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章 数据的搜集



内容提要

2.1   数据来源

2.2   调查方法

2.3   实验方法

2.4   数据误差



2.1 数据来源

数据的间接来源

数据的直接来源



数据的间接来源

系统=企业



数据的间接来源：系统外部数据

• 政府部门

• 统计局：宏观数据（统计公报，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如何获得数据

• 行业监管机构：行业数据（行业报告）

• 专业机构：信息中心、咨询机构、调查机构

• 政府所属：宏观数据、行业数据

• 私营部门：行业数据（行业报告）

• 出版物：期刊、报纸、书籍

• 会议（专业数据或指标）：博览会、展销会、交易会、学术研讨会

• 图书馆

• 互联网

• 行业网站：行业数据

• 企业网站：企业数据

https://cdn.seit2019.xyz/course/Statistics/attachment/How_to_Get_Data.mp4


数据的间接来源：系统内部数据

• 来源

• 业务资料：与业务经营活动有关的各种单据，记录

• 统计报表：经营活动过程中的各种统计报表

• 财务资料：各种财务，会计核算和分析资料等

•上市公司 vs 非上市公司

•非上市公司：内部数据通常不能公开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季报、半年报和年报

•公告：重大事项的决议，必须公告披露

•定期报告：季报、半年报、年报、其他报告

•例子：中国银行2016年报（A股）

https://cdn.seit2019.xyz/course/Statistics/attachment/601988-2016.pdf


数据的间接来源

二手数据的特点

• 搜集容易，采集成本低

• 作用广泛

• 分析所要研究的问题

• 提供研究问题的背景

• 帮助研究者更好地定义问题

• 检验和回答某些疑问和假设

• 寻找研究问题的思路和途径

• 搜集二手资料在研究中应优先考虑

二手数据的评估

• 评估原则

• 客观性

• 可信性

• 可用性

• 评估内容

• 主体：数据是谁搜集的？

• 用途：为什么目的而搜集的？

• 收集方法：数据是怎样搜集的？

• 时效性：什么时候搜集的？



数据的直接来源



数据的直接来源：实验vs调查

实验

• 以自然现象为对象

• 自然科学常用的研究方法

• 通常取自无限总体

• 抽样独立

调查

• 以社会现象为对象

• 社会科学常用的研究方法

• 通常取自有限总体

• 抽样不独立



调查

• 定义：调查总体中所有的个体。

• 中国的普查：国家统计局：普查数据

• 三大普查：

• 经济普查：每5年1次，尾数逢3或8的年度

• 人口普查：每10年1次，尾数逢0的年度

• 农业普查：每10年1次，尾数逢6的年度

• 普查的实施者：带你认识统计员家族

普查

• 定义：调查总体中部分个体。

• 两种类型：

• 宏观抽样调查：统计局等部门开展，获得宏
观数据，反映国家或地区的总体情况；（国
家统计局：1%人口抽样调查）

• 微观抽样调查：民间机构或个人进行，获得
的微观数据，反映局部个体的情况。

抽样调查

http://www.stats.gov.cn/sj/pcsj/
https://cdn.seit2019.xyz/course/Statistics/attachment/Investgator.mp4
https://cdn.seit2019.xyz/course/Statistics/attachment/Population_Sampling.mp4


