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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结构方程模型是近些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受青睐的统计模型之一。
它被认为是社会科学定量研究领域第三代定量模型和第四代定量模型之间的桥梁；它通过将测量模型
和因果模型相结合，实现了社会科学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统一；它使得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宏
观分析和微观分析得以沟通，实现了研究层次的突破；它采取的是验证性分析和探索性分析相结合的
策略，符合科学理论发展演进的逻辑。
　　从统计模型发展的历史脉络上来说，结构方程模型是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这两种古典的统计模型
互相结合、浴火重生的产物，它构造出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的认知形式和多元因果链具有高度同构性的
统计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是一个极富生命力的统计模型，在近期的发展中，它成功地将多层次模型（Multi—level
Model）和纵贯分析（Longitudinal Analysis）等新的统计模型和技术纳入到其体系之中，而在最近几年
更是借助于广义线性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odel）的一些技术，在将定类变量引入结构方程模型分
析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如果能把定类变量引入结构方程模型的问题彻底解决，这在统计学发展史上将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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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结构方程模型的基本模型和假设出发，逐步推演，建立起一个逻辑上完整而严密的教学结构。
在数据分析方面，本书主要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
东亚社会调查（EASS）、国际社会调查协作项目数据库（ISSP）中选取实际的数据，提取社会学研究
的经典议题，对结构方程模型的不同模型进行演示，从而改变了绝大多数研究部是采用虚拟的演示数
据的做法，使读者对结构方程模型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实际应用有一个真实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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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符合科学研究的逻辑　　利用统计学方法将社会科学研究定量化的过程中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
是把所有的研究都归为探索性研究，以对数据本身的分析和解释作为研究的开始。
这实际上是把所有的研究都割裂成一个个孤立的片段，从而否定了科学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科学研究更应该被视作一个历史的过程和存在，它是一个累积和发展的过程，所以科学研究应
该是探索性研究和验证性研究的结合。
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需要有一个研究起点（研究假设），这个起点可以是以前的研究成果，可以是对
研究对象的理性分析，也可以是对研究内容的常识性看法，然后对研究假设操作化，通过经验数据对
研究假设进行检验，使其得到发展，总的来说，是一个假设－检验型的思路。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其他的统计方法不同的一点就是它完全是一种检验型的分析策略。
在测量模型部分，各个观察变量（指标）分别对应哪个潜变量（因子）是事先设定的，需要做的是检
验各指标能否有效地测量其所对应的因子，即拟合优度能否达到某个水平，所以是验证性因子分析，
它遵循的是满意原则。
它不同于探索性因子分析——各观察变量对应哪个潜变量是由数据所决定的，从而拟合优度也能达到
最优。
而在结构模型部分，变量之间的关系（路径）设定也是要基于事先的理论假设，而不是从一个个变量
间都存在路径的全模型开始，逐步去除路径，最终得到一个拟合最优的模型。
无论是测量模型还是结构模型，如果采取探索型的分析策略，尽管会针对其对应的样本数据拟合最优
，但是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如果两个不同的样本数据拟合出的最优模型不一致该怎么办？
对这两个模型进行取舍的标准是什么？
两个模型间的差异到底是因为样本之间存在某种重要的差异呢，还是只因为样本的随机波动？
所以，即使是科学研究本身也必须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然就会出现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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