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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
:

它们的关系及它们的差异

张 小 天

本又分析并求

系不等同于因果关

出了阳关入 系与因果关系之间的关系
,

较为明确地指出了相关关

系的理论根据 ; 同时在分折并指出了求证因果关系的方式之后
,

就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叮 一 些差异做了探时
,

并指出了相关关系被普遍采用的若干

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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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支量间的关系是社会研究的一个上安 目标
,

也是社会研究的基础工作
。

变吐间的关系有 许多种
,

工
一

匕如因果关系
、

函数关系
、

相关关系
、

回归关系等等
。

其中因

呆关系 与相关关系是最为基本的两种关系
。

丫〔探求变量间的关系上
,

社会学研究
「
!
,

有 许 多

方法
,

其中最为成功和最为广泛应用的是 以统计方法来获得相关关系
。

然而
,

因呆关系的获

得一直是众多的社会学家所期望的 目标
,

统计方法也经常被许多人用于这个目的
。

因此明确

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差异
,

对于社会学研究来说就是十分重要的
。

但总的来说
,

目前对此尚无专门的论述
。

虽然在经验上我们已经发现
,

有相关关系并不

意味着有因果关系
,

有因果关系时也有不出现相关的 可能 (即呈现伪零度相关 )
,

可在理论

上我们尚没有给出来 自这两种关系本身含义的这个不对应的原因
。

此外
,

我们己经知道因果

关系难以求证而相关关系易于获得
,

可对这两种关系的其它特点并没有给出吏多的阐述和分

析
。

这些模糊之处已成为社会学方法论中的一大缺陷
,

并导致了社会学家在许多时候的困惑

和误用
。

本文拟就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的关系及差异在理论上做 一 个初步的探 讨
。

一
、

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的关系

探究互为因呆的两个变量的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的关系会引出许多复杂的问题
,

为简便

起见
,

本文只对非互为因果的双变量的关系加以讨论
。

设变量 Y不是变量 X 的原因
,

即条件式 ( 3 ) 和互条件式 ( 4 ) 中 E 二 F = o ,

E 二 F 二 1 ,

则有如下的条件式
:

y , = x 。
& A o r x , & B o r C ( 1 )

y
。 一 x 。

& 灭 &
一

百
。 : x :

&万 & 己
。 :
万& 百 &万 ( 2 )

x , = G ( 5 )
x 。 =

J ( 6 )



由条件式 ( 2) 和条件式 ( 6 ) 可知
, x 。

和 y 。

共同出现的充要条件就是
:

x o y 。 = x o
& y

o

=
西 & ( x 。

a 灭 a 万
。 r x ,

&百 &百
。 :
万 & 百 & 万 )

由逻辑运算可推出
:

x oy
。 = G & A & C

同理可求 出
x l y 。 , x 。 y , , x : y ,

的充要条件分别为
:

x l
y

。 = G & B & C

x o y , = G & A o r G & C

x zy : = G & B o r G & C

由 于 x 。
y

。

出现的充要条件就是 (百 & 万 & 万 ) 的出现
,

所以
x 。 y 。

出现的概率就是 (百 &下

& C ) 出现的概率
。

这样就有
:

P ( x o
y

。

) = P (乙 & 万 & 百 ) ( 7 )

同理有
:

P ( X
,
:

。

) 二 P ( ` & 百 & 万 ) ( s )

P ( x 0 y l

) = P佑 & A 。 r
毛 & C ) ( 。 )

P ( x : y ;

) = P ( G & B o r G & C ) ( 1 0 )

而与相关关系性质等同的
s =

}P (
x 工

y
,

)
·

P ( x 。 y 。

) 一 P (
x ,

y
。
)

.

P ( x o y ,

) }
,

把概率等式 ( 7 )
,

( s )
,

( 9 )
,

( 1 0 ) 代入进行推导可得出
:

S 二
}P ( G )

.

P (万& 灭& 百 ) 一 P (百 )
.

P ( G & 百 & 万 ) } (1 1)

这样
,

我们就把 与相关关系性质等同的
5
用一些不含有 X 值和 Y值的条件出现概率表示了 出

来
,

从而建立起了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的联结
。 s就是某些与 X和 Y 的因果关系有关的条件出

现的概率的积差
。

若 x 不是 Y 的原因
,

A 二 B = 。 ,

兀
=
厄

= 1 ,

则 X 与 Y 之间没有 任何因果关系
,

这时山

( 1 1 ) 式可知
:

S 二
}P ( G & C ) 一 P ( G )

.