2.2 调查数据

概率抽样与非概率抽样

搜集数据的基本方法



抽样的基本问题

•性价比高的样本

•性能：满足研究的需要

•价格：成本可控

什么是好的样本？

•关键：抽样成本与收益的权衡

•收益（性能）=数据精确度

•成本（价格）=调查费用

如何抽选出好的样本？

•概率抽样：数据精确度高；调查费用高

•非概率抽样：数据精确度低，调查费用低

哪种抽样更好？



概率抽样

• 定义

概率抽样，又称随机抽样，是指遵循随机原则进行抽样，
总体中每一个单位都有一定的概率被选入样本。

• 特点
• 按一定的概率以随机原则抽取样本

• 每个单位被抽中的概率是已知的，或是可以计算出来

• 当用样本对总体目标量进行估计时，要考虑到每个样本
单位被抽中的概率。

• 类型

• 简单随机抽样

• 分层抽样

• 整群抽样

• 系统抽样

• 多阶段抽样



概率抽样1：简单随机抽样

• 优点

• 简单、直观，在抽样框完整时，可

直接从中抽取样本

• 用样本统计量对目标量进行估计比

较方便

• 缺点

• 当N很大时，不易构造抽样框；

• 抽出的单位很分散，给实施调查增

加了困难；

• 没有利用其它辅助信息以提高估计

的效率。

• 定义

简单随机抽样，是指从总体N个单位

中随机地抽取n个单位作为样本，每个单

位入抽样本的概率相等的抽样方法。

• 重要性

• 最基本的抽样方法

• 其它抽样方法的基础

• 应用范围：小规模抽样



概率抽样2：分层抽样

• 定义

分层抽样，是指将抽样单位

按某种特征或某种规则划分为不

同的层，然后从不同的层中独立、

随机地抽取样本。

• 优点

• 保证样本的结构与总体的结

构比较相近，提高估计的精

度

• 组织实施调查方便

• 既能对总体参数进行估计，

也能对各层的目标量进行估

计。



概率抽样3：整群抽样

• 优点

• 抽样时只需群的抽样框，可

简化工作量；

• 调查的地点相对集中，节省

调查费用，方便调查的实施。

• 缺点：估计的精度较差

• 定义

        整群抽样，是指将总体中若干

个单位合并为组(群),抽样时直接抽

取群，然后对中选群中的所有单位

全部实施调查



概率抽样4：系统抽样

• 定义

系统抽样，也称等距抽样、机械抽样、
SYS抽样，是指将总体中的所有单位按一定顺

序排列，在规定的范围内随机地抽取一个单位
作为初始单位，然后按事先规定好的规则确定
其它样本单位。

• 步骤
1. 对总体N进行排序并编号；

2. 确定抽样距离：k=N/n

3. 确定抽样的起点r：r介于编号1~k之间

4. 先从数字1到k之间随机抽取一个数字r作
为初始单位，以后依次取r+k，r+2k…等
单位。

• 优点

• 操作简便

• 可提高估计的精度

• 缺点

• 排序不当时，会导致无效抽样



概率抽样5：多阶段抽样

• 定义

多阶段抽样，类似整群抽样，

先抽取群，随后从选中的群中随机

抽取出若干个单位。

• 类型

• 两阶段抽样：第1阶段抽取群，

第2阶段抽取的单位

• 多阶段抽样：三阶段抽样、四

阶段抽样等

• 应用：大规模抽样

• 优点

• 具有整群抽样的优点，保证样本

相对集中，节约调查费用

• 不需要包含所有单位的抽样框，

易于实施

• 实行再抽样，可以覆盖更大的抽

样范围



非概率抽样

• 定义

非概率抽样，是指抽取样本时不是依据随机

原则，而是根据研究目的对数据的要求，采用某

种方式从总体中抽出部分单位对其实施调查。

• 类型

• 方便抽样

• 判断抽样

• 自愿样本

• 滚雪球抽样

• 配额抽样



非概率抽样1：方便抽样

• 定义

方便抽样，是指调查过程中由

调查员依据方便原则，自行确定入

选样本单位的方法。

• 场景

• 在街头、公园、商店等公共场

所进行拦截调查

• 厂家在出售产品柜台前对路过

顾客进行的调查

• 优点

• 容易实施

• 调查的成本低

• 缺点

• 样本单位的确定带有随意性

• 样本无法代表有明确定义的总体

• 调查结果不宜推断总体



非概率抽样2：判断抽样

• 定义

判断抽样，是指研究人员根据

经验、判断和对研究对象的了解，

有目的选择一些单位作为样本的抽

样方法。

• 类型

• 重点抽样：依据比重

• 典型抽样：依据类型

• 代表抽样：兼具前两者的特点

• 优点

• 抽样成本比较低，容易操作

• 缺点

• 抽样具有主观性

• 样本选择的好坏取决于调研者

的判断、经验、专业程度和创

造性；

• 未遵循随机原则，不能用于推

断总体。



非概率抽样3：自愿样本

• 定义

自愿样本，是指被调查者自

愿参加，成为被选中的样本，向

调查人员提供有关信息的调查方

法。

• 场景

• 期刊，或互联网的问卷调查

• 被调查者向某类节目拨打热

线电话

• 优点

• 抽样成本低，易于操作

• 缺点

• 选择性样本，有偏的

• 缺乏随机性，对总体代表

性有限



非概率抽样4：滚雪球抽样

• 定义

滚雪球抽样，是指调查人员先

选择一组调查单位，对其实施调

查之后，再请他们提供另外一些

属于研究总体的调查对象，调查

人员根据所提供的线索，进行此

后的调查。这个过程持续下去，

就会形成滚雪球效应，对应的抽

样方法就是滚雪球抽样。

• 场景

• 对稀少群体的调研

• 对特定群体的调研

• 例子

• 暑期实习中的农村入户调研

• 针对特定疾病群体的调研

• 优点

• 顺藤摸瓜，易于找到被调查者

• 实施成本低



非概率抽样5：配额抽样

• 定义

配额抽样，是指先将总体中的所有单

位按特定的标志(变量)分为若干类，然后在

每个类中采用方便抽样或判断抽样的方式

