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部分 附 录

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实施方案

上海市统计局

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一部分　 总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全国人口普查条例》《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方案》《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精神和要求，制定本实施

方案。

　 　 一、普查目的

全面查清本市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区域分布、城乡住房等基本情况，为制定和完善本市人口与发

展战略及政策体系，提高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加快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提供科学、准确、完整的基础数据。

　 　 二、普查时点

普查的标准时点是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

　 　 三、普查对象

普查对象是指普查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

居的中国公民，不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

　 　 四、普查内容和普查表

普查登记的主要内容包括：姓名、公民身份号码、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迁移流

动、婚姻生育、死亡、住房情况等。
根据不同的普查对象和普查内容，具体分为四种普查表。
（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短表

普查短表包括反映人口基本状况的项目，由全部住户（不包括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填报。
（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

普查长表包括所有短表项目和人口的经济活动、婚姻生育和住房等情况的项目，在全部住户中抽

取 １０％的户（不包括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填报。
（三）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普查表

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普查表包括反映人口基本状况的项目以及入境目的、居住时间、身份或国

籍、就业情况等项目，由在境内居住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填报。
（四）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死亡人口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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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人口调查表包括死亡人口的基本信息，由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期间有死亡

人口的户填报。

　 　 五、普查方法

普查采用全面调查的方法，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
普查采用按现住地登记的原则，每个人必须在现住地进行登记。 普查对象不在户口登记地居住

的，户口登记地要登记相应信息。
普查登记采用普查员入户询问、当场填报，或由普查对象自主填报等方式进行。
普查数据采集原则上采用电子化的方式。 采取普查员使用电子采集设备（ＰＡＤ 或智能手机）登记

普查对象信息并联网实时上报，或由普查对象通过互联网自主填报等方式进行。
普查员应按照工作要求，在户口整顿基础上对所负责普查小区进行全面摸底，掌握普查小区内的

人口和居住情况，编制《户主姓名底册》，根据《户主姓名底册》进行入户登记工作，并参考部门行政记录

等资料进行比对复查，确保普查登记真实准确、不重不漏。

　 　 六、普查数据处理

各级普查机构负责普查数据处理。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统一制定数据采集、审核、编辑、汇总程

序。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集中部署数据采集报送环境。 本市各级普查机构应保障必要的网络、数据

处理环境，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确保数据处理工作安全、顺利地进行。

　 　 七、普查组织实施

上海人口总量规模大，外来流动人口比例高，“人户分离”“职住分离”非常普遍，调查环境复杂，入
户调查难度大。 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认识人口普查工作的重要意义，按照“国家统一领导、部门

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认真做好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普查组织实施工

作。
在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统一领导下，本市成立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负责本市普查的组织实施。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上海市统计

局，具体负责普查的组织实施和协调。
本市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成员单位包括市统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规

划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卫生健康委、市委宣传部、市政府研究室、市委网信办、市教委、市
民族宗教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交通委、市农业农村委、市文化

旅游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政府外办（市政府港澳办）、市政府台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市通信管理

局、上海警备区、武警上海市总队等部门。
各部门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能分工，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普查工作。 对普查工作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领导和组织实施本区域内的普查工作。

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设立人口普查小组，协助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政府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做好

本区域内的普查工作。
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可以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借调，也可以从村民委员会、居民

委员会或者社会招聘。 借调和招聘工作由区级人民政府负责。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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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条例》和《全国人口普查条例》的规定，参与并配合普查工作。

　 　 八、经费保障

本市人口普查所需经费，由市、区政府分级负担，并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做到按时拨付、确保

到位。
人口普查经费应当统一管理、专款专用，从严控制支出。 普查经费要坚持厉行节约，严格执行财经

管理制度。

　 　 九、普查质量控制

普查实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制度，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确保普查数据可核查、可
追溯、可问责。 上海市人口普查办公室统一领导、统筹协调普查全过程质量控制的有关工作。 各级普查

机构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普查数据质量负总责，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各级普查办

公室必须严格执行各阶段工作要求，保证各阶段工作质量达到规定标准，确保普查工作质量与数据质

量合格达标。

　 　 十、普查宣传

市、区普查机构应制定宣传工作方案，深入开展普查宣传。
各级宣传部门应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及有关部门，通过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和户外广告等

多种渠道，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体传播手段，宣传普查的重大意义、政策规定和工作要求，
积极营造良好的普查氛围。

普查机构要会同宣传部门、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切实做好普查宣传的策划、组织和报道工作。 各区

要充分发挥乡镇（街道）和村（居）委会作用，因地制宜，采用形式多样、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广泛深入

宣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重要意义、政策规定和工作要求，引导广大普查对象依法配合普查，如实申

报普查项目，为普查工作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环境。

　 　 十一、普查法规与纪律要求

坚持依法普查，普查工作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全国人口普查条例》《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及相关规定组织开展。

普查对象应当依法履行普查义务，如实提供普查信息，不得虚报、瞒报、拒报。 拒绝提供普查所需的

资料，或者提供不真实、不完整的普查资料的，由区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批评教育，
情节严重的依法严肃处理。 普查取得的数据，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不得作为任何部门和单位对各

级行政管理工作实施考核、奖惩的依据。 普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普查对象身份的资料，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作为对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不得用于

普查以外的目的。 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

　 　 十二、普查主要工作阶段

普查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是准备阶段（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组建各级普查机构，制定

普查方案和工作计划，进行普查试点，落实普查经费和物资，准备数据采集处理环境，开展普查宣传，选
聘培训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普查区域划分及绘图，进行户口整顿，开展摸底等。

二是普查登记阶段（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１２ 月）。 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普查员入户登记，进行比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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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开展事后质量抽查等。
三是数据汇总和发布阶段（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数据处理、汇

总、评估，发布主要数据公报，普查资料开发利用等。

　 　 十三、其他

（一）本实施方案严格按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制定，对认真执行本实施方案，忠于职守，坚
持原则，在普查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与本市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二）因交通极为不便等特殊因素，需采用其他登记时间和方法的地区，须以书面形式报市人口普

查办公室，由市人口普查办公室报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批准。
（三）本实施方案由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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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普查表式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短表

经国务院批准进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表　 　 号： Ｒ ６ ０ １ 表

人口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人口普查的原始资料不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仅供汇总使用 　 　 　 　 　 　 　 　 　 　 　 　 批准文号： 国 发 〔 ２ ０ １ ９ 〕 ２ ４ 号

公民应履行如实申报普查项目的义务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３ 月

地址：＿＿＿＿＿省（区、市）＿＿＿＿＿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乡（镇、街道）＿＿＿＿＿普查区

＿＿＿＿＿普查小区＿＿＿＿＿户编号

　 　 一、住户项目

Ｈ１ 户别

１ 家庭户

２ 集体户

Ｈ２ 本户应登记人数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晚居住本户的人数＿＿＿＿＿人
户口在本户，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晚未住本户的人数＿＿＿＿＿人

Ｈ３ 本户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期间的出生人口

男＿＿＿＿＿人 女＿＿＿＿＿人

Ｈ４ 本户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期间的死亡人口

男＿＿＿＿＿人 女＿＿＿＿＿人

Ｈ５ 住所类型

１ 普通住宅

２ 集体住所

３ 工作地住所

４ 其他住房

５ 无住房

（选择 ２－５ 的，跳至个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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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６ 本户现住房建筑面积

＿＿＿＿＿平方米

Ｈ７ 本户现住房间数

＿＿＿＿＿间

　 　 二、个人项目

每个人都填报的项目

Ｄ１ 姓名

＿＿＿＿＿＿＿

Ｄ２ 与户主关系

０ 户主

１ 配偶

２ 子女

３ 父母

４ 岳父母或公婆

５ 祖父母

６ 媳婿

７ 孙子女

８ 兄弟姐妹

９ 其他

Ｄ３ 公民身份号码

□□□□□□□□□□□□□□□□□□

Ｄ４ 性别

１ 男

２ 女

Ｄ５ 出生年月

出生于：＿＿＿＿＿＿＿年＿＿＿＿＿＿＿月

Ｄ６ 民族

＿＿＿＿＿＿＿族

Ｄ７ 普查时点（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居住地

１ 本普查小区

２ 本村（居）委会其他普查小区

３ 本乡（镇、街道）其他村（居）委会

４ 本县（市、区、旗）其他乡（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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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其他县（市、区、旗），请在下面填写地址

＿＿＿＿＿＿＿省（区、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６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

