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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方法运用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十年来西北四省区８种核心刊物上刊发的８４篇社会调查报告。发现

十年间，西北社会调查在抽样、测量、资料收集和统计分析等方面进展缓慢，许多研究还停留在原有水平。现阶段，

西北地区社会学研究需要进一步重视学术规范，改进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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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

自上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学重建已经

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可以说，谈及学科重建以

来所取得成就的论著浩如烟海，以研究规范和研究

方法为主旨的讨论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这一领 域，国 内 学 者 风 笑 天 可 谓 贡 献 良 多。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风笑天曾对社会学重建以来

的调查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评析，总结了８０年代国内

社会学界在调查研究方法应用上的基本状况，指出

当时真正符合现代社会调查要求的随机抽样调查的

比例比较小，资料收集方法上开始注重量化资料的

收集，但在处理、分析和表达方法上却对社会统计分

析方法运用不够，使得社会调查的层次基本还处在

一般的描述上。［１］

本世纪初，风笑天 又 对１９９０～２００１年 期 间，发

表在国内顶级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权威刊

物《社会学研究》的１４１篇调查研究论文，从结果呈

现与方法运用方面的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国

内研究者在调查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已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规范。但是，缺少对研究方式、方法和过程

的说明，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们对调查研究

方法的运 用 还 缺 少 某 种 认 识，缺 少 某 种 意 识 或 修

养。［２］不仅如此，风笑天还就文献回顾、抽样、测量等

方法论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此外，刘少杰考察了１９８８～１９９８年 在《社 会 学

研究》上发表的１３１篇社会调查报告后，指出中国社

会调查发生数量大，展开层面广，但是水平较高的社

会调查报告并不多见，其中对社会调查的理论前提

研究不足是导致这一现象最重要的一个原因。［３］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更

趋规范和系统，相继有一批专著涌现出来，边燕杰、
仇立平、潘绥铭、郝大海等是作者中的优秀代表。其

中，边燕杰等就国内社会调查的方法与技术进行了

实践层面的总结，在问卷设计、调查实施和资料整理

三个方面，对影响调查质量的诸因素提出了一些原

创性的分析，为社会调查方法的研究和教学增添了

一份丰实的文献。［４］

作为社会学最基本的研究方式之一，调查研究

鲜明地体现了学科创始人将社会学建设成一门实证

科学的理想。可以说，多数调查研究都是描述性研

·３６·

DOI:10.16229/j.cnki.issn1000-5102.2015.03.012



究，很多人看不起描述性研究，但是在没有很强的假

定条 件 下，能 做 的 只 是 描 述 性 的 东 西。［５］一 定 意 义

上，调查研究也是做好解释性研究的基础，体现着研

究者的学术功底和研究能力。
长期以来，受制于经济社会的欠发达，西北地区

的社会调查进展程度一直滞后于其他地区。目前，
还鲜有研究系统梳理和总结西北社会调查的概况。
本文认为，从方法运用角度对西北社会调查展开探

讨，不仅应当，而且迫切。因为此种形式的讨论，一

方面可以折 射 出 当 下 西 北 社 会 调 查 方 法 运 用 的 概

况，有利于明晰西北社会学量化研究的现状；另一方

面也可以把握西北社会调查的历史演进，继而有利

于推进社会学及相近学科的学科建设。
二、研究设计及概况

本文研究对象的来源是甘肃、青海、宁 夏、新 疆

四省区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以及社会学、民族学、
人口学等专业期刊上发表的调查报告。专业期刊具

