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2023年年报_修改.indd   1北大2023年年报_修改.indd   1 2024/5/14   16:242024/5/14   16:24



卷首语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作为北京大学直属的、以交叉学科为特点的实

体学术科研机构，长期开展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为代表的一系列大样本、高质量的微观调查数据收集工作。2014 

年 10 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支持，成

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大学管理科学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for Management 

Science, NSFC-PKU)  。

调查中心有一支由近 60 名优秀人才组成的社会科学调查团队，专业涵盖调查技

术、调查执行和质量控制等诸多领域，每年组织管理调查访问员千余名。调查中心开

展的各类调查利用国际领先的计算机辅助调查系统，执行运作规范，保证调查数据质

量优异。调查中心还组成了由北京大学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的顾问团队，为调查

中心的学术发展提供咨询，指导抽样设计和问卷设计等技术环节。同时，调查中心还

推出了系列研究成果，包括《中国民生报告》八期、《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中

国健康与养老研究报告》、《柳叶刀》(Lancet) 特邀重大报告《中国健康老龄化路径》

以及《数据与决策》120 余篇系列工作论文和政策报告等。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

查中心已逐步发展成为集数据调查、数据共享和政策相关研究为一体的专业实证调查

科研机构。

2023 年，调查中心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

借助已有优势，逐步推进数据采集、数据管理与服务、智库研究和教育培训四个领域

的建设。（一）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完成了第八轮全国调查的筹备工作并同步

进行 CFPS 2020 调查的数据清理和发布工作。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 

继续开展全国第六轮常规追踪调查补访工作。中 国 企 业 创 新 创 业 调 查（ESIEC）

顺利开展第五轮全国调研。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OSOME）已完成四季度近 4 万份

问卷的收集工作、报告撰写和发布工作，并为国家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等决策机构

提供资政报告。（二）建设数据服务与共享平台，通过科学、规范的数据管理，实现

多种形式的数据共享和利用，为科学研究提供丰富的、高质量的数据库和信息资源。

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开拓了定制化数据服务，精准有效地满足学者的数据需求。

（三）利用调查中心采集和汇集的数据，开展有数据支撑的跨学科研究，构建开放性

的、跨学科研究平台，并与多方合作，针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管理的重大需求，积极为

国家发展提供有实证依据的政策建议。（四）教育培训工作发展壮大，本科生课程、

暑期课程和系列培训课程有序开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调查中心基于十余年全国性

家庭调查数据，成功推出了《家庭教育与科学教养研修班》，获得学员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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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结构及团队
ORGANIZATION

中心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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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学
北京大学  博雅特聘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査中心  主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管理系  教授

中心主任 / 项目负责人

赵耀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教授

副主任

任强
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  长聘副教授

丁华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研究员

领导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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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团队

谢   宇

张晓波

涂   平

任   强

张春泥

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  主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  院士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教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教授，教育部工商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

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  长聘副教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长聘副教授

国际咨询委员会

Songxi Chen  

Guang Guo    

Robert Hauser   

James Heckman 

James Lepkowski   

Narayan Sastry  

Wenfang Tang   

Duncan Thomas   

Donald Treiman   

Robert Willis   

Xiaogang Wu  

Wei-Jun Jean Yeung

Iowa State University and Peking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uk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项目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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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耀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2013）获得者

James P. Smith    

James Banks     

Lisa Berkman    

David Bloom     

Axel Borsch-Supan     

Arie Kapteyn     

Jinkook Lee     

David Weir     

Robert Willis    

David Wis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ese Aging Studies, RAND Corporation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I 团队

国际咨询委员会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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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

中心团队

部门主任：丁   华（研究员）

部门人员：8 名

执行部

部门主任：丁   华（研究员）

部门人员：2 名

质控部

部门主任：姚佳慧（工程师）

部门人员：6 名

技术部

部门主任：陈敏燕

部门人员：2 名

行政部

项目主管：吴   琼（副研究员）

调查主管：孙   妍（副研究员）

项目组人数：6 名

CFPS 项目组

项目主管：陈欣欣（研究员）

调查主管：王亚峰（副研究员）

项目组人数：21 名

CHARLS 项目组

数据共享

部门主任：丁 华（研究员）

部门人员：2 名

数据部

智库研究

部门主任：孔   涛（副研究员）

部门人员：1 名

研究部

教育培训

部门主任：顾佳峰（副研究员）

部门人员：1 名

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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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结合《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

研究的工作方案》，落实党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部署：开展高质量

的数据采集工作，结合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收集高质量、有代表性的真实数据；

提供高水准的数据发布与数据服务，服务于多学科研究；在北京大学国际战

略年整体布局下，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教学与培训工作，进一步

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开展基于数据的科学研究和政策分析，发挥资政启民

的重要作用。

主要工作
MAIN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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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 22 日 , 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际，为深

入贯彻落实《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探

讨如何发挥北京大学学科交叉优势与人才优势，把调研工

作、统计工作、数据工作与政府决策需要紧密结合，更好

地为治国理政服务，北京大学在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召开

调查研究工作座谈会。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时任副校

长孙庆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谢心澄、交叉学部

主任汤超、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李晓超、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北京大学多个学科的专家学

者、职能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座谈会由北京大学中国社

会科学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学主持。

张志学从调查研究、数据服务、政策支持等方面介绍

了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基本情况，以及近年来的研究

成果。张志学表示，中心在北京大学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迄今，两个项目已经分别

完成 7 轮和 6 轮全国调查，成为具有较高国际声誉、在国

内学术界最有影响力、使用最广泛、长期性、综合性的高

质量数据项目。此外，中心积极拓展包括中国企业创新创

业调查和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等在内的优质调查项目，为

研究中国的社会、人口、经济、教育、健康、医疗、环境、

家庭等问题提供宝贵的开放性基础数据和学术公共产品，

为相关政策研究和制定提供数据支撑。未来，中心将继续

积极推进高质量科学数据平台建设，为推动调查研究工作

2023 年 3 月 22 日北京大学在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召开调查研究工作座谈会

调查中心张志学主任主持会议

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时任副校长孙庆伟指出，调查研究是共产党人的传家

宝，北京大学一向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有着开展社会调查、

科学采集调查资料的光荣学术传统，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

心等研究机构和相关院系在把调查资料运用于学术研究、

服务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谢心澄希望作为高校中屈

指可数的专业调查研究机构，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

中心可以持续开展求真务实的调查研究，不断拓展新的高

质量调研项目，建设更加开放的数据平台，探索抽样数据

和大数据的结合研究，成为高校调查研究的一面旗帜。此

外，多位与会专家学者从数据平建设、调查研究工作方法、

调查研究在交叉学科中的应用等方面进行了交流讨论。

落实党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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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以下简称 CFPS）是一项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追踪调查项目。调查

