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换关系
。

如果调查人员不能给予提供调查帮助的

人以适当的回报
,

这种长期合作可能就无法维持

下去
。

以上
,

我们只讨论了进人实地调查过程中三

个方面的问题
,

实际上还有很多值得反思之处
。

但是
,

通过这些简短的讨论我们足以发现
,

研究人

员所进行的社会调查活动决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

的工作
,

它也是学者和其他行业的人进行的社会

交换活动
。

我们进行调查是为了获得研究所需的

原材料
,

但是这种原材料需要我们用所支配的资

本去获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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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研究的方法论策略
:

以农村消费实践的研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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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副教授
,

博士 )

一
、

术语的界定

实地研究这个词
,

如果翻译成
“

ife kl er s ea cr h
’ ,

的话
,

在社会科学界有一个比较狭义的界定
,

在不

同的学者那里
,

它有时候也被称 为
“

田野工作

( if
e ld w o

kr )
” 、 “

定性研究方法 ( q
u a l i t a t i v e m e th

-

o d )
” 、 “

解释性研究 ( i
n t e甲 r e ta t i v e er s e a r e h )

” 、 “

个

案研究方法 (
e a s e s tu d y m e t h o d )

”

或
“

民族志方法

(
e th n o g r a p h y )

” 。

这个研究取向
,

在社会科学调

查这个领域里
,

传统上 主要是由社会人类学家采

用 的
,

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实地调查 的对象空间往

往相对比较小
,

研究者可 以和所研究的对象生活

在一起
、

工作在一起
,

而研究者所使用的主要研究

工具
,

就是他本人
,

即他要学习当地 的语言
、

生活

在当地人中间
、

参与当地人的活动
,

从而获得对当

地社会的系统化情境定义的了解
。

因此
,

这样的

实地研究
,

实际上就是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

的一个学习过程
。

川 ( P , )

除了这样一个狭义定义之外
,

在中国社会中
,

关于实地研究还有一个广义的界定
,

那就是走出

6 2

书斋
,

到你所要考察的社会对象那里
,

去亲身体验

和搜集实地 的数据
。

有时候
,

我们也把这项活动

叫做
“

实地调查
” 、 “

实地考察
”

