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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不仅整理好了，也清理好了，是不是就可以分析研究了呢？

采用手工计算的情形几乎已经消失了。数据的数量与复杂程度，已经超出了人们运用

大脑、纸和笔，直接处理的程度。

调查数据的分析与研究，从计算机应用普及以来，就已经主要依靠计算机了。运用计

算机是最有效和最快捷的方式。

运用计算机就需要满足计算机对数据的要求，那就是数据库。

清理整理好的数据，要变成计算机可以读取并进行运算的数据格式，通

常这一类的格式都是数据库格式。计算机应用程序不同对数据库的格式

要求也不相同。

数据库化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分析和使用。基本的要求是通过数据库化，让调查

数据格式化、结构化，符合统计分析、计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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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把数据进行数据库化？为什么需要把数据进行数据库化？



数据的数据库化，就是把得到的变量、变量属性或者标签输入计算机，变成结构

化的数据矩阵。从数据库化的目标来分，主要有如下两类：

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数据库化，主要是用于存储数据，有各种类型的数据库应用程序。

常见的结构化数据库SQL数据库有有多种，比如开源的免费的My
Circle。

分析计算用的数据库化，主要是通过建立数据库，用于统计分析软件的计算。

我们这里所学的就是这一类数据库化。

我们主要学习常用的运用于计算机单机统计计算与分析用的数据库化。

大数据的数据库化有不一样的特点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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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化的类型数据库化的类型



SPSS是社会科学统计计算运用比较多的一个大型统计计算软件

SPSS数据库的数据视图：

每一行代表样本，

每一列代表变量

中间单元格表示数据取值

SPSS数据库的变量视图

每一行代表一个变量

每一列表示变量的性质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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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数据库化示例数据的数据库化示例



问卷调查的数据，在完成了问卷的审核、归档、清理以后，在用于分析软件的分

析之前，就需要把它转化为数据表示的数据库。通常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编码。

在清理工作中，这项工作应该已经完成了，不过在数据入库之前还需要

审核。

第二步，数据录入与转化。

如果是纸版问卷调查，这个时候就需要录入数据。建议采用专门的录入

软件进行录入，尽量避免录入中出现的差错，进而降低调查误差。

如果是计算机辅助调查，这个时候就需要转化数据。无论是内容转化还

是格式转化，也建议尽量采用可靠的工具，避免出现差错。

第三步，对录入完成和转化完成的数据，做基本的检验和清理。

最容易出现的差错就是错行、错列造成数据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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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主要步骤）A.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主要步骤）



编码：就是把调查问卷的每一道访题用符号或者数字组合代码换，包括对每一道

访题的选项或应答赋值。

每一道访题的编码就是数据库表中的变量。

应答赋值就是数据库表中的变量值，这个只有各种属性，就是数据库表变量视图中的

各种标签，又称为变量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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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编码）A.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编码）



我们来看例子，这是Self PS中的一道访题，

【问题】1.5，请问您希望孩子念书，最高念到哪一个程度？（共７个选项）。
【选项】A.小学；B.初中；C.高中；D.专科、职高、技校、大专；E.大学本科;F本科
以上;G.不必念书

对这套访题我们可以这样编码，访题可以编为B15。（为什么这么编?）

对选项的编码，就以选项的编号做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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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编码示例）A.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编码示例）



问卷调查数据的编码，一般有三种方法：

第一：原始编码，就是直接运用问卷的编码。

通常这种方法仅仅用在访题数量极少，应答非常简单的情况下。

第二：先编码，在调查开始之前，编码工作就已经做好了。

通常这种方法会用在基本上都是封闭访题的情况下。

第三，后编码，就是在问卷调查完成以后再做编码。

只要是有开放访题，一般都会采用这种编码方式。

编码部相当于问卷数据的一个索引，把变量、变量值，变量标签关联起来，类似

于一本问卷数据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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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编码）A.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编码）



