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提高会计调查研究质量:

一个基于样本代表性的理论评析框架
* 曾爱民,南星恒

(厦门大学 管理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 调查研究是我国会计研究中最早使用的实证研究方法, 但如何提高调查研究质量却尚

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从提高样本代表性,进而提高调查研究质量的视角出发,提出一个理

论评析框架,并对该框架进行全面、系统的阐析,为提高和评价调查研究的质量提供客观、科学

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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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Survey research m ethod is the ear liest emp iricalm ethod used in accounting research in Ch ina, but little im po rtance has been

attached to how to improve the resea rch qua lity. In order to im prove the represen tativeness o f the samp les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urvey

research, th is paper presented a theoretical ana ly tica l fram ewo rk, and m ade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 atica l ana ly sis. The fram ew ork

o ffered an ob jective and scientific theo retical basis to im prove and assess the qua lity o f surve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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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调查研究 ( survey research) 是一种以自填问卷或

结构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

本中收集有关数据,并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来认识

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研究方法。由于问卷、统计

分析是调查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本质的特征, 因此人们

也将调查研究称为 问卷调查 或 统计调查 。
调查研究法是我国会计研究中最早使用的实证研

究 ( pos itive research)方法。 1988年以前, 我国会计研

究基本上是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一统天下。 1988年,

裘宗舜、王平在 !会计改革若干问题 ∀ ∀ ∀ 一张有意义
的社会问卷调查表#一文中率先使用调查研究法, 开

我国实证会计研究之先河 (刘峰、雷科罗, 1993;刘玉

廷, 2000)。虽然后来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渐兴起,

经验研究 ( emp irica l research)后来居上, 蓬勃发展,占

据了我国会计实证研究的绝对主流地位。但由于调查

研究便于大范围了解有关社会公众或组织管理者的观

点和态度,获取组织内部会计决策和运行控制等方面

的重要信息,而这些都是资本市场数据库所无法提供

的,因而调查研究法在我国会计研究的某些领域 (比

如,管理会计、会计准则制定、会计教育和会计人才市

场需求等 )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在很多时候, 研究者使用调查研究法的内在冲

动并不因其在获取数据方面的特殊地位, 而源于其表

面上的简单性 ∀ ∀ ∀ 打印一些问题,复印问卷,邮寄给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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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者,等待回函,然后分析答卷。但是,任何调查都

包括了一些重要步骤,需要认真考虑并按特定的顺序

予以执行。如果不知道这些步骤则容易得出一些低质

量的调查结果 (M ang ione, 1995)。因而,调查研究法常

受到不够严谨、科学和不具有公信力之类的抨击 (徐

政旦等, 2002)。早期有关研究亦发现调查研究的核

心缺陷是,许多研究都未遵循调查设计和管理的基本

原则 (M angione, 1995)。如果正确设计和管理, 调查

研究可以是一种大规模、高质量数据的来源 ( D ia

mond, 2000; D illm an, 1978, 1999)。因而提高调查研

究质量关键在于方法的运用,而不是方法本身。那么,

如何运用才能尽可能地提高调查研究的质量呢? 接下

来,我们将从提高有效样本代表性的视角出发,提出一

个理论评析框架,对此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

二、理论评析框架的提出

由定义可知,调查研究从总体中抽取样本,收集定

性或定量的有关数据。因而,一个代表性样本 ( repre

sentative sam ple)应是总体的一个缩影,样本各种平均

性指标应与总体相应的指标十分接近。这样,通过研

究总体中的部分个体,得到的却不仅仅是这部分个体

的情况,而是渗透、折射、体现在这一部分个体身上的

总体的情况,从而可以顺利地实现调研目的。否则,如

果样本缺少代表性,即使花费再多的人力、物力、时间,

调查数以万计的对象个体,进行高深莫测的数学统计

和模型建构,结果也是徒劳无功。

最经典的例子是, 1936年, 美国著名的 !文学摘
要#杂志社为了预测总统候选人罗斯福与兰登两人谁
能当选。他们按电话簿和俱乐部成员名单上的地址发

出 1000万封调查信,回收 240多万封。这在统计史上

都是少有的样本容量, 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文学摘要#深信自己的统计结果, 即兰登将以

57%对 43%的比例获胜,并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但

选举结果却是罗斯福以 62%对 38%的巨大优势获胜!

