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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

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一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

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应当予

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

本制度由国家统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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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调查目的

通过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开展抽样调查，客观了解人民群众对各地区贯彻落实现阶段国家基

本公共服务标准、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情况的主观满意度评价，综合反映人民群众在均衡平等共享

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获得感、幸福感和美好生活需求，根据调查数据计算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为高

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工作提供基础数据和有关资料，为政府完善和发展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更好兜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决策参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制定本制度。

（二）调查对象、方法、内容

1.调查对象

全国 31 个省（区、市）年满 18 周岁的城乡常住居民。

2.调查方式

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和入户调查方式。

3.调查内容

主要覆盖人民群众对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优军服务保障、文体服务保障 9 方面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满意度评价。调查内容详见“基本公共服务满意

度调查问卷”。

（三）抽样方法

电话调查采取分层二阶段随机尾号抽样方法，即以省为子总体，以地级单位局号为抽样框，按照简

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一定数量的局号；在抽中局号后，再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一定数量的

尾号。按省级总体控制抽样精度，在 95%的置信度下，抽样误差控制在 3%以内，同时考虑各地区人口

规模、设计方差、设计效应等因素，兼顾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不同受众、重点区域和延伸基层等因

素，确定省级目标样本量为 1900—2800 人，全国合计目标样本量为 80000 人。各省（区、市）下辖的

各地市级样本量按人口比例分配。全国平均的城乡样本量比例为 65︰35 左右。抽样方法详见“电话调

查抽样方案”。

入户调查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将 31 个省（区、市）分为直辖市子总体和省（区）子总体两

类，在直辖市子总体内采用四阶段抽样方法，分阶段抽取一定数量的区（县）、村（居）、住户、常住

居民；在省（区）子总体内采用五阶段抽样方法，分阶段抽取一定数量的地级单位、区（县、市）、村

（居）、住户、常住居民；按全国总体控制抽样精度，在 95%的置信度下，抽样误差控制在 2%以内，

同时考虑设计方差、设计效应等因素，确定全国目标样本量为 10000 人。各省级样本量参照各地区人口

规模分配。全国平均的城乡样本量比例为 65︰35 左右。抽样方法详见“入户调查抽样方案”。

（四）组织实施

国家统计局信息民调中心负责调查方案问卷设计、调查培训、调查组织、调查质量控制、入户调查

数据处理平台程序开发、数据整理汇总、测算分析、调查报告撰写等。

各省（区、市）统计局负责电话调查的调查实施、人员培训、调查阶段的数据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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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区、市）调查总队负责入户调查的调查实施、人员培训、调查阶段的数据质量控制。要求各

调查总队配备符合调查要求的设备，在调查实施过程中使用手持电子移动终端（PAD，系统版本不低于

安卓 8.0）进行样本管理、任务分配和数据采集，并由调查员利用 PAD 将调查数据直接报送到国家统计

局信息民调中心。

国家统计局信息民调中心与各省（区、市）调查总队共同负责入户调查样本抽取。

（五）调查频率和时间

本调查制度为年度调查，2025 年调查时间为 6 月—8 月。

（六）调查质量控制

国家统计局信息民调中心负责全面质量管控，各省（区、市）统计局和调查总队要高度重视调查工

作，严密组织实施，科学规范开展调查。

1.全过程控制调查质量

一是信息民调中心组织全国调查培训，对各地区一定数量的调查数据和调查录音进行审核。二是各

省（区、市）统计局和调查总队按要求组织省级调查培训，严格按照调查方案要求开展调查。三是各省

（区、市）统计局和调查总队加强调查访问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和抽查，做好调查数据和调查录音的复核。

2.全过程严格数据保密

信息民调中心负责汇总审核调查数据，各省（区、市）统计局和调查总队负责所调查区域的数据审

核及报送，调查执行、质量控制和数据报送全过程须严格执行《统计法》相关条款的规定，对调查获取

的原始数据、调查结论和调查资料等严格保密。

（七）数据使用和共享

调查数据和分析报告供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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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表目录

表 号 表 名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W102 表
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
电话调查问卷

