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筛选出 万 占调查人口的 在 万人

中定性的残疾人为 万 占调查人口的 ∀

2 4 2 受筛选方式影响  目前有两种调查方式 ≠医

学调查方式 由调查员按各类可疑残疾人的判断标准

与被调查户的每个人见面 ∀这种筛选方式要求较高的

见面率 不易做到 样本量不宜过大 ∀ 年全国残

疾人调查的筛选方法是医学调查方式 ∀在 万人口

调查中 见面率高达 这是我国调查史上的创

举 如此高的见面率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人口调查

方式 由调查员向被调查户的人问几个问题 对大样本

可考虑这种筛选方式 ∀

2 4 3 受专业性调查特点影响  残疾人调查需要有

一定医学常识的调查员和各专业医生 成本高 工作量

大 ∀如没有训练有素的调查员从事入户筛选工作 就

会漏登可疑残疾人 影响定性残疾人数量 产生残疾人

漏登的系统偏差 ∀大样本需要的调查员数量多 但具

备大量素质高的调查员较困难 ∀另外 调查员数量多

会影响培训效果 最终影响调查质量 ∀这种专业性较

强的调查不能采用太大的样本量 ∀

考虑到上述各种因素 必须权衡全国残疾人调查

的样本量 ∀

3 历史调查数据分析利用

全国 年残疾人抽样调查确定全国样本量为

万人 ∀除青海 !宁夏调查 万 西藏调查 人

以外 多数省 !自治区 !直辖市调查 ) 万人 人口大

的省达到 多万 ∀这次调查是否保持 年的样本

量或再增加些样本量还需要详细的科学论证 ∀

建议今后抽样调查中 增加第一级抽样单位 即县

级单位的个数 并用 年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库

对 年残疾人抽样调查的省级代表性进行进一步

分析 为制定新的抽样方案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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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抽样调查的历程

年 月 民政部向国务院相关部 !委 !局 !办

建议 !协商在全国范围开展一次残疾人抽样调查 很快

得到国家计委 !国家统计局 !卫生部 !公安部以及国务

院第三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等部门的积极支持 并同

意参与 ∀

年 月 国务院批准了由民政部牵头会同国

家统计局 !卫生部 !国家计委等九个部门5关于对全国

残疾人进行一次抽样调查的报告6 ∀又经国务院批准

由民政部 !国家统计局 !卫生部 !国家计委 !公安部 !教

育部 !财政部 !国务院第三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 !中国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等十个部门

组成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室 为此

次调查的临时机构 行政事务由民政部代管 ∀

年 月 确定视力 !听力 !肢体 !智力四类残

疾标准 ∀

  年 ) 月 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办公室

作者单位 北京市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作者简介 姚景川

2 男 四川通江县人 主要从事残疾人事业数据统计工作 ∀

成员分两组 分别在北京市崇文区龙潭街道办事处和

通县 今通州区 张家湾乡进行了残疾人抽样调查和残

疾儿童调查的试点工作 ∀事后进行了认真总结 ∀

年 月 由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办公室和卫

生部医政司召集全国 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

查协作组开会 专门讨论制订精神残疾的定义和分级

标准 由四类残疾调查变为五类残疾调查 ∀

年 月 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开会

专门讨论5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方案6 ∀ 月底至 月

初 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办公室大部分成员赴湖北省

襄樊市市区和保靖县黄化乡进行了第二次抽样调查的

试点工作 ∀此次试点取得了成功 拟定了全国残调规

范化的方式 !步骤 并确定调查过程中的相关要求 ∀

年 月 国务院下发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

全国范围内进行残疾人抽样调查的通知6 国办发

≈ 号 ∀

年 月 日零时 即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

调查标准时间 全国的抽样调查工作正式全面展开 历

时 天 ∀

年 月 经国务院批准 全国残疾人抽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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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领导小组向全国发布5关于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

要数据公报6 ∀发布5公告6的数据是手工汇总的主要

数据 ∀

在手工汇总的同时 全面机器汇总也在进行之中 ∀

年 月 日 国务院批准5关于撤消残疾人

抽样调查机构的通知6 由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

组发文 ∀

2 样本量及抽样方法

根据人口学与概率论的原理 经国内人口学专家

和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专家的论证 此次抽样调查的样

本量设计总数在 ) 万人口之间为宜 ∀依照当

时国民经济发展及医疗卫生状况 样本量设计为

万人 全国为一个总体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为分

总体 采用分层 !分级 !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 ∀

2 1 分层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根据各自的自然 !