或
“

实地调研
” 。

可以这么说
,

自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报告》发表以来
,

遵循实地调查的方法
,

去采集社

会现象界的第一手资料
,

从而制订出有事实依据

的政治政策和社会政策
,

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界

(不仅仅是社会科学界 ) 的一个潮流
, 〔2〕仁’ ]以至于

我们今天在大学校园里
,

还经常听到大学生们暑期

社会实践
,

要到哪个哪个地方去进行实地调查等等

的说法
。

这样的实地调查
,

实际上是在表达这样一

种要求
,

即调查者必须和调查对象进行实际的面对

面的接触
,

从而确保信息采集过程的真实性
。

本文并不打算采取上述的狭义定义和广义界

定
,

而是提出一个折衷的界定
,

即基于社会科学研

究的目的
,

采取可辨识的研究手段和研究工具
,

与

调查对象进行实际的物理接触
,

系统性地采集到

关于调查对象的目标数据的活动
。

它与社会人类

学的实地研究取向的区别在于
,

研究者并不仅仅把

自己作为研究工具
,

他还使用了其他研究工具 (如

预先制作的访谈提纲和调查问卷 )
,

而且他的研究



时段也许并不是很长
。

而与中国社会中常用的实

地调研这个术语的区别
,

则在于研究 目的的不同
,

以及研究手段的标准化和程序化程度的不同
。

二
、

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争端

在谈到当前社会科学的实地研究策略时
,

我

们不得不首先指出
,

目前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存在

着一个十分明显的争论
,

那就是定性方法和定量

方法的争议
。

我先简要地对定性研究方法对主流

实证主义定量研究方法的批评做出说明
,

从而为

阐述我自己的实地研究方法论策略奠定一个论述

的基础
。

首先
,

我们来看主流实证主义 ( P
o s i t i v i s m )研

究策略的主要特征
。

Jac k K at z
把实证主义的科

学观总结为四个以 R 字母开头的指导性原则
,

又

称 4 R 原则
:
首先

,

我们必须避免反应性 ( R ea ct ivi
-

yt )
。

所谓反应性
,

就是由于研究者本身的存在
,

导致被研究对象受到影响而给出了有偏差的信

息 ;其次
,

通过保持和研究对象的疏离
,

我们还要

解决可靠性 ( R e l iab i l i t y )问题
,

也即如何从调查对

象所展示的大量数据中
,

系统地做出数据采集和

筛选 ;第三
,

一旦研究者从数据分析中得出了结

论
,

他们还要保证这些结论并不仅仅反映他们 自

己的独特属性
,

而是必须具备可复制性 ( ReP h ca
-

hi e
)

。

换句话说
,

其他研究者面对同样的数据
,

也

应该得出同样的结论 ;最后
,

研究者所采集的数

据
,

应该不是调查对象所独有的
,

它们还应该具有

代表性 ( R e p er s e n t a t i v e
)

。

也就是说
,

该数据得出

的结论应该可以推论到调查对象所属的一个总体

当中去
。

[4〕 (即 ,”
一 , 4 8 )

4 R 原则所指引 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活

动
,

以问卷调查研究 ( uS vr ey R es e

acr h) 为代表
。

但

是这样一种研究模式
,

遭到了反思取向的 ( R efl ex
-

iv e
)社会科学实践者的批评

。

主要的批评
,

集中在

对 4 R 原则的神话性揭示
。

换句话说
,

实证主义的

科学观
,

很难在研究过程中得到实施
,

因为这些原

则受到了 M i e h a e l Bu

awor
y 所说的 4 5 的挑战

。

B ur
a w oy 的 4 5 给出了研究实践活动所无法避

免的 4 大难题
:
首先

,

以问卷调查研究为代表的实

证主义研究活动
,

为了减少研究对象的反应性
,

总

是试图在不诱导研究对象的前提下
,

获得他们明确

而清晰的回答
。

但是
,

研究对象事实上很难避免所

谓的刺激
一
反应效应 ( S tim u l u s 一

eR
s p o n s e

)
。

因为实

施问卷调查的情境因素
,

如调查员的年龄
、

性别和

族群特征
,

调查进行的具体地点
,

以及问卷问题的

排序
,

都将成为诱导调查对象做出反应的因素 ;其

次
,

为了确保数据采集的可靠性
,

研究活动采用了

标准化的 ( S t a n dadr
iz e d )调查工具

。

但是
,

调查对

象对每个问题的理解
,

以及他们各自所持有的本土

概念
,

却从来都无法得到标准化 ;第三
,

研究结论的

可复制性
,

要求研究对象所处的外部环境条件是稳

定的 ( tS ab iil ez d )
,

不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

化
。

但是这一点又恰恰是不可能的
,

因为实地田野

的外部条件
,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最后
,

代表性

要求研究者必须选出一个由个体分析单位所组成

的样本 ( aS m p l e )
,

并以样本的特征来推论总体
。

这

就必须首先假定
,

该个体本身就是一个合适的分析

单位
,

并且其所处环境的情境效应能够得到有效的

控制
。

可是
,

符号互动论和现象学长期以来一直指

出
,

面对面互动的情境
,

将不但使这些个体分析单

位的特征得到干扰或歪曲
,

而且互动情境中的某些

社会因素还将掺人到样本的反应之中
,

形成新的样

本特征
。
[5〕( P: 3 )

由于实证主义的实地研究存在着上述无可回避

的问题
,

因此
,

BL Ialr 以 o y 本人采取
“

扩展的个案研究方

法 ( ht
e

ext
e n ded e as e

me ht ed )
”

作为解决之道
,
[` ] (

~
)

以民族志作为主要的研究手段
,

承认研究过程中的

互主观性 ( i
n t e r 一 s u

bj
e e r i v i t y )