全国 31 个省（区、市）年满 18
周岁的城乡常住居民

各省（区、市）
统计局

2025 年 8 月 31 日前

W102-1 表
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
入户调查问卷

全国 31 个省（区、市）年满 18
周岁的城乡常住居民

各省（区、市）
调查总队

2025 年 8 月 31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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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 查 表 式

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电话调查问卷
表 号：W １ ０ ２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统字〔2024〕77 号
有效期至：2 0 2 6 年 1 月

您好！我是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访问员，正在全国进行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占用

您几分钟时间，感谢您的配合！

受访者居住地【计算机系统自动识别+人工核对】 省/区/市 地级市 县/市/区

第一部分 甄别信息

S1.请问您是否在当地居住半年以上？ ⑴是 ⑵否<终止访问>

S2.您的年龄是？ ⑴18 岁以下<终止访问> ⑵18—40 岁 ⑶41—60 岁 ⑷61 岁及以上

S3.您住在城镇、还是农村（居住地类型）？ ⑴城镇 ⑵农村

第二部分 主体问卷

Q1-a.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包括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的满

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1-b.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险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2-a.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保险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2-b.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老年人体检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3-a.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儿童疫苗接种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3-b.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儿童免费体检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4-a.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或孤残儿童幼儿园教育资助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不回答 P5>

Q4-b.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服务（如小学和初中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等）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制度- 6 -

Q5-a.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职业介绍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5-b.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劳动关系矛盾纠纷化解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6-a.<仅提问城镇居民> 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公租房保障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不回答 P6-1>

Q6-b.<仅提问农村居民> 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农村危房改造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不回答 P6-2>

Q7.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不回答 P7>

Q8.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退役军人安置服务（如自主就业、集中供养等）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不回答 P8>

Q9-a.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和文化馆（站）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9-b.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第三部分 背景信息

P1.您的受教育程度：

⑴未上过学 ⑵小学 ⑶初中

⑷高中（中专/职高/技校） ⑸大学专科 ⑹大学本科及以上

P2.您的户籍：

⑴目前居住地本市（直辖市或地级市）户籍

⑵省内其他市（地级市）户籍

⑶外省（自治区、直辖市）户籍

P3-1.与您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幼儿园的孩子？

⑴有 ⑵没有

P3-2.与您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小学或初中的孩子？

⑴有 ⑵没有

P4.【针对 S2 选择 ⑵或⑶ 的被访者】与您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 60 周岁以上的老人？

⑴有 ⑵没有



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制度 - 7 -

P5.您家是否享受了当地政府提供的 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或孤残儿童幼儿园教育资助服务？

⑴享受了 ⑵没享受 ⑶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P6-1.<仅提问城镇居民> 您家住的是公租房吗？

⑴是 ⑵不是 ⑶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P6-2.<仅提问农村居民> 您家参与过农村危房改造吗？

⑴参与过 ⑵没参与过 ⑶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P7.您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服务吗？

⑴曾经享受过，已退出 ⑵享受 ⑶不享受

⑷其他（请注明： ）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P8.与您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退役军人？

⑴有退役军人 ⑵没有退役军人

P9.您的性别（访问员填写，无需询问受访者）：

⑴男 ⑵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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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入户调查问卷
表 号：W １ ０ ２ - 1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统字〔2024〕77 号
有效期至：2 0 2 6 年 1 月

您好！我是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员，正在全国进行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您的回答没有对错之分，

只需根据自己的实际想法和了解的实际情况回答。调查涉及的个人信息将依据《统计法》严格保密。感

谢您的配合！

访问员确定调查对象：在抽中家庭户成员中，随机抽取1名常住家庭成员为调查对象。

访问员填写：受访者居住地 省/区/市 地级市 县/市/区

街道/乡镇 居委会/村委会

详细地址（门牌号码） （先生/女士）

第一部分 甄别信息

S1.请问您是否在当地居住半年以上？ ⑴是 ⑵否<终止访问>

S2.您的年龄是？ ⑴18 岁以下<终止访问> ⑵18—40 岁 ⑶41—60 岁 ⑷61 岁及以上

S3.您住在城镇、还是农村（居住地类型）？（访问员填写，无需询问受访者） ⑴城镇 ⑵农村

第二部分 主体问卷

Q1-a.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包括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的满

