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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9年，费孝通先生在为一套翻译丛书撰写的总序中说：“社会学恢复有20年了，我希望我国学者自
己在积累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能够陆续出版一批我们自己编写的、更加结合中国国情的
优秀教材。
逐步做到以我们自己的教材为主、翻译教材为辅，立足本土，放眼世界。
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学就会真正逐步成熟起来。
”本来是为翻译丛书作序，老先生却深情地提到并寄厚望于“我们自己编写的、更加结合中国国情的
优秀教材”，特别是把这件事与他晚年大力倡导的“文化自觉”、一直强调的“中国社会学者的责任
”联系起来，情也殷殷，责也切切！
如今，又有10年过去了，费先生仙逝也已4年了，重温他的教诲，感受到莫大的激励。
费先生在90高龄时，尚能有提出“文化自觉”这样的大创造，有“美美与共”这样的大胸怀，有“扩
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这样的大构想，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精神，鼓起勇气，做一些应该做而又能够做
到的事情。
费先生以及许多老一代、新一代的中国社会学家，寄厚望于“我们自己编写的、更加结合中国国情的
”教材，并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情感，也不是刻意坚持中外之别，可能首先是出于对社会学这门学科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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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特点是：陈博士就其多年的研究心得和经验，详细介绍如何应用科学方法在中国香港社会进行
实地调查，尤其是在抽样、问卷设计、访问及统计分析各方面所应注意的地方。
陈博士尝试把严谨的科学原则与复杂的社会实况相结合，写成一本很有应用价值的好书，相信对日后
中国香港的抽样调查工作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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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访问法是以问答方式，由访问员向被访者搜集资料。
除一般事实外，被访者对社会事项的一些态度，以至个人的思想感情等，都可透过访问得知。
故访问法的适用范围较广，亦多为调查研究人员所采用。
但因常须聘用众多访问员，故费用亦较大。
进行访问时的主要工具是问卷，通常是一份事前已印制好的标准化量度工具。
访问的形式亦有多种，包括由访问员发问和填写答案、由被访者自填、上门访问或用电话访问等。
问卷的设计和处理方法，将于第四章 再行讨论。
观察法是由研究人员进行观察和量度，把资料记录下来，供事后分析之用。
和访问法类似的是，较具规模的调查，都事前设计好标准化的记录表格，使记录下来的大量资料标准
化，便于处理和分析。
表格并无一定的格式，视研究题目而变化甚大。
不过观察法只能适用于观察事物的表象，以及人的外在行为，其他的资料便不能透过观察取得。
例如用观察法可取得某地区交通流量的资料，但成因便无从得知。
又例如透过观察可知人们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的行为模式，但没法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至于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的事，根本没法用访问或观察方法取得资料。
此外要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连续搜集一些资料时，上述的两种方法也不易实行。
这情况下便应考虑应用文件的记录了。
无论政府的档案、私人的记录或大众传播媒介，都蕴藏大量的各种材料。
当资料数量甚多，或要研究的时间相当长时，可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以时间段、刊物期号或记录的
单位为分析单位，抽取样本进行研究分析。
例如要研究数年间市民对某些社会事项的看法有何改变，即可抽取几份报章，有一定的时间间距，如
每星期抽一天，分析各该报章的读者来函，以了解市民的观点。
文件应用固然有其局限性，涵括范围也常有缺点，但一般费用较轻，时限有弹性，很多时不失为可行
的资料搜集方法。
上述三种资料搜集方法并不互相排斥，在调查研究时常可互相配合运用。
例如进行住户调查的访问时，可由访问员同时进行一些观察工作，如观察居住单位的各种设备、附近
的一般环境，等等。
此外更可从一些刊物，了解区内居民近年来对居住环境的意见，以资印证。
采用恰当的搜集方法，才能取得准确而有用的资料。
故此，在选择和配合方面，也应小心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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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应用抽样调查》：中国社会学系列教材,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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