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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各行各业都在面对社会
,

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
,

人们所进行的各类调研活动
,

或多或少都得到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

经济效益
、

学术效益
。

因之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调研活

动的具体过程
,

从实践出发对调研活动进行理论探索是很有必要的
。

从社会生活本身出发调查研究社会现象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动态过程
。

它既是一个科学研

究活动过程
,

也是一个管理活动过程
。

一般包括调查研究准备阶段
、

实施调查阶段
、

整理分

析资料阶段
、

研窦写作阶段
。

调研活动
,

一般是由调研者所组成的调研少组实施并展开的
。

调研者们往往 在知识水平
、

工作能力
、

首创精神和其它素质方面彼此有着显著的差别
。

一个调研组能否很好地完成预定

任务
,

除经济的
、

政治的
、

管理的
、

方法与技术的因素外
,

往往还取决于小组内部的人际关

系
,

组员对工作的态度
,

以及种种有关的因素
。

总之
,

调研活动本身
,

就是一个系统工程
,

无论是调研的研究
、

组织计划
,

还是实施调研的方法
、

程序
,

均有学术探讨价值
。

下面依据

调研实际经验
, “

抛砖引玉
” 式地绘出社会学常用调研模式图

,

展示并探讨问卷抽样调查历

程中的一些问题
。

(详见本期中缝社会学常用调研模式图 )

调研模式图只不过展现了多种社会学调研模式中较常用的一种
。

显然模式图已将动态调

研活动的工作流程典型化了
,

并在这一
“
典型的模式

” 中
,

较清楚地显示出这类调研活动的

最一般特征及流程
。

当然
,

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可能穷尽具体调研行动所有的具体工 作环节和

工作程序
,

而实施调研的工作顺序也是可变的
,

因之调研模式仅仅是一种理论模式
。

在实际

条件下开展调研活动时
,

工作效率
、

时间进度及成果实现状态
,

往往会受到客观条件
、

组织

管理水平
、

实施科研能力
、

调研集体
、

人际关系及心理气氛等因素的极大影响
。

一
、

调研准备阶段

在调研准备阶段
,

有三个环节是至关重要的
。

它们是
:

理论准备
、

试验调查
、

问卷没计
。

(一 ) 理论准备

理论准备既包括消化走访调查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
,

并在此基础上拟定调查提纲
,

又包括

查阅有关理论书籍和资料
,

结合实际对所确定的调研主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过卜以便塞」…所研
_

究的问题的性质
、

意义
、

目的
、

重心所在及前人研究的状况
、

水平
、

研究的薄弱环节及遗留

的问题等等做到心中有数
。

进行理论准备时
,

很重要的一 点就是要力求搜寻到与课题有关的全部主要文献
,

使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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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自己的知识外储系统
,