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1-b.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险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2-a.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保险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2-b.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老年人体检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3-a.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儿童疫苗接种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3-b.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儿童免费体检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4-a.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或孤残儿童幼儿园教育资助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不回答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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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b.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服务（如小学和初中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等）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5-a.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职业介绍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5-b.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劳动关系矛盾纠纷化解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6-a.<仅提问城镇居民> 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公租房保障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不回答 P6-1>

Q6-b.<仅提问农村居民> 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农村危房改造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不回答 P6-2>

Q7.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不回答 P7>

Q8.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退役军人安置服务（如自主就业、集中供养等）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不回答 P8>

Q9-a.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和文化馆（站）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9-b.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服务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R1-a.【针对 Q1-a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包括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

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多选）

⑴挂号难 ⑵医护人员水平不高

⑶医疗设备配备不齐全 ⑷科室设置少、不全面

⑸药品种类少 ⑹看病排队时间长

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距离远 ⑻其他（请注明： ）

⑼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⑻ 互斥>

R1-b.【针对 Q1-b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险服务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多选）

⑴个人参保缴费金额高 ⑵报销比例低，报销金额少

⑶医保药品种类少 ⑷医疗服务项目少

⑸医保药品费用高 ⑹医疗服务费用高

⑺社区（村）或乡镇的医保定点机构少 ⑻参保不方便

⑼缴费不方便 ⑽报销不方便

⑾单位没有按规定办理医疗保险 ⑿其他（请注明： ）

⒀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⑿ 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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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a.【针对 Q2-a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保险服务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多选）

⑴个人参保缴费金额高 ⑵基本养老金发放少

⑶基本养老金没有及时足额到账 ⑷参保不方便

⑸缴费不方便 ⑹转移接续手续复杂

⑺单位没有按规定办理养老保险 ⑻其他（请注明： ）

⑼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⑻ 互斥>

【访问提示：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就是把在原工作地缴的养老保险费转到新工作地。】

R2-b.【针对 Q2-b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老年人体检服务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多选）

⑴不知道如何接受体检服务 ⑵不知道有哪些体检项目

⑶体检项目少 ⑷体检机构距离远

⑸体检时间不够灵活 ⑹体检频率低

⑺体检人员服务态度不好 ⑻体检结果不准确

⑼其他（请注明： ） ⑽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⑼ 互斥>

R3-a.【针对 Q3-a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儿童疫苗接种服务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多选）

⑴接种卡（证）办理不方便 ⑵没收到接种通知/接种通知不及时

⑶接种预约难 ⑷接种地点距离远

⑸接种时间不方便 ⑹接种地点环境、秩序差

⑺接种人员服务态度不好 ⑻没有被告知接种禁忌、不良反应等

⑼儿童疫苗品种少 ⑽担心疫苗效果或安全性

⑾其他（请注明： ） ⑿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⑾ 互斥>

R3-b.【针对 Q3-b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儿童免费体检服务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多选）

⑴不知道如何让儿童接受免费体检 ⑵儿童免费体检项目宣传不到位

⑶免费体检的项目少 ⑷体检机构少，距离远

⑸免费体检时间不够灵活 ⑹体检人员服务态度不好

⑺免费体检项目要收费 ⑻其他（请注明： ）

⑼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⑻ 互斥>

R4-a.【针对 Q4-a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或孤残儿童幼儿园教育资助服务不满

意，请问原因是什么？（多选）

⑴经济困难或孤残儿童资助或补助标准低 ⑵经济困难或孤残儿童资助或补助项目少

⑶经济困难或孤残儿童资助或补助发放不及时 ⑷经济困难或孤残儿童资助或补助申请手续繁琐

⑸经济困难儿童认定门槛高 ⑹其他（请注明： ）

⑺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⑹ 互斥>

R4-b.【针对 Q4-b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服务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多选）

⑴未按规定免费提供教科书 ⑵变相收取学杂费

⑶经济困难学生补助标准低 ⑷经济困难学生补助发放不及时

⑸经济困难学生补助申请手续繁琐 ⑹经济困难学生认定门槛高

⑺其他（请注明： ） ⑻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⑺ 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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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5-a.【针对 Q5-a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职业介绍服务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多选）

