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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问卷调查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收集充分的、真实有效的信息为统计部门各项工

作提供数据支持。传统的问卷调查分析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进行数据计算，并且

要消耗时间对计算的数据进行多次核算。这样，不但是对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

而且由于人工计算数据需要进行多次核算往往会耽误很多时间，从而延长了工作

的时间。 

随着网络技术的日益发展，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国家统计部门的工作也不再

以传统的方式进行。在网络的浪潮中国家统计部门也在不断的革新，使统计信息

的调查汇总，统计资料的查询分析越来越快捷，越来越详细。因此，建立一套统

计数据录入分析的系统尤其重要，社会的信息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统计

部门工作中，调查问卷分析系统是统计工作不可或缺的功能。 

本文以软件工程思想为主线，从需求分析、总体设计、详细设计等方面对某

市统计局的问卷调查分析系统进行了研究，同时也介绍了系统的开发实现、测试

和运行等过程。整个系统运行在 Windows XP 操作系统环境下，采用 IIS5部署，

利用 SQL Server 2000 来存储、管理数据。系统的上线运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满足了市统计局对城镇居民和农牧民情况更准确的调查，通过对城镇居民和农牧

民的问卷调查，并且对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可以更全面的对不同社会群体回答问

卷的答案进行分析，更加全面的反馈出社会中不同群体存在的问题，从而使政府

部门根据分析结果更加合理的解决问题。 

 

 

关键词：统计；调查问卷；问卷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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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is to collect enough, true and effective 

information for the statistics departments to provide more efficient decision support. 

Traditional questionnaire analysis needs numerous human resources to compute the 

collected data, and also it needs a lot of time to check the correctness of the data by 

hand. In this case it is not only a waste of time, but also leads to low efficienc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and the arrival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state statistics departments will not work in a traditional way anymore. 

Rather, using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fundamental tasks such as investigation 

and gathering of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the inquiry analysis of statistical materials in 

the statistics department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nvenient and fast. Since 

questionnaire analysis is crucial for the statistics department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tatistics data entry analysis system to work well. 

In this thesis, we study the questionnaire analysis system based on farmers and 

urban residen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analyze the system requirements 

comprehensively, design and implement the system using the IT technology. Using 

the system we can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the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The results 

produced by the system can provide some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the relativ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solving the social problems. From a technical viewpoint, 

the system is deployed using the Windows xp + IIS5 + SQL Server 2000. After a 

period time of running, the system was proved to be satisfactory with respect to all 

indexes. 

 

 

Keywords：Statistics；Questionnaire；Questionnaire da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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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当今，席卷全球的信息化大潮把信息管理推到了时代发展的前沿，信息管

理系统已经成为全社会注视的热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天的计算机已经

深入到社会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广泛的应用于农业生产、国防和科研领域，尤

其在信息管理系统方面其发展的规模和应用程度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

的重要标志。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计算机科学日渐成熟，其强大的功能

已成为人们深刻认识，它已进入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人们可以将大量的繁琐的工作交给计算机去完成，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此外，计算机可以利用长期使用过程中所存贮的大量数据进行数据分析，

为管理者进行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资料。 

随着 Internet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国家统计部门不再以传统的方式进行

调查分析问题，调查问卷分析系统是对城镇居民以及农牧民进行的生活满意度

调查，收集信息数据后，本程序可按照各个指标进行单项以及多项分析，最后

得出分析数据以供统计部门综合处进行年鉴以及数据分析报告的编写。生活满

意度是指对自己生活质量的主观体验。实行生活满意度调查问卷分析有以下几

点重要意义： 

（1）可以根据问卷调查对城镇居民、农牧民不同的社会群体进行不同内容

的调查，并对调查的信息进行收集。 

（2）可以对收集的城镇居民、农牧民数据进行专业的统计分析，从而得出

统计部门所需要的专业分析数据。 

（3）所得到的专业统计数据分析结果可以供统计部门综合处进行年鉴以及

数据分析报告的编写。 

（4）同时对政府部门对民生的了解更加详细彻底，从而根据统计部门的统

计分析，实施相应的政策，更加合理的解决社会不同群里的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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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问卷调查分析是获取调查数据、从中分析、挖掘有用信息，并加以利用的