、

进人调查对象的生活

世界 ( h fe wo lr d) 的重要性
,

以及研究活动本身就是

一个社会过程 (
s o e i叔 por e e s s

)
。 [ , ] [6〕

三
、

实地研究的方法论策略
:
定性先行

,

定量跟进

尽管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存在 aK tz 和 uB ar
-

w oy 所说的种种局限性
,

但是笔者仍然认为
,

随着

研究所关心的问题的不同
,

选择定量研究方法
,

有

时候却是必须的
。

比如说
,

当我们需要在短时间

内采集较大数量样本的信息
,

以便为某个社会政

策的出台提供理论依据时
,

问卷调查就是一个比

较合适的工具
。

因此
,

笔者的方法论立场是一个

多元主义的立场
。

该立场主要有两个观点组成
:

( l) 正如上面所说
,

随着研究所关心问题的不同
,

或者随着研究所预期得到的产品不同
,

无论是定

63



性的方法
,

还是定量的方法
,

都是策略性选择的结

果 ; ( 2) 为了纠正纯粹定量研究方法的内在局限

性
,

在决定选择定量研究手段来获得最终研究产

品时
,

应该在研究初期
,

密集地在本体论意义上使

用定性研究手段来作为采集本土信息的手段
。

换

句话说
,

笔者的实地研究方法论策略
,

是以定量推

论为目标的
,

但在研究过程的初期
,

却整合了定性

研究手段这样一种取向
,

它简单地可称为
“

定性

先行
,

定量跟进
”

的策略
。

在标准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教材中
,

关于

在定量研究过程中整合定性研究手段的做法
,

有

一个相应 的名称—
“

试调查
” 。

但笔者认为这

一称呼
,

极大地忽略了定性研究手段在以定量分

析为目标的研究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

笔者更愿意

把这一阶段的研究
,

称呼为
“

以学习为目的
”

的基

础研究
。

表一给出了定性研究手段究竟可以在以

定量分析为目标的研究过程中
,

扮演何种重要角

色的简略说明
。

表一 定性研究手段作为以定量分析为目标的实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常常用定性手段段 解决定量分析的哪些问题题 为后续定量分析提供哪些初级产品品

参参与式观察察 对研究对象 (基本分析单位 ) 的
“

生活世世 初步明确研究问题
,

或把研究问题转译成本土语言言
界界界

”

的系统观察和了解
,

促成研究者在实实 初步明确研究问题所涉及的核心因变量组群和自自

地地地研究时空中的再教育育 变量组群群

焦焦点小组访谈谈 研究者和一组研究对象展开深人对话
,

以以 明确研究问题
,

使其通过一个集体共识的建构过程程

便便便围绕研究问题获得相对稳定的
“

集体情情 而得以相对固定化化

境境境定义
””

初步找到研究变量的本土化操作指标标

开开放式访谈谈 研究者和一个研究对象展开深人对话
,

以以 进一步了解到研究对象本身是如何阐述研究变量量

便便便获得与该研究对象 的社会属性相对应应 的
,

从而积累一系列具体化研究变量的本土化操作作

的的的
“

扎根客观性 (
e m b e d d e d o

bj
e e t iv i ty )

””

指标的分类框架 (
e a t e g o ir z a t io n

)))

接下来
,

笔者就以 自己一直想做但尚未正式

实施的关于农村社区的消费实践这样一个研究领

域为例
,

对上述方法论策略做出具体的阐明
。

四
、

以中国农村消费实践研究为例 的说明

与笔者的研究兴趣相对应
,

对中国农村消费

实践的研究
,

其目的是在选定的研究问题上
,

建构

出一个能够被定量数据加以证实或证伪的理论命

题
,

并建立起变量间的关系来
。

因此
,

研究者首先

必须明确
,

自己想研究农村消费实践活动中的什

么 ? 换句话说
,

研究问题应该具体到什么程度 ?

下面的研究设计框架
,

给出了笔者的研究问题
:

研究问题
:
农村社区中消费活动的商业化及

其扩展
。

1
.

中国农村社区中
,

消费活动的商业化现象

是否存在 ?

2
.

商业化消费项 目的引人
,

是村庄内生需求

的反映
,

还是外部商业利益人侵或地方政府推动

的结果 ?

3
.

