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

党的优良传统
,

也是党在

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事业中进行科学决策的重

要前提
。

毛泽东曾经指出
:

“

没有调查
,

没有发言权
。 ”

江泽民同志也指出
, “
越是

领导职务高的同志
,

越要

亲 自下功夫对重大问题进

行调查研究
,

这是别人无

法代替的
。

没有调查就没

有发言权
,

没有调查就更

没有决策权
。 ”

可见
,

在现

代决策科学中
,

调查研究

既是一门技术
,

也是一 门

科学
。

在调查中不仅需要

使用一些成熟的或探索性

的技术手段
,

也需要以一

净鑫蜘蘸痴考 的参与观察
” 。

非参与观

察
,

就是研究者不参与到

所研究的社会活动和社会

情景之 中所进行的观察
。

与其他调查研究方法

比较
,

观察法比较简单易

行
,

适用于获得一个
“

点
”

的截面资料 ; 如果观察的

时间足够长
,

也能够获得

这个
“

点
”

的
“

社会事实
”

的

动态
。

当然
,

观察法的局限

性也非常明显
,

往往不能

获得
“

面
”

的资料
,

也不适

用于众多研究者参与的调

查研究
。

问卷调查
,

也是社会

调查研究 中常用 的方法
。

不过
,

在所有的调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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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理论为指导
,

来帮助我们认识社会现象

和社会事实
。

调查研究
,

实际上包括两个关联紧密的

步骤
,

即获得资料和分析资料
。

获得资料的方

法很多
,

最直观的方法是
“

观察法
” 。

根据是否

是人为场景的观察
,

可将观察活动分为
“

实验

室观察
”

和
“

实地观察
” 。

许多调查需要采用人

为场景
。

例如
,

在
“

非典
”

期间
,

对
“

非典
”

病人

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调查
,

采用主要是实验

室观察
,

通过不同的诊断方法或者治疗方法

的比较
,

来获得各种方法的基本资料
。

与之相

对应的是
,

研究者需要到研究对象的具体场

景中去观察
,

这就是实地观察
。

依据是否参与

到所研究的社会情景中
,

还可以把观察分为
“

参与观察
”

和
“

非参与观察
” 。

参与观察
,

就是

调查者参与到所研究的社会情景中
,

变成所

研究群体中的一员
,

并用群体成员的眼光来

了解被研究的社会群体
。

在这样的研究中
,

还

可以根据是否在被研究场景中公开研究者的

身份
,

而分为
“

公开性的参与观察
”

和
“

隐蔽性

中
,

问卷调查也是最为复杂的
。

首先
,

有效 的

问卷调查需要满足两个前提
: ( l) 知道被调查

“

总体
”

的概况 ; ( 2) 能够获得有代表性的样

本
。

我们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
,

美国总统选

举的民意调查
。

在美国每 4 年针对总统选举

的调查中
,

选民的人数大约为 9 0 00 万
。

通过

调查
,

对候选人得票率的预测与各候选人的

实际所得 的最大差距不会超过 2%一 3% (偶

尔的失误除外 )
,

绝大多数情况下与实际的得
,

票率基本一样
。

而在这样的调查 中
,

调查者必

须了解 90 00 万选 民的基本状况
。

在此基础

上
,

研究者需要采用严格的科学方法从 9 000

万人中获得 2 0 00 人作为样本
。

样本的任何偏

差都会直接导致调查资料的偏态
,

进而使得

分析结果谬以千里
。

回收问卷只是获得了原始资料
,

如果要

获得可以用于分析的资料
,

还需要对原始资

料进行整理
。

不过
,

普遍的方式还是利用计算

机
,

将资料变成各类统计工具都可以使用的

数据格式
。

到此
,

问卷调查的资料搜集工作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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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完成了
。

与其他方法相比
,

问卷方法更适宜

于获得截面资料如人们的意见
、

态度和行为
,

尤其适宜于掌握
“

面
”