P ( C ) 1
s
并不是 必然为 O

。

只 有当 P ( G / C ) = P ( G )
,

即 P ( C / G ) 二 P ( C ) 时
,

才有
S = 0

, 一佰

P ( G / C ) 手 P ( G )
,

即 P ( C / G ) 笋 P ( C )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

这意味着 X 与 Y 没有因果关系时
,

X 与 Y仍可能有相关关系
。

若 X是 Y的原因
,

A or B 笋 0 ,

则 X与 Y之间有因果关系
,

这 时山 ( 11) 式可知
,

只要

。爪 & 毛 /万 ) = F (下 & 万 G/ )
,

即旦鑫
一
鱼二尽旦 )

二

P ( G )

P ( B & C & G )

P ( G )
贝纽s = 0

。

这意味 着

X 与Y有 因果关系时
,

X 与Y仍可能没有相关关系
。 ·

因此
,

变量 X 与变量 Y 没有因果关系时
,

仍可能有相关关系 ; 有因果关系时
,

仍可能没有

相关关系
。

所 以说
,

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不是完全对应的
,

我们不能依据其中的一个关系的

有与无米推断另一个关系的有与无
。

至此
,

我们 已经指出了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的不对应的

理论根据
,

从而在理论上解释了我们的经验知识
。

事实
_

h
,

即使我们已经对 X 与 Y 之间的因果关系有了充分的了解
,

已知了条件式 ( 1 )
,

( 2 )
,

( 5 )
,

( 6 ) 中的各个条件 A
、

B
、

C
、

G的内容
,

我们 仍不能由此来推断 X与 Y的

相关关系
。

只有获知了这些条件出现的概率以及这些条件联合出现的概率
,

才可以准确地推



断出 X与 Y的相关关系
。

此外
,

如果 己知变量X 与 Y 之间存在着非互为因果的因果关系
,

但不知谁为原因
,

谁为

结果时
,

试图以不对称相关系数的比较来确认谁为原因谁为结果也是不可能的
。

比如说
,

如

果想以 d
, 二

与 d
` ,

这一对不对称相关系数来确认谁为原因谁为结果时
,

须预先假定
:

X 为 Y的

原因时
,

总有 l d
y 二

l> l d
二 ,

l
,

即总有

R
二 n 一n 。 + n 3 n ; 一 n t t l : 一 n : n 4

< 0
。

但是
,

“ 二 N

怡
·

令
+

知 瓷
一

寿
·

会
一

贪
·

韵
二 N

Z ·

[ P ( x 。 y 。

)
·

P ( x
, y 。

) + P ( x 。 y ,

)
·

P (
x l y l

)

一 P ( x 。 y 。
)

·

P ( x 。 y , ) 一 P ( x l y 。
)

·

P ( x l
y

l

) 〕
。

我们来看一下 A 二 O
,

B 手 0 时的特殊 情况
,

把概 率等式 ( 7 )
,

( 8 )
,

( 9 )

代入上式并令 A 二 0 ,
A 二 1 ,

推导可得
:

( 1 0 )

票
= 〔P ( G ) 一 P ( G )

2

〕
J、 一

一 {〔P ( C ) + P ( B & G & C ) 〕
一 〔 P ( C ) + P ( B & G & C )〕

2

}

此值并不一定总小于 O

然而
,

由
s 二

}P (G )
.

P ( G & A & C ) 一 P ( G )
.

P ( G & B & C ) 1可以看出
, s的大小

,

即相

关的强弱往往与 P ( G )的大小关 系不大
,

即与 x ,

出现的可能性大小关系不大
;
在 y l

的出现更经

常地是由
x 。

或
x ;
引起时

,
P ( C )较大

,

往往会把 P ( G )
.

P ( G & A & C )和 P ( G )
·

P (G & B & C )

都增大
,

并使这两者间的差别
s
增大

,

即相 关增大
; P ( A ) 与 P ( B ) 相差 较大

,

即 X更具

有 Y 的单向原因的性质时
,

这时的
s
值往往大于 P ( A ) 和 P ( B ) 相差较小时的

s
值

,

即相关

较强
。

我们来看看 X 不是 Y的双向原因时
,

比如 A = O时的情况
。

当X 与 Y 之间有因果关系时
,

P ( B ) < 1 ; 没有因果关系时 P ( B ) = 1
。

所以有因果关系时的
S
值常常大于无因果关系时的

s
值

。

此外
,

当
x ,

是 y l

的充分原因时
,

B 二 1 , , = P (G )
.

