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目标 

1．了解市场普查的特点与步骤； 

2．了解抽样调查的特点和步骤； 

3．掌握抽样调查的基本方法与误差确定。 

能力目标 

1．能够正确运用抽样调查方法进行市场调查； 

2．能够合理利用市场调查方式有效地收集市场信息。 
 

 
 
美国一家公司准备改进咖啡杯的设计，为此进行了市场调查。首先，他们进行咖啡杯

选型调查，他们设计了多种形状的咖啡杯，并让 500 位家庭主妇进行观摩评选。研究主妇

们干手拿杯子时，哪种形状更方便；湿手拿杯子时，哪种形状不易滑落。调查结果显示，

四方长腰型杯子比较好使用。然后对产品名称、图案等进行造型调查。 

调研公司重点调查了咖啡杯的颜色对人们饮用咖啡所产生的影响。根据不同颜色的杯

子会使人们产生不同口感的特点，选择出最适合咖啡杯的颜色。他们的方法是：首先邀请

了 30 多位体验者，让他们每人各喝 4 杯相同浓度的咖啡，但是咖啡杯的颜色则分别为咖

啡色、青色、黄色和红色。试饮的结果是：喝过用咖啡色杯子装的咖啡后，30 多位体验

者中有 2/3 的人认为口感“太浓了”，而喝过用青色杯子装的咖啡的体验者则异口同声地

说味道“太淡了”，接着喝过用黄色杯子装的咖啡的人都说味道“不浓，正好”，而喝过

用红色杯子装的咖啡的 30 位体验者中竟有 90%的人说“太浓了”。根据这一调查结果，

公司建议咖啡店里的杯子一律改用红色。咖啡店借助咖啡杯颜色对人们口感的影响，既可

以节约咖啡原料，又能提高顾客满意度。公司的这种咖啡杯投入市场后，与市场其他公司

的同类产品展开了激烈竞争，结果以销售量稳居市场第一的优势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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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百度，咖啡杯的设计  http://www.zybang.com/question/ 

1235f524e14b8a047cf09750d5521eb3.html） 

思考： 

1．本案例中运用的是什么调查方法？这种方法有什么优缺点？ 

2．企业选择市场调查方式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市场调查方式按照调查对象的范围来划分，可以分为全面市场调查和抽样市场调查两

种，下面主要介绍这两种市场调查方式的基本内容。 
 

 
 
全面市场调查也称市场普查，它是指调查者为了收集一定时空范围内调查对象的较为

全面、准确、系统的调查资料，对调查对象（总体）的全部个体单位进行逐一的、无遗漏

的全面调查。按照实际应用的情况，市场普查可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大层次，即分别

是全国范围内的，一定地区或一定行业（部门）范围内的，以及企业组织的全面市场调查。 

（一）全面市场调查的特点 

1．专门性 

调查者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专门组织的调查。例如，全国人口普查，国家为了掌握准确

的人口规模、结构而开展的调查。 

2．全面性 

对调查对象的全部单位都无一例外地进行调查。人口普查是针对所有本国公民而进行

的，因此，调查工作量非常大，过程非常复杂。 

3．一次性 

对调查对象特定时间的数量表现进行登记，而不是经常性的调查。例如，人口普查数

据是反映某个特定时点的人口总数，而并不是普查结束或普查某天的人口规模。我们经常

看到的人口统计报告的数据其实是一个概数，并不是精确到某天的确切人数。人口普查也

不是经常性的，全国人口普查一般 10 年一次，城市为 3 年一次，乡镇为 1 年一次。 

一 全面市场调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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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准确性 

由于对调查总体的全部单位都进行调查，因而不存在抽样调查误差，只要严格控制调

查过程，数据的准确性还是比较高的。 

5．标准化程度高 

由于普查是统一规定调查项目、时间和方法，以及统一组织、统一标准和统一数据处

理，因而获取的数据具有较高的标准化程度。 

6．调查费用比较高 

普查由于涉及面广、调查工作量大，因而需要花费较多的调查费用，包括人力、物力、

财力和时间的花费。 

（二）全面市场调查的方式 

全面市场调查一般有以下两种收集资料的方式。 

1．普查员直接登记式 

普查员直接登记式，就是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制订市场普查方案和实施细则，设计

调查表或问卷，聘请和培训调查员，然后由调查员深入现场对调查单位的有关情况进行观

察、询问和登记。这种方式收集的数据资料必须客观和准确，调查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调查员的素质，要注意控制调查员工作误差。 