一种常用的科学研究和调查方法。随着 Internet 网络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大量

基于 Internet互联网的问卷调查分析系统，集问卷、统计、分析于一体，具有

调查范围广，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速度快、准确度高的特点而逐渐取代了传

统的纸质问卷调查[1]。但目前这些问卷调查系统存在以下不足： 

   （1）系统单一、可移植性差。目前在互联网 Internet上大量出现的问卷调

查系统都是单一、封闭的，针对某个具体的调查目的，设计一些题目和选项，

供特定的上网人群回答，得到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后将结果提交给调查者或者

相关人员。系统可移植性差，不能移植到其它调查中，若有不同的调查任务，

则要从新设计和开发新的问卷调查分析系统。由于网络问卷调查分析的范围广，

使用频率高，这种重复开发设计浪费的时间和经费都是非常巨大的。 

   （2）查询条件少、不能满足实际查询需要。当前的网络问卷分析系统的查

询条件少，对被调查人群多数没有什么划分，当成一个群体。但在实际调查中，

常常要对被调查人群进行细分，从而得到更为详细的和丰富的信息。 

1.3 主要研究内容及特色    

调查问卷分析系统从其应用性质可划分为三大类：区县录入员数据录入类

应用、管理员对录入数据分析类应用和管理员数据备份、恢复类应用。其中区

县录入员数据录入类应用主要为调查问卷分析系统前台服务，完成各类数据录

入任务。管理员对录入数据分析类应用主要为统计部门后台工作人员和决策层

提供统计分析结果服务。管理员数据备份、恢复类应用则为数据录入提供数据

的备份和恢复服务，防止数据丢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调查问卷分析系统从其调查群体可划分为两大类：城镇居民调查问卷分析

子系统和农牧民调查问卷分析子系统。其中城镇居民调查问卷分析子系统从基

本资料(例如：户籍地、年龄、文化程度等)、政府工作、社会治安、收入分配、

看病就医、社会保障、就业、食品安全、养老、教育、住房等方面进行调查分

析，从而得出城镇居民社会各方面满意度的数据分析。农牧民调查问卷分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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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从基本资料（例如：年龄、家庭人口、家庭总收入等）、从事的工作、收

入主要来源、对家庭收入的满意度、家庭全年支出、对农村地区的治安满意度、

对乡（镇）干部工作是否满意等方面进行调查分析，从而得出农牧民社会各方

面满意度的数据分析。 

1.4 论文的组织结构 

本文的组织结构如下： 

第一章：绪论。作为后台业务处理系统的研发背景，介绍了调查问卷分析

系统的现状以及调查问卷分析系统存在的问题，另外还描述了论文的内容、特

色和组织结构。 

第二章：相关技术简介。介绍了 B/S构架技术，ASP技术和 SQL server 2000

数据库。 

第三章：调查问卷分析系统的需求分析。介绍了系统的基本概念、可行性

分析和业务流程分析，并选择数据录入员和系统管理员的两种后台业务进行了

需求描述和用例分析。还对系统的非功能性需求做了描述。 

第四章：调查问卷分析系统的设计。介绍了调查问卷分析系统功能模块设

计，用 E-R 图和数据表分别介绍了城镇居民调查问分析子系统和农牧民调查问

卷分析子系统的数据库的设计，以及系统的安全设计。 

第五章：调查问卷分析系统的实现。介绍了调查问卷分析系统的开发环境，

系统部署构架，以及用户界面展示。 

第六章：调查问卷分析系统的测试。用实验法对调查问卷分析系统进行测

试，并得出测试结果。 

第七章：总结和展望。论文的总结和对系统的展望。厦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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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技术简介 

