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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于 2010 年进行基线调查，之后每两年实施一轮追踪调查，截至 2020

年年底，共完成六轮全国调查。CFPS2020 的权数调整方法与 CFPS2018 年类似，即按照追

踪规则，对 CFPS2020 年的基因成员进行权数调整，包含横截面权数和追踪权数。横截面权

数针对横截面样本，即 2010 年的个人或后续轮次新采集到的新生血缘/领养子女以及所在的

家庭，包含家庭层面横截面权数和个人层面横截面权数。追踪权数针对追踪总体，即 2010

年的完访家庭中完成个人问卷（包括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且在 2020 年完成个人问卷和少

儿问卷的个人，追踪权数只在个人层面存在。我们接下来分别介绍 CFPS2020 的横截面权数

和追踪权数的调整过程。 

一、CFPS2020 横截面权数 

CFPS2020 横截面权数对应的目标总体是 2020 年全国家庭（家庭层面横截面权数）和

2020 年全国个人（个人层面横截面权数），适用于估计目标总体的相关研究，如估计 2020 年

全国家庭的收入支出分布、2020 年全国个人的婚姻、教育等
1
。样本总体是 2020 年的所有基

因成员（2010 年个人以及各年新生的血缘/领养子女）及其所在家庭，分别对应个人横截面

权数和家庭横截面权数。 

2010 年基线调查时，我们采用多阶段不等概率的抽样方法，得到家庭层面和个人层面

的具有近似全国代表性的样本。但随着时间的变迁，个人和家庭层面都产生了变化。在个人

层面，新基因成员产生，已有基因成员会死亡；在家庭层面，新家庭因为婚姻、分家等原因

增加，原有家庭因为基因成员死亡等消失。横截面样本总体在变动，CFPS 的调查设计使得

我们的样本能基本反映中国人口与家庭的自然更替与变化，但需要对设计加权进行调整。同

样，在调查过程中存在样本流失、拒绝访问、无回答、无联系等，因此需要进行无回答调整。

其次，随着时间的变迁，调查样本中与研究目标变量相关的年龄、性别、城乡等变量的结构

会发生变化，导致与全国的结构分布不同，因此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再次， CFPS2010 的复

杂抽样设计，以及权数的多次调整，导致权数的变异增加，为了提高估计精度，需要对权数

进行极值调整，进而得到极值调整权数。最后，需要对权数进行标准化转换，进而得到最终

                                                   

1 CFPS2010 年基线调查的对象为中国（不含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青

海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南省）25 个省/市/自治区的满足项目访问条件的家户和样本家

户中满足项目访问条件的家庭成员。CFPS 样本所在的 25 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覆盖了中国除香港、澳

门、台湾外总人口数的 94.5%，由于覆盖范围如此广泛，因此可以将 CFPS 样本视为一个全国代表性样

本。相关信息可以参考 CFPS 技术报告系列： CFPS-01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抽样设计（CFPS 项目网站“文

档中心”—>“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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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数。因此，对 CFPS 的权数需要进行设计权数调整、无回答权数调整、事后分层调整和权

数的极值调整。 

由上，对 CFPS2020 的横截面家庭样本和个人样本，进行加权调整，最终得到家庭横截

面权数和个人横截面权数。 

1.1 个人横截面权数 

CFPS2020 的个人横截面权数的构建过程依次包含个人横截面设计权数、个人横截面无

回答权数、个人横截面事后分层权数、个人横截面极值权数和个人横截面标准化权数。如下

我们具体介绍各个步骤的调整过程。 

1.1.1  个人横截面设计权数 

  CFPS 的个人层面的横截面样本总体来源于 CFPS2010 年的完访家庭中的基因成员

（以下简称“CFPS2010 基因”）、CFPS2012-CFPS2020 的新进基因成员，不包含 CFPS2010-

CFPS2020 年的死亡基因。其中 CFPS2010 基因成员的权数是 CFPS2010 基因成员的家庭无

回答权数（以下简称“CFPS2010 基因权数”）；新进基因成员的权数来源于其同样为基因成员

的父母的 CFPS2010 基因权数的均值，若仅有母亲（或父亲）是基因成员，则新进基因成员

的权数为母亲（或父亲）的 CFPS2010 基因权数。死亡基因的数量在样本中占比较小，由于

已经死亡，权数是零。由如上步骤所得到的权数是 CFPS2020 个人层面的横截面设计权数。 

1.1.2  个人横截面无回答权数 

由于在调查过程中存在样本流失，为了提高样本的代表性，我们需要进行权数调整，计

算流失权数。本次调查使用家庭、个体层面的辅助信息，采用基于 logistic 模型的倾向权数

计算方法计算流失权数。首先将个人样本分为完访样本和未完访样本，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

