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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处方法错误说起
一一 小议 定序变量的统计分析

游 正 林

《社会学研究 》 19 95年第 2期刊登 了《外商投资企业职工对劳动条件的评价 》一 文 (以下简

称《外 》文 )
。

《外 》文以职工对劳动时间
、

劳动强度
、

劳动场所安全和劳保福利的
“
满意程度

”

来评

价外商投资企业的劳动条件
。

在统计分析
“

满意度
”

时
,

《外 》文是这样处理的
: “

先将满意程度分

为 5 个等级
,

很满意得 2 分
,

满意得 1 分
,

一般得 。 分
,

不满意得一 1 分
,

很不满意得一 2分
。

如

果以 m
、

i( 一 1
,

2
,

3
,

4
,

5) 表示从很不满意顺序到很满意的得分
,

则 m
i
~ i一 3

。

我们再以 Q
、

表示

选择某
一

的人数之百分比
,

则定义满意度 M 一

咨
M

、 ·

Q
t 。

实际上
,

M 只是以百分比 Q
、

为

权重的关于 m
、

的一个加权平均值
,

我们用它来反映职工对某一劳动条件的满意程度
。

当 M -

o 时
,

表示处于一般水平
,

M > o 表示职工对此劳动条件倾向于满意
,

M < o 则表示职工对此劳

动条件倾向于不满意
。 ”
之后

,

进而根据 M 值的大小来比较不同类型企业职工之间的
“

满意度
”

的差别
。

如根据独资
、

合资
、

合作企业职工对劳动时间长短的
“

满意度 ( M ) ”
分别为一 0

.

1 1 1
、

一

0
.

04 1 和一 0
.

36 2
,

得出合作企业职工的满意度 比独 资企业低
,

而独资企业又 比合资企业低的

结论
。

这种看上去很
“

量化
”

的统计分析
,

实际上它的统计分析方法是错误 的
。

笔者在此想以

《外 》文为例
,

谈谈定序变量的统计分析问题
。

在社会研究中
,

所要测量的变量可分为定类变量
、

定序变量
、

定距变量和定 比变量四种
。

定

类变量是测量层次中最低的一 种
,

它只能将调查对象分类
,

如将性别分为男性和女性
。

定序变

量 比定类变量高一个层次
,

它可以按照某种逻辑顺序将调查对象排列出高低
、

强弱或大小
,

确

定其等级或次序
。

如《外 》文关于劳动条件的评价就是一个定序变量
.

依满意程度之强弱依次分

为
“

很满意
” 、 “

满意
” 、 “
一般

” 、 “

不满意
”
和

“

很不满意
”
五个等级

。

定距变量不仅能将变量区分类

别和等级
,

而且可以确定变量之间的数量差别和间隔距离
,

如我们可以说温度 40 度 比 20 度高

20 度
.

但定距变量没有绝对的零点
,

因此 ,’其值只能做加减而不能做剩除等数学运算
,

如我们

不能说 40 度比 20 度的气温热一倍
。

只有定比变量所测得的数据既能作加减
,

又能作剩除运

算
。

如张三的年龄是 40 岁
,

李四的年龄是 20 岁
,

便既可说张三 比李四大 20 岁
,

也可以说张三

的年龄是李四的两倍
,

还可以说张三与李四的平均年龄是 30 岁
。

定序变量的数学特性虽然比定类变量高一个层次
,

即它不仅能区别异同
,

而且能确定其高

低
、

强弱
、

大小等
.

但它并不能确定变量之间的数量差别和间隔距离
。

如我们虽然知道
“
很满

意
”
比

“

满意
”
的满意度高

,

但我们并不能确定到底高多少
,

也不能确定
“

很满意
”

与
“

满意
”
之间

的差距是否与
“

满意
”

与
“

一般
”
之间的差距 (或

“

一般
”

与
“

不满意
” 、 “
不满意

”

与
“

很不满意
”

之间

2 l



的差距 )相等
。

因此
,

又水定序变量并不能做加
、

减
、

剩除等数学运算
。

打个比方说
,

我们并不能认

为张三的
“
很满意

”

的满意度是李四的
“
一般

”

的两倍
,

也不能把张三的
“
很满意

”

与李四的
“
一

般
”

相加
,

然后得出张三与李四的
“

平均满意度
”

是
“

满意
”

的结论
。

在问卷调查中
,

经常要统计分析定序变量
。

为了计算机处理的方便
、

常给定序变量
“

打分
” ,

就 如 (( 外 》文所做的那样
,

依次给
“

很满意
” 、 “

满意
、

…
“

很不满意
”

打
“ 2 ” 、 “ l ” 、 “ o ” 、 “

一 l ” 、

和
“
一

2 ”
分

。

但这样做
,

并不意味着就把定序变量
“

升格
”

为定距或定 比变童了
。

在这里
“ 2

、

1
、

o
、

一 l
、

一 2 ”

仍然 只是一个具有顺序意义的识别标志
,

跟用
“ 5

、

4
、

3
、

2
、

1 ”

或
“

A
、

B
、

C
、

D
、

E ”

或别的其有

顺序意义的符号来代表是一样的
,

它并不因此而反映事物本身的数量状况
,

所以
,

仍不能对 2
、

1
、

o
、

一 1
、

一 2 这些数字作加减乘除等数学运算
。

如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一个
“
很满意

”

(2 分 )等

于两个
“

满意
”

l( 分 )之和
, “
很满意

”

与
“
满意

”

之间的差距 (2 分
一

l 分 )就与
“
满意

”

与
“

一般
”
之

间的差距 l( 分一 O分 )相等
,

更不能象《外 》文那样用 M -

不能用 M 值的大小来判定
“

满意度
”

的强弱及其
“

倾向
” 。

对定序变量
,

到底如何统计分析 ?

艺MI Q
.

来计算
“

满意度
” ,

同样
,

也就

如果是单变量分析
,

一般只需研究它有哪几种可能变动的情况
,

每种情况有多少人次 (频

次 )或比例 (相对频次 )就行了
。

如《外 》文中关于职工对劳动时间的评价
,

只需统计得出多少人

及占总数百分之几的人分别回答
“

很满意
” 、 “

满意
” 、 “
一般

” 、 “

不满意
”
和

“

很不满意
”

就可以了
,

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地给它
“

打分
” ,

然后再做一番
“
深入

”

的统计分析
。

如果是双变量分析
,

则除了单变量分析外
,

还要研究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关系
,

再在变

量间存在关系的条件下
,

讨论变量间关系的密切程度问题
。

《外 》文旨在分析研究不同类型企业 (如独资
、

合资和合资或港资
、

台资
、

日资
、

美资和欧资

等 )职工对劳动条件的评价是否相同
。

其实
,

这是一个定类变量 (企业类型 )与定序变量 (评价即

满意程度 )的关系分析问题
。

如果要检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系
,

即确定不同类型企业职工对

劳动条件的评价是否有显著性差异
,

我们应该用非参数检验方法进行检验
,

而不是象《外 》文那

样错误地算出一个 M 值
,

然后
,

再根据 M 值的大小 轻率地得出不同类型企业职工之间的满

意度如何如何不同的结论
。

至于如何进行非参数检验
、

如何研究双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密切程度

问题
,

有关社会统计学已有详细介绍
,

无须在此赘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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