对于简单的问卷调查，可以运用常用

的办公软件或统计分析工具来做录

入，

MS Office Excel
Mac Numbers
SPSS
Stata、statistica、R…

对于相对庞大复杂的问卷调查，需要

使用专门的数据录入软件。

商业收费的SPSS Data Entry模
块

免费的EpiData

专用录入软件的能提高录入效率，并减少录入误差：

可把纸版问卷计算机界面化，把纸版问卷完整呈现在计算机屏幕上。

可通过对跳转、阈值、变量类型等的控制，尽量减少录入所带来的误差。

在录入完成以后，还可以直接把录好的数据导出为数据库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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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录入）A.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录入）

http://www.spss.com.hk/software/data-collection/data-entry/
https://www.epidata.dk/cn/index.htm


针对的已经数据库化的数据，通常需要运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检验和清洗：

第一，录入错误清理。可以把双录入的数据输出为一个清理数据库，核对录入中出现

的冲突数据。

第二，编码清理。对不在编码值范围的变量值进行清理。

假设性别属性值的编码原本只有0和1，如果在数据表中出现了其它值，
那就一定是哪里有错误了，就需要清理并且改正错误。

第三，逻辑清理。主要是针对基本事实逻辑的清理。

比如样本为男性，在是否怀孕的访题下，变量值说明他有怀孕记录，这

就是逻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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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检验和清洗）A.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检验和清洗）



数据库检验和清洗还需要注意如下问题：

离群值：偏离了日常理解的范围，但实际上可能是有效值的一部分。

男性怀孕令人奇怪，女性怀孕就没有什么让人奇怪的了，对不对？

女性16岁-49岁之间怀孕都是正常的。如果数据显示有一位七十岁的老奶
奶怀孕了， 有没有可能呢？

极大值和极小值， 都是需要再次确认的变量值。
无应答的处理，通过分析已经应答的数值，确定对无应答的处理方式，比如差值。

变量的再编码，在数据的清理中也可以产生衍生变量。

比如受教育程度或者年龄的重新分组

比如依据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来建构社会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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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检验和清洗）A.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检验和清洗）



正常的完成了数据库化的问卷数据，至少应该包括以下的文件：

1. 调查问卷（已经有了）
2. 调查问卷的数据库编码手册（已经有了）
3. 两个数据库，一个是完成问卷的数据库，一个是未完成问卷的数据库。
4. 样本数据库，通常抽样完成以后，一定有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包括了用于抽样的
变量、抽样单位、分层变量、权重变量等，这些应该是分析研究之前已经有的数据。

5. 抽样报告、实施报告，这两份报告用于判断数据质量，制订分析策略。
6. 完成的、未完成问卷数量的统计表。通常用表格方式展示出来。
7. 数据清理报告，对变量的可分析性要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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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清单）A.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清单）



对访谈调查的数据，在完成了访谈笔记的整理、格式化、归档、清理之后，在用

于分析之前也需要把相关的信息录到数据库中。虽然不一定可以像问卷调查数据

那样完全的数据库化，至少访谈记录与整理信息应该数据库化。

第一步，编码。

记录信息的编码（重点工作）

记录内容的编码（如果要进行文本分析，则需要此步骤）

第二步，录入。

录入访谈记录信息，便于检索，也便于查找。

如果要做内容分析，访谈内容就需要全部地录入。

第三步，清理。一般需要逐行核查。内容数据是没有办法采用统计分析方法的进行核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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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访谈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主要步骤）B.访谈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主要步骤）



访谈数据的编码有两类：

访谈记录信息的编码。基本变量有记录编号、访谈时间、地点、人物、主题、位置

图。如果有日志信息，也需要把日志信息加入其中。

访谈记录的编码。如果希望编码的程度可以直接应用到内容分析软件的分析，那么就

需要学习专门的课程，不同的分析软件对编码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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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访谈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编码）B.访谈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编码）



