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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中国人在哲学、历史、伦理、文学、天文、算学、医学等领域
的研究都有悠久的历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传统。
但是到了近代却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研究方面长期闭关自守，裹足不前，最后古老的中国终于败
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之下。
被一连串失败震动了的中国人，开始仿照西方国家开办新式学校，讲授西方的各种学科知识。
发源于西方社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医学、工程学等开始进入中国学校的讲堂。
这些变化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与世界接轨的时代，改变了中国的教育体系，改变了中国人的
知识结构，也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进入2l世纪之后，世界各国之间依然存在激烈的竞争。
对于中国来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竞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逊于近代史上的任何时期。
当年落后的中国败于“鸦片战争”，败于“甲午海战”，当年内部分裂的中国在日寇进攻下一度失去
了半壁江山，面临民族存亡的危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得中国人团结起来了，在政治上站起来了，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在科学技术
、社会科学、经济建设等不少方面仍然远远落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后面。
要想让中国人真正站起来，就必须使中国人在科技、教育等各个方面赶上西方发达国家。
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党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策略。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真正先进的教育，就不可能有高素质的国民，不可能产生先进的科学技术，不可能
发展强大的经济。
当代社会财富的增值主要来自技术的创新，而技术的创新来自基础科学的创新，基础科学的创新人才
又来自我们的学校教育。
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仅要有先进的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也必须发展出先进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
学。
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把社会的基本结构、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研究清楚，不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国民
，我们怎么去组织和管理这个社会包括它的经济活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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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2l世纪之后，世界各国之间依然存在激烈的竞争。
对于中国来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竞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逊于近代史上的任何时期。
当年落后的中国败于“鸦片战争”，败于“甲午海战”，当年内部分裂的中国在日寇进攻下一度失去
了半壁江山，面临民族存亡的危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得中国人团结起来了，在政治上站起来了，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在科学技术
、社会科学、经济建设等不少方面仍然远远落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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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章介绍对两个定距变量之间的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
第十一章介绍了多个分类变量的交互表分析。
第十二章介绍了多元回归分析，其中还介绍了如何应用虚拟变量作为回归的自变量。
读者对统计理论和方法的真正理解和掌握，必须通过统计分析的操作实践。
过去统计研究只是少数专业人员的专利，但是计算机和统计软件的发展使统计研究日益成为大众的普
遍化的社会研究探索工具。
读者如果能够成功完成本书中的有关作业，便标志着已经掌握了本书所讲授的统计方法。
也就是说，读者已经具备了理解和完成同类统计分析的能力，只要收集到所需的数据，便可以自己开
展统计研究了。
本书的作业结合了Micro Case软件应用。
这一统计软件十分容易操作，只要有一定的英文基础，便可以通过作业簿上关于该软件的简单提示上
手操作。
在本书的配套作业簿中提供了这一软件的学习版，并介绍了该软件的应用，而且提供了三套的实际统
计或调查的数据。
所以，读者完成每一个作业实际上就是借助统计软件在重复一个真正规范的社会统计“研究”。
正是这种科学的“可重复性”检验了读者是否已经掌握了有关统计方法，并避免了大量的手工计算。
另一方面，作者虽然为读者提供了这些便利条件，但是仍然强调初学者对一些基本指标还是应当进行
手工（或仅使用简单计算器）的计算练习，以真正了解和实践其来龙去脉（因为应用统计软件时会跨
越这些过程），强化自己的理解。
作者将研究方法论融入了统计教学之中，这一点应该引起读者的充分注意。
掌握了统计分析方法只是形成了实际研究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研究方法只有与一个好的研究设计和
一套好的研究数据结合在一起时才可能产生有效并可靠的研究发现，而这些好的研究发现还需要得到
清楚、正确的阐述才能形成一个好的最终研究成果。
本书包含了很多与统计相联的研究方法论思想，并且也设计了相应的作业练习。
比如在第一章第十节中强调了理论观点和研究构思对统计研究的重要性，第一章第八节论述了统计联
系与因果关系之间的差别，并且在第十章第九节又再次重申发现的统计联系不等于发现了因果关系。
又比如，本节在第六章第四节区分了统计意义显著和实际意义显著之间的差别。
这些重要的方法论思想在实践中往往被研究人员所忽视。
统计方法很讲究应用的数据条件，其中可能涉及到变量的测量类型、案例数、以及变量的分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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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统计学:应用MicroCase软件的课本》是社会学精品原版教材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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