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钓调查
,

才可能依此做出正确的论断和决策
。

抽样调查则比一般意义的调查对所采集的样本

数据的准确性要求更高
。

有人说
,

抽样调查很科学
,

是以保证其正确的推断
。

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
。

抽样调查是

科学的
,

这是毫无疑义的
,

但这是从理论上看
,

科学的方法
,

要正确的实施才有效
,

才有实

践价值
。

现实的抽样调查中用自填法登记不真实的数据
,

不仅存在且很普遍
。

即使是组织专

门队伍
,

派员调查
,

采集数据不真实也是存在的
,

不可忽视
。

在农产量抽样实测中
,

为了省

事
,

不按方案要求
,

随意在地头割些样本有之 , 物价统计中
,

有的嫌麻烦
、

图方便
,

任意采

价
,

不精算者有之 ; 其他方面的抽样调查随便造假数据更有之
。

用假的
、

不真实的数据进行
一

推断
,

必然是假
,

所计算的误差也是假
,

统计数据的正确性是统计的生命
。

统计数据 下应 该

有虚假和水分
,

抽样调查中采集的数据更应如此
。

如何保证抽样采集真实正确的数据呢 ? 我认为
,

至少要做到以下儿点
:

第一
,

要广泛宣传
,

提高对抽样调查采集正确数据的认识
,

告诫人们它是抽样调查的生

命
,

它直接关系到统计推断和决策的正确性
。

第二
,

调查者要不怕麻烦
,

要切实按照方案要求
,

一丝不苟地照办
,

认真贯彻执行
,

精

心计算
、

登记
,

不马虎大意
。

第三
,

上级派出去指导工作的同志要认识自己责任的重大
,

既要进行宣传
,

又要认真组

织好
,

还要身体力行
,

以身作则
,

不怕苦
、

不怕累
,

带头将抽样方案
、

办法
,

贯彻实施
。

第四
,

上级还要派出人员经常进行督促检查
,

发现好的及时表扬奖励
,

查出不好的要予

以说服教育
,

严重的应给予处分
,

对出现的问题
,

要妥善解决
。

(作者工作单位
: 东非财经 大学

,

邮政编码
: 1 1 6 0 2 3 )

对科学推算法的一点认识

戴 亦 一

一般有过商业性市场调查经验的人都知道
,

在整个市场调查过程中
,

有关消费者态度调

查
、

市场销售状况调查
,

都是比较容易执行的
,

困难的往往是生产厂商调查
。

这是因为
,

对

于那些市场竞争意识越来越强烈的厂商来说
,

此种行为无异于工业间谍公开刺探 其 商 业 机

密
,

因此往往对其内部统计资料严加保密
。

然而
,

对于市场调查的委托人来说
,

有关市场主

要竞争对手的真实情况
,

如厂商的生产能力
、

实际产量
、

产值
、

利润及主销地区等资料
,

却

往往是他们最为关心
、

非弄到手不可的
。

在此情况下
,

可行的出路就只有在科学推算法上做

文章了
。

1 9 9 3年下半年
,

笔者兼职的市场调查事务所就碰到了这么一个难题
。

从一些零散的

外围资料 (如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 分析来看
,

被调查的某外资企业显然是其所在行业中最大

的生产厂商
,

但在从该企业上报的统计数字看
,

我们发现该企业的一些敏感 性 数 字
,

如 产

量
、

产值与利润等
,

都存在有严重不实的问题
。

为了彻底摸清其真实情况
,

我们会 同委托方

应要求派来的技术专家
,

开始对那家外资企业的实际产量
、

产值与利润等指标进 行科 学 推

算
。

推算的主要依据为企业的投入产出技术关系
,

而有关数据
,

则主要通过一些巧妙的外围

调查来取得
。

这些数据主要来源于那些一般不会为被调查企业保密的外围相关部门
:

如企业

的工业用 电消耗量可来自于当地供电部门
,

企业的包装品消耗量可来自于有关包装品生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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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