问卷包括社区问卷、家庭问卷、个人自答问卷（适用于 10 岁及以上人群）和少儿家长代答问卷（适用于 16 岁以下人群），

问卷基本上覆盖了国际上三个主要社会调查项目（美国收入动态追踪调查 PSID、健康与退休调查 HRS 和美国青年追踪调查 

NYLS）的主要内容。CFPS 旨在通过追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

变迁，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数据基础。CFPS 项目的主要资助来自北京大学。

CFPS 的前期工作始于 2006 年。2007 年，CFPS 在北京、河北、上海完成了测试性调查，2008 年在北京、上海、广东

展开探索性调查，并于 2009 年，在北京、上海、广东三地展开追踪调查，测试 CAPI 技术的同时测试追踪策略的可行性，

2010 年完成全国基线调查。此后，CFPS 每两年对基线调查所界定出来的基因成员及其所在家庭进行追踪，目前已经实施了 

2012 年、2014 年、2016 年、2018 年、2020 年和 2022 年六轮追踪。

CFPS 在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正式实施基线调查（第一轮全国调查）。在构建全国有代表性样本的基础上，CFPS 在

上海、辽宁、河南、甘肃、广东五个省份进行了扩大抽样，构建了五个具有自代表性的样本框。2010 年基线调查共完成调查

家户 14,960 户，33,600 名成人， 8,990 名少儿的访问，家庭层面应答率为 81.25%，超越美国 PSID 项目。CFPS 访问受访

家庭的所有家庭成员，并对基因成员及其血缘子女永久追踪。

2010 年

CFPS 在计算机辅助面访的基础上，尝试采用计算机辅助电访的方式追踪搬迁受访者，成功追踪访问 13,453 户家庭，完

成 44,339 份个人问卷，家庭层面跨轮追踪率为 85.3%。

第二轮全国调查（2012 年）

CFPS 扩大了面访追踪力度，共有 14,144 户家庭接受了此轮调查，参与受访者人数达 45,705 人，家庭层面跨轮追踪率

达 89.5%，个人层面跨轮追踪率达 83.8%。

第三轮全国调查（2014 年）

CFPS 基线全国代表性样本的性别、年龄人口结构金字塔与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的人口结构金字塔结构比较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项目

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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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S 基本实现了由面访主导模式向混合调查模式

的过渡，数据采集工作采用电访和面访混合的调查模式。

此轮调查成功访问了 14,810 户家庭，约 47,000 位受

访对象，共完成问卷 77,945 份，家庭层面跨轮追踪率

为 88%，个人层面跨轮追踪率为 83%。 

第四轮全国调查（2016 年）

CFPS 加大了电话辅助调查模式的运用，并在总结 

2016 年混合模式调查执行经验的基础上，开发出一套

全新的电面一体混合调查样本管理系统，实现不同调查

模式间的无缝切换。此轮调查，完访问卷数为 79,426

份，完访家庭数为 14,241 户，完访个人数为 38,640 位。

家庭层面跨轮应答率为 86%，个人层面跨轮应答率为 

81%。

第五轮全国调查（2018 年）

CFPS 在国内疫情管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将访问模

式调整为优先电访、在安全且有必要的情况下方才开展

面访的执行方案。此轮调查，共完成问卷 62,479 份，

其中约 89% 采用电访方式完成。家户层面跨轮应答率为 

77%，家庭经济及各类个人问卷的完访率为 74%。

第六轮全国调查（2020 年）

CFPS 对分散于全国超过 1000 个区县，约 2 万个

家庭、7.5 万个人进行回访。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

CFPS 项目组继续沿用电访与面访相结合的混合模式开

展数据采集工作。受疫情影响，本轮调查中，电访成为

主导的访问模式。680 余名访员参与实地数据采集工作，

访员队伍以学生访员为主，其中约九成为在校大学生。

数据采集自 2022 年 5 月启动至今，超过 1.2 万户家庭

接受访问。所有回收入库的问卷由中心质控团队采用数

据核查、录音核查、电话核查等多种手段严格评估调查

数据质量；CFPS 项目组对问卷数据进行及时清理，实

时反馈并修正异常数据；对核查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问题

第一时间向访员反馈并进行提醒，有效保障调查执行质

量；调查数据核查结果质量优异。家庭层面跨轮应答率

为 78%，家庭经济及各类个人问卷的完访率为 76%。

第七轮全国调查（2022 年）

CFPS 对 2024 年即将开展的 CFPS 第八轮

全国调查进行筹备，具体包括以下内容：第一、

优化 CFPS 调查问卷，完善执行、质控管理方

案，提升调查执行质量。第二、自主升级调查

系统，积极筹备等保测评，提升数据保密性及

安全性。第三、公开招募了十余个具有高学术

价值的 2024CFPS 搭载项目，补充研究新热点，

提升 CFPS 调查的学术前沿性的同时，进一步扩

大项目影响力。

2023 年

CFPS 访员开展面访实地调查

CFPS 访员开展面访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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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以下简称 CHARLS，旨在收集一套代

表中国 45 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用以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推动老龄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

其问卷设计参考了很多享有盛誉的国际老龄化问题调查的经验， 包括美国健康与退休调查（HRS）、英国老年追踪调查（ELSA）

以及欧洲的健康、老年与退休调查（SHARE）等。CHARLS 问卷内容包括：个人的基本信息、家庭结构和经济支持、健康状况、

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险、就业、退休、养老保障、收入、支出与资产等情况。CHARLS 除了丰富的问卷内容外，还对受访者

进行了体格检查和血样检测，采集了丰富的客观测度的健康信息，从而克服了传统上社会经济调查忽略健康测度、健康或者卫

生服务调查忽视社会经济指标的缺陷，大大提高了数据的价值。

CHARLS 项目组在甘肃、浙江两省进行了 45 岁以上中老年人的预调查，成功完成了 1,570 个样本户的预调查，同时完成

了对 2,683 个个体样本的访问。当年的家户应答率约为 85%，其中农村的应答率为 90%，城市的应答率为 79%。

2008 年

CHARLS 项目组开展了全国基线调查，样本包括了 150 个县级单位（散布在全国 28 个省区）、450 个村级单位、

10,257 户适龄家户中的一个至少年满 45 岁的人及其配偶，共计 17,708 人。这些样本每两年追踪一次。项目组采用了多阶段

分层抽样，在所有阶段都是按照人口比例随机抽样，并首创了电子绘图软件（CHARLS—GIS）技术，用地图法制作村级抽样框。

当年调查完成后，家户的平均应答率约为 81%。

CHARLS 计划长期追踪所有的受访者，记录研究他们健康、医疗、就业、家庭、经济的变化。这些长期追踪数据对于识别

因果关系，研究政策实施的效果具有很高的价值。

2011 年

CHARLS 项目组在甘肃和浙江两省对 2008 年预调查的所有样本户，开展追访工作，最终成功追访 1,494 户。在个人层面上，

完成了 2,381 人的个人样本访问，家户应答率达到 94%。

2012 年

CHARLS 项目组对 2011 年访问的全国基线样本进行了第一次常规的追踪调查，最终成功访问 10,858 户家庭，18,709 

位受访者，其中追踪家户的应答率为 88%。

2013 年

CHARLS 项目组基于 2011 年全国基线调查样本和 2013 年的全国第一次常规追踪调查样本，开展了中国中老年人生命历程

调查。调查对象不仅包括 2011 年全国基线调查和 2013 年第一次追踪调查时的适龄家户，同时也涵盖 2011 年基线调查时 39-44

岁的所有备访家户。本次调查搜集了受访者的个人基本信息、家庭、教育、工作、健康、财产等 6 部分内容的生命历程变迁信息。

2014 年

CHARLS 进行了全国基线样本第二次常规问卷的追踪访问。项目组历经半年的反复修改，完成调查问卷的设计和修改。并

基于 7 次大规模的预调查改进调查的流程，确保问卷设计科学、调查流程可行、有效。2015 年的问卷包括政策问卷、村居问

卷和家户问卷三大系列。此轮调查共计完成 159 个区县的政策问卷、453 个村居的社区问卷、12,200 个家户中的 21,035 位 

受访者的家户问卷，追踪家户的应答率约为 87%，并完成了 16,278 位受访者的体测和 13,357 位受访者的血样采集。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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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S 开展了京津居民家庭结构和生命历程调查以及中国中老年人认知评估工具验证研究这两项调查

