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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的設計原則技巧 

問卷調查的設計原則、技巧  

問卷調查是現代社會市場調查的一種十分重要的方法，而在問卷調查中，問卷設計又是

其中的關鍵，問卷設計的好壞，將直接決定著能否獲得準確可靠的市場訊息。本節我們將介

紹問卷設計的有關概念和基本技巧。 

（一）問卷設計概述  

調查問卷，又稱調查表，是調查者根據一定的調查目的精心設計的一份調查表格，是現

代社會用於收集資料的一種最為普遍的工具。  

按照不同的分類標準，可將調查問卷分成不同的類型。  

（1）根據市場調查中使用問卷方法的不同，可將調查問卷分成自填式問卷和訪問式問卷

兩大類。  

所謂自填式問卷，是指由調查者發給（或郵寄給）被調查者，由被調查者自己填寫的問

卷。而訪問式問卷則是由調查者按照事先設計好的問卷或問卷提綱向被調查者提問，然後根

據被調查者的回答進行填寫的問卷。一般而言，訪問式問卷要求簡便，最好採用兩項選擇題

進行設計；而自填式問卷由於可以借助於視覺作用，在問題的製作上相對可以更加詳盡，全

面。  

（2）根據問卷發放方式的不同，可將調查問卷分為送發式問卷、郵寄式問卷、報刊式問

卷、人員訪問式問卷、電話訪問式問卷和網上訪問式問卷六種。其中前三類大致可以劃歸自

填式問卷範疇，後三類則屬於訪問式問卷。  

送發式問卷就是由調查者將調查問卷送發給選定的被調查者，待被調查者填答完畢之後

再統一收回。  

郵寄式問卷是通過郵局將事先設計好的問卷郵寄給選定的被調查者，並要求被調查者按

規定的要求填寫後回寄給調查者。郵寄式問卷的匿名性較好，缺點是問卷回收率低。  

報刊式問卷是隨報刊的傳遞發送問卷，並要求報刊讀者對問題如實作答並回寄給報刊編

輯部。報刊式問卷有穩定的傳遞管道、匿名性好，費用省，因此有很大的適用生，缺點也是

回收率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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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訪問式問卷是由調查者按照事先設計好的調查提綱或調查問卷對被調查者提問，然

後再同調查者根據被調查者的口頭回答填寫問卷。人員訪問式問卷的回收率高，也便於設計

一些便於深入討論的問題，但不便於涉及敏感性問題。  

電話訪問式問卷就是通過電話仲介來對被調查者進行訪問調查的問卷類型。此種問卷要

求簡單明瞭，在問卷設計上要充分考慮幾個因素：通話時間限制；聽覺技術的局限性；記憶

的規律；記錄的需要。電話訪問式問卷一般應用於問題相對簡單明確，但需及時得到調查結

果的調查專案。  

網上訪問式問卷是在網際網路上製作，並通過網際網路來進行調查的問卷類型。此種問

卷不受時間，空間限制，便於獲得大量資訊，特別是對於引起敏感性問題，相對而言更容易

獲得滿意的答案。  

（二）問卷的基本結構  

1、問卷的基本要求  

一份完善的問卷調查表應能從形式和內容兩個方面同時取勝。  

從形式上看，要求版面整齊、美觀、便於作答，這是總體上的要求，具體的版式設計、

版面風格與版面要求，這裏暫不稱述。  

再從內容上看，一份好的問卷調查表至少應該滿足以下幾方面的要求：  

（1）問題具體、表述清楚、重點突出、整體結構好。  

（2）確保問卷能完成調查任務與目的。 

（3）調查問卷應該明確正確的政治方向，把握正確的輿論導向，注意對群眾可能造成的

影響。  

（4）便於統計整理。  

2、問卷的基本結構  

問卷的基本結構一般包括四個部分，即說明信、調查內容、編碼和結束語。其中調查內

容是問卷的核心部分，是每一份問卷都必不可少的內容，而其他部分則根據設計者需要可取

可捨。  

（1）說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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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信是調查者向被調查者寫的封簡短信，主要說明調查的目的、意義、選擇方法以及

填答說明等，一般放在問卷的開頭。  

（2）調查內容  

問卷的調查內容主要包括各類問題，問題的回答方式及其指導語，這是調查問卷的主體，

也是問卷設計的主要內容。  

問卷中的問答題，從形式上看，可分為開放式、封閉式和混合型三大類。開放式問答題

只提問題，不給具體答案，要求被調查者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自由作答。封閉式問答題則既

