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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集作者二十余年的教学与研究经验，历时八年方告完成。
    与同类教材相比，本书的特点在于：    第一，章节安排遵循“教学过程和研究过程相一致”的原则
，分为四大板块：社会研究方法基础、问题和设计、研究方式、分析和综合，教师可以根据教学需要
和教学对象的特点进行不同组合。
    第二，紧密联系国内社会研究或方法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对什么是“真问题”和“问题意识”、如
何提出问题等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联系实际具体分析了理论（研究范式）对经验研究的解释力，对
于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清晰地阐述；针对国内滥用问卷倾向，对问卷设计的逻辑过程
进行了仔细地梳理，厘清了问卷设计的基本思路；对于学生在统计表制作、引用和注释等方面易犯的
错误作了重要提示。
    第三，增加了一些其他教材介绍不多的方法，例如，抽样方法中的一些特例、群体关系测量、累计
量表设计技术、访谈心理、列联表解读方法等；对于一些其他书中语焉不详的方法和概念给了具体的
解释；尽可能运用国内比较成熟的社会研究成果进行说明；研究报告撰写方法的介绍更贴近实际的写
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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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绪论　　在中国，社会调查或社会调查研究是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
现在中年以上的人都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的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我们党和政府为了制定方针政策，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党和政府指导思想的某些错误，也给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危害。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调查研究又开始恢复它固有的生命力。
事实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作为科学研究方法不仅是政府行政工作的方法，而且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方
法。
　　在社会学领域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一般被认为是社会研究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学研究
的主要方法。
社会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理论社会学研究和经验社会学研究。
经验社会学研究是和社会研究方法紧密相连的，理论社会学研究也离不开社会研究方法，对理论的证
实或证伪，理论创新也需要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研究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管理学
、心理学等学科得到广泛的重视和运用，并取得了很多成果。
　　1.1　概念的使用：学者的讨论和本书的定义　　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我们从西方引进现代社会
调查方法（social survey）后，国内学者对社会研究方法的认识就有不同的看法。
目前，在相似意义上使用社会研究方法的主要概念有：社会研究方法、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社会调查
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方法、抽样调查方法、质性研究方法等。
　　1.1.1　我国社会学界对于社会研究方法概念的认识　　概念使用上的差别一方面源之于西方量化
（定量了调查研究方法的引进。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主要采用质性（定性）调查方法，它的主要
形式是典型调查和蹲点调查。
虽然那时也有定量调查，但是从当时量化调查的两种形式——抽样调查和普遍调查来看，前者主要用
于产品质量抽查，后者主要是政府用于收集各种国情资料，量化研究很少用来研究社会现象或社会问
题。
就当时的认识来说，人们以为只要依靠典型调查就可以了，因为典型调查如同“解剖麻雀”，只要找
到一只具有典型意义的“麻雀”，把它调查清楚就可以通过它来反映一般情况。
其方法论的基础就是由个别到一般。
如果说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典型调查方法还具有它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因为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同
质性很高的社会，在那里确实有可能通过一个典型或一个个案的调查来说明整体），那么到了现代社
会（包括共和国建立以后）典型调查就越发显示出它的局限性。
因此，当我们吸收西方的量化调查研究方法之后，到底用什么概念来概括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
法就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另一方面，不同学者对于社会研究方法内涵的认识存在着差异。
有的学者是从较宽泛的定义上来理解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把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都包括在里
面，其定义相当于西方的社会研究方法。
有的学者则是严格地按照西方社会调查方法的定义，认为社会调查方法仅指量化调查方法，为了与中
国传统社会调查方法相区别，则把量化调查方法称为“现代社会调查方法”（风笑天，2001：3-4）。
　　尽管不同学者对社会研究方法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概念的使用存在着一些差别，但是对于社会研
究方法、问卷调查方法、抽样调查方法、质性研究方法等概念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
社会研究方法（social research method）通常被理解为对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研究、解释和预测的科学
方式和方法。
它的具体方法几乎涵盖了全部有关社会的研究方法，包括调查研究法、实地研究法、实验法、文献法
等。
问卷调查方法和抽样调查方法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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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方法的主要特点是采用标准化、结构式的问题表来收集调查资料，由于问卷是量化调查工具