这次调查断送了这家原本颇有名气的杂志社的前程,

不久便关门停刊。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次调查研究的失

败呢? 后来统计学家分析总结的原因主要是,调查的

抽样方法不公平, 样本不具有代表性。因为样本不是

从总体 (全体美国公民 )之中随机抽取的。当时有私

人电话和能参加俱乐部的都是比较富裕的家庭, 仅从

这些家庭中抽取的样本严重偏离了总体。而事实上,

1929∀ 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遭受重创,

时任总统的罗斯福实施了 罗斯福新政 ,动用行政手
段干预经济,经济政策由自由资本主义转为国家垄断

资本主义,损害了部分富人的利益,所以罗斯福在富人

选票中百分率较低在情理之中。但大多数的美国人从

中得到了好处,因此罗斯福赢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又

是必然结果。从这个历史事件可知, 样本代表性是决

定调查研究质量的 生命线 。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我们根据调查研究的数据收

集过程提出了一个基于样本代表性的理论评析框架,

具体如图 1所示。

图 1 基于样本代表性的理论评析框架

由该理论评析框架可知, 调研数据的获取是一个

根据目标总体获取相应的调查总体 (抽样框 ),再从调

查总体抽取调查样本,最后从有效样本获得有关数据

的过程。调查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描述或解释存在

于目标总体中的现象或规律,但分析、研究的数据却从

有效样本中获得,因而,有效样本的代表性直接决定了

调研数据的质量,进而决定了调查研究的质量。当样

本缺乏代表性,调查结果 (样本数据 )与事实 (总体数

据 )出现差异,便产生了调查误差 ( survey error)。调查

的数据质量与调查误差成反比关系。调查误差主要包

括: 抽样误差 ( sampling error)和非抽样误差 ( non -

sam pling error)。其中非抽样误差可以归为三种类型:

抽样框误差 ∃ ( fram e error)、无回应误差 ( non-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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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和计量误差
∃

( m easurem ent error) ( Judith T.

Less ler& W illiam D. Kalsbeek, 1992; D illm an, 2000)。

所以, 调查质量与调查误差存在以下关系 (郑丽,

2004) :