工作。这一年，共计完成京津地区 103 个村居的地图绘制、3,426 户家庭结构问卷、4,824 份成人问卷和

922 份儿童问卷，以及 6 个省 50 个村居、18 家医院中 65 岁以上的老人及其知情人问卷，共采集受访者问

卷 1,478 份，知情人问卷 1,473 份。

2017 年

2010 年 CHARLS 基线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年龄分布与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比较

CHARLS 开展了全国样本的第三次常规追踪调查。此轮调查中，CHARLS 完成了全国 150 个区 450 个

村居的访问工作，最终完成 12,012 户的家户样本和 19,817 个个人样本的数据采集工作。除了常规调查，

2018 年的访问加入了经过研究分析筛选出的 9 个认知能力测度量表和 3 个知情人量表，最终完成了 9,981

份 60 岁以上老年人的认知测试和 10,045 份知情人模块的测试。此调查对于筛查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的失

智情况具有重大意义，产生了中国第一份同时包含受访者和知情人，适用于老年痴呆症筛选的全国代表性数

据库。

2018 年

CHARLS 在 450 个样本村开展了共和国初期基层经济史调查。历经两年时间的反复修改，CHARLS 于

2016 年 6 月完成调查问卷的设计和修改，并在云南、河南、河北、北京等地，选取了不同类型的农村和社区，

开展了 11 次深入的预调查，改进调查问卷和流程，确保问卷设计科学、调查流程可行、有效。当年的调查

采取了不同于常规调查的全新访问模式，即：先在每个村居对 8-15 位 80 岁以上的老人进行口述史访问，基

于该访问得到的信息，选择合适的 3-5 位老人参加座谈会。基于座谈会上老人共同回忆和讨论后的结果，来

收集村居解放以来的生产和生活信息。本次调查共计完成 421 份村居问卷以及 3,797 份个人口述史。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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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S 完成了 2018 年全国常规访问家户的补访任务，并完成追踪调查数据的清理、用户手册撰写等工作。为新一轮数据

采集工作进行各项准备，包括绘图系统、访问系统和访员培训管理系统的开发和改进、访员培训大部分材料的准备、实地模拟和

访问村居的维护、问卷设计等工作。

2019 年

CHARLS 开展了全国第五轮调查，即第四次追踪调查。来自全国各高校的 549 位访员共计完成全国 150 个区县 450 个村居 

11,757 户的家户样本和 19,395 个个人样本的数据采集工作，家户应答率达 87%。该专项调查旨在观察、研究新冠疫情的影响，

衡量 CHARLS 受访者及其子女遭致的经济损失。在数据发布方面，2020 年，CHARLS 正式公开发布第四期（2018）全国追访数据。

2020 年

CHARLS 完成了全国第六轮调查即第五次追踪调查的主要访问工作，部分地区受到疫情影响需待 2022 年继续开展实地访

问。本轮调查，CHARLS 共计完成 8,208 户、13,343 名受访者的问卷访问，完成 8,650 人的体格检测和 8,463 人的躯体运动

原始数据采集，并采集了 6,549 人的血液样本、6,742 人的粪便样本、8,448 人的舌苔样本和 7,755 人的尿液样本。其中，

躯体运动数据和其他生物样本是 CHARLS 在数据收集方面创新之处。

2021 年

CHARLS 项目组继续开展全国第六轮调查即第五次追踪调查的补访

工作，共培训 475 名学生访员，22 名学生督导，85 名核查员，共计完

成 15,018 人的问卷访问，采集了 6,419 人的体格信息，3,640 人的血样。

此外，CHARLS 项目组 PI 赵耀辉教授牵头组织 30 位老龄健康领域专家，

历时 3 年，完成了《柳叶刀》(Lancet) 特邀重大报告《中国健康老龄化

路径》，系统总结了中国老年健康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了

实现健康老龄化的政策建议，对我国老龄化研究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2022 年

CHARLS 项目组基本完成全国第六轮调查即第五次追踪调查的补访

工作，共培训 464 名学生访员，16 名学生督导，45 名核查员，共计完

成 13,690 人的问卷访问，采集了 4,495 人的体格信息，1,828 人的血样，

3,904 人的舌苔样本，2,885 人的尿液样本和 2,765 人的粪便样本。本

轮调查补访工作结束后，不仅将进一步提升 CHARLS 作为全国代表性人

群追踪数据库的学术价值，而且将极大地丰富该数据库的内容。有望产

生中国第一份全国代表性人群的客观测度的躯体运动数据，人体全基因

组测序数据库，以及肠道、尿道和口腔中人体共生微生物宏基因组测序

数据库。不仅为基于分子生物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基础的原始数据，

也为系统研究中国中老年人的健康决定因素提供了更丰富的数据资源，

提升了基因组数据在我国社科研究的应用水平，并进一步推动我国老龄

化问题的交叉学科研究，服务于相关政策的科学制定。

2023 年

2023 年 7 月 CHARLS 第六轮实地访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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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ESIEC）项目

中 国 企 业 创 新 创 业 调 查（Enterprise Survey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以下简称 ESIEC）旨

在通过科学抽样和实地追踪调查，获得反映中国企业创新创业状况的微观数据，推动更高质量的学术和政策研究。ESIEC 项目

是调查中心核心调查项目之一，由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组织实施，光华管理学院张晓波教授担任项目负责人。

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于 2016 年在广东江门与河南夏邑实施预调查，2017 年 7 月 24 日至 8 月 12 日在河南省完

成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的试调查。此次调查在河南省 16 个县（市、区）开展（其中 1 个市、4 个市辖区、11 个县）。调查

项目试调查抽样设计以 2010 至 2016 年期间河南省成立的民营企业为总体，在河南省 158 个县（市、区）中抽取 16 个县（市、

区）作为样本区县（也即 CFPS 样本区县），每个县（市、区） 抽取 400 个样本， 共计 6,400 个样本（其中，公司制企业样

本 5,120 个，工商个体户 1,280 个）。此次试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家的创业史、企业创建过程、企业基本信息、企业创新、