2．被调查者自填式 

被调查者自填式，就是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制订市场普查方案和实施细则，设计调

查表或问卷，但不派调查员进行直接登记，而是将调查表或问卷下放到企业、事业等基层

单位，各基层单位再指定专人根据本单位的原始记录和现成资料进行填报。这种方式要求

提高全面市场调查方案、调查表或问卷的设计质量，防止调研者的设计误差，也需减少被

调查者的填报误差，其措施是调查表应附有填表说明、指标或项目解释，并做好调查表回

收的审核工作。 

（三）全面市场调查的原则 

1．调查项目和内容统一 

全面市场调查必须统一规定调查的内容和项目，不能任意改变或增减，以确保调查内

容的一致性，便于数据的汇总和处理，提高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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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的标准时点统一 

全面市场调查主要用于收集一定时点上的有关调查对象的数据和资料，因此，为了保

证调查数据在时间上保持一致，必须统一规定调查的标准时点。如果调查登记时间在这个

规定的标准时点之后，也必须按规定的标准时间核实、登记、填报其数据。 

3．调查的各种标准统一 

全面市场调查除了统一规定调查内容、项目和调查标准时点之外，还必须统一制定各

种标准。如产业或行业划分标准、产品分类目录、调查表式、指标解释、计算方法、数据

编码、数据处理程序等，都必须统一规定和实施，才能从各个方面确保调查数据的质量。 

4．调查步骤和方法统一 

为确保全面市场调查资料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调查质量，调查范围内各个调查点必须

统一行动、统一进度、统一方法，力求步骤和方法上协同一致。 

（四）全面市场调查的实施步骤 

全面市场调查的实施步骤如图 3-1 所示。 

 

图 3-1  全面市场调查的实施步骤 

1．确认阶段 

确认阶段主要是依据决策的信息需求提出全面市场调查的动议，并论证其必要性和可

行性。动议获决策者批准后，即可组建调查机构，制订全面市场调查方案，开展宣传鼓励

工作。其中全面市场调查方案的制订是确认阶段的重要任务，它是根据全面调查的组织原

则，对调查工作所作的全局考虑，全面市场调查方案的内容包括总则，调查对象、范围和

调查方法，调查的内容和标准，调查的组织实施，调查经费安排，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

数据发布与开发利用，表彰与处罚、附则等。 

2．试点调查 

试点调查是根据制订的全面市场调查方案，选择若干调查点作为试点单位，模拟全面

调查工作的全过程，用以往组织实施全面市场调查的经验，检验全面市场调查方案的科学

性、可行性，发现问题和缺陷，为改进和完善调查方案提供依据。试点调查的具体工作包

括制订试点方案、选择试点单位、组织试点调查、评估试点结果、修改和完善正式调查方

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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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式调查 

正式调查阶段的工作包括落实调查方案，各调查点组建调查队伍，认真学习调查方案

和有关文件，对调查员进行业务培训，并组织正式的调查登记工作或调查表的填报工作，

将调查表按照规定的时间上报到指定的汇总部门。 

4．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阶段包括数据处理程序编制、软件使用培训、调查表人工审核、数据质量抽

样复检、数据录入、计算机审核、数据校正、数据汇总、数据备份、数据上报、建立数据

库、数据存储和数据管理等工作。 

5．分析研究 

分析研究阶段的工作包括数据质量评估确认，经批准后组织对外公布；利用调查数据

进行多方面的开发和分析研究，为决策者提供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等。 

6．总结与评估 

总结与评估即对调查工作进行全面总结与评估，总结经验与教训，并对相关的工作单

位或个人进行奖励或惩处。 

（五）全面市场调查的应用 

由于全面市场调查在人、财、物等方面的消耗较大，调查时间也长，因此，企业一般

只组织小范围的全面市场调查，或者对那些不能或不必进行经常性调查，但对资料的准确

性、全面性要求较高的项目实施全面市场调查，也可利用全国或有关行业或部门组织的普

查收集企业市场调查所需要的全面资料。具体应用如下。 

（1）企业人财物普查。企业内部有关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和产供销情况的全面调

查，如员工基本情况调查、设备调查和产品产、销、存全面统计等。 

（2）企业全员测评。企业员工满意度、忠诚度全员测评，内部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

改革的全员测评。 

（3）供应商市场普查。供应商的市场普查，即对企业原材料、零配件等供应商的供货

数量、质量、品种、价格、服务、信誉度、运输、配送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4）经销商市场普查。经销商、代理商的市场普查，即对经销、代理本企业产品的全

部中间商的经营能力、经营区域范围、服务质量、价格执行、付款信誉、促销能力、财务

支付能力、协作状况等进行访问、观察和登记。 

企业除了自主组织开展以上项目的全面市场调查之外，还将利用国家统计部门或其他

部门的普查资料，通过购买、检索或委托开发企业获取市场研究所需的全面资料。 

全面市场调查有许多优点，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全面市场调查通常需要专门的机

构来主持，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时间较长，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组织工作较为繁重

