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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家庭平均住房 1 1 6 m

2

，你拖后腿没

北大发布中国家庭住房状况报告遭质疑，报告负责人回应称确实存缺憾

5 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

国民生发展报告 2 0 1 2 》， 其中提到全国家庭平均住

房面积达 1 1 6 . 4 平方米， 人均住房面积为 3 6 平方

米。 该报告数据发布后，被网友调侃“抱歉拖了后

腿”。 6 日，该课题组负责人、北大社会学系导师李建

新回应称，“披露的是全国平均数，无法显示城镇和

农村居民的具体情况，确实有一定缺憾”。

5日，北京大学召开中国家庭动

态跟踪调查研讨会， 发布由北大中

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完成的《中国

民生发展报告 2012》。该报告数据显

示， 去年全国家庭现住房完全自有

率为 84.7%。在住房类型上，42.2%的

家庭现住房为平房，比 2010 年的调

查结果下降了 8.5个百分点。

这份报告中公布的一项数据颇

受关注， 即数据显示全国家庭的平

均住房面积为 116.4 平方米，人均住

房面积为 36平方米。

记者注意到， 北大的这份报告

经媒体报道后， 立即引来了社会公

众的关注和讨论， 其中争议的焦点

即报告中关于家庭和人均住房面积

的数据。

有网友认为， 从数据计算本身

看，可能是准确的。 但数据中提到的

“人均”、“平均” 这些字眼就让这些

数据变得不怎么“靠谱”了。“户与户

之间太不平衡了， 有的一户有几十

套房屋，有的一套都没有，算下来平

均一户家庭有 100 多平方米住房面

积，有意义吗？ ”网友质疑道。

更多的网友则是对这样一个数

据进行调侃。“我们又被‘平均’了，

我一家 3 口住房 50 平方米， 对不

起，给大家拖后腿了……”有不少网

友作出了上述跟帖评论。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数

据显示，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

住房面积为 31.6 平方米， 农村人均

住房面积为 34.1平方米。 到了 2011

年，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上涨为

32.7 平方米，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

积为 36.2平方米。

关于社会公众对这份报告中涉

及住房面积数据的质疑， 该课题组

负责人、北大社会学系导师李建新 6

日表示，报告中提到的数据，是通过

详细的抽样调查得出的全国总体的

平均数据， 并未像国家统计局那样

细分， 因此无法显示城镇和农村居

民的具体情况，确实有一定缺憾。

对于网友提出的疑问， 李建新

表示理解。“实际上，社会不同阶层

中间的内部差异很大。 比如有的人

是几套房，远远大于平均数，而很多

80 后、90 后还是‘蚁族’，但不能以

个体的实际情况来和总体平均值进

行比较。 ”他认为，在网络上发出声

音的往往是那些没有达到平均数标

准的群体， 而超过平均数的往往是

“暗暗窃喜”， 这是舆论本身带来的

负面反应。

他表示， 该报告旨在反映全国

民生状况总体情况， 为政府有关部

门提供政策决策依据， 同时为科学

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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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内容

家庭平均住房面积 116 平方米

●网友调侃

“我们又拖后腿了”

超九成青少年用 QQ

� � � �

� � 去年新增的社交网络考察指标显示，

QQ 在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的青少年中

使用率均超 9成。社交网络和 E-mail是青

少年群体使用最普遍的社交手段。 青少年

上网使用最多的网络功能是听音乐。 尽管

如此，看电视仍是青少年最主要的休闲娱

乐活动。

孩子患病近4成家长自己找药

在《报告》中，有一项行为调查，即孩

子患病处理方式。 调查结果显示， 全国

36.8%的家长在孩子患病后自己找药或买

药，而不是找医生看病。 其中，城市家长更

倾向于在孩子患病后自己找药，比例比农

村家长高出十多个百分点。 专家分析认

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除了城市医疗成

本高、到医院就诊时间长以外，家长知识

结构也是重要原因。 据介绍，目前全国有

60.7%的少儿享有社会医疗保险， 而少儿

拥有商业医疗保险比例只有 17.7%。

数据显示，全国有 6.1%的青少年儿童

肥胖，7.4%的青少年儿童超重。 分年龄来

看， 低年龄组的少儿肥胖的比例明显更

高，即“小胖子”比“大胖子”更多。 分性别

来看， 男孩比女孩肥胖和超重的比例更

高，西部地区儿童肥胖比例超过中、东部。

（综合《法制晚报》、《北京日报》消息）

家庭支出同比增长 5710 元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2》显示，2011 年全国家庭平均总

支出比 2010年增长了 5710元，其中食品支出增长 2287 元，占

到全国家庭平均支出增长额度的 40%。 在各项支出相对于

2010 年都有所增长的同时，2011 年家庭购建房支出和捐赠支

出下降。

已婚子女 75%不与父母同住

据调查，全国 62.3%的 16 岁以上人口处于在婚状态，未婚

人口为 31.2%。未婚男性比未婚女性多 7%左右。北大有关负责

人说，在婚和未婚人口比例都较高，离婚和同居比例较低，说

明我国婚姻稳定性较强，传统的婚姻观念仍占主导地位。

记者从数据中发现，全国有 75.2%的已婚成年子女不与父

母同住。已婚成年子女中从夫居(即住在婆家)的比例为 21.1%，

是同妻居(即住在娘家)的 5倍还多。

家庭类型调查结果显示，全国 13.2%的家庭夫妇已生育子

女但不与子女同住，即“空巢”家庭。而“丁克”家庭(尚未生育子

女的家庭 ) 仅为 1.4%。 专家认为，虽然夫妇与子女同住仍为最

主要的家庭形态，但“空巢”家庭比例迅速上升，势必带来养

老、家庭服务、情感关怀等问题。

此外，家庭代际结构也发生了变化，2 代户(父母和子女同

住)家庭占比最高，四世同堂家庭仅占 1.9%。

城市家庭教育年支出 3458 元

抽样调查表明，全国家庭支出中，用于孩子教育的支出均

值为 1803.9元。 更详细的分类统计显示，城市户口家庭教育年

支出为 3458.2元，农村户口家庭仅为 1367.8元。

●负责人回应

数据未细分有一定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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