型，本次使用的变量是性别、家庭规模、是否有 65 岁及以上的老人、是否有 10 岁以下的儿

童、城乡、2010 年是否完成个人问卷访问、婚姻状态、最高学历、是否居住在家、年龄，其

中由于年龄变量的特殊性，在建模过程中年龄作为样条函数，计算倾向流失的权数调整系数

是： 

1 1 11/ (exp( ) / (1 exp( ))) = +p X X  

由上得到，个人横截面无回答权数等于 CFPS2020 个人横截面设计权数与倾向流失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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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调整系数的倒数的乘积。 

1.1.3  个人横截面事后分层调整权数 

随着时代的变迁，研究总体、样本总体不断变化，而样本个人的出生、死亡，以及调查

过程中的无回答、拒绝访问、无法联系等，导致样本总体与研究总体的结构发生变化。其中，

与研究目标变量相关的年龄、性别、城乡等变量的结构会发生变化，导致与全国的结构分布

不同，因此需要对最终的样本总体进行结构调整。由于 2020 年是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以

下简称“七普”）年，全国的分城乡年龄性别的总量已知且可获得。因此，我们可以使用七普

的分城乡年龄性别数据对 CFPS2020 样本进行完全事后分层调整，即在六个抽样框中用城乡

（分为城镇和乡村）、性别（分为男和女）、年龄变量（0~9、10~19、20~29、30~39、40~49、

50~59、60 岁及以上）进行完全事后分层调整，得到个人横截面事后分层调整权数系数，即

各个总体的事后分层调整的系数是： 

postmjp
mj

mj

W

N
=  

其中 mjW 、 mjN 分别表示第 m 个总体的第 j 个总体的权数和和七普总量。 

由此得到个人横截面事后分层调整权数，即 CFPS2020 个人横截面设计权数、倾向流失

的权数调整系数的倒数与个人横截面事后分层调整权数系数的乘积。 

1.1.4  个人横截面极值调整权数 

上述权数调整保证了样本单元加权与总体大致保持一致，然而权数调整过程中会导致权

数波动变大，使得估计量的方差也随之变大，影响估计的效率，降低了目标变量的估计精度。

为了使得权数波动在一个可控范围，可以使用权数截取，即对权数进行极值调整。 

下面使用基于权数分布的分位数的权数截取方法，即选取权数分布的a分位数，将样本

权数小于等于a均赋值为a分位点权数值，将样本单元最终权数大于等于 1-a 均赋值为 1-a 分

位点权数值，由此得到极值权数，进而降低权数的变异性，提高估计精度，但是过大的权数

截取，虽然会降低权数的变异性，但是也会增加偏差，进而增加均方误差。此处，我们首先

使用权效应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权数的极值调整。即，权效应越小，说明权数的变异性越小，

最终的加权估计量的估计精度较高，反之则权数的变异性大，权数的质量较差，甚至不宜使

用。由此我们计算五个“大省”和 1 个“小省”的权效应，进而发现仅上海市需要进行权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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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值调整。由于极值权数会影响样本的分布，为了尽可能保持每个子总体的分布，此处根据

最终权数的分布和权数变量，做微小的调整，即通过对最终的事后分层调整权数分布的分析，

选取相应的分位数作为最小最大值，即满足 

1 1

,
'

,

 

 − −


= 



post

post

post

W W W
W

W W W
 

由此，得到五个大省和一个小省的个人横截面极值权数系数。 

1.1.5  个人横截面标准化权数 

由上，个人横截面设计权数、无回答调整系数、事后分层权数调整系数和极值权数调整

系数的乘积，即为最终的个人横截面权数。 

由于可以获得 2020 年七普人口数据，因此 CFPS2020 年可以获得上述个人横截面事后

分层权数，而 CFPS2018 年的权数计算中由于没有普查数据，没有进行事后分层调整，因此

为了与 CFPS2018 年的权数可比，此处获得个人横截面无回答调整权数，即个人横截面无回

答权数是个人横截面设计权数、无回答调整系数、和极值权数调整系数的乘积。 

综上，CFPS2020 的个人权数包含个人横截面无回答权数和个人横截面事后分层权数。

由于 CFPS 抽样设计和追踪规则的复杂性，CFPS 借鉴国内调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等）和国际调查（美国收入动态面板调查 PSID）的权数调整，在 CFPS2020 中给出标准化