并有针对性地逐步学习
、

研究
。

在对课题有个大致设想后
,

就必须尽

可能广泛地阅读
、

了解前人或他人在这方面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他们的研究方法
,

并在阅读

中提出初步的假设和具体问题
。

这些问题和假设可以使 自己逐步明确已考虑的课题范围
。

同

时
,

阅读不应过分狭窄地限于正在研究的问题
。

大量事实表明
,

重要的成果往往是不 同领域

互相启发
、

交叉受益的结果
。

(二 ) 试验润查

所谓试验调查
,

主要是到所调查的点上考察个案或进行小范围
,

披样调查
。

搞清各类被调

查对象所属的社会阶层
、

社会集团
、

居住社区
、

工作单位甚至家庭的文化环境和他们一般的行

为规范
、

观念
、

习俗
。

并通过 问卷抽样调查
,

了解不同类型被调查对象现实活动状况及
“ 报

知水平
” (即了解他们现实工作生活一般状况与他们所担任的社会角色

,

了解他们的文化程

度
、

钾力水平及理解能力等等 )
。

显然
,

搞清这两点
,

对采用什么方式
、

方法调查和怎样着手

抽样
、

设计问卷具有决定性影响
。

由社会学常用调研模式图 (本期中缝 ) 可见
,

试验调查作为第二个环节的工作
,

也是一

个小反馈过程
,

即通过理论学习与实际调查
,

检查所拟定的调研计划有无漏洞
,

调研力量能

否担负起调研任务
,

选择的调查时机有无不当之处等
。

发现问题
,

及时做相应调整
,

使调研

计划更接近完成调研任务
、

实现调研 目的的调研实践
。

在此
,

有必要再谈一谈建立理论假设的科学态度问题
。

可 以说
,

从试验调查开始
,

某一具

体的调查研究活动便被付诸调研实践了
。

社会学调研往往是以验证假设为明确 目的展开的
。

这类调研 以假设为其基点
,

将调研工作从四面八方铺开
,

而且尽可能多角度验证假设
,

结合

各种具体情况应用假设的观点分析问题
。

如果假设观点涵盖面广
,

有深度
,

能藉以较精辟地

阐释问题
,

则可上升到理论范畴
,

以至上升为定律
。

在建立假设时
,

首先应明确任何理论假设都不应是一成不变的理论模式或框框
,

往往推

翻一个假设其学术意义并不低于证明一个假设
。

因之
,

在调研 中必须 以科学
、

严肃的态度证

实或否定假设
,

耍不得半点
“ 花招 ” 。

同时应注意在调研活动中养成一种使 自己的意见和愿

望服从客观证据的思想习惯
,

培养自己对事物本来而 目的尊重
。

(三 ) 问卷设计

问卷的主要功用在于
“ 量度

” 。

研究者可 以借助这 一 测量工具
,

对社会生活动态过程进

行准确
、

具体的测定
,

并结合社会统 计法
,

量化描述
、

解释所获取的调查资料
。

在设计问卷

前
,

首先要确定咚集资料的方法
,

并决定具体测量的方法
。

在设计问卷时
,

应 以理论假设和研究架构为基础
,

并在问卷架构内确定问题的基本逻辑

顺序及联系
,

力求穷尽与主题有重要关联的各个方面的各种问题
,

以正确而明晰的规范程式
、

通俗易懂的语言将问题准确而鲜明地提出
。

在周密的初步设计基础上应善于
“
割爱

” ,

大刀

阔斧地将不恰当和可有可无的问题砍掉
;
将那些虽然具有某种重要性

,

但在此次研究中却难

以搞清楚或不是此次调查研究的主要问题果断舍弃
。

设计问卷的原则要求主要有
:

1
.

从实际出发
,

提问切合调查问题的需要
,

测定目的清楚
,

没有可有可无的问题
,

所

收集的资料恰到好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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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根据调查主题或理论假设的要求
,

拟定正确而适当的问题类型
,

选定适当的测量变

项与指标系
。

3
.

措词客观严谨
,

语气亲切
,

通俗易懂
。

不触及社会禁忌问题或人们的生活隐私 (特

殊性除外 )
,

不使用
“ 负荷字眼

” 、

不提 “ 困窘性问题
” ,

这样可避免被调杏者产生厌恶或

于巨斥心理
。

4
.

提间不超出被调查人的知识
、

能力范围
,

不使用专业术语提问题
,

努力使问卷具有

合理性
、

可答性
,

并注意用技术控制虚设的回答
,

使被调查者 “ 无从说假话
” 、 “ 无需说假

话 ”
或

“
不愿说假话

” 。

5
.

所提问题范围固定
,

而不是漫无边际
、

大而不当
。

各项问题的排列符合被调查者思

维程序
,

而不至于引起他们的思维混乱
。

6
.

答卷时间长度一般控制在40 分钟左右
,

以免被调查者产生畏难情绪或庆倦心理
。

7
.

提问不带主观倾向性
,

不提具有暗示性的间题
。

因研究的 目的
、

性质不同
,

提问的方式
、

方法不同
,

问卷可以从不同角度分为许多类型
,

每一种类型的间卷设计又有一些区别
。

人们通常将问卷分为结构型 (或称限制型
、

封闭式 )
、

半结构型和无结构型 (或开放型 )三种问卷
。

在设计问卷时
,

应灵活地根据需要
,

交叉采用各

种型式的问卷
。

设计问卷常见的错误主要有两种
: 一是解释性错误

。

这是指提的问题表述不清楚
,

使回

答者用不同涵义解释问题
,

或错误地回答问题
。

二是动机性错误
。

这是指不恰当地提困窘性

问题
,

触及了人们的社会禁忌或生活隐私
,

使回答者产生马虎了事
,

不认真回答问题
、

甚至

拒绝回答问题的动机
。

二
、

实施调查和资料整理阶段

在这一阶段
,

有两个环节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

即分层随机抽样
、

整理分析资料
。

从某种

意义上可以说
,

实现调研设计的关键
,

不仅仅在于问卷的放收填写活动
,

更重要的取决于这

两个环节的仔细
、

扎实的工作结果
。

(一 ) 分层随机抽样

抽样调查的工作程序大致可分为五个步骤
。

1
.