等，因此，它是实际调查中运用较少的一种。而抽样市场调查采用的是以部分推断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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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减少了市场调查的工作量，简化了市场调查工作，可以实现以较少的投入而能得到

较高质量的数据。抽样市场调查目前已经成为实际调查中运用越来越多的主要调查方法。 
 

 

（一）抽样市场调查的基本概念 

抽样市场调查简称抽样调查，是按照一定的程序，从所研究对象的全体中抽取一部分

单位进行调查，并在一定条件下，对研究对象的数量特征进行估计和推断的一种调查方式。

与抽样市场调查有关的专业术语包括总体、样本、抽样单位和抽样框等。这些术语的具体

含义解释如下。 

1．总体 

总体是所要调查对象的全体，即在特定的调查目的或任务条件下的认识客体。在市场

调查中，总体通常都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构成总体的元素称为单位或个体，若这些单位

是不能进一步分割的，则称为基本单位，若这些单位还能分解为更小一层次的单位，则称

为群体单位。市场调查中，若是研究消费倾向，消费者个人显然是基本单位，若是通过家

庭来观察消费者的消费倾向，则家庭是群体单位，它是由消费者个体组成的。 

总体中的单位若是不可计数的，则为无限总体，而总体中的单位数是可以计数的，则

为有限总体。通常用 N表示总体单位数，即总体规模的大小。 

2．样本 

样本是由总体中抽取的部分个体，是实际的调查对象。例如，某学校有 1 万多名学生，

从中抽取 200 名来进行校园生活状况的调查，这 200 名学生就构成了样本。 

3．抽样单位 

抽样单位是指样本抽取过程中的单位形式。例如，1 万名学生中抽取 200 名，有不同

的抽样方法。如果 1 万名中直接抽取 200 名，就是以个人作为抽样单位。如果 1 万人分布

在 300 个班级里，就可以先在 300 个班级里随机抽取 6 个班级，再在 6 个班级中平均每个

班级抽取约 33 人，组成 200 名学生作为样本，这种抽样方法的抽样单位就是班级，而不

是个人了。 

抽样单位是指将总体划分为若干个互不重叠的部分。抽样单位是人为划分的，受到抽

样方法的影响。 

二 抽样市场调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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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抽样框 

抽样框是指将抽样单位按某种顺序排列编制的名单，是抽样设计人员用来进行抽取样

本的工具。其具体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总体全部单位的名单、电话号码簿、户口档案、企业

名录地图等。抽样框在抽样调查中处于基础地位，是抽样调查必不可少的资料。在抽样框

中，每个抽样单元都有自己对应的位置或序号，这是抽样调查前通常要做的基础性工作，

就是对抽样框中的每个单位进行编号。上面第一种抽样方法中，抽样框是 1 万名学生的名

单，第二种方法中抽样框是 300 个班级的名单。而对于一些入户调查，抽取的是居民户，

抽样框的资料要求比较复杂。 

（二）抽样市场调查的特点 

抽样市场调查与全面市场调查相比，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优点。 

1．时间短、收效快 

抽样调查涉及面较小，取得调查结果比较快，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与市场普查大致

相同的调查效果，还可以运用抽样调查技术来检验普查及有关资料的准确性，并给予必要

的修正。 

2．质量高、可信度高 

抽样调查是建立在数理统计基础之上的科学方法，只要由专业调查人士主持抽样调

查，严格按照抽样调查的要求进行抽样，就可以确保获取的信息资料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准确性，对那些无法或没有必要进行普查的项目具有很好的适用性。 

3．省费用、易推广 

由于抽样调查把调查的对象范围降低到较小的限度，又能保证调查的有效性，从而可

以大大减少工作量，降低费用开支，提高经济效益。同时，由于抽样调查只需较少的人力、

物力，企业容易承担与组织。 

抽样调查也存在着不足，由于所调查的样本只是调查对象中的一部分，抽样调查的结

果是从抽样样本中获取的信息资料中推断出来的，因此，抽样调查存在抽样误差。 
 

 
 
抽样市场调查的方式包括随机抽样调查和非随机抽样调查两种形式。随机抽样方法包

括简单随机抽样、等距随机抽样、分层随机抽样、整群随机抽样。非随机抽样方法包括方

三 抽样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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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非随机抽样、判断非随机抽样和配额非随机抽样。抽样调查方式如图 3-2 所示。 

 