⑴提供的就业岗位少 ⑵覆盖的职业类型少

⑶职业介绍人员指导水平低 ⑷就业信息发布渠道少

⑸就业信息更新不及时 ⑹职业培训效果不好，不能满足需求

⑺职业介绍服务场所和服务人员不足 ⑻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不到位

⑼其他（请注明： ） ⑽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⑼ 互斥>

R5-b.【针对 Q5-b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劳动关系矛盾纠纷化解服务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

（多选）

⑴政策法规咨询渠道少 ⑵政策宣传解读水平不高

⑶调解效果不好 ⑷调解办理时间长

⑸对劳动用工、劳动合同等的指导不足 ⑹其他（请注明： ）

⑺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⑹ 互斥>

R6-a.【针对 Q6-a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公租房保障服务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多选）

⑴申请门槛高，覆盖人群少 ⑵申请手续复杂

⑶审批时间长 ⑷分配方式不够公开透明

⑸租赁补贴标准低、租金高 ⑹公租房数量少

⑺房屋质量差 ⑻车位、公共充电桩等设施数量少

⑼排水、道路、照明等设施质量差 ⑽小区卫生环境差

⑾交通不便，位置偏远 ⑿周边缺少教育医疗商业等服务

⒀物业管理水平低 ⒁其他（请注明： ）

⒂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⒁ 互斥>

R6-b.【针对 Q6-b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农村危房改造服务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多选）

⑴危房排查（巡查）不及时 ⑵危房检验鉴定或等级评定标准不清晰、不透明

⑶改造申请手续复杂 ⑷改造审批时间长

⑸改造范围小，项目少 ⑹改造验收标准不清晰

⑺改造效果不好 ⑻补助资金偏低

⑼补助资金没有按时拨付 ⑽其他（请注明： ）

⑾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⑽ 互斥>

R7.【针对 Q7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服务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多

选）

⑴覆盖人群少 ⑵政策法规宣传解读不到位

⑶申请手续复杂 ⑷审核时间长

⑸资格审核不够严格 ⑹救助标准低

⑺救助标准调整不及时 ⑻救助资金、物资发放不及时

⑼救助资金没有按时拨付 ⑽救助资金和物资缺少监管，不公开透明

⑾其他（请注明： ） ⑿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⑾ 互斥>

R8.【针对 Q8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退役军人安置服务（如自主就业、集中供养等）不满意，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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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原因是什么？（多选）

⑴安置服务政策宣传解读不到位 ⑵就业创业指导和帮助力度不够

⑶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不能满足需求 ⑷安排的工作岗位不适合

⑸退役金偏少 ⑹税费优惠等优待资助政策落实难

⑺供养保障水平低 ⑻安置服务项目（内容）偏少

⑼其他（请注明： ） ⑽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⑼ 互斥>

R9-a.【针对 Q9-a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和文化馆（站）等公共文

化设施免费开放服务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多选）

⑴免费开放的场馆数量少 ⑵开放时间短

⑶场馆太小，接待人数少 ⑷场馆文化活动内容不丰富，缺乏吸引力

⑸场馆基础设施陈旧，缺乏管理 ⑹图书报刊种类少

⑺图书陈旧，破损严重 ⑻图书查询借阅归还复印等服务不方便

⑼博物馆展览内容不够丰富，更新不及时 ⑽博物馆讲解介绍不够详细

⑾其他（请注明： ） ⑿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⑾ 互斥>

R9-b.【针对 Q9-b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服务不满意，请问原因

是什么？（多选）

⑴公共体育设施场地少，不能满足居民需求 ⑵设施种类数量少

⑶设施维护不及时 ⑷设施的安全性差

⑸开放时间不合理 ⑹缺少设施使用方法介绍

⑺设施用地、场馆卫生环境差 ⑻其他（请注明： ）

⑼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⑻ 互斥>

第三部分 背景信息

P1.您的受教育程度：

⑴未上过学 ⑵小学 ⑶初中

⑷高中（中专/职高/技校） ⑸大学专科 ⑹大学本科及以上

P2.您的户籍：

⑴目前居住地本市（直辖市或地级市）户籍

⑵省内其他市（地级市）户籍

⑶外省（自治区、直辖市）户籍

P3-1.与您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幼儿园的孩子？

⑴有 ⑵没有

P3-2.与您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小学或初中的孩子？

⑴有 ⑵没有

P4.【针对 S2 选择 ⑵ 或 ⑶ 的被访者】与您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 60 周岁以上的老人？