，它必须采用概率抽样方法选择样本，因此问卷调查方法又可以理解为抽样调查方法。
抽样调查方法的主要特点是采用概率的方法选择样本，即抽样方法。
抽样调查方法的使用范围要比问卷调查方法更广泛，它不仅可以用于对“人”的调查，也可以用于对
“物”的调查，例如产品质量调查、各种物质资源的调查等。
在抽样调查中用来收集资料的工具可以是问卷，也可以是简单的调查表格。
　　国内学者的分歧主要是对“社会调查方法”或“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与“社会研究方法”的理解
存在着差异。
社会调查方法在西方仅指量化调查方法，即问卷调查方法。
国内学者或者是把社会调查方法理解为各种调查方法的综合，包括抽样调查、普遍调查、典型调查等
，或者仅仅是看作是调查资料的收集方法，例如当有人说“我今天下去调查了”时，社会调查就是指
通过座谈会、查阅资料、个别访问等方法收集资料。
而社会研究方法则是适用于全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
　　其实对概念的理解产生分歧是正常的。
文化背景、学术经历、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差异，总会使人们对相同的概念产生不同的认识，问题
是要把概念的内涵说明清楚，要符合学科已有的共同认识，具有内在的逻辑。
　　1.1.2　本书的定义　　本书的定义从学科的角度出发，遵循社会研究方法的一般认识，即社会研
究方法是有目的地对各种社会现象和人类各种社会行为进行科学研究的方式和手段。
它包括调查研究法（survey research）、实地研究法（field work）、实验法（experiment study）、文献
法（documentary study）等，其中调查研究法和实地研究法是社会研究方法中最主要的方法。
但是，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社会研究方法这一概念仅在学术界被承认，如果从社会研究方法的普及
来看，有时沿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概念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我们的读者中虽然有的在从
事学术性社会研究，但还有大量的人员，例如行政部门中从事社会研究工作的研究者，还是习惯于认
同“社会调查”或“社会调查研究”的概念。
因此，根据我国的情况，在社会研究方法的意义上理解“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比较有利于推广科学
的社会研究方法。
　　在西方，研究者除了使用量化调查方法、采用新的高级统计技术之外，仍在大量使用实地研究方
法，且越来越注重质性研究在社会研究中的作用，并试图把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结合起来。
在中国，社会学研究距离理论创新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建立既具有本土色彩，又有一定普适性的社会
学理论，还需要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积累资料，经过归纳、抽象，概括出对社会事实具有解释和预测
能力的理论。
从这个意义上说，实地研究方法应该成为我国传统意义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特征：科学性、客观性和工具性　　社会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方法，它的基本特征是科学性
、客观性和工具性。
社会研究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收集反映社会各种现象的资料，经过分析与综合来研究社会。
在社会研究中，研究者是否能够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坚持客观的立场，客观地观察事物，
对于获得对社会现象的正确认识是至关重要的。
　　1.2.1　科学性　　社会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就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
。
它一方面要求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调查研究，并通过调查研究检验理论的真伪，达到理
论创新的目的。
另一方面运用正确的方法和技术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对事物的规律性认识。
社会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应该是理论的科学性和研究方法、技术科学性的统一。
　　理论对社会研究的作用表现为在研究开始阶段的理论解释，以及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理论分析和理
论概括。
即在研究设计阶段提出对研究问题的设想或假设，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料的分析与综合，
证实或证伪原有的理论设想或理论假设，或者概括出新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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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同的理论在对相同事实的解释和概括有可能是不同的。
发生在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过剩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马克思和马尔萨斯对于当时的人口问题
的解释和概括是截然相反的。
马克思的人口理论认为不存在人口的自然规律，只存在一定生产方式下的人口规律。
资本主义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的产业后备军，人口过剩将随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
渡而消亡。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则认为存在着人口增长的自然规律，即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粮食是按算术级
数增长，人类若不节制生育，社会的和自然的外在力量将会以自己的方式保持人口数量和生存资源的
平衡。
合乎道德的限制，如节制性行为、晚婚等都是抑制人口增长的有效手段。
由此也可以看到在理论对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概括上，存在着对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和对理论的选择。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否则的话也不会使人口问
题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
共和国建立以后，我们在社会调查研究方面的很多失误是与当时的错误理论有关的。
　　社会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还表现为具体方法和技术的科学性。