权数。下面，分别对上述每个子总体的个人横截面无回答权数、个人横截面事后分层权数和

个人横截面极值权数进行标准化  ，即 CFPS2020 个人横截面标准化权数=子总体的

CFPS2020 个人权数/子总体 CFPS2020 个人权数的均值 

由上，得到 CFPS2020 个人横截面标准化权数即最终的个人横截面无回答权数（发布数

据集中的变量 rswt_natcs20n）和个人横截面事后分层权数（发布数据集中的变量

rswtps_natcs20n）。 

1.1.6  个人横截面权数的描述性分析 

下面利用获得的个人横截面无回答权数和个人横截面事后分层权数分析样本的年龄、性

别、城乡加权分布与七普的年龄结构分布，见表 1 至表 4。其中 CFPS2020 个人样本来自于

个人库（适用于 10 岁及以上个人）及少儿库（适用于 0-15 岁儿童）中不重复的样本。七普

的比例来自于基线调查时涵盖的 25 省的七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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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FPS2020 样本年龄加权分布与七普分布对比表 

 样本比例 无回答权数比例 事后分层权数比例 七普比例
1 

城市 0-9男 4.37 4.41 3.97 3.97 

城市 0-9女 3.63 3.7 3.52 3.52 

城市 10-19男 2.98 3.02 3.9 3.9 

城市 10-19女 2.53 2.54 3.42 3.42 

城市 20-29男 3.28 3.93 4.33 4.33 

城市 20-29女 3.03 3.75 4.04 4.04 

城市 30-39男 3.7 3.78 5.75 5.75 

城市 30-39女 3.53 3.61 5.64 5.64 

城市 40-49男 3.43 4.21 4.95 4.95 

城市 40-49女 3.48 4.25 4.84 4.84 

城市 50-59男 4.14 4.59 4.71 4.71 

城市 50-59女 4.39 4.62 4.71 4.71 

城市 60-男 5.53 5.82 4.87 4.87 

城市 60-女 5.82 6.79 5.36 5.36 

乡村 0-9男 3.54 2.34 2.32 2.32 

乡村 0-9女 3.36 2.19 2.06 2.06 

乡村 10-19男 3.44 2.81 2.1 2.1 

乡村 10-19女 2.96 2.47 1.76 1.76 

乡村 20-29男 2.51 2.6 1.86 1.86 

乡村 20-29女 2.01 2.2 1.53 1.53 

乡村 30-39男 3.06 2.63 2.35 2.35 

乡村 30-39女 2.66 2.36 2.03 2.03 

乡村 40-49男 2.96 2.65 2.51 2.51 

乡村 40-49女 2.76 2.65 2.32 2.32 

乡村 50-59男 3.52 3.05 3.24 3.24 

乡村 50-59女 3.55 3.2 3.16 3.16 

乡村 60-男 4.87 4.68 4.28 4.28 

乡村 60-女 4.94 5.14 4.46 4.46 

注：数据来源于 CFPS 基线调查时所涵盖的 25省市。 

 

表 2  CFPS2020 样本年龄加权分布与七普分布对比表 

抽样子总体 分类 样本比例 无回答权数比例 事后分层权数比例 七普比例 

上海市 0-9岁 7.99 9.85 7.12 7.12 

上海市 10-19岁 7.23 5.59 5.53 5.53 

上海市 20-29岁 6.46 6.07 14.96 14.96 

上海市 30-39岁 11.45 9.77 20.25 20.25 

上海市 40-49岁 13.53 12.94 14.61 14.61 

上海市 50-59岁 13.37 13.55 14.15 14.15 

上海市 60-岁 39.97 42.23 23.38 23.38 

辽宁省 0-9岁 9.24 8.63 7.27 7.27 

辽宁省 10-19岁 8.43 6.69 7.81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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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20-29岁 9.42 11.5 9.59 9.59 

