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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据质量评估与调整

人口数据误差的类型

1.抽样误差

抽样误差（ sampling error）主要指样本设计与样本规模的选择本身，
以及变量本身的随机波动性等原因造成的误差。

2.系统误差

• 结构性 误差 。例如， 只能搜集调查时点存活者的现状与历史数据，无法

搜集调查时点前已经死亡者的详细数据。

• 覆盖面误差 。一般 主要指人口普查未能收集到全体人口的数据资料。在

抽样调查中，也可能遗漏整个局部地区或整个局部人群（组），有的流动
或出差人口又可能同被原住地与流动或出差地重复登记。

• 申报 内容 误差 。 主要有年龄误报、人口事件（如婚姻、婚姻解体、生育

避孕、流产、迁移、死亡等）数的漏报、人口事件发生时间的误报、性生
活频率及收入等较为敏感问题申报的不实等。

• 数据录入误差



年龄申报误差及其评估指标与方法

年龄申报误差来源及类型：

数字偏好（digit preference）； “年龄堆积”（age heaping）。

孟加拉国1974年以及0与5结尾的年龄堆积现象



孟加拉国1974年5岁分组年龄构成
（以0与5岁结尾的年龄堆积现象基本消失）



完全 年龄 (completed age) ： 也 称为上一次生日的 年龄 (age

last birthday)。

虚岁年龄：实际X周岁的人可能被申报为虚岁X+1岁，甚至x+2。但
是，由于东方人对出生年月记得十分清楚，如果在普查或调查中询
问出生年月与其它人口事件发生年月，而不是询问年龄，这种虚岁
误报现象即可避免。

由于某些原因，一些人倾向于虚报自己的年龄。例如，在尊敬老人
的社会里，人们以高龄为荣，因而夸大年龄。

例如，我国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给出全国百岁以上老人中，一半

以上在新疆。这显然与新疆的少数民族老人夸大年龄有关。



年龄申报质量：玛叶指数（Myer’s index）

示例：我国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无锡男性人口玛叶指数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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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叶指数计算步骤（上表）

• 第二列第一个数字是10岁及10岁以上，年龄以0结尾的人数，即10，20，30，…90
岁的人数之和；第二列第二个数字是10岁以上，年龄以1结尾的人数，即11，21，
31，…91岁人数之和；…；

• 第四列第一个数字是20岁及20岁以上，年龄以0结尾的人数，即20，30，40，…，
90岁人数之和；…；第四列第10个数字是20岁以上，年龄以9结尾的人数，即29，
39，…，99岁人数之和。

• 第三、五列分别是第二、四列各数的权数。
• 第六列是2、4列的加权数求和，第七列是第六列各数字占该列总数的百分比。

• 如果人口的年龄申报绝对准确，且人口年龄构成未受到过去年份不正常的出生率、
死亡率与迁移率大起大落的影响，第七列各数字应十分接近于10%。与10%差异越
大，说明年龄申报越不准确（当然也包含过去年份出生、死亡或迁移大起大落的
影响），

• 第八列给出的是第七列各数与10%之差的绝对值。

• 第八列的和除以2即为玛叶指数。显然玛叶指数的取值范围是0至90。

• 当玛叶指数为0时，表示年龄数据不但无任何误报堆积现象，而且完全符合关于生
育、死亡、迁移在过去很长时期内稳定不变，无不规则波动的理论假设。

• 当玛叶指数为90时，说明所有人都申报为以同一数字结尾的年龄，这当然是不可
能出现的。

• 一般来说，玛叶指数小于10的人口年龄申报质量较好；玛叶指数大于20的人口年
龄申报质量被认为很差，是不可接受的，必须予以调整后才能使用。而玛叶指数
在10到20之间被认为基本可以接受，其五岁组年龄数据是可用的，但单岁年龄数
据则不一定完全可用。



年龄申报质量：韦伯指数（Whipple’s index）

• 目的：为量测这种对以0与5结尾的年龄偏好与堆积而设计的。

• 只利用23至62岁的年龄数字来计算韦伯指数。

• 如果一个人口的年龄构造不受过去年份生育、死亡、迁移大起大落影
响；当没有任何0岁与5岁的年龄偏好造成的堆积时，韦伯指数应为
100。当所有人都申报以0或5结尾的年龄时，韦伯指数为500。

联合国关于年龄申报质量的评价标准

质量
很准确
较准确
大致合格
较差

韦伯指数

<105

105—110
110—125
125—175
>175很差



玛叶指数与韦伯指数优点：

• 清楚明了，易于计算，便于比较

玛叶指数与韦伯指数缺点：

• 当人口年龄构成受到过去生育高峰、战争、灾荒或迁移高
峰影响时，玛叶指数值会受到影响而不能客观反映年龄申
报的准确程度。



判别人口事件数的漏报及事件

• 人口事件数的漏 报

ü 年老妇女漏报曾生子女数相对严重。他们往往有意或无意遗忘已经
死亡或已经离家独立生活，特别是在外地的子女。

ü 由于重男轻女观念及计划生育影响，出现女孩漏报，致使出生性别
比过高。

• 人口事件发生时间的错报

ü 错报人口事件发生时间可能因为被调查者记忆不清或与其它事件发
生时间混淆而造成。若问：“您什么时候生第一个孩子？”有的妇
女回答“5年以前”。而5年以前可能是5年多甚至6、7年，或不到5

年，甚至4年，被调查者估摸着“大约是5年吧”。因此，这个问题
应改为“您是何年何月生第一个孩子的？”，以避免上述误差。



评估人口普查数据质量

1.人口分析法（demographic analysis）。

• 普查数据本身的内部一致性检验；

• 例如：男性有配偶总人数应等于女性有配偶总人数；普查时点前一年
内出生的人数减去前一年内0岁死亡人数应等于登记到的0岁人数；甲

地迁往乙地的人数应等于乙地从甲地迁入的人数；

• 与按人口分析得到的期望值的比较；

•例如：1990年粗出生率不会比1988年大幅度下降，如果实际上得到了

这种大幅度下降的粗出生率，可能出现了漏报瞒报出生数。

• 与其他来源数据的比 较



评估人口普查数据质量

2.事后质量抽查（post enumeration sampling）

3.匹配研究（Matching study）

登记了户籍 未登记户籍

普查时被登记 C N2

X普查时未被登记 N1

实际总人数（或事件数）N=C+N +N +X
1 2

普查登记的完整率=（C+N ）/N
2

户籍（或事后抽查）登记的完整率=（C+N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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