体为《甘肃社会科学》、《青海社会科学》、《宁夏社会

科学》、《新疆社会科学》以及《西北人口》、《西北民族

研究》、《青 海 民 族 研 究》、《回 族 研 究》等８种 期 刊。
这些期 刊 基 本 都 是 中 文 核 心 期 刊，绝 大 多 数 也 是

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在西北社会科学界具有较高的代

表性。
由于本文的议题是西北四省区的社会调查，所

以只 遴 选 来 自 上 述 地 区 作 者 刊 发 的 论 文。通 过

ＣＮＫＩ人文与社科学术文献总库，以“调查”为题 名

检索发现，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 十 年 期 间，发 表 于８种 期

刊上的社会调查报告共有１６２篇。其中，运用现代

社会 调 查 方 法，即 进 行 了 统 计 分 析 的 报 告 共 有８４
篇，这构成了本文分析的总体。

作为社会科学中规范要求较高的学科之一，社

会学在方法上的苛求，既为这门学科带来了声誉，也
引起了不少的争议。不管怎样，量化研究已经成为

国际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西北社会学界对此应该给

予足够的重视，而不是陷于定量与定性二元对立的

桎梏，妨碍了学科建设的进程。本文将按照社会学

量化研究的规范，从方法运用的角度，对这８４篇研

究报告进行分析。
从刊文数量来看，《新疆社会科学》、《青海民族

研究》、《西北人口》等刊物刊发调查报告的数量最多

（见表１）。统 计 显 示，十 年 间 四 种 社 会 科 学 刊 物 共

刊发调查报告４３篇，四类专业期刊共刊发调查报告

４１篇，二者数量相当。纳入时间维度后，我们发现，
十年间西北社会调查在数量上的增长并不明显。近

五年有４９篇，上一个五年有３５篇。从地区来看，甘
肃高校和科研单位发表调查报告的数量最多，有３５
篇，新疆和青海次之，宁夏最少。

表１　调查报告分布表　　　　 Ｎ＝８４

青海社会

科学

甘肃社会

科学

宁夏社会

科学

新疆社会

科学

青海民族

研究
回族研究

西北

人口

西北民族

研究

调查报告数量 ４　 １２　 ５　 ２０　 １８　 ２　 １４　 ９
百分比（％） ４．８　 １４．３　 ６．０　 ２３．８　 ２１．４　 ２．４　 １６．７　 １０．７

　　从作者分布来看（见表２），８４篇研究报告的第

一作者中，男性５０人，女性３４人。其中，具有高级

职称的作者 最 多，数 量 是 初 级、中 级 职 称 作 者 的 两

倍，在读硕士、博士最少。第一作者中，报告少数民

族身份的有２２位，主要有回族、蒙古族、藏族等。在

第一作者的单位分布上，６６位来自高校系统，社科

院系 统 的 有１２位，其 他 各 类 科 研 机 构 总 共 只 有６
位。

表２　作者分布一览表 Ｎ＝８４

性别 民族 职称 单位

男 女 汉族
少数

民族
未报告

初级

中级

副高

高级

在读

硕、博士
未报告

高校

系统

社科院

系统
其他

人数 ５０　 ３４　 ５３　 ２２　 ９　 ２０　 ４２　 ９　 １３　 ６６　 １２　 ６
百分比（％） ４０．５　 ５９．５　 ６３．２　 ２６．２　 １０．７　 ２３．８　 ５０．０　 １０．７　 １５．５　 ７８．６　 １４．３　 ７．１

　　三、方法运用状况分析

作为一种高度结构化、高度程序化、高度数量化

的社会研究方式，调查研究无法回避科学方法论对

其严格的、详细的程序检验的要求。［６］可以 说，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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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绍也是评价研究成果质量十分重要的方面。对

于调查研究来说，抽样、测量、资料收集，是其研究

设计中最为关键的内容，也是调查研究报告中应着

重介绍的内容。另外，统计分析作为调查研究的本

质特征之一，也十分重要。因此，本文将从抽样、测
量、资料收集以及统计分析四个方面来解析８４篇研

究报告。

表３　研究方法概况一览表 Ｎ＝８４

抽样方法 样本描述 样本规模 测量 统计分析

随

机

非
随
机

未
报
告

有
描
述

无
描
述

３００

以下

３００

至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以上

未

报

告

有测量

内容

无测量

内容

初

级

中

级

高

级

篇数 ２０　 １３　 ５１　 ３６　 ４８　 ４５　 １９　 １５　 ５　 ３９　 ４５　 ６９　 １１　 ４
百分比（％） ２３．８　 １５．５　 ６０．７　 ４２．９　 ５７．１　 ５３．６　 ２２．６　 １７．９　 ５．９　 ４６．４　 ５３．６　 ８２．１　１３．１　 ４．８

