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报告·民生·2011>>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报告·民生·2011>>

13位ISBN编号：9787301185483

10位ISBN编号：7301185480

出版时间：2011-3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页数：385

字数：379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报告·民生·2011>>

内容概要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编著的《中国报告(2011民生)》从五个方面：经济活动与生活水
平、教育水平与教育投入、生活与健康、社会交往与生活安排、社会信心与社会融合，对中国社会进
行了调查，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城乡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结果具权威性，对了解中国社会，制定政
策都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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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是隶属北京大学的科研、教学、培训实体，以搜集、
整理、集成社会科学研究数据为目的；为社会科学教学和科研提供平台；为国家政策制定和改善提供
依据。
　　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跟踪调
查数据平台。
CFPS项目受国家&ldquo;985工程&rdquo;支持，由iSSS执行，试图通过搜集社区、家庭、个人三层次的
追踪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教育、健康和人口的变迁。
　　CFPS采用计算机辅助调查（CAPI）和CAPI网络管理系统，通过环节控制保证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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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所发生的变化用任何积极的形容词来表述都不为过。
形容词的优势在于可以让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这个优势同时也是劣势，那就是，每个人想
象的内容不可比较。
没有比较，就难以看出系统性变化。
如果要看出系统性变化，就需要基于一定标准的跟踪调查数据。
非常遗憾的是，对发生在中国的这场人类历史上巨大的变化，至今为止，尚没有系统的、可供比较的
、基于家庭和个体层次的跟踪数据。
　　没有基于家庭和个体层次的跟踪数据，就很难知道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健康习惯、教育
期望、交往模式、职业状态等等如何变化，更难知道影响变化的因素。
没有跟踪数据，就难以获得有效的因果关系模型；没有因果关系模型，就难以对未来可能的变迁做出
预测，无法为未来的变化做好准备。
　　北京大学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看到了基础性数据积累的重要性，尤其看到了跟踪调查数据的重要
性，早在1995年就有进行全国范围调查的设想，囿于当时经费短缺，没有进入实际操作。
　　2004年北京大学在进行国家&ldquo;985工程&rdquo;第二期设计时，有四个社会科学院系同时提出
了建立全国性调查数据库的设想。
　　为整合资源，2005年7月11日，时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的林建华教授会同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在香山饭店组织召开了有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各院系专家和负责人以及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和密西根
大学李中清教授参加的会议。
经过一天的讨论，达成共识，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并委托时任中国经济研究中
心（后改为国家发展研究院）主任的林毅夫教授和时任社会学系主任的马戎教授立即展开筹备工作。
　　经过半年积极的工作，筹备组于2005年12月初形成了《关于建立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所并进行
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的报告（初稿）》。
这份初稿由社会科学部组织，进行了广泛的意见征集，收到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
2005年12月28日，美国密西根大学谢宇教授到访北京时顺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时任系主任的马戎教
授召集筹备组部分成员与谢宇教授座谈，谢宇教授介绍了密西根大学的PSID（美国家庭收入动态调查
），也建议进行家庭跟踪调杏。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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