图 3-2  抽样调查方式 

（一）随机抽样 

随机抽样调查也称概率抽样调查，是从总体中按随机原则抽取一定数目的单位作为样

本进行调查，并在一定条件下，对研究对象的数量特征进行估计和推断。随机抽样调查使

总体的每一个单位都有同等的机会或可能性被抽中，使被抽中的单位能较好地代表总体。

随机抽样调查可在抽样调查之前估计和控制抽样误差，主要包括以下 4 种抽样方法。 

1．简单随机抽样 

简单随机抽样是对全部总体不经过任何分组、排队，完全按照随机原则从中抽取样本

加以调查的一种抽样技术形式。简单随机抽样的特点是在每次抽选中都能保证总体中每个

单位有相等的选中机会，完全排除了抽样中主观因素的干扰。简单随机抽样的具体方法主

要有以下 3 种。 

（1）直接抽选法。直接抽选法就是从调查总体中直接随机抽取样本进行调查。这种方

法适合对集中于某个空间的总体进行抽样，如对存放于仓库中的同一种饼干产品直接随机

抽出若干为样本进行霉变状况检查。 

（2）抽签法。抽签法就是用抽签方式抽取样本单位。这种方法必须首先给调查总体中

的每个单位统一编号，然后将每个编号做成一张签片，再将所有签片混合均匀，最后从中

随机抽选，被抽中的号码所代表的单位就作为样本中的一个，直到抽足所需样本单位数目

为止。例如，在某学校的 200 个班级里，抽取 10 个班级，面向学生就教学改革效果的问

题进行调查。可以制作 200 张卡片，分别标上 1～200 的数字，从中任取 10 张卡片，卡片

号码所代表的班级就是所抽取的样本。 

（3）随机数表法。随机数表法就是对 0～9 这 10 个数字进行重复抽样，记录每一次的

结果，进行成千上万次后，所形成的数表。数表中数字的排列是随机的，因而也称为乱数

表。用随机数表法抽取样本单位时，先给总体各单位统一编号，然后按事先规定的顺序读

随机乱数表，所读随机乱数表的位数由总体的单位数来确定。若总体为千位数规模，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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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随机乱数表上读 4 位数，若总体为百位数，则一次读 3 位数，等等。总体中一个单位

的编号与所读出的随机数一致，则该单位入样本，即被抽中。若所读出的随机数大于总体

规模数，则跳过该随机数，往下继续读，重复抽样时，遇到已经选用过的数字仍然选用；

不重复抽样时，凡已经选用过的数字都不要，直到抽够规定的样本单位数为止。随机乱数

表的读法可以是任一起点，采取任一顺序进行。但阅读顺序一旦确定，便不能改变，否则

便会破坏随机特征。随机乱数表如表 3-1 所示。 

表 3-1  随机乱数表 

 （1） （2） （3） （4） （5） （6） 

1 32044 69037 29655 92114 81034 40582 

2 23821 96070 82592 81642 80971 70411 

3 82383 94987 66441 28677 95961 78346 

4 68310 21792 71635 86089 38157 95620 

5 94856 76940 22165 10414 10413 37231 

6 95000 61958 83430 98250 70000 50436 

7 20764 64638 11359 32556 89822 20713 

8 71401 17964 50940 95753 34905 93566 

9 88464 75707 16750 61371 10523 69205 

10 59442 59247 74955 82835 98378 83513 

11 11818 40951 99279 32222 75433 27397 

12 65785 60937 96483 10230 58220 90756 

13 15933 69834 57402 35168 81438 44850 

14 31722 97334 77178 70361 15819 35037 

15 95118 88373 26934 42991 10142 90852 

  

 
 
生产车间需要进行某产品寿命周期的检验，这种检验是破坏性的，因此，只能采取抽

样检验方法。现将从 100 个产品中，随机抽取 11 个作为样本，拟用简单随机抽样的乱数

表法抽选样本。抽选程序如下。 

（1）将总体单位从 1～100 进行编号； 

（2）然后可确定使用 5 位数字中的哪两位数，可以任意取两位数。前两位、中间两位

或后两位都可以，如确定使用后两位数； 

（3）随机确定从某列某行开始，然后按确定顺序抽选。如从第 2 列第 4 行开始，从上

至下抽选； 

（4）抽出的数字为 92、40、58、38、34、64、07、47、51、37、34。其中出现了两

个 34，把后面一个去掉，再往下补充一个为 73，这样，我们所要抽取的 11 个样本单位的

号码就出来了，对应上述 11 个数字标号的产品，就是抽选到的样本单位。如果从上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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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单位数没有抽满规定量，则可以逆时针方向从下至上继续抽取，直到完成规定抽样

数量为止。 

2．等距随机抽样 

等距随机抽样也称机械随机抽样或系统随机抽样，它是先按某一标志对总体各单位进

行排队，然后依一定顺序和间隔来抽取样本单位的一种抽样技术形式。由于这种抽样是在

各单位按一定顺序排队的基础上，再按一定间隔取样，这样可以保证所取得的样本单位比

较均匀地分布在总体的各个部分，有较高的代表性。 

作为总体各单位顺序排列的标志，可以是有关标志或是无关标志。例如，液晶电视需

求偏好调查，按照收入多少由低到高进行排列。所谓无关标志是指与调查标志无关的或不

起主要影响作用的标志。例如，产品质量抽查按时间顺序取样，农产量抽样调查按田间的

地理顺序取样等。抽样间隔（R）的大小等于总体数量（N）除以样本数量（n），计算公

式为： 

R=N/n 
 

 
 
