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以下几种变量有助于选择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作研究。

如果一个变量由其他变量来描述，该变量为因变量或反应变量。

如果一个变量与其他变量一起用于描述因变量， 该变量为自变量或预测变量。

自变量是“原因”，而因变量就是“结果”，自变量和因变量有时是相互转换的。

根据变量测量精度不同，变量由低到高划分为

又称名义(nominal)变量。它的取值只代表观测对象的不同类别，例如“性

别”变量、“职业”变量等都是定类变量。定类变量的取值称为定类数据或名义数据。定类

数据的特点是用不多的名称来加以表达， 最常用来综合定类数据的统计量是频数、比率或百

分比等。

又称为有序(ordinal)变量、顺序变量，它的取值的大小能够表示观测对象

的某种顺序关系（等级、方位或大小等），也是基于“质”因素的变量。例如，“学历”变量

的取值是： 1—小学及以下、 2—初中、 3—高中、中专、技校、4—大学专科、 5—大学本科、

6—研究生以上。由小到大的取值能够代表学历由低到高。最适合用于综合定序数据取值的集

中趋势的统计量是中位数。

又称为间隔(interval)变量，它的取值之间可以比较大小，可以用加减

法 计算出差异的大小。例如，“年龄”变量，其取值 60 与 20 相比，表示 60 岁比 20

岁大， 并且可以计算出大 40 岁（60-20）。定距变量的取值称为定距数据或间隔数据。

定距数据是

一些真实的数值，具有公共的、不变的测定单位，可以进行加减乘除运算。

定距数据的基本特点是两个相同间隔的数值的差异相等。例如，年龄的 60 岁与 50 岁

之差等于 40 岁与 30 岁之差。对于定距数据，不仅可以规定“等价关系”以及“大于关系

” 和“小于关系”，而且也可以规定任意两个相同间隔的比值或差值。如果将每个数值分

别乘 以一个正的常数再加上一个常数，即进行正线性变换， 并不影响定距数据原有的基

本信息。

因此，常用的统计量如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等都可直接用于定距数据。



又称为比率(ratio)变量，是区别同一类别个案中等级次序及其距离的变量。

定比变量除了具有定距变量的特性外， 还具有一个真正的零点， 因而它具有乘与除(×、÷)

的数学特质。例如年零和收入这两个变量，固然是定距变量， 同时又是定比变量，因为其零

点是绝对的，可以作乘除的运算。如 A 月收入是 60 元，而 B 是 30 元，我们可以算出前者

是后者的两倍。智力商数这个变量是定距变量， 但不是定比变量， 因为其 0 分只具有相对的

意义，不是绝对的或固定的，不能说某人的智商是 0 分就是没有智力； 同时， 由于其零点是

不固定的，即使 A是 140 分而 B 是 70 分，我们也不能说前者的智力是后者的两倍，只能说

两者相差 70 分。因为 0 值是不固定的，如果将其向上移高 20 分，则 A 的智商变为 120 分

而 B 变成 50 分，两者的相差仍是 70 分，但 A 却是 B 的 2.4 倍，而不是原先的两倍了。定比

变量是最高测量层次的变量。当前的社会学研究所应用的统计方法还很少要求达到定比变量

这一测量层次。

一般定类变量和定序变量用于描述定性数据， 属于定性变量； 而定距变量和定比变量用

于描述定量数据，属于定量变量。

同其他分类标准一样， 一个变量在不同分析中可当作不同尺度的变量。例如，“年龄”

在某些分析中（如回归分析）当作定距变量，而在另外一些分析中（如方差分析）可通过分

组作为定类变量处理。

是针对单个变量按照变量取值类型来统计每个取值类型出现的次数。

比如，需要分析交通肇事者的年龄分布情况，则可以针对交通肇事类案件犯罪人的年龄

或者年龄段的频次分析。 以年龄段作为统计字段， 统计交通肇事类案件中不同犯罪年

龄段的犯罪人人数各为多少， 也即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

十八岁以上不满二十五岁、二十五岁以上不满六十岁、六十岁以上各为多少人。

是针对数值型变量（定距变量）进行简单的归纳分析，来描 述数

据的状况，称之为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通过求和、平均值、方差、标准差、众 数、

中位数、标准误差、观测数、最大值、最小值、第 K 大值、第 K 小值、峰度、偏度、 区域

（全距）、置信度等指标对数据的集中性、分散性、对称性、尖端性进行描述， 归 纳数

据的统计特性。比如我们要针对法院在罚金方面的量刑进行分析， 则可对案件中的 罚金

字段进行描述性分析， 统计所有案件中法院判处罚金的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等

数据。



通过卡方检验，来分析变量不同取值是否对个数产生影响。比如是否因 为

性别的不同会导致犯罪人人数不同， 比如，是否因为审级的不同是否会导致案件数的

不同。

分析两个分类变量之间是否独立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 交叉分析是分析 两

个分类变量之间是否独立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 比如，可以分析某类案件未成年人与

判决结果类型的关联性。交互分析这种方法固然好， 但是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最大

的一个问题就是： 假定其他关系不存在， 只是一个自变量与一个因变量之间的交叉分析。

比如它只分析婚姻是否成败和文化程度的关系， 但是我们都知道婚姻的成败与否不仅仅

与文化的程度有关系， 它还和很多其他因素有关系。但是在交互分析中， 它假定排除其

他所有因素的影响， 仅仅考虑文化教育程度与婚姻成败的关系， 所以这个分析过程和结

论在一定意义上是失真的。因为它将其他的有关系的因素全都屏蔽， 这样就不能描述不

同自变量作用的力度。比如婚姻的成败不仅仅与文化程度有关系， 还和地区、家庭等都

有关系。当然是可以通过将婚姻的成败作为因变量， 分别与不同的各个自变量进行多次

的交叉分析， 但是不能比较哪一个自变量的影响力度更大一些， 哪个自变量的解释力更

强一些，这就是交互分析的局限性。总之，多个交互分析的结果不能直接拿来作比较。

所以其分析结果的信息量还是很有限的。 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回归分析来弥补这种局限

性。

回归分析显示了多个自变量对一个因变量综合影响情况，并给出被选入 的

多个自变量能够多大程度上解释因变量的变化， 每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是多少， 每

个 自变量对因变量是否存在显著的影响， 影响的方向和大小是多少。比如，我们要

分析被害人人身伤害类型等多个因素对刑期的综合影响情况， 即可针对这些字段进行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是指当需要检验某一个分类变量是否会因为不同的取值而导致一个数值 型

的因变量的取值发生不同的变化时，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来进行分类变量对因变量的

影响判断。比如，要分析法院判决的刑期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罚金与否的影响， 则可针

对“有期徒刑刑期”和“罚金”两个字段进行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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