　　１．抽样

在８４篇研究论文中，有３３篇说明了抽样方法，
所占比例 为３９％。其 中２０篇 采 用 了 随 机 抽 样 方

法，１３篇采用了非随机抽样方法（见表３）。然而，从
抽样过程来看，一些作者对抽样方法的掌握尚欠缺。
例如，有相当比例的学者对随机和非随机这一基本

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从统计规范来讲，简单随机

抽样要求把总体的每一个单位都编号，然后采用随

机数表来抽样。而从这些报告反映的情况来看，有

作者在论文中这样叙述抽样的过程“农户都是我们

随机选取的，到了一个村，敲门家里有人，并同意接

受采访我们就继续，如果不同意，我们则另寻可能”；
再如“在贸 易 集 市 上 随 机 向 农 民 发 放 调 查 问 卷”之

类。单从叙述来看，这些作者并未理解“随机”的含

义，把随机抽样当成了“随便抽样”。引入时间维度

纵向比较后，卡方检验发现，关于抽样方法的报告并

没有显著提 升（见 表４）。从 本 文 的 分 析 来 看，十 年

间西北社会调查在抽样规范方面的进步缓慢，基本

维持在原有水平。

表４　不同时期研究方法对比表 Ｎ＝８４

抽样 测量 统计分析

随机

抽样

非随

机抽

样

无

报

告

有内容

报告

无内容

报告
初级 中级 高级

合

计

不

同

时

期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篇数 ８　 ６　 ２１　 １３　 ２２　 ３３　 ２　 ０　 ３５

百分比（％） ２２．９　 １７．１　 ５０．０　 ３７．１　 ６２．９　 ９４．３　 ５．７　 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篇数 １２　 ７　 ３０　 ２６　 ２３　 ３６　 ９　 ４　 ４９

百分比（％） ２４．５　 １４．３　 ６１．２　 ５３．１　 ４６．９　 ７３．５　 １８．３　 ８．２　 １００

　　　　　合　 计
篇数 ２０　 １３　 ５１　 ３９　 ４５　 ６９　 １１　 ４　 ８４

百分比（％） ２３．８　 １５．５　 ６０．７　 ４６．４　 ５３．６　 ８２．１　 １３．１　 ４．８　 １００

χ２＝０．９８７（ｄｆ＝３） χ２＝４．２５０（ｄｆ＝２）

　　一般而言，样本规模在３００以下的为小型调查；
样本规模在３００～１　０００的为中型调查；样本规模在

１　０００以上 的 为 大 型 调 查。我 们 发 现，小 型 调 查 有

４５项，占调查 总 数 的 一 半 以 上，说 明 多 数 调 查 都 是

小型调 查。中 型 调 查 有１９项，大 型 调 查 有１５项。
此外，我们注意到，有５项调查没有报告样本量。令

人意外的是，统计发现，十年间样本量均值略有下降

的趋势（见 表５）。从 统 计 结 果 来 看，这 是 由 于 样 本

量中存在个别极大值所导致的，因为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样本量的 标 准 差 显 著 大 于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其 中，

２００５年一项来自新疆的调查，样本量高达１万个。

表５　不同时期样本规模均值比较表　Ｎ＝７９

Ｍｅａｎ　 Ｎ　 Ｓｔ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８５３．１８　 ３３　 １９９４．０５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５９０．６７　 ４６　 ７１４．１３９

对于社会研究来说，几乎任何一个问卷调查，都
必须问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等问题。

否则，这个调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９］也就 是 说，按

照调查研究的规范，每项抽样调查都应该将样本的

基本情况，即所谓的样本描述呈现出来。以笔者的

经验来看，是否进行样本描述是规范调查报告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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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内容之一，也是证明调查真实性的最重要的标