访谈数据的录入工具：

要是涉及到数字数据的，就可以使用

Excel、SPSS、Stata、Statistica、r等
等

对文本数据，就可以使用Word，当然
也可以使用Numbers和Pages。
对访谈内容，还可以采用内容分析软

件，比如Nvivo、Aquad、ATLAS.ti和
Qualrus。

访谈数据录入的几个要点：

录入策略问题。对于访谈记录信息的

录入，尽量采用标准化的格式，目的

是便于交换、便于交流。

文本格式问题。一般可以先转录为纯

文本格式，注意纯文本格式有一个编

码问题，最好采用通用的编码，比如

Un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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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访谈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录入）B.访谈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录入）



访谈数据的数据库化产出也有一份清单，至少要有以下的数据文件：

1. 调查提纲或者访谈提纲，或者访谈设计。
2. 访谈记录的整理、清理的数据库
3. 访谈内容的数据库
4. 访谈记录的数字化，也就是数字化的过程及报告
5. 最后还有清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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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访谈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清单）B.访谈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清单）



观察数据怎么数据库化呢？主要也是三个步骤：

第一步，编码。

观察调查数据的编码与其他编码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观察记录信息比访谈

记录信息要丰富得多。当然对观察记录的内容，如果希望用作分析素

材，也需要编码。

第二步，录入。

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录入观察记录信息，同样，如果要把观察记录的

内容作为统计分析的素材，那么也需要把它录到数据库中。

第三步，清理。

同样在录入完成之后，要对已经录入的数据进行核查，如果有观察记录

的内容，就需要对已经数据库化的内容做仔细的核查，确保内容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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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观察数据的数据库化（主要步骤）C.观察数据的数据库化（主要步骤）



观察数据的编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观察记录信息的编码。基本变量包括记录编号、观察的时间、地点、事件、主题，还

有观察媒体（望远镜/摄像机/眼睛）。如果有日志信息，也可以把日志信息列入其
中。

观察记录内容的编码。即使观察记录的内容不会作为统计分析的素材，最好还是录入

为数据化的文本文件，便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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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观察数据的数据库化（编码）C.观察数据的数据库化（编码）



观察记录的录入：

文本数据、数字数据的录入。采用word或pages录入。
图片数据的录入。可以采用类似于Adobe的Lightroom之类的数据库。可以先扫描，再
录入记录信息。

视频数据的录入，则可以运用类似于Adobe Premier之类的编辑库。
音频数据的录入，也可以寻找适用的音频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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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观察数据的数据库化（录入）C.观察数据的数据库化（录入）



一份完整的数据库化的观察数据的数据库， 至少要提供以下的数据文件：

1. 观察提纲或者观察设计；
2. 观察记录的整理、清理数据库；
3. 观察内容数据库；
4. 观察记录数据数字化、数据库化过程的数据；
5. 清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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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观察数据的数据库化（清单）C.观察数据的数据库化（清单）



文献数据一般情况下原本就来源于数据库。因此，运用原来数据库的数据，是文

献数据库的特点。文献数据的数据库化包括三个步骤：

1. 编码。指的是文献信息的编码，而不是文献内容的编码，文献信息就是编目信息，文
献内容就是文献记载的内容。

2. 录入。就是把原来数据库的文献编目信息和文献内容抄录到研究用的文献数据库中
去。

3. 清理。就是在数据录入完成以后，对录入的数据进行核查、清理，包括完整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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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文献数据的数据库化D.文献数据的数据库化



为了确保同学们已经掌握了文献编目信息，我重复一遍文献的编码。

文献记录信息的录入和管理。

基本变量主要有作者、篇名、时间、载体、存放、DOI，或者ISBO，或
者ISNN等。
文献记录的编码可以直接运用文献记录的原始编码，一些数据库化的数

据，比如jasdo，还支持编码的数据直接导出。
专门的信息录入和文献管理软件：Zotero、Endnote和papers。

文献内容信息的录入和管理。

主要管理的是文献内容、阅读笔记、思路图谱、总结要点等

专门的内容录入和关系管理软件：onenote、Mindmanager、印象笔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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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文献数据的数据库化D.文献数据的数据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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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Zotero的文献管理和使用1示例：Zotero的文献管理和使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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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Zotero的文献管理和使用2示例：Zotero的文献管理和使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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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Zotero的文献管理和使用3示例：Zotero的文献管理和使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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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Zotero的文献管理和使用4示例：Zotero的文献管理和使用4



