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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问卷法的题型设计

刘 德 寰

在 国内
,

问卷法运用于社会调查之中已经是非常普遍 的现象
,

而且在研究设计和

假设
、

概念分解
、

指标的操作化等方 面 的水平都有 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

但是
,

人们对问

卷 的题型归纳不够
,

问卷的题型单一
,

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
。

本文尝试着对题型做一简

单的归纳
,

认为应包括 十一 大类
,

其中某些题型又分为若干小类
,

并力 图阐释每一种

题型的适用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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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问卷题型的归纳主要有以下几种
:

袁方主编
、

林彬副主编的《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 》

一书把题型分为
:

填空式
、

是否式
、

多项选择式
、

矩阵式和表格式
;
此分类与风笑天的《透视社会

的艺术 》一书的分类基本相同
; 于真

、

许德琦等著的《当代社会调查研究科学方法与技术 》一书

中
,

多了一种排序题
;
其它的著作归纳的题型分类也不外乎以上几种

。

但是以上的归纳有两个

问题
:

一是没有对题型做完整的分类
,

并且没有指 出每种题型的优势与局限性
,

也没有讲清楚

其适用范围
; 二是在已归纳的题型中

,

矩阵式和表格式
,

只是多项选择式的不同表现形式而 已
,

不能算是一种题型
。

笔者认为
,

问卷的题型包括十一大类
,

其中某些题型又分为若干小类
。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

第一类
:

二项选择题

二项选择题主要适用于对态度
、

意见的测度
,

仅列举两种答案
,

因此带有强迫性质
。

需要强

调的是有关事实和状态 (自然变 t )的只有两种内容的题器设计不属于二项选择法
。

比如
:

状态

变量中的性别变量只有
“

男女
”

两个答案
,

事实变量中关于是否参加过某一活动的
“

参加过与没

有参加过
”

这种设计不属于二项选择
,

它只是多项选一题中的一个特例而已
。

那么二项选择题包括哪些种类呢? 笔者认为
,

依照强迫程度的不同应分为两小类
:

1
.

穷尽的二项选择题

穷尽的二项选择题是为了更明确
、

简化地测量人们对某一行为或事物的态度而进行的强

迫分类设计
。

比如
:

例 1一 l :

你对飘柔的广告是否喜欢 ?

( l )喜欢 ( 2 )不喜欢

例 1一 2 :

你是否同意
“

主观为 自己
,

客观为他人
” ?

( l ) 同意 ( 2 )不 同意

这种设计不能测量人们意见的程度
,

而且使中立意见者偏向一方
,

但是它可以使不明确的

态度明确化
,

并穷尽简化
。

从强迫程度来看是比较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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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不穷尽的二项选择题

不穷尽的二项选择题的强迫程度要高得多
,

因为题器中的答案没有穷尽所有可能的答案
,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违背了间卷设计的最基本的准则— 穷尽性
。

但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人

们的态度偏向
,

这种方法又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

比如
:

为了了解大学生今后希望自己在社

会中的地位而设计的一道题
:

例 1一 3 :

你希望做
:

( 1 )大城市中的小人物 ( 2 ) 小城市中的大人物

这种设计没有包括
“

大城市中的大人物
” 、 “

小城市中的小人物
”

等内容
,

设计不穷尽
,

但却

能真实地反映他们的基本生活准则和生活态度
。

另外
,

为了避免被调查者屈从于某种
“

社会压力
”

而趋向于
“

社会需要
”

的答案
,

可根据不同

程度的两种说法来让被调查者选择
,

以更真实地了解他们的态度
。

这种问题包括政治态度
、

性

心理
、

收入状况
、

市场评价等多方面
。

比如
:

例 l一 :4 关于市场调查方面的例子
:

如下两种说法
,

你更倾向于哪一种 ?