根据研究计划确定调查母体
,

并对其特征或属性予 以明确说明 (如时问
、

地点
、

对

象等 )
。

建立抽样构架
,

明确母体界限
,

规定抽样误差的容许限度
。

t

2
.

进行样本设计工作
,

设计最佳抽样方案
,

决定抽样方式
、

方法
,

决定样本的选择原

则及样木的数 目
; 决定用什么算式推算总体的数 ( 目 ) 值

,

用什么算式 计算推算值的精确度

等占根据样木误差的最大容许限度决定样本的可信赖界限及可信系数
,

并根据此汁算确定所

需样木的大小及构成
。

3
.

根据所界定的总体
,

收集样本资料
,

以一定的规范要求及方法
,

正确选择及确认样

才̀
一

单位
、

预试抽样计划并选抽样本
,

收集资料
,

使抽样只花费最少的费用而达到调查目的所

要求的精确度
。

4
.

在抽出样本后和进行调查 以前
,

要初步审查样本代表性
,

并对抽样工作作出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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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

若发现抽样方法和抽样过程中存在间题
,

要及时补救
,

确保样本的代表性
。

5
.

评估样本结果
,

计算标准 误差及统计显著性水准
,

或是将样本结果与一些可靠的基

本的背景资料相比较
,

了解二者之间的差异程度
,

并评价是否切实有效地执行抽样计划
,

审

查所抽出的样本是否适合需要等
。

(二 ) 整理分析资料

社会学调查资料主要有四种
:

