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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研究的基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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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定义

◼ 统计调查：根据统计研究目的的需要，有组

织、有计划地搜集统计数据资料的过程。

◼ 统计调查方案设计：关于统计调查的一份切

实可行、周密细致的工作计划。



调查方案设计的基本内容

◼ （一）确定研究问题和调查目的

◼ （二）明确调查对象和调查单位

◼ （三）统计调查方法

◼ （四）统计数据搜集方法

◼ （五）统计调查误差及控制

◼ （六）其它问题



◼ 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遇到需要定性，特
别是定量地研究解决某些问题时，均可考虑应用
统计调查方法。

◼ 科学合理地确定统计研究问题和调查目的是有效
开展统计调查活动最为关键的一步。

◼ 调查目的不同，调查对象、范围、内容、方法就
不同。目的不明确就无法确定向谁调查、调查什
么、用什么方法取得数据。其结果就是调查混乱
和调查结果错误。

（一）确定研究问题和调查目的



举例说明：

研究背景：
• 近年来，某网络公司的用户增长速度持续放慢，离网客
户大量增加。
研究问题：
• 评估该公司在竞争市场的优势、劣势，分析具体原因，
寻找解决对策。
调查目的：
• 掌握目前竞争对手的各个品牌状况，包括市场占有率。
• 分析是什么因素导致用户转网？
• 用户转到了哪里？这些用户有什么特征？



◼ 调查对象：根据调查目的明确调查的内涵
和外延，即统计调查中的总体。

◼ 调查单位：构成调查总体的各个单位，如
住户、学生、企业或其它事物。

◼ 报告单位：具体负责报告调查数据的单位
，只能是人或者机构。

（二）明确调查对象和调查单位



举例说明：

研究背景：

• 某企业计划开发一款新的宠物食品。

研究问题及调查目的：

• 通过市场调查获取关于价格、包装、食量、周期、

口味、配料等方面信息，为开发产品提供对策。

调查对象及调查单位：

• 某地养宠物的人？宠物？

报告单位：

•养宠物的人。



统计调查方法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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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计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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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调查的基本过程



抽样调查的优点

（1）节约调查费用

（4）准确性高

（2）时效性强

（3）适应面广



几种常用的抽样调查方法

非概率抽样调查 概率抽样调查

•自愿样本
•方便抽样
•判断抽样
(包括重点调查和典型调查)

•配额抽样
•滚雪球抽样
•……

• 简单随机抽样
• 分层抽样
• 系统抽样
• 不等概率抽样
• 整群抽样
• 多阶段抽样
• ……



1.非概率抽样调查

◼ 非概率抽样：以方便为出发点或根据研究者主
观的判断来抽取样本。非概率抽样主要依赖研
究者个人的经验和判断。

◼ 优点：抽取样本方便、省时省力。

◼ 缺点：难以计算和控制抽样误差，无法用样本
定量化推断总体，也无法保证推断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

◼ 应用场合：用于定性的、探索性研究，调查目
的主要是发现问题，寻找解决途径；还可用于
概率抽样调查之前的预调查。



举例：非概率抽样调查

自愿样本：

• 在微信朋友圈转发调查问卷。

方便抽样：

• 地铁口、交通路口、饭堂等拦截调查。

判断抽样：

• 重点调查：组织某省产量最大的几个口罩企业开展调查；

• 典型调查：辅导员通知几名有代表性的同学召开座谈会。



2.概率抽样调查

◼ 概率抽样也称随机抽样，是一种以概率论和随机
原则为依据来抽取样本的调查方法，要求使总体
中的每个调查单位都有一个事先已知的、非零概
率被抽中。

◼ 优点：可以计算并加以控制抽样误差；可以运用
概率估计的方法对总体数量特征进行推断估计。

◼ 缺点：需构建抽样框，并保证随机抽取样本。

◼ 应用场合：推断和估计总体数量特征（总体均值、
总值、比例等），从而可以定量化地进行统计分
析研究。



举例：多阶抽样，结合其它抽样方法

以全国为总体的四阶抽样：

• 全国抽城市、城市抽街道、街道抽居委会、居委会抽住户。

以某省为总体的三阶抽样：

• 省抽县、县抽村、村抽住户或地块。

以某高校为总体的多阶抽样：

• 二阶抽样：全校抽班级、班级抽学生；

• 三阶抽样：全校抽专业、专业抽班级、班级抽学生；

• 三阶抽样：全校抽宿舍楼、宿舍楼抽宿舍、宿舍抽学生。



数据搜集方法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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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统计数据搜集方法

面
访
调
查
法



1.小组座谈会

◼ 也称集体访谈调研。

◼ 将一组被调查者集中在调查现场，让他们对调
查的主题发表意见以获得调查信息。

◼ 参加座谈会的人数不宜过多，一般为6～10人，
如学生座谈会、企业座谈会等。

◼ 侧重于定性研究，案例分析，

发现问题，难以定量推断。



2.深层访谈法

◼一次仅一名受访者参加、针对问题进行深入交
流访谈。

◼适合于心理学、医学等领域较详细、隐秘的问
题，如个人隐私、社会热点问题。

◼如是敏感性问题，通常需要与随机化回答方法
结合使用。



3.面访调查法

◼ 调查者与被调查者通过面对面地交谈，获得调查信
息，是最常用的数据搜集方法。

◼ 有标准式访问和非标准式访问

◼ 标准式访问通常按事先设计好的问卷进行

◼ 非标准式访问事先一般不制作问卷

◼ 例如：入户调查访问、

街头拦截访问等形式。

对不起，
打扰了！



4.网络访问法

◼ 当前最为流行的数据搜集方法。

◼ 应用场合：通过问卷星设计问卷，使用微信
等社交媒体发布、传播问卷；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问卷等。

◼ 优点：线上操作完成、省时省力。

◼ 缺点：难以保证样本的随机性，难以控制各
类误差。这是值得继续探讨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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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统计调查误差及控制



◼ 在抽样方案设计阶段，非抽样误差的来源:

（1）抽样框的编制与准备不够充分完善；

（2）问卷设计不够科学合理。

◼ 在数据收集阶段，非抽样误差的来源: 

（1）无回答误差；

（2）数据计量误差。

◼ 在数据处理阶段，非抽样误差存在于对调查资料的
整理、分组、计算、编码和计算机录入等过程中，
是一种工作上的差错。

1.非抽样误差



2.抽样误差

◼ 抽样误差：用随机样本推断总体特征时所造成

的样本推断值与总体真实值之间的差异。

◼ 抽样误差虽然不可避免、无法消除，但可以计

算、控制，并逐渐减少。

◼ 影响因素：样本量、抽样设计方法、抽样估计

方法等。



◼ 调查问卷设计

◼ 调查经费预算

◼ 组织实施计划：调查时间、地点、人员
安排、工作分配……

（六）其它问题



谢谢！欢迎多联系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