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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理背景

婚姻是个人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婚姻的历程与变动，关联着父母身份的转变和生育

子女的状态，对个人的工作、健康和生活模式有着长期性和持续性的影响。因此，婚姻信息

是实证研究中普遍关注的重要指标。

CFPS中的婚姻信息有三种来源：个人自答问卷、家庭成员问卷和个人代答短卷。针对

16岁及以上的受访对象，我们每一轮会在其个人自答问卷中通过婚姻模块采集两轮调查间

经历的婚姻史。CFPS问卷中将婚姻状态分为五类：未婚、在婚/有配偶、同居、离婚和丧偶。

婚姻模块主要采集回溯期内每次婚姻状态变化的经历，采集每段婚姻或同居经历开始或结束

的时间、结束的原因，如果存在配偶/同伴也会采集配偶/同伴的个人信息。针对因各种原因

未能完成个人自答的受访者，则会通过家庭成员问卷或个人代答短卷采集其简要的婚姻状态

信息。

由于追踪调查项目后续追踪侧重于了解受访者两期调查间的变化，数据采集策略是以受

访者在往期调查中提供的信息为出发点，采集并更新变化的信息。对于婚姻状态没有改变的

受访者，其往期调查已采集的信息通常不会在当期的发布数据库中体现。结合数据用户的使

用反馈，我们了解到大量用户希望在已公布的 CFPS个人数据库中更直观、全面地展现出受

访者完整的婚姻信息。为方便用户使用，项目组在对 2020年 CFPS 个人库及家庭关系数据

进行综合清理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出用户友好的婚姻数据库，希望降低广大数据用户使用该

部分数据的难度。以下是用户友好婚姻数据库的清理过程与方案说明。

二. 问题描述

结合用户的反馈意见，我们认为在当前婚姻数据库中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

续优化：

第一，数据结构不够简洁，存在同类变量。CFPS婚姻信息的采集方式与婚姻状态相关

联，五种婚姻状态有各自的问卷分支，在数据库中分散于不同位置存储；但不同婚姻类型的

问卷分支中又采集了相同的信息，如开始时间。目前发布版的数据基本保留了实地数据采集

的结构框架，虽然能较好地满足用户数据与问卷相匹配的需求，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复杂化了

婚姻数据结构。考虑到一位受访者在某一时点上只存在一种婚姻状态，研究者往往更希望用

一个变量标识受访者现有的婚姻状态，并提取与该段经历相关的各类信息。用户友好数据库



CFPS 官方网址: .isss.pku.edu.cn/cfps

3

将对所有婚姻状态类型的问题进行整理，整合成用婚姻状态作为标识变量的简化数据版本，

以便用户能够快速识别和提取。例如：将婚姻及同居部分都出现的开始年份变量替代为开始

年份单一变量。

第二，无法直接获取当前婚姻信息。CFPS访问是以受访者在往期调查中回答的婚姻状

态为出发点，请受访者回忆两轮调查间经历的所有婚姻状态变化。若受访者的婚姻或同居经

历（无论是否属于当前婚姻状态）起始于本期调查之前，且往期调查时已采集过婚姻及配偶

的相关数据，而本轮调查回溯期内婚姻状态并未发生变化，当期将不再重复提问，往期采集

的数据也不会直接在发布库中体现。这种数据采集方式虽然提高了婚姻数据的完整性和精细

度，但也意味着除了婚姻状态，用户无法从当期数据中完整地获取所有受访者当前婚姻的详

细信息。

考虑到研究者在使用婚姻数据时，不仅需要使用婚姻状态数据，还需要诸如配偶的个人

属性、婚姻开始时间等详细信息。为方便用户使用，我们在清理构建简化版 2020年婚姻数

据库的基础上，尝试纳入往期调查（侧重 2018年）所获取的婚姻信息，构建完整的婚姻数

据库。

三. 2020 年婚姻数据库重构

从以下两方面对 CFPS2020年个人库中的婚姻模块数据进行基础清理，主要包含数据结

构简化及清理两部分工作。

3.1 重构数据结构

首先，保留 2020年个人库中婚姻模块采集的每一段婚姻或同居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

是否持续到现在、结束原因1、与配偶/同居对象的相识方式、配偶/同居对象的出生年月、配

偶的受教育程度、是否存在婚前同居、婚前同居月数等信息。

其次，将“婚姻开始年月”与“同居开始年月”合并为“婚姻/同居开始年月”，将“婚

姻是否持续到现在”与“同居是否持续到现在”合并为“婚姻/同居是否持续到现在”，利用

婚姻状态识别该段经历的类型。

最后，将“宽数据”转变为“长数据”，使每位受访者的每段婚姻或同居经历成为一条

1 CFPS2020问卷中，同居部分未问及结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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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的观测，再按照个人 pid 及婚姻/同居的开始时间重新排序和编号，便于研究者根据自

己的研究需求，识别特定的经历或存在特定经历的受访对象。

3.2 数据清理

通过校验重构后的婚姻数据，我们发现有 22人汇报了不止 1段持续到现在的婚姻或同

居，共涉及 45条数据，主要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有 17人汇报了开始年月一致的 1段婚姻和 1段同居（共计 34条数据），其中一