企业间关系以及营商环境等七个方面的内容。调查实际完访样本 1,619 家，占总样本的 25.30%，其中，完访公司制企业 1,209 

家，占公司制企业样本的 24.02%。这一完访率高于世界银行（20%）和德国 ZEW（22%）的企业调查。

2016 -- 2017 年

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研究组织实施了 ESIEC 的基线调查。该调查在辽宁、上海、浙江、广东、河南和甘肃六个省（直

辖市、自治区）的 117 个县（市、区） 开展，以 2010 至 2017 年期间新注册的中国民营企业及其创建者为调查对象，共抽

取样本 58,500 家。调查内容主要围绕企业家的创业史和企业的创建过程、基本信息、经营状况、创新、网络关系、营商环境

等问题。该调查以计算机辅助面访方式开展问卷调查，并由包括北京大学学生在内的近千名大学生访员完成，实际接触样本数

量：55,485 个，详细记录企业存在状态的样本 53,223 个，访到企业数量 6,933 个。

2018 年

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联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在上海、深圳地区针对基线调查样本进行补访，

同时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开展高新企业的专项数据收集，对 6,273 家样本企业和个体户展开调查，最终完访 994 家，实现

完访率 15.85%。2019 年 12 月，张晓波教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第四届创新经济论坛上正式面向社会发布 2017 年中

国企业创新创业调研数据。

2019 年

北大2023年年报_修改.indd   13北大2023年年报_修改.indd   13 2024/5/14   16:242024/5/14   16:24



14

在调查中心支持下，由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牵头，ESIEC 项目联盟于 2020 年 2 月和 5 月开展“新冠肺炎疫情下

中小微企业生存状态专项调查”以及 ESIEC 追踪调查。首轮疫情调查访员通过电话联系受访企业家，并通过问卷星系统采集

数据，最终完访 2,513 家企业，完访率为 28.72%。随后开展的疫情追访调查，共完访 2,508 家企业，追访率为 28.66%。此外，

ESIEC 追踪调查通过电话访问的形式，最终完访 2,515 家企业，完访率为 5.95%。

2020 年

在调查中心支持下，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牵头组织近 500 名访员，于 7 月至 8 月初，对 18,082 家民营企业及个体

工商户展开电话访问，并对 2,030 家企业开展实地调查，最终完访企业 2,977 家，有效样本共 3,733 份，完访率为 14.8%，电话

接通完访率为 23.5%。此外，项目组还进行了对 2017-2020 年历年的完访企业的追访，对 2020 年暑假调研中拒访企业的补访，

同时对在 2013-2019 年间新成立的个体户以及北京地区的科创企业进行了补充抽样。

2021 年

在调查中心支持下，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举办第二届中国小微企业调研案例大赛，旨在鼓励高校本科生通过实地

调研，发掘转型背景下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的代表性案例，融合理论知识与企业实践，推进面向真实世界的经济与管理研究，

并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持。本届大赛由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上

海对外经贸大学等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ESIEC）项目联盟院校联合中国经济学年会共同举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黄埔研究院

承办。案例大赛历时五个月，共吸引全国各地 26 所高校近 60 支团队参与，经由国内知名专家学者认真评审，22 份参赛作品

脱颖而出，其中 8 份优秀案例作品入围决赛阶段，在云端展开激烈角逐。最终，来自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山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团队的案例作品分别荣获一等奖。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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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和光华管

理学院的师资与专业优势，完成了第五轮全国调研。

该次调查由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负责实施，

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暨南大学、兰州大学、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沈阳农业大学、浙江大学、浙

江财经大学、郑州大学共 9 所院校形成联盟合作。

正式调研从 2023 年 6 月 24 日开始，2023 年 8 月

14 日结束，参与访员约千人，对分布于辽宁、上海、

浙江、广东、河南和甘肃六个省（市）107 个县（市、

区）的 49,963 家企业进行了走访调研。有效完访问

卷 6,117 份，完访率为 12%。其中面访完成 4,471

个，电访完成 1,646 个，面访占比 73%。调查走访

发现，样本企业中在营企业数量为 19,891，企业在

营率 40%，在营企业完访数为 5,688，在营企业的

应答率 29%，远高于同类调查数据。

2023 年

ESIEC 实地调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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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OSOME）项目

小微经营者是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和中坚力量，也是面对疫情和经济动荡相对脆弱的群体，其发展情况和经营信心对保就业、

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尽管针对小微经营者群体的长期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资政价值，但现有的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往往

对小微经营者聚焦精确度有限或囿于小微经营者数据的可得性而无法对这一群体进行深入和有效的剖析。

自 2020 年第三季度起，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与蚂蚁集团研究院、网商银行连

续 14 个季度通过支付宝线上调研平台，对使用支付宝扫码收款服务的活跃小微经营者开展问卷调研，形成“中国小微经营者

调查（OSOME，Online Survey of Micro-and-small Enterprises）”，为市场主体、学术界、政策制定者及社会公众了解小

微经营者生存状况提供了数据支持，相关研究成果也发布于中英文学术期刊，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是目前聚焦小微经

营者的权威调研报告之一。 调查收集的数据为后疫情时代小微经营者的发展现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中国小微经营者调

查样本中未工商注册的个体户占四成，填补了既往小微企业调查以工商注册企业或个体户为主，较少覆盖未注册个体经营户的

研究空白。此外，该调查首次针对小微经营者连续开展信心指数测算，这是对我国大中小型企业信心指数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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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OME 调查已完成全年四个季度共计近 4 万份问卷的收集工作、报告撰写和发布工作。调查报告得到央视财经、新京报、

中国新闻网、人民政协报、中国经济网、中证网、澎湃新闻、新浪财经、腾讯新闻等诸多主流媒体和网站的关注和转载。此外，

OSOME 课题组固定为国家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等决策机构提供资政报告。

2023 年

“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的问卷设计参考了相关的企业、个体户及疫情调研，并针对中国小微经营者的特征、国内复工复

产的整体趋势以及社会各界所关心的问题，同时结合线上调查的特点进行了改进。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小

微经营者基本信息，包括所属行业、成立时长、雇员人数、营业收入等信息；二是小微经营者在疫情之后的恢复情况；三是经

营情况，包括营收、利润和经营压力等；四是融资情况，包括融资目的和需求、融资渠道和成本等；五是对未来三个月经营情

况（市场需求、营业收入、经营成本）、雇员扩张情况、融资需求的预期等。调查其经营情况、压力来源、数字化程度、融资

需求、政策支持及对未来的预期。

《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OSOME）一季度报告》

2023 年三季度《小微经营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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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技术

调查中心自主研发了面向调查业务全流程的调查信息系统，包括问卷

设计、样本管理、数据采集、访员管理、质量控制、财务管理等六大关键系统。

开发了 Windows、Android 系统的终端数据采集工具，可支持面访、电访、

网络访问等多种访问方式的调查项目，支撑了中心各调查项目的顺利开展。

调查中心拥有 3 台高性能机架服务器，45 台虚拟服务器，2 台磁盘存

储阵列，1 台备份一体机。引入虚拟化技术管理各类资源，提升了资源的管

理效率及应用性能，能够高效地响应不同项目的应用和需求。

调查中心依托于北京大学校园网络，在校园网及图书馆机房的双重安

全防护内，调查中心自建 VP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虚拟专用网络 )

