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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研究中有关研究设计的几个问题 

李 炜 
 

  

 

   研究设计是一切科研活动的起点，其重要性就好比建筑施工所用的

设计蓝图。要做好一项研究设计，研究者通常要周详地考虑以下几个相

互关联的关键问题：研究的目的和性质；采用的研究方式；收集资料的

方法；资料分析/呈现的技术；研究周期与经费的约束。这里主要就前

三个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研究的目的与性质 

 

一般而言，我们将研究的目的或性质划分为描述性、解释性、预测

性、评估性等，不同的研究目的需要在研究设计中有不同的侧重点。例

如，描述性研究是对社会现象或社会群体的状况、特征、规模、程度加

以描述，其研究设计的关键点是研究对象的代表性、描述维度的全面性

和描述指标的标准化。解释性研究是对各种社会现象或事物的特性、内

在联系、成因和规律做出明晰的理论说明或阐释，其研究设计的关键点

是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假设理论和解释模型。预测性研究是在现实资料

的基础上依据理论和方法对未来趋势进行研究和推断，其研究设计的关

键点是预测的理论与数学模型、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拟合和预测的反馈与

调整。评估性研究是指对社会问题的措施结果或实践结果进行评定，其

研究设计的关键点是绩效评估指标、实施前后的绩效比照和绩效改进的

方向。因此，研究者应该首先明确自己的研究属于哪个类型，或兼有哪

几类研究的特征，然后去着力处理相应的关键问题。 

     二、研究方式 

 

 不同的研究目的也需要不同的研究方式来实现。所谓研究方式，

指的是研究者采用的、与研究目的关联的研究条件控制、资料获取、信

息解读/分析等规范性的程序。社会科学研究中应用较多的研究方式有

实验研究、调查研究、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 

     1．实验研究。实验研究是一种典型的探求现象间因果关系的研究

方式。研究者通过操纵自变量（原因变量）使之变化，观察因变量（结

果变量）是否受前者影响发生变化这样的人为干预—控制的手法，来确

定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实验研究通常需要把研究对

象分为实验组（接受自变量干预的一组）和控制组（没有受到自变量干

预的一组），以它们在因变量水平的差异作为衡量因果关系强度的标



 

准。在一些社会政策或措施的推行过程中，经常采用的“试点”的办

法。比如，北京市政府近期执行了4天的机动车限行措施，通过比较限

行期与正常期的交通拥堵、空气质量等方面的差异，来证明限行措施的

有效性。虽然严格的实验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并不经常采用，但利用

干预—控制的方法寻求因果关系的实验思想，对定量研究有较深的影

响。 

     2．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一种利用样本资料来推估总体信息的量

化研究方法，抽样、问卷设计、访问实施和统计分析构成了这一研究方

式的主要技术特征。调查研究的突出特点是有较高的代表性，量化和标

准化的程度高，易于发现社会现象间的关联，因而无论描述性研究、解

释性研究还是预测性研究，都须借助调查手段，它也成为目前科研活动

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搞好调查研究，关键在于控制好两类误差：抽

样误差和非抽样误差。前者指样本选择中产生的偏误，它会影响调查的

代表性；后者指调查流程中产生的偏误，往往会降低测量的准确性。另

外，调查研究也存在着耗资大、周期长、技术复杂等风险，因此更需要

精心的研究设计和准备。科学的抽样设计和严格的调查控制是调查研究

成功之关键所在。 

     3．实地研究。实地研究是一种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中，以

参与观察和访谈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

社会现象的研究方式，可以获得非常丰富、生动、具体、详细的资料，

因此特别适合于对个人、事件、机构、群体、社区进行全面深入的研

究。上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研究”就是采用实地研究方式

的一个典范。实地研究通常会采用参与观察法和访谈法来收集资料。 

     参与观察，是指研究者“加入”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社会生活过程

中，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有目的地去直接了解和体察正在发生、

发展和变化着的社会现象。研究者的参与程度，决定了其被研究对象、

群体接受程度和获取资料的真切程度，因此作为一个外来者，如何能融

入到研究对象的世界中，成为做好实地研究的一个关键因素。一定时期

的共同生活、共事、频繁沟通是研究者经常采用的参与方式。 

     访谈法是指研究者以口头交流的形式和被访者沟通以获取信息的

方式。由于访谈通常有时间限制，因此在短时间内要想获得需要的信息

就要有充足的准备和沟通的技巧。比如，对个人访谈而言，事先明确访

谈的主要内容，设计由浅入深的谈话线索，预先了解被访者的各方面情

况，在访谈中对被访者的谈话做出积极的回应，采用追问、探查等方式

深化及控制访问过程等，会大大提高访谈的效果。 

     集体访谈方式在科研中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比如，焦点组座

谈就是将若干访谈对象集中在一起，由主持人引导，就一个焦点性主题

进行访谈。这一方法突出的特点是通过主持人（访谈者）和被访者之

间、被访者相互之间多层次的互动和交流，可以获得比个体访谈更为全

面、广泛、深入的信息。有些社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便采取了“双焦点

组座谈”的方法：由普通公众组成的焦点组谈论他们对某项政策的理解

和评价，政策设计者们旁观；而后由政策设计者们组成焦点组谈论他们

设计某项政策的意图，普通公众旁观。通过这样的双向座谈，研究者可

 



以发现政策意图传递到公众生活中的偏差所在，从而提供更好的政策服

务。 

     4．文献研究。文献研究是一种通过收集和分析现存的，以文字、

数字、符号、画面等信息形式出现的文献资料，来探讨和分析各种社会

行为、社会关系及其他社会现象的研究方式。利用文献资料进行研究有

不少便利：它不会干预和影响研究对象；利用他人产出的文献资料，我

们可以研究那些无法接触的研究对象；利用历史性的文献往往便于进行

纵贯分析。值得一提的是，文献研究不需要高额的研究经费。 

     内容分析是文献研究中较常采用的一种分析技术，它通过将文献

内容进行分类、编码，转化为可量化处理的资料，然后加以统计分析。

内容分析被广泛地应用于大众传播研究中。 

   三、资料收集方法 
 以何种方式接触研究对象，以何种研究途径采集信息，不但影响

着调查资料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经费预算的额度，因此这也

是研究设计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不同的资料收集方式，有着各自不同

的适用范围。比如，在调查研究中，常用面对面访问、电话访问、邮寄

访问三类收集资料的方式。由于有访问员现场的控制，面对面访问容易

取得被访者的配合，资料质量也较高，因此适合于内容复杂、篇幅大的

问卷调查，但同时调查费用也较为高昂。电话访问简便、高效，可以在

较短的周期内完成大量的访问，比较适合于公众事件的快速调查。但只

能限于耗时不多、篇幅较短、内容简单的访问。邮寄访问由于没有访问

员在场，可以打消被访人的顾虑，更易于回答隐私性问题，也最为节省

费用。但却难以保证较高的回收率。只有结合研究目的、研究方式，来

选择较为适宜的资料收集方法，才能保证研究的质量。 

     电子介质和远程通讯技术在社会研究中的应用，大大拓展了资料

收集的手段。目前借助电脑手持终端进行面对面访问的CAPI

（ComputeAssistantPersonalInterview）方法，使用电脑和随机数字

拨号技术的CATI（ComputeAssistantTelephoneInter鄄view）方法，利

用互联网邮寄电子邮件问卷和发布网页问卷调查的方法，都逐渐的普及

起来。这些方法，使得社会调查更加简便、快捷、准确，应该引起社会

科学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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