个解释是：受访者错误理解了同居的含义，在婚姻及同居模块汇报了同一段婚姻经历，导致

重复采集。结合受访者汇报的当前婚姻状态，采用当前婚姻状态为在婚，但仍保留同居记录。

第二，受访者汇报了开始年月不一致但时间存在部分重合的婚姻和同居，考虑到 CFPS

数据采集过程中允许某一时段内同时存在婚姻与同居。因此，对该部分数据不做处理。

四. 补全往期婚姻数据

CFPS个人婚姻模块数据采集以最近一次调查中受访者的回答为出发点进行提问，若婚

姻状态没有变化则不再询问其配偶/同居伙伴的相关信息。因此，CFPS2020年个人库中 2018

年婚姻数据存在缺失。在重构 2020年婚姻数据库后，通过 2018年个人库和家庭关系库加载

补充 2020个人库中缺失的 2018年婚姻数据。根据访问的不同类型，数据补全的方案有所不

同，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首先，针对 2018年有配偶或同居对象且在 2020年访问时确认加载婚姻状态的人员2，

从 2018年家庭关系数据库中获取婚姻或同居开始时间，配偶/同居对象的 pid、出生年月、

受教育程度等基本信息，合并至重构数据库中，补全 2018年婚姻的相关信息。

其次，针对 2020年个人库中的婚姻更正情况，对从 2018年家庭库中获取的数据进行如

下处理：（1）若受访者接受过访问，存在加载婚姻状态数据，但 2020年在上期婚姻经历确

认部分将当时汇报的婚姻状态调整为未婚/离异/丧偶，则将往期婚姻/同居相关的信息标识为

不适用；（2）若 2020年受访者首次接受访问或将往期婚姻状态调整为在婚/同居，且在婚时

间早于 2020年追踪的起始时间（2018年 1月 1日或 2018年接受访问的日期），则根据 2020

2 2020年个人数据库中的 2018年数据仅包括：对 2018年调查数据的更正，以及初次访问

对象对 2018年情况的追忆。因此，2018年调查无误的样本在此部分标记为不适用，需要向

前逐期合并以填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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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采集的信息补充 2018年的婚姻信息3。

五. 合并构建用户友好婚姻数据库

为了满足用户使用需求，我们重构数据结构并合并了前期数据，将 2018、2020年婚姻

信息及两次调查间婚姻变动信息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用户友好的婚姻数据库。本部分通过调

整后的 2018年婚姻信息和两次调查间的婚姻史信息，生成 2020年用户友好婚姻数据库。

5.1 构建婚姻状态最佳变量

结合前两部分的数据清理，按照以下步骤生成 2020年最新婚姻信息。

第一，对于两次调查间未发生婚姻变动的受访者，将其在 2018年时的婚姻数据顺延到

2020年，作为当前最新的婚姻状态。

第二，对于两次调查间发生了婚姻变动，但未持续至今的受访者，依据最近的一份变更

记录，调整婚姻信息。例如：A在 2018年时婚姻状态为未婚，但 A在两次调查之间有一段

未持续至今的婚姻，则根据该段婚姻的结束原因，将 A在 2020年当前最新的婚姻状态变更

为离异或丧偶，将其配偶的出生年月等个人信息变更为不适用。

第三，对于两次调查间发生了婚姻变动，且其中有一段婚姻经历持续至今的受访者，将

其 2020年婚姻信息调整为持续至今的那段婚姻变动信息。例如：A在 2018年时婚姻状态为

未婚，但在两次调查间结婚并持续至今，则将 A在 2020年当前最新的婚姻状态变更为在婚，

将其配偶的出生年月等信息变更为该段婚姻的数据。

第四，对于两次调查间发生了婚姻变动，且其中有不止一段婚姻经历持续至今的受访者

（具体参见 3.2部分所述）。一律以最近的一段婚姻经历为准进行清理，将 2020年的婚姻状

态变更为在婚，将其配偶的出生年月等信息变更为那段持续至今的婚姻数据。

5.2 不同测量方式的矛盾数据处理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不同测量方式采集数据时可能存在矛盾之处。具体而言，

项目组结合受访者在 2018年的婚姻信息和两次调查间的婚姻变动信息，构建的受访者当前

婚姻状态与问卷中直接询问获得的婚姻状态有少量样本存在不一致（共 110条，占比 0.48%），

3 编写代码及此文档时，2020年家庭关系库尚未公布。因此，暂时通过 2020年个人库更新

信息，未处理配偶 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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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受访者回答的婚姻变动为持续到现在的同居/婚姻经历，但受访者在 2020年调查

时回答的当前婚姻状态却为未婚/丧偶/离婚，此类数据共 103条。

第二，受访者回答的 2018年婚姻状态为未婚、离异、丧偶，且未有持续到现在的婚姻

或同居经历，但受访者在 2020年调查时回答的当前婚姻状态却为在婚或同居，此类数据共

7条。

为了处理如上矛盾，我们在保留原有 2020年婚姻状态变量的基础上，以婚姻变动经历

数据为基础，重构当前婚姻状态的最佳变量，以获得逻辑上最顺畅的数据。需要申明的是，

最佳变量只是做出了有限的更正，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性质自行决定是否使用最佳变量。

5.3 构建用户友好婚姻数据库

完成以上数据清理后，我们将生成的 2020年及 2018年婚姻数据纵向合并，形成用户友

好婚姻数据库。数据库中包含每位受访者在 2020年、2018年及两年间每次变动的婚姻状态、

婚姻状态最佳变量、开始年月、与配偶/同居者相识方式、配偶/同居者的 pid、配偶/同居者

的出生年月、配偶/同居者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婚姻是否持续到当前、婚姻结束时间等基本

信息，方便用户直接使用。

为便于用户使用，我们同步发布“CFPS2020婚姻模块清理程序.do”（点击此处），用户

可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对数据清理的流程或数据结构进行调整。

http://www.isss.pku.edu.cn/cfps/wdzx/sjwd/13574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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