提問題，又給出若干答案，被調查中只需在選中的答案中打“√＂即可。混合型問答題，又

稱半封閉型問答題，是在採用封閉型問答題的同時，最後再附上一項開放式問題。  

至於指導語，也就是填答說明，用來指導被調查者填答問題的各種解釋和說明。  

（3）編碼  

編碼一般應用於大規模的問卷調查中。因為在大規模問卷調查中，調查資料的統計匯總

工作十分繁重，借助於編碼技術和電腦，則可大大簡化這一工作。  

編碼是將調查問卷中的調查專案以及備選答案給予統一設計的代碼。編碼既可以在問卷

設計的同時就設計好，也可以等調查工作完成以後再進行。前者稱為預編碼，後者稱為後編

碼。在實際調查中，常採用預編碼。  

（4）結束語  

結束語一般放在問卷的最後面，用來簡短地對被調查者的合作表示感謝，也可徵詢一下

被調查者對問卷設計和問卷調查本身的看法和感受。 

（三）問卷設計的原則  

（1）、相關原則——調查問卷中除了少數幾個提供背景的題目外，其餘題目必須與研究

主題直接相關。 

（2）、簡潔原則——調查問卷中每個問題都應力求簡潔而不繁雜、具體而不含糊，儘量

使用簡短的句子，每個題目只涉及一個問題，不能兼問。違反這一原則的例子如：“你是否

贊成加強高中的學術性課程和教師的競爭上崗制度？＂ 

（3）、禮貌原則——調查問卷中儘量避免涉及個人隱私或隱私的問題，如收入來源；避

免那些會給答卷人帶來社會或職業壓力的問題，使人感到不滿。問題的措辭禮貌、誠懇，人

們才能願意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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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便原則——調查問卷中題目應該儘量方便調查對象回答，不必浪費過多筆墨，

也不要讓調查對象覺得無從下手，花費很多時間思考。 

（5）、定量準確原則——調查問卷中如果要收集數量資訊，則應注意要求調查物件答出

準確的數量而不是平均數。例如，“在您的班級中六歲入學的有幾人＂和“在您的班級裏學

生平均幾歲入學＂，前者能夠獲得班級六歲入學兒童的準確數字，而後者則無法得到這樣的

資訊。 

（6）、選項窮盡原則——調查問卷中題目提供的選擇答案應在邏輯上是排他的，在可能

性上又是窮盡的。例如，“您的最後學歷是什麼＂的備選答案有：A、大專 B、高職 C、碩士

三個答案，顯然沒有窮盡學歷類型。有的題目應提供中立或中庸的答案，例如“不知道＂、

“沒有明確態度＂等，這樣可以避免調查者在不願意表態或因不瞭解情況而無法表態的情況

下被迫回答。 

（7）、拒絕術語原則——調查問卷中避免大量使用技術性較強的、模糊的術語及行話，

以便使被調查對象都能讀懂題目。違反這一原則的例子如“您認為您的孩子社會智力如

何？＂ 

（8）、適合身份原則——調查問卷中題目的語言風格與用語應該與調查對象的身份相稱。

因此在題目編擬之前，研究者要考察調查物件群體的情況，如果物件身份多樣，則在語言上

儘量大眾化；如果調查對象是兒童、少年，用語要活潑、簡潔、明快；如果調查物件是專家、

學者，用語應該科學、準確，並可適當運用專業語言。 

（9）、非導向性原則——調查問卷中所提出的問題應該避免隱含某種假設或期望的結果，

避免題目中體現出某種思維定勢的導向。例如：“作為教師，您認為素質教育能夠更好地促

進學生的健康成長嗎？＂ 

（四）問卷設計的過程  

問卷設計的過程一般包括十大步驟，確定所需資訊、確定問題的類型、確定問題的內容、

研究總的類型、確定問題的提法、確定問題的順序、問卷的排版和佈局、問卷的測試、問卷

的定稿、問卷的評價。  

 1、確定所需資訊  

確定所需資訊是問卷設計的前提工作。調查者必須在問卷設計之前就把握所有達到研究

目的和驗證研究假設所需要的資訊，並決定所有用於分析使用這些資訊的方法，比如頻率分

佈、統計檢驗等，並按這些分析方法所要求的形式來收集資料，把握資訊。  

 2、確定問卷的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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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約問卷選擇的因素很多，而且研究課題不同，調查項目不同，主導制約因素也不一樣。

在確定問卷類型時，先必須綜合考慮這些制約因素：調研費用，時效性要求，被調查物件，

調查內容。  

3、確定問題的內容  

確定問題的內容似乎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問題。然而事實上不然，這其中還涉及一個個體

