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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社会学研究自1979年中央决定予以恢复以来，已经过去20年了。
当时中央决定恢复和重建中国的社会学学科，我想不仅仅是对于历史上“左”的东西“拨乱反正”，
也是考虑到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事业对于这个学科的实际需要。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各个方面的现状与发展有一个系
统和科学的认识。
社会学是一门注重调查研究，强调从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以实事求是为宗旨的学科，在我国实施改革
开放政策、社会迅速变化发展的改革时代，社会学是大有用武之地的，社会学在中国应当有一个大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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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研究方法》是美国大学的通用社会学教材，同时它被译成多国文字，是一本具有世界声誉的经
典之作二1975年本书初版已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现已出至第11版。
    本书讨论范围广泛，论述严密，从社会理论基本范式到学科报告撰写，从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到各
种复杂技术方法，深入浅出，循序渐进，既适合专门研究人员，也是其他相关学科研究人员的必备参
考书。
    本书包含大量图表和鲜活案例，同时吸纳社会研究的最新理论和方法，并附有详细的参考书目和丰
富的网络链接，为师生教学和学者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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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艾尔·巴比，美国著名社会学家。
从1968年起开始从事社会学教学工作，先后执教于哈佛大学、夏威夷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查
普曼大学等。
作者有《调查研究方法》等多部著作行世，特别是《社会研究方法》五书，经过不断修订扩充，已成
为美国高校社会学通用教材。

    邱泽奇，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教授、主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
中心教授、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先后学习过植物保护、农业古籍整理和农业史、社会学；
当过农场技术员，1986年进入社会学领域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至今，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访问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邱泽奇著述丰富，涉及农业古籍、农业史、农村社会组织、反贫困、企业组织、网络组织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企业组织、技术应用、社会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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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篇 研究概论  第1章 人类研究与科学  导言  寻求真实    一般的人类研究    传统    权威    研究中的错误
及解决方法    什么是“真正”的真实？
  社会科学的基础    理论而非哲学或信仰    社会规律    总体而非个体    变量语言  社会研究中的一些辩证
关系    个案式和通则式解释模式    归纳与演绎理论    定性与定量资料    抽象研究和应用研究  社会研究
的伦理    自愿参与    对研究对象无害  第2章 范工、理论与社会研究　　导言　　几种社会科学范式　
　社会理论的要素　　两种逻辑体系　　演绎式理论建构　　　归纳式理论建构　　　理论与研究的
关联性  第3章 社会研究的伦理与政治　　导言　　社会研究中的伦理议题　　伦理问题的两种争议　
　社会研究的政治蕴含第2篇 研究的建构  第4章 研究设计　　导言　　研究的三个目的　　　通则式
解释的逻辑　　　必要原因和充分原因　　分析单位　　　时间维度　　如何设计研究计划　　研究
计划书  第5章 概念化、操作化与测量  第6章 指标、量表和分类法  第7章 抽样逻辑第3篇 观察的方法  
