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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方法研究:社会学方法多元主义时代或已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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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方法是当今社会学方法的最新趋势，被称为研究方法的“第三次革命”。芝加哥大学社

会学系主任 Small教授 2011年在《Annual Review ofSociology》第 37卷上发表了《如何开展混合
方法研究:混合方法研究的新近趋势》一文，该文全面回顾了 10年来英语学术界 200多篇混合方
法研究的文献，涉及了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移民研究多个学科领域，囊括了混合方法研究

的各种探索和进展。这篇文章不仅对仍在重建和发展中的社会学，对整个社会科学都具有重要的

启发意义。 
  混合方法研究并非新鲜事物。早在 20 世纪中叶，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不同
形式的混合方法尝试就已经出现了。研究者希望通过不同方法获得对某一现象或特征的一致测

量，从而增加研究的可靠性。他们提倡“多元方法”和“三角互证”，并建议学界同仁不应再局

限于“定性一定量”之争。 
  混合方法研究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研究者的首要关切是经验难题，强调利用一

切行之有效的方法加以解决，即研究方法要与研究问题相契合。这种取向为多元方法学视角提供

了空间，从而避免了研究者在定量还是定性之间“犹豫不决”，但是如何实现定量与定性的结合，

实用主义并未给出答案。 
  判定一个研究是否为混合方法研究并非易事。Small 教授根据研究所采用的数据类型、数据
收集和数据分析方式，将混合方法研究分为混合数据收集研究和混合数据分析研究。前者是指至

少使用两种数据类型或两种数据收集方式的研究:后者是指不论使用何种数据类型，关键在于采用
多种分析技术或交叉应用多种技术的研究。 
  采用多种类型数据及收集方法 
  Small教授认为，近 10年来，大部分经验混合方法研究都采用了两种或多种类型的数据或数
据收集的方法。他从使用不同类型数据的动机、数据收集的顺序和多种数据的嵌套层次三个维度

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分类和归纳。1.在研究动机上，绝大多数研究使用两种或多种数据是为了证实
或补充已有发现。当研究者试图确认其发现并不主要依赖于某种特定类型数据，或者不同数据发

现的结果相互对立时，则可以采用证实性研究进行检验:当研究者不愿局限在一种类型数据所能提
供的知识，或者希望扩大研究发现的解释力度时，则可以采用补充性混合方法。2.在数据收集的
顺序上，要么同时收集，要么先后收集，前者是一种并列设计，后者为序列设计。序列研究的优

势在于理解新发现的关联背后的机制以及检验意外发现的能力:并列设计则适用于序列设计不适
用的情况，如当收集顺序彼此无关或一定时间内对多种数据的需求特别急切。3.有些混合数据收
集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嵌套数据，即多种类型数据来自同一行动者、组织或实体。嵌套设计一

度非常流行，最常见的嵌套研究设计仍然是在问卷调查之后，选择部分受访者进行附加的深度访

谈。而在从同一个体单位获得多种数据不可行、不必要或无助益的案例中，非嵌套设计研究产生

了丰富的成果。 
  交叉分析和整合分析:混合数据分析的趋势 
  混合数据分析又可分为交叉分析和整合分析，前者指应用定量技术分析定性数据或应用定性

技术分析定量数据；后者指针对某一类型数据同时使用两种或多种分析方法。 
  交叉分析主要有两种趋势。第一，近年来随着计算软件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对田野笔记、

口述史或历史档案等叙事文本的统计分析能力。这些应用包括:1.叙事文本的网络分析，即为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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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理解叙事结构，而对叙事文本进行社会网络分析。2.叙事文本的序列分析，即为了揭示事件
发生过程和规律背后的结构，区分重要事件和次要事件以及事件拐点，对叙事文本进行分析。3:
叙事文本的定量分析，即在经典内容分析法中引入语言学视角，通过语句编码对文本元素的语义

关系进行定位，从而确定叙事背后的结构关联。4.小样本或叙事文本的回归分析，例如，借用统
计模型对访谈资料、民族志资料或其他小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第二，定量方法由重点关注统计相

关性转向了对因果进程与机制的分析，这种转变激发了一些对大样本或数值数据进行定性分析的

尝试。与第一种类型相比，这类研究相对较少，但是极具创造性，例如有研究者将纵向调查数据

转成了叙事生活史，从而发现影响个体不同生活路径的主要因素。 
  整合分析背后的核心假设是:“采用多种视角的分析方法比单一视角能够获得更多更全面的信
息。”例如，有研究者将时间序列分析和事件结构分析结合起来解释社会事件发生的拐点，或者

结合社会网络分析与话语分析探讨职业经理人的社会互动模式。当然，这种方法中最值得关注的

是定性比较分析，这是一种基于布尔代数系统的分析工具，结合了个案分析和变量分析的长处且

超越了二者各自局限。 
  共通性和专业化:混合方法面临挑战 
  混合方法的应用和前景充满各种挑战，其中两个最棘手的问题是共通性和专业化。在一定程

度上，这两个问题也是整个社会学所面临的问题。 
  共通性问题源于方法论技术与认识论视角之间的对立。混合方法的批评者认为定量和定性反

映了不同的认识论基础，对真理的本质有着不同的假设，一个研究者不可能毫无矛盾地同时接受

这两种假设。即便有些学者忽略共通性问题，在实践中同样要面对共通性问题，比如在团队合作

时，让秉持不同方法论视角的学者达成共识是非常困难的。 
  专业化问题源于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专业化趋势。这种趋势会带来几种实际的后果:首先，
这会增加混合方法研究者跟进各种最新专门技术的难度；其次，由于持续的专业化以及评审过程

的基本性质，混合方法研究者将会面临更多的比他们更加精通这些分析方法的评审者的质疑；最

后，不断强化的专业化也会提高概念和术语转译工作的难度，使得不同领域的学者难以相互理解

而进行学术批评。 
  虽然混合方法研究仍然处于萌芽阶段，并且存在各种问题，但目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

出现了一些专业的学术队伍，他们采用多重视角整合了数据搜集或分析方法。尽管定量与定性之

间的矛盾仍未完全解决，固执一端的做法确已过时则成为共识，社会学方法的多元主义时代已经

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