2.1 B/S 架构技术 

在 B/S 结构下，用户的工作界面是通过 WWW 浏览器来实现，极少部分

事务逻辑在前端（Browser）实现，但是主要事务逻辑在服务器端（Server）

实现，形成所谓三层 3-tier 结构[2]。B/S 结构大多数或主要的业务逻辑都

存在服务器端，因此，B/S 结构的系统不需要安装客户端软件，它运行在

客户端的浏览器之上，系统升级或维护时只需更新服务器端软件即可，这

样就大大简化了客户端电脑载荷，减轻了系统维护与升级的成本和工作

量，降低了用户的总体成本。 B/S 结构系统的产生为系统面对无限未知用

户提供了可能。B/S 结构存在着系统运行速度较慢的问题，以及访问系统

的用户不可控的弱点。  

  局域网建立 B/S 结构的网络应用，并通过 Internet/Intranet 模式下

数据库应用，相对易于把握、成本也是较低的。它是一次性到位的开发，

能实现不同的人员，从不同的地点，以不同的接入方式访问和操作共同的

数据库；它能有效地保护数据平台和管理访问权限，服务器数据库也很安

全。特别是在 JAVA 这样的跨平台语言出现之后，B/S 架构管理软件更是方

便、快捷、高效[3]。  

B/S 结构具有分布性特点，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查询、浏览等业务处理；

B/S 结构业务扩展简单方便，通过增加网页即可增加服务器功能；B/S 结

构维护简单方便，只需要改变网页，即可实现所有用户的同步更新；B/S

结构开发简单，共享性强。 

  B/S 结构个性化特点明显降低，无法实现具有个性化的功能要求；B/S

结构操作是以鼠标为最基本的操作方式，无法满足快速操作的要求；B/S

结构页面动态刷新，响应速度明显降低。B/S 结构功能弱化，难以实现传

统模式下的特殊功能要求。 

目前，软件系统的改进和升级越来越频繁， B/S 结构简化了客户端，

只要客户端机器能上网就可以。对于 B/S 而言，开发、维护等几乎所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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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也都集中在服务器端，当企业对网络应用进行升级时，只需更新服务器

端的软件就可以，这减轻了异地用户系统维护与升级的成本。如果客户端

的软件系统升级比较频繁，那么 B/S 架构的产品优势明显——所有的升级

操作只需要针对服务器进行，这对那些点多面广的应用是很有价值的，例

如一些招聘网站就需要采用 B/S 模式，客户端分散，且应用简单，只需要

进行简单的浏览和少量信息的录入。  

  在系统的性能方面，B/S 占有优势的是其异地浏览和信息采集的灵活

性。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系统，只要可以使用浏览器上网，就可以

使用 B/S 系统的终端。不过，采用 B/S 结构，客户端只能完成浏览、查询、

数据输入等简单功能，绝大部分工作由服务器承担，这使得服务器的负担

很重。而且，由于客户端使用浏览器，使得网上发布的信息必须是以 HTML

格式为主，其它格式文件多半是以附件的形式存放。而 HTML 格式文件不

便于编辑修改，给文件管理带来了许多不便。   

2.2 ASP 技术 

ASP 是一种服务器端脚本编写环境，可以用来创建和运行动态网页或

Web 应用程序。ASP 网页可以包含 HTML 标记、普通文本、脚本命令以及 COM

组件等。利用 ASP 可以向网页中添加交互式内容，也可以创建使用 HTML

网页作为用户界面的 web 应用程序[4]。 与 HTML 相比，ASP 网页具有以下特

点：  

（1）利用 ASP 可以实现突破静态网页的一些功能限制，实现动态网页

技术。  

（2）ASP 文件是包含在 HTML 代码所组成的文件中的，易于修改和测试。  

（3）服务器上的 ASP 解释程序会在服务器端执行 ASP 程序，并将结果

以 HTML 格式传送到客户端浏览器上，因此使用各种浏览器都可以正常浏

览 ASP 所产生的网页。  

（4）ASP 提供了一些内置对象，使用这些对象可以使服务器端脚本功

能更强。例如可以从 web 浏览器中获取用户通过 HTML 表单提交的信息，

并在脚本中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然后向 web 浏览器发送信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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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SP 可以使用服务器端 ActiveX 组件件来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

