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时俱进依法开展人口普查

（来源：中国信息报）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的

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统计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与时俱进，把握新的社会

形势，熟悉普查对象和方案制度的变化，更加旗帜鲜明地依法推进人

口普查各项工作开展。

七人普面临的新形势

统计工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统计工作，

将其视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随着市场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企业等各类社会组织更加重视统计数据的应用。

当下中国多项重大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科学

准确的人口数据作支撑。



人口普查的法治环境更加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宪法日的设

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成立和《民法典》的颁布为标志，依

法治国方略稳步推进。统计法律规范体系已比较完善。统计部门积极

履行统计监督职能，有效促进统计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调查对象法

治意识逐步提高。

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带来便利。计算机及电子采集终端（PAD）

的广泛采用，大大提高了信息采集和处理的效率，减少了数据上报环

节的干扰。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为普查提供了便利的

技术条件。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各部门共享行政记录创造了有利条

件。

新冠肺炎疫情的双向影响。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使普查工作筹

备更多依赖网络办公的形式，也可能会给入户登记带来一定的困难。

另一方面，乡镇街道以及村居委会依法采取疫情防控措施，基本掌握

了每户的家庭成员、居住地点和流动情况，可以为普查入户提供参考。

普查对象和方案制度的变化

普查内容、方式有了新的变化。一是普查内容增加了身份证件号

码信息。这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解决可能出现的重报、漏报、误报等问

题，也对依法保密个体资料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普查的信息化水平

进一步提高。首次全面采用电子化采集设备普查登记，增加了普查对



象通过互联网自主填报的采集方式，开启了我国人口普查采集信息的

新时代。三是加大了行政记录和大数据的应用。首次将普查数据与部

门行政记录全面比对查遗补漏，确保普查登记全面覆盖。四是对普查

数据质量的要求更高。明确要求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

制，严惩普查违法行为，坚决杜绝人为干扰普查工作的现象。

旗帜鲜明推进依法普查

加强普查法治宣传。利用传统宣传手段，强调各级政府的组织领

导职责，以及有关部门提供行政记录、配合专项工作的职责；通过业

务培训、编印手册等方式，使普查人员掌握方案变化，根据普查对象

的特点开展入户，加强其严格执行方案、保密以及独立调查的意识；

运用宣传标语、视频作品等，既要向社会公众宣传提供资料的法定义

务及责任，也要宣传普查的意义及其享有的权利。

严格执行普查方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按照法定程序

制定，一旦经国务院批准公布，就具有了一定的法律效力。全国各地

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普查方案，按照方案规定推进各项工作，不能随意

搞变通甚至违反方案规定另起炉灶。这是依法普查的基本要求，也是

提高人口普查配合度和社会公信力的重要方式。



严肃查处普查违法行为。以“零容忍”的态度严惩领导干部普查

造假、弄虚作假，普查人员泄露普查资料、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普查对象拒绝阻碍普查工作等严重违法行为，严肃追究违法案件有关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通报曝光典型案例。将人口普查组织落实

情况列入 2020 年统计督察的内容，督促各地方、有关部门认真贯彻

落实国务院关于人口普查的工作要求，依法依规开展七人普工作。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普查中出现的问题。对于普查中可

能遇到的一些问题，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要认真学习统计法律法规和

《民法典》，牢固树立法律至上、保障公民权利、严格执法、正当程

序等基本法治理念，将法律规范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准绳，运用法治

方式分析问题，化解矛盾，推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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