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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书是基于 1995-2∞4 年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基础上、具有科学研究拾佳的学术著

作，它不只是一般备查的工具书。本书向读者展示了在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改革过程中，人们的现

念、行为等方面的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变革中的政治与社会、政府与公共政策等

方面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筐。

::It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是由北京大学中国自情研究中在设计并实撞调查的，是盟内外知

名的模率抽样调查之一。这个项目自 1995 年开始，每年组织调查一次。十多年来，通过严格的科

学原翔和程序，采集蛋了丰富的数据资料。它不仅对于北京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研究具有重要

的份擅，商且对于国家

j立t京大学中国国情磅究中心刽建于 1凹98邸8 年，是一个多学科

事当代中国问题的实证研究，特另黠号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囡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实证研究。十

多年来，中心露了进行有关专题项目研究，召开各种菌际、国内学术研讨会，举办有关抽样摆查理

论与实际操作技能的各种类型训练班之外，还在全匮莲围内与政府有关部门和科研提构合作进行

插样问卷调查。剖如，与中宣部宣教局合作进行的"中医公民思想道德现念扶况调查"项吕，与国

家体改委合作进行的"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研究项吕，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合作进行的"北

京市公民素景研究"项目，与国家环保局合作进行的"全医公众环保意识调查"项昌等等，均取得了

圈满或果。

在量化研究方法不断深入的今天，本书的问筐，希望能够在中匮的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有所贡

献。

限于水平，缺点、错误在所难免，热诚欢迎批评、指正!

赵宝照

立京大学政治学资深教授

北京大学中雷国情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2∞7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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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 (Beijing Area Study) 是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独立设计

与进行的一项年度调查研究。该项研究的调查对象界定为 18 -65 岁具有北京市正式的非农业户

口、居住在北京市八个城区、有固定住所的市民。样本量确定为 10∞个。该调查从 1995 年开始，

每年进行一次，至 2004 年结束，共连续进行了十次。

项
目
概
况

项目背景1. 1 

项目背景

任何一场社会变革的强度、速度及成功与否都不可避免地与多数社会成员对于这场变革的认

同程度和对变革的承受能力相联系。作为一个基本假设，可以认为，当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对于变

革持支持态度，并能承受变革所带来的冲击时，变革才会顺利地进行下去。进一步讲，当人们认定

变革为自己带来了实际利益时，他们对于变革前景的信心便会得到增强，他们对于变革的认同程

度和对于变革冲击的承受能力便会随之增高，而变革成功的可能性也就会因此而增大。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英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扩大和深化。特别是 1992 年邓小平

南巡讲话之后，中央明确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我国从此进入了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化的关键时期。

如果说，这样一场伟大的变革已在改变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因而也直接影响着每一个

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那么，人们如何看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对这种转型有什

么样的预期?他们对改革开始以来发生的变化和未来可能的变化如何看待?他们如何评价改革

给他们生活带来的损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

可以承受这一改革带来的冲击?尽管所有这些都是主观上的认知问题，但它们本身和对它们的回

答则对改革的未来有着重要而现实的意义。然而，国内关于人们对这场社会变革的认同程度、理

想与预期，以及对冲击的承受能力这样一些重要问题的系统研究却不多见，尤其是经验性研究就

更为少见①。

在这种背景之下，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在 1995 年独立设计和进行了"北京社会经济发

展年度调查" ( Beijing Area Study) ，力图跟踪考察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的生活、观念、信心和承受能

力等各方面的变化，积累起时间序列性的经验资料，以便对上述社会变革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尽可

能客观的描述与研究。

1.1.1 

①近年来国内有关的经验性研究还是有一些的，如 1985 年天津市和 1987 年上海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卢淑华于 1987 -

1990 年间在北京、西安、扬州等地作的生活质量调查。国外的有关著述可以举出很多，如: Riskin , Carl. 1987. China 's Political Econ

omy: The Quest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e , 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肌 " American S时iological Rev刷154 :663 - 681.关于东欧国家的研究可以举出: Staniszkis , 

Jadwiga. 1991. The Dynamics ofthe Breαkthrough 切 E田阳mE町'ope: The Polish Experien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

nia Press. Bunce , Valerie ，四d Maria Csandy. 1993. "UncertaÎnty in the Transition: Post-Communism in Hungary. " E田t European Politi口

α时岛cieties 7 (2) : 240 -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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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目标在于通过逐年采集数据，建立一个不断充实新资料的数据库。利用该数据库可以

对北京市在改革开放影响下的发展变化进行纵向分析，借以了解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人们的行

为、态度、观念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变化之间的关系。鉴于此，该项目除了每年保持一部分普

遍应用的标准化的社会调查问题外，还根据每年的特定专题设计一系列问题。

项目的意义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该项研究追踪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注视改革的进程，为学者探讨和研究中国社会的飞

速变化的内在动力提供丰富的资料。相信该项研究的进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将起到一定的推动

作用。

第二，该项研究所提供的资料内容丰富，且具有时间的连续性，可作为政府决策的可靠的参考

材料。该项研究所提出的研究报告亦可成为政府的咨询报告。该项研究所提供的资料也可以成

为企业界决策的依据。

第三，我们试图通过该项研究的实施，逐步积累在中国进行较大规模的跟踪研究的经验，逐步

建立起一整套较为完备的调查研究规范，为推动量化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应用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四，作为大学的研究机构，我们自然地担负起教育和培养学生的职责。通过该项研究的实

施，让学生在实践中较为熟练地掌握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为他们提供提高自身科学研究能力的

机会。

总之，该项研究可以成为研究北京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数据共享平台，可成为国内外学

术界交流的桥梁。

1. 2 项目设计

1.2.1 调查方法

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采用了建立在科学概率抽样基础上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方法，通过

采访员问卷面访的方式，获取北京市民个人层面的数据。在整理和分析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对其

他相关资料的分析，得出研究结论。采用此种方法的理由在于:一、采用科学的抽样方法，可以尽

可能精确地推论调查总体，从而反映出北京市民对社会发展变化的感受和基本态度。二、利用直

接面访的方式可以在较高程度上保证调查资料的真实性和数据采集的质量。

通常情况下，为了获得时间序列性的数据，多采用固定样本跟踪调查(Panel Study) 的方式，但

由于受到时间和成本的限制，同时考虑到固定样本跟踪调查的数据缺失问题，本项目最终确定采

用横截面式(Cross Sectional Sampling) 的数据采集方法，即每一年在同一总体中采用相同的抽样方

法重新抽取样本，进行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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