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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社会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作了系统全面的介绍。
全书围绕社会研究的原理、逻辑策略和科学程序，从方法论、研究方式和具体研究方法及技术三个层
次，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解释与评估的各种方法、
技术及其应用。
本书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吸收了当代国外的最新发展成果，引用了大量国内外研究的成功案
例。
本书为高等学校统编教材，社会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同时可作为文科有关专业和从事社会学教学科研
人员、实际社会调查研究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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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德国19世纪的许多经验调查研究都是由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及　　经
济学家完成的，他们是斐迪南·滕尼斯、马克斯·韦伯、阿尔弗雷德·韦伯、古斯塔夫·施　　穆勒
等人。
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对产业工人的心理生理状况、劳动生产率及企业发展　　关系进行过调
查。
这一调查虽因工厂工人拒绝合作而未能完成，但该项调查的方法论本身就具　　有学术意义。
后来韦伯将调查总结成《关于工业劳动的心理生理问题》一书，作为经验研究的　　方法论导论。
　　(四)美国　　美国一向保持着学术的经验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传统，其社会调查的成效较好。
美国在20　　世纪初所进行的大规模社会调查以匹兹堡调查和春田调查最为著名。
　　1907年进行了著名的匹兹堡调查。
当时正值匹兹堡城的钢铁业飞速发展，随之出现了一系　　列现代工业化进程必然带来的社会问题。
因此该调查针对工资、劳动立法、工人家庭生活及女　　工等问题作了详细研究，后共汇集成六大册
调查报告(19O9—1914)。
这是美国第一个有系统的　　大型社会调查。
其后，另一大型调查是“春田调查，”(Spring Field Survey，1914)，该调　　查对中国2O年代的调查颇
有影响。
春田市位于美国南北中央，是一典型美国城市。
这次调查是　　应当地居民的要求而展开的，旨在改善市内的公共事业。
调查内容包括教育、工商业、市政管　　理、公共卫生、居住条件、娱乐场所、治安等，并针对调查
结果提出了具体建议。
结果不仅达　　到了改善公共事业的目的，而且还在大范围的宣传中使群众对该市有了新的了解，促
使他们更　　积极地参与自己城市的市政建设。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的大多数社会调查研究尚缺乏理论的指导，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解　　决
社会当时的尖锐问题，如贫困、犯罪、居民生活状况等。
这些调查虽然起到了相当大的治世　　之功，但其调查本身却难以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尽管如此，这些经验调查还是为今后的身　　会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调查经验和翔实的调查资料。
没有经验调查作基础，今后的学术性研究也　　散步可能的。
　　二、现代社会调查研究(20世纪初——)　　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理论的结合，即学术性调查研究是
以杜尔克姆的《自杀论》(1897)为开端的。
　　(一)《自杀论》的意义　　《自杀论》标志着社会研究进入现代阶段。
《自杀论》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中包含着关于自杀现象的精辟论述．而且还在于：(1)它是孔德实证
主义思想在社会研究中第一次得到完备的经验的体现。
《自杀论》证实了杜尔克姆关于社会事实独立于个人之外的说法。
(2)《自杀论》是理论与经验结合的首次范例。
因为以往的社会研究或是理论缺乏经验检验，或是经验调查缺乏理论指导。
　　(3)《自杀论》促进了社会研究从单变量的、描述性的研究转向多变量的、解释性的研究。
(4)就研究方法而言，杜尔克姆首先将“多元分析法”引入了社会学。
“多元分析”是指利用复杂的统计技术来计算和分析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
此外，他还为如何利用统计资料、如何从经验现象中概括出理论认识提供了范例(详见附录案例一)。
　　(二)经验社会学的兴起　　本世纪20年代以后，社会调查研究的重心移到美国。
可以说，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与美国的社会调查息息相关，尤其是从二次大战以来的情况看更
是如此。
　　本世纪初期，在美国的社会问题中，移民问题和城市问题是很突出的。
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托马斯(w．I．Thomas，1863～1947)、帕克(R．E．Park，1864一1944)等人就这
些问题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研究。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研究方法教程>>

在移民问题研究中，托马斯与美籍波兰学者兹南尼斯基(F10riam Znaniecki)选取了几百个样本，使用文
献法和个案分析法，将移居美国的波兰农民与波兰本国的农民作了对照研究，并写成《欧洲和美国的
波兰农民》(1920)一书。
该书被认为是社会学个案研究的经典范例之一。
芝加哥学派还在布思的影响下，并借鉴人类学的方法，对城市的贫民、种族、区域特征等问题进行T
实地研究，开创了“城市生态学”的研究领域。
这种研究实际上是将人类学的社区研究运用到现代城市。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应经济、政治的需要，美国出现了大量舆论调查和市场调查。
这些新兴调查因竞争的激烈(产品竞争和候选人竞争等)而大行于世。
于是，一些专职调查机构便应运而生。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由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1901——1984)1935年创办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所。
该调查机构因1936年准确地预测出罗斯福当选总统而名声大振。
民意测验并非本世纪的产物。
马克思就曾于i880年拟定过一份《工人调查表》，共有一百个问题，公开载于《社会主义评论》杂志
上，问卷发行量为25000份。
但与19世纪不同的是，现代的民意测验一般是在计算机的辅助下完成的，否则工作量将大得难以应付
。
近几十年来，计算机业迅猛发展，美国的舆论调查业也是一派兴旺。
除盖洛普事务所外，还有哈里斯、赛林格等六七家全国性大型专业机构。
据统计，美国1978年仅花在舆论业上的资金就多达40亿美元，可见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
　　(三)社会统计调查模式的建立　　我们今天所运用社会统计调查以及变量关系分析方法的最后成
熟，应该说是与两位美国社会研究方法大师分不开的。
他们是斯托弗(samuel Staugger，1900——1960)及后的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rzarsfeed，1901——1976)。
　　斯托弗早年就读于著名统计学家卡。
皮尔逊和R·A费舍尔门下，并受到了严格的统计学训练。
这一点可象征性地说明统计学在他今后的社会研究中的意义。
斯托弗的研究主要有：美国黑人地位的研究(30年代)、美国士兵的研究(40年代)、移民方式的研究(40
年代)，以及在麦卡锡时期的政治民意测验(5O年代)。
他所研制的研究设计、抽样方法、问卷设计以及分析逻辑等已成为目前广泛应用的社会统计调查研究
的模式。
　　与斯托弗一样，拉扎斯菲尔德也是一位对社会问题怀有浓厚兴趣的社会学家。
他的主要贡献是，他在斯托弗等人的《美国士兵》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统计分析的“详析模型
”(详见第十六章)。
此外，他还组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在后来的美国应用研究界起主导作