系统，极大限度的保障了各业务系统的数据安全。数据访问终端安装加密软

件，采用透明无感知加密方式，实现了内部数据的流转、存储、使用、外发

等过程中的安全管控。

调查中心技术部开展了基于大数据的社会调查分析研究，设计了基于

大数据的调查与分析系统架构，搭建了互联网数据采集、提取、集成与挖掘

的软件平台（与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合作）。以该平台为基础，调查中心开展

了社会思潮分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7YFC0907800 中国精神障碍队

列研究”等项目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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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心自成立以来秉承北京大学开放进取的精神，以长期主义和国际标准自律，面向全球学界免费提供高质量的调查资

料，至今（2023 年 12 月）已拥有超过 23 万名数据用户，累计产出成果 1 万 2 千余篇，成为世界范围内认识中国、研究中

国的重要数据源。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项目

数据清理与发布

数据清理方面，项目组针对 CFPS2022 各库进行后期整理，目前已经完成经济库的大部分整理工作以及所有的文本编码

工作，并于 2023 年年底开始进行内部测试，计划 2024 年夏季公开发布。除此之外，CFPS2020 各库也在 2023 年 6 月全面

更新，并同时推出了多份技术报告和相关文档。CFPS2010-2020 跨年库及相关文档已经发布。

数据用户

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 CFPS 用户注册量达 136,851 人，其中北大校内用户量 9,748 人，国内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用户

量 117,908 人，国际用户量为 9,195 人。

CFPS注册用户增长图

数据共享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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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据不完全统计，以 CFPS 数据为基础发表的文献成果 7,182 篇，其中中文期刊论文 3,815 篇，

外文期刊论文 1,556 篇，学位论文 1,811 篇。北大学生利用 CFPS 数据完成学位论文 248 篇。

数据宣传

2023 年 6 月，项目组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

会议上设置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英文两个专场，与管理学用户深入交

流 CFPS 数据在该领域的可能应用。2023 年 12 月，项目组在第 23 届中

国经济学年会上设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专场，介绍项目最新发布的

CFPS2010-2020个人跨年核心变量库以及新上线的限制性数据申请平台。

来自十多所院校的 CFPS 用户分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用户服务

2023 年，CFPS 项目组不断完善数据分级管理，除公开数据集之外，

CFPS 项目组处理限制性数据申请超过 200 份。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

项目组积极响应校内外用户的需求，年内提供限制性数据机房上机服务

275 人次，开拓定制化数据服务，精准有效地满足学者的数据需求。

2023 年 6-7 月，项目组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合作开展第三年暑

期实习生项目。四名实习生在八周的时间内参与 CFPS 数据清理、逻辑流

程图绘制、数据分析等工作。

2023 年 8 月，项目组第二次开展面向全国高校在校学生的数据管理

实践活动。经过两阶段的筛选和面试后，最终录取 13 人。他们和项目组

老师一起进行为期四周的数据管理实践，在数据清理、文献挖掘、数据分

析等多个方面进一步推动项目组工作进展，也为培养数据管理人才起到了

积极作用。

第二十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 CFPS 数据专场

基于CFPS数据的发表文献累积增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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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

数据发布

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CHARLS 项目组已经完成第五轮追踪调查的数据清理工作，相关数据可在

CHARLS 官方网站下载。

链接：https://charls.charlsdata.com/pages/Data/2020-charls-wave5/zh-CN.html

数据用户和发表

2023 年，CHARLS 数据用户快速增长。截止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CHARLS 注册用户总数达

95,907 人，北京大学用户注册数 5,444 人。国内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用户量 90,324 人，国际用户量

为 5,583 人。

2023 年 12 月第二十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 CHARLS 数据用户专场

数据宣传

CHARLS 项目利用多种方式宣传，让更多的研究者了解和使用 CHARLS 数据。一是积极参加国际

国内会议和学术报告，设立 CHARLS 展台和专场，参加的会议包括中国经济学年会、国际社会学年会、

美国人口学年会以及第六届中国健康经济发展论坛等。二是与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合作，为“全

国高校数据驱动创新研究大赛”提供数据支持。三是官方微信平台的运营，推送基于 CHARLS 数据的

顶刊发表。

CHARLS注册用户增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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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 2023 年 12 月底，以 CHARLS 数据为基础的发表总数为 5,190 篇，其中英文期刊论文有 2,423 篇，中文期刊论

文 1,763 篇，学位论文总数 830 篇。北大校内用户基于 CHARLS 数据发表学位论文数 216 篇（占比 26%），北大校内用户

基于 CHARLS 数据共发表各类文献 802 篇，其中 SSCI、SCI 期刊论文 293 篇。

基于CHARLS数据的发表文献累积增长图

发表总计（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中文期刊：1,763 篇

英文期刊：2,423 篇

中文学位论文：629 篇

英文学位论文：201 篇

英文书籍章节：52 篇

···

总计：5,19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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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调查数据资料库依托“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建立资料库数据空间，进行数据的发布与服务。

官方网站：https://opendata.pku.edu.cn/dataverse/CSDA

目前发布的数据资料包括：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

中国调查数据资料库（China Survey Data Archive，CSDA）

中心核心项目数据库

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数据库

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数据库

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调查数据

合作机构数据库

截面调查数据资源，如“民政部农村留守流动儿童

与老年人保障服务状况”项目调查数据，中国居民精神

健康与疾病负担调查数据，甘肃基础教育调查数据，中

国城镇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中国科学院“农村贫困与

发展”项目社会经济调查数据等。

综合数据库

追踪调查数据资源，如民政部“社区治理动态监测

平台及深度观察点网络建设”项目调查数据，社区治理

项目数据，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项目数据等。

“中国精神健康与疾病负担调查”项目

“社区治理动态监测平台及深度观察点网络建设”项目 

“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 项目 

“农村留守流动儿童与老年人保障服务状况调查”项目

限制性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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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调查数据资料库（China Survey Data Archive， 简称 CSDA）是调查中心根据国内管理科学量化研究对于调查数

据的需求而设立的项目。资料库的使命是树立中国调查数据质量标杆，倡导中国调查数据共享风尚，提升社会和管理科学

的定量研究水平，实现数据管理与服务的国际标准。目标是依照国际规范对存放的数据进行专业管理，包括数据的清理与

规范，数据的分类与加密，元数据的提取与整理，以及数据集的更新维护。资料库在建设初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北京大学管理科学数据中心”项目的资助。

中国调查数据资料库（CSDA）依托“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进行数据发布与服务。截止到 2023 年 10 月，

CSDA 已发布的数据资料涵盖 72 个数据集的 391 份文件，资料库的注册用户总数达到 24,892 人，同比增长 13.5%，下载

量近 63 万次，数据平台在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已有较强的影响力。此外，2023 年，调查中心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

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中心共同合作，充分发挥调查中心在平台开发、大数据应用、协同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做好基础性数据

支撑平台的建设工作。

中国调查数据资料库

数据平台历年下载量

数据平台历年用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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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国调查数据资料库（CSDA）新发布 4 份数据集。其中，北京大学张

志学教授与武汉大学张三保副教授、黄敏学教授等合作完成的《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估

