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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调查：2009》是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成立以后的第一份公开出版的成果。
作为“211工程”第三期校内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总体目标是将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建
设成为两个平台：为校内各学科的教学和科研提供相关调查资料的公共服务平台；为上海、长三角地
区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决策咨询的公共服务平台。
中心的主要功能是：综合运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大规模的定量调查和统计分析，
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决策提供第一手的调查数据、分析资料；积极推进上海大学校内外
的社会科学跨学科合作，构建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的高层次学术交流与技术培训的重要基地，不断提
升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的智库作用。
　　2007年，上海大学与北京大学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对上海城乡家庭进行长达10年的中国家庭动态
追踪调查（CFPS）。
于2008年5-8月在上海市进行的测试调查，运用PPS抽样方法首先抽取了浦东、黄浦、闸北、杨浦、长
宁、嘉定、松江和崇明8个区（县），在所抽取的每个区（县）中随机抽取4个居委会（村委会），每
个居委会（村委会）随机抽取25户家庭，对抽取的每个家庭的所有同住家庭成员进行面对面的入户访
问。
总共获得31份村居问卷、774份家庭问卷、16岁以下少年儿童问卷232份、16岁以上的成人问卷1770份。
获得有效问卷总数为2 807份。
　　《上海调查：2009》主要根据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2008年上海测试调查的成人问卷、儿童问卷
和家庭问卷三类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分十三个专题重点就城乡居民的家庭与婚姻、经济收入与支
出、住房状况、日常生活、健康、社会态度、青少年、女性、老年人、低收入家庭的经济社会生活、
外来人口的基本状况、外来农民工与本地户籍人口的比较和社会阶层的状况与认识等问题进行了初步
的分析和解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上海调查2009>>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根据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2008年上海测试调查的成人问卷、儿童问卷和家庭问卷三类数据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分十三个专题重点就城乡居民的家庭与婚姻、经济收入与支出、住房状况、日常
生活、健康、社会态度、青少年、女性、老年人、低收入家庭的经济社会生活、外来人口的基本状况
、外来农民工与本地户籍人口的比较和社会阶层的状况与认识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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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可以看到这个群体主要由正在上学的同学构成，男女性别比例比较均衡，都以上大学为目标，经
济条件良好，没有不良习惯。
　　通过性别的T检验发现，和男孩相比，女孩更倾向与同性交往，女孩的女性朋友平均为10.3个，男
性朋友仅为1.6个，而男孩的同龄朋友中无性别差异；女孩更倾向于和自己曾经同班级的朋友交往，平
均交往人数为11.5个，男孩平均为8个；女孩的朋友中上大学或打算上大学的人数也更多，平均为12.9
个，男孩平均为7.1个。
　　用是否独生子女做T检验发现，和独生子女相比，非独生子女各个特征的朋友都要更多，说明非
独生子女有着更广泛的交际。
非独生子女的兄弟姐妹本身就为他们拓展了同龄交往的空间，而相对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也让非独生
子女接触经济困难、已经工作的同龄朋友的机会有所增加。
　　与户口的交互分析则表明，非上海户口和农业户口的孩子，他们的经济困难的朋友比上海户口和
非农户口的孩子都相对多一些。
这也许是交往的同质性原理在孩子的交往模式中的反映：拥有上海户口和非农户口的孩子，其家庭经
济水平相对高，他们的交往圈子中更多的是和自己家庭经济水平相近的孩子。
然而用家庭年收入分组和拥有经济困难的朋友数量所做的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孩子的经济困难的朋
友的多少与家庭经济状况无关。
户口代表家庭经济水平的假设的不成立推动了另一种解释：户口代表着身份认同的差别，非上海户口
和农村户口的孩子即使家庭经济条件不错，但是也会有非上海人和非城市人的“弱势”感觉，在交往
对象上会不自觉地选择和自己同样“弱势”的个体。
　　五、超过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儿童有过如去KTV唱歌、喝酒、抽烟、谈恋爱等敏感行为；已有行为
中比例最高的是去KTV唱歌和喝酒，前种行为女孩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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