某社区里有商户 100 家，采用等距离抽样方法抽选 10 户进行调查。 

第一步，将总体调查对象（100 家商户）进行编号，即从 1 号至 100 号。 

第二步，确定抽样间隔。已知调查总体 N为 100，样本数 n为 10 家，故抽样间隔为

100÷10=10（家）。 

第三步，确定起抽号数。将 1～10 号编成 10 张卡片，然后从中随机抽取 1 张作为起

抽数号。如果抽出的是 3 号，则 3 号为起点。 

第四步，确定被抽取单位。从起抽号开始，按照抽样间隔，确定抽取的样本单位数编

号。本例从 3 号起每隔 10 个号抽选一个，直至抽足 10 个为止。计算方法为： 

3 

3+10×1=13 

3+10×2=23 

…… 

3+10×9=93 

则所抽的单位是编号为 3、13、23、33、43、53、63、73、83、93 的 10 家商户。 

与简单随机抽样相比，等距随机抽样更加方便易行，抽样程序简便，对工作人员业务

素质要求不高，这样可节省时间与费用。另一方面，在已知总体某些有关信息的条件下，

采用等距随机抽样能保证样本单位在总体中均匀地分布，从而可以提高样本对总体的代表

性，减少抽样误差。 

等距随机抽样也有其缺点。当总体单位排序恰好与抽样间隔周期一致时，可能存在着

选取到一个严重偏差的样本的风险。因此，要尽量避免抽样间隔与现象本身周期性的节奏

相重合引起的系统性偏差。例如，工业企业产品质量抽查时，抽查时间间隔不宜和上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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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致，以防发生系统性偏差，影响样本的代表。 

3．分层随机抽样 

分层随机抽样是先将总体所有单位按某一重要标志进行分类（层），然后在各类（层）

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或等距随机抽样方式抽取样本单位的一种抽样技术形式。其可分为等

比例分层抽样法与非比例抽样法。 

（1）等比例分层抽样法，即按各层（或各类型）中的单位数量占总体单位数量的比

例分配各层的样本数量。该方法简便易行，分配合理，计算方便，适用于各类型之间差

异不大的分类抽样调查，如果各类型之间差异过大，则不宜采用此方法，而应采用非比

例抽样法。 
 

 
 
某地共有居民 10000 户，按经济收入高低进行分类，其中高等收入的居民为 2000 户，

占总体的 20%，中等收入的居民为 6000 户，占总体的 60%，低等收入的居民为 2000 户，

占总体的 20%。要从中抽选 150 户进行购买力调查，则各类型应抽取的样本单位数为： 

高等经济收入的样本单位数：150×20%=30（户） 

中等经济收入的样本单位数：150×60%=90（户） 

低等经济收入的样本单位数：150×20%=30（户） 

样本单位数 150 个，就是按高、中、低经济收入比例进行抽样选出来的。 

（2）非比例抽样法，又称分层最佳抽样法，是根据各层次的样本标准差大小，调整各

层次的样本数目的抽样方法。该方法既考虑了各层在总体中所占的比重大小，又考虑了各

层标准差的差异程度，有利于降低各层之间的差异，以提高样本的可信度。其计算公式为： 

i i
i

i i

N Sn n
N S

 


 

式中，ni 代表各类型应抽选的样本单位数；n代表样本单位总数；Ni 代表各类型的调

查单位数；Si 代表各类型调查单位平均数（成数）的样本标准差。 

例如：设上例中高等收入居民的标准差为 5%，中等收入居民的标准差为 2%，低等

收入居民的标准差为 3%，则各层应分摊的调查抽样数目为： 

高等收入居民抽取样本数=150×（2000×5%）/（2000×5%+6000×2%+2000×3%） 

                      ≈54（户） 

中等收入居民抽取样本数=150×（6000×2%）/（2000×5%+6000×2%+2000×3%） 

                      ≈64（户） 

低等收入居民抽取样本数=150×（2000×3%）/（2000×5%+6000×2%+2000×3%） 

                      ≈32（户） 

分层最佳抽样法因为需要根据各层的差异程度来配置样本，这对于调查单一标志是比

较理想的，但对于调查多种标志则难以兼顾；同时，在计算上比较麻烦。因此，如果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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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各层之间的差异程度不过分悬殊，一般采取等比例分层抽样法。 