( 1) 某牌口 香糖具有迷人的滋味

( 2) 某牌 口香糖吃起来感觉不错

在大多数人都喜欢这种 口香糖
,

而被调查者却不喜欢
,

但又由于 自己不想让他人觉得自己
“

太古怪
” 、 “

太特殊
” 、 “

太不合群
”
时

,

这种设计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
。

例 1一 5 :

关于政治态度方面的例子
:

( 1) 学潮对社会发展有阻碍作用

(2 )学潮对社会有 负作用

这种情况往往是在学潮刚刚结束不久
,

一些参加了学潮的人害怕被追究时采用的调查方

式
,

以使那些同情
、

赞同
、

拥护学潮的人的真实态度显露出来
。

在这种情况下
,

选择 ( 2) 的人实际

上是相对支持学潮
。

不穷尽的二项选择题
,

不是为了了解被调查者在各种态度上的频率
,

而是要更真实地判断

他们的态度
。

在这种情况下
,

不穷尽的二项选择题有很大的用武之地
。

第二类
:

多项选一匆

多项选一题是问卷题型设计中最常用的一种题型
,

它要求必须满足问卷的穷尽性和互斥

性
,

以上面的政治态度方面的题 目为例
:

例 2一 1 :

你对学潮的态度是
:

( 1) 学潮对社会发展有阻碍作用

( 2) 学潮对社会发展以 负作用为主

(3 )学潮的正 负效用差不 多

( 4) 学潮对社会发展虽有一定的 负作 用
,

但主要是促进作用

( 5) 学潮对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

这种设计是为了了解人们在所问的间题上的态度差异和频率
,

问题直接了当
,

不回避任何

方面
,

在正常情况下
,

人们一般都采用这种设计
。

这种设计有几个注意事项
:

事先编号
;
包括所

有答案 ;避免重复
;
答案不宜过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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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
:

顺位法

在国内顺位法运用最多的有两种
,

多选题和排序题
,

但是实际上包括六种
。

依与多项选一

题相近的程度分别为
:

最重要顺位
、

限制性多选
、

无限多选
、

排序
、

重要程度顺位填空和对比顺

位
。

1
.

最重要顺位法

最重要顺位法是介于多项选一题和多选题之间的一种方法
,

它表面上是多项选一题
,

但因

是在众多的选择中选择最主要的
,

因此归为顺位法
。

例 3一 l :

你的工作 岗位对你最重要的意义在于
:

( 1) 经济收入的来源

( 2) 为国 家和社会做贡献的地方

( 3) 与社会联 系和 社会交往的场所

( 4) 学习技术和掌握本领之处

( 5) 获得社会地位和社会承认的位五

( 6) 开创事业 的墓地

这种设计
,

被调查者虽然也是只选择一项
,

但是所列的答案却是他们都想选的或者想多选

的
,

这就要求他们舍弃其它
,

只选
“

最
”

者
。

2
.

限制性多选题

限制性多选题是一种简化的多选题
,

它限制了被调查者选择答案的最多的数目而不是让

他们无限选择
。

比如将例 3一 1的题 目改为
: “

你的工作岗位对你的意义在于
”
(限选三项 )

,

就成

了限制性多选题
。

这种设计相对于多项选一题可以给被调查者更多的选择机会
,

相对于无限多

选题则简化 了变量的数 目
。

如上例变量为 3个
,

频率的计算是 3个变量的无效百分比相加即可
。

但由此
,

这种设计的

最大缺点也便显现了出来
,

即不能做交互分类
,

同时也不能看出选择这 3 项的顺序与程序
。

3
.

无限多选题

无限多选题是多选题中最常见的题型
,

它不限制被调查者选择答案的最多数目
,

而让被调

查者随意选择
,

比如将例 3一 1 的题目变为
: “

你的工作岗位对你的意义在于
”
(可多选 )

,

就成为

了多选题
。

这种设计的最大好处是使被调查者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

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

即
:

没

有简化变量
、

不能做交互分类
,

且各项答案的比率之和高于 100 %
。

4
.

排序题

排序题是为了解决各种多选题的缺点而出现的一种题型设计
。

它最主要的特点是使被调

查者选择的答案呈现出顺序与程度
。

例 3一 2 :

你认为决定个人收入高低 的 因素主要是什么 (请将下列序号填入表格内?)