的差異性問題，你認為容易的問題在他可能是困難的問題；在你認為熟悉的問題在他為生疏

的問題。因此，確定問題的內容，最好與被調查物件聯繫起來。分析一下被調查者群體，有

時比盲目分析問題的內容效果要好。  

4、確定問題的類型  

問題的類型歸結起來分為四種：自由問答題、兩項選擇題、多項選擇題和順位式問答題

其中後三類均可以稱為封閉式問題。  

（1）自由問答題  

自由問答題，也稱開放型問答題，只提問題，不給具體答案，要求被調查者根據自身實

際情況自由作答。自由問答題主要限於探索性調查，在實際的調查問卷中，這種問題不多。

自由問答題的主要優點是被調查者的觀點不受限制，便於深入瞭解被調查者的建設性意見、

態度、需求問題等。主要缺點是難於編碼和統計。自由問答題一般應用於以下幾種場合：作

為調查的介紹；某個問題的答案太多或根本無法預料時；由於研究需要，必須在研究報告中

原文引用被調查者的原話。  

（2）兩項選擇題  

兩項選擇題，也稱是做題，是多項選擇的一個特例，一般只設兩個選項，如“是＂與“否＂，

“有＂與“沒有＂等。  

兩項選擇題的特點是簡單明瞭。缺點是所獲信息量太小，兩種極端的回答類型有時往往

難以瞭解和分析被調查者群體中客觀存在的不同態度層次。  

（3）多項選擇題  

多項選擇題是從多個備選答案中擇一或擇幾。這是各種調查問卷中採用最多的一種問題

類型。  

多項選擇題的優點是便於回答，便於編碼和統計，缺點主要是問題提供答案的排列次序

可能引起偏見。這種偏見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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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對於沒有強烈偏好的被調者而言，選擇第一個答案的可能性大大高於選擇其他答

案的可能性。解決問題是打亂排列次序，製作多份調查問卷同時進行調查，但這樣做的結果

是加大了製作成本。 

第二，如果被選答案均為數字，沒有明顯態度的人往往選擇中間的數字而不是偏向兩端

的數。  

第三，對於 A、B、C 字母編號而言，不知道如何回答的人往往選擇 A，因為 A 往往與高

品質、好等相關聯。解決辦法是得用其他字母，如 L、M、N等進行編號。  

（4）順位式問答題  

順位式問答題，又稱序列式問答題，是在多項選擇的基礎上，要求被調查者對詢問的問

題答案，按自己認為的重要程度和喜歡程度順位排列。  

在現實的調查問卷中，往往是幾種類型的問題同時存在，單純採用一種類型問題的問卷

並不多見。  

 5、確定問題的措辭  

很多人可能不太重視問題的措辭，而把主要精力集中在問卷設計的其他方面，這樣做的

結果有可能降低問卷的品質。  

下面是幾條法則，不妨試試。  

（1）問題的陳述應儘量簡潔。  

（2）避免提帶有雙重或多重含義的問題。  

（3）最好不用反義疑問句：避用否定句。  

（4）注意避免問題的從眾效應和權威效應。  

6、確定問題的順序  

問卷中的問題應遵循一定的排列次序，問題的排列次序會影響被調查者的興趣、情緒，

進而影響其合作積極性。所以一份好的問卷應對問題的排列作出精心的設計。  

一 般而言，問卷的開頭部分應安排比較容易的問題，這樣可以給被調查者一種輕鬆、愉

快的感覺，以便於他們繼續答下去。中間部分最好安排一些核心問題，即調查者 需要掌握的

資料，這一部分是問卷的核心部分，應該妥善安排。結尾部分可以安排一些背景資料，如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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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年齡、收入等。個人背景資料雖然也屬事實性問題，也十分容易回答，但有些問題，諸

如收入、年齡等同樣屬於敏感性問題，因此一般安排在末尾部分。當然在不涉及敏感性問題

的情況下也可將背景資料安排在開頭部分。  

還有一點就是注意問題的邏輯順序，有邏輯順序的問題一定要按邏輯順序排列，即使打

破上述規則。這實際上就是一個靈活機動的原則。  

7、問卷的排版和佈局  

問卷的設計工作基本完成之後，便要著手問卷的排版和佈局。問卷排版的佈局總的要求

是整齊、美觀、便於作答和統計。  

8、問卷的測試  

問卷的初稿設計工作完畢之後，不要急於投入使用，特別是對於一些大規模的問卷調查，

最好的辦法是先組織問卷的測試，如果發現問題，再及時修改，測試通常選擇 20-100 人，樣

本數不宜太多，也不要太少。如果第一次測試後有很大的改動，可以考慮是否有必要組織第

二次測試。  

9、問卷的定稿  

當問卷的測試工作完成，確定沒有必要再進一步修改後，可以考慮定稿。問卷定稿後就

可以交付列印。正式投入使用。  

10、問卷的評價  

問卷的評價實際上是對問卷的設計品質進行一次總體性評估。對問捲進行評價的方法很

多，包括專家評價，上級評價，被調查者評價和自我評價。  

專家評價一般側重於技術性方面，比如說對問卷設計的整體結構，問題的表述、問卷的

版式風格等方面進行評價。  

上級評價則側重於政治性方面，比如說在政治方向方面，在輿論導向方面，可能對群眾

造成的影響等方面進行評價。  

被調查者評價可以採取兩種方式：一種是在調查工作完成以後再組織一些被調查者進行

事後性評價；一種方式則是調查工作與評價工作同步進行，即在調查問卷的結束語部分安排

幾個回饋性題目，比如，“您覺得這份調查表設計得如何？＂  

自我評價則是設計者對自我成果的一種肯定或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