调查质量 = 1
调查误差

= 1
抽样误差 +非抽样误差

= 1
抽样误差+覆盖误差+无回应误差+计量误差

可见,抽样误差和非抽样误差只要有一方或者双

方同时增大,就会使得调查质量下降,因而减少抽样误

差和各类非抽样误差成为提高调查质量的关键所在。

三、理论评析框架的阐析

我们将按图 1中理论评析框架的顺序对各类误差

逐一展开分析,以明确提高调查研究质量的理论机制

与具体措施。

(一 )总体与覆盖误差

总体是调查研究者希望推广其研究结论于其中的

全体要素的集合 ( D iamond, 2000)。根据其在调查研

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我们又可从两个层次上对总

体作进一步的考察 (如图 1)。一个层次是目标总体,

目标总体 ( target population)是研究者意欲研究的全体

回应者 ( respondents)的集合。这一层次的总体只是种

概念上的定义,比如, 家族企业的财务总监; 另一层次

则为调查总体,而调查总体 ( survey population)则是研

究者所能获得的用于实际抽样的全体回应者集合。在

这个层次上,总体不再是一种概念上的定义,而应是一

份具有可操作性的名单,包括目标总体中合格的 ( eli

g ible)、可确认的 ( identifiab le)并能联系上的个体, 比

如,一份浙江省家族企业财务总监的名单。

∃ 计量误差源于不恰当的问题措词 ( question wording)和问卷结构 (D illman, 2000),与有效样本对调查总体的代

表性程度无关,因而在理论评析框架中只包括了抽样误差、覆盖误差、无回应误差三类。

如果调查总体与目标总体的覆盖范围不一致,则

会产生所谓的覆盖误差 ( coverage error)。覆盖误差包

括覆盖不足误差 ( undercoverage error)和覆盖过度误差

( overcoverage error)两种类型。其中覆盖不足误差是

指调查总体因为不完全而小于目标总体所产生了偏

差。造成偏差的原因,即调查总体小于目标总体就被

称为覆盖不足或丢失目标总体单元 ( Lessler & Kals

beek, 1992)。这样的话调查总体就没有穷尽目标总

体,一些单元从而成为遗漏单元或缺失单元 ( m issing

elem ents)。这种误差是覆盖误差中最严重的问题, 因

为无法从样本或调查总体中发现丢失单元所造成的误

差。与此相反,调查总体包含非目标总体单元则称为

覆盖过度 ( overcoverage)。这时调查总体不是小于目

标总体,而是包含目标总体所不包含的单元。这种偏

差的影响很大,但是潜在威胁却通常会小一些。因为

可以在调查中辨认出非目标元素并把它们剔除。

我们可以进一步用例子来加深对覆盖误差的理

解。如前所述,所谓覆盖过度是指调查总体大于目标

总体,比如,在进行以家族企业财务总监为目标总体的

调查时,调查总体包括了国有企业的财务总监;而覆盖

不足则指调查总体小于目标总体,比如,没能包括浙江

省外其他地区家族企业财务总监,则研究结论难免产

生偏差。虽然目标总体确定为 家族企业财务总监 ,
但实际调查仅限于 浙江省家族企业财务总监 ,则调

查研究结论自然难以在全国 (其他省的 )财务总监中

推广,可见覆盖误差是一种系统性偏差 ( systematic bi

as),直接决定了调查总体对目标总体的代表性。为了

减少覆盖误差,应保证目标总体与调查总体之间的一

致性 ( D iamond, 2000)。

(二 )调查样本与两类抽样相关误差

样本是总体的一个子集,如果样本是总体的一个

代表,则对样本为真的命题在可计算的误差边际内对

总体也为真 ( Sapsford, 1999)。如图 1的理论评析框架

所示,样本又可进一步细分为调查样本和有效样本。

其中采用一定的抽样方法从调查总体中抽取,作为调

查对象的个体的集合称为调查样本,比如,采用问卷调

查方式中的全体问卷发放对象;但由于种种原因,发放

的问卷并非全部能够收回, 即便收回的问卷也未必全

部有效,因而我们真正用于代表总体进行研究分析的

仅仅是由有效问卷的回答者所组成的有效样本。

从调查总体中抽取调查样本可能会存在两类误差

(图 1)。其一是抽样误差,是由于从调查总体中随机

抽取调查样本所引起,因而它是一种随机误差。只要

总体中个体差异存在,则抽样误差不可避免,但可以事

先计算并加以控制,只要选定了抽样方法,就能根据相

应的公式计算出误差值的大小;只要在经费许可的范

围内,增大样本规模、改变抽样方法就能对它实现有效

的控制。其二是抽样系统误差,仍是由从调查总体中

进行抽样所引起的, 但其主要源于有偏误的抽样方法

( b iased sam pling m ethods) , 比如采用方便抽样 ( con

venience sample)和自愿回应样本 ( volunteer sam ple)

等。由于主观因素破坏了随机原则, 导致样本系统性

偏离总体,因而这种误差是一种系统性误差,纠正的方

法是采用随机抽样 ( random sampling)。

(三 )有效样本与无回应误差

由图 1可知,研究者虽然可以通过科学的抽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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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从总体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样本, 然而,调查