辽宁省 30-39岁 12.04 10.24 15.02 15.02 

辽宁省 40-49岁 13.48 15.27 15.74 15.74 

辽宁省 50-59岁 18.71 17.5 18.85 18.85 

辽宁省 60-岁 28.67 30.16 25.72 25.72 

河南省 0-9岁 17.21 11.87 14.67 14.67 

河南省 10-19岁 13.98 17.8 14.83 14.83 

河南省 20-29岁 10.58 9.17 10.43 10.43 

河南省 30-39岁 13.23 14.51 14.41 14.41 

河南省 40-49岁 11.39 10.95 12.82 12.82 

河南省 50-59岁 14.39 16.73 14.77 14.77 

河南省 60-岁 19.22 18.97 18.08 18.08 

甘肃省 0-9岁 15.9 10.77 13.16 13.16 

甘肃省 10-19岁 11.98 9.68 11.53 11.53 

甘肃省 20-29岁 12.31 13.92 12.05 12.05 

甘肃省 30-39岁 13.77 13.93 14.13 14.13 

甘肃省 40-49岁 12.89 15.55 14.71 14.71 

甘肃省 50-59岁 16.58 17.85 17.39 17.39 

甘肃省 60-岁 16.58 18.3 17.03 17.03 

广东省 0-9岁 19.92 22.01 13.14 13.14 

广东省 10-19岁 13.12 9.53 10.74 10.74 

广东省 20-29岁 13.6 13.77 16.9 16.9 

广东省 30-39岁 13.5 11.69 19.25 19.25 

广东省 40-49岁 9.57 9.8 14.95 14.95 

广东省 50-59岁 13.74 13.23 12.66 12.66 

广东省 60-岁 16.54 19.97 12.35 12.35 

25 省
1 

0-9岁 14.9 12.64 11.87 11.87 

25 省 10-19岁 11.92 10.85 11.18 11.18 

25 省 20-29岁 10.83 12.48 11.77 11.77 

25 省 30-39岁 12.95 12.38 15.77 15.77 

25 省 40-49岁 12.63 13.76 14.62 14.62 

25 省 50-59岁 15.61 15.46 15.82 15.82 

25 省 60-岁 21.17 22.43 18.97 18.97 

注：此处 25省指的是 CFPS基线调查时所涵盖的 25省市 

 

表 3  CFPS2020 样本性别加权分布与七普分布对比表 

总体 分类 样本比例 无回答权数比例 事后分层权数比例 七普比例 

上海市 男性 50.12 47.95 51.77 51.77 

上海市 女性 49.88 52.05 48.23 48.23 

辽宁省 男性 48.15 50.59 49.92 49.92 

辽宁省 女性 51.85 49.41 50.08 50.08 

河南省 男性 51.5 52.27 50.15 50.15 

河南省 女性 48.5 47.73 49.85 4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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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 男性 52.97 51.04 50.76 50.76 

甘肃省 女性 47.03 48.96 49.24 49.24 

广东省 男性 52.22 51.72 53.07 53.07 

广东省 女性 47.78 48.28 46.93 46.93 

25省
1 

男性 51.34 50.53 51.15 51.15 

25省 女性 48.66 49.47 48.85 48.85 

注：此处 25省指的是 CFPS基线调查时所涵盖的 25省市 

 

表 4  CFPS2020 样本城乡加权分布与七普分布对比表 

总体 分类 样本比例 无回答权数比例 事后分层权数比例 七普比例 

上海市 城市 90.08 89.14 89.3 89.3 

上海市 乡村 9.92 10.86 10.7 10.7 

辽宁省 城市 56.4 66.07 72.14 72.14 

辽宁省 乡村 43.6 33.93 27.86 27.86 

河南省 城市 50.64 51.7 55.43 55.43 

河南省 乡村 49.36 48.3 44.57 44.57 

甘肃省 城市 38.79 46.97 52.23 52.23 

甘肃省 乡村 61.21 53.03 47.77 47.77 

广东省 城市 60.12 66.78 74.15 74.15 

广东省 乡村 39.88 33.22 25.85 25.85 

25 省
1 

城市 53.84 59.01 64.03 64.03 

25 省 乡村 46.16 40.99 35.97 35.97 

注：此处 25省指的是 CFPS基线调查时所涵盖的 25省市 

 