( l) 工龄 ( 2) 学历 (3 ) 岗位职务 ( 4) 工作态度

(5 ) 业务技术能力 (6 )与领导关系 ( 7) 成就贡献

(8 ) 风险责任 ( 9) 体 力支 出

第第一位因素素 第二位因素素 第三位因素



它的计算方法是
:

P X l 3 +P ZX Z +P 3X I

3 +2 +1

也就是说
,

要对答案进行加权平均
。

举例来说
:

比如答案 ( 3) 被调查者认为是第一位因素占

10 %
、

第二位因素占 20 %
、

第三位因素占 20 %
,

那么答案 ( 3) 的比例为 ( 10 % 又 3 + 20 % x Z十

2 0% ) 十 6一 15%

排序题的缺点也是不能进行交互分类
。

当然排序题也有很多种
,

基本上包括三项排序
、

五

项排序和全排序
。

三项排序最常见
,

全排序最少见
,

同时全排序又有更多的缺点
,

包括没有简化

变量的数目且计算复杂
。

它们的计算方法与上例具有同一原理
,

这里不赘述
。

5
.

重要程度顺位填空

重要程度顺位填空法主要是针对排序题的缺点所形成的一种题型
。

因为排序题是依据一

种程度进行的排序
,

只强调所谓的第一重要
、

第二重要
、

第三重要的因素进行的顺序排列
,

而重

要程度顺位填空法则不仅强调最重要的
,

也强调比较重要
、

略微重要和不重要的
,

因之其调查

的结果较多选题
、

排序题更加精确
。

其主要题型是
:

例 3一 3 :

如下方面是企业内对人员的提拔和 重用的一些标准
:

(1 ) 工龄长 ( 2) 学历 高 ( 3) 能力强 ( 4) 品德作风好

(5 ) 与领导关系好 ( 6) 对企业贡献大 ( 7) 有家庭背景

( 8) 工作表现好

间 (每个问题最多选两项 )
:

( 1) 你认为最重要的标准是

( 2) 你认为比较重要的标准是

( 3) 你认为不 太重要的标准是

( 4) 你认为一点也 不重要的是

这种方法实际上是排序题的细化
,

借用限制性多选题的计算方法而形成的一种非常有效

的方法
。

它不仅简化了变量
,

了解了被调查者选择答案的程度
,

而且不象排序题那样计算复杂
,

还使所需的答案更加精确
。

从理论上讲
,

重要程度顺位填空法还有一些小类
,

比如对间题不进行限制性多选而采用无

限多选
、

或对问题进行单选
、

或选择后再排序等等
。

如上种种变异都较例 3一 3 所设计的方法要

差
,

因为用无限多选等于增加了数倍的变量
,

单选则给被调查者的限制过多
,

选择后再排序则

徒增了工作量
。

所以虽然这些变异是存在的
,

也有少数人采用过
,

但是可以说这些变异是不可

取的
。

6
.

对 比顺位法

对比顺位法是顺位法中最少见的题型
,

它是针对一些特殊的观念而设计出的一种题型
。

它

基本的形式是
:

甲和 乙哪一个重要 ?

乙和丙哪一个重要 ?

甲和丙哪一个重要 ?

在一般情况下
,

如果甲大于 乙
,

同时乙大于丙
,

那么 甲大于丙
,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算术公

式
。

但是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事情是模糊的
,

不象数学那样规律清晰
。

上述计算可能有第二

个答案
,

即丙大于 甲
。

而这种情况正是我们要研究的
。

举例来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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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一 4
:

在你的观念中
,

你认 为
:

( l) 金钱和荣誉哪个重要 ?

( 2) 荣誉和美女哪个重要 ?

( 3) 金钱和美女哪个重要 ?

