楼层数；编号采用原有编号或自

行编号需要在备注中说明。 

 

6.   质量控制 

为了保证绘图质量，地图绘制工作完成后，我们要求绘图员将地图与实际区域再次进行

核对，重点核查地图所标的边界是否准确，尤其要注意绘制的村/居地图是否有住宅建筑物

的重复或遗漏、绘出的住宅建筑物的位置和朝向是否与实际情况完全一致以及住户列表清单

的住户数和村/居委会提供的总户数是否有差别。 

在绘图员完成自查的基础上，督导在收到地图和住户列表清单后开始进行第一轮审查，

审查内容包括： 

⑴ 地图上的住宅建筑物编号是否有重复或遗漏。 

⑵ 对照地图和住户列表清单，确认住宅建筑物编号和住宅编号是否与住户列表清单中

的信息相符。 

⑶ 地图上住宅建筑物编号数量是否与住户列表清单数量相符。 

⑷ 住户列表清单中备注是否完整、准确，是否确认空宅、商用、商住两用、一户多宅

和一宅多户信息。 

 督导在第一轮审查过程中与绘图员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对原有地图和住户列表清单的不

准确信息进行修改和补充。督导在完成第一轮审查之后，与部门主管对所有地图和住户列表

清单进行第二轮审查。在审查过程中，共同确定需要实地核查的村/居地图，并在实地核查

问卷中补充针对性核查内容。 

我们在全国所有样本村/居委会中按 20%的比例抽取核查样本，由绘图核查员进行实地

核查，实地核查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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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边界和四周道路标注是否明确。 

⑵ 方向标注是否准确。 

⑶ 建筑物有无重复或遗漏。 

⑷ 住宅建筑物与非住宅建筑物标识是否有区别。 

⑸ 住宅建筑物编号是否准确。 

⑹ 是否标识了多住宅建筑物内的住宅数和住户数。 

⑺ 抽取 10%的多住宅建筑物检查住宅数和住户数统计是否准确。 

⑻ 本村/居针对性核查题目若干。 

对于以下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情况，需要对地图进行修改或重新绘制，同时要对住户列表

清单做出相应修改： 

⑴ 方向标注经核查不准确。 

⑵ 边界和四周道路标注经核查出现错误。 

⑶ 住宅建筑物总数经核查出现超过 5%的误差。 

⑷ 住宅建筑物编号经核查出现超过 5%的误差。 

⑸ 多住宅建筑物内的住宅数和住户数经核查出现超过 5%的误差。 

核查地图和核查问卷返回后，由督导和部门主管再一次进行共同审查，如果绘图核查员

在实地核查过程中汇报的实际情况与地图差异较大，需要重新绘制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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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FPS 村居绘图实例 

 
附图 1.  平原地区村委会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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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城市居委会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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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山区村委会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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