由表 1 至表 4 可知，经过加权调整，尤其是事后分层调整后，样本的年龄、性别、城乡

分布与七普更为接近，估计精度更高。 

1.2 家庭横截面权数 

CFPS2020 的家庭横截面权数基于个人横截面的基础设计权数，在此基础上包含家庭横

截面设计权数、家庭横截面无回答权数、家庭横截面事后分层权数、家庭横截面极值权数和

家庭横截面标准化权数。下面介绍家庭横截面权数的调整过程。 

1.2.1  家庭横截面基础设计权数 

由于 CFPS 追踪的是基因成员，因此家庭横截面基础设计权数为 CFPS2020 的家庭中的

所有基因成员的 CFPS2020 的个人基础设计权数的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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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家庭横截面无回答权数 

由于家庭层面的无回答权数，是指家庭经济问卷的无回答权数。由于家庭经济问卷在访

问中存在样本流失、样本无回答、拒绝访问、无法联系、身体原因无法访问等问题，因此需

要计算家庭层面的无回答权数。此处，使用家庭或社区层面的辅助信息，基于 logistic 模型

的倾向权数计算方法计算家庭横截面无回答权数。首先，将家庭样本分为完访样本和未完访

样本，然后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使用的变量是家庭规模、是否有 65 岁及以上的老人、是

否有 10 岁以下的儿童、城乡、家庭城乡变量、区县的属性（是否为区），家庭所在的区域（东

部、中部和西部），计算家庭横截面无回答调整系数是： 

2 1 11/ (exp( ) / (1 exp( ))) = +p X X  

所以家庭横截面无回答权数是 CFPS2020 的家庭基础设计权数与家庭无回答调整系数

的乘积。 

1.2.3  家庭横截面事后分层权数 

随着时代的变迁，研究总体、家庭样本总体不断变化，而家庭样本分裂、消亡以及调查

过程中的无回答、拒绝访问、无法联系等，导致样本总体与研究总体的结构发生变化。而 2020

年是普查年，各个总体的家户数量与七普的家户数量差异较大。因此，我们使用七普的各省

的家庭户数进行完全事后分层调整，得到个人横截面事后分层调整权数系数，进而得到家庭

横截面事后分层权数。 

1.2.4  家庭横截面极值权数 

上述权数调整会导致权数波动变大，使得估计量的方差也随之变大，降低了目标变量的

估计精度。为了使得权数波动在一个可控范围，我们使用基于权数分布的分位数的权数截取

方法（取分位数是 1%和 99%）的权数截取方法，进而得到家庭横截面的极值调整。 

1.2.5  标准化权数 

由上，同样得到家庭横截面权数包含家庭横截面无回答权数（不进行事后分层调整，但

是进行极值调整）和家庭横截面事后分层权数。 

分别对上述家庭横截面权数进行标准化，得到最终的 CFPS2020 的家庭横截面无回答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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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变量名 fswt_natcs20n）和家庭截面事后分层权数（变量名 fswtps_natcs20n）。具体的标

准化方法可以参考“个人横截面标准化权数”部分。 

二、CFPS2020 追踪权数 

因为 CFPS 的家庭是对基因成员的所在的家庭进行访问，家庭样本由于基因成员的死

亡、婚姻、迁移会发生变化，无论从人数还是结构上已经不再具有可比性，因此不再计算家

庭追踪权数。 

CFPS2020 个人追踪权数是为了研究目标总体的变动情况，其中目标总体是 CFPS2010

年的全国 25 省市的所有个人，样本总体是 2010 年个人问卷完成访问且 2020 年也完成个人

问卷访问的基因成员。因此CFPS2020追踪权数基于CFPS2010年的完访个人权数（CFPS2010

年的个人事后分层权数），并在此基础上得到 2010 到 2020 年由于样本流失导致的无回答权

数，最终得到 CFPS2020 的个人追踪权数。下面介绍 CFPS2020 个人追踪权数的计算方法。 

2.1  个人追踪设计权数 

由上，CFPS2020 个人追踪权数针对的样本总体是 CFPS2010 年完成个人问卷的个人样

本，因此 CFPS2020 年的个人追踪设计权数是个人在 CFPS2010 年的个人事后分层权数。 

2.2  个人追踪无回答权数 

以 CFPS2010 完成个人访问的样本为基础，CFPS2020 的个人访问中不可避免的存在无

回答
2
，此处仍旧基于 logistic 模型的倾向权数计算方法计算流失权数。首先将 2020 年的个

人样本分为完访样本和未完访样本，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使用的辅助变量是性别、家庭

