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户调查是民生领域重要的法定数据来源，居民收

入数据广泛应用于社会保障标准制定和民事赔偿依据。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是制定社会保险补助与缴费标

准、个人所得税缴费标准、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意外伤

害理赔标准等政策的重要依据，关系到每个居民的切身

利益。做好住户调查工作，对于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统筹

城乡发展、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6年已经走过了大半，2017年城乡一体化住户调

查将开始重新抽取样本。届时，市统计局的工作人员将

进村入户，上门走访，开展新一轮的大规模摸底调查，为

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的样本轮换打好基础。在此，希望

广大市民朋友积极配合、支持住户调查工作，记好每一笔

账，如实反映家庭收支情况，提高我市居民收支数据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

帮人民记账，为百姓谋福

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 小账本大民生
2016 年上半年，我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9958 元，同比增长 8.1%。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 25189 元，同比增长 7.1%；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3257 元，同比增长 9.4%。“这人均可支配收
入到底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究竟有什么作用？”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进了市统计局。

“这些数据都是来自于百姓在生活中记下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流水账。”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解开了“小
账本”背后的秘密，还原了“小账本”变成“统计大数字”的过程。

忙忙碌碌一整天，还是要静静地坐下来，理一理全家

的开销和进项，然后对号入座记到账页上。在我市，每天

都有来自16个镇（街、区）30个村（居）委会的300户城乡

居民在做着同样一项工作：记收支日记账。大到建房、买

车开支，小到一支牙膏、一包盐的支出，都需要事无巨细

地一一记录，每户每月加起来有上百条收支记录。

“这些数字汇总后，将逐级上报给金华市、浙江省直

至国家统计部门，作为发布‘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础数

据和制定民生决策的重要参考。”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这 300 户家庭叫居民收支调查户，俗称“记账

户”。

“为什么是他们来代表全市的家庭收支水平？”面对

记者的提问，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每个调查户都是按照

严格的抽样程序确定的，记账户将他们家庭成员的每项

收入和支出记录在账册上，市统计局由此汇总计算出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支出、消费的水平、结构和增长数

据。事实上，由于是随机抽取，不管是家庭形式居住的

户，还是来永康打工、以集体形式居住在永康的人，都可

能被抽中。

“以前，我们采用的是城乡分割的住户调查。但从

2013 年起，国家统计局制定了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调查

制度并在全国实施，主要是根据统一调查指标、统一抽样

方法、统一调查过程、统一数据处理和统一数据发布的原

则。”该负责人介绍，城乡住户一体化调查的优势就是指

标设置更完善，调查范围全覆盖，同时还加强了对流动人

口、城乡结合部人群的覆盖，从抽样上做到不重不漏，覆

盖完整。对于调查对象做到了常住化，尤其是对家在农

村又常年在外上班的农民，其收支情况则改为在常住地

进行直接调查，以减少漏报。

A.小样本体现大数据

“老婆，今天买了哪些菜？给我报一下。”“两斤番茄

六元⋯⋯”近日晚上，老徐一边询问着妻子，一边把当天

的花销和收入记到“现金和实物收支日记账”上。

老徐是舟山镇方山口村人，是我市城乡一体化住户

调查记账户中的普通一员。被抽中当“记账户”之前，老

徐家从不记账。“我就是一个农民，劳动挣的每分钱，用出

去的每元钱，在我眼里都是数字而已，没有记账的概念。”

老徐坦言，刚接受这个任务时，他常常觉得琐碎，“买一包

盐、一斤菜的钱都要认认真真地记下来，每天询问家人，

家人也觉得烦，有时出门还要带个小本记个临时账，太麻

烦了！”

但是慢慢地，老徐就发现了记账的好处。自从记账

以来，家里每个月的收支都很清楚，一些收入和支出想不

起来的，翻翻账本心里就有数了。近些年，老徐家生活水

平和质量的提高从一本本账本上就看得出来。

与老徐一样，家住城区的林女士当“记账户”后也尝

到了“甜头”。林女士在银行上班，她老公在企业上班，两

个人合起来的收入每月将近两万元。但一个月下来，每

月的收入都花得所剩无几。“没记账之前，我们都不知道

这些钱花到哪里去的，就感觉钱自己会跑一样。”林女士

表示。

开始记账以后，林女士把每天的每笔开销收入先用

手机记录下来，再抄到记账本上。一个月下来，她在记账

本找到了花钱如流水的缘由。每隔三四天，林女士会一

次性购买五六十元的蔬菜，基本每周都要去外面餐馆吃

饭，吃一次的开销是两三百元。除此之外，还有孩子的奶

粉、就医、买衣服、购买家用电器、汽车加油等开销。仅半

个多月，林女士家开销已近万元。这个数字着实让林女

士吃了一惊：“平时花钱根本不计较，这记账了才发现开

销太大，确实得控制着点。”之后，林女士开始学会了理

财，也改变了生活方式。“是记账让自己的经济生活更合

理。”林女士感言。

B.小账本记录大变化

记者了解到，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是严格按照《统计

法》和《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方案》实施的，其中一项

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求严格保护好居民个人的收支资

料，不得随意泄露调查户的隐私。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保护隐私意识的增强和

人口流动的增加，住户调查的工作难度越来越大。一个

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住户调查需要真实可靠的家庭收

支账目，但一些家庭担心接受调查会泄露家庭账务的底

牌，这成了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的第一道障碍。

“当‘记账户’后，大家才开始发现记账的好处。但我

们在刚开始的摸底调查工作中，很多市民都出现了抵触

情绪，都是怕麻烦，不想记。”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说。市

民老李就是其中一位，一开始他是百般抵触，认为这种调

查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拒绝配合当“记账户”。

“遇到这种情况后，我们负责上门调查的工作人员都

是陪着笑脸，一次不行就去两次，白天没人就晚上再找。”

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走家串户式的‘持久

战’，宣传保密工作，讲解记账意义。‘记账户’才逐渐打消

顾虑，转变了以往‘财不外露’的固有想法，开始同意并且

配合、支持记账工作。”

为了免去“记账户”的后顾之忧，市统计局和他们都

签了保密协议，和住户调查有关的资料都严格保密。

“正是市统计局专业、负责的工作态度，我一点也不

担心我的收入泄露。现在我每月的收入都如实记在账本

上。”老李认真地说道。

C.小账本依循大制度

D.小账本体现大民生

答：有日
期、摘要、单位、数量、金额；无重
记、漏记、混记、假账。

问：规范的

记账有什么

标准？

问：记账户是怎

么被抽中的？

答 ：国 家 统
计 局 按 科 学 方
法统一抽取，先抽选小区，再从调
查小区里抽选住宅。

答:家庭成员情况、
现金收支、个人社保和所得税支
出、实物收入及自产自用。

问：记账的内容主

要有哪些？

□记者 徐敏 通讯员 姚博玮

市统计局工作人员走村入户上门调查市统计局工作人员走村入户上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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