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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2章统计调查



本章导学

统计调查是根据调查的目的与要求，运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有计划、有

组织地搜集数据信息资料的统计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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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调查设计（变量设计）

02 数据采集

03 抽样设计



01 调查设计（变量设计）

调查设计和现场实施是个体数据采集的两个阶段。

统计调查设计包括调查项目清单、调查表或问卷设计、调查客体确定、是

否抽样、具体抽样方式、调查方法、调查工具安排、调查准则制订、调查人员

组织、时间、步骤程序、进度安排等内容。

变量设计是调查设计的最重要阶段。这个阶段解决的是整个调查的战略性

问题，确定调查所要针对的究竟是哪些变量？目标决定手段，只有确定目标后，

才能制订实现此目标的方案和手段。



研究视角

研究目的

调查目标

调查主题和内容 统计数据表中变量名单

指标和指标体系设计

问卷设计

调查题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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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的获取过程包含调查和汇总两个阶段

1. 调查就是调查主体针对调查客体，就调查内容所圈定的属性或变量，采取

特定的调查方法，使用相应的调查工具，遵从规定的调查准则和程序，采集调

查客体中的个体属性值作为调查结果即个体数据的过程或活动。（本章主要讲

授的内容）

2. 汇总的本质是将调查到的所有个体及其属性值汇集而后进行整理计算得到

总体的分布或分布特征称为汇总。（第三章统计描述的内容）

02 数据采集



统计调查具有八个要素：调查主体、调查客体、调查内容（项目）、调查

方法、调查工具、调查准则、调查程序、调查结果。



二、统计调查要素

（一）调查主体

调查主体是发起或从事个体数据采集的人或由人构成的组织。

调查主体有三个层次：一是调查活动策划者或发起者；二是组织者；三是

执行者。

策划者或发起者通常是最终用户；组织者是调查活动的管理者，确定调查

目标、调查内容，配置调查资源，安排时称进度等；执行者是调查的实施者，

确定调查项目和调查准则，选择调查工具，采集信息，最终获得结果。三个层

次的主体彼此的角色划分不是绝对的，某些时候甚至是三合一的。



调查
客体

物态客体

机构

住户

个人

空气、天气、土地、海洋、河流、森林、

草地、公园、小区、街道、房屋、管道、

线路、设备等自然物或固定设施

由人或法人构成的社会组织，包括企业

（二）调查客体

调查客体即被调查的所有个体。调查客体是受查者，可能是人、可能是

住户、可能是机构也可能是物，某种自然现象或人为活动。



（二）调查客体

注意：只有调查客体才是前面所提及的信息两个构成要素里的实体，调

查主体不属于信息的构成要素，因而不能归于实体范围，除非其出现于另外

的调查且居于客体之位。

调查客体有时也指受查的个体而不限于受查个体的集合，但调查客体多

数场合与总体是相同的概念，统计学一般记总体规模为N。

02 数据采集



（三）调查内容（项目）

调查内容即变量清单，调查项目即调查内容的展开，是更详细的变量清单

（四）调查方法

调查方法指选择个体及采集个体属性值的途径。



（五）调查工具

调查工具，调查主体中的执行者采集信息所使用的各种工具。

假如调查客体属于人或人所构成与控制的群体与机构，调查问卷、调查表

和调查记录表单等表格常用来记载调查结果，而调查客体是自然物或人为活动

时，除了这些表格，还要使用各种试验工具，例如温度计，血压计，血糖仪，

X光机、CT机，监视器，计数器，激光测量仪等各种度量衡器具，甚至包括非

常复杂的设备，如卫星、海洋调查船舶、地质钻探设备、常规飞机无人机，汽

艇等等。不难看出，调查工具的选择与调查客体是相关连的。



（六）调查准则

调查准则，是为了确保调查目标顺利实现的一整套规范，包括调查采用或

遵循的程序，流程，方法，标准，规则，注意事项等，各个不同领域的调查往

往都有自己的专业规范，例如“地面气象观测规范”，“海洋调查规范”，

“地质调查规范”，“民意、市场及社会调查标准”、“全球定位系统城市测

量技术规程”，“工程测量规范”。调查准则既是调查活动的指南，又是调查

过程透明、调查结果可比的保证，是科学性和规范性的基础和体现。



（七）调查程序

调查程序则为调查的步骤规定，也可看作调查准则的延伸与泛化。



（八）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是所采集信息的最终表现，主要内容是对应于特定实体之特定