例如存取数据库库、发送 Email 或访问文件系统等。  

  （6）由于服务器是将 ASP 程序执行的结果以 HTML 格式传回客户端浏

览器，因此使用者不会看到 ASP 所编写的原始程序代码，可防止 ASP 程序

代码被窃取。  

（7）方便连接 SQL server 2000 数据库。  

  （8）开发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否则会留出漏洞,让黑客利用进行注入攻

击。 

ASP 也不仅仅局限于与 HTML 结合制作 WEB 网站，而且还可以与 XHTML

和 WML 语言结合制作 WAP 手机网站。但是其原理也是一样的。 

2.3 SQL server 2000 数据库 

2.3.1 SQL server 2000 数据库简介 

SQL Server 2000 关系数据库引擎是一个流行的、具有高度可伸缩性和高

度可靠性的数据存储引擎。该数据库引擎将数据存储在表中[6]。每个表上都列

出组织感兴趣的一些对象，例如交通工具、雇员或顾客。每个表上的列表示由

表建模的对象的属性，而表上的行则代表由表建模的这种对象的事例。应用程

序可以将结构化查询语言 (SQL) 的语句提交给数据库引擎，后者将表格格式的

结果集返回给应用程序。SQL Server 支持的特定 SQL 语言称为 Transact-SQL。

应用程序还可以提交 SQL 语句或 XPath 查询，并请求数据库引擎以 XML文档

形式返回结果。SQL Server 2000 关系数据库引擎具有以下特点： 

   （1）关系数据库引擎具有高度的可伸缩性。SQL Server 2000 企业版可以

支持多组数据库服务器相互协作，构成可供上千用户同时访问的 TB 大小的数

据库。该引擎能够处理世界上任何 Web 站点的流量。该数据库引擎还能自我调

节，自动在连接到数据库的用户增多时获取资源，并在用户注销后释放资源。

这表明较小的 SQL Server 版本可用于无需专职数据库管理员的个人或小型工

作组。SQL Server for Windows CE 甚至将 SQL Server 编程模型扩展到与网

络断开的移动用户所使用的 Windows CE 设备上。甚至对于在生产中运行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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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业版数据库服务器，也能很容易地使用作为本产品一部分的图形用户界面 

的管理是用工具进行管理。 

   （2）关系数据库引擎具有高可靠性，能够运行很长时间而不会发生故障。 

在数据库引擎的早期版本中要求停止和启动的管理操作现在可以在引擎运行当

中执行，从而增加了可用性。数据库引擎与 Windows 2000 和 Windows NT 故

障转移群集的集成使您得以定义虚拟服务器，即使节点中的一台物理服务器出

现故障，这些虚拟服务器仍然保持运行。在适当的地方，日志传送可以用于维

护热备用服务器。在故障发生的数分钟内，热备用服务器可以代替生产服务器

运行。 

   （3）关系数据库引擎还具有高度的安全行。登录身份验证可以与 Windows

身份验证集成在一起，这样，密码将不会存储在 SQL Server 中，也不会通过

网络发送而被网络嗅探器读取。网站可以设置 C2 级审核，对所有访问数据库

的用户进行审核，还可以使用安全套接字层 (SSL) 加密的办法，对所有在应用

程序和数据库间传送的数据进行加密。 

2.3.2 SQL server 2000 作为数据库服务器的优点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能提供超大型系统所需的数据库服务。大型 

服务器可能有成千上万的用户同时连接到 SQL Server 2000 实例。SQL Server 

2000 为这些环境提供了全面的保护，具有防止问题发生的安全措施，例如，可

以防止多个用户试图同时更新相同的数据。SQL Server 2000 还在多个用户之

间有效地分配可用资源，比如内存、网络带宽和磁盘 I/O。超大型 Internet 站

点可将其数据分开存放在多台服务器上，从而使处理负荷分散到多台计算机上，

使站点能为成千上万的并发用户提供服务。可以在一台计算机上运行多个 SQL 

Server 2000 实例。例如，一个为其它许多组织提供数据库服务的组织可为每

个客户组织单独运行一个 SQL Server 2000 实例，而全部实例可集中在一台计

算机上。这样，既隔开了每个客户组织的数据，同时又使服务组织只需管理一

台服务器计算机从而减少了费用。SQL Server 2000 应用程序可在装有 SQL 

Server 2000 的计算机上运行。该应用程序通过 Windows 进程间通讯 (IPC) 

组件（例如共享内存）而非通过网络连接到 SQL Server 2000。这使 SQL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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