７ 国外

Ｄ８ 户口登记地

１ 本村（居）委会

２ 本乡（镇、街道）其他村（居）委会

３ 本县（市、区、旗）其他乡（镇、街道）
４ 其他县（市、区、旗），请在下面填写地址

＿＿＿＿＿＿＿省（区、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５ 户口待定 Ｄ１１

Ｄ９ 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

１ 没有离开户口登记地 Ｄ１１
２ 不满半年

３ 半年以上，不满一年

４ 一年以上，不满二年

５ 二年以上，不满三年

６ 三年以上，不满四年

７ 四年以上，不满五年

８ 五年以上，不满十年

９ 十年以上

Ｄ１０ 离开户口登记地原因

０ 工作就业

１ 学习培训

２ 随同离开 ／投亲靠友

３ 拆迁 ／搬家

４ 寄挂户口

５ 婚姻嫁娶

６ 照料孙子女

７ 为子女就学

８ 养老 ／康养

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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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周岁及以上（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前出生）的人填报的项目

Ｄ１１ 受教育程度

１ 未上过学

２ 学前教育

３ 小学

４ 初中

５ 高中

６ 大学专科

７ 大学本科

８ 硕士研究生

９ 博士研究生

１５ 周岁及以上（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前出生）的人填报的项目

Ｄ１２ 是否识字

１ 是

２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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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

经国务院批准进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表　 　 号： Ｒ ６ ０ ２ 表

人口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人口普查的原始资料不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仅供汇总使用 　 　 　 　 　 　 　 　 　 　 　 　 批准文号： 国 发 〔 ２ ０ １ ９ 〕 ２ ４ 号

公民应履行如实申报普查项目的义务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３ 月

　 　 地址：＿＿＿＿＿省（区、市）＿＿＿＿＿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乡（镇、街道）＿＿＿＿＿普查区

＿＿＿＿＿普查小区＿＿＿＿＿户编号

一、住户项目

Ｈ１ 户别

１ 家庭户

２ 集体户

Ｈ２ 本户应登记人数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晚居住本户的人数＿＿＿＿＿人
户口在本户，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晚未住本户的人数＿＿＿＿＿人

Ｈ３ 本户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期间的出生人口

男＿＿＿＿＿人　 女＿＿＿＿＿人

Ｈ４ 本户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期间的死亡人口

男＿＿＿＿＿人　 女＿＿＿＿＿人

Ｈ５ 住所类型

１ 普通住宅

２ 集体住所

３ 工作地住所

４ 其他住房

５ 无住房

（选择 ２－５ 的，跳至个人项目。）

Ｈ６ 本户现住房建筑面积

＿＿＿＿＿平方米

—１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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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７ 本户现住房间数

＿＿＿＿＿间

Ｈ８ 住房所在建筑的总层数

１ 平房

２ 多层（７ 层及以下）
３ 高层（８－３３ 层）
４ 超高层（３４ 层及以上）

Ｈ９ 承重类型

１ 钢及钢筋混凝土结构

２ 混合结构

３ 砖木结构

４ 竹草土坯结构

５ 其他结构

Ｈ１０ 住房建成年代

１ １９４９ 年以前

２ １９４９－１９５９ 年

３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年

４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年

５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年

６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

７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

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

９ ２０１５ 年以后

Ｈ１１ 住房所在建筑有无电梯

１ 有

２ 无

Ｈ１２ 主要炊事燃料

１ 燃气

２ 电

３ 煤炭

４ 柴草

５ 其他

Ｈ１３ 住房内有无管道自来水

１ 有

２ 无

—２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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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１４ 住房内有无厨房

１ 独立使用

２ 与其他户合用

３ 无

Ｈ１５ 住房内有无厕所

１ 水冲式卫生厕所

２ 水冲式非卫生厕所

３ 卫生旱厕

４ 普通旱厕

５ 无

Ｈ１６ 住房内有无洗澡设施

１ 统一供热水

２ 家庭自装热水器

３ 其他

４ 无

Ｈ１７ 住房来源

１ 租赁廉租房 ／公租房

２ 租赁其他住房

３ 购买新建商品房

４ 购买二手房

５ 购买原公有住房

６ 购买经济适用房 ／两限房

７ 自建住房

８ 继承或赠予

９ 其他

（选择 ３－９ 的，跳至 Ｈ１９。）

Ｈ１８ 月租房费用

０ ２００ 元以下

１ ２００－４９９ 元

２ ５００－９９９ 元

３ １０００－１９９９ 元

４ ２０００－２９９９ 元

５ ３０００－３９９９ 元

６ ４０００－５９９９ 元

７ ６０００－７９９９ 元

８ ８０００－９９９９ 元

—３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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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１００００ 元以上

Ｈ１９ 拥有全部家用汽车的总价

１ 不满 １０ 万元

２ １０ 万元以上，不满 ２０ 万元

３ ２０ 万元以上，不满 ３０ 万元

４ ３０ 万元以上，不满 ５０ 万元

５ ５０ 万元以上，不满 １００ 万元

６ １００ 万元以上

７ 没有汽车

　 　 二、个人项目

每个人都填报的项目

Ｃ１ 姓名

＿＿＿＿＿＿＿

Ｃ２ 与户主关系

０ 户主

１ 配偶

２ 子女

３ 父母

４ 岳父母或公婆

５ 祖父母

６ 媳婿

７ 孙子女

８ 兄弟姐妹

９ 其他

Ｃ３ 公民身份号码

□□□□□□□□□□□□□□□□□□

Ｃ４ 性别

１ 男

２ 女

Ｃ５ 出生年月

出生于：＿＿＿＿＿＿＿年＿＿＿＿＿＿＿月

Ｃ６ 民族

＿＿＿＿＿＿＿族

—４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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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７ 普查时点（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居住地

１ 本普查小区

２ 本村（居）委会其他普查小区

３ 本乡（镇、街道）其他村（居）委会

４ 本县（市、区、旗）其他乡（镇、街道）
５ 其他县（市、区、旗），请在下面填写地址

＿＿＿＿＿＿＿省（区、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６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

７ 国外

Ｃ８ 户口登记地

１ 本村（居）委会

２ 本乡（镇、街道）其他村（居）委会

３ 本县（市、区、旗）其他乡（镇、街道）
４ 其他县（市、区、旗），请在下面填写地址

＿＿＿＿＿＿＿省（区、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５ 户口待定 Ｃ１２

Ｃ９ 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

１ 没有离开户口登记地 Ｃ１２
２ 不满半年

３ 半年以上，不满一年

４ 一年以上，不满二年

５ 二年以上，不满三年

６ 三年以上，不满四年

７ 四年以上，不满五年

８ 五年以上，不满十年

９ 十年以上

Ｃ１０ 离开户口登记地原因

０ 工作就业

１ 学习培训

２ 随同离开 ／投亲靠友

３ 拆迁 ／搬家

４ 寄挂户口

５ 婚姻嫁娶

６ 照料孙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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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为子女就学

８ 养老 ／康养

９ 其他

Ｃ１１ 户口登记地类型

１ 乡

２ 镇的村委会

３ 镇的居委会

４ 街道

Ｃ１２ 是否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１ 有

２ 无

Ｃ１３ 出生地

１ 本县（市、区、旗）
２ 本省其他县（市、区、旗）
３ 省外：＿＿＿＿＿＿＿省（区、市）

５ 周岁及以上（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前出生）的人填报的项目

Ｃ１４ 五年前常住地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常住地：
１ 本县（市、区、旗）
２ 其他地区，请在下面填写地址

＿＿＿＿＿省（区、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３ 周岁及以上（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前出生）的人填报的项目

Ｃ１５ 受教育程度

１ 未上过学 Ｃ１７
２ 学前教育 Ｃ１７
３ 小学

４ 初中

５ 高中

６ 大学专科

７ 大学本科

８ 硕士研究生

９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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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６ 学业完成情况

１ 在校

２ 毕业

３ 肄业

４ 辍学

５ 其他

１５ 周岁及以上（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前出生）的人填报的项目

Ｃ１７ 是否识字

１ 是

２ 否

Ｃ１８ 工作情况

１０ 月 ２５－３１ 日是否为取得收入而工作了一小时以上（包括临时工、依托互联网平台灵活就业、家庭

经营无酬帮工等）
１ 是，上周工作时间＿＿＿＿＿＿＿小时

２ 在职休假、在职学习培训、临时停工（保留工资）
３ 未做任何工作 Ｃ２２

Ｃ１９ 工作单位或生产经营活动所属类型

１ 企业、事业、机关或社会团体等法人单位

２ 个体经营户

３ 经营农村家庭承包地（家庭农林牧渔生产经营活动）
４ 自由职业 ／灵活就业

Ｃ２０ 行业

单位详细名称：＿＿＿＿＿＿＿＿＿＿＿＿＿＿＿＿＿＿＿＿＿＿＿＿＿＿＿＿＿＿＿＿＿＿＿＿＿＿＿＿＿＿＿＿＿＿＿＿
主要产品或主要业务：＿＿＿＿＿＿＿＿＿＿＿＿＿＿＿＿＿＿＿＿＿＿＿＿＿＿＿＿＿＿＿＿＿＿＿＿＿＿＿＿＿＿