这个题目就可能出现不符合数学原理的地方
,

尤其是给金钱
、

荣誉和美女更具体化时
。

综上所述
,

顺位法是非常重要且内容丰富的一种题型
,

它和二项选择题和多项选一题共同

构成问卷题型的三种最基本的题型
。

以下介绍的几类题型都是有特殊用途的
,

虽不常见
,

但构

思巧妙
,

对研究社会很有益处
。

第四类
:

倾向偏差询问法

倾 向偏差询问法是 由一组问题构成的
,

是应用直接询问的方法调查不易直接询问的问题
,

而不采用投射等间接询问的方法
。

这种方法在国外的市场调查中是采用过的
,

实际上这种思路

可以应用到社会调查中
。

下面我们举一个市场调查的例子
:

例 4一 1 :

在甲牌比乙牌 口 红价格低
,

市场占有率差不 多或 乙牌略高时
,

作为受乙牌厂 家委

托的市场调查昨常怒 了解人们为什么要买甲牌 口 红时
,

.

就可 以采用如下 一 组问题 了解 甲牌 口

红的消费者
。

(我们假定价格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

( 1) 现在你用什么牌的 口红 ? (答
:
甲牌 )

(2 )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 乙牌
,

今后 你是否仍然打算用 甲牌 ? (答
:

是或否 )

( 3 ) (答是的 )据说乙牌价格要下降一成
,

你还用 甲牌吗 ?

这种设计在表面上两次违背了问卷设计的基本准则— 不能有诱导性的间题
,

但是正是

这种
“

诱导
”

才使得人们的购买动机更加清晰可见 (一般的动机调查用间接询问的方法 )
。

如上

例
,

经过倾向偏差询问法
,

可以确定价格对购买甲牌 口 红的作用
。

问题 ( 2) 是了解被调查者的从

众心理
,

问题 ( 3) 是了解价格的作用
。

下面我们举一个社会调查的例子
。

例 4一 2 :

我们怒了解
“

情人
”
现象的原因

,

假定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因为
“
爱情

” 。

( 1) 你是否有一个
“

情人
” ? (答

:

是 )

( 2) 如果社会上对有
“

情人
”
的人给 予严厉的指责

,

你是否还打算拥有他 (她 ?) (答
:

是 或

否 )

( 3 )( 答是的 )如果你和他 (她 ) 的
“

情人
”
关系不是 因为爱情

,

你是否还会与他 (她 )保持这种

关系 ?

这个设计中
,

问题 ( 2) 是要了解社会压力对他们的影响
,

间题 ( 3) 是为了了解
“

情人
”

现象的

出现是否 由于爱情
。

第五类
:

回想法

回想法的应用范围比较小
,

多用于市场调查
,

在社会调查中较少
。

这种方法是通过一个直

接了当的带有限定性的问题
,

让被调查者 回想他所知道的内容
。

例 5一 l :

请列举你所知道 的巧克力糖的名字
:

这种方法多用于品牌名
、

公司名
、

广告印象强度等
。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法的问题刺激要

直接了当
,

如果 回忆的内容能够预料到
,

可以把回答的内容列举出来
。

分析的方法是依据第一

回忆率
、

第二回忆率… …
,

依次类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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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调查中的例子也有
,

主要在社会流动
、

重大事件对个人的影响
、

心态回忆等
。

比如
:

例 5一 2 :

请列举对你影响最大的人及他们的主要背景
:

姓名 职业及专长 在什 么方面影响你 你 当时的年龄

第一人

第二人

第三人

(职业及专长 包括
: 1

.

政治家 2
.

学者 3
.

企业家 4
.

英雄人物 5
.

明星 6
.

家长

7
.

亲朋 8
.

其他
;
在什么方面影响你

: 1
.

生活 2
.

事业 3
.

人生 4
.

信仰 5
.

其他
。

)

注意事项及分析方法同上
。

第六类
:

再确认法

再确认法是为了测量被调查者对某一事物的认知与记忆程度而形成的类似填空答题的收

集资料的方法
。

这种方法是通过给被调查者提供一定的线索
,

如
:

文字
、

图画
、

照片等
,

用以促使

被调查者回忆某一现象
。

这种方法也是最先被市场调查所采用
,

主要用于了解品牌名
、

公司名
、

广告注目语句
、

广告文案的知名度
、

认知度等
。

比如
:

例 6一 1 :
以下是电视广告的一些注 目语 句

,

请根据你的记忆将里面的空格填写清楚
:

,

一 曲歌来一 片情 !