地貌 !经济与文化状况 !流行病和地方病等诸多因素分

层 ∀按照此原则 全国共分 个层 以达到层内各县

级差异性小 !层与层之间差异性大的要求 ∀

2 2 分级  按照分配给各省的样本量和省内各层的

人口数 随机等距整群三级抽样 ∀

一级抽样 个县 市 !区 其中县 个 !市 !

区 个 ∀

二级抽样 个乡 镇 !街道 其中乡

个 !镇 个 !街道 个 ∀

三级抽样 个村 居 委会 其中村委会

个 !居委会 个 ∀

三级抽样结果共有 个整群 每个整群

人左右 其效果排除了主观因素 抽取的样本单位分布

比较均匀 对全国和各省都有一定的代表性 ∀

3 抽样调查人员构成

每个抽样调查队共 人 其人员的构成如下 ≠

正队长 人 副队长 人 负责调查筛选与医疗诊断 !

定残评级 调查员 人 人 组共分 组 具备

年以上临床经验的眼科 !耳科 !骨 外 科 !神经科 !精神

科和小儿科专科医生各 名 共 人 ≈统计员 人 ∀

全国共组建 个调查队 有 名工作人

员 ∀参与陪调和协助调查工作的各级政府干部及社会

志愿工作者共计 万多人 ∀

4 调查步骤

按照调查底册的次序 组调查员分别入户登记

填写5住户登记表6 然后依照5筛查表6的内容逐人逐

项询问 !检查 筛查出可疑残疾人 填写5交接清单6 ∀

负责医务的副队长将5清单6分配给各科医生 医生拿

着5清单6再次进入有可疑残疾人的户中 对筛查出的

可疑残疾人进行定残评级 填写5残疾人登记表6 ∀

统计员对调查员 !医生填写的表进行统计汇总 ∀

晚上 正队长召集全队总结一天的工作 布置第二天的

工作及任务 ∀

5 抽样调查样本量与质量控制

此次调查 实际调查人数 人 占全国人

口总数的 ϕ 实际调查户数 户 入户调查

见面人数 人 见面率 筛查出可疑残

疾人 人 占调查人数的 调查确定残

疾人 人 占调查人数的 其中 ≠ 视力残

疾 人 占 ϕ 听力语言残疾 人

占 ϕ ≈ 智力残疾 人 占 ϕ …肢体

残疾 人 占 ϕ 精神残疾 人 占

ϕ 综合残疾 人 占 ϕ 调查有残

疾人的户数为 户 占调查总户数的 ∀

此次抽样调查的质量控制为 相对误差 抽

样精度 设计抽样精度 ∀

6 抽样调查表格设计

6 1 调查主表 ≠ 5住户调查登记表6 对家庭的每个

成员进行筛查 调查内容有 姓名 !与户主关系 !性别 !

出生日期和年龄 !民族 !户口登记状况 !文化程度 !行

业 !职业 !不在业状况 !婚姻状况和定性结果等 大

项 5残疾人调查登记表6 被调查员筛查出的可疑残

疾人被专科医生确定为残疾人后填写此表 其主要内

容有 残疾类别 !残疾等级 !致残年龄 !残疾原因 !需要

何种康复 !现有何种辅助器 !经济来源 !本人要求 !现在

何种学校学习 !学习能力 !生活能力 !活动能力 !交往能

力 !劳动能力等 大项 ∀

6 2 调查辅表  如残疾人筛查表 !调查底册 !手工过

录表 !机器过录表 !质量抽查表 !交接清单等有 种 ∀

7 抽样调查数据处理与汇总

年的残疾人抽样调查全部数据统计由国家

计算中心承办 年 月出结果 共 张表格

多万个字符 编辑为 部总册和 部分册 ∀总

册题名为5中国一九八七年残疾人抽样调查资料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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