Ｃ２１ 职业

本人从事的具体工作：＿＿＿＿＿＿＿＿＿＿＿＿＿＿＿＿＿＿＿＿＿＿＿＿＿＿＿＿＿＿＿＿＿＿＿＿＿＿＿＿＿＿Ｃ２３

Ｃ２２ 未工作原因

１ 在校学习

２ 离退休

３ 料理家务

４ 丧失工作能力

５ 其他

Ｃ２３ 主要生活来源

１ 劳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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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离退休金 ／养老金

３ 最低生活保障金

４ 失业保险金

５ 财产性收入

６ 家庭其他成员供养

７ 其他

Ｃ２４ 婚姻状况

１ 未婚 Ｃ２８
２ 有配偶

３ 离婚

４ 丧偶

Ｃ２５ 初婚年月

＿＿＿＿＿＿＿年＿＿＿＿＿＿＿月

１５ 至 ６４ 周岁（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出生）的妇女填报的项目

Ｃ２６ 生育子女数

１ 未生育 Ｃ２８
２ 有生育（请填报生育的子女数）
生过几个孩子：
男＿＿＿＿＿＿＿人
女＿＿＿＿＿＿＿人
其中现在存活几个孩子：
男＿＿＿＿＿＿＿人
女＿＿＿＿＿＿＿人

１５ 至 ５０ 周岁（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出生）的妇女填报的项目

Ｃ２７ 过去一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生育状况

１ 一年内未生育（结束）
２ 一年内有生育（请填报生育时间和孩子性别）
生育时间：
＿＿＿＿月

婴儿性别：
１ 男

２ 女

一年内生育两个以上孩子的，请填报第二个孩子的状况。
生育时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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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性别：
１ 男

２ 女

６０ 周岁及以上（１９６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前出生）的人填报的项目

Ｃ２８ 居住状况

１ 与配偶和子女同住

２ 与配偶同住

３ 与子女同住

４ 独居（有保姆）
５ 独居（无保姆）
６ 养老机构

７ 其他

Ｃ２９ 身体健康状况

１ 健康

２ 基本健康

３ 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

４ 不健康，生活不能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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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普查表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ｓｕｓ 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Ｍａｃａｏ，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中国政府决定进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表　 　 　 　 　 号： Ｒ　 　 ６　 　 ０　 　 ３　 　 表

人口普查标准时点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 　 　 　 　 　 制　 定　 机　 关： 国　 　 家　 　 统　 　 计　 　 局

我们将对您在普查表中填写的信息给予 　 　 　 　 　 　 　 　 　 　 　 　 　 国 务 院 人 口 普 查 办 公 室

保密，敬请合作。 　 　 　 　 　 批　 准　 文　 号： 国 发 〔 ２ ０ １ ９ 〕 ２ ４ 号

　 　 　 　 　 有　 效　 期　 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３　 月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ｔｏ 　 　 　 　 　 Ｆｏｒｍ ｎｕｍｂｅｒ：　 　 Ｒ６０３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ｔｈｅ ７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ｓｕｓ， 　 　 　 　 　 Ｆｏｒｍ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ｚｅｒｏ ｈｏｕｒ ｏｎ 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 ａｓ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ｓｕ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ｗｉｌｌ ｂｅ ｋｅｐｔ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２４
Ｙｏｕ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ｄ． 　 　 　 　 　 Ｖａｌｉｄ ｕｎｔｉｌ：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

地址 Ａｄｄｒｅｓｓ：
＿＿＿＿＿省（区、市）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市（地、州、盟）Ｃｉｔｙ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县（市、区、旗）Ｃｏｕｎｔｙ （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乡（镇、街道）Ｔｏｗｎ （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ｓｔｒｅｅｔ）
＿＿＿＿＿普查区 Ｅｎｕ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普查小区 Ｅｎｕ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ｌｏｃｋ
＿＿＿＿＿户编号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ｎｕｍｂｅｒ

一、住户项目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１ 户别

Ｔｙｐｅ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１ 家庭户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２ 集体户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２ 住所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１ 普通住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ｄｗｅｌｌｉｎｇｓ
２ 集体住所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３ 工作地住所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ｗｏｒｋ ｐｌａ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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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 录

４ 其他住房 Ｏｔｈｅｒ ｄｗｅｌｌｉｎｇｓ
５ 无住房 Ｗｉｔｈ ｎｏ ｄｗｅｌｌｉｎｇｓ
（选择 ２－５ 的，跳至个人项目。）
（Ｉｆ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ｉｓ ２－５， ｔｈｅｎ ｓｋｉｐ ｔ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Ｆ３ 本户现住房建筑面积

Ｆｌｏｏｒ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平方米 ｍ２

Ｆ４ 本户现住房间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ｏｏｍ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间 ｒｏｏｍｓ

二、个人项目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１ 姓名 Ｆｕｌｌ ｎａｍｅ
＿＿＿＿＿＿＿

Ｒ２ 与户主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ｄ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０ 户主 Ｈｅａｄ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１ 配偶 Ｓｐｏｕｓｅ
２ 子女 Ｓｏｎ ｏｒ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３ 父母 Ｐａｒｅｎｔ
４ 岳父母或公婆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ｌａｗ
５ 祖父母 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
６ 媳婿 Ｓｏｎ－ｉｎ－ｌａｗ ｏｒ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ｉｎ－ｌａｗ
７ 孙子女 Ｇｒａｎｄｃｈｉｌｄ
８ 兄弟姐妹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ｏｒ ｓｉｓｔｅｒ
９ 其他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Ｒ３ 性别

Ｓｅｘ
１ 男 Ｍａｌｅ
２ 女 Ｆｅｍａｌｅ

Ｒ４ 出生年月

Ｄａｔｅ ｏｆ ｂｉｒｔｈ
出生于 Ｂｏｒｎ ｉｎ：＿＿＿＿＿＿＿年 ｙｅａｒ＿＿＿＿＿＿＿月 ｍｏｎｔｈ

—１８３１—



上海市人口普查年鉴 -2020

Ｒ５ 来内地（大陆）或来华目的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ｆｏｒ ｓｔ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 商务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 就业 Ｗｏｒｋ
３ 学习 Ｓｔｕｄｙ
４ 定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５ 探亲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６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ｓ

Ｒ６ 已在内地（大陆）或在华居住时间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 不满三个月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３ ｍｏｎｔｈｓ
２ 三个月以上，不满半年 ３ ｍｏｎｔｈｓ ｔｏ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６ ｍｏｎｔｈｓ
３ 半年以上，不满一年 ６ ｍｏｎｔｈｓ ｔｏ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２ ｍｏｎｔｈｓ
４ 一年以上，不满二年 １ ｙｅａｒ ｔｏ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２ ｙｅａｒｓ
５ 二年以上，不满五年 ２ ｙｅａｒｓ ｔｏ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５ ｙｅａｒｓ
６ 五年以上 ５ ｙｅａｒｓ ｏｒ ｍｏｒｅ

Ｒ７ 受教育程度

３ 周岁及以上（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前出生）的人填报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ａｇｅｄ ３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Ｂｏｒｎ ｂｅｆｏｒｅ ３１ｓｔ Ｏｃｔ ２０１７）
１ 未上过学 Ｎｏ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２ 学前教育 Ｐｒｅ－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 小学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４ 初中 Ｊｕｎｉｏｒ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５ 高中 Ｓｅｎｉｏｒ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６ 大学专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７ 大学本科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８ 硕士研究生 Ｍａｓｔｅｒ
９ 博士研究生 Ｄｏｃｔｏｒ

Ｒ８ 身份或国籍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１ 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ＡＲ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２ 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 Ｍａｃａｏ ＳＡＲ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３ 台湾地区居民 Ｔａｉｗ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４ 外国人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国籍 Ｃｏｕｎｔｒｙ＿＿＿＿＿＿＿（结束）（Ｅｎｄ）

１５ 周岁及以上（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前出生）港澳台居民填报的项目

Ｆｏｒ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ａｇｅｄ １５ ａｎｄ ｏｖｅｒ （Ｂｏｒｎ ｂｅｆｏｒｅ ３１ｓｔ Ｏｃｔ ２００５） ｆｒｏｍ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Ｍａｃａｏ 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
Ｒ９ 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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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月 ２５－３１ 日是否为取得收入而工作了一小时以上