第8章 实验法  第9章 调查研究  第10章 定性的实地研究  第11章 非介入性研究  第12章 评估研究第4篇 资
料分析  第13章 定性资料分析  第14章 定量资料分析  第15章 详析模式  第16章 社会统计  第17章 阅读和
撰写社会研究附录参考文献术语表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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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人类研究与科学　　导言　　这是一本关于人类如何了解事物的书——主要是关于如何
了解事物，而不是知道什么事物。
让我们从一些已知的事物开始。
　　你们知道地球是圆的。
你们或许也知道月球阴暗的一面相当寒冷。
在中国，人们讲中文。
你们还可能知道维生素C可以预防感冒，没有安全措施的性行为可能导致艾滋病。
　　你们是如何知道的？
除非你最近去过月球阴暗的一面或做过维生素C功效的相关研究，否则你是不可能知道这些的。
如果稍微思考一下，就会想到是某些人告诉你们的，而且你们信以为真。
你们也许在《国家地理杂志》中看到，在中国，人们说中文，而这看起来合情合理，所以也不会质疑
。
或许物理学或天文学老师告诉你们，甚至从“国家公共广播” （NPR）得知，月球的阴影部分相当寒
冷。
　　有些知道的事情，显得非常理所当然。
如果我问你们如何知道地球是圆的，你们也许说：“每个人都知道啊！
”有很多事情是每个人都知道的。
不过，过去大家都“知道”地球是平的。
　　很多人们所知道的事情其实是约定俗成的或是信仰，很少是个人的经验和发现。
在某个社会中成长，事实上就是接受周围人所“知道”的事物的过程。
如果你们无法知道同样的事物，就没有办法成为其中的一员。
如果你们认真怀疑地球是不是圆的，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和其他人格格不入。
你们可能被送进医院，和质疑同样事情的人住在一起。
　　尽管重要的是，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事物取决于我们是否相信他人所说；但我要强调的是，这样
并没有错。
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建构的，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品质。
知识的基础就是约定俗成。
因为你们不可能只通过个人的经验或发现而知道所有的事物，所以你们必须相信别人告诉你们的。
因此你们对事物的了解一部分是通过传统，一部分则是通过所谓的“专家”。
当然，我并不是说你们不应该质疑这些被一般承认的知识。
我只是提醒你们注意你们和社会就这一方面融洽相处的方式。
　　不过，我们还有获得知识的其他方法。
与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来了解事物相反，人们也能直接从经验了解事物——也就是通过观察来了解事
物。
如果你们跳迸流经加拿大落基山脉的冰水中，根本就无需他人告诉你们河水是冷的。
你第一次踩到荆棘上时，在他人告诉你之前，你就知道会很疼。
　　当个人的经验和大家约定俗成的知识发生冲突时，个人的经验大有可能在众议之下认输。
　举一个例子，你们到我家参加宴会，这是上流社会的活动，而且准备了美酒佳肴。
你们拿了一块我送上来的开胃菜，一种油炸面粉裹的东西。
你们吃了几块，嗯，真好吃，然后又拿了一些。
接着，每当我拿着这道菜出现时，我走到哪里，你们就跟到哪里。
　　终于，你们吃够了。
你们开口问道：“这是什么？
能告诉我是怎么做的吗？
”而我则透露了一个小秘密：“你们刚刚吃的是油炸面粉裹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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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反应强烈，开始反胃，把客厅的地毯吐得一塌糊涂。
噢！
多么糟糕的待客之道呀！
　　这个故事的要点是，你们对这道菜的前后两种感觉都是真实的。
基于你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你们喜欢这道菜，当然这是真实的。
只是，你们在知道吃的是虫子以后，就觉得恶心。
因为你们和周围的人都认为：虫子不适合当食物。
小时候，当父母发现你坐在土堆上，嘴里叼着半截虫时，父母忙着扒开你的嘴，寻找另外半截虫。
从那时起，你就知道吃虫是这个社会所不能接受的行为。
　　但是在约定俗成之外，吃虫子到底有什么不对？
很可能虫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低热量，大小一口刚好，而且容易包装，是商人最理想的商品。
对一些和我们有不同想法的社会，虫子或许是很高尚的食物。
对他们而言，虫子本身才是美味，裹在外面的油炸面粉反而让他们觉得倒胃口呢。
　　也许你们会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虫‘真的’好吃还是‘真的’难吃？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问题：“你们如何知道什么才是‘真的’？
”本书要解答的就是第二个疑难问题。
　　寻求真实　　真实是很诡谲的。