规模、家庭中是否有 65 岁以上老人、家中住房类型、家庭中是否有 10 岁以下儿童、城乡、

婚姻状态、学历、是否在家、年龄，其中因为年龄变量的特殊性，在建模过程中年龄作为样

条函数，计算倾向流失的权数调整系数是： 

3 1 11/ (exp( ) / (1 exp( ))) = +p X X  

所以，CFPS2020 的个人追踪无回答权数就是 2010 年个人基础权数与 2020 年个人流失

权数调整系数的乘积。 

                                                   
2 我们在计算时将去世导致的无回答也视为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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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个人横截面事后分层调整权数 

随着时代的变迁，目标总体、样本总体不断变化，而样本个人的出生、死亡，以及调查

过程中的无回答、拒绝访问、无法联系等，导致样本总体与目标总体的结构发生变化。其中，

与研究目标变量相关的年龄、性别、城乡等变量的结构会发生变化，导致与全国的结构分布

不同，因此需要对最终的样本总体进行结构调整。由于我们研究的追踪总体仍旧是 2010 年

的目标总体，因此仍旧是使用 2010 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数据进行事后

分层调整。与横截面权数计算相同，使用六普的分城乡年龄性别数据进行完全事后分层调整，

即在六个抽样框中用城乡（分为城镇和乡村）、性别（分为男和女）、年龄变量（0~9、10~19、

20~29、30~39、40~49、50~59、60 岁及以上）进行完全事后分层调整，得到个人追踪事后

分层调整权数系数，进而得到个人追踪事后分层权数，即 CFPS2020 个人追踪设计权数、倾

向流失的权数调整系数的倒数与个人追踪事后分层调整权数系数的乘积。 

2.4  个人追踪极值调整权数 

与个人横截面权数相同，经过权数调整，虽然保证了样本单元加权与总体大致保持一致，

然而权数调整会导致权数波动变大，影响估计的效率，降低了目标变量的估计精度。为了使

得权数波动在一个可控范围，需要对权数进行极值调整。同样地，此处使用基于权数分布的

分位数的权数截取方法。首先，通过计算六个总体的权效应，发现仅上海市需要进行权数的

极值调整。由此，得到五个大省和一个小省的个人追踪极值权数系数。 

2.5  个人追踪标准化权数 

由上，个人追踪设计权数、无回答调整系数、事后分层权数调整系数和极值权数调整系

数的乘积，即为最终的 CFPS2020 个人追踪权数。 

同样地，个人追踪权数包含个人追踪无回答权数（不进行事后分层调整）和个人追踪事

后分层权数。对 CFPS 的个人追踪权数进行标准化，即为最终的 CFPS2020 的个人追踪标准

化权数，即 CFPS2020 个人追踪无回答权数（发布数据集中的 rswt_natpn1020n 变量）和个

人追踪事后分层权数（发布数据集中的 rswtps_natpn1020n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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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CFPS2020 个人追踪样本的权数分布 