１ 是

２ 在职休假、在职学习培训、临时停工（保留工资）
３ 未做任何工作 Ｒ１２

Ｒ１０ 行业

１ 农、林、牧、渔业

２ 采矿业

３ 制造业

４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５ 建筑业

６ 批发和零售业

７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８ 住宿和餐饮业

９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０ 金融业

１１ 房地产业

１２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３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４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５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１６ 教育

１７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１８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９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２０ 国际组织

Ｒ１１ 职业

１ 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２ 专业技术人员

３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４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５ 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

６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７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Ｒ１２ 婚姻状况

１ 未婚

２ 有配偶

３ 离婚

４ 丧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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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死亡人口调查表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死亡的人口登记）

经国务院批准进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表　 　 号： Ｒ ６ ０ ４ 表

人口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人口普查的原始资料不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仅供汇总使用 　 　 　 　 　 　 　 　 　 　 　 　 批准文号： 国 发 〔 ２ ０ １ ９ 〕 ２ ４ 号

公民应履行如实申报普查项目的义务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３ 月

　 　 地址：＿＿＿＿＿省（区、市）＿＿＿＿＿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乡（镇、街道）＿＿＿＿＿普查区

＿＿＿＿＿普查小区＿＿＿＿＿户编号

每个死亡人口都登记的项目

Ｓ１ 姓名

＿＿＿＿＿＿＿

Ｓ２ 公民身份号码

□□□□□□□□□□□□□□□□□□

Ｓ３ 性别

１ 男

２ 女

Ｓ４ 出生年月

出生于：＿＿＿＿＿＿＿年＿＿＿＿＿＿＿月

Ｓ５ 死亡时间

死亡于：＿＿＿＿＿＿＿月

Ｓ６ 民族

＿＿＿＿＿＿＿族

死亡时满 ３ 周岁的人登记的项目

Ｓ７ 受教育程度

１ 未上过学

２ 学前教育

３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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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初中

５ 高中

６ 大学专科

７ 大学本科

８ 硕士研究生

９ 博士研究生

死亡时满 １５ 周岁的人登记的项目

Ｓ８ 婚姻状况

１ 未婚

２ 有配偶

３ 离婚

４ 丧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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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普查表填写说明

　 　 一、普查表的种类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表分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短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普查表》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死亡人口调查表》四种表。

　 　 二、标准时点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
普查员在掌握普查标准时点时，应注意以下两点：
（一）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以后出生的人不登记；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以后死亡的人仍要在普查

短表中登记。
（二）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以后居住地发生变化的人，仍在原居住地登记。

　 　 三、普查对象

普查对象是指普查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

居的中国公民，不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
（一）普查短表和普查长表的普查对象具体是指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晚住本普查小区的人，以及户口

登记在本普查小区但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晚未住本普查小区的人。
１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晚住本普查小区的人，无论其户口登记在何处。
２ 户口登记在本普查小区，但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晚未住本普查小区的人，无论其外出时间长短、外

出原因如何。
（二）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普查表的普查对象具体是指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晚住本普查小区的港

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三）死亡人口调查表的登记对象具体是指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期间本普查小

区的死亡人口。

　 　 四、登记原则

人口普查采用按现住地登记的原则，每个人必须在现住地进行登记。 普查对象不在户口登记地居

住的，户口登记地要登记相应信息。
人口普查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户分为家庭户和集体户。 集体户以一个住房单元为一户进行普查

登记。
为便于理解登记对象，并考虑到普查中可能遇到的特殊情况，普查员在入户登记时可采取以下方

式询问住户：
应在您家普查登记的人

包括：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晚住在您家里的人。

—６８３１—



第四部分 附 录

·经常居住在您家，由于临时出差、探亲、旅游或值夜班等原因，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晚未住在您家

的人（视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晚住在您家）。
·幼儿园全托孩子，小学、初中住校生（视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晚住在您家）。
·户口登记在现住房地址的其他人。
不包括：
·现役军人和武警。
·由于临时出差、探亲、旅游等原因，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晚暂住在您家的人。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以后出生的人。

　 　 五、普查项目

（一）普查短表

按户填报的项目有：户别、本户应登记人数、本户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期间的出

生人口、本户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期间的死亡人口、住所类型、本户现住房建筑面积、
本户现住房间数。

按人填报的项目有：姓名、与户主关系、公民身份号码、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普查时点（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居住地、户口登记地、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离开户口登记地原因、受教育程度、是否识字。

（二）普查长表

按户填报的项目有：户别、本户应登记人数、本户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期间的出

生人口、本户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期间的死亡人口、住所类型、本户现住房建筑面积、
本户现住房间数、住房所在建筑的总层数、承重类型、住房建成年代、住房所在建筑有无电梯、主要炊事

燃料、住房内有无管道自来水、住房内有无厨房、住房内有无厕所、住房内有无洗澡设施、住房来源、月租

房费用、拥有全部家用汽车的总价。
按人填报的项目有：姓名、与户主关系、公民身份号码、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普查时点（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居住地、户口登记地、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离开户口登记地原因、户口登记地类型、是否

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生地、五年前常住地、受教育程度、学业完成情况、是否识字、工作情况、经常

工作单位或生产经营活动所属类型、行业、职业、未工作原因、主要生活来源、婚姻状况、初婚年月、生育

子女数、过去一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生育状况、居住状况、身体健康状况。
（三）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普查表

按户填报的项目有：户别、住所类型、本户现住房建筑面积、本户现住房间数。
按人填报的项目有：姓名、与户主关系、性别、出生年月、来内地（大陆）或来华目的、已在内地（大

陆）或在华居住时间、受教育程度、身份或国籍、工作情况、行业、职业、婚姻状况。
（四）死亡人口调查表

填报的项目有：姓名、公民身份号码、性别、出生年月、死亡时间、民族、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

　 　 六、普查表的填写方法

（一）普查表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 普查短表、死亡人口调查表采用普查员入户询问、当场填报，或
由普查对象通过互联网自主填报等方式进行。 普查长表、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普查表采用普查指导

员和普查员入户询问、当场填报的登记方式。
（二）普查小区中的每一户有且只有一个户编号，为“００１”开始的 ３ 位顺序码，在《户主姓名底册》编

制完成后自动生成，普查表上的户编号与其一致，不可修改。
（三）普查表的填写顺序：先填写住户项目，再逐人填写个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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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员填写普查短表时，填写按人登记的项目时，表内第一人应填户主，然后依次填户主的配偶和

其他关系的人。 全户死亡的户，只填写“Ｈ４ 本户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期间的死亡人

口”，其他住户项目和个人项目均不再登记。
普查员填写普查长表时，与普查短表相同的项目直接代入短表信息，经向普查对象核实确认后，再

填报其他项目。
（四）普查表每户最多可以填写 ２０ 人。 对于超过 ２０ 人的大集体户，可酌情分成若干集体户填写。
（五）有标准选项的项目，根据实际情况选填，并且每个问题只能选择一个标准选项。 民族、普查时

点（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居住地、户口登记地、出生地、五年前常住地等项目可根据列表栏进行选择。
没有标准选项的项目，用文字或阿拉伯数字据情填报。

（六）如果填写错误或发生逻辑关系异常，数据采集程序会给出审核提示。 审核类型分为强制性审

核和确认性审核，若为强制性审核错误，必须根据提示信息对错误项目进行修改；若为确认性审核提

示，应根据提示信息对异常项目进行核实，确认无误后，继续进行填报。
（七）普查员每填完一户，应即刻进行审核，将通过审核的信息向申报人当面宣读，核对无误后，由

申报人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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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指标解释

　 　 一、普查短表

（一）住户项目

Ｈ１ 户别———按家庭户、集体户的类别填报。
１ 家庭户：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口，作为一个家庭户。 单身居住独自生活

的，也作为一个家庭户。
２ 集体户：相互之间没有家庭成员关系，集体居住共同生活的人口作为一个集体户。
Ｈ２ 本户应登记人数———包括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晚居住本户的人数，既包括

户口在本户、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晚居住本户的人数，也包括户口不在本户、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晚居住本

户的人数，填写 Ｈ２ 的第一项；另一部分是户口在本户，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晚未居住本户的人数，填写

Ｈ２ 的第二项。
Ｈ３ 本户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期间的出生人口———填写本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期间出生的人数。 分别填写男、女的合计数。 若本户在此期间没有出生人口，
请填写“０”。

Ｈ４ 本户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期间的死亡人口———填写本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期间死亡的人数。 分别填写男、女的合计数。 若本户在此期间没有死亡人口，
请填写“０”。

