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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快

速推进，我国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

研究也呈现出鲜明的国际化特点。

一方面作为重要的转型国家，中国

的“三农”问题引发了国际学术界

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另一方面更多

国内学者的研究开始走向国际，在

国际学术界作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

献，传统的农业经济研究方法迅速

被基于规范调研的大样本微观数据

为基础的现代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

济分析方法所取代。因此，为了全

面、科学地开展中国农林经济管理

学科相关问题的研究，迫切需要大

样本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库的支撑。

国内在相关数据库建设方面已取得

了一定成绩，但“三农”问题研究

还不能得到数据库数据的全面支

撑。从已有数据库建设情况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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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库建设
及其应用研究

微观数据是进行科学研究和探索宏观问题的基础。本项

目通过规范的方法和技术，建设了一个能全方位满足农

业农村研究的动态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的研究系

统刻画了中国农村的现状及演变情况，构建了中国农村

问题研究的一个基准线。

多数调查仅聚焦于农村家庭相关问题的某一或某几个方面，而不同数据库

之间存在条块分割的遗憾，尚未有一项调查能系统全面地反映中国“三

农”问题的基本情况。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农村家庭是农村社区的基本

组织单位，它不仅是农村区域消费与需求的基本单元，还是生产要素的供

给侧所在单元。因此，农村家庭调查和数据库建设是“三农”研究的一项

基础性工作。本项目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1）形成了一套规范科学、适应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数据库建设技术，建

成了一个具有独特价值的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库。在中国农村家庭调查

的抽样框建设、家庭抽样、实地调查、质量控制等方面形成了科学、规范

的方法和技术，建设了一个能全方位满足农业农村研究的数据库。该数据

库不仅包含了具有全国、省级城市代表性的居住在农村的家庭样本，还包

含了居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家庭样本，为系统研究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的相关

问题提供了全面的数据支撑。

（2）系统刻画了我国农村家庭的现状及演变情况，建立了中国农村问题研

究的基准线（base line）。本项目将社会多维度的信息在微观层面上通过

农村家庭关联在一起，记录了我国

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资

源环境等各个维度的发展历程，刻

画了我国农村家庭全方位的变迁，

探究了各类社会问题的内在机制，

从因果关系上解释和预测了中国农

村社会的发展变化，从而为中国农

村问题研究建立了基准线。

（3）以大样本数据分析为基础，

形成了若干具有新意的研究结论，

如：农村性别失衡现象日趋严重，

0-4岁少儿男女性别比例已达122：

100，尤其是当第一胎是女孩时第

二 胎 的 男 女 性 别 比 达 到 了

194.3:100；农村大龄未婚人口比

例逐渐上升，目前“剩男”是“剩

女”的4倍以上；农村收入不均日

渐严重，收入最高的20%家庭占所

有家庭总收入的53%；新生代农民

工劳动供给时间明显下降，加剧了

人口红利下降速度；农民工家庭

“离农”趋势十分明显，农地流转

与规模化速度加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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