每 当我看到天边 的绿州
,

就怨起 !

_
·

圣琪奥 ! 嗽嗽 !

今年喝什 么 ?

这种方法简洁
、

明了
,

能够通过这一简单的问题
,

准确地判断某一品牌产品广告成功与否
,

及消费者对这一品牌的市场认知度
,

并可以估计这一品牌的市场占有率
。

当然
,

再确认法用于一般社会调查的事例也有不少
,

比如
:

为了了解广大青少年对
“

百部爱

国主义
”

影片中的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的认知与记忆程度
,

进而了解这些电影对他们的影响有

多大而设计的一组题就是运用了再确认法
。

例 6一 2 :

以下是影片中一些人物说的话
,

请根据你的记忆完成空格里的内容
:

我是王成 ! 我是王成 ! ! !

为了胜利
,

! (董存瑞 )

生命诚可贵
,

爱情价更 高
,

若为 自由故
,

开足 马力
,

! (邓世 昌 )

如果看了这些影片
,

连这些语句都填不上来
,

就说明他们对此影片毫无兴趣
,

更无从谈起

受教育了
。

第七类
:

数值分配法

所谓数值分配法实际上就是让被调查者为某些问题打分
,

可采用钻
”

分制
,

也可采用百分

制
。

比如
:

一个以当代大学生为调查对象的研究有以下问题
:

例 7一 1 :

请对大学生的如下意识进行评分 (5 分制 )

1
.

竟争意识

2
.

自立意识

3
.

时间意识

4
.

创新意识

2 8



5
.

批判意识

这种方法可以使原来只能用文字中的模糊性语言表达的内容数量化
,

以利于统计中运用

较高的方法进行分析
。

第八类
:

配合法

所谓配合法实际上是从英语考试中得出的一种方法
,

这种方法非常简单
,

是将左栏中的事

物名称与右栏的用处之间连线
,

被调查者认为符合哪一种就连哪一个
。

这种方法运用很广
,

但

用者寥寥
。

此方法的好处是节省问卷的篇幅
。

比如
:

例 8一 1 :

你认为下列职业 与什 么联 系在一起 ? 诱用直线或针线联 在一起
。

其中一个职业最

多与三个词相联
。

职业 相联 因素

教师 收 入 多

高级干部 受单重

医生 名声好

知识分子 思 怒落后

公 司职工 品 德高尚

工人 门路 广

公检法干部 为人实在

工商税务干部 工作踏实

农杜乡镇干部 有权

农 民 有势力

名声坏

腐败

表面 车重
,

心里讨厌

市场调查的事例也很多
,

比如
:

例 8一 2 :

你认为下列保健品与什么功效联在一起 ? 请用直线或抖线联在一起
。

其中一个品

牌最多与三个功效相联
。

品牌 功效

甲 解酒

乙 解疲劳

丙 强肝

健胃

养颜美肌

促进血液循环

健肾

这种方法也有其缺点
,

即
:

与限制性多选题一样
,

变量太多
,

不能做交互分析
,

且需要被调

查者有一定的文化素质
。

第九类
:

数值尺度法

数值尺度法实际上是多项选一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

但由于其形式特殊
,

故单列 为一题

型
。

这当中有三种表现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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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线段式
:

用线段表现人们态度的不同差异
,

比如
:

例 9一 1 :

你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评价是
:
(请在线段中适合你 的态度的

“
点

”
的位五上划圈 )

一般
(三层次 )

昨常好 比较好 一般 不太好 不好
(五层次 )

极好 相 当好 稍微好 一般 稍微不好 相 当不好 极差
( 七层次 )

2
.

矩 阵式
:

用类似矩阵的形式表现人们态度的差异
,

例 9一 2 :

如下观
.

点
,

你的态度是
:

观
.

点

我相信中国的政策不会变

现实的政策对广大百性有利

有钱是第一位

改革 只使少毅人富起 来 了

同意 比较同意 较 不同意 不 同意

3 4

3
.

