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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判一项社会调查方案的科学性 

 

张晋乔 

 

 

【摘要】 遵守一定的研究程序是社会学研究是否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按照这一程序

以及每一环节所要求的规则行事，就能够使调查研究有条不紊，取得较好的效果。因此，

评判一项社会调查方案的科学性，主要是看它是否符合与遵守社会学的研究程序。一般来

说，任何一项社会调查方案的形成都要经历选择课题、拟订计划、实施调查和分析总结四

个阶段，评判也应该围绕这四个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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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科学性的评判 

 

在选题阶段，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提出研究课题，确定研究题目。课题和题目一经确定，就构划出

了研究的领域和方向，而选题是否恰当则决定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意义。题目选得合适、选得好，可以

花费较小的力量取得较大的成功，为社会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建设做出较大的贡献，否则会半途而废或

劳而无功。选题常常受众多因素的影响，一般说来选题要考虑到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必要性是指社会迫切需要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这一研究有益于社会的发展。在当前情况下，研究

者应选择那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进行研究。如果可供选择的题目较多，则要按照

社会需要的急迫程度、研究条件、个人兴趣选定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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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即进行该研究的可能性，是指客观条件（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社会环境等）是否容许对

该课题进行研究。如果客观条件不允许，即没有获得资料的可能性，再好的研究课题也是枉然。因此，

较大的研究课题一般要进行可行性研究。 

除此之外，评判选题的科学性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题目切忌太泛太大。人们都希望通过调查研究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如果条件许可，这当然是可取

的。但是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过于庞大、过于宽泛的研究课题往往造成研究的浮浅，从而达不

到预想的结果。其实，研究的成功与否不在于题目的大小，只要选题准确，较小的题目也会取得较大的

成功。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青年研究者的注意。 

选题时应充分占有资料，做足案头工作，了解该题目的研究状况，寻找好“突破口”进行预测，是

否已站在了该课题的前沿或最前沿。否则，辛苦所做的课题尚达不到前人的水平，岂不是巨大的浪费？ 

 

 

计划阶段科学性的评判 

 

周密的计划、充分的准备是调查研究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保证。一项科学与合理的社会调查方案，

在计划阶段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是否提出了合理的研究假设。研究假设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局部的、感性认识之上的某种

判断。由于这种假设不是对研究对象的整体的、本质的认识，所以只是一种理论假说，它有待于通过调

查研究来证明。假设有描述性假设、解释性假设、预测性假设三种形式。如果一个假设能够明确地说明

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则它就更有价值，因为这是对社会现象的更深刻认识。研究假设可以用语言、函

数关系式和其他形式来表达。在提出某种研究假设时应遵循下述原则：（1）假设不能与已有的资料相矛

盾；（2）假设力求简短、明显、准确；（3）假设不应包括未被解释的概念；（4）假设没有逻辑上的矛

盾。研究假设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对研究对象初步认识的概括。假设一经提出，以后的工作就变成为检

验这一假设而努力了。 

2、理论解释是否准确。理论解释是指对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理论上的说明和解释。假设是由两个

或几个概念构成的命题。概念是对某种现象的抽象和概括，它属于抽象层。理论解释就是要明确概念，

讲清楚其内涵和外延，把假设中的抽象概念变为经验层的具体概念。 

3、拟定调查提纲。拟定调查提纲是一个把调查内容条理化、具体化的过程。其功能是指出为了说

明概念、进而检验假设要收集那些方面的资料。调查提纲有粗有细，较细的调查提纲可为制定调查表打

下较好的基础。 

4、设计调查表（问卷）是否科学。调查表是用来收集资料的表格。如果表中问题采用问答式，

则称为问卷。它是调查提纲所提问题的进一步条理花、具体化。它最后具体确定了该调查研究收集哪些

具体资料。调查表和问卷是大规模调查必用的收集资料的工具。从调查提纲到设计成调查表和问卷，中

间有一个设计指标的过程。只有设计出科学的调查表和问卷，才能得到真实的资料。 

5、是否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研究组织计划。较大规模的社会学调查研究必须细致、认真地作好实



地调查前的组织工作，这些组织工作包括：（1）筹措经费，以备调查研究所必须的各种支出。（2）选

训调查员。为了使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在短时间内完成，往往需要选用一批调查员。为了尽可能减少由

于聘用调查员所带来的误差，必须严格选择和培训合格的调查员。入选标准一般考虑性格、工作作风、

文化水平、责任心等因素。培训调查员主要包括向调查员讲解调查目的、讲解调查表或问卷内容、讲解

调查纪律、进行模拟访问调查等内容。（3）在调查所及的地区和单位宣传该项调查研究的意义，求得有

关领导机关和被调查对象的支持，以确保调查研究的顺利进行。（4）合理配备人员、安排好调查研究的

进程。 

 

 

实施阶段科学性的评判 

 

一项社会调查的实施阶段包括收集资料、整理资料两项内容。它是研究者直接或间接同被研究对象

接触，向被研究对象索取资料的过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整个研究最关键的阶段。对此阶

段科学性的评判，主要看调查方案中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是否有具体可行的保障措施。 

1、资料的收集。收集资料是调查研究者按照调查提纲、调查表或问卷向被调查者全面收集相关资

料的过程。对这一过程设计科学性的评判主要看设计能否保证收集资料的真实性。 

2、资料的整理。通过实地调查收集到的资料是原始资料，必须经过整理才能用来分析研究。原始

资料可分为文字资料和数字资料，两种资料的整理应完成下列一些工作。 

（1）文字资料的整理。文字资料包括座谈会的记录、开放式问卷的答案。整理文字资料时要做以下

工作：第一，审查补充，即看资料是否完整、明确，并辨别资料的可靠程度。第二，摘要，即把其精华

之处提取出来。第三，归纳分类，即按调查提纲、或依专题等将资料归类。第四，编整加注，即对各类

材料统一编排修整，做出初步总结。总之，文字资料的整理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其

基本要求是真实、具体、简明、扼要。 

（2）数字资料的整理。现代化调查研究得到的将是大量数字资料。在整理数字资料时要做好校订和

编码工作。校订工作包括检查研究对象、所得资料是否有遗漏之处；检查资料有无错填之处；检查度量

衡单位是否划一；检查答案之间是否有明显的逻辑错误；判断资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编码工作首先对

所有调查表（问卷）编码，再对经过分类排列的问题逐一编码，最后对每一问题的全部选择性答案排列

编号。编码也可在设计调查或问卷时进行。需要较多编码的要搞编码手册。 

 

 

总结阶段科学性的评判 

 

调查研究的总结阶段主要有资料分析、检验假设、撰写研究报告三项工作。对这一阶段的评判，一

般就不应属于调查设计方案是否科学的范畴了。前三个阶段的规范已经为撰写报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至于面对资料能否写出好的报告，那就要看研究者的功力了，那已经不仅是方法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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