填写 Ｈ３、Ｈ４ 时应注意：
不要漏掉出生时有某种生命现象（如在胎儿脱离母体时，有呼吸或心跳，脐带搏动、随意肌收缩等）

不久即死亡的婴儿，既要填写出生人数，也要填写死亡人数。
Ｈ５ 住所类型———按居住的住所类型填报。
１ 普通住宅：指人工建造的，有墙、顶、门、窗等结构，具有独立入口，专门供人居住的房屋或场所。

如单元房、平房、四合院、独栋别墅、筒子楼、窑洞等传统意义上的住宅。
２ 集体住所：指学生宿舍、职工宿舍、工棚、养老院、福利院、宗教场所等。
３ 工作地住所：指居住在办公楼、发廊、商铺、餐馆等工作场所。
４ 其他住房：指居住在上述场所以外的其他房屋或场所。
５ 无住房：指本户没有住房，居无定所（如流动人口中那些睡在桥下、公园、车站或睡在运载货物、

商品车辆上的人等）。
Ｈ６ 本户现住房建筑面积———本户现住房的建筑面积以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或租赁凭证

上的相关信息为准。
若只知道使用面积的，可用使用面积乘以 １ ３３，换算成建筑面积。 填写本项目时应注意：
１ 在租借房屋居住的户，按租借住房的实际情况填写其住房建筑面积。
２ 合住在同一所住房里的住户，其建筑面积为各户所独立使用的房间面积加上公共使用面积（包

括厨房、厕所、门厅、阳台等）的分摊部分：两户合住的，各按二分之一计算；三户合住的，各按三分之一

计算，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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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建筑面积应填写整数，不为整数时四舍五入获得。
Ｈ７ 本户现住房间数———指除厨房、厕所、过道和厅以外的所有自然间数（包括扩建的房间）。 填

写本项目时应注意：
１ 在租借房屋居住的户，按租借住房的实际居住情况填写其住房间数。
２ 合住同一所住房的，在填写住房间数时，填写其独立使用的房间数。
（二）个人项目

Ｄ１ 姓名———填写被登记人的正式姓名。 没有正式姓名的可填小名或某某氏，但不能填笔名、代号

等。 婴儿未起名的，可填“未取名”。
Ｄ２ 与户主关系———指被登记人与本户户主的关系。 申报人不是户主的，不要将被登记人与申报

人的关系错填为与户主的关系。
０ 户主：按家庭日常生活习惯确定户主。
１ 配偶：指户主的妻子或丈夫。
２ 子女：指户主的子女。
３ 父母：指户主的父母或继父母、养父母。
４ 岳父母或公婆：指户主配偶的父母或继父母、养父母。
５ 祖父母：指户主或配偶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曾祖父母、外曾祖父母。
６ 媳婿：指户主子女的配偶。
７ 孙子女：指户主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孙媳婿、外孙媳婿、重孙子女、重孙媳婿、重外孙子女、重外

孙媳婿。
８ 兄弟姐妹：指户主及其配偶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配偶。
９ 其他：指以上九种人以外的成员。
在登记家庭户时，户主应登记为第一人，选填“０ 户主”。 如果户主的配偶也在本户登记，应登记为

第二人，选填“１ 配偶”，然后再登记该户的其他成员；如果户主没有配偶，或户主配偶不在本户登记，第
二人登记本户其他成员。

在登记集体户时，任选一人登记为户主，选填“０ 户主”，本户其他成员与户主关系一律登记为其

他，选填“９ 其他”。
Ｄ３ 公民身份号码———指 １８ 位公民身份号码。 无公民身份号码的填写 １８ 位 ０。
Ｄ４ 性别———指被登记人的性别。
Ｄ５ 出生年月———指被登记人的出生年、月。
出生年月按公历填写，只知道农历的，要换算成公历。 按照一般的规律，农历的月份与公历的月份

相差一个月左右，换算时农历的月份加 １ 即可作为公历的月份，但要注意农历的 １２ 月应当是公历下一

年的 １ 月。
Ｄ６ 民族———指被登记人的民族。
外国人加入中国籍，其民族和我国的某一民族相同的，就选填某一民族；没有相同民族的，按外国

人加入中国籍填写，选填“入籍”。
Ｄ７ 普查时点（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居住地———指被登记人在普查标准时点居住的地址。
１ 本普查小区：指普查时点居住在本普查小区的人。 如果本户在本普查小区拥有一套以上的住

房，可确定其中一处进行登记。
２ 本村（居）委会其他普查小区：指户口登记地在本普查小区，普查时点居住在本村（居）委会其他

普查小区的人。
３ 本乡（镇、街道）其他村（居）委会：指户口登记地在本普查小区，普查时点居住在本乡（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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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村（居）委会的人。
４ 本县（市、区、旗）其他乡（镇、街道）：指户口登记地在本普查小区，普查时点居住在本县（市、区、

旗）的其他乡（镇、街道）的人。
５ 其他县（市、区、旗）：指户口登记地在本普查小区，普查时点居住在本县（市、区、旗）以外地区的

人。 填报本选项的人还需选填普查时点居住地所在省（区、市）、市（地、州、盟）、县（市、区、旗）的具体

名称。
６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指户口登记地在本户，普查时点居住在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人。
７ 国外：指户口登记地在本户，普查时点居住在国外的人。
Ｄ８ 户口登记地———指被登记人的居民户口簿上的地址。
１ 本村（居）委会：指户口登记地在本村（居）委会的人。
２ 本乡（镇、街道）其他村（居）委会：指普查时点居住本普查小区，户口登记地在本乡（镇、街道）其

他村（居）委会的人。
３ 本县（市、区、旗）其他乡（镇、街道）：指普查时点居住本普查小区，户口登记地在本县（市、区、

旗）的其他乡（镇、街道）的人。
４ 其他县（市、区、旗）：指普查时点居住本普查小区，户口登记地在本县（市、区、旗）以外地区的

人。 填报本选项的人还需填写户口登记地所在省（区、市）、市（地、州、盟）、县（市、区、旗）的具体名称。
５ 户口待定：指普查时点居住本普查小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登记户口的人。 包括手持户口迁移

证、出生证、退伍证等情况。
Ｄ９ 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指到普查标准时点为止，被登记人离开户口登记地（居住地与户口

登记地不一致）的时间。
没有离开户口登记地是指户口登记地在本村（居）委会，普查标准时点居住在本普查小区或本村

（居）委会其他普查小区。
若常年外出的人由于农忙、节假日等原因偶尔回家的，或回家后因疫情原因推迟外出的，还应该从

第一次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时间开始计算。
Ｄ１０ 离开户口登记地原因———指被登记人离开户口登记地（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原

因。
０ 工作就业：指十五周岁及以上因务工经商、工作招聘、调动等原因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１ 学习培训：指六周岁及以上因考入各级各类学校或参加各种学习班、培训班而离开户口登记地

的人。
２ 随同离开 ／投亲靠友：指因跟随亲属、投亲靠友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３ 拆迁 ／搬家：指因房屋拆迁、改造或者搬家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４ 寄挂户口：指户口落在集体户或没有在户口登记地居住过、只落户口的人。
５ 婚姻嫁娶：指十五周岁及以上因结婚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６ 照料孙子女：指为照料孙子女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７ 为子女就学：指为子女就学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
８ 养老 ／康养：指因旅游（度假）养老 ／康养、候鸟式养老 ／康养、回籍贯地养老 ／康养、居住在养老院

而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人，不包括跟随子女养老。
９ 其他：指上述几种以外的原因。
凡具有两种以上原因的，按其主要的原因选填一个标准选项。
Ｄ１１ 受教育程度———指按照国家教育体制，被登记人接受教育的情况。 通过自学或成人学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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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家统一考试合格的，分别归入相应的受教育程度。
１ 未上过学：指从未接受过各级各类学校教育。 包括参加过各种扫盲班或成人识字班学习，且以

后再没有接受过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人。
２ 学前教育：指仅接受过或正在接受专门学前教育机构教育，即在幼儿园或附设幼儿班接受保育

和教育。
３ 小学：指接受的最高一级教育为小学，无论其是否在校、毕业、肄业或辍学。
４ 初中：指接受的最高一级教育为初中，无论其是否在校、毕业、肄业或辍学。
５ 高中：指接受的最高一级教育为普通高中、成人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无论其是否在校、毕业、肄

业或辍学。
６ 大学专科：指接受的最高一级教育为大学专科。 在普通高等学校学习大学专科的，无论其是否

在校、毕业、肄业或辍学，都填报此项。
凡国家授权承认学历的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职工大学等成人高校和普通高等学校举办的函