志之一。表３显 示，８４篇 论 文 中，有 样 本 描 述 的 报

告只 有３６篇，所 占 百 分 比 不 到 全 部 研 究 报 告 的

５０％。显然，这一比例是比较低的。从时间 维 度 来

看，最近５年有样本描述的调查报告较前五年上升

了１７％，但仍然只占同时期调查报告的一半。可以

说，抽样方法的不规范是西北社会调查的主要缺陷

之一。

２．测量

测量是根据一定的法则，将某种物体或现象所

具有的属性或特征用数字或符号表示出来的过程。
如果缺少变量测量的说明，读者就无法评价其测量

的效度。因为它实际上是简化、省略了“从抽象到具

体”这一转变和经历中的许多内容，使读者无法了解

其研究的概念与其经验测量的现象之间具有怎样的

逻辑联系。［１０］

从研究的具体实践来看，测量的最低层次是对

调查内容从几个方面展开进行必要的介绍和阐释。
按照这一标准，统计发现，满足最低测量层次的调查

报告有３９篇，只占研究报告总数的４６％（见表３）。
这说明，超过一半的调查报告连最基本的调查内容

都没有说明。纳入时间维度后，我们发现最近５年

有测量内容陈述的研究报告在数量上增长了一倍，
但也只占这一时期调查报告总数的５３％（见表４），
增长幅度并不明显。一定程度上，测量内容的缺失

是西北社会调查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

３．资料收集

统计显示，８４项 调 查 研 究 中，明 确 报 告 资 料 收

集方法的有８０篇，有４篇报告完全没有提及资料的

来源问题。我们发现，有２４项研究在使用问卷法收

集资料的同 时 还 运 用 了 访 谈 法（见 表６）。另 外，还

有个别研究同时使用了问卷法、访谈法、文献法等，
个别论文中甚至还呈现了原始的访谈资料。

表６　资料收集方法统计表

问卷法 访谈法 文献法 观察法 其他方法 未报告

７３　 ２４　 ７　 １　 １　 ４

国内有学者主张，调查研究收集资料的方法只

有问卷法一种，即通过采用自填式问卷或结构式访

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某种社会群体

的样本那里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资料的统计分析来

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研究方式。而访谈法

是实地研究收集资料的主要方法之一，文献法主要

应用于文献研究方式。［１１］

从四省区的具体实践来看，有１／３的调 查 研 究

采用了几种资料收集方法混合的研究方式。某种程

度上也说明，目前西北学界的很多社会调查是广义

上的调查研究，呈现出调查研究与文献研究、实地研

究相混合的特点。

４．统计分析

与抽样方法、变量测量方法、资料收集方法有所

不同的是，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方法往往是直接体

现在论文的 结 果 中 的，一 般 不 作 专 门 介 绍。因 此，
我们在这里只关注调查研究中研究者对各种统计分

析方法的应用情况。
社会统计学中，一般将只进行简单描述的统计

分析称为初级统计；统计推论、参数估计、假设检定

等属于中级统计；多元分析及其他复杂分析为高级

统计。通过梳理，我们注意到，四省区调查报告主要

以采用初级 统 计 方 法 为 主，占 分 析 总 体 的８２％（见

表３）。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期间，只有２项研究采用了中

级统计分析，高级统计分析尚属空白。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这一现象得到了很大改善，采用中高级统计分析

的研究增长到１３项。尽管如此，也只有同时期调查

报告总数的８％。
作为定量研究方式之一，调查研究离不开统计

分析方法的支持。而对于达到大部分调查研究的目

标来说，多元统计分析更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因为

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能够更好地综合和提炼调查资料

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社会现

象的实际结构和本来面目。［１２］从运用统计方法的层

次来看，中高级统计分析所占比例较低是目前西北

社会调查的不足之一。
四、有影响力调查报告的分析

学术影响力虽然是无形的，但它是以论文或著

作等有形的 学 术 成 果 为 基 础 的。［１３］按 照 惯 例，本 研

究以论文被引用次数作为衡量论文影响力的指标，
将被引用次数在６次以上的论文作为有影响力的调

查报告。同时，本文引入方法运用的视角，将有影响

力的报告与其他报告进行比较，以期发现二者是否

存在显著区别。
统计后发现，在这些调查报告中，被引用次数在

６次以上的共有１８篇。被引用１０次以上的报告有

杨文炯的《兰州市回族学校回族学生低升学率原因

的调查与分析》、李臣玲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西北 城

市社区民族通婚调查研究》、王嘉毅的《新疆南疆维

吾尔族青少年国家认同调查》和李晓霞的《新疆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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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问题调查》等。我们发现，民族关系、族际通婚、
政治稳定、宗教信仰等问题已经成为西北社会调查