痕迹数据的数据库化，无论是Map-Reduce的产出，还是网页爬取的数据的整理、
清理时的产出，都是基于变量的数据，还没有把变量数据串起来，变成基于样本

的数据。

样本在变量上的变异是分析工作的基础，数据库化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变量数据

串起来，变成类似于样本数据的数据。串起来的方法很多，技术性也很强，基本

上依靠脚本来完成。

如果从大数据中抽取数据，由于无需数据录入，故数据库化只有两个步骤可做：

1. 编码。通常原有的数据就已经有编码了，这个手续要做的就是要么确认使用原来的编
码，要么呢，因为特殊的原因，需要重新编码，何去何从，完全取决于计算的需要。

2. 清理。与其他调查数据的清理不同，这里主要是在确认编码以后，确认数据的可计算
性，也就是格式化、结构化在转化中没有发生问题，以及是否可以直接运用于分布式

并行计算或者单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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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痕迹数据的数据库化（简要）E.痕迹数据的数据库化（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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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数据爬虫下的自动化日志记录1示例：数据爬虫下的自动化日志记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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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数据爬虫下的自动化日志记录示例：数据爬虫下的自动化日志记录



2.1 科技装备

2.1.1 农业机械动力
2.1.2 农用拖拉机
2.1.3 农用灌溉机械
2.1.4 农用收获机械
2.1.5 农业化学要素

2.2 科技投入

2.2.1 公共财政投入
2.2.2 RD研发投入

2.3 科技计划

2.3.1 重大基础类科技计划
2.3.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3.3 农业综合开发投入

2.4 科技条件

2.4.1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4.2 国家重点实验室

2.5 科技服务

2.5.1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2.5.2 技术示范转移机构
2.5.3 高技术产业和科技企业

研究议题：旱区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情况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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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数据的数据库化（实例分享）二手数据的数据库化（实例分享）



研究对象：旱区16个省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
黑龙江、山东、河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文本资料：政府公开资料、公共信息、图书、文献...

数据资料：统计年鉴、网页数据、商业数据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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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和数据资料和数据



文件夹管理：

1 文献资料文件（material）：收集到的各种相关资料
（.xlsx、.word、.pdf、.html、.png等）

2 粗制的数据文件（raw data）：摘录、数值化（.xlsx）

3 提取的数据文件（extract data）：整合、合并（.xlsx）

4 加工的数据文件（process data）：更新、维护（.xlsx）

5 分析的数据文件（analysis data）：调用、子集化（.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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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整理资料整理



囊括了研究涉及的全部材料

分门别类在各个文件夹下

形成目录树

文件以原始状态存放

格式各种各样

文献资料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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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文献资料10. 文献资料1



历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人大经济论坛；中国知网-
统计年鉴数据库

部分年鉴数值化（.xls）
部分年鉴仅是数字化（.caj）
每本年鉴都有目录

年鉴中仅部分内容跟研究相关

子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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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文献资料1-10. 文献资料1-1

http://www.pinggu.org/bbs/index.asp
http://nianjian.cnki.net/


历年《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资料

数据来源：科技部网站

部分资料以年度报告呈现（.pdf）
部分资料以公开网页呈现

（.html、.doc）
资料发布时间不确定

资料非标准化，需手工收集整理

文献《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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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文献资料1-20. 文献资料1-2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8》
数据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该年鉴已数值化（.xls）
年鉴统计资料依次以.xls格式呈现
具体文件含义可以查看目录

年鉴中仅部分.xls跟研究相关，需要
提取出来 文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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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文献资料1-1-10. 文献资料1-1-1

http://www.pinggu.org/bbs/index.asp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8》
数据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表1-7 2017年中国RD支出类型”
原始表格有各种“烦人状况”!

