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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社会瞬息万变，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
尤其是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不断出现在人们面前，经济发展、人口、
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社会关系、心理危机⋯⋯。要解决这些问
题，首先必须对人类社会本身进行深入了解，从多个方面开展社会科学研究，把握社会发展规律，预
测社会发展趋势。　　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而社会研究是人类认识社会、改造
社会的重要方法。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开展社会研究，是每个有志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必须
要掌握的内容。社会研究方法正是这样一门学科，它是人们认识社会的依据和手段的知识体系，是一
门为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工作研究提供途径、程序和手段的方法性学科。本书作为社会研究办法的
入门教程，针对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需要，系统地介绍了社会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程序、各种方
法及实际操作技巧，从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角度，运用大量实例，通俗简明地阐述了社会研
究的全过程及各种方法和技术。　　本书作为应用型本科教材，适合作为社会科学各专业本科生教材
，也可作为其他层次教学、培训的教学参考书，同时也可供实际调研部门人员、对社会调查感兴趣的
其他读者自学及实践参考之用。　　与市场上现有各类社会研究方法教材相比，本书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强调教材的实用性。本书的内容结构按社会研究基本程序安排，力求条理清楚、结构严谨，
以便于读者从总体上把握教材内容。在内容组织上，考虑到学生的易接受性，力求做到理论阐述深入
浅出，突出重点，语言浅显易懂。　　二是强调应用性和操作性，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文中介绍
的大量研究实例尽可能贴近我国国情、贴近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通过导入案例和课后复习案例加强
学生对有关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并以专栏形式进行知识的扩充。　　三是贴近实际教学需要。为方便
教学的开展，本书每一章均在开头列出学习目标、知识点、技能点，各章内容后有本章小结，更提供
了大量、多种形式的复习题和参考答案供课后复习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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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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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2 社会研究的特点　　1.1.2.1 社会研究的特点　　社会研究是对人类社会的认知和理解；开展
社会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因果关系，探索社会现象的
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寻求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的途径。作为一种特定的科学研究类型，
社会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1）科学性　　社会研究的科学性指研究者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用
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社会研究的科学性是理论的科学性和研究方法、技术的科学性的统一。
一方面，研究者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有关理论指导下进行调查研究，并通过调查研究来检验理论的真伪
，达到理论创新的目的。另一方面，研究者运用正确的方法和技术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并在此基础
上得出对事物的规律性认识。从研究过程看，在社会研究中，研究者或者是从一定的理论出发，演绎
出系统的理论假设，经过资料的收集、分析和综合，通过归纳概括出研究结论，证实或证伪原先的理
论假设；或者是在大量观察的基础上，掌握大量的事实，运用归纳方法、经过抽象思维，提出对社会
现象具有解释和预测功能的一般理论。需要说明的是，目前社会科学理论还未达到成熟阶段，运用对
社会的研究很多是采用归纳方法。即使是采用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方法，大多也停留在经验演绎的阶
段，还没有像自然科学那样达到高度抽象的理论演绎阶段。　　2）实证性　　所谓“实证性”是与
“规范性”相对应的。实证性研究回答“是什么”的问题，研究者通过收集信息，来客观描述某种现
象或行为的真实情况，而不是去评论这种现象或行为是否合理或是否道德，例如“2005年全国离婚率
为2.73‰”就属于客观描述。而规范性研究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也即包含了价值判断的研究
，诸如“现在社会的离婚率太高了”这种表达方式就是加入了价值判断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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