上的状况和准确地把握

社会现象的格局
,

并可以进行科学预测
。

不

过
,

问卷调查不易获得动态资料
,

也不易于获

得历时性的关联资料
,

不适用于案例式的历

史因素分析 ;此外
,

问卷调查需要调查人员掌

握相应的技术与方法
。

第三种获得资料的常用方式就是文献调

查
,

也称之为
“

第二手资料分析
” 。

许多调查研

究都是以既有的文献为基础的
,

通过对既有

文献的整理和分析
,

获得我们所需要的资料
。

文献调查的优势在 于在相关资料可得条件

下
,

获得资料的过程不受其他条件的约束
,

对

资源的消耗也很小
。

但这种方法也有局限
,

如

我们只能根据既有的文献来进行研究
,

而且

对文献资料的是否可靠和可信往往需要进行

甄别
,

而这则是一个费时费力的过程
。

文献调

查的另一个局限就是资料的可及性
,

当我们

追踪某个社会现象时
,

却突然发现资料出现

了缺陷
,

如不存在
、

残损
、

保密
。

除此以外
,

还

有其他搜集资料的方法
,

如访谈
、

实验
、

评估

等
,

而且这些方法之间也不是截然分开的
,

在

具体的研究中
,

往往是多种方法棍合使用
,

而

不局限于使用一种方法
。

除了获得资料以外
,

决策过程另一个重

要的步骤
,

就是通过对资料的分析进行决策
。

在社会调查 中
,

我们根据资料的数学属性把

可以获得的资料分为四种基本类型
,

即定性

资料
、

定序资料
、

定距资料以及定比资料
。

所

谓定性资料
,

是指使用分类和标记测量所获

得的资料
,

这类资料只能用于社会现象属性

的类别分析
,

如性别
、

民族
,

类别之间不能直

接进行比较
,

也不能直接用于数学计算
。

所谓

定序资料是指使用等级测量所获得的资料
,

这类资料往往用于社会现象属性的序列分

析
,

如行政级别
,

级别之间可以用于大小的比

较
,

但也不能直接用于数学计算
。

所谓定距资

料
,

是指用等距测量所获得的资料
,

这类资料

往往用于社会现象的比较分析
,

但是需要注

意的是
,

尽管这类资料可以用于数学方法 中

的加减分析
,

但是所有的分析都不是 以绝对

标准为基准的
。

比如
,

干部考核中的分数就是

这类资料
,

得 80 分的决不比得 40 分的贡献

高出 1倍
。

所谓定 比资料就是采用连续测量

所获得的资料
,

这类资料也用于社会现象的

比较分析
,

而且是有绝对标准的比较分析
,

这

类资料可以用于各种数学计算
,

以收人为例
,

2 0 00 元就比 10 0 0 元的消费能力高出 1 倍
。

决策中的失误
,

有时候不一定是因为决

策者获得的资料不准确或者不充分
,

常常是

因为决策者分析资料的方法有悖于科学的原

则
。

当获得基本的资料以后
,

需要对资料的基

本状况有总体的了解
,

尤其需要 了解资料属

性的分布状态
。

以量化数据为例
,

常常需要了

解属性分布的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
。

所谓集

中趋势
,

是指属性分布向某个值集中的状况
。

比如人均纯收入就是表达社会成员收人状况

的集中趋势的值
。

平均数的优点就是将原始

数据简化为最易操作的形式
:
用一个数字 (或

属性 )来表示属性的基本状况
,

但同时
,

它也

掩盖了数据的原始分布状况
。

为了弥补这一

点
,

还需要了解属性分布的离散趋势
。

最简单

的离散测量是极差
:
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

差距 ; 较为复杂的离散趋势分析就是
“

标准

差
”

分析
。

此外
,

还有一些测量离散趋势的方

法
,

如四分位法等
。

即使不是量化数据
,

也需

要对资料进行总体了解
。

在获得了对资料的

概括性理解之后
,

我们就可以采用更加具体

的分析方法如假设检验
、

详析
、

比较分析等

等
。

而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分析策略
,

决策分析

的目的之一
,

就是通过赋予资料以科学的意

义来增进人们对社会现象的了解
,

并获得决

策的科学依据
。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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