也许你们已经怀疑你们所知道的不是“真实”，问题是如何真正知道何者为真？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人类几千年。
　　科学就是在寻求解答过程中所发展出的一种答案。
科学既可以切入约定俗成的真实，也可以进入经验的真实。
对于非亲身经验的事情；科学家有很多标准来做评断，才会把这些事物视为真实。
大体而言，一个论点必须有逻辑（109ical）和实证（empirical）两方面的支持：必须言之成理，必须符
合人们对世界的观察。
为何在地球上的科学家接受月球的阴暗面是寒冷的说法？
首先，这听起来有道理，因为月球，的表面温度来自太阳光的辐射。
其次，在月球阴暗面所做的科学测量支持这个论点。
所以，科学家接受他们未曾亲身经历的真实——他们接受了约定俗成的真实，不过，他们是在特定的
标准下才接受的。
　　对本书而言，更重要的是科学家有一套如何透过亲身经验来发现真实的方法，即提供了具体研究
的方法。
认识论（epistemology）是知识的科学；方法论（methodology，认识论的一支）或许可以称为寻找解答
的科学。
本书就是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探讨，或者说探讨社会科学家是如何解答人类社会生活的。
　　为什么我们需要社会科学来探索社会生活事实？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日常生活中一般的、非科学化的研究。
　　一般的人类研究　　几乎所有人，甚至其他一些动物，都想要预知他们未来的环境。
而且我们愿意用因果和概率（causal and probabilistic）的推理来进行预测。
首先，我们通常认为未来的环境多少是由目前的状况所造成或限定的。
我们知道受教育程度会影响未来的收入高低；在礁岩区游泳可能会不幸遇上鲨鱼。
另一方面，鲨鱼也可能学会在礁岩区徘徊，并幸运地碰上不幸的泳客（不管鲨鱼是有意还是无意）。
其次，人类和其他动物都知道，因果关系本来就牵涉到概率问题：当某些“因”存在时，与这些“因
”不存在时比较，更有可能产生某些“果”；不过，这不是绝对的。
例如，学生知道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用功会取得高分，但并不是每次用功都会考好。
我们知道在礁岩区游泳有危险，同时也知道不是每次在礁岩区游泳都那么不幸。
在本书中，我们会经常提到因果和概率这两个概念。
你们会发现，科学使它们更为精巧，科学也提供了处理的技巧，这和人类依据本能的研究是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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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我要做的就是使你们已经掌握的技巧更加有用，帮助你们在研究中变得更自觉、更确实也更精细。
　　在检视一般的人类研究时，要区分预测和了解。
通常，在不了解的状况下也能做预测——或许你们膝盖酸痛时你们就能预测要下雨了。
即使我们不知其所以然，我们也会根据预测能力来行动，如有赌客发现，第三跑道的马在每天的第三
轮比赛中总是获胜，即使不知道理由，它也会始终下那匹马的注。
当然，不了解就预测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别的马胜出，那么赌客就该赔钱了。
　　不管人类或其他动物的原始动机是什么，只有预测未来环境的能力才让他们满足。
只是，对人类而言，对未来的预测常常被放在知识与了解的范围内。
如果你们了解为什么事物之间产生关联、为什么会产生固定的模式，比起你们只是简单地记住那些模
式来，要预测得更加准确。
因此，人类研究的目的在于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我们通过观察和推理来达到这两个目标。
　　如前所述，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和了解，只有部分是直接通过个人研究或个人经验，大部分
则是来自他人告知的约定俗成的知识。
这些约定俗成的真实，既可能帮助也可能阻碍我们自己亲手去发掘真实。
二手知识的两个重要来源（传统和权威）就值得进一步讨论。
　　传统　　我们每个人都继承了某种文化，而文化有一部分是由根深蒂固的知识所构成的。
我们可能从他人那里得知：在春天播种玉米将得到天助、获得丰收，吃太多糖会造成蛀牙，一个圆的
圆周率是22/7，手淫会使人失明。
尽管我们可以亲身去检验这些“真实”，但我们还是直接接受了其中的大部分。
因为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
　　在这方面，传统对人类的研究是有所助益的。
接受众人皆知的事物，可以替我们省下不少亲自去研究的时间。
知识是累积的，继承已有的信息和知识体系，正是发展更多知识的起点。
我们常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指知识的传承。
　　不过，传统也可能阻碍人类的研究。
如果想在人们已知的事物上寻求新的观点和不同的知识，你们很可能会被贴上傻子的标签。
更有甚者，你们可能根本不想对已知的事物去做不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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