数据库》和《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数据库》，对于国内外学者开展中国情境下的宏微观结

合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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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心智库以构建开放性的、跨学科研究平台为目标，旨在大力推动运用科学

的量化研究方法，以开发和利用 CFPS、CHARLS 等优质数据资源为基础开展量化研究，

对舆论进行理性引导，并积极为国家发展提供有实证依据的政策建议，发挥资政、启

民的作用。2023 年，调查中心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老龄协会、中国儿童中心以及蚂蚁集团研究院等校外单位积极合作交流。承担包

括《中国生殖健康调查项目》、《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科研项目》、《2023 年

兴安盟疫情后社会心态调查》等在内的多个重要的调查项目和研究课题。调查中心完

成的研究成果《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和实践路径研究》获得 2023 年度国

家发展改革委机关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

基于调查中心数据开展的科学研究和政策研究成果丰硕，部分政策报告和研究报

告获得国家高层领导批示和部委感谢函，并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收入分配就业和

消费司、民营经济发展局建立制度性研究成果报送机制。

• 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收入分配就业与消费司委托，承担课题《优化收入分

配格局 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分析我国财富增长及其差距的变化

情况，总结财富积累的典型机制，厘清财富差距产生背后的原因，综合我国国情和发

展阶段，提出优化收入分配格局、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政策建议。

• 参与北京大学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2023 数字生态指数》“人

工智能产业指数”编制和报告撰写工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由内部能力（企业 /

产业发展等）和外部环境（国家 / 地方支持等）2 个一级指标、企业数量等 6 个二级

指标、AI 企业数量等 16 个三级指标构成。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3 个维度，共构建了 33 个具体指标。

• 不断通过多种渠道建言献策，在收入分配、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为决策机构提

供智力支持。其中，调查中心多次参与及时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提供小

微经营者调查报告和信心指数报告等，报告分析细致、全面，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为支撑开展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形势分析起到了较好的支撑作用。

智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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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湖智库国际讲坛

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年”的整体布局之下，调查中心支持社科部主办的 4 期“临湖智库国际讲坛”，分别邀请美国加

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杰出教授胡永泰、印尼央行研究院院长、东盟秘书处代表团、印尼农村发展部部长进行学术交流。

2023 年 10 月印尼农村部部长伊斯坎达尔率代表团到访北京大学

交流与合作

2023 年 6 月北京大学“临湖智库国际讲坛”第二期“东盟在国际新常态下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作用”

2023 年 11 月北京大学“临湖智库国际讲坛”特别圆桌对话：探讨中国 - 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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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书

2023 年 5 月 10 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北

京大学燕南园 66 号院二楼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调查中心张志学主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唐

士其院长以及双方机构代表出席会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调查中心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早在 2019 年

10 月已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开展区域国别数据库建设和相

关研究。此次签署新一期协议，双方旨在基于原有合作基

础，进一步加深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效发挥双方优势，

促进量化区域国别研究，共建区域国别数据平台，并加强

以实证为依据的政策研究，为决策提供量化分析支持。双

方有志于实现强强联合，充分发挥各自领域优势及号召力，

有效促进北京大学的学科交叉融合发展交流与合作和双一

流建设。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与北京大学区域与
国别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书

2023 年 11 月“印尼战略前瞻数字化、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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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与人文领域专项支持计划”之“节气沙龙”（芒种篇）

2023 年 6 月 6 日，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在百周年纪念讲堂咖啡厅举办

“数字与人文领域专项支持计划”之“节气沙龙”芒种篇活动。调查中心数

据部王堃作主题报告。她先概述了国内外语料库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然后重

点介绍了几个代表性语料库的功能和特色。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几个语料

库建设的可行路径和创新思路：一是功能扩展，包括超出文本本身的语义搜

索和提供不同访问粒度的数据访问接口；二是语料扩展，包括新的语料生成、

知识图谱的构建和元数据的扩展；三是智能优化，包括智能标注、自动摘要，

以及和 GPT-4 联动。讨论环节，调查中心副主任丁华指出，为了保证数据安

全性，一方面可以请数据用户到保密机房完成限制性数据的分析，另一方面

充分尊重数据存放和共享方的意愿和权益，对于无法大范围公开的数据，可

以采取请数据用户提交研究计划，经数据存放方审核许可，再通过签署协议

的方式获取数据使用权。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黄文彬把数据库的建设分为采

集、存储、管理、利用四大阶段，并指出需要注意数据来源，在采集存储的

时候做好分类标注，在管理利用的时候注意版本等细节问题。

调查中心王堃作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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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殖健康调查数据正式交接

2023 年 4 月 20 日下午，中国生殖健康调查数据交接仪式在北京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成功举办。调查中心与合作单位的领导、项目参

与人员共十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际，为精准把握

我国群众生殖健康状况与问题，改善生殖健康服务，调查中心与中国人口

与发展研究中心（简称“人发中心”）、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简称“计生

协”）三方联合开展了中国生殖健康调查项目。三方团结协作、优势互补，

于 2022 年年底高质量完成本次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数据交接仪式上，

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学、人发中心主任贺丹、计生协一级巡视员洪苹分别致辞。

张志学主任作为本次调查数据交接仪式的东道主，热烈欢迎各位莅临调查

中心。张主任表示，调查中心有近 17 年的调查执行经验，作为本次调查

项目的执行方，在过去 6 个多月中，调查中心克服疫情困难，积极开展调

查工作，通过专业的调查执行流程、严格的调查全过程质量控制程序、国

际一流水平的调查技术、严谨的数据管理方法和规范的财务报销管理制度，

最终超额完成了调查任务，访问质量优异，数据真实可信。贺丹主任高度

赞赏了调查中心的细致工作，对调查中心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提出未来

希望加强合作、促进交流，加大将现有的调查数据进行成果宣传、推广与

转化的力度。洪苹一级巡视员对中国生殖健康调查的圆满收官表示祝贺，

对三方领导、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计生协希望未来通过调查收

集更多科学数据，为推动生殖健康的发展贡献力量。

2023 年 4 月 20 日
中国生殖健康调查数据正式交接

（从左至右计生协一级巡视员洪苹、人发中心
主任贺丹、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学）

调查中心、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三方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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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调查中心第二次开设了北大

本科生秋季课程《理解中国：问题、方法

与实践》。来自调查中心和社会学系 10 名

教师共同设计和授课，共有 24 名北大本科

生参加本课程。课程目标是促进学生思考

和研究中国社会的问题，学会使用 CFPS 和 

CHARLS 数据从事科学研究，了解和掌握社

会研究的基本逻辑、路径和方法。

暑期课程方面，调查中心开设了《社

会调查实务》和《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两

门课程，共招募到 169 名学生，也是中心

开展的第 11 期暑期课。由于疫情已经结束，

2023 年暑期课重新回归到线下授课，同学

们齐聚北京大学教室进行学习。

2023 年，调查中心培训课程面向校内

校外共开设线上及线下 19 个班，培训了

695 名学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基于十

余年全国性家庭调查数据，中心成功推出

了《家庭教育与科学教养研修班》，获得

学员一致好评。

《理解中国：问题、方法与实践》学生讨论

《家庭教育与科学教养研修班》的家长和孩子在课堂上热烈讨论

调查中心开展的暑期课程学生合影

教育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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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文理大数据研究中心于 2014 年 12 月成立，是北京大学校内多个文理院系参加的交叉研究虚体机构。其建设目