选取样本单位的抽样方法。

• 步骤：先分类，后抽样

• 类型

• 单一标志分类：性别，年龄

• 多个标志分类：性别和年龄

• 例子：单一标志分类 vs 多个标志分类

• 优点

• 操作简单

• 样本分布均匀

• 可以保证样本的结构和总体

的结构类似

• 缺点

• 缺乏随机性

• 无法推断总体

https://cdn.seit2019.xyz/course/Statistics/attachment/Classification.jpg


概率抽样 vs 
非概率抽样

• 依据随机原则抽选样本

• 样本统计量的理论分布存在

• 可根据调查的结果推断总体

概率抽样

• 不是依据随机原则抽选样本（随意性）

• 样本统计量的分布是不确定的

• 无法使用样本的结果推断总体

非概率抽样



搜集数据
的基本方
法

自填式

面访式

电话式

观察式



搜集数据的基本方法1：自填式

• 定义

自填式，是指没有调查员协助的情
况下由被调查者自己完成调查问卷。

• 问卷分发

• 调查员

• 邮寄

• 网络：问卷星 问卷网……

• 媒体

• 要求

• 问卷结构必须严谨，有清楚的说明

• 被调研者必须具备良好的阅读和理
解能力

• 优点

• 调研管理组织容易

• 成本最低

• 缺点

• 问卷的返回率比较低

• 不适合结构复杂的问卷

• 调查周期比较长

• 数据搜集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难于及时采取调改措施

https://www.wjx.cn/
https://www.wenjuan.com/


搜集数据的基本方法2：面访式

• 定义

面访式，是指调查员与被调查

者面对面提问、被调查者回答的一

种调查方式。

• 类型

• 结构化访谈：有提纲

• 非结构化访谈：无提纲

• 优点

• 可提高调查的回答率

• 可提高调查数据的质量

• 能调节数据搜集所花费的

时间

• 缺点

• 调查的成本较高

• 调查过程的质量控制有一

定难度



搜集数据的基本方法3：电话式

• 定义

电话式，是指通过电话向被调查者实施调查。

• 优点

• 速度快，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调查

• 适合于样本单位十分分散的情况

• 缺点

• 如果被调查者没有电话，调查将无法实施

• 访问的时间不能太长

• 使用的问卷需要简单

• 被访者不愿意接受调查时，难以说服



搜集数据的基本方法4：观察式

• 定义

观察式，是指调查人员通过直接观测的方式获取信息。

• 常见类型：交通流量调查

• 优点

• 调查人员不是强行介入

• 能够在被调查者不察觉的情况下获得资料



搜集数据的基本方法：比较

自填式 面访式 电话式

调查时间 慢 中等 快捷

调查费用 低 高 低

问卷难度 要求容易 可以复杂 要求容易

有形辅助物的使用 中等利用 充分利用 无法利用

调查过程控制 简单 复杂 容易

调查员作用的发挥 无法发挥 充分发挥 一般发挥

回答率 最低 较高 一般



2.3 实验数据

实验组与对照组

实验中的若干问题

实验中的统计

自然科学实验与社会科学实验



实验组与对照组

• 分组

• 实验组：重点关注，控制实验条件

• 对照组：比较基准，不控制实验条件（安慰剂）

• 分组原则：随机分组，匹配原则

• 分组方法：

对实验单位的背景材料进行分析比较，将情况类似的每对单位分别随机

地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



实验中的若干问题

实验中的若干问题

• 人的意愿：研究的对象是人的时候，在
划分实验组和对照组时的随机原则将面
临挑战

• 心理问题：人们对被研究非常敏感，这
使得他们更加注意自我，从而走到事物
的另一个极端（霍桑效应）

• 道德问题：当某种实验涉及道德问题时，
人们会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艾
滋病实验中的对照组）

实际应用：随机双盲实验

• 随机分组：指对实验单位的背景材料进
行分析比较，将情况类似的每对单位分
别随机地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

• 双盲：被实验者和实验操作者都不清楚
实验分组信息

• 例子：药物和疫苗的临床实验



实验中的统计

实验设计本身就是一个统计问题

确定进行实验所需要的单位的个数，
以保证实验可以达到统计显著的结果

将统计的思想融入到实验设计中，使
实验设计符合统计分析的标准

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时，统计可以提
供最恰当的分析方法



自然科学实验
vs 社会科学实验

自然科学实验

• 实验条件可控性强

• 实验结果可以重复和验证

• 例子：詹姆斯·林德的败血症

的实验

社会科学实验

• 实验条件难以完全控制

• 实验结果难以完全重复和验证

• 例子：霍桑效应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9%B9%E5%A7%86%E6%96%AF%C2%B7%E6%9E%97%E5%BE%B7/8433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9%B9%E5%A7%86%E6%96%AF%C2%B7%E6%9E%97%E5%BE%B7/843322
http://baike.baidu.com/view/41330.htm


