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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追踪调查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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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 本文以 ＰＳ ＩＤ 、 ＧＳＯＥＰ 、 ＢＨＰＳ 、 ＥＨＣＰ 、 ＮＩＤＳ 的 官方文本及相 关研究为对象 ，

分析 了 调查前期设计和执行过程的 经验及问题 ， 以期对改进调 查方法提供借鉴 。 研究发现 ， 两年

一轮的调查 间 隔和
“

交替核心
”

问题的设置有助 于实现成本节约和数据连续性之间 的平衡 ；
调 查完

整性的需求推动调查对象转向年龄段的全覆盖 ， 问卷模块增加的 同 时访 问 时间有所延长 ； 家庭数

据的数量和复杂性强化 了 对 ＣＡＰＩ 系统依赖性 ， 丰富 了质量评估的工具和手段 ； 完全标准化的跨

国联合调查难以 实现 ， 但逐步 引入标准 问题模块的方式值得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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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 ＩＤ ） （ 李 唯君 ，

当前 ，
全球主要的 大型社会调查有两种调查１ ９９ ６

）
，
其后德国 、 英国 、 中 国和 中 国香港等地

方式 ：

一

是横向调查，每次调查样本量基本一致，开展的调查都吸收了美国收入动态追踪调查的
但调查对象不同；二是纵向调查，连续多次对同设计思路。
一调查对象进行追踪调查。前者产生的截面数据尽管世界上已经存在一些相对成熟的家庭适用于描述分析，进行区域和国际纵向比较；纵追踪调查，但总体来说国内的家庭追踪调查仍
向调查适用于因果关系的研究（任强等，２０１１），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尚没有一个项目完成了整可以有效解决样本个体的内生性问题，同时对于个追踪过程，最早的项目追踪期也仅为１７年，
生命历程分析和事件历史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缺乏完整的追踪经验成为制约国内家庭追踪调
由于横向调查每次调查的样本不同，难以实现对查质量的重要因素 （风笑天，２００６；梁玉成，
同
一对象的连续追踪，样本结构也存在或多或少２０１４）。同时，目前有关国外家庭追踪调查的文

的差异，因此纵向调查（追踪调查）逐步成为研章，仅限于部分调查的简单回顾（谢宇等，２０１４；
究者关注的重点。早期纵向调查以追踪个体为吴晓刚，２０１４）、问卷主要模块的简述（许庆红，
主，如美国老年追踪调查和青少年追踪调查，以２０１２）、样本追踪规则和维护策略、样本流失和
特定年龄段或其他特征的人群作为调查对象。相维护的影响因素 （吕萍等，２０１５）等问题。因
较于个体追踪调查而言，家庭追踪调查补充了家此，对国外家庭追踪调查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
庭层次的信息，经验资料更加丰富，研究视角更性研究极为必要，既有改善调查质量的现实意
加多元化，更加重视家庭因素对个体发展的影义，也有发展本土社会研究方法的理论价值，
响。以家庭为单位的纵向调查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有助于延展追踪调查相关的研究主题和未来
１９６８年发起的美国收入动态追踪调查（Ｐａｎｅ丨方向。
？６０？调研世界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