授大学、夜大学和其他形式的大学，按教育部颁布的大学专科教学大纲进行授课的，其毕业生选填此

项；其肄业生、在校生按原有受教育程度填报。 含成人专科和网络专科。
通过自学，经国家统一举办的自学考试合格，并取得大学专科毕业证书的，也选填此项。
７ 大学本科：指接受的最高一级教育为大学本科。 在普通高等学校学习大学本科的，无论其是否

在校、毕业、肄业或辍学，都填报此项。
凡国家授权承认学历的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职工大学等成人高校和普通高等学校举办的函

授大学、夜大学和其他形式的大学，按教育部颁布的大学本科教学大纲进行授课的，其毕业生选填此

项；其肄业生、在校生按原有受教育程度填报。 含成人本科和网络本科。
通过自学和进修大学课程，经考试合格，并取得大学本科毕业证书的，也选填此项。
８ 硕士研究生：指接受的最高一级教育为硕士研究生，无论其是否在校、毕业、肄业或辍学。 含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以后录取的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在职接受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其毕业生选填此项；肄业生和在校生按原有受教育程度填报。
９ 博士研究生：指接受的最高一级教育为博士研究生，无论其是否在校、毕业、肄业或辍学。 含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以后录取的非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在职接受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其毕业生选填此项；肄业生和在校生按原有受教育程度填报。
凡是没有按教育部的教学大纲培养或只学单科的人，不能填报“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硕士研究

生”或“博士研究生”，一律按原有受教育程度填报。
Ｄ１２ 是否识字：指被登记人是否达到国家规定的脱盲标准（城镇居民和企、事业单位职工识字

２０００ 个，农村居民识字 １５００ 个）。 登记时可询问，日常生活中是否能读懂简单的书信或书写简短的句

子。 如果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便条就认为具有识字能力。

　 　 二、普查长表

（一）住户项目

Ｈ１ 户别———与短表 Ｈ１ 相同。
Ｈ２ 本户应登记人数———与短表 Ｈ２ 相同。
Ｈ３ 本户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期间的出生人口———与短表 Ｈ３ 相同。
Ｈ４ 本户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期间的死亡人口———与短表 Ｈ４ 相同。
Ｈ５ 住所类型———与短表 Ｈ５ 相同。
Ｈ６ 本户现住房建筑面积———与短表 Ｈ６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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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７ 本户现住房间数———与短表 Ｈ７ 相同。
Ｈ８ 住房所在建筑的总层数———层数是指建筑物的自然层数，一般按室内地坪以上计算。
采光窗在室外地坪以上的半地下室，其室内层高在 ２ ２０ｍ 以上（不含 ２ ２０ｍ）的，计算自然层数；假

层、附层（夹层）、插层、阁楼（暗楼）、装饰性塔楼，以及突出屋面的楼梯间、水箱间不计层数。
其中，平房是指只有一层的房子。
Ｈ９ 承重类型———指在房屋建筑中，由各种构件（屋架、梁、板、柱等）组成的能够承受各种作用的

体系。
１ 钢及钢筋混凝土结构：指承重的主要构件是用钢及钢筋混凝土建造的。 它包括“钢结构”“钢、

钢筋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三种结构类型。
钢结构：承重的主要构件是钢材料建成的，包括悬索结构。
钢、钢筋混凝土结构：承重的主要构件是用钢、钢筋混凝土建造的。 如一幢房屋一部分梁柱采用钢、

钢筋混凝土构架建成。
钢筋混凝土结构：承重的主要构件是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 包括薄壳结构、大模板现浇结构及使

用滑模、升板等建造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物。
２ 混合结构：指承重的主要构件是用钢筋混凝土和砖木建造的。 如一幢房屋的梁是用钢筋混凝土

制成，以砖墙为承重墙，或者梁是用木材建造，柱是用钢筋混凝土建造。
３ 砖木结构：指承重的主要构件是用砖、木材建造的。 如一幢房屋是木制房架、砖墙、木柱建成的。
４ 竹草土坯结构：指承重的主要构件是用竹、草、土坯等建造的。 如竹楼、土窑洞等。
５ 其他结构：指不属于上述类型的结构。
Ｈ１０ 住房建成年代———指本户住房所属建筑物的建成年份。
本户住房所属建筑物翻修过的，按翻修时的年份选填。 经过改建的，如改建面积大于原面积的，按

改建时的年份选填；如改建面积小于原面积的，按原建成年份选填。
Ｈ１１ 住房所在建筑有无电梯———指本户住房所属建筑物内部、外部是否安装电梯。
Ｈ１２ 主要炊事燃料———指本户用于炊事的主要燃料。
如果本户用于炊事的燃料有两种以上，选填主要的一种。
Ｈ１３ 住房内有无管道自来水———指本户住房内是否有经过公用设施净化处理的管道输送水。
在院子里自己打的机井不能算作有自来水。
Ｈ１４ 住房内有无厨房———指本户住房内是否有专供做饭使用的房间，无论是否装有上下水道及固

定灶具。
在公用过道、客堂等处烧饭的和在庭院、路边搭建的、临时简陋设施中做饭的都不算有厨房。
Ｈ１５ 住房内有无厕所———指本户住房内是否有厕所。
１ 水冲式卫生厕所：指有上下水系统，或厕间有备水桶（瓢冲），坐便或蹲便器有水封或无水封的厕

所，且粪便及污水冲入到下水道、化粪池和厕坑，无蝇，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２ 水冲式非卫生厕所：指虽然是水冲式厕所，但是粪便被冲到开放的水渠、沟塘等开放水体或者不

确定冲到何处，会污染环境。
３ 卫生旱厕：指有固定盖板的厕所，粪便基本无暴露，保持无蝇。 比如通风改良厕所、堆肥厕所、双

坑交替厕所、粪尿分集厕所、阁楼厕所、深坑防冻厕所等。
４ 普通旱厕：包括无盖板的敞开式旱厕，有或无防渗处理。 通常粪便暴露、有蛆蝇。
５ 无：指没有厕所。
Ｈ１６ 住房内有无洗澡设施———指住房内是否有固定浴缸（浴盆）或淋浴龙头等能使用的洗浴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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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统一供热水：指本户洗浴用热水由社区、物业管理部门或其他公共设施统一供应。
２ 家庭自装热水器：指本户洗浴用热水是由自己安装的各种热水器，如电热水器、燃气（罐装、管

道）热水器等。
３ 其他：指上述两种以外的洗浴设施。
４ 无：指住房内没有洗浴设施。
Ｈ１７ 住房来源———指本户获取现住房的方式。
１ 租赁廉租房 ／公租房：指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并租住廉租房、公租房。
２ 租赁其他住房：指通过私人、单位或房屋中介等渠道租住住房。
３ 购买新建商品房：指按市场价购买的新建商品房。
４ 购买二手房：指购买那些进入房屋市场进行交易，第二次及以上进行产权登记的住房，包括二手

商品房、允许上市交易的已售公房、经济适用房等。
５ 购买原公有住房：指个人以成本价或优惠价购买的、原作为福利分配给本单位职工的住房。
６ 购买经济适用房 ／两限房：指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并购买经济适用房、两限房。
７ 自建住房：指个人建造的住房，其产权属于个人所有。
８ 继承或赠予：指从亲属处继承而来或者受他人赠予而获取住房。
９ 其他：指上述几种住房来源以外的情况。
Ｈ１８ 月租房费用———指最近用于交纳房租的单月金额，不包括水电费、物业费、取暖费等附加费

用。 月租房费用不为整数时，按四舍五入计算。
若多人合租作一户登记时，则需将每人月租费加总计算。
Ｈ１９ 拥有全部家用汽车的总价———是指住户拥有的全部供家庭生活使用的汽车价格之和。
汽车价格按汽车实际购买价格（含税）的方式计算。
若住户有多辆家用汽车，则按全部家用汽车的价格总和选填。
（二）个人项目

Ｃ１ 姓名———与短表 Ｄ１ 相同。
Ｃ２ 与户主关系———与短表 Ｄ２ 相同。
Ｃ３ 公民身份号码———与短表 Ｄ３ 相同。
Ｃ４ 性别———与短表 Ｄ４ 相同。
Ｃ５ 出生年月———与短表 Ｄ５ 相同。
Ｃ６ 民族———与短表 Ｄ６ 相同。
Ｃ７ 普查时点（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居住地———与短表 Ｄ７ 相同。
Ｃ８ 户口登记地———与短表 Ｄ８ 相同。
Ｃ９ 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与短表 Ｄ９ 相同。
Ｃ１０ 离开户口登记地原因———与短表 Ｄ１０ 相同。
Ｃ１１ 户口登记地类型———指离开户口登记地（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时的户口登记地类

