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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谢宇所著的《回归分析(修订版)》所介绍的统计方法常用于描述社会现象的属性、规律性以及变异性
，这些方法可被纳入回归分析这一广义范畴中。
毋庸讳言，这些方法都有缺陷，因为它们都难以精确地反映复杂的社会现实，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
社会科学研究的有用工具。
有的学生或许会有这样的错觉，即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某种完美的方法，或者某些方法本质上优于另
一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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