分层抽样比简单随机抽样更为精确，能够通过对较少的抽样单位的调查，得到比较准

确的推断结果，特别是当总体较大、内部结构复杂时，分层抽样常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同时，分层抽样在对总体推断时，还能获得对每层的推断。因此，在我国的社会购买力调

查、居民家庭收支调查、商品销售调查、产品产量调查中，经常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 

当然，分层随机抽样也有其局限性。主要是它要求调查设计人员必须对总体单位的情

况有较多的了解，否则难以设计出科学合理的分层样本。而要做到这一点往往是比较困难

的，或者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4．整群随机抽样 

整群随机抽样是指将市场调查的总体按一定的标准分成若干群，然后从中随机抽取部

分群单位进行调查的方式。整群随机抽样法同分层随机抽样法的内容要求不同，分层随机

抽样要求所分层之间有差异性，分层内部的基本单位具有相同性，而分群随机抽样恰恰相

反，要求各群体之间具有相同性，每一群体内部的基本单位具有差异性。如图 3-3 和图 3-4

所示。 

 

图 3-3  分层抽样后的各层 

 

图 3-4  分群抽样后的各群 

整群随机抽样是对选中群的全面调查，调查单位集中，抽样简便，可节省经费开支。

整群抽样的可靠程度取决于群与群之间的差异大小，当各群间差异越小时，整群抽样的调

查结果就越准确。因此，整群抽样适用于抽样调查中没有总体单位的原始记录可利用时，

或群内各单位间的差异较大，而各群之间差异较小时。例如，我们欲从一座住宅套数大约

为 N 为 12000 的城市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抽取一个 n 为 400 的样本。个别住宅的抽样比

较困难，缺乏所有住宅情况的完整资料，而准备这样的资料花费较大。作为替代方案，我

们可选择一个街区的样本。在城市的地图上把整个区域划分为形状规则或不规则街区（一

般以道路、街道或河流等自然的界线为边界），然后抽取 1/30 的街区作为样本，把位于

样本街内的住宅都作为样本点。这样任何一个住宅被抽取的概率就是其对应街区被抽中的

概率，即 1/30，这与理论上的取样概率 400/12000 数值上相等。表 3-2 列举了一些适合整

群抽样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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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适合整群抽样的部分实例 

总    体 变    量 基 本 单 元 群 

某个城市 住户特征 住宅 街区 

某个城市 购买衣物 人 住宅 

机场 旅游信息 离开旅客人数 航班 

农村 社会态度 成人 村 

通过桥梁的年交通量 发车地和到达地 机动车 40 分钟间隔 

城市土地所有者档案 税务信息 土地所有者 分类台账的页数 

健康保险档案 医疗数据 卡片 连续 10 张卡片为一组 

 

（二）非随机抽样 

非随机抽样调查是从调查者方便出发或根据调查者主观的选择来抽取样本、推算总体

的抽样方法。非随机抽样不能估计和控制抽样误差，无法确定抽样推断的概率保证程度。

与随机抽样调查相比，非随机抽样较为简单易行，适宜于探索性的调查研究。 

在市场调查中，采用非随机抽样通常是出于下述几个原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

进行严格的随机抽样；调查时效性要求高，要迅速取得调查结果；在调查对象不确定或无

法确定时，可采用非随机抽样；总体各单位的标志值差异不大，且调查者具有丰富的调查

经验时，可采用非随机抽样。非随机抽样主要包括以下 3 种方法。 

1．方便非随机抽样 

方便非随机抽样又称任意抽样，是根据调查者的方便与否，以尽可能使调查对象对总

体具有代表性为原则的一种抽样调查方法。 

运用方便抽样技术进行抽样，一般由调研人员从工作便利出发，在调研对象范围内随

意抽选一定数量的样本进行调查。方便抽样适用于非正式的探测性调查，或调查前的准备

工作。一般在调查总体中每一个个体都是同质时，采用此类方法。但是实践中并非所有总

体中每一个个体都是相同的，所以抽样结果偏差较大，可行程度较低，样本不具代表性，

因此，在正式市场调查时，很少采用任意抽样法。 

2．判断非随机抽样 

判断非随机抽样又称立意抽样，它是指市场调查者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经验和知识，

从总体中选择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单位作为样本的一种抽样方法。 

判断抽样选取样本单位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选择最能代表普遍情况的单位作为样

本，常以“平均型”或“多数型”为标准，应尽量避免选择“极端型”；另一种是利用调

查总体的全面统计资料，按照一定的标准，主观选取样本。 

判断抽样方法在样本量小及样本不易分门别类挑选时有其优越性。但由于其精确性依

赖于研究者对调查对象的了解程度、判断水平和对结果的解释情况，因此判断抽样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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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客观性常受到人们的怀疑。 