科学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是指研究过程的逻辑性和研究结论的实证性。
科学研究是建立在系统的观察和正确的逻辑推理基础之上的，科学研究过程是归纳与演绎方法的结合
过程。
在社会研究中，研究者或者是从一定的理论出发，演绎出系统的理论假设，经过资料的收集、分析和
综合，通过归纳概括出研究结论，证实或证伪原先的理论假设；或者是在大量观察的基础上，掌握大
量的事实，运用归纳方法、经过抽象思维，提出对社会现象具有解释和预测功能的一般理论。
例如我们在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可以依据社会学的互动理论、角色理论演绎出系统的有关中国人际
交往、个人社会地位的假设；然后依据假设设计一套人际交往、个人地位的量表；最后根据测量结果
，概括出中国人际交往的特点和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分布特点，并且与传统中国社会、西方社会相比
较，找出其中的差异。
通过研究我们会发现不同社会结构下人际交往、个人地位的不同特点，从而确定中国社会结构的性质
，或许相反，我们没有发觋它们之间的差别。
这就是理论被证实或证伪的过程。
我们也可以在若干社区里，经过长期观察社区居民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等，归纳出他们的行为特征
，并比较国内外不同社区居民的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获得有关解释中国社区结构的一般理论。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科学理论还未达到成熟阶段，运用社会研究方法对社会的研究很多是采用归纳方
法。
即使是采用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方法，大多也停留在经验演绎的阶段，还没有像自然科学那样达到高
度抽象的理论演绎阶段。
　　所谓研究结论的实证性，是指研究结果必须来自经验事实，一切事实来自调查，一切结论来自经
验，并且研究结论具有可验证性和重复性。
也就是说，研究者经过调查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和必需的文献资料，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
不是纯粹依靠抽象归纳的推理，而是主要依靠经验事实来说明自己的结论。
同时，具有确定的研究程序，使其他研究者可以依据确定的研究程序重复研究，以验证原有结论的真
伪。
在科学研究中，不可重复的结论都是不可靠的，不具有实证性。
　　因此，社会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是理论科学性和具体方法科学性的统一。
没有正确的认识论和科学理论，研究方法和技术再先进，仍然无法得到对社会正确的、规律性的认识
。
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就无法发现理论，证实或证伪理论，有时甚至不能获得客观事实。
　　1.2.2客观性　　社会研究方法的客观性是指研究者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要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
，获得的经验事实是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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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认为，客观性就是说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当大量社会现象表现出共同的趋势时，就可以发
现社会现象内在的规律，并对社会现象的变化做出准确的预测。
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要超越阶级、党派、个人的利益，排除外界的各种干扰，严守科学研究的道德准
则，客观地观察事物，从而获得客观事实和对事实的客观认识。
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研究者比较容易保持科学研究的客观性。
自然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能够建立系统的测量指标和科学评价体系，可以发现其中的“伪科学”。
例如用“克隆”技术培育的“多利羊”诞生后，科学家就要检验它的研究程序，是否按照严格的实验
步骤，是否具有可验证性和重复性。
如果“多利羊”不能得到可验证性和重复性的证实，科学家就会对“体细胞”繁殖技术的成果表示怀
疑。
因此，自然科学的成果都是客观的，都是经得起检验的。
　　但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性，会对社会研究方法的客观性产生较大影响。
首先，社会现象有着与自然现象不同的特点。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有主观意志的。
人的社会行为除了具有理性的一面之外，还有非理性的一面。
人的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会相互影响，社会现象包含的主观因素很难直接测量，社
会现象的内在规律虽然从理论上说是可以发现和认识的，但要真正发现这些规律要花大量时间，要经
过长期观察，而且有时并不正确。
以经济学为例，其在社会科学中已经达到较高的量化研究水平，但是经济学家对经济的预测也经常会
出现错误。
因此对社会现象或社会行为的研究很难达到自然科学研究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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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研究方法》分为四大部分：社会研究方法基础；问题和设计；研究方式；分析和综合。
其中“社会研究方法基础”主要讨论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社会研究方法论的若干问题，介绍有关社
会研究的简史、社会研究方法体系及其基本类型，以及科学研究的基本逻辑和社会研究的一般过程。
《社会研究方法》与其他教材在内容安排上的不同之处在于，《社会研究方法》增加了社会研究简史
，这可以使读者了解社会研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问题和设计”部分是《社会研究方法》最重
要的部分，集中了笔者对于我国社会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思考；“研究方式”部分中的“调查研究”
和“实地研究”是社会研究的主要方式；“分析和综合”部分中，在“量化资料的整理和分析”部分
，舍弃了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介绍，侧重于针对学生在量化研究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详细介绍了统计
表的制作、如何分组和分类以及怎样解读列联表或两变量交互表。
对质性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也作了专门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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