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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调查工作存在的
主要问题01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42021-10-
18

当前调查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1

应急管理系统调查对象种类复杂，涉及行业部门多，部分调查指标专业性强，需要
应急部门广泛协调教育、卫健、民政等各行业部门深度参与调查工作，确保各行业调
查成果质量。但 ，各级应急部门为行业部门开设账号的情况并不理想
。根据《应急管理系统调查成果质检核查方案》的要求，各级调查中需要行业部门通
过应急部门为其设置的账号进行数据采集或录入、质检等工作。

发现，部分地区应急系统调查中的行业协调流于形式，表现为协调难度大、参与度
低。因此，从整体看，应急系统对行业部门的组织、协调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创建数量（个） 单位总数（个） 创建比例

省级 12 32
市级 112 359
县级 1657 3289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52021-10-
18

当前调查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1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聚合部门多
，为此专设“普查办”用于协调各行业部门。应急系统应该充分利用“普查办”这块
牌子调度行业资源开展调查。

。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应急管理部门应
与行业部门合作，通过行业部门组织各调查对象单位开展数据填报，并根据调查类技
术规范对填报人进行深入的填报指导，确保数据在采集初期的质量。

。要利用行业部门对本地区行业情况的
丰富经验和专业技术能力，在质检中，确保调查对象底数不重不漏、数据填报规范合
理，在核查中，将行业部门人员纳入核查队伍，确保调查成果真实、准确。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62021-10-
18

当前调查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1

通过实地走访发现，数据采集人员对部分调查 ，或是
，导致数据填报错误。比如公共服务设施调查中，对“曾经遭受过的灾

害类型”等指标理解有误，对“应急供电能力”等指标没有认真核实。

。省应急管理部门应
充分总结试点期间数据出现的主要质量问题，对重点对象、重点指标，要通过纵向向
下的方式，不折不扣地传达给具体的基层填报人员，确保他们对指标充分理解。同时
，层层传达责任意识，确保数据质量。

。在线填报可以实现填
报与提示信息同步，帮助调查人员更好地理解指标含义，准确填报信息。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72021-10-
18

当前调查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1  

从地方调研与督查中发现，部分地区 ，尤
其是对危险化学品企业、非煤矿山企业、历史灾害灾情等的调查成果，很难进行有效质检
，对于明显异常的数据或数据关系，行业主管部门未能发现。

。很多指标的质检无法在软件系统中实现，
需要依靠专家经验判断确定填报数据的合理性与准确性。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应组织省级安
全生产研究院、减灾中心等省级专业技术部门，充分发挥行业部门的技术优势，待县级数
据采集完成后，通过系统的数据浏览方式，提前开展省级的数据质量检查与填报指导。

。省市两级应急管理部门可以借助软件和人工质检查出的疑似问题，按
照《应急管理系统调查成果质检核查方案》的基本要求，线下开展抽样与实地核查工作，
深入普查一线，勘察数据质量问题，调研区县组织实施模式与采集规范性，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反馈、指导，提前控制数据质量。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82021-10-
18

当前调查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1
各地调研中发现，区县委托的第三方技术支撑单位，在开展数据采集时，存在

等问题，导致数据填报错误。另外，一些地方委托软件公司
等第三方机构开展数据质检，但这类企业大多

对于行业部门的专业领域调查，软件公司只能开展数据完整性、规
范性等检查。

。确保第三方机构严格
按照普查工作方案和技术规范中规定的技术要求，开展数据采集、质检等工作。同时，
着力提升第三方机构人员的业务素质与责任意识，确保数据成果质量。

。实际上，关于数据完整性、
规范性以及部分合理性的质检功能已在软件系统上实现，后台需要实现的依靠专家经验
的人工质检。但是软件公司可以替代行业部门依靠软件质检，批量处理问题数据，并将
疑似问题反馈给行业部门开展进一步质检，但不能过度依赖第三方技术支撑单位开展数
据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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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当前调查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1

各地调研中发现，部分调查对象单位调查表没有按照《应急管理系统调查成果质检
核查方案》加盖单位公章，无法通过制度约束调查对象单位对本单位数据真实性、准确
性的检查， 。

。各地各级应严格按照《应急管理
系统调查成果质检核查方案》的有关要求，做好调查工作中相关文件（调查对象单位调
查表，县级行业部门、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工作报告等）的归档工作。同时，注意工作要
“留痕”。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102021-10-
18

当前调查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1

Ø 化工园区（集中区）：
① 化工园区名称没有正确填写，不要写成管委会名字。
② 供配电中，公用变电站数量不包括企业内部变电站；园区电源路数统计由上一级变电站接入园区

公用变电站的电源路数，不统计公用变电站到企业的电源路数。
③ 附件中化工园区安全风险评价（评估）报告、规划文本（总体规划和／或控制性详细规划）需上

传整个文本，不能只上传一个封面。
④ 化工园区（集中区）的填报范围，包含但不限于省级认定的化工园区。
Ø 企业（加油加气加氢站除外）：
① 重大危险源辨识情况存在随意填报情况，该项指标应与企业的安全评价报告或重大危险源安全评估