⑴有 ⑵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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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您家是否享受了当地政府提供的 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或孤残儿童幼儿园教育资助服务？

⑴享受了 ⑵没享受 ⑶不清楚/不了解(不读出)

P6-1.<仅提问城镇居民> 您家住的是公租房吗？

⑴是 ⑵否 ⑶不清楚/不了解(不读出)

P6-2.<仅提问农村居民> 您家参与过农村危房改造吗？

⑴参与过 ⑵未参与 ⑶不清楚/不了解(不读出)

P7.您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服务吗？

⑴曾经享受过，已退出 ⑵享受 ⑶不享受

⑷其他（请注明： ） ⑸不清楚/不了解(不读出)

P8.与您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退役军人？

⑴有退役军人 ⑵没有退役军人

P9.您的性别（访问员填写，无需询问受访者）：

⑴男 ⑵女

后续我们可能会邀请您进行电话回访，如方便，请您留下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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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指标解释

Q1-b 基本医疗保险服务 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Q2-a 基本养老保险服务 包括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Q2-b 老年人体检服务 包括身体检查、健康状况评估、中医药保健指导等。

Q3-a 儿童疫苗接种服务 包括适龄儿童按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免疫程序进行常规接种。

Q3-b 儿童免费体检服务 包括为儿童提供免费健康检查，如新生儿保健、生长发育与监测、营养与喂

养指导，中医调养服务等。

Q4-a 幼儿园教育资助服务 包括对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或孤残儿童减免保教费、提供

补助等。

Q4-b 义务教育服务 包括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欠发达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营养膳食补助。

Q5-a 职业介绍服务：包括发布岗位信息、职业介绍、就业登记与失业登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

务等。

Q5-b 劳动关系矛盾纠纷化解服务：包括提供劳动关系法规政策咨询、劳动用工指导，劳动人事争议调

解等。

Q6-a 公租房保障服务：指对符合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及以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城

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租赁补贴或实物保障。

Q6-b 农村危房改造服务：包括为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提供危房改造补助，解决住房安全问题。

Q7 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服务：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医疗救助、临时救助、受

灾人员救助。

Q8 退役军人安置服务：包括享受扶持就业优惠政策，安排工作、集中供养等。

Q9-a 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和文化馆（站）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服务：包括公共图书馆、

博物馆、美术馆和文化馆（站）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基本服务项目健全。

Q9-b 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服务：包括公共体育场馆和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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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抽样方案

电话调查抽样方案

（一）抽样目标

电话调查主要调查数据指标对全国、分省有代表性。具体抽样目标：在 95%的置信度下，各省份二

分类满意度评价指标比例估值抽样误差控制在 3%以内。

（二）抽样总体

本方案抽样总体为全国 31 个省（区、市）年满 18 周岁的城乡常住居民（电话用户）。

（三）抽样框

以城乡居民电话号码为抽样框。电话局号可由移动、联通和电信三大运营商或电信局提供。

（四）抽样原则

1.等概原则

电话号码样本框内部存在多个号码对应同一个体的问题。但实际调查过程中，同一个体因不同号码

被抽中多次的概率非常低，因此本抽样方案假设抽样框中每个单元入选样本的概率相等，即遵循等概原

则。

2.样本结构与总体结构匹配原则

本方案假定样本量各配额比例与实际情况相匹配，样本结构可以反映总体结构。

（五）抽样方法

本方案以省为子总体进行设计，采用分层二阶段随机尾号抽样，各子总体抽样方法相同。为保证样

本在各地级单位内分布，由地市级局号构造一阶段抽样框。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根据每个地级单

位所分配到的样本量，抽取一定数量的局号。抽取局号后，再由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系统根据

抽中局号段，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一定数量的尾号，随机生成号码库，简单随机抽取电话号码，

拨通后将符合条件的接听者确定为受访者。各地级单位的具体样本量分配结果可参考样本量分配表。抽

样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抽样流程图

（六）样本量的确定与分配

1.省级样本量的确定与分配

考虑设计效应，按比例估值最大总体方差进行计算，省级最低样本量应不少于 1300 人。

我国各省人口规模相差较大，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将全国 31 个省（区、市）划分为