标是为学校多学科研究提供大数据服务平台，培养具有大数据思维和创新能力的科学研究人才，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创建前沿

的基于大数据的科研协作创新机制。北京大学文理大数据研究中心由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共同发起，旨在利用调查数据与大数据的互补性，推动两者相结合的研究，建立以大数据为纽带的人文社会科学交叉学科的研

究平台。坚持“一个中心，多个基本点”，即：一套核心技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服务多个学科，运行多个项目。

北京大学文理大数据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已经搭建了大数据科研服务平台及人文社科领域数据库，建设了面向人文社科领

域大数据的分析应用。在双方教师的指导下，先后有二十位大数据方向硕士研究生投入到相关项目工作。目前正在开展多项大

数据相关的研究项目。

面向人文社科研究需求，构建可持续发展
的包含数据共享、基础软硬件和应用软件
为一体的大数据服务平台。

以大数据为纽带，推进大数据在人文社会科
学的应用研究，拓展跨学科研究的新疆域，
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

设立研究生学位，由研究生院统筹规划，人文社会科
学学科与信息学院教授联合指导。培养具有大数据思
维的社会科学研究人才。

北京大学文理大数据研究中心

以“内容感知”为核心技术支撑，拟提出并设计“大数据影视智能分析研究”理

论体系，开展面向影视艺术的主动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研究，通过真实数据的实验验证本

课题理论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通过本课题的实施，努力为基于人工智能支持的影视

艺术理论、创作与产业发展探索一条可行的道路。

大数据影视智能分析研究

北京大学文理大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团队与北京协和医院团队合作，全国多中心联合

收集女性的盆底肌电数据，建立中国女性盆底表面肌电的数据库。基于盆底肌电数据库

研发盆底疾病智能诊断大数据平台，集成多模态多维度数据，构建盆底疾病智能诊断算

法库，实现盆底肌电数据的智能解读及疾病的智能诊断。该平台为研究不同地区、不同

人群的盆底肌电参数合理值提供了实施方案和应用示范。

盆底疾病智能诊断大数据平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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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6 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Digital Finance, Peking University）正式挂牌成立。北

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共同发起成立， 

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队伍为主体组建研究团队。自成立以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秉承“解析普惠金融实践，

创新数字金融理论”的使命，致力于开展数字金融领域的学术、政策、行业研究。在校内校外、全职兼职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已经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成为国内外数字金融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机构之一。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每年发表国内外权威期刊论文数十篇，举办多场政策和学术研讨会，为学术界、监管部门提供重要的交流平台。同时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布鲁金斯学会等国际机构完成多项合作研究，在扩大中国数字金融实践的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

赢得了一定的国际话语权。

2023 年，中心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第七届学术年会暨“中国的数字金融”专题研讨会

1 月 14-15 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联合著名学术期刊 China Economic Review 举办了第七

届学术年会暨“中国的数字金融”专题研讨会。数百名数字金融领域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同学参加了本次

会议。会后，China Economic Review 出版主题为“Digital Finance in China”的专辑。

联合主办的第 30期“浦山讲坛”

4 月 27 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 30 期“浦山讲坛”

在国发院承泽园校区举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货币及资本市场部副主任何东，与中心主任黄益平教

授一同围绕“数字货币与国际支付体系的演进”这一主题进行深入探讨。

重要会议

共同承办的中国金融学会 2023 年“经济金融学术前沿”系列研讨活动

5 月 30 日，由中国金融学会、北京大学、中国金融论坛共同主办，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和北京

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中国金融学会 2023 年“经济金融学术前沿”系列研讨活动之三“大科

技信贷的创新与监管：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顺利召开。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发表了开场致辞。

接待“台湾企业走进北京数字经济高地参访团”到访

10 月 16 日， “台湾企业走进北京数字经济高地参访团”到访。北京市台联党组成员、副会长苏伟，北京

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和来自台湾的十几位企业家以及多位研究人员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联合主办“2023 新能源汽车保险行业发展与趋势研讨会”

12 月 6 日，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指导，腾讯研究院、金融科技 50 人论坛联合主办的“2023

新能源汽车保险行业发展与趋势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功举办。研讨会上，重磅发布了《守

正创新·2023 新能源车险发展报告》，该报告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腾讯研究院、腾讯微保、三

星财险等机构组成的联合课题组共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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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

2023 年度，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新立项及在研课题共 33 项，结题 20 项，主要聚焦数字金融行业的重大理论与现

实问题。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副主任沈艳教授和国发院张俊妮教授，共同参与编写“关于数据交易市

场体系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北京市数字经济大会蓝皮书。研究主管谢绚丽教授、副主任沈艳教授、主任黄益平教授参与国发

院年度课题《碳中和经济学》，负责撰写第七章《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课题成果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特约高级研究

员张勋教授立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研究》。特约高级研究员纪洋教授参加的教

改项目：《区块链原理与应用》学科交叉课程教学模式的探索，获 2023 年广东省教改中山大学校级立项。

发表文章

2023 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共收到全职和兼职研究人员的署名单位包含“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已

发表或录用待刊的论文 50 余篇。其中，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显示，中心研究团队（郭峰、王靖一、孔涛、张勋等）与蚂蚁

集团研究院合作完成的学术论文《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 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在《经济学（季刊）》2020 年 7 月

份发表后，截至目前，已经成为《经济学（季刊）》2001 年创刊以来引用率（3,831 次，2023 年 12 月 27 日数据，下同）、

下载率（68,612 次）双最高的论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特约高级研究员张勋，复旦大学教授万

广华等人合作的论文《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在 2019 年《经济研究》第 8 期发表后，近日中国知网统计的

引用量为 2925 次，下载次数 129,213 次（2023 年 12 月 27 日数据），已经成为《经济研究》中国知网下载率最高的论文。

特约高级研究员张勋教授论文《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获得第六届洪银兴经济学奖。特约高级研究员

纪 洋 教 授 的 论 文“The Rise of E-Wallets and Buy-Now-Pay-Later: Payment Competition, Credit Expans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 ” 获 得 第 18 届 年 亚 太 金 融 市 场 年 会（CAFM）2023 最 佳 论 文 奖。Thorsten Beck、Leonardo 

Gambacorta、黄益平、邱晗团队《Big techs, QR code payments and financial inclusion》，获得“2022-2023 年度

数字经济开放研究平台优秀论文尖峰奖”等。

图书出版

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与高级研究员王勋合作撰写的《读懂中国金融：金融改革的经济学分析》一

书入选“2022 十大金融图书”，此图书评选活动由新浪财经联合中国银行《保险报》、中国金融出版社和中信出版集团等发起 ; 

2023 年 12 月，本书获选北京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高级研究员徐远教授主持的新作《货币的界碑》由中信

出版集团出版。本书基于徐远教授多年来对于货币、人民币、金融体系的研究，系统梳理了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的发展，