3．配额非随机抽样 

配额非随机抽样又称定额抽样，它与分层随机抽样有相似之处，它是先按照市场调

查对象的某种特征，如被调查者的姓名、年龄、收入、职业、文化程度等，将总体分为

若干类，然后按一定的比例在各类中分配样本单位数额，并按各类数额在每类中任意或

主观抽样。 

配额抽样是最流行的一种非随机抽样方式。配额抽样方法简单易行，可以保证总体的

各个类别都能包括在样本之中，使样本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按照配额的要求，配额抽样可以分为独立控制和交叉控制两种。独立控制配额抽样是

根据调查总体的不同特征性，对具有某个特性的调查样本分别规定单独分配数额。交叉控

制配额抽样是对调查对象的各个特性的样本数额交叉分配，再进行抽选。 

独立控制配额抽样方法简单易行，费用较低，但调查者为了方便，往往在选择样本时

过于偏重某一特征的组别，从而影响到样本的代表性，而交叉控制配额抽样可以弥补这一

缺陷。 
 

 
 
某市进行化妆品消费需求调查，确定样本量为 300 名，选择消费者年龄、性别、月收

入三个标准分类。其中，18～34 岁占 16.7%，35～44 岁占 33.3%，45～60 岁占 36.7%，

60 岁以上占 13.3%；男女比例为 1 : 1；收入 4500 元以上占 20%，2500～4500 元占 33.3%，

2000～2500 元占 33.3%，2000 元以下占 13.4%。按照上述三个变量用配额抽样法抽取样

本，可编制配额表 3-3。 

表 3-3  年龄、性别、月收入交叉控制配额抽样分配表 

单位：名 

月     收     入 合计 
 

2000 元以下 2000～2500 元 2500～4500 元 4500 元以上  

性别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8～34 岁 4 5 7 7 9 3 10 5 50 

35～44 岁 7 6 10 16 23 17 10 11 100 

45～60 岁 5 5 20 28 19 20 4 9 110 

 

年 

龄 
60 岁以上 3 5 8 4 6 3 5 6 40 

小计 19 21 45 55 57 43 29 31  

合计 40 100 100 6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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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抽样误差的确定 

抽样误差是指随机抽样调查中必然发生的代表性误差，即平均误差，通常用 μ表示。

因为抽样调查是以样本代表总体，以样本综合指标推断总体综合指标，所以平均误差是不

可避免的，但这种误差一般不包括技术性误差，即调查过程中的工作误差。 

1．抽样误差的影响因素 

（1）总体各单位标志值的差异程度。总体单位之间标志差异程度大，则抽样误差就大，

反之则小，因此，抽样误差大小与总体标准差大小成正比例关系。 

（2）样本单位数量。样本单位数目较多，则抽样误差较小，反之，则抽样误差较大。

因此，样本单位数的多少与抽样误差的大小成反比例关系。 

（3）抽样方法。一般情况下，简单随机抽样比分层、分群抽样误差大，重复抽样比不

重复抽样误差大。 

2．抽样误差的估算 

重复抽样是指样本抽出后再放回去，有可能第二次抽中。而不重复抽样是指样本抽出

后不再放回总体中，每个单位只能抽中一次。 

（1）平均数重复抽样误差 

2

x n
   

式中， x 为抽样平均误差；2 为总体平均方差；n为样本单位数。 

2 一般需进行换算，
2

2 ( )x x
n




  或以样本标准差代替，也可以采取经验估算等。 

（2）平均数不重复抽样误差 

2

x (1 )
n

n N
    

式中，N为总体单位数；1
n
N

 为修正系数。 

四 抽样误差及样本容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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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数重复抽样误差 

p

(1 )P P
n

 
  

式中， p 为成数（相对数）抽样误差；P为成数（相对数）；n为样本单位数。 

（4）成数不重复抽样误差 

p

(1 )
(1 )

P P n
n N

 
   

（二）样本容量的确定 

样本容量又称为抽样单位数，抽样单位数的确定也是抽样调查中需正确解决的问题。

抽样数目过多，则成本增加，形成浪费；如果抽样数目过少，又会使调查结果存在较大误

差，达不到要求的精度。因此，有必要确定必要的样本数目。必要的样本数量是指在所给

定的抽样误差范围内所确定的、能够达到对调查结果精确度要求的样本单位数。 

1．影响必要样本数量的因素 

（1）总体中各单位之间标志值的变异程度。变异程度越大，需抽取的样本数目越多；

反之，需要抽取的样本数目越少。 

（2）允许误差的大小。允许误差指极限误差或最大可能误差，是指抽样误差的范围。

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允许误差小，抽样数目就相应多一些；反之，允许误差大，抽

样数目就可能少一些。允许误差的选择主要受到调查目的的要求、调查经费和时间等影响。

如果调查的准确度要求高、调查力强、调查经费充足，则允许误差可定小一点；反之允许

误差就只能放大。 

（3）不同的抽样组织方式和抽样方法。通常情况下，简单随机抽样和分群随机抽样比

等距随机抽样和分层随机抽样所需的样本单位数要多，重复抽样则比不重复抽样的样本单

位数要多。 

2．必要样本数量的确定 

（1）平均数指标重复抽样数目 
2 2

2
tn

x




  