三类地区：人口规模在 5000 万以上为第一类地区，3000 万—5000 万为第二类地区，小于 3000 万为第

三类地区。考虑到北京、天津和上海三大直辖市虽然人口规模不足 3000 万，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

地级电话 局号 随机尾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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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个体之间差异相对较大；同时作为大都市的代表，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更加多样化多层次，与同人口规

模地区相比，客观上要求有更多的样本量，因此将其纳为第二类省份。

对不同类别省份的样本量分配，本方案分别取三类省份的人口规模均值，约为 8000 万、4000 万和

1600 万，测定标准取自然对数，经计算三个类别的结果之比约为 1.2︰1.1︰1，以此作为各类别省份样

本量调整系数。综合省级最低样本量要求、各省份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区县覆盖、个体覆盖情况，确定三

类省份样本量分别为 2800 人、2600 人和 2300 人（西藏自治区因人口规模较小，同时考虑调查力量配置

因素，确定样本量为 1900 人）。分类结果及相应样本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省（区、市）电话调查分类及样本量

类别 省 份 样本量

第一类
11个省（区），包括：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

四川 2800

第二类
12 个省（市），包括：北京、天津、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福建、江西、重庆、

贵州、云南、陕西 2600

第三类
7 个省（区），包括：内蒙古、吉林、海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2300

1 个区：西藏 1900

全 国 80000

2.省内样本量的确定与分配

（1）各地级单位样本量的确定与分配

省级样本量在各地级单位内的分配遵循如下原则：

①省内所有地级单位全覆盖（直辖市覆盖全部区县）；

②采用人口比例分配法，人口规模大的地级单位多分，人口规模小的地级单位少分。

（2）省直辖县级单位样本量的确定与分配

在 31 个省份中，河南、湖北、海南、新疆设置省直辖县级建制，将其纳入省级样本量的分解，具

体分配方法为：河南 1 个直辖县级单位（济源市）直接纳入地级层分解省级样本量；湖北 4 个直辖县级

单位先合并为一层，后纳入地级层分解省级样本量；海南 15 个直辖县级单位先合并为三层1，后纳入地

级层分解省级样本量；新疆 12 个直辖县级市先合并为一层，后纳入地级层分解省级样本量。

（3）最终抽样单元数量的确定与分配

考虑随机尾号法实施效率和局号数目，为增加样本在各地级单位的散布度，避免随机集中于城市某

个区域，调查要求：每个电话局号有效访问样本不超过 20 个。

（4）按城乡结构配额

鉴于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城乡样本的异质性，为切实反映全国范围内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真实情

况，将各地区样本量按城乡结构进行配额。根据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考虑方案设计合理性及后续年份

实施效果，结合各省份城镇化率，将 31 个省（区、市）分为三类，设定各类省份城乡配额比（西藏自

1 根据地理位置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将海南 15 个直辖县级单位分为三层，分别为 A：澄迈县、临高县、东方市、昌江

县；B：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陵水县；C：五指山市、定安县、屯昌县、乐东县、琼中县、保亭县、白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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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因城镇化率较低，确定城乡样本量配额比为 50︰50）。经测算，各省份按该比例进行城乡配额可以

保证全国样本量城乡比约为 65︰35。分类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各省（区、市）电话调查城乡样本量配额比

类别（城镇化率） 省 份
城乡

配额比

第一类（＞80%） 3 个直辖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 80︰20

第二类（60%—80%）

18 个省（区、市），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湖北、广东、海南、重庆、陕西、青

海、宁夏
65︰35

第三类（＜60%）

9 个省（区），包括：安徽、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

甘肃、新疆 60︰40

1 个区：西藏 50︰50

全 国 65︰35

（5）按年龄段配额

为保证样本有足够的代表性，调查对全国、各省份的样本量按年龄段进行配额，在抽样实施阶段进

行控制。参照全国人口的年龄总体分布情况，综合调查执行等情况，设置 18—40 岁、41—60 岁和 61

岁及以上三个年龄段，三个年龄段人群的配额比例为 45︰45︰102。

上述配额若在实际操作中未能满足，可有一定比例的上下浮动。最终各省份省内样本量的分配结果

见国家统计局下发电子文档。

2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3》“表 2-8 按年龄和性别分人口数（2022 年）”计算，全国 18—40 岁、41—60 岁、61 岁及