商业化扩展之后的利益和利润
,

主要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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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社区之内分配呢
,

还是溢出到了村庄之外 ?

4
.

村庄内部社会力量对商业化扩展趋势的

抵抗是否存在 ? 这些抵抗是否成功? 哪些消费领

域的抵抗 比较有社会基 础 ? 是什 么样 的社会

基础 ?

5
.

商业化扩展的社会后效是什么 ?

其次
,

为了表明笔者对以理论建构为目的
,

或

者以定量分析为 目的的研究的忠诚
,

我们还可 以

以上述的某个研究问题为例
,

给出我们最终希望

获得的研究产品—
可被定量数据证实或证伪的

理论命题或理论模型的一个例子
。

我们选择上面

的问题 5

—
“

商业化扩展 的社会后效是什么 ?
”

作为理论模型建构的例子
。

理论命题
:
中国乡村社区消费活动的商业化

扩展
,

导致了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
,

那就是
:

中国乡村地区出现了
“

现金短缺
”

的趋势
,

而这一
“

现金短缺
”

的趋势
,

又引起了其他的重大社会后

果
。

其理论模型如图一所示
。

第三
,

笔者还将阐明
,

这样一个理论导向的定

量分析框架
,

必须依赖于扎实的定性手段所提供

的初级产品 (参见表一的第三栏 )
。

换句话说
,

在



最终大样本地采集定量数据之前
,

必须有充分的

定性研究作为前期的基础研究
。

可能采取的定性

研究步骤包括
:

获得现金的渠道和数量的前景模糊
辍学率升高卜枷 }夕卜出打工

匣巫画习~ ~ 、
地方性借贷关系和阶级流动

消耗现金的消费项 目的扩弓耳一叫 现金短缺
代际抚养责任的规i

源的短期利用和环境危

伦理基础

崩溃和社
区瓦解

专统自给自足消费项目的减少

传统技艺和文化形式的消亡
金主义风气十乡村的经济犯罪盛行

图一 中国农村社 区消费场域的
“

现金短缺及其社会后果
”

模型

1
.

研究者首先需要对村庄社区的消费景观

和消费图景做最基本的参与式观察
,

以便得到一

个再教育的学习过程
。

因为目前的消费研究
,

主

要集中在对都市消费现象的关注之上
,

因此研究

者大多对都市的生活体验和消费活动了解较多
,

而对农村的消费实践却知之甚少①
,

因此
,

对某些

代表性社区的个案研究
,

是必须进行的
。

2
.

根据研究者对农村社会的了解
,

我们认识

到至少有两种类型 的村庄存在
:
一类是

“

传统型

村庄
” ,

满足传统上界定乡村社区的大部分条件
,

如生产方式上以第一产业为主
,

居住环境表现为

较明显的低度城市化特征等 ;另一类则是
“

处于

快速城市化边缘的转型农村社区
” ,

由于其生活

方式已经处于向都市生活方式的转型过程当中
,

因此这一类社区
,

无论是在生产方式
、

居住环境和

生活方式方面
,

都在向城市化的方向发展
,

因此其

消费实践
,

与传统型的村庄有着明显的不同
。

因

此
,

研究者需要在不同类型的村庄分别开展前期

的基础性定性研究
。

3
.

参与式观察时
,

研究者可以做哪些信息记

录工作呢 ? 他至少可以采集到一个有关
“

商业化

扩展
”

的名单
:
( 1) 从前没有的消费项 目

,

现在已

经有了 ; ( 2) 从前不需要花钱买的东西
,

现在需要

花钱买 了
。

他还可以对农户家庭的现金流走向
,

实施个案定点观测工作
。

4
.

集体焦点小组访谈的主要功能
,

是对图一

中研究者心 目中的各个概念— 如传统技艺和文

化形式
、

地方性借贷关系
、

阶级流动等
,

进行本土

化的转译
,

即在乡村社会中
,

人们是如何来界定和

解释这些概念和术语的
,

在现象层面上
,

这些概念

和术语所代表的社会事实分别是什么 ? 换句话

说
,

这些概念必须在研究现场中找到与之相对应

的操作化定义和操作化指标
。

5
.