表格式
:

用表格的形式表现人们的态度差异
,

比如

例 9一 3 :

如下观点
,

你的态度是
:

我相信中国的政策不会变

现实的政策对广大百姓有利

有钱是 第一位

改革 只使少数人富起来了

同意 比较同意 一般 较不同意 不 同意

同意 比较同意 一般 较 不同意 不 同意

同意 比较同意 一般 较 不 同意 不 同意

同意 比较同意 一般 较 不同意 不 同意

数值尺度法的三种形式实际上是从问卷美感角度对间卷题型进行的一种尝试
,

这种方法

在设计上没有突破
,

但却使问卷的形式更加活泼
。

许多书上都对这些形式有论述
,

但没有详细

归纳
。

第十类
:

语义差异法

语义差异法是数值尺度法派生出来的
,

运用线段式的方式
,

而形成的一种题型
。

它将线段

式中间的每一个点由文字变成数字
,

并且将线段的最边上的两个端点用两个反义词代替
。

比

10一 1 :

你现在的心态是什 么 ? 请在线段上适 当的位里划圈
。

1一 7 计分法

例如

放松

积机进取

愉快

1 2 3 4 5 6 7

一
- - 人一一 - - 一一一一一 - J一

有目的性

一
压抑

随波逐流

悲伤

得过且过



一 3+ 3计分法
:

放松 + 3
一

卡 2+ 10一 1一 2一 3压抑

语义差异法一般由十二个问题组成
,

然后用均值交互表将自变量的不同取值 (如
:

男和女 )

在各个问题上的均值点找到
,

再将自变量同一取值在各个题中的均值点连接起来
,

就可以一 目

了然地看到 自变量不同取值在态度上的差异
。

与数值尺度法相 比
,

语义差异法在分析上的优点

更加突出
。

第+ 一类
:

等级间隔法

等级间隔法也是从数值尺度法 中派生出来的
,

是美国人瑟斯通 (T hu st t on )和雪福 ( C hva
e )

为了简化间卷的篇幅
,

而在数值尺度法的基础上
,

发展出这种方法
。

比如
:

例 n 一 1 :

如下 三种饮料
:

可 乐
、

雪碧
、

七喜
,

请你把你对它们的感觉画在下表的适 当位兰

上
。

` -

一
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 -一一一一 J ` 一一- 一一

一
- -一』阮~ ~ ~ ~ ~ ~ 一一一 - - -

一
一一~ - J _

极好 相 当好 稍微好 一般 稍微不好 相 当不好 极差

所得答案如下显示
:

可
.

乐
.

雪
.

碧 七洛
极好 相 当好 稍微好 一般 稍微不好 相 当不好 极差

很显然
,

等级间隔法除具备数值尺度法的优点外
,

还有一个特有的优点— 节省篇幅
。

综上所述
,

问卷的题型非常多
,

而且调查工作者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问卷的题型
,

所以
,

本

文与其说是论述问卷的题型
,

不如说是对现阶段封闭式问卷题型的一种简单总结
。

这种总结的

目的是使从事社会调查和市场调查工作的同行们互相学 习
,

共同提高我国问卷封闭式题型的

设计水平
。

1 9 9 4 年 8 月 2 8 日

责任编辑
:

张宛丽

州卜 . 司卜 肠~ 卜 , 一卜一十 . 刊卜 ~ 司卜 . 州卜~ 一卜 , 一卜 . 日卜一司卜 ~ 州卜
.

《中国国情丛书一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 》

已出版过半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
、

协调
,

下属社会学研究所具体联系全 国 1 0 0 0 多位社会科学工作

者和近 1 0 0 0 名实际部门的工作者通力合作进行的
“

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
” ,

选择了全国具有多

种代表性的 1 00 个县市 (县级市 ) 的经济
、

社会
、

政治
、

文化
、

教育
、

科技及思想观念
、

生活方式等

方面发展的成就和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问题
,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综合调查
。

该项目 1 9 8 8 年启动
,

其调查成果《中国国情丛书— 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 》
,

从 19 91 年开

始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陆续出版
,

现已出版过半
,

预期 1 9 9 5年基本完成全部调查任务
。

(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