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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方法定量化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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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从研究理论、对象和工具等三个方面阐述促进社会学研究方法定量化的主要因素，从理论不足、样本代

表性和技术手段缺乏等角度分析了社会学定量方法发展中的阻碍因素。

关键词：定量化；中层理论；研究对象异化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５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７１４（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６７－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０３
作者简介：冯秋影（１９８９－），女，黑 龙 江 绥 化 人，社 会

学硕士研究生，从事网络舆论和社会研究方法研究。

　　社会学常用的实证研究方式（调查法、文献法、实验法

及实地法）中，前三种更偏重于定量研究。数字化、网络化

和计算机时代的研究者更倾向于使用定量方法，但定量研

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研究方法定量化的促进因素

１．理论基础：中层理论

默顿提出的中层理论是指：“介于日常研究中低层次

的而又必须的操作假设与无所不包的系统化的统一理论

之间的那类理论，而统一性的理论试图解释社会行为、社

会组织和社会变迁中的一切观察到的一致 性。”［１］在 中 层

理论提出之前，社会学上存在着两大对立阵营，即理论研

究与经验研究，前者重于理论意义的建构，而后者强调的

是事实的检验。然而，只有当理论与经验相结合，一方面

用理论指导经验研究，另一方面通过经验研究验证理论，

才能促进社会学学科的真正科学化、规范化的发展。默顿

的中层理论改变了抽象理论与经验事实对立的状况，建立

起了联系的桥梁。

一方面，中层理论建立了理论概念与经验事实之间的

联系。它既可以为经验研究提供理论指导，使概念的操作

化更为精确，确定一组有意义的假设；又可以将经验研究

的结果概念化进而升华理论。在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过

程中，概念的操作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过程，通过这一操

作，才能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操作性的具体假设。因此，

中层理论的存在为定量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保障，提高了

该研究的理论性。而大量的规范化、科学化的事实研究有

助于演绎出理论。中层理论一般是经过验证过的事实假

说，概念为一般理论的建构过程，定量研究为中层理论的

构建提供了一定量证实过的经验事实，为理论的推演提供

了相对整合的假设结果，使中层理论的建构更为科学、完

善。并且，由于是根据现实事实而建构的，更符合中国国

情，也更具有实际意义。

另一方面，中层理论建立了宏观角度与微观角度研究

之间的关系。大多数使用定量方法的研究多是用于研究

微观的社会现象，对于宏观的社会结构等更多的是使用定

性研究。然而，中层理论产生的影响可以共同作用于宏观

与微观的研究客体。宏观与微观的连接使定量方法在中

层理论的过渡作用下得以应用于宏观对象，可以通过文献

法研究国家结构的变迁，或者是与他国的比较等等。在一

定程度上，中层理论扩大了定量研究方法的适用对象，而

定量研究方法丰富了中层理论的内容。

２．研究对象：变异

对变异的强调可以追溯到生物学家达尔文的变异的

观点，他认为，个体之间差异来源于在个体成长的过程中

发生的变异。在今天的社会学研究中，我们会发现多数的

学者更关心行为的主体，研究对象都是一些微观的社会现

象，尤其是一些初级学者（在校生）的研究问题多来源于生

活中，他们更关注个体的发展。个体的差异性必然是研究

者要考虑的问题。个体的差异不仅仅是达尔文意义上的

不同，具有个人意识的行为者也会受政治、文化等社会环

境与在个体层面上同其他人之间关系的影响。然而，即使

从宏观 层 面 来 讲，社 会 变 迁 源 于 个 体 行 为，导 致 经 济、政

治、文化等社会结构与个体间关系的变化。无论从微观还

是宏观的角度来讲，变异是社会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之

一。而且随着社会发展的加快、社会变迁的加剧，社会的

异质性日益提高。

社会学家谢宇提出现代社会学应研究变异，提出了社

会科学研究应遵循的三个基本原理［２］：变异性 原 理，强 调

了变异的存在性，变异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仅存在于个

体之中，群体组织之间也存在着变异，变异性应作为社会

研究的真正内容。社会分组原理，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分

组以降低组内差异来研究组间的差异，但个人的差异实际

上是无法消除的。为了进行研究，人们默认组内成员个体

同质性的假设成立的条件，该原理在以行为主体为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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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实验法中的应用更为明显。社会情境原理，说明了变