属性的具体表现，称之为属性值。

调查结果是实体、属性及属性值三者的统一体，是三者及其对应关系的记

录。

属性值的形式因属性不同与实体不同而多种多样，包括数字、文字、图形、

图像、声音等人类感观和思维能够辨识的形式。调查结果又称为数据（data)，

也就是说数据是实体、属性及属性值三位一体的公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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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样品 
𝑌1  𝑌𝑗   𝑌𝑝  

𝑌(1) 𝑦11   𝑦1𝑗   𝑦1𝑝  

      

𝑌(𝑖) 𝑦𝑖1   𝑦𝑖𝑗   𝑦𝑖𝑝  

      

𝑌(𝑛) 𝑦𝑛1   𝑦𝑛𝑗   𝑦𝑛𝑝  

 

统计调查结果：统计数据



说明：1964年以来斐济附
近 1000次地震发生的位置。

序号 纬度 经度 深度km 里氏震级 观测台站编号

1 -20.42 181.62 562 4.8 41

2 -20.62 181.03 650 4.2 15

3 -26 184.1 42 5.4 43

4 -17.97 181.66 626 4.1 19

5 -20.42 181.96 649 4 11

︙ ︙ ︙ ︙ ︙ ︙

996 -25.93 179.54 470 4.4 22

997 -12.28 167.06 248 4.7 35

998 -20.13 184.2 244 4.5 34

999 -17.4 187.8 40 4.5 14

1000 -21.59 170.56 165 6 119

属性

属性值实体

数据表示例——地震观测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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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数据采集



数据阵包含了调查所要获得的所有信息，调查客体（即总体）中包括的全

部实体（即个体），所关注的全部属性（即变量或调查项目），和所有实体所

有属性所对应的全部属性值（变量值），应有尽有。

虽然表面上看，调查的诸要素中，数据表里只显示了调查客体、调查项目

和调查结果，调查的主体、方法、工具和准则四个要素并未显性地表现在数据

表中，但这不等于四个要素不存在，不过却是人们使用数据库时容易忽视这种

存在的部分原因。饮水不忘挖井人，数据表的形成离不开调查主体费心费时费

力费钱，选择合适的科学方法，严格依照调查准则，正确使用调查工具的工作。



•无论是普通的统计工作还是统计

分析都离不开统计数据。

•统计数据是一切一切的基础。

•统计数据的特性在于总体规模通

常很大，大得只能放到仓库里，

称为数据库。

•统计数据库具有清晰的棋盘式结

构，称为结构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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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数据采集





一、统计调查的分类

 



对总体的全部个体进行信息采集。采取全面调查，如下图所示。

例如要掌握全国人口总数及构成情况，就需要对全国每一户居民进行调查。

各种普查和多数定期统计报表都属于全面调查。

全面调查需要耗费较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因此通常只用来反映

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资料。

（一）全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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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调查的总体规模一般很大，统计调查也因这一特点特别费时费力费钱，