型。
若离开时户口登记地的类型是“乡”，而现在已改成“镇”，应选填“１ 乡”，不要填报“２ 镇的村委

会”或“３ 镇的居委会”。
Ｃ１２ 是否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指被登记人户口所在的户是否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户口所在的户应以被登记人的户口簿为准。 拥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被登记人户口登记地

在农村地区或以前的农村地区，目前户口所在的户与集体经济组织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
拥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户，目前可能实际经营承包地，也可能因各种原因不再经营承包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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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以转包、出租、入股、托管等方式流转所承包土地经营权。
Ｃ１３ 出生地———指被登记人的出生地点。
１ 本县（市、区、旗）：指出生在本县、县级市、区、旗。
２ 本省其他县（市、区、旗）：指出生在本省的其他县、县级市、区、旗。
３ 省外：指出生在本省（区、市）以外其他地区，并选填出生地所在省（区、市）的名称。 在港、澳、台

或国外出生的，根据实际情况选填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或“国外”。
Ｃ１４ 五年前常住地———指被登记人在普查标准时点的五年前，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的常住

地。
五年前居住在本县（市、区、旗）以外其他地区的人，还需选填五年前常住地的地址。
五年前居住在港、澳、台或国外的，根据实际情况选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

地区”或“国外”。
Ｃ１５ 受教育程度———与短表 Ｄ１１ 项相同。
Ｃ１６ 学业完成情况———指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上的人完成学业的情况。
１ 在校：正在接受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并有学籍。
２ 毕业：已修完全部课程，并经过考试鉴定合格。
３ 肄业：修完全部课程，但考试不及格或因种种原因未取得毕业资格。
４ 辍学：未能修完所规定的全部课程，中途退学。
５ 其他：私塾、自学等其他方式。
Ｃ１７ 是否识字———与短表 Ｄ１２ 项相同。
Ｃ１８ 工作情况———指被登记人在 １０ 月 ２５—３１ 日期间，即普查标准时点前一周，是否为取得收入

而工作了 １ 小时以上，包括临时工、互联网灵活就业、家庭经营无酬帮工。
工作是指为获取工资、实物报酬或经营收入而从事的各种生产、经营或服务性活动，其目的是为了

取得收入，无论实际是否取得。 不包括义务劳动和公益性劳动。
１ 是：指在 １０ 月 ２５－３１ 日期间，为取得收入而干过固定的、临时的或兼职的工作，并且工作时间超

过 １ 小时。 在校学生利用课余或假期以及退休人员为取得收入而从事了工作，也选填此项。
家庭成员在自家或亲属经营的公司、企业、商铺或网店工作，即使本人没有劳动报酬，也选填此项。
选填“１ 是”的人，还需填写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按在 １０ 月 ２５－３１ 日期间实际的工作时间填写，而

不是按国家或企业规定的制度工作时间填写。
计算工作时间，要注意把握以下几种情况：
（１）从事一种以上有收入工作的，几项工作时间相加计算。
（２）在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外加班工作的，加班时间一并计算在内。
（３）农村既干家务又从事农业或其他有收入工作的人，家务劳动时间除外。
２ 在职休假、在职学习培训、临时停工（保留工资）：
在职休假是指在 １０ 月 ２５－３１ 日期间，因各种休假或请假临时未工作，包括公休假、年休假、空勤人

员、船员、火车乘务人员的轮休假、病假、工伤假、产假、事假、探亲假、婚丧假等。 个人档案、人事关系已

在某单位，但因各种原因尚未到新单位报到上班，如军人转业或工作调动等，也视为休假。
在职学习培训是指有工作单位，在 １０ 月 ２５－３１ 日期间参加脱产学习或培训。
临时停工（保留工资）是指在 １０ 月 ２５－３１ 日期间，由于机械或电力故障、原料或燃料短缺、天气或

其他灾害等原因导致的暂时未工作，但仍可以有工资收入。
打零工、计件工等临时就业或灵活就业的人，因为上述原因停工并且没有收入，不填此项，应填“３

未做任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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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未做任何工作：指在 １０ 月 ２５－３１ 日期间，没有工作单位，也未从事过任何可以有收入的工作。
对于下岗、内退人员，如果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仍有工资性收入的，选填“２ 在职休假、在职

学习培训、临时停工”；如果没有工资性收入，选填“３ 未做任何工作”。 对于承包土地的农民，在 １０ 月

２５－３１ 日期间，如果干农活或其他有收入的工作超过 １ 小时，选填“１ 是”；如果外出打工，未从事任何

工作，选填“３ 未做任何工作”；如果正处于农业生产季节，没有外出打工，期间临时没有干农活，选填

“２ 在职休假、在职学习培训、临时停工”。
对于从事季节性生产经营的人，如果生产经营仍在进行中，只是在 １０ 月 ２５－３１ 日期间没有工作，选

填“２ 在职休假、在职学习培训、临时停工”；如果正处于季节性歇业，选填“３ 未做任何工作”。
Ｃ１９ 工作单位或生产经营活动所属类型———指普查标准时点前一周的主要工作单位或生产经营

活动类型。
１ 企业、事业、机关或社会团体等法人单位：法人单位指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

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独立拥有和使用（或授权使用）资产承担负债，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
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的单位。 包括企业、事业、机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

会、居委会、村委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组织机构。
２ 个体经营户：指资产归个人所有，以个体劳动为基础，劳动成果归劳动者个人占有和支配的一种

经济组织。 既包括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也包括没有领

取《营业执照》，但实际从事个体经营活动的人。
３ 经营农村家庭承包地（家庭农林牧渔生产经营活动）：指在自家承包的耕地、林地、草地、池塘以

及其他合法用于农业的土地上，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经营活动，也包括家庭在转包和租用他人农业用

地上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经营活动，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以自营劳动为主，不雇佣长期雇工，但可能

雇佣临时短工。
农业生产季节在承包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但上周未做任何工作的人，也选填此项。
普查标准时点前一周未在自家承包土地上工作而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的人，或外出务工经商的

人不填此项，选填上周实际工作单位或生产经营活动。
４ 自由职业 ／灵活就业：指除个体经营户以外的自雇就业或自主型的个体就业。 包括律师、自由撰

稿人、歌手、模特等自主就业人员，也包括家庭自雇家政服务、街头小贩、其他类型打零工的临时就业人

员，还包括依赖平台承接工作任务、不隶属于任何雇主的劳动者。
Ｃ２０ 行业———指普查标准时点前一周主要工作所在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 如果前一周从事两项

不同工作，按工作时间长短确定主要工作；如果工作时间相同，再按报酬高低确定主要工作。
行业是按照经济活动的同一性进行分类的，不是按其所属的行政管理系统来分的。 产业活动单位

是划分行业的分类标准。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１）具有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经济活动；
（２）单独组织生产、经营或业务活动；（３）掌握收入和支出的会计核算资料。

填写行业时要注意以下情况：
有工作单位的，既要填写单位名称，也要填写单位的主要产品或从事的主要业务。 单位名称要具

体到分厂、分公司或营业部，即产业活动单位，不能笼统地只填写总厂名称。 最重要的是单位的主要产

品或主要业务要详细填写，要用动宾词组表达，如“生产服装”或“销售服装”，不能简写为“服装”。 保

密单位，填写其公开使用的名称和公开的主要产品或主要业务。
没有工作单位的，只填写主要产品或主要业务，如“送外卖”“当滴滴司机”。 务农人员不能笼统地

填写“农业”，要根据其具体的农业生产活动或农户具体从事的主要业务填写。 如“种粮食”“养猪”等。
Ｃ２１ 职业———指普查标准时点前一周主要工作具体是干什么。 如果前一周从事两项不同工作，按

工作时间长短确定主要工作；如果工作时间相同，再按报酬高低确定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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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分类是以工作性质的同一性为基本原则。 所谓“同一性”，是指不论其所在工作单位是什么经

济类型，不论用工形式是固定工还是临时工，也不论其隶属于哪个行业，凡是从事同一性质工作的人都

划分为同一类。
填写职业时应注意以下情况：
填写职业要具体、详细。 不能笼统地写“工人”“农民”“公务员”“工程师”等，而应具体填写其实际

工作种类，如“铸轧工”“捕鱼”“统计人员”“通信工程技术员”等。 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行政领导人员，
应按行政领导职务填写其职业；同时担任两个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应按主要职务填写其职业。 工种

尚未确定，暂时又无具体工作岗位的，要填写“工种未定”。
Ｃ２２ 未工作原因———指被登记人在普查标准时点前一周没有工作的主要原因。
１ 在校学习：指在各级各类学校学习，并有正式学籍的人员。 不包括有工作单位，脱产学习的人