异的动态性，差异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情境的变化

而变化，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空间与时间维度的转变而使社

会个体差异处于动态的变化中。

在变异的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更受学者们的青睐。

定量研究优于定性方法可以从代表性和因果关系两方面

来讲：首先从因果关系方面讲，因果关系的逻辑思维在经

验研究中更为常见，一般蕴含在研究假设中，在个体层面

无法找到与个体性质完全一样的对照组或是不能进行个

体的反事实研究，因而无法确定因果关系；其次在代表性

方面，由于总体的变异性，定性的个案研究无法确定个案

的代表性，进而无法说明总体情况。而且，有时总体数量

过于庞大而无法一一测量，只能对一定数量的具有代表性

的样本进行研究以推论总体的状况。为使研究结果更具

科学性、更具说服力，减少研究中存在的误差，与样本的选

取和统计分析等方面相关的学科也在逐步完善中，并促进

了社会研究方法定量化的发展。

３．工具支持：计算机与统计软件

定量研究重点在于对“量”的处理，不可避免地要对一

定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统
计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适合不同学科的统计理论及一些统

计分析软件，如可应用于社会学的ＳＰＳＳ软件。计算机与

统计软件的结合促进了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可以收集与

处理大量的数据信息，节省时间，减少人为误差的影响，可
以以更为直观的数形结合的方式展现研究结果，而且数据

的计算、分析、结果输出以及预测均可用一套统计软件完

成，更为便捷。除此之外，多数高校都开展对统计、计算机

的相关教学，社会学专业还针对该专业开设有关定量研究

方法及统计软件的课程，使更多的人了解、掌握这一方法。

对于一些非专业人士，也能够简单操作一些统计软件。

　　二、研究方法定量化的抑制因素

从以上的三个方面可以认识到定量研究的动力，而且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大多数研究

人员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尤其是调查法）时，存在一些非科

学化的现象，使定量研究的结果遭到质疑。

１．理论不足

经验研究需要理论指导，大多数经验研究都是建立在

中层理论基础上的。与此同时，我们知道理论的建构来源

于大量事实的验证，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说，定量化的

研究趋势使人们越发注重经验事实的研究，其目的更多的

是寻求一种解释或是应对对策而非是建构一种理论。这

种发展趋势的结果之一可能会造成理论研究的停滞不前，

使理论与经验再次出现分离现象。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

现象，已有的理论可能难以满足今后经验研究的需求，或

者是在不恰当 理 论 的 指 导 下 弱 化 该 研 究 的 科 学 性、正 确

性，或者是出现与理论脱离的经验研究。这种理论的不足

与缺乏本土化理论的状况，将阻碍我国社会学科的发展与

自主创新，只能跟随其他学科及国家的脚步前进。

２．样本代表性偏差

定量研究中的样本代表性问题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

的问题。无论整个统计分析多么精彩，如果样本没有代表

性，则整个研究就失去了意义。样本代表性不仅受到样本

容量的影响，也会受到抽样方法的影响。由于社会现象的

复杂性，加上研究人员所拥有的资源限制，研究设计中的

抽样方案往往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尽管样本容量没

变甚至变大了，但抽样过程不严格也会导致样本代表性变

差。样本代表性不是在所有的研究中都十分重要，例如，

实验研究往往不会采取随机抽样，而是通过对数量较少的

被试进行随机分配。此时的研究目的往往是为了检验某

个概念的结构或理论模型，而不是将样本结论推论到样本

所在的总体。但研究者往往会有推论的冲动和建构普世

理论的抱负，此 时 就 很 容 易 利 用 统 计 学 中 的 假 设 检 验 原

理，对非随机抽样且样本容量很小的样本所得结论进行推

论。所以，有必要在扩大样本容量的同时，通过优化抽样

方案并严格执行的方法来提高样本代表容量。

３．技术手段缺乏

过度依赖操作工具以及数据分析技术不熟等同样影

响着定量研究的质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而来

的是更多的操作工具，不仅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也减少了

操作性误差，但工具的使用弱化了人们对于一些专业知识

的掌握与深化。一旦这些工具（计算机等）难再使用，那么

必将会给社会学科以重击，至少有一部分的研究者无法继

续从事社会研究，或者可以说无法独自完成研究，因为许

多人在没有统计软件的情况下无法分析数据，或是缺少统

计知识，或是 由 于 过 于 庞 大 的 数 据 短 时 间 内 无 法 得 出 结

论，并可能存在着人为误差。而且如果想要熟练使用相关

工具就必须掌 握 大 量 的 其 他 知 识，一 些 研 究 人 员 由 于 知

识、技术 限 制，只 能 用 一 些 相 对 熟 识 的 统 计 软 件（例 如

ＳＰＳＳ）中几个基本的分析方法。

　　三、总结

随着社会学科学化的趋势日益增强和研究对象的日

益复杂化，社会研究方法定量化的趋势将继续保持相当长

的时间。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者应该注意以下两方面问

题：一方面，应该注重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方法的关联，并
加强社会学定量研究的方法论研究；另一方面，应该在熟

悉统计软件的同时，重视数理统计、线性代数和微积分等

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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