P ( G )
·

P ( C / G )
,

这时 s的大小基本上取

决 于 x ,

是夕
,

的必要性条件的程度
,

即 P ( C )大小
。

当 x ,

是 y ,

的必要原因时
,

C = 0 , s 二 P ( G )
,

P ( G )
·

P (B /G )
,

这时
s的大小基本上取决于

x ,
是 y ;

的充分性条件的程度
,

即 P ( B )的大小
。

这样就可以推知
,

对于非双向因果关系而言
,

相关关系比较强的往往是次要性程度和充分性

程度比较大的因果关系
。

另外
,

当 A = O 时
,

由条件式 ( l) 可推知
, x ,

出现时
, y l

出现的概率为 P 〔( B or C ) / G 〕
,

而
x ,

不出现时
, y l

出现的概率为 P ( C / G )
。

当 P ( B )不是很小时
,

一般可以保证 P 〔( B or C ) / G」

> P ( C / G )
。

所以说原因出现时
,

往往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增大
,

而且这个原因的充分性程度

越大
,

必要性程度越大
,

这个结果出现的可能性的增大幅度往往越大
。

总之
,

由相关关系并不能使我们得知是否有因果关系
; 既使已知有因果关系

,

也不能由

相关关系得知谁为原因
,

谁为结果
。

而已知有无因果关系
,

甚至 已知因果关系的条件是什么
,

也不能使我们推知有无相关关系及相关关系的强弱
。

但是更具有单向性因果关系性质的两个

变量的相关关系往往较强
; 对于非双向因果关系而言

,

有因果关系时往往相关关系较大
,

而

且强相关关系往往与充分性程度和必要性程度比较高的因果关系相联结
。

此外
,

原因的出现



往往使结果的出现的可能性增大
。

那么
,

因果关系往往是人们所期望获取的东西
,

而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之 lbJ 又是如此的

关系
,

为什么相关关系却会被大量使用呢 ? 我们不难从两者
’

的特点中找到答案
。

二
、

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的比较

首先让我们从两者的作用上做一下比较
。

当两个变量 X和 Y 之间有因果关系时
,

我们对于这个因果关系的了解可能处在由低到高

的不同层次
_

l二
: ( 1 ) 只知道 X 和 Y 之 间有因 果关系

; ( 2 ) 知道 谁为 原因
,

谁为结果
;

( 3 ) 对于
一

单 l句性因果关系
,

知道因果 关系的 方向
,

即知道 A
一

与 B中准 不 为 O ,

比如知道

A 二 o ,
B 铸 。 ; ( 4 ) 知道因果关系的部分 条件

; ( 5 ) 知道 因果关系的全部条件
。

一般

而言
,

我们对因果关系的了解常常达不到第 ( 4 ) 层次
,

更不可能达到第 ( 5 ) 层次
。

当两个变录X 和 Y 有相关关系时
,

我们对于这个相关关系的了解也可能处在由低到高的

不同层次
_

[’.
:

( 1 ) 只知道两个变量有相关 关系
;

( 2 ) 知道相关关系的方向 ; ( 3 ) 知道

相关关系的强度
; ( 4 ) 知道双变量的联合概率或联合频数分布

。

其实
,

只须回顾一下获取

相关关系时的资料
,

就可以轻易地达到第 ( 4 ) 层 次
,

使 我们对相 关关系有 完整的了解
。

(在己知 了联合概率或联合频数分布之后
,

就 可以轻易地求出有无相关关系
,

相关的方向和

强度
,

所以尽管联合频数分布是我们获取相关关系时最 早得出的
,

但却是最高层次的对相关

关系的了解
。

)

就 由一个变量的取值来预测另一个变量的取值而言
,

我们在第 ( 3 ) 层次上的对因果关

系的了解只能告诉我们
x l

出现时 y
l

出现的可能性往往大于
x ;

不出现时y ,

出现的可能性
,

即知

道了
x 、
出现时往往 y ,

出现的可能性增大
,

但尚不知
x ,

时
,

是 y ,

出现的可能性大还是 y 。
出现的可

能性大
。

这种知识虽然优于在第 ( 2 ) 和第 ( 3 ) 层次上对相关关系的了解 (这种了解既不

能告诉我们
、 ,

出现时 y ,

出现的可能性大还是 y 。
出现的可能性大

,

也不能告 诉我们
x ,

出现时 y
’