以上三个年龄段占比约为 35︰40︰25。但考虑调查延续性以及高龄（70 岁及以上）老年人访问难度较大、基本公共服务

项目个体覆盖等可操作性，将三个年龄段配额比例定为 45︰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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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户调查抽样方案

（一）抽样目标

入户调查主要调查数据指标对全国有代表性。具体抽样目标：在 95%的置信度下，全国二分类满意

度评价指标比例估值抽样误差控制在 2%以内。

（二）抽样总体

本方案抽样总体为全国 31 个省（区、市）年满 18 周岁的城乡常住居民，抽样子总体为各省（区、

市）年满 18 周岁的城乡常住居民。

（三）抽样方法

将 31 个省（区、市）分为直辖市子总体和省（区）子总体两类，其中直辖市子总体包括北京、天

津、上海、重庆 4 个直辖市，省（区）子总体包括其余 27 个省（区）。在各子总体内采用多阶段随机

抽样方法。

1.直辖市子总体抽样

在直辖市子总体内采用四阶段随机抽样方法：

第一阶段将直辖市子总体下辖各区（县）作为初级抽样单元，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一定数量

的区（县）。

第二阶段将样本区（县）内下辖居（村）委会作为二级抽样单元，简单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居（村）

委会，在居委会内完成城镇居民调查，在村委会内完成农村居民调查。每个区（县）内最多抽取 4 个居

（村）委会，抽取的居（村）委会不得属于同一街道（乡镇）。直辖市内城镇、农村样本应覆盖全部样

本区（县）（无村委会的可不调查农村样本）。

第三阶段将每个样本居（村）委会内住户作为三级抽样单元，采用随机起点等距抽样方法抽取 10

个调查居民户。

第四阶段将每个调查居民户中年满 18 周岁的常住居民作为四级抽样单元，由访问员在调查户内随

机抽取 1 名常住居民作为调查对象。每个调查居民户抽取 1 人。

2.省（区）子总体抽样

在省（区）子总体内采用五阶段随机抽样方法：

第一阶段将省（区）子总体内下辖各地级单位作为初级抽样单元，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一定

数量的地级单位。

在 31 个省份中，河南、湖北、海南、新疆设置省直辖县级建制，综合考虑上述省直辖县级地区人

口数量和调查实施等情况，将湖北 4 个直辖县级单位合并为一个初级抽样单元，纳入湖北第一阶段抽样；

将海南 15 个直辖县级单位合并为三个初级抽样单元3，纳入海南第一阶段抽样。

3 根据地理位置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将海南 15 个直辖县级单位合并为三个初级抽样单元，分别为 A：澄迈县、临高县、

东方市、昌江县；B：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陵水县；C：五指山市、定安县、屯昌县、乐东县、琼中县、保亭县、

白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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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将样本地级单位内全部区（县、市）作为二级抽样单元，简单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样本区

（县、市）；每个地级单位最多抽取 3 个区（县、市）。

第三阶段将样本区（县、市）内全部居（村）委会作为三级抽样单元，简单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居

（村）委会，在居委会内完成城镇居民调查，在村委会内完成农村居民调查。每个区（县、市）内最多

抽取 4 个居（村）委会，抽取的居（村）委会不得属于同一街道（乡镇）。省（区）内城镇、农村样本

应覆盖全部样本区（县、市）（无村委会的可不调查农村样本）。

第四阶段将每个样本居（村）委会内住户作为四级抽样单元，采用随机起点等距抽样方法抽取 10

个调查居民户。

第五阶段将每个调查居民户中年满 18 周岁的常住居民作为第五级抽样单元，由访问员在调查户内

随机抽取 1 名常住居民作为调查对象。每个调查居民户抽取 1 人。

（四）样本量的确定与分配

1.全国样本量的确定

为满足全国总体抽样误差控制在 2%以内的目标，若取总体比例的方差估计最大值为 0.25，并考虑

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的设计效应，在 95%的置信水平下，全国最低样本量应不少于 7200 人。综合调查