员。
２ 离退休：指已办理离休、退休手续，定期领取离退休生活费，且未从事任何有收入劳动的人。
３ 料理家务：指主要在自己家里从事家务劳动，且没有劳动收入的人。 离、退休人员从事家务劳动

的，选填“２ 离退休”。 为自家经营的摊位、商店、门市部、工厂工作的人，农村中既料理家务又务农或从

事家庭副业的人，在别人家干家务活的临时工或小时工，均属于有工作的人，不选填此项。
４ 丧失工作能力：指经专门机构鉴定或虽未鉴定但本人或其法定监护人认为，其因生理或心理疾

患已丧失了从事劳动的能力。 包括年老体弱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员，但不包括离休、退休人员，这些人不

论是身体残疾还是年老体弱生活不能自理，均选填“２ 离退休”。
５ 其他：指上述几种以外的原因。
Ｃ２３ 主要生活来源———指被登记人主要依靠什么生活。
如果被登记人同时有几种生活来源，选填其认为最主要的一项。
１ 劳动收入：指主要依靠劳动报酬、经营利润或家庭收益（包括现金和实物收入）生活。
２ 离退休金 ／养老金：指办理了离休、退休或退职手续，主要依靠从原工作单位或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领取的离退休金（包括退职费）生活。
３ 最低生活保障金：指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规定的最低生活保

障线，主要依靠从政府有关部门或集体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以及依靠民政部门发放的烈军属、五
保户、残疾人等的生活抚恤金生活。

４ 失业保险金：指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支付给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费用，是对失业

人员在失业期间失去工资收入的一种临时补偿。
５ 财产性收入：指以资金储蓄、借贷入股以及财产运营、房屋租赁等所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租

金等收入。
６ 家庭其他成员供养：指主要依靠家庭其他成员或亲属的供养和资助生活。
７ 其他：指上述几种以外的情况。
Ｃ２４ 婚姻状况———指被登记人在普查标准时点的实际婚姻状况。
１ 未婚：指从未结过婚。
２ 有配偶：指有配偶，处于婚姻中。
３ 离婚：指曾经结过婚，但已办理了离婚手续且没有再婚，或正在办理离婚手续。
４ 丧偶：指配偶已去世，且没有再婚。
人口普查的婚姻是指事实婚姻，不是单指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对不到法定结婚年龄，或未办理结婚

手续而同居、实际结婚的人，应根据其在普查标准时点的实际情况，按照被登记人的申报选填。
Ｃ２５ 初婚年月———指被登记人第一次结婚时的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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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２６ 生育子女数———指截止到普查标准时点，１５ 至 ６４ 周岁妇女的生育状况。
１ 未生育：指被登记妇女没有生育过子女。
２ 有生育：指被登记妇女生育过子女，需分别填写生过和存活的子女数。
生过几个孩子：指生育的活产男孩和女孩数，包括产后不久就死亡的婴儿。 胎儿脱离母体时（不管

孕期长短），凡有过呼吸或心跳、脐带搏动、随意肌收缩等生命现象的，都视为“活产”。 这里所说的“子
女”是指该妇女的亲生子女，不包括丈夫前妻的子女和领养的子女，但鉴于有些家庭不愿公开领养关

系，可尊重申报人的意愿，按亲生子女填报。
其中现在存活几个孩子：指活产子女中，仍然存活的男孩和女孩数，无论是否与父母一起居住。 在

普查标准时点前已死亡的孩子不包括在内。 无存活子女的填写“０”。
Ｃ２７ 过去一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生育状况———指普查标准时点前 １２ 个

月内，１５ 至 ５０ 周岁被登记妇女的生育状况。
１ 一年内未生育：指过去一年内没有生育过子女。
２ 一年内有生育：指过去一年内生育过子女，需选填生育时间和孩子性别。
一年内生育两个以上孩子的，包括两次生育或生育多胞胎，还需填报第二个孩子的状况，第三个或

以上的孩子不用填报。
Ｃ２８ 居住状况———指普查标准时点前一个月，６０ 周岁及以上被登记人的主要居住状况。
１ 与配偶和子女同住：指与配偶和子女住在一起。
２ 与配偶同住：指子女不在身边，与配偶住在一起。
３ 与子女同住：指配偶不在身边，与子女住在一起。
４ 独居（有保姆）：指本户中只有老人和保姆。
５ 独居（无保姆）：指独身一人居住。
６ 养老机构：指在提供养老服务的场所，包括敬老院、老年公寓等居住的情况。 凡在养老机构居住

的老年人，不论与谁同住。
７ 其他：指上述几种以外的状况。
Ｃ２９ 身体健康状况———指 ６０ 周岁及以上被登记人根据自身健康状况，对普查标准时点前一个月

能否保证正常生活做出的自我判断。
１ 健康：指过去一个月健康状况良好，完全可以保证日常的生活。
２ 基本健康：指过去一个月健康状况一般，可以保证日常的生活。
３ 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指普查标准时点前一个月健康状况不是太好，但可以基本保证正常的生

活。
４ 不健康，生活不能自理：指普查标准时点前一个月健康状况较差，不能照顾自己日常的生活起

居，如吃饭、穿衣、自行走动等。

　 　 三、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普查表

（一）住户项目

Ｆ１ 户别———与短表 Ｈ１ 相同。
Ｆ２ 住所类型———与短表 Ｈ５ 相同。
Ｆ３ 本户现住房建筑面积———与短表 Ｈ６ 相同。
Ｆ４ 本户现住房间数———与短表 Ｈ７ 相同。
（二）个人项目

Ｒ１ 姓名———填写被登记人的正式姓名。 婴儿未起名的，可填“未取名”。 外籍人员的姓名最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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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填写，也可以用其它文字填写。
Ｒ２ 与户主关系———与短表 Ｄ２ 相同。
Ｒ３ 性别———与短表 Ｄ４ 相同。
Ｒ４ 出生年月———与短表 Ｄ５ 相同。
Ｒ５ 来内地（大陆）或来华目的———指被登记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居住的原因。
１ 商务：指进行各种商务活动的人。
２ 就业：指已有工作或正在寻找工作的人。
３ 学习：指已经或准备在各类学校学习的人。
４ 定居：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定居但没有工作或上学的人。 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工作

人士的家属。
５ 探亲：指探望亲戚或朋友的人。
６ 其他：指上述以外的其他原因。
Ｒ６ 已在内地（大陆）或在华居住时间———指到普查标准时点为止，被登记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居住的时间。
Ｒ７ 受教育程度———指被登记人接受教育情况。 按照被登记人的申报选填。
Ｒ８ 身份或国籍———指被登记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还是台湾地区居民。

如果是外国人，还应填写国籍。
Ｒ９ 工作情况———参照长表 Ｃ１８。
Ｒ１０ 行业———指被登记人的工作单位主要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类别，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按标准选项据情选填。
Ｒ１１ 职业———指被登记人所从事的工作类别，按标准选项据情选填。
１ 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指在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

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社会组织及其工作机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

位中担任领导职务并具有决策、管理权的人员。
２ 专业技术人员：指从事科学研究和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
３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指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机构中从事行政业务、行政事务、行政执法和仲

裁、安全保卫、消防和应急救援等工作的人员。
４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指从事商品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邮政和快递、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住宿和餐饮以及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技术辅助、生态保护、文化、体育和娱乐等社

会生产服务与生活服务工作的人员。
５ 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指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活动及辅助生产的人员。
６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指从事产品生产及设备制造，矿产开采，工程施工和运输设备操作的人员

及有关人员。
７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Ｒ１２ 婚姻状况———参照长表 Ｃ２４。

　 　 四、死亡人口调查表

凡在普查短表户记录 Ｈ４ 中，登记了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期间有死亡人口的户，
还要登记死亡人口的具体情况。

Ｓ１ 姓名———与短表 Ｄ１ 相同。
Ｓ２ 公民身份号码———与短表 Ｄ３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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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３ 性别———与短表 Ｄ４ 相同。
Ｓ４ 出生年月———与短表 Ｄ５ 相同。
Ｓ５ 死亡时间———指死亡人口死亡时的月份。
Ｓ６ 民族———与短表 Ｄ６ 相同。
Ｓ７ 受教育程度———与短表 Ｄ１１ 相同。
Ｓ８ 婚姻状况———与长表 Ｃ２４ 相同。
为保证死亡人口的登记质量，普查员在入户登记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１ 登记死亡人口时，一般以死亡前的常住地为登记地，而不以死亡发生时的地点（如医院等）为登

记地。
２ 本户常住人口中有死亡的，不论其与该户有无亲属关系，都应作为该户死亡人口予以登记。
３ 对于无法确定死亡人口常住地，或登记时与死亡人口常住地联系不上的，如孤寡老人、流动人口

等，一律在死亡发生地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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