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峰：保障劳动力调查辅助调查员稳定性和提升调查能力的几点思考

统计数据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决策的基础，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民生

指标备受关注，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大国就业是大民生。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明

确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加强

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使人人都

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月度劳动力调查是为各级政府准确研判就业形势，制定和调整就业政策，改

善宏观调控提供科学依据的一项制度性调查。保障劳动力调查辅助调查员的稳定

性和调查能力的提升, 是攸关调查工作能否顺利进行,源头数据是否真实准确,调

查质量能否保障的关键环节。笔者结合阜新市月度劳动力调查工作实际，就如何

稳定辅助调查员队伍、提升调查业务能力谈几点个人浅见。

一、阜新市月度劳动力调查基本情况

阜新市月度劳动力调查涵盖市内五区、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彰武县等辖区，

共计21个调查点，辅助调查员的选聘由县（区）统计局负责推荐，阜新队统筹负

责调查组织实施、质量管理、业务培训、现场指导、调查数据采集、审核、修订

等工作。在全市 21个劳动力调查点中，城镇调查点 16个，农村调查点5个，每

月总计调查336户，样本户每月轮换50%。目前聘用的21名调查员中，全部为社

区（村）专职工作人员，并且都是参加过“七人普”调查的工作人员，熟悉辖区

、居民等情况，基层工作经验和沟通交流能力均能很好的胜任劳动力调查工作；

在选聘上，阜新队将“讲政治”放在首要位置，其中党员辅助调查员有16人，占

比达到76.2%；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为62%，平均年龄为42岁，具备年龄结构合

理、文化素质较高等特点。

二、调查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调查队伍合理、稳定性有待提高

阜新市月度劳动力调查队伍由于年龄结构合理、文化水平较高、业务能力突

出等特点，为基础调查数据的质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鉴于月度劳动力调查

存在入户调查时间固定、工作日期集中且短暂等特殊性，调查员既要处理好社区

工作，又要按时完成劳动力入户调查任务，尤其是近三年疫情防控工作压力大，

基层担子重，辅助调查员精力有限，人员变动较为频繁。2021—2022 年，全市

先后有3个社区（村）5次更换了辅助调查员，辅助调查员更换，不但增加了调查

业务交接和学习培训等方面的工作量，也对基础调查数据质量产生一定影响。

（二）指标理解浅显、专业性有待提升



月度劳动力调查每项指标都有其专业含义，和字面含义有所不同，辅助调查

员如果仅从字面的意思或者个人的理解出发来询问调查户，会使得调查指标产生

偏差。例如，指标 F33“如有非常适合的工作机会，您能在2周内开始工作吗？

”，这是一个对假设问题的回答，这里的“能、不能”是指假定存在一种工作时

间、地点、劳动强度、薪酬等各方面都满足劳动者期望，然而部分调查户往往根

据生活经验，认为所谓“非常适合的工作机会”很难找寻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这

就需要调查员根据调查户实际情况，做出准确判断。又如某村在第七次人口普查

期间，因存在同一家庭人口户口登记在多个地址的“一户多宅”情况，在进行劳

动力调查时，底册同时抽选了同一家庭人口的多处住宅，调查员并未及时换户，

而是按照底册抽中住宅，每户一人逐一调查，造成同一社区同时出现多个“一人

户有配偶”现象。

（三）调查方式欠缺技巧、重要性认识不足

实地入户调查是充分掌握被访者家庭、就业、失业等内容的重要方式，也是

人与人在沟通过程中，确保调查指标准确性的手段，这就要求辅助调查员具备耐

心、沟通技巧和灵活应变能力。阜新队在陪访调查中发现，部分调查员过于“书

面化”，调查时逐字逐句念问卷，遇到较拗口的指标调查户听不懂；还有些辅助

调查员过于灵活，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提问，甚至出现诱导性提问，导致指标

填报出现偏差。比如失业模块中的“您想工作吗？”，部分调查员直接问：“有

合适活你能干吗？”或者“你身体这么好，还想不想干点啥？”，很多非经济活

动人口认为社区人员要帮忙找工作，“未工作、不找工作、但又想工作”人员比

例大增，由于理解偏差导致数据核实工作量增加。

个别调查员对劳动力调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简单地理解为只是把每一户的

人员就业情况搜集上来就行。于是存在调查不够认真，访问时间过短，追问意识

不够，关键指标理解不透彻，设备操作不熟练等问题。

三、几点实践与探索

（一）牢固树立数据质量第一责任人意识

月度劳动力调查目前虽然受样本量不足等原因影响不发布市级、县（区）级

数据，但是锻造辅助调查员队伍、提升基层调查能力、夯实基础调查数据质量，

是劳动力调查始终不变的准则。阜新队近年来形成了“市队分管领导—科室（县

区局）业务人员—社区（街道）辅助调查员”三级督导机制，在业务管理、协调

督导、现场调查等方面形成闭环式工作模式，每个环节、每个事项都有人员负责

，每个劳动力调查参与者都是调查数据质量的第一责任人。



（二）“一带一帮”现场调查模式备受认可

为积极应对劳动力常规调查期间发生的辅助调查员更新换代现象，阜新队积

极创新月度“一带一帮”调查陪访模式，科室人员与社区辅助调查员提前协调时

间，重点跟踪陪访新任职辅助调查员及当月新调查户，避免了新任职辅助调查员

因工作不熟悉产生抵触或者懈怠的现象发生，同时又能及时准确地掌握辅助调查

员工作状况，进而保障调查队伍能够稳定持续，也从源头上把控了数据质量、提

高了入户调查效率。

（三）“私人订制”培训指导方式事半功倍

针对社区实际状况、辅助调查员素质参差不齐等特点，阜新队采取各有针对

性的培训指导方法，通过以实操促数据提升的模式，在要求调查数据即审即报的

基础上，加大平台审核的频次，形成了“即审即报—即报即反馈”的工作方式，

对于行业职业规范表述、指标填报是否准确、调查时长及调查音频是否符合标准

等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行分社区的总结，并结合辅调员特点进行单独讲解及问题成

因分析，有针对性地避免再次出现类似错误，达到事半功倍效果。

（四）“人文关怀”锻造和谐向上调查队伍

阜新队一直以来将辅助调查员队伍视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构建了人文关

怀管理制度，首先确保辅助调查员劳务报酬按时足额发放，同时为辅助调查员购

买人身意外保险、日常用品（工作包、手电筒、雨伞等）、防疫物资包等，将人

文关怀制度建设和执行落到实处，锻造出了一支积极向上、和谐稳定的辅助调查

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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