执行的可操作性等因素，确定全国调查目标样本量为 10000 人。

2.省级样本量的确定与分配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将全国 31 个省（区、市）划分为三类地区：人口规模在 5000 万

以上为第一类地区，3000 万—5000 万为第二类地区，小于 3000 万为第三类地区。考虑到北京、天津和

上海三大直辖市虽然人口规模不足 3000 万，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其个体之间差异相对较大；同时

作为大都市的代表，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更加多样化多层次，与同人口规模地区相比，可分配更多的样本

量，因此将其纳为第二类地区。

对不同类别地区的样本量分配，本方案分别取三类地区的人口规模均值，约为 8000 万、4000 万和

1600 万，测定标准取自然对数，经计算三个类别的结果之比约为 1.2︰1.1︰1，以此作为各类别省份样

本量调整系数。综合全国最低样本量要求、调查执行的可操作性等因素，确定三类地区样本量分别为 360

人、320 人和 280 人（西藏自治区因人口规模较小，同时考虑调查力量配置因素，确定样本量为 240 人）。

分类结果及相应样本量如表 3 所示:

表 3 各省（区、市）入户调查分类及样本量

类别 省 份 样本量

第一类
11个省（区），包括：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

四川
360

第二类
12 个省（市），包括：北京、天津、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福建、江西、重庆、贵

州、云南、陕西
320

第三类
7 个省（区），包括：内蒙古、吉林、海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280

1 个区：西藏 240

全 国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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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省内样本量的确定与分配

（1）按城乡结构配额

鉴于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城乡样本的异质性，为切实反映全国范围内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真实情

况，因此将各地区样本量按城乡结构进行配额。根据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考虑方案设计合理性及后续

年份实施效果，结合各省份城镇化率，将 31 个省（区、市）分为三类，设定各类省份城乡配额比（西

藏自治区因城镇化率较低，确定城乡样本量配额比为 50︰50）。经测算，各省份按该比例进行城乡配额

可以保证全国样本量城乡比约为 65︰35。分类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各省（区、市）入户调查城乡样本量配额比

类别（城镇化率） 省 份
城乡

配额比

第一类（＞80%） 3 个直辖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 80︰20

第二类（60%—80%）

18 个省（区、市），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

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湖北、广东、海南、

重庆、陕西、青海、宁夏
65︰35

第三类（＜60%）

9 个省（区），包括：安徽、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

云南、甘肃、新疆 60︰40

1 个区：西藏 50︰50

全 国 65︰35

上述配额在实际操作中，可结合抽样设计有一定比例的上下浮动。

（2）各级抽样单元的样本量根据抽样设计，综合考虑城乡结构配额、调查力量配置、经费保障等

情况确定和分配。各省（区、市）调查居（村）委会个数和调查居民数如表 5 所示：

表 5 各省（区、市）入户调查城乡样本量

地区
调查居（村）委会个数 调查居民数

合计 居委会 村委会 合计 城镇 农村

北京 32 26 6 320 260 60

天津 32 26 6 320 260 60

河北 36 24 12 360 240 120

山西 32 21 11 320 210 110

内蒙古 28 18 10 280 180 100

辽宁 32 21 11 320 210 110

吉林 28 18 10 280 180 100

黑龙江 32 21 11 320 210 110

上海 32 26 6 320 260 60

江苏 36 24 12 360 240 120

浙江 36 24 12 360 24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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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调查居（村）委会个数 调查居民数

合计 居委会 村委会 合计 城镇 农村

安徽 36 22 14 360 220 140

福建 32 21 11 320 210 110

江西 32 21 11 320 210 110

山东 36 24 12 360 240 120

河南 36 22 14 360 220 140

湖北 36 24 12 360 240 120

湖南 36 22 14 360 220 140

广东 36 24 12 360 240 120

广西 36 22 14 360 220 140

海南 28 18 10 280 180 100

重庆 32 21 11 320 210 110

四川 36 22 14 360 220 140

贵州 32 19 13 320 190 130

云南 32 19 13 320 190 130

西藏 24 12 12 240 120 120

陕西 32 21 11 320 210 110

甘肃 28 17 11 280 170 110

青海 28 18 10 280 180 100

宁夏 28 18 10 280 180 100

新疆 28 17 11 280 170 110

全国 1000 653 347 10000 6530 3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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