报告相一致。在填报《B02 重大危险源企业危险源信息台账表》时，注意设计温度、压力、数量
的单位，填写数据时注意单位换算和统一。

② 企业实际的设计抗震烈度和防洪标准，可以和设计单位确认后填报；经核实后仍不清楚的，可以选
择“其他”，不要乱填、随便填。

③ 部分企业未认真填写企业双回路供电、双回路供电、应急电源及功率、事故应急池、蒸汽来源等数
据真实情况，填报人和单位负责人须认真确认填报情况。

④ 附件中危险化学品-安全评价（评估）报告需上传整个文本，不能只上传一个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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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当前调查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1

从国家核查中发现，非煤矿山的企业基础信息填报正确率总体较高，但
。

本次核查出现问题较多的指标有：

：开拓方式、采矿方法、设计开采标高、地表塌陷情况、地震烈度、当
地历史最高洪水位。

：设计最终边坡高度、设计最终边坡角、地震烈度。

：排洪设施形式、汇水面积。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122021-10-
18

当前调查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1

。应急管理系统普查软件数据采集模块中共有煤矿底数3877座，
与国家矿山局管理系统的4493座（ 截止2021年9月30日数据）相差616座，需各
省应急管理部门按照调查类技术规范对调查范围的要求，核准是否参与本次调查。

。截至10月18日，全国仍有158座煤矿未完成县级填报，主要有
：山西省93座，贵州省38座，福建省22座，江西省2座，陕西省2座，内蒙古1座
。。上述地区应加快调查进度，按照时间节点，完成调查任务。



质检核查方案的要点
解读与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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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142021-10-
18

质检核查方案的要点解读与修订——2

① 调查对象单位填报：（1）调查对象单位在系统导出的纸质调查表上 ，与原
始资料一并存档备查。（2）如有条件，尽可能按照系统提示开展 。

② 行业主管部门质检：（1） （软件操作讲解），对本地区本行业数据进
行 检查，筛查出疑似问题数据。（2）利用对本地区
实际情况的掌握以及行业经验，对疑似问题数据进行 ，或与调查对象单位联系、
实地核查进行复核。（3）下载 ，签字盖章后上传系统。

③ 县级应急管理部门质检：质检系统中，县级应急管理部门账号中有行业部门开展质
检的所有功能。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质检核查方案的要点解读与修订——2

No.152021-10-
18

基于大数据量，利用统计学方法开展异常值筛查。（1）首先，根据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对市级、省级各行业调查结果进行统计汇总。（2）其次，利用
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标准差、离散系数、方差、中位数、上下四分位等常用统
计学方法筛查异常值。（3）利用专家经验判断以及实地核实，判定指标填报准确性。

。（1）依据现场勘查、实地了解、查阅资料等方式，判定指标准确性。
（2）对于家庭减灾能力，检查工作程序规范性。（3）调研基层开展数据采集等工作
的组织实施模式以及工作程序的规范性。

。待县级完成数据质检，并上报至市级后，国家、省、市三级可以开展同
步联检，提早发现问题，提早解决问题。

。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可根据质检查出的重点疑似问题，提前开展调查成果
的核查。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162021-10-
18

质检核查方案的要点解读与修订——2

。《应急管理系统调查成果质检核查方案（试点
班）》（7月下发）中对各类调查对象规定了其开展核查的方式，但实际核查中发现，各地
区情况不同，内外业核查较难界定，因此改为了“ ”的方
式。

。前期通过与统计局等相关专家讨论，
为更加体现调查成果核查方案的科学性，判定调查成果通过的标准由“按照调查表10%以
内差错率” 改为了“ ”。

。家庭减灾能力调查与其他类型调查
对象差别较大，具体到填报指标，不对其真实性与准确性进行质检、核查，但会

，严禁一人填报多表等情况的出现。



家庭减灾能力调查
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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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182021-10-
18

家庭减灾能力调查工作方案——3

（1）

（2）

（3）

国家普查办（国家统计局）利
用分层抽样方法，统一抽取一
定数量的社区（行政村），下
发县普办。

县普查办针对抽中的社区
（行政村），根据常住居民
花名册或空间网格，抽出家
庭调查户。

社区（行政村）负责组织、
协助抽样选中的家庭户，
如实填报《家庭减灾能力
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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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减灾能力调查工作方案——3

（1）若社区（行政村)内
,全部调查。

（2）若社区（行政村)内
，则自选取40

家庭户进行调查。

（3）若社区（行政村)内
，则采用等

距法进行抽取调查。

间距=总户数/50

1.首先调查前40户；
2.若前40户有空壳户，
则在后10户中补充；
3.最终实现40户的填报。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202021-10-
18

家庭减灾能力调查工作方案——3

（1）若社区（行政村） ，则调查全部家庭户；

（2）若社区（行政村） ，则划分空间网格40个，每个网格抽选一个家庭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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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减灾能力调查工作方案——3

常驻人口花名册
过程资料留存（影像、照片、录音等）；
个人信息的数据安全

  1

 虚拟村、拆迁村等无居民的情况

若县（区）有社区（行政村）存在此情况，且人员花名册无法统计，
可上报视情况删除。

2

需要删除的社区（行
政村）需省级整理后

上报至国普办

 3  村庄合并的情况

区分出合并之前的数据，按抽取的村开展调查。

 4
 县区抽选的社区村数量较多的情况

根据年龄、受教育程度、城乡分布等分层抽样，着重体现县区代表

性，并非按照人口比例进行，所以数量分布不均为正常现象。为保

证数据置信度，不对数量进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