 下面，使用 CFPS2020 个人追踪权数和个人追踪样本进行分析，由于个人追踪权数仅

针对 2010 年完访且 2020 年完访的基因成员，研究的总体仍旧是 2010 年的总体。因此我们

通过对比发现，经过个人追踪权数加权后，样本的分布在年龄、性别和城乡上与 2010 年的

25 省市近似一致，加权效果较好。 

CFPS2020 年追踪样本的年龄、性别、城乡分布与六普数据的对比，见表 5 至表 8。 

表 5 CFPS2020 样本年龄加权分布与六普分布对比表 

 样本比例 无回答权数比例 事后分层权数比例 六普比例
1 

城市 0-9男 2.51 2.34 2.5 2.5 

城市 0-9女 2.19 1.99 2.11 2.11 

城市 10-19男 2.27 3.43 3.4 3.4 

城市 10-19女 2 2.75 3.08 3.08 

城市 20-29男 2.01 2.11 4.91 4.91 

城市 20-29女 2.39 2.49 4.82 4.82 

城市 30-39男 2.73 3.43 4.62 4.62 

城市 30-39女 3.29 3.85 4.44 4.44 

城市 40-49男 3.51 3.51 4.53 4.53 

城市 40-49女 4.1 3.99 4.26 4.26 

城市 50-59男 2.98 2.93 2.94 2.94 

城市 50-59女 3.28 3.41 2.86 2.86 

城市 60-男 2.4 2.81 2.89 2.89 

城市 60-女 2.63 3.04 3.04 3.04 

乡村 0-9男 5.62 4.64 3.45 3.45 

乡村 0-9女 4.63 3.63 2.87 2.87 

乡村 10-19男 4.09 4.85 3.49 3.49 

乡村 10-19女 3.99 4.88 3.08 3.08 

乡村 20-29男 2.97 2.87 3.68 3.68 

乡村 20-29女 3.51 2.98 3.7 3.7 

乡村 30-39男 4.05 3.57 3.56 3.56 

乡村 30-39女 4.5 3.84 3.42 3.42 

乡村 40-49男 5.71 4.56 4.25 4.25 

乡村 40-49女 6.37 5.2 4.22 4.22 

乡村 50-59男 4.61 4.56 3.21 3.21 

乡村 50-59女 4.67 4.7 3.09 3.09 

乡村 60-男 3.5 3.57 3.71 3.71 

乡村 60-女 3.49 4.08 3.85 3.85 

注：数据来源于 CFPS 基线调查时所涵盖的 25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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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CFPS2020 样本年龄加权分布与六普分布对比表 

总体 分类 样本比例 无回答权数比例 事后分层权数比例 六普比例 

上海市 0-9 岁 7.61 8.61 6.2 6.2 

上海市 10-19岁 6.77 6.88 7.29 7.29 

上海市 20-29岁 11.22 11.3 22.55 22.55 

上海市 30-39岁 14.1 10.48 17.59 17.59 

上海市 40-49岁 15.31 12.91 15.98 15.98 

上海市 50-59岁 23.56 23.54 15.32 15.32 

上海市 60-岁 21.43 26.28 15.07 15.07 

辽宁省 0-9 岁 9.91 9.07 7.26 7.26 

辽宁省 10-19岁 9.97 13.56 9.91 9.91 

辽宁省 20-29岁 10.55 9.6 15.33 15.33 

辽宁省 30-39岁 15.22 14.26 15.99 15.99 

辽宁省 40-49岁 20.81 17.5 19.26 19.26 

辽宁省 50-59岁 19.48 20.01 16.82 16.82 

辽宁省 60-岁 14.06 15.99 15.43 15.43 

河南省 0-9 岁 18.14 15.24 14.45 14.45 

河南省 10-19岁 12.64 18.2 14.44 14.44 

河南省 20-29岁 11.19 10.53 16.74 16.74 

河南省 30-39岁 13.02 11.89 14.22 14.22 

河南省 40-49岁 18.74 18.01 16.16 16.16 

河南省 50-59岁 12.98 12.88 11.27 11.27 

河南省 60-岁 13.28 13.26 12.73 12.73 

甘肃省 0-9 岁 15.82 11.99 11.09 11.09 

甘肃省 10-19岁 14.8 16.62 16.6 16.6 

甘肃省 20-29岁 10.87 10.92 15.66 15.66 

甘肃省 30-39岁 14.9 16.02 15.58 15.58 

甘肃省 40-49岁 21.39 21.43 18.39 18.39 

甘肃省 50-59岁 12.82 13.04 10.25 10.25 

甘肃省 60-岁 9.4 9.97 12.44 12.44 

广东省 0-9 岁 18.72 13.39 10.34 10.34 

广东省 10-19岁 16.73 19.24 16.11 16.11 

广东省 20-29岁 10.09 10.74 21.95 21.95 

广东省 30-39岁 11.55 11.08 17.7 17.7 

广东省 40-49岁 19.3 17.96 15.25 15.25 

广东省 50-59岁 13 13.43 8.91 8.91 

广东省 60-岁 10.61 14.16 9.73 9.73 

25省
1 

0-9 岁 14.94 12.6 10.93 10.93 

25 省 10-19岁 12.35 15.91 13.05 13.05 

25 省 20-29岁 10.88 10.45 17.12 17.12 

25 省 30-39岁 14.57 14.69 16.04 16.04 

25 省 40-49岁 19.69 17.26 17.27 17.27 

25 省 50-59岁 15.54 15.6 12.1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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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省 60-岁 12.02 13.5 13.49 13.49 