问卷调查资料
,

有关统计调查资料
,

与调查有关的文献资

料
,

运用观察
、

访谈等手段收集并经过初步处理的记录卡片资料
。

当然上述这几类资料并 不

是每一个调查都应具有的
。

由于收集资料的类型不同
,

收集资料运用的方法不同
,

资料的形态
、

内容
、

特性不同
,

资料的用途 与价值不同
,

因之对资料的整理
、

使用的方式方法也不同
。

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是有一定程序
、

方法和原则的
。

一般来说
,

对资料进行处理和分析

时
,

应审查所收集资料是否切合研究需要
,

进而进行数据检查
,

真伪鉴定
,

根据所要解决的

问题和研究假设
,

制定公平的标准
,

作出取舍抉择
。

对于问卷调查资料
、

统计调查资料来说
,

重点是审查数据的客观性
、

完整性
、

准确性
、

可靠性
。

检查的方法主要有遗缺检查
、

逻辑检

查
、

计算检查
、

核实检查等
,

这是一项工作量大
、

比较繁琐而又有些枯燥的劳动
,

但是真知

灼见往往正是在数据堆中进行这种繁琐又费力的 日常工 作中得到的
。

原始数据虽然代表着某

种事物或现象的特征
,

具有社会实在性
,

但它们本身并不能深刻地揭示事物或现象的本质
,

而

且还具有某种离散性 (指数据在数轴上的变化是非连续的 、 分立的
、

甚至是杂乱的 )
、

变异

性 (指数据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发生某种变异或出现差异 )
。

只有对具有离散性
、

变异

性的原始数据进行科学的统计整理
,

使其条理化
、

系统化
,

有效地控制人为的误差
,

并在此

基础上作细致的统计分析
,

显示出原始数据中所包含的事物或现象的数量特征
、

数量关系
、

数量变化
,

获得原始数据的统计规律性
,

并进一步以辩证唯物主义
、

历史唯物主义作指
一

导进

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理论分析
,

才能揭示所研究事物或现象的本质及其客观规律性
。

资料经过处理后
,

应根据研 究目的
,

运用输出资料整理法
,

进行更进一步的整理
,

依照

一定的规则编制出完整的资料索引
,

使浩繁的资料序列化
,

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明确资料间的

相互关系及各自的特点
,

便于查 阅使用
。

同时应拟定初步分析方案
,

即确定分析的脉络
、

程

序
、

方法
、

要点
、

主要范畴
、

基本单位等
。

进行分析的工作环节可以说是调研工作的命脉
。

社会学调研分析就是 以科学的方法去审查
、

剖析调查资料中包含的被研究事物或 现 象 的 状

况
、

特点
、

社会背景
、

基本结构
、

本质属性与成因
、

组成要素与相互关系
,
以及运动机制和

客观规律性
,

从而作出能获得正确解释及结论的一种程序和方法
。

这是一 种 J“ 义的分析
。

还有

一种是狭义的分析
,

即将复杂的事物和现象分解为简 单的最基本要素 (分解愈小愈明晰 )
,

并

通过把所研究对象的某些部分或因素暂时割裂开来
,

或将其从整体中抽取出来
,

在 “ 纯粹的

形态 ” 上考察对象
,

以便了解分析对象的本质特点
、

内部结构和联系
。

一般来说
,

呈现在人

们面前的研究对象总是表现为一个整体
,

对整体的简
一

单直观是无法认识其本质的
。

分析的任

务在于通过具体考察资料所反映的被研究对象在各个方而的状况
、

特点
,

抽出或排除非本质

的次要因素
,

一

了解其本质特征
、

属性
、

功能
、

结构及其规律
.

性
,

把认识从具体提高到抽象
,

从个别提高到一般
,

从现象 的认识提高到本质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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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调研效果评价阶段

对调研活动效果 (价值) 的测定与评价
,

主要是测定
、

评判调研成果的学术价值及社会

效益
。

有的调研成果 (如管理社会学调研成果 )
,

还可以测定其经济效益
。

·

本文所说调研成果的价值及效益的测定
、

评价
,

是指通过设计一套客观测定调研成果的

指标系及标准
,

采用一定的方式
、

方法
、

程序来对调研成果的学术价值
、

社会效益
、

经济效

益进行科学的测量
、

客观的评价
。

所谓学术价值的测定主要是测量成果在调查材料
、

理论观点
、

调研方法上所具有的新 (指材料新颖翔实 )
、

深 (指观点有理论深度及创见性 )
、

妙 (指对

科学调研方法的运用巧妙
、

合理 ) 的水平等级
,

并作出客观的评价
。

所谓社会效益的测定主要

是测量调研成果的社会影响面
、

影响力如何? 对人们认识问题
、

解决问题的指异性
、

启发性及

咨询功能如何? 所提建议
、

办法在实际运用中的可行性
、

适用面如何? 等等
。

至于经济效益的

测定则是测量调研成果对社会 (或对有关实际部分 )经济活动过程所起的作用如何? 等等
。

调研成果评价方式大体上有非正式评价与正式评价两大类
。

非正式评价主要指调研者自

我评价与群众 (读者 ) 评价
。

正式评价主要指权威的学术组织评价与有关的实际工作领导部

门的评价
。

评价的方式
、

类型不同
,

评价成果的方法
、

技术也相应的不同
,

而且对不同类型

的调研成果评价的内容重点也不同
。

如以理论探索为主要 目的的调研成果
,

主要测定其学术

价值 ; 以实际应用为主要 目的的调研成果
,

则主要测定其社会及经济效益
。

搞好成果测定及评价的关键是制定出科学的评价原则
,

确定主要的评价变项 (变量 )
,

设计一套测量指标系及等级标准
,

采用科学的方式方法
,

遵循一定的程序
、

步骤来进行
。

在我们依据一定评价原则
,

运用科学的方法
、

技术对调研成果进行测定评价时
,

测量变

项一定要具有关键性 ( 即少此变项
,

评价将不完全
、

不准确 ) , 设计的指标一定要具有可测

性
,

并便于量化解析 , 规定的等级标准
、

给分标准一定要合理
,

便于评判 ; 进行单项或多项综

洽计算一定要符合运算法则的要求 ; 实施测量评价工作时一定要遵循科学的程序规范要求
。

只有不违背上述五项原则要求
,

测定
、

评价调研成果才可能具有客观性
、

科学性
,

才能

够有利于更有效地调动调研工作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

1 9 8 5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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