的主要议题。这也表明，扎根族群社会，紧贴现实问

题是实现西北社会调查学术价值的根本途径。
遗憾的是，通过对抽样与测量以及统计分析方

法的对比与统 计 检 验（见 表７），本 研 究 并 未 发 现 上

述１８篇调查报告在方法论层面上整体优于其余的

６６篇报告。一定 程 度 上，这１８篇 调 查 报 告 较 高 的

被引用率是与作者深厚的学术涵养以及敏锐的问题

意识密切相关的，而与调查规范、分析方法等技术问

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也表明，作为西北社会调

查报告的最高代表，在调查规范，分析方法方面还有

待进一步提升。

表７　不同被引次数论文研究方法对比表 Ｎ＝８４

抽样 测量 统计分析

随机

抽样

非随

机抽

样

无

报

告

有内容

报告

无内容

报告
初级 中级 高级

合

计

引

用

次

数

小于

６次

篇数 １６　 １２　 ３８　 ３４　 ３２　 ５５　 １０　 １　 ６６
百分比（％） ２４．２　 １８．２　 ５７．６　 ５１．５　 ４８．５　 ８３．３　 １５．２　 １．５　 １００

６次以上
篇数 ４　 １　 １３　 ５　 １３　 １４　 １　 ３　 １８

百分比（％） ２２．２　 ５．６　 ７２．２　 ２７．８　 ７２．２　 ７７．８　 ５．６　 １６．７　 １００

合　 计
篇数 ２０　 １３　 ５１　 ３９　 ４５　 ６９　 １１　 ４　 ８４

百分比（％） ２３．８　 １５．５　 ６０．７　 ４６．４　 ５３．６　 ８２．１　 １３．１　 ４．８　 １００

χ２＝３．２０４（ｄｆ＝１）

　　五、结　论

本文从方法运用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十年来西北

四省区８种核心刊物上的８４篇社会调查报告，得出

以下结论：
在抽样方面，６０％以上的论文未报告抽样方法，

在有抽样报告的论文中也只用一句话简单带过，叙

述较为模糊；调查规模以小型调查为主，呈现样本描

述的调查报告只占总数的４０％左右。可以说，抽样

方法的不规范是西北社会调查的主要缺陷之一。
在测量方面，有最基本测量内容阐述的报告不

足５０％，有 概 念 界 定 及 操 作 化 说 明 的 报 告 更 为 稀

少。某种程度上，测量内容的缺失是西北社会调查

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在资料收集方面，以问卷法

为主要方法，部分调查同时采用了访谈法、文献法，
呈现出调查研究与文献研究、实地研究相混合的特

点。
在统计分析方面，初级统计占绝对多数，中高级

统计应用所占比例较低是目前西北社会调查的不足

之一。将有影响力的研究论文与其他论文比较后，
并未发现二者在方法运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一定

意义上揭示了西北四省区社会研究方法整体落后的

现状。
引入时间维度后，本文发现，近五年四省区社会

调查除了有个别报告开始运用高级统计分析外，在

抽样、测量方法上与前五年相比并无显著进步。总

的来看，十年来，西北社会调查在方法运用方面进展

缓慢，许多研究还停留在原有水平。与国内主流研

究相比，西北社会调查还有明显差距。现阶段，西北

社会学研究需要进一步重视学术规范，提升研究方

法。
诚然，方法的严谨性并不必然保证研究质量的

提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科学的学术研

究需要在思想和验证之间，在理论想像和严谨研究

方法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思想盛而实证衰，学术

研究则几近于逻辑游戏；实证盛而思想衰，学术研究

充其量不过 是 堆 砌 数 据。［１２］可 以 说，一 定 的 方 法 规

范是必要的，这并不是“洋八股”，也不是照搬西方经

验，而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学术积累和增进有益地学

术对话。［１３］

在文献梳理的过程中，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十年

来，西北社会调查报告的方法叙述逐步细化，论文规

范不断进步，成果数量有所上升。要想更好地认识

西北社会，进行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是不可回避的。
带着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扎进田野，脚踏实地地做

实证调查，这是我们的主张。［１４］只有这样，西北的社

会学研究才能再向前迈出坚实的一步。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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