用的年轻人。
他与其门徒的理论和方法被社会学界称为哥伦比亚学派。
　　(四)当代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调查研究的数理化倾向El趋明显。
抽样理论和统计检验的引入，社会测量法的推广，社会统计学和数理社会学的发展等等，都进一步推
动了社会研究方法的定量化。
同时，理论的发展也越来越取决于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的提高。
例如，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采用路径分析等方法所作的《美国职业结构》(1965)的研究对
于社会分层理论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
美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赫伯特·A．西蒙在组织管理研究中采用了决策论和计算机模拟方法，从而推
动了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组织理论的发展。
此外，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思想以及网络分析技术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结构理论的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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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社会调查与社会研究方法是人们认识社会、了解社会、分析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解释与
预测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手段。
在当代，随着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迅速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受到
人们的日益重视和广泛运用，社会研究方法的科学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同时，在我国的社会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领域，学习和掌握现代的社会研究方法不仅是社会科学发展
的需要，而且也是一些教学、科研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的迫切需要。
目前，“社会研究方法”在国内外许多高等院校被列为必修课或选修课，在社会学、社会工作和管理
等专业则更是一门重要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专业基础课。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自1980年筹建以来，先后邀请国内外老一代社会学家杨望、吴桢、张子毅、晏
升东等人讲授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方法。
同时，我们还与国外同行进行广泛交流，邀请了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社会学方法专家来我系讲授“
当代社会研究方法”、“网络分析”、“社会研究方法论”等课程，介绍国外近几十年来在定量方法
和计算机运用方面的新进展。
在此基础上，我系从1984年开始组织力量编写社会学方法系列的教科书，先后出版了《社会统计学》(
袁方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高级《社会统计学》(卢淑华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中国社会思想史》(陈定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O)、《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袁方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199O)。
现在出版的《社会研究方法教程》是上述系列教材之一，它适于高等院校社会学、社会工作与管理专
业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与管理科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一年纪的教学，也适于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和社
会调查工作者自学。
　　本教材分为三篇：社会研究的原理与过程、资料收集方法、资料分析方法。
它的特点主要是：(1)注重理论、方法论、调查研究方法、资料分析方法这几者问的相互关系，强调理
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必要性。
(2)注重借鉴和吸收国外近年来在科学方法领域的先进成果。
本教材对于我国读者不太熟悉的一些方法和理论加以重点介绍，如科学方法论、测量理论、问卷和量
表设计、社会研究中的数理分析、网络分析、多元统计分析等。
(3)注重以研究案例来说明社会研究的原理、方法和过程。
在案例的选择上，既有国外社会学的经典研究(如杜尔克姆的“自杀论”、怀特的“街角社会”)，也
有我国老一代社会学家的研究范例(如李景汉的“北京郊外之农村家庭”、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严
景耀的“犯罪问题研究”)；既有定量研究的案例，也有定性研究的案例。
(4)注重教材的先进性、系统性和规范化。
本教材试图反映80年代国内外社会研究方法的先进水平，并将各种科学方法与我国社会调查研究的具
体实践结合起来，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化、规范化的社会研究方法体系作出贡献。
　　本书的编写过程是：1985年由袁方主编召开编委会，组织编写初稿。
1986年，王康乐、高小远同志在撰写了部分章节的初稿后因出国学习等原因未能继续参加，由袁方、
王汉生同志组织其他编写人员于1987年完成本书初稿的编写任务。
经过两年的教学实践，并多方征求修改意见，编委会在1988年9月召开工作会议，委托林彬、风笑天、
王汉生同志分别对本书的一、二、三篇进行初校，并修改了部分章节。
1990年以来，袁方主编、王汉生副主编对全书进行统校、修改，并最后定稿。
　　承担本书各章编写任务的同志有：王汉生、王康乐、风笑天、阎肖峰、许欣欣、时宪民、林彬、
高小远、张杰、钱江洪、卢淑华、丁元竹、马戎、夏学銮。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还得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游慧培、王思斌等同志，社会学所潘乃谷同志的热心
帮助。
本系87级、88级冯占联等同学承担了一些抄稿和查找资料的工作。
北京大学出版社胡双宝同志和王禹功同志对本书作了细致的审阅，并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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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对凡为本书编辑出版作出贡献的同志一并表示感谢!　　限于编者水平，本书难免有某些不足之处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今后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袁方　　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199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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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研究方法教程》为高等学校统编教材，社会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同时可作为文科有关专业
和从事社会学教学科研人员、实际社会调查研究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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