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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质量控制概述



质量控制是在人口普查过程中采取的

一系列技术和组织措施，旨在确保数

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一致性。

通过质量控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

普查数据中的错误和遗漏，提高数据

的质量和可靠性，为政府决策和社会

经济发展提供准确的人口信息支持。

质量控制定义与目的

目的

定义



    

质量控制重要性

保证数据准确性

质量控制是确保人口普查数据准确性的

重要手段，只有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

才能有效地避免数据误差和偏差。

提高数据可靠性

通过质量控制，可以对普查数据进行

多次审核和校验，从而提高数据的可

靠性和稳定性。

保障政府决策

人口普查数据是政府制定各项政策的

重要依据，质量控制的好坏直接关系

到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质量控制应贯穿于人口普查的全过程，包

括普查准备、现场登记、数据审核和汇总

等各个环节。

全程控制原则

质量控制应遵循科学规范的原则，采用先

进的技术手段和方法，确保数据处理的准

确性和规范性。

科学规范原则

在质量控制过程中，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

则，客观反映实际情况，不夸大、不缩小

、不隐瞒普查数据中的问题和矛盾。

实事求是原则

质量控制应实行分级负责的原则，各级普查

机构应明确职责分工，建立健全质量控制责

任制。

分级负责原则

质量控制原则



02 人口普查质量控制体系



国家级质量控制组

负责制定全国人口普查的质量控

制方案和标准，监督、检查各地

区的质量控制工作。

省级质量控制组

负责贯彻落实国家质量控制方案，

组织、指导本地区的质量控制工

作，汇总、上报本地区的质量控

制数据。

基层质量控制组

负责具体实施质量控制工作，包

括数据采集、审核、校验等环节，

确保数据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质量控制组织架构



制定质量控制方案

建立质量控制制度

实施质量控制培训

开展质量控制检查

质量控制流程与制度

明确质量控制的目标、内容、

方法、标准和要求等。

对参与人口普查的工作人员进行

全面、系统的质量控制培训，提

高其质量控制意识和技能。

包括数据采集、审核、校验、

反馈、修正等环节的具体规定

和操作流程。

定期对各地区的质量控制工作

进行检查和评估，及时发现问

题并督促整改。



包括登记人数、性别、年龄等关键指
标的准确率。

准确性指标 完整性指标

一致性指标 及时性指标

反映普查表各项目的填写完整情况，
如住房情况、婚姻状况等。

比较不同来源或不同时间段的数据，
检查其一致性，如户籍人口与常住人
口的数据比对。

反映普查工作的进度和效率，如入户
登记时间、数据上报时间等。

质量控制指标体系



03
人口普查数据采集阶段质
量控制



03

准备采集工具和设备

根据采集需要，准备相应的数据采集工具和设备，如普查表、

笔、纸、电子采集设备等，确保采集工作顺利进行。

01

制定详细的数据采集计划

明确采集目标、范围、时间和人员分工，确保采集工作有序进

行。

02

开展普查员培训

对普查员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包括普查方案、指标解释、

填报要求等，提高普查员的业务水平和责任意识。

采集前准备工作质量控制



实行现场核实和复查
对于关键数据或存疑数据，普查员应进行现场核实和复查，确保数
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建立数据采集质量控制机制
通过设立质量控制岗位、建立数据审核和抽查制度等，对数据采集
过程进行全面监控和管理。

严格按照普查方案执行
普查员在采集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普查方案的要求进行，不得随意
更改或遗漏指标。

采集过程中质量控制措施



A B C D

采集后数据审核与校验

数据完整性审核

检查采集的数据是否完整，有无遗漏或重复。

数据准确性校验

通过与其他数据来源进行比对，验证采集数据的准确性

。

数据逻辑性审核

检查数据之间是否存在逻辑矛盾或不合理之处。

数据质量评估

对采集的数据进行质量评估，分析数据质量存在的问题

和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



04
人口普查数据处理阶段质
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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