出现的可能性是否大于
x ,

不出现时 y ,

出现的可能性 )
,

但远远差于在第 ( 4 ) 层次上对相关

关系的了解
,

在这个了解中
,

我们不但知道哪一种可能性大
,

而且可以精确地知道
x ,

出现时
,

y l

出现的概率与y 。
出现的概率之差

; 以及
x ,

不出现时 y ,

出现的概率与
x J

出现时 y ,

出现的概率

之差
,

即可以知道可能性的差异
。

当然
,

如果我们对因果关系的了解达到 了第 ( 5 ) 层次
,

这时便可以通过考察各条件是否出现来确定地知道 X 取何值时 Y取何值
,

而这是最高层次的

相关关系的知识都无法给出的
;
也就是说

,

完整的因果知识给出的是准确的
、

确定性的预测
,

而完整的相关知识只能给出概率性预测
。

但是由于较完整的因果关系的知识难以获得
,

所以

相关关系在预测上往往优于因果关系
,

这正是相关关系被 J
一
泛采用的一个原 因

。

进一步看
,

由

于强相关关系下不同的可能性之差较大
,

使由相关关系给出的概率预测更接近于确定性的预

测
,

因此强相关关系在预测中的作用更大
。

当我们想要解释一个事件时
,

自然是期望找到该事件的原因
。

解释只能是因果式的丧述
,

这使得仅仅使用相关关系对解释不会有所帮助
。

然而
,

由于强相关关系与充分性程度和必要

性程度比较高的因果关系的密切联系
,

在已知了该事件的所有或大部分原因之后
,

再使用相

关关系
,

或者在强相关关系中排除那些其取值不可能成为该事件的原因的变量
,

往往可以使我

们发现那些在所观察的情景中的重要原因
; 即那些充分性程度和必要性程度比较高的原因

。

10 0



相关关系的这一作用是相关关系被广泛采用的另一个原因
。

其次
,

就所发现的关系的普遍性而言
,

因果关系的知识适用于所有的情景
,

而且在任 何

情景下
,

当因果关系的条件具备时
,

原因就可以导致结果
。

但是相关关系是针对某一状况而言

的
,

只对状况相同的情景才有意义
,

也就是说
,

相关关系的知识只能推广到那些某几种条件

(比如对于非互为因果的双变量而言
,

就是指 G
,

( J & 万 & 万 )
,

( G & 百&劝 出现的概率 )

相同的情景中
。

所以把从某一情景中获得的相关关系用于其他情景时
,

就有错误的可能
。

最后
,

我们来比较一下两个关系的寻求方法上的差异
。

获知相关关系常常不需要对任何变量有所控制
,

而是让所有变量不受研究人员所施加的

任何人为千涉的影响而自由地变动
。

尽管我们也常常寻求控制某些变量下的相关关系
,

但这时

的相关关系已与不控制这些变量时的相关关系不同
,

它只是对变量控制下的一种状况的描述
,

是一种此特定情景下才有意义的相关关系
。

这种控制是改变相关关系所适用的领域
,

而在寻

求因果关系中的变量控制并不妨碍由此获得的因果关系的普遍化
。

寻求因果关系只不过是试图确认出因果关系
,

但是当两个变量本来就没有因果关系
,

当

所要求的变量控制无法实现
,

或 当因果关系的条件不出现时
,

确认出因果关系的努力便宣告

失败
。

这时无法断言所考察的两个变量有因果关系
,

也不能断言这两个变量没有因果关系
,

从而就得不出任何关于这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的结论
。

所以寻求因果关系的结果可能是产生

不出现何结论
。

而在寻求相关关系的努力中
,

只要测量可以完成
,

那么关于相关关系的完批

结论总是可以获得的
。

由于因果关系的寻求须采用有控制的实验法
,

而且常常得不 出结论 ; 而相关关系的寻求

是在无控制下
,

或易于实现的控制下以统计法来完成的
,

所以在社会科学领域
,

相关关系常

常易于获得
。

这也是相关关系被普遍使用的一个原因
。

另外
,

当因果关系的条件出现时
,

一次观察就可以确证因果关系
,

可这里的一次观察是

要求在一个时期里观察一个过程
,

连续地测量此过程中两个变 录的取值
。

观察中须密切注意

两个变量变化的时间先后
。

而求出相关关系须进行多次观察
,

但每次观察只须测量出变量在

某一时刻的取值
,

它不关心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

不关心两个变量中是哪一个变量先变为所测

量的那个取值的
。

此外
,

相关关系的获得需要观察
,

也需要资料处理
,

而因果关系的确认完

全是在实验的观察中完成的
。

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的这些特点是我们选择使用及寻求何种关系的墓础
。

这里给出的分

析虽然 尚不足 以概括全部
,

却指出了一些重要的特点
,

为社会学研究 人员在方法的使用上提

供了一个有益的图象
,

同时也为进一步的探究展示了一个出发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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