企业的产品外运量可来自于相关运输部门
,

等等
。

推算的结果表明
,

该外资企业上报有

关部门的数字 中确有瞒报行为
,

且真实数据与所报数据相差几近一倍 ! 如此严重的瞒报行为

(自然也有偷漏税嫌疑 )
,

居然能够逃过地方统计部 门与税务部门的双重监督
,

足见其
“

守口

如瓶
”

对策的威力
。

然而
,

面对我们事务所在技术上与操作上都不复杂 (尽管有些繁琐 ) 的

科学推算法
,

厂商的种种保密手法还是显得漏洞百 出
。

这次经历
,

使我联想到
:

我 国统计部

门目前所面临的困扰
,

不也多半如此吗 ? 为什么不积极主动地尝试尝试
“

测谎力
”

强的科学

推算法呢 ?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
,

而国家的法律制度与人们的法制意识

都还不尽人意的今天
,

传统的
“

我间我答
”

式的
,

对被调查者依赖性强的统计调查方法
,

在

实际工作 中经常碰到各种困扰
,

对此
,

笔者 以为
,

政府统计部 门的对策
,

除了一方面大力加

强统计法制教育与执法力度外
,

另一方面
,

还必须真正明确科学推算法在统计调查方法体系

中的地位
,

大胆采用科学推算法
。

事实上
,

科学推算的推广应用
,

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使

得调查者
,

一改过去被动的处境
,

而以一种积极主动 的姿态
,

出现在那些出于种种原因而企

图瞒报漏报统计数字的被调查者面前
,

而且
,

还可以藉此加强统计稽查的技术力量与统计法

制的威慑力
,

从而确保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与严肃性
。

(作者工作单位
:

厦 门 大学计划统计 系
,

邮政编码
: 3 6 10 0 5 )

谨防抽样过程之外的系统误差

林 毓 铭

抽样过程中系统误差属非随机性误差
,

在抽样过程之内与之外均可发生
,

抽样过程之内的

系统误差是由于有悖于抽样基本原理
,

并不对抽样结果构成主要影响
,

而抽样过程之外的误差

可产生于抽样工作的每个环节
,

即使抽样误差很小
,

抽样调查资料的准确度也可 因此而降低
。

在社会统计调查中
,

采用多级混合型抽样
,

多级混合型抽样使每个个体抽 中的概率大致

相等
,

可以相应减少抽样过程之内的系统误差
。

这样
,

抽样过程之外的系统误差的大小成为

统计调查质量高低的关键
。

它包括调查者
、

被调查者
、

调查 问卷造成的系统误差
,

也包括无

应答及数据处理过程中工作失误造成的系统误差
,

其表现形式为
:

1
.

度量误差
。

量表是对统计调查资料进行数量化 的工具和手段
,

如果各类量表 中 (如定

类量表
、

定序量表
、

定距量表
、

定比量表等 ) 正向或逆向题偏多
,

易于造成分值的极端值偏

多可能造成的偏差
。

2
.

暗示效应
。

调查者在所调查的问题上没有保持 中立的态度
,

而是借助动作
、

语气等对

被调查者作出主观倾向性的暗示
,

迎合 了一些人的惰性心理或产生诱导作用
,

造成偏差
。

3
.

近因印象
。

被调查者对统 计调查项 目或评价对象的近期运行效果或个人获 益 记 忆 犹

新
、

印象深刻
,

而对过去时期 印象模糊
。

因此
,

被调查者有可能以近因印象替代调查要求的

对整个时期的印象评价
,

造成一定程度的偏差
。

4
.

感情取向
。

对正在实施 的社会举措与社会政策的实践状况
、

或是单位领导者的政绩考

评
,

被调查者的利益欲望
、

价值取向有所满足
,

他们对其肯定的强度可能偏高
;
反之

,

缺乏

感情积累
,
肯定的强度就可能偏低

,

这种感情效应造成的极端倾向在排序法
、

量表法 中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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