2.4 数据误差

抽样误差

非抽样误差

误差的控制



抽样误差

• 定义

抽样误差，是指由于抽样的

随机性所引起的所有样本可能的

结果与总体真值之间的平均性差

异。

• 存在范围：概率抽样

• 影响因素

• 样本量

样本量越大，抽样误差越小

• 总体的变异性

变异性越小，抽样误差越小



非抽样误差

• 定义

非抽样误差，是指抽样误

差之外的，由于其他原因造成

的样本观察结果与总体真值之

间的差异

• 存在范围

• 概率抽样

• 非概率抽样

• 类型

• 抽样框误差

• 回答误差

• 无回答误差

• 调查员误差

• 测量误差



非抽样误差1：抽样框误差

• 抽样框的定义

有关总体全部单位的名录。

• 抽样框评判标准

好的抽样框应该与总体一一

对应

• 误差情形

• 抽样框不完整

• 抽样框包含无效样本

• 误差处理

• 构造完整的抽样框；

• 精心遴选样本，剔除无效

样本



非抽样误差2：回答误差

• 定义

回答误差，是指被调查者在接受
调查时给出的回答与实际情况不符。

• 误差情形

• 理解误差
• 问卷不够精确

• 问卷排序不当

• 记忆误差

• 有意识误差
• 涉及隐私

例子：“婚外恋”问题的调查

• 利益驱动

例子：克强指数

• 误差处理

• 细化问卷设计，精确表述，巧妙排序

• 周期性调研

• 建立平等的信任关系，切忌逼问被调

查者

• 迂回提问，避免直接触及隐私问题

• 识别并放弃无效样本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B%E5%BC%BA%E6%8C%87%E6%95%B0/1532682


非抽样误差3：无回答误差

• 定义

无回答误差，是指被调查者拒

绝接受调查，调查员得到一份空白

的问卷。

• 情形

• 电话无法接通

• 问卷丢失

• 访谈中止，或者被拒绝

……

• 分类

• 随机性的误差

与调查内容无关，意外导致

• 非随机误差

与调查内容有关，非意外情形

• 误差处理

• 随机性的误差：增大样本容量

• 非随机误差：有限的预防和补救



非抽样误差4：调查员误差

• 定义

调查员误差，是指由于调查

员的原因而产生的误差。

• 情形

• 疏忽导致的记录错误

• 诱导性的提问

• 有意或无意识流露的看法或

倾向

• 误差处理

• 强化个人责任：事前教育，事

后追责

• 问卷质量控制机制：问卷评分

• 对调查员进行专业培训

https://cdn.seit2019.xyz/course/Statistics/attachment/Questionaire_cover.jpg


非抽样误差5：测量误差

• 定义

测量误差，是指由于测量工具，

或者测量方法导致的误差。

• 情形

• 测量工具不够精确

• 测量方法不够专业

• 误差处理

• 采用精确的测量工具

• 采用科学的测量方法

• 量表 vs问卷

• 量表 团队测试量表

潜在变量;间接测量;复杂，主观的对象;多个项目测量

• 调查问卷

观测变量;直接测量;简单、客观的对象;单一项目测量

• 例子：“满意度调查”的误区

• 满意度是否重要？

• 满意度如何测量：量表还是调查问卷？

• 不同主体满意度是否具有可比性？

• 满意度调查是否具有可信性？

https://cdn.seit2019.xyz/course/Statistics/attachment/Teamwork_Scale.pdf


误差控制

• 抽样误差

• 无法完全消除

• 可计算和控制

• 非抽样误差

• 事前控制

• 抽样框选取

• 问卷设计

• 过程控制

• 调查员的挑选

• 调查员的培训

• 督导员的调查专业水平

• 调查结果进行检验、评估

• 调查人员进行奖惩的制度



抽样误差：案例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次美国年总统选举中，参与角逐分别是共和党候选人L和

民主党候选人R。

• 民意调查1：根据盖洛普公司一份针对5万名选民的民意调查，候选人R的得票率为56%

• 民意调查2：根据著名杂志《文学文摘》对240万人的调查结果，候选人L的得票率为57% 

请你来预测：谁会赢得大选？



抽样误差：案例（续）

• 选举结果

得票

候选人R赢得2770万张选票(62%)

候选人L赢得1660万张选票(38%)

胜出

候选人R以绝对优势胜出，赢得了

大选。

• 问题

• 为什么一个大样本的预测

结果没有小样本的预测结

果准确？

• 预测错误的统计学原因是

什么？



抽样误差：案例分析

• 预测错误的原因

民意调研存在抽样误差

• 民意调查的抽样误差

• 错误的抽样框

以富裕阶层为主，忽略了失业的劳工阶层

• 无回答误差

《读者文摘》发放了1000万份问卷，仅回收了240万份，无回答比例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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