式中，n为样本单位数；2
为总体方差；t2为概率度平方；

2
x 为平均数允许误差平方。 

（2）平均数指标不重复抽样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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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2
Ntn

N tx



 



 

式中，N为总体单位数。 

（3）成数指标重复抽样数目 

2

2
p

(1 )t p pn



  

（4）成数指标不重复抽样数目 

 
 

2

2 2
p

1

1

t Np p
n

N t p p



 

 

式中，t为概率；p为成数； p 为成数允许误差；n为抽样数目。 

t 值越小，允许误差范围越小，把握程度越大，反之越小。因为抽样调查时，每 100

次抽样中有 95.45 次的正负误差不超过 2，其余 4.55 次则会超过，其概率度 t值为 2，可

信程度为 95.45%。它们之间的关系可参照表 3-4。 

表 3-4  概率表 

概  率  度 可信程度 F 允许误差=tμ 

1.00 0.6827 1.00μ 

1.50 0.8864 1.50μ 

1.96 0.9500 1.96μ 

2.00 0.9545 2.00μ 

3.00 0.9973 3.00μ 

 

 

抽样设计的任务，就是要依据调查目的，在给定的人力、物力、经费、时间要求等条

件下，设计一个精确度，能够由样本正确推断总体的良好的抽样调查方案。如图 3-5 所示，

抽样设计通常包括以下环节。 

 

图 3-5  抽样设计的程序 

五 抽样设计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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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界定总体和抽样单位 

（1）调查总体的界定是指确定在实施抽样时哪些对象应包括在内，哪些对象不应包括

在内。调查总体的界定主要根据个体、抽样单位、范围和时间来界定，可从地域特征、人

口统计学特征、产品或服务使用情况等角度进行描述（表 3-5）。只有对总体进行正确界

定和精确了解，才能获得代表性较高的样本。例如，1936 年美国《文学摘要》关于总统

选举民意调查的失败，就是因为对总体的错误界定。当时是以电话簿和汽车登记簿为抽样

框进行抽样调查。但是，当时的美国正处于经济萧条时期，很多人既没有汽车也没有电话，

从而使得样本缺乏代表性。尽管样本量达到了 200 万，得出的结论是阿尔夫·兰登将胜过

富兰克林·罗斯福，但与后来的事实大相径庭。 

（2）抽样单位的界定是指需要明确调查对象是个体、居民户还是企业等。这必须根

据调查目的和内容来确定。如果需要调查 90 后年轻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态度，抽样单

位就是个体，如果需要了解某地区家庭平均消费水平，抽样单位就是这个地区的长住

居民户。 

在总体和抽样单位的界定过程中，还需考虑抽样精度的问题，即调查结果需要达到什

么样的精确程度。抽样调查的结果不可能也不必达到百分百的精确，因此，只要调查结果

的精确度满足需要就行。抽样精度主要是根据用户的要求和决策的需要来确定的。 

表 3-5  调查总体界定的一般描述 

 地域特征 人口统计学特征 产品或服务使用情况 

调查总体的描述 

按照总体单位活动的范围

或区域进行界定。可以是城

镇，也可以是总体单位的户籍

所在地等 

考虑人口统计学变量方面

具有某些特征的总体单位 

同质产品的共同特征通常

依据产品或服务的使用情况

来定义 

举例说明 

调查长沙居民家庭购房的

需求特征，则长沙就是此次活

动的地理区域 

卷烟市场调查，被调查者为

男性，年龄为 18～50 岁。其

他年龄段受访者意见相对意

义不大 

调查某企业产品满意度，被

调查者应是产品的使用者，或

是根据其使用产品的频率、次

数来定 

（二）选择合适的抽样框 

只有选择了合适的抽样框，才可以采用抽签的方式或按照随机数表来抽选必要的单位

数。一般情况下，抽样框的评判标准有以下方面：一是抽样框应具有识别性。抽样框能识

别每一个单位，有一份高质量的标识名单，避免出现抽样单位混淆，而破坏了原先设定的

总体单位被抽中的概率，从而在估计中引入了偏差。二是抽样框应具有完整性。抽样框应

包括每个可能要被调查的单位，所有的总体单位都不能被遗漏，否则会影响抽样调查的精

确度。三是抽样框应具有唯一性。每个总体单位不能在抽样框中出现两次及以上，或是使

用两次及以上的标识。否则，同样会在估计中出现偏差。例如，在调查某品牌液晶电视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