开放式访谈的主要功能
,

则是对理论框架

所涉及的操作化指标的进一步细化
。

如图一中的
“

环境危机
”

这个概念
,

可 以找到
“

环境恶化
”

这样

的操作化定义
,

而
“

环境恶化
”

这个操作化定义
,

又必须找到在该乡村社区内最能被研究对象所理

解的测量指标
:
究竟村庄居民们对

“

环境恶化
”

的

感知
,

是来源于
“

饮用水水源的缩小
”

或
“

饮用水

的商品化
” ;还是过量采伐用作燃料的植被而导

致的
“

水土流失
”

所带来的潜在的泥石流危险呢 ?

因此
,

在笔者能够开展对中国乡村的消费实

践活动的定量研究工具— 调查问卷的制作之

前
,

将有大量的定性研究工作要开展
,

这两大方法

结合在一起
,

就构成了笔者心 目中的实地研究的

方法论策略
:
建立在扎实定性研究基础之上 的以

理论建构为目标的定量分析
。

①在中国社会中
,

城市和乡村这两大社会空间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了
,

而且影响消费行为的各种力量和机制也有很大的不同
,

如收

人的稳定性
、

消费机会的物理接近性和方便程度
、

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等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

在农村
,

相当一部分消费品是 自己生产

的或物物交易得来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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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小组方法在组织研究中的应用

孙 龙

(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讲师
,

博士 )

在 H 省进行民间组织调研之时
,

一个重要环

节便是组织一次
“

民间组织知情者
”

座谈会
,

邀请

对当地民间组织发展状况 比较知情的政府官员
、

非营利组织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
,

以及媒介记者

等参与讨论
。

会议时间为一整天
,

由笔者所参与课题组的

一位研究人员主持
,

主要包括三个单元
。

第一单

元是请与会者当场填写一份调查问卷
。

问卷正文

长达 巧 页
,

内容主要涉及到与会者所在的 NG O

的基本情况
,

与会者对 N C O 的结构
、

功能以及发

展环境等方面的看法
,

填答速度比较快的研究者

大约费时 30
一
一 4 0 分钟

,

填写速度相对比较慢者则

花费了 1小时左右
。

问卷填答完毕以后
,

座谈会进人第二个单元
。

在这个单元
,

会议主持人首先请各位与会者在事

先发放的 白纸上 即时 回答他们本人对
“

公民社

会
”

的看法
,

之后请与会者依次对其所在 N GO 的

一些情况进行介绍
。

经过对交回的 21 份答卷的

关键词进行分析
,

可 以发现
,

与会者用以描述
“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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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会
”

的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依次为
:
权益维护 ;

组织 ;慈善 ;民主 ; 自律 ;参与 ;监督
,

等等
。

在会议进行到第二阶段之时
,

笔者则组织研

究助手将已经回收的问卷进行编码
,

并且 录人事

先建好的数据库之中
,

然后用统计软件进行初步

的统计分析
。

会议进人第三单元以后
,

主持人即

将一些初步的统计分析结果报告给与会者
,

组织

与会者围绕这些结论进行讨论
。

在介绍问卷分析

结果之时
,

主要选择两种类型的分析结果进行介

绍
:
一种是与会者意见高度一致的一些问题

,

如有

相当多的问卷认为当地 N GO 的资源非常匾乏
,

于

是主持人便将该分析结果报告给与会者
,

并引导

有关讨论 ;另外一种就是与会者意见分歧非常之

大的一些问题
。

会议在 H 省民政厅办公大楼的会议室召开
。

在会议开始之时
,

在场的 N GO 知情者共有 25 人
,

其中 3 人来 自于政府机关
,

另外 22 人则来 自于

2 0 个 N G O (其中有两个 NG O 派出了两名代表参

加会议 )
,

约有十人围坐在会议室前半部分的椭

圆形会议桌旁
,

其余人则在会议室后半部分的会

议桌后落座
。

总的来说
,

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讨论

之中
,

会议氛围不是十分活跃
,

没有出现非常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