思考其中的重要问题，用经济学朴素的需求、价格、价值等逻辑梳理数字货币的发展、价格变化、发展趋势等，并探讨其对未

来的影响，帮助读者弄清其背后的经济逻辑及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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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Center for Enterprise Research）是在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国家发展研究院、新结

构经济学研究院支持下，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北京大数据研究院和龙信数据联合发起，红盾大数据有限公司、

创合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智墨机构等知名企业联合创建的研究机构，2018 年 4 月 19 日经北京大学校长办公会批准成立，现

挂靠在光华管理学院，张晓波教授担任主任。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致力于企业大数据的搜集和连接、企业大数据和中

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数据的融合，并基于企业数据开展学术和政策研究，为国家政策制定和市场主体决策提供数据与智力支持。

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

Weinan E

Loren Brandt    

Hanming Fang    

Chew Soo Hong   

Li Gan          

Panle Jia        

Ravi Kanbur      

Shanjun Li        

Kaivan Mushi     

Barry Naughton    

Shangjin Wei     

Daniel Xu        

Yu Xie   

Jie Ba 

Eric Verhoogen 

Michael Zheng Song

Mark Roberts

Princeton University , Peking University，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exas A&M University,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

Cornell University 

Cornell University 

Cornell University 

Yal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Columbia University, Former Chief Economist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Duke University 

Princeton University，Peking University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Columbia Universit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许宪春

张维迎

清华大学社会经济数据研究中心  主任，国家统计局  原副局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教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北大市场网络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

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

国内顾问委员会成员

2023 年 6 月 24 日至 8 月 14 日，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ESIEC）依托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和光华管理学院

的师资与专业优势，完成第五轮全国调研。对分布于辽宁、上海、浙江、广东、河南和甘肃六个省（市）107 个县（市、区）

的 49,963 家企业进行了走访调研 , 完访问卷 6,117 份。

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ESIEC）

2023 年，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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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 年三季度起，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和蚂蚁集团研究院共

同发起“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 (OSOME)”，对活跃小微经营者持续进行季度调查。调查样本覆盖各地区、

各行业；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经营者基本信息、疫情后恢复情况、经营和融资状况、以及对未来的信心等。

2023 年，该调查已完成全年四个季度共计近 4 万份问卷的收集工作、报告撰写和发布工作，并为国家

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等决策机构提供资政报告。未来，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将与中国社会科

学调查中心、蚂蚁研究院进行持续性的小微经营者季度调研，填补我国对于小微经营者经营状态的微观

数据采集的空白；并通过对数据的深入分析，形成政策和学术研究的标杆。

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 (OSOME)

2023 年 5 月 18 日，举办《光华思想力研讨会暨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报告发布会》，为各界呈现了

中国小微经营者的生态状况。现场，多位经济学家、企业高管共同研讨了小微经营者的难处与解决之道。

2023 年 10 月 26 日，举办《中小微企业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ESIEC）2023 年

度执行总结会、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OSOME）2023 第三季度报告发布会》，研讨会对 ESIEC 项目

2023 年度执行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发布 OSOME 项目 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众多学者和业内嘉宾就两

项数据的研究进行分享，共同探讨中国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推动更高质量的学术与政策研究。

学术会议

2023 年，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在《经济管理学刊》《经济科学》等国内外重要

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 篇，已接收待发表论文 1 篇，工作论文 6 篇。

论文发表

2023 年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实施情况被多家主流媒体报道，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数据方面，

ESIEC 数据空间用户组收到申请 835 份，数据空间浏览量达 59,124 次，ESIEC 数据集浏览 25,606 次，

2023 年用户下载 ESIEC 数据 3,112 次，用户累计下载数据 13,415 次。

社会影响力

2023 年 ESIEC 项目组收到的用户数据申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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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语
2023 年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成立的第 17 年。这一年中，北

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结合《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

落实党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部署，在数据采集、数据共享与服务以及

智库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作为调查中心旗舰项目之一，“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项目完成第

七轮追踪调查（2024 年启动）准备工作，包括优化调查问卷，完善执行质控管

理方案；升级调查系统，筹备等保测评，提升数据保密性及安全性；公开招募

十余个搭载调查项目。数据清理方面，CFPS 项目组针对 CFPS2022 各数据库进

行后期整理，目前已经完成经济库的大部分整理工作以及所有的文本编码工作，

其他数据库在 2023 年 6 月全面更新，并同时推出了多份技术报告和相关文档。

调查中心的另一旗舰项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CHARLS

项目组基本完成全国第六轮常规追踪调查的补访工作，共培训 460 余名访员，

40 余名核查员，在全国 150 个区县、450 个样本村居，访问了 1.5 万余人，并

分别完成 1,828 人的血液样本、2,952 人的尿液样本、2,953 人的粪便样本、3,973

人的舌苔样本和 4,034 人的躯体运动数据的补充采集工作。本轮调查补访工作

结束后，有望产生中国第一份全国代表性人群的客观测度的躯体运动数据，人

体全基因组测序数据库，以及肠道、尿道和口腔中人体共生微生物宏基因组测

序数据库。此外，CHARLS 项目组赵耀辉教授牵头，完成并发布《中国健康老

龄化之路：北京大学 - 柳叶刀重大报告》。此外，依托调查中心和光华管理学

院的师资与专业优势，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ESIEC）完成了第五轮全国调

研。对 49,963 家企业进行了走访调研，有效完访问卷 6,117 份，在营企业的

应答率远高于同类调查数据。“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OSOME）”课题组完成

2023 年四个季度的调查、报告撰写和成果发布，调查报告得到新华网、人民网、

澎湃新闻、凤凰新闻等诸多主流媒体的报道；为国家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提

供资政报告。

在过去的一年里，调查中心还依托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进一步拓

展中国调查数据资料库（CSDA），已发布的数据资料涵盖 72 个数据集的 391

份文件，资料库的注册用户总数达到 24,892 人，同比增长 13.5%，下载量近

63 万次，数据平台在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已有较强的影响力。在北京大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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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战略年”的整体布局之下，调查中心支持社科部主办了 4 期“临湖智库国际

讲坛”。合作交流方面，调查中心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口与发展

研究中心、中国老龄协会、中国儿童中心以及蚂蚁集团研究院等校外单位积极

合作交流。中心参与的研究成果《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和实践路径

研究》获得 2023 年度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调查中心教

育培训工作持续开展，开设了一门本科生课程《理解中国：问题、方法与实践》，

两门暑期课程《社会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调查实务》和系列培训课程。其中，

培训课程面向校内校外共开设线上及线下 19 个班，培训 695 名学员。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基于十余年全国性家庭调查数据，中心成功推出了《家庭教育与

科学教养研修班》，获得学员好评。

展望 2024 年，调查中心将根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

的部署要求，持续推进有全国代表性的、大样本、高质量调查数据的采集，高

度重视数据安全，不断提升数据服务水准，积极开展有数据支撑的学术和政策

研究，发挥大规模调查平台的优势为北京大学的学科建设持续贡献。中心有志

于服务国家科学决策，投身于完成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矢志弘扬调查研

究精神，为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提供实证依据和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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