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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方法》

前言

　　不知不觉中又是一个4年过去了。在这4年中，这本教材不仅6次重印，并且还十分荣幸地被评为“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这些既反映出读者和专家对教材的认可，同时也意味着
作者肩上所负责任更加沉重。　　这次修订吸收了许多读者和专家的建议，在保持基本框架不变的同
时，每一章都或多或少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其中主要的改动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在第五章 “测
量与操作化”中，删减了“社会距离量表”等不太实用的内容；对相对更重要的“概念的操作化”一
节则增加了新的、更为详尽的例子，以便于更清楚地向读者说明概念操作化的方法。同时，还加强了
对操作化与问卷设计之间的关系的说明，为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学习问卷设计打下了基础。　　在第六
章 “抽样”中，以拓展阅读的方式，增加了对科什（Kish）户内抽样方法的原理的详细说明，这样就
便于读者在学习和使用这种方法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这一方法的实质意义的理解。　　在第七章 “
调查研究”中，一方面删掉了不太实用的调查研究发展简介的内容；另一方面则是紧跟科学技术发展
和社会研究方法发展的现状，增加了对“网络调查方法”的介绍和讨论的内容，并附录了这方面的调
查实例；同时，还增加了有关调查回收率的内容（这主要得益于近期笔者在学术刊物上进行的讨论）
。这些都可以进一步开阔学生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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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笑天编著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结合国内外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和高等学校社会学研究方法教学
的实际，对社会学经验研究方法的基本慨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式进行了通俗简明的介绍。在内容安
排上，既兼顾到实际研究的逻辑程序，又兼顾到定量及定性研究方式和各种不同的资料收集方法及技
术。作者还结合自己十几年学习实践及教学的经验，介绍了一些特定的方法和技巧。
    《社会学研究方法》体系科学规范，内容取舍得当，语言简明，适合高等学校的教学需要，也适合
实际研究部门的人员自学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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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风笑天，1954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博士研究生
导师。美国社会学协会会员，北美华人社会学协会会员。曾任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
届、第二届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研究方法、家庭社会学、人口社会
学、青年社会学、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等。承担的课题主要有：“中国独生子女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结果
”（美国福特基金重点课题）、“电视媒介的社会控制功能”（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第一代
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研究”（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性研究” （国务院三峡移民局重点项目）等。在《中国社会科学》
、《社会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90余篇。主要代表作有：《独生子女：他们的家庭、教育和未来
》、《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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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社会研究基础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社会研究的概念与特征
一、社会研究及其意义
二、社会研究的特征
三、社会研究中的困难
第二节 社会研究的方法体系
一、方法论
二、研究方式
三、具体方法和技术
四、社会研究方法体系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 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
一、方法论背景
二、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比较
第四节 研究的过程
一、研究的主要阶段
二、研究过程示例
第二章 理论与研究
第一节 理论及其层次
一、理论的概念
二、理论的层次
三、判断理论优劣的标准
第二节 理论的构成要素
一、概念
二、变量
三、命题与假设
第三节 理论与研究的关系
一、“科学环”：研究的逻辑
二、两种推理方式
三、理论对经验研究的作用
四、经验研究的理论功能
第四节 理论建构与理论检验
一、理论建构的过程
二、理论检验的过程
第三章 选题与文献回顾
第一节 研究问题及其来源
一、研究问题的概念
二、研究问题的来源
三、一个实例
第二节 选题的标准
一、重要性
二、创造性
三、可行性
四、合适性
第三节 研究问题的明确化
一、研究问题明确化的含义
二、研究问题明确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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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献回顾
一、文献回顾及其意义
二、文献回顾的方法
第四章 研究设计
第一节 研究目的
一、探索性研究
二、描述性研究
三、解释性研究
第二节 研究性质
一、理论性研究
二、应用性研究
第三节 研究方式
一、四种基本的研究方式
二、研究方式的选择
第四节 分析单位
一、分析单位的概念
二、分析单位的主要类型
三、与分析单位有关的两种错误
第五节 时间维度
一、横向研究
二、纵向研究
第六节 具体方案
第五章 测量与操作化
第一节 测量的概念与层次
一、什么是测量
二、测量的四个要素
三、社会现象的测量
四、测量层次
第二节 概念的操作化
一、概念、变量与指标
二、操作化的含义与作用
三、操作化的方法
四、指标选择的多样性
五、操作化的几个例子
第三节 指数与量表
一、指数和量表的概念
二、李克特量表
三、语义差异量表
第四节 测量的信度与效度
一、信度
二、效度
三、信度与效度的关系
第六章 抽样
第一节 抽样的意义与作用
一、抽样的概念
二、抽样的作用
三、抽样的类型
第二节 概率抽样的原理与程序
一、概率抽样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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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抽样分布
三、抽样的一般程序
四、抽样设计的原则
第三节 概率抽样方法
一、简单随机抽样
二、系统抽样
三、分层抽样
四、整群抽样
五、多段抽样
第四节 户内抽样与PPS抽样
一、户内抽样的方法
二、PPS抽样
第五节 非概率抽样方法
一、偶遇抽样
二、判断抽样
三、定额抽样
四、雪球抽样
第六节 样本规模与抽样误差
一、样本规模
二、影响样本规模确定的因素
三、样本规模与抽样误差
第二篇 社会研究的基本方式
第七章 调查研究
第八章 实验研究
第九章 文献研究
第十章 实地研究
第三篇 资料分析与表达
第十一章 定量资料分析
第十二章 定性资料分析
第十三章 撰写研究报告
附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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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分层抽样　　分层抽样的概念　　分层抽样（stratifjed saIllpling）又称类型抽样，它是先将总
体中的所有单位按某种特征或标志（如性别、年龄、职业或地域等）划分成若干类型或层次；然后再
在各个类型或层次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或系统抽样的办法抽取一个子样本；最后，将这些子样本合起
来构成总体的样本。例如，在一个企业抽取职工样本时，我们可以先把职工总体分为工人、干部和技
术人员三大类；然后，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或系统抽样的方法，分别从这三类职工中抽取三个子样本；
最后，将这三个子样本合起来构成全体职工的样本。分层抽样的优点分层抽样方法的一个优点，就是
在不增加样本规模的前提下降低抽样误差，提高抽样的精度。前面我们曾经指出，总体的同质性程度
越高，样本就越容易反映和代表总体的特征和面貌；而总体的异质性程度越高，样本对总体的反映和
代表就越困难，对抽样的要求也越高。采用分层抽样的最基本目的，正在于把异质性较强的总体分成
一个个同质性较强的子总体，以便提高抽样的效率，达到更好的抽样效果。用统计的语言来说，通过
分层，使得各层内元素之间的变异程度变小，各个层内的方差变小（比总体的方差要小），因而在样
本规模相同时，分层抽样的抽样误差往往比简单随机抽样的抽样误差要小。　　分层抽样方法的另一
个优点，就是非常便于了解总体内不同层次的情况，以及对总体中不同的层次进行单独研究，或者进
行比较。比如，在《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研究者为了能分析比较城乡差别，提高抽样精度，
并能保证城市分析具有足够的样本容量，他们采取了各个省在省内进一步按城乡分域（实际上是作为
研究域的层），分别进行抽样的做法，并使城乡两域的样本规模相等。这表明，该调查采用的是不按
比例的分层抽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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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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