注：此处 25省指的是 CFPS基线调查时所涵盖的 25省市 

 

表 7  CFPS2020 样本性别加权分布与六普分布对比表 

总体 分类 样本比例 无回答权数比例 事后分层权数比例 六普比例 

上海市 男性 49.72 46.81 51.5 51.5 

上海市 女性 50.28 53.19 48.5 48.5 

辽宁省 男性 44.78 48.81 50.63 50.63 

辽宁省 女性 55.22 51.19 49.37 49.37 

河南省 男性 49.05 48.87 50.51 50.51 

河南省 女性 50.95 51.13 49.49 49.49 

甘肃省 男性 50.55 51.74 51.08 51.08 

甘肃省 女性 49.45 48.26 48.92 48.92 

广东省 男性 50.61 49.21 52.15 52.15 

广东省 女性 49.39 50.79 47.85 47.85 

25省
1 

男性 48.96 49.18 51.16 51.16 

25省 女性 51.04 50.82 48.84 48.84 

注：此处 25省指的是 CFPS基线调查时所涵盖的 25省市 

 

    表 8  CFPS2020 样本城乡加权分布与六普分布对比表 

总体 分类 样本比例 无回答权数比例 事后分层权数比例 六普比例 

上海市 城市 77.64 78.44 89.3 89.3 

上海市 乡村 22.36 21.56 10.7 10.7 

辽宁省 城市 47.09 56.31 62.15 62.15 

辽宁省 乡村 52.91 43.69 37.85 37.85 

河南省 城市 35.69 35.25 38.52 38.52 

河南省 乡村 64.31 64.75 61.48 61.48 

甘肃省 城市 13.29 24.89 35.94 35.94 

甘肃省 乡村 86.71 75.11 64.06 64.06 

广东省 城市 49.74 56.92 66.17 66.17 

广东省 乡村 50.26 43.08 33.83 33.83 

25 省
1 

城市 38.29 42.07 50.4 50.4 

25 省 乡村 61.71 57.93 49.6 49.6 

注：此处 25省指的是 CFPS基线调查时所涵盖的 25省市 

 

由表 5 至 表 8 可知，经过加权调整，尤其是事后分层调整后，样本的年龄、性别、城

乡分布与六普更为接近，估计精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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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CFPS2020 的权数使用 

CFPS2020 年包含横截面权数和追踪权数，其中横截面权数包含个人截面权数和家庭截

面权数，追踪权数包含个人追踪权数。其中个人截面权数包含个人截面无回答权数

（rswt_natcs20n）和个人截面事后分层权数（rswtps_natcs20n），家庭截面权数包含家庭截面

无回答权数（fswt_natcs20n）和家庭截面事后分层权数（fswtps_natcs20n），个人追踪权数包

含个人追踪无回答权数（rswt_natpn1020n）和个人追踪事后分层权数（rswtps_natpn1020n）。 

在研究中，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选取不同的权数。其中 CFPS2020 年家庭横截面

权数是为了估计 2020 年的全国家庭总体情况，例如 2020 年的全国家庭住房拥有率等。

CFPS2020 年个人横截面权数是为了估计 2020 年的全国个人总体情况，例如 2020 年全国离

婚率等。2020 年个人追踪权数是为了分析 2010 年到 2020 年个人的变动情况，2020 年 CFPS

数据库可以研究 2010、2012、2014、2016 和 2018 年的个体变动情况，也可以研究 2010 年、

2020 年两年的个体的变动情况，当然可以研究任意两年或多年的个体情况，但是需要注意

CFPS2020 的个人追踪权数仅是针对 2010 年完访的且在 2020 年也完成访问的个人，若部分

调查年没有数据，可以视为缺失数据，按照缺失数据的分析方法进行插补、删除或加权调整。

例如研究 2010 年到 2018 年的 5 年的婚姻变动情况，若其中 2012 年没有完成访问，可以根

据 2010 和 2014 的婚姻数据或 2012 年的家庭成员数据或 2012 年家中其他人员的数据等进

行插补后，再进行纵向分析。根据 CFPS 的研究目的，CFPS 无法分析其他轮次与 2020 年的

面板数据（如 2012、2016 和 2020）。 

CFPS2020 年的权数包含无回答权数和事后分层权数，建议在研究中使用事后分层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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