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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多元统计教学及研究的结晶。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将统计原理分析与实际研究案例及SAS软件操作有机结合，从而弥补了以往只注重
统计原理阐述，缺少研究案例和软件操作的原理型教材或单纯介绍统计软件等应用手册的不足。
本书内容既包括多元线性回归、因子分析等传统多元分析方法，又涉及结构方程模型、广义可加模型
等前沿方法。
本书献给那些缺乏专门的高等数学知识而又需要应用较为复杂的统计分析方法的读者，如教育学、心
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生和研究工作者。
当然，高年级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学生通过自学本书，并借助于SAS软件或其他统计软件，也可以很
好地在自己的研究中应用这些方法。
　　作者在介绍本人的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引用了部分参考文献中的研究案例，在此向有关作者深表
感谢。
　　本书作为江苏省重点学科（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苏州大学教育学院领导和老师们的
大力支持，安徽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谈菁老师为本书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我的妻子武小椿为我长期的
工作和写作创造了一个优良的环境，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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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元分析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的主要特点是将统计原理分析与实际研究案例及SAS
软件操作有机结合，从而弥补了以往只注重统计原理阐述，缺少研究案例和软件操作的原理型教材或
单纯介绍统计软件等应用手册的不足。
《多元分析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内容既包括多元线性回归、因子分析等传统多元分析方法
，又涉及结构方程模型、广义可加模型等前沿方法。
《多元分析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献给那些缺乏专门的高等数学知识而又需要应用较为复杂
的统计分析方法的读者，如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生和研究工作者
。
当然，高年级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学生通过自学《多元分析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并借助
于SAS软件或其他统计软件，也可以很好地在自己的研究中应用这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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