样本的代表性并不能最终反映调查结果的代表性。因

为调查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仅是一种调查开始之前的

衡量指标。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会有许多因素导致

抽样样本中部分个体的缺失或失效 (无回应 ),使得最

终的有效样本只是调查样本的一部分 (图 1)。且 无

回应者 ( non- respondents)通常与回应者有着相当的

差别
[ 9 ]  ( Nachm ias& Nachm ias, 2000)。比如,在某一

次调查研究中,调查样本包括 100家公司,其中上市公

司 80家,非上市公司 20家, 共发出 100份问卷,每家

公司 1份,回收 60份 (全部来源于上市公司,一种比较

极端的情况 ),回应率为 60%。那么,这次调查结果能

代表调查样本进而代表目标总体吗? 显然不能! 因为

无回应者 (或回应者 )与整个样本之间存在着系统性

偏差,这就是所谓的无回应误差 ( non- response bias)。

很明显,当无回应误差较大时,调查数据的质量和调查

结果对总体代表性就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和破坏。

因而调查回应率 ( response rate)的高低则成为影

响有效样本代表性程度另一关键指标。调查回应率是

成功完成调查的被调查者数量与实际调查的被调查者

数量的比值,它通常包括自填式问卷调查中的问卷回

收率、结构式访问调查和电话调查中的访问回答率。

由于低回应率 (比如低于 20% )的样本更有可能存在

回应者的自选择 ∃ ( self- selection)问题,因而低回应

率往往是与高无回应误差相伴相依的。可见,为降低

无回应误差则应提高调查研究的回应率水平 %。当一

项调查研究能从其有代表性的样本获得高回应率时,

则无回应误差一般会相应降低,但并不是说一定会降

低。仍以上例说明,若回收问卷增至 80份 (亦全部来

源于上市公司,仅为一种极端性假设,现实中可能性极

低 ),则回应率提高到 80% ,但其无回应误差却并没因

此而降低,无回应者与回应者仍存在着同样的系统性

偏误。

那么为了获得较高代表性的调查数据, 需要多高

的回应率才能有效地将无回应误差降低至可接受的水

平呢? 对此, D iamond ( 2000)指出 75% ∀ 90%之间的

回应率通常可以得出可靠的结论,但研究者应对样本

的代表性进行检查 (即进行无回应误差分析 )。Van

der Stede等人 ( 2007)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认为当回

应率低于 80%的时候,期望避免所有潜在来源的无回

应误差是不切实际的 ( unreasonable)。因而一般情况

下,研究者都需进行无回应误差分析&以正确判断有

效样本对目标总体的代表性。如果存在明显的无回应

误差时,研究者应该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比如进一步

联系无回应者,或者采用相应的替代程序等,以降低无

回应误差,增强有效样本的代表性,进而提高会计调查

研究的质量。

四、研究结论

古扎拉蒂 ( 2004)曾指出 研究结果不能比数据的

质量更好 ∋。综上对整个理论评析框架的阐析可知,

欲提高所获取的调研数据质量,进而提高研究质量,则

尽可能地提高有效样本对目标总体的代表性就自然十

分重要了。故而研究者应在保证调查总体对目标总体

完全覆盖,减少或消除覆盖误差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

抽样方法和抽取必要的样本规模以减少抽样误差及与

抽样相关的系统误差。同时还需采取一定措施提高回

应率以减少无回应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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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选择 ( se lf- selection)是指个体有选择地加入某些群体的现象。通常更多时候暗含着加入某些群体中的个体的特征具

有明显异化的意思。比如 ,低回应率的调查回应者往往具有与总体明显不同的某些特征。

常用的提高调查回应率的方法主要有:预先提醒、跟踪提醒、采用混合方式调查以及寻求权威的支持等。

我国许多学者常以 20% - 40%为回应率的可接受标准,而且并不进行无回应分析。无回应误差分析常用的方法有三种:

比较早回应者与晚回应者;比较回应者与目标总体; 比较无回应者与目标总体。

资料处理上一个十分著名的理论 garbage in garbage out ( G IGO )  , 指的其实也是相同的道理: 输入 (电脑当中 )的是垃圾

(指低质量的数据 ), 则输出来的 (分析结果 )必定也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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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93页 )但由于电信网、有线电视网和计算机网

自身业务的特性和需求不同, 融合中还存在着许多待

解决的问题。所以,三网融合的发展不能一蹴而就,而

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我国应勇于借鉴国外的

先进技术和政策经验,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逐步打破

行业垄断,推进我国三网融合进程又快又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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