看行：空行？字符有空格？

意外字符？

看列：列变量？中英文？跨

多行？

看单元格：数值（number）
还是文字（character）？

文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8 

-表1-7 RD支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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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文献资料1-1-1-10. 文献资料1-1-1-1

http://www.pinggu.org/bbs/index.asp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0-2018》
数据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各年年鉴整合

不按年份，而按内容来管理文件夹

文件夹命名坚持用英文！

重新整理后的科技统计年鉴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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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粗制数据（raw data）1A. 粗制数据（raw data）1

http://www.pinggu.org/bbs/index.asp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0-2018》
数据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表 中国RD支出类型”（.xls）
取你所需！

每年的表格来自每年的年鉴

每年的表格单独命名

文件命名要有规则

确保每个文件的行列数据保

持一致！

历年的RD支出类型（20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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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粗制数据（raw data）2A. 粗制数据（raw data）2

http://www.pinggu.org/bbs/index.asp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0-2018》
表 RD支出类型（2010-2017）
数据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依次读取整合每一年的表 中国RD支
出类型.xls”

统一变量命名

分别写入年份信息

行合并年度文件数据

确保数据是正确读取的！

提取整合后的RD支出类型（20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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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精制数据（extract data）1B. 精制数据（extract data）1

http://www.pinggu.org/bbs/index.asp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0-2018》
表 RD支出类型（2010-2017）
数据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基本保持原来的数据形态：

看行(257行)：无空行、地区
字符正确标准

看列：列变量统一命名

看单元格：全部是数值

（number）

提取整合后的RD支出类型（20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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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精制数据（extract data）2B. 精制数据（extract data）2

http://www.pinggu.org/bbs/index.asp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0-2018》
表 RD支出类型（2010-2017）
数据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需要继续对数据形态加工变形

目标是标准化的数据集！！？

加工变形后的RD支出类型 

（20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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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加工数据（process data）1C. 加工数据（process data）1

http://www.pinggu.org/bbs/index.asp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0-2018》
表 RD支出类型（2010-2017）
数据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这是一份标准化的数据集！！！

看行(1025行)：按年度
(year)、按省份(province)
看列：4个变量被折叠对方为
1列(variables)！
看单元格：全部数值被折叠

对方为1列(value)！

加工变形后的RD支出类型（20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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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加工数据（process data）2C. 加工数据（process data）2

http://www.pinggu.org/bbs/index.asp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0-2018》
完整的RD数据集(part01-over-
2010t2017.xlsx)
数据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每一个数据子集被加工完成后，需要

继续进行整合

目标是一个标准化的完整数据

集！！？

聚合各个子数据集为一个完整RD数据集（20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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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分析数据（analysis data）1D. 分析数据（analysis data）1

http://www.pinggu.org/bbs/index.asp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0-2018》
完整的RD数据集(part01-over-
2010t2017.xlsx)
数据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这是一份完整的、标准化的数据

集！！！

看行(3329行)：按年度
(year)、按省份(province)
看列：全部变量被折叠对方

为1列(variables)！
看单元格：全部数值被折叠

对方为1列(value)！
聚合各个子数据集为一个完整RD数据集（20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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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分析数据（analysis data）2D. 分析数据（analysis data）2

http://www.pinggu.org/bbs/index.asp


变量命名是一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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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变量关联与管理数据和变量关联与管理



原始文件没有变量？

变量形式与其含义？

唯一识别变量名(variable)：v4_zh_nbzc_hj、v4_zh_nbzc_jcyj、
v4_zh_nbzc_yyyj、v4_zh_nbzc_syfz
中文变量名(short_chn)：合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
英文变量名(short_eng)：total、basic、apply、test

变量命名如何动态调整？

备注变量系统的版本号(flag)：v2018.6、v2019.8、v2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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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变量关联与管理数据和变量关联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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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结束本节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