受限于人力物力财力，除非极特别的场合会对总体的全部个体进行信息采集，

我们大多只能通过所谓抽样抽取一部分个体进行信息采集。

因此，我们通常将非全面调查称为抽样调查。

（二）非全面调查



在以下几种场合里，抽样是非常必要的。

（1）有些场合调查是破坏性的，例如灯泡、手机电池等产品寿命的测试

实验；

（2）有些场合是经费时间精力等条件不允许进行全面调查；有些场合个

体差异较小，例如流水线上的手机、电脑、家电及其零部件和元器件等的产

品质量检验，由于大多自动化程度高，工艺精密稳定，本来就不需要涉及太

多个体；

（二）非全面调查



在以下几种场合里，抽样是非常必要的。

（3）有些场合调查要求不高，或只是初步试验性的调查；

（4）有些场合调查误差的影响更大，如果资源更多地配置于现场调查环

节，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确保调查精度高，则总的效果更好。

（二）非全面调查



选择部分个体进行信息采集有两种思路：

①根据已知的先验信息或知识选择有代表性的一个或一些个体；

②按所谓随机原则选择一些个体，即从总体中选择一些个体时不利用任何信

息或没有任何信息可供利用。

在非全面调查中，按照是否利用先验信息或知识，选择有代表性的个体

来划分，分类为：非概率调查和概率调查。

（二）非全面调查



（二）非全面调查

1. 非概率调查

非概率调查是根据既有信息或知识选择有代表性的若干个体进行信息采

集。虽然根据样本调查的结果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总体的性质、特征，但

不能从数量上推断总体。

包括典型调查、重点调查、判断抽样、随意抽样、配额抽样等。下面我

们重点介绍两种类型，典型调查和重点调查。



1. 典型调查

典型调查是根据调查目的，在对研究对象总体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有

意识地从中选取若干个总体单位进行系统周密调查研究的一种非全面调查。

进行典型调查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取得社会经济现象的总体数值，而在于了

解与有关数字相关的生动具体情况。

其特点是：调查单位少，并且是调查者有意识选择出来的；调查内容具体

细致；调查所需时间短，反映情况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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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概率抽样



2. 重点调查

重点调查是一种非全面调查，它是在调查对象中，选择一部分重点单位

作为样本进行调查。

重点调查主要适用于那些反映主要情况或基本趋势的调查。

 

二、非概率抽样



思考：典型调查和重点调查的区别与联系？

分析：（1）联系：重点调查和典型调查都是非全面调查。

（2）区别：①选择对象的标准不同。典型调查选典型，重点调查选集中

性的单位作为调查对象；②调查的主要目的不同，典型调查目的是认识事物

的本质和规律，定性调查，重点调查多可以进行定量调查。

二、非概率抽样



概率抽样，又称为随机抽样，是按照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原理从调查研

究的总体中，根据随机原则来抽选样本，并从数量上对总体的某些特征作出

估计推断，对推断出可能出现的误差可以从概率意义上加以控制。

在我国，习惯上将概率抽样称为抽样调查，统计学最终是随机抽样调查

方式。

概率调查包括：简单随机抽样、整群抽样、等距抽样、分层抽样等。

三、概率抽样



1. 简单随机抽样

简单随机抽样也称为单纯随机抽样、纯随机抽样、SRS抽样，是指从总

体N个单位中任意抽取n个单位作为样本，使每个可能的样本被抽中的概率

相等的一种抽样方式。

简单随机抽样的特点是：每个样本单位被抽中的概率相等，样本的每个

单位完全独立，彼此间无一定的关联性和排斥性。

三、概率抽样



如何理解随机

• 最大的不确定谓之随机；

天要下雨娘要改嫁，完全不能干预，随他去吧。

• 不确定性最大谓之随机性；

• 自然界不存在所谓随机现象。

• 随机的原因是完全缺乏任何先验信息。或不利用不试图利用任何先验信息。

• 随机抽样最好的解释是盲抽。

• 随机是统计学的基因！



1. 简单随机抽样

简单随机抽样最基本的抽样方法。分为重复抽样和不重复抽样。在重复

抽样中，每次抽中的单位仍放回总体，样本中的单位可能不止一次被抽中。

不重复抽样中，抽中的单位不再放回总体，样本中的单位只能抽中一次。社

会调查采用不重复抽样。

 

OOOOO 

OOOOO 

OOOOO 

OO●O● 

OOOOO

OOO●O 

三、概率抽样



2. 整群抽样

整群抽样是指整群地抽选样本单位，对被抽选的各群进行全面调查的一

种抽样组织方式。例如，检验某种零件的质量时，不是逐个抽取零件，而是

随机抽若干盒 (每盒装有若干个零件)，对所抽各盒零件进行全面检验。例如，

调查中学生患近视眼的情况，抽某一个班做统计；进行产品检验；每隔8h抽

1h生产的全部产品进行检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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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概率抽样



3. 等距抽样

先将总体的全部单元按照一定顺序排列，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抽取第一个

样本单元(或称为随机起点)，再顺序抽取其余的样本单元，这类抽样方法被

称为等距抽样。等距抽样又称为机械抽样、系统抽样。等距抽样往往不能给

出估计量的估计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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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概率抽样



4. 分层抽样

理想的条件总体具有相应变量在一个条件总体内内部差异小，不同条件

总体之间差异较大的特点。具有这一特点的条件总体称为层，或层总体；将

总体剖分为层总体的过程称为分层。

如在总体的每个层里独立进行抽样，则称为分层抽样。若记层数为L，则

要进行L次抽样，这意味着要编制L个抽样筐，明确L个层总体的规模（抽样

的前提之一是明确知道总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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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概率抽样



谢谢您的参与

主讲人：杨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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