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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正赶上刘红云老师讲授协方差结构模型课程。
虽然是在一个大教室里，但仍然容纳不下那些前去听课的学生，所以每次上课之前都必须提前去占位
置。
尽管在刚开始接触这方面的知识时，还听不大懂，但从听课的人对这方面的知识所表现出来的极大兴
趣，笔者认识到学好这一知识的必要性。
后来笔者到贵州师范大学给心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上课，经常会有很多学生问到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尽管能够回答学生提出的大部分问题，但还是感觉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非常欠缺。
作为一名老师，笔者觉得在这一方面做一些钻研，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是自己的责任。
所以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停止阅读这方面的书籍，也会抓住一切机会向有关专家求教。
值得庆幸的是，后来认识了香港中文大学的侯杰泰教授，他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两次到我校做结
构方程专题学术讲座，让笔者收获颇多。
侯教授做学问的严谨与执著，做人的谦逊与坦诚深深感染了笔者，笔者也觉得应该在这方面做些力所
能及的事。
此外，笔者又有幸在2006年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得以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学半年，笔者在
那里找到了这方面的一些较为系统的英文资料，经过几年的钻研，结合自己在平常教学与科研工作中
的一些感悟，整理出这本书。
目的是帮助社会科学领域的广大学生和科研工作人员了解和使用协方差结构模型。
无独有偶，有一次去广州参加会议，笔者与暨南大学出版社张仲玲女士偶遇，她答应帮助出版此书，
这更增强了笔者的信心。
然而，由于平常除忙于教学、科研工作外，还要处理学院事务，使本书的出版拖延了3年多的时间，
好在到目前为止关于AMOS的书还没见几本。
本书强调了AMOS从入门到精通，既可作为入门读物适合那些对协方差模型了解不多的读者，也可作
为参考读物适合那些在这方面较为熟悉的研究人员。
前面的内容介绍了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以及AMOS的最基本的应用实例；后面的内容则对多组样本分析
和复合模型技术作了详细介绍，尤其是对其他书上还很少提及的AMOS对缺失数据的处理
和Bootstrapping技术的应用作了介绍。
另外，书中还对Amos Basic的运用作了较多的分析与讨论。
相信这些内容对于那些具有一定基础的读者更深入地认识AMOS的原理和使用是有所助益的。
本书以Amos4.0为基础，虽然现在已经有了Amos7.0及更高版本，书中也简要介绍了较高版本的一些知
识，但是笔者记得当初学开车时，是用手动档的车来考试，很是吃力，但等到开自动档的车时就感觉
特别轻松了。
因此，本书从Amos4.0讲起，从基础人手，那么，在使用高版本的.AMOS软件时就会得心应手了。
况且，高版本的AMOS和低版本的AMOS相较而言，变化并不是很大，只是使用起来更为便捷了。
本书编写过程中的这一做法相信对读者会更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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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矩结构分析模型：从入门到精通》强调了AMOS从入门到精通，既可作为入门读物适合那些对
协方差模型了解不多的读者，也可作为参考读物适合那些在这方面较为熟悉的研究人员。
前面的内容介绍了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以及AMOS的最基本的应用实例；后面的内容则对多组样本分析
和复合模型技术作了详细介绍，尤其是对其他书上还很少提及的AMOS对缺失数据的处理
和Bootstrapping技术的应用作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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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四）纵向设计横向设计对因果方向的确定主要取决于理论，而不是经验。
即使在已经确定了因果方向的情况下，有的研究者也指出，横向设计所得出的总影响、直接影响和间
接影响的估计值都含有一定的偏差。
虽然纵向设计也不会自动为横向设计所存在的问题提供答案，但它却能为变量的相互影响机制提供更
有力的经验证据。
利用SEM建立纵向数据模型，其最普遍的看法已贯穿于自回归模型。
自回归模型的实质是任何时间点的分数源自于以前时间点的分数。
例如，纵向数据的SEM将含有时间1的每个概念到时间2相应概念的路径。
对时间2任何概念的影响都可以看作是以时间1的概念为条件的。
目前，与自回归模型取向不同的另外一种处理纵向数据的技术一层次模型（HLM）也成为SEM的一种
特殊形式。
自回归模型集中于理解两个时间点之间的变化，而技术一层次模型（HLM）则集中于理解诸如每一个
个体在整个观察期间的变化或成长速率等参数。
多水平模式目前已受到相当大的关注，因为它们为探索变化的新方法提供了理论优势和实践优势。
四、SEM的局限性与任何统计程序一样，SEM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其具体表现为：①在SEM应用早期，由于其自身的相对复杂性和不完善性，使研究者未能准确把握其
内涵，因而出现了误用，并把统计结果作为确定因果关系方向的证据，这显然是本末倒置的。
又由于SEM对模型的接受没有统一标准，所以在有等价模型的情况下，研究者很难拒绝某些模型，这
也给模型选择带来了困难。
②影响SEM解释能力的主要问题是指定误差，但SEM目前还不能对指定误差加以检验。
如果模型未能正确指定概念间的路径或者没有指定所有的关键概念，就可能会引起指定误差。
当模型含有指定误差时，该模型可能与样本数据拟合很好，但此样本所在的总体可能拟合得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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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矩结构分析模型:从入门到精通》是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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