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八妇女节前后，各种有关女人的报告层出不穷。有说，上海女人寂寞指数最高的；也有说广州女人
月入过万，生活质量最高。虽然我们早已对“标题党”、哗众取宠见怪不怪了，不过有些报告还是引来民众
无数板儿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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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女性报告，装哪门子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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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剩女”最寂寞？

近来，有一个新词汇在单身界传播率很广，它就是“剩女寂寞指数”。话说，对这个词语的定义就是指单身女性在达到一定年

龄后并认为自己是剩女的前提下，有寂寞感的一个平均值。

这个新创词汇来自于近期由某婚恋网站公布的《中国男女婚恋观系列调查之“剩女”的自白书》。此次调查的方法是采用互

联网在线定量调研和线下深度访谈的研究形式。全国共有近9万人参与，女性受访者41616人。

究竟哪里的剩女最寂寞？调查显示，上海“剩女”以152分的高分位居寂寞指数最高，四川和北京“剩女”的寂寞指数紧随其

后。1973年到1986年出生的女性“剩”感最强烈。其中，1983年出生的“剩女”占57.9%，也就是说29岁成为各年龄段中“剩”感最强者。

发布机构追求眼球效应
上海社科院助理研究员  陈亚亚

女人网购买衣服每月消费超4000元，我看到这个数

字非常诧异。这家媒体锁定的受众肯定是相对特定的人

群，并不具备普遍性，作为高档杂志，它的受众消费能力

远远超过普通大众。后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负责发布

该项调查的某女性生活调查中心理事长承认，他们所调

查的女性指的是有经常性收入的职业女性，并不包括低

保户、下岗职工，打工人员等低收入群体，这让调查本身

的权威性大打折扣。这种发布，媒体多半抓的是“眼球效

应”，并不追求调查的规范可信，更不用谈科学性了。

物欲低，生活质量才能高
上海社科院助理研究员  陈亚亚

我不确定这个调查是以哪些东西来界定生活质量

的。我个人觉得只要简单随心，生活质量就会好，无论广

州北京上海。我们都说某地的物价高，某种程度上，消费

欲望也推高了物价，如果某地的消费主体没有那么多的

欲望，此地的物价就不会高。高的生活质量，相对而言总

是在生活成本不是那么高的地方，比较容易实现，因为生

活成本不高，你就不用为维持这个成本弄得太累，相对余

钱闲时也多，就容易做上自己喜欢的事情，有量的基础上

也就有质了。

看报告，不纠结

有时，我们不免纠结，当下就连国家

统计部门出的权威报告，也被民众拿来

叫板，公开质疑，更不要提那些名不正言

不顺的山寨机构发布的调查了。对于普

通人而言，该如何识真伪辨权威，上海社

科院的陈亚亚对调查报告发布途径有专

门研究，她来为大家支几招。

1.首先，就是要查明机构来源，报

告由哪个机构发布而出，我们多半可以

对权威度判断出个大概。

2.好的调研报告一定会告诉受众

它是怎样进行的调查，涉及的内容和人

群，抽样数据有多少，通常交待越详实

越靠谱。当然，并不是说参与调查的人

数越多就越权威，即一万人参与调查的

报告就比五百人参与的报告权威，这

里还要去考量参与调查的人口是否具

有普遍性。如果做得的是白领调查，人

群越是锁定目标受众越靠谱。

3.然后，就是对数据的解读。其

一是逻辑推理的方式，会产生不同效

果。就像判断女性寂不寂寞，你说能

用她某一时段是否上交友网站来决定

吗？其二就是常识性，有些调查很有偶

然性。一般来说，关于人的心态的描述

很难用问卷形式单一体现，可能设置

的选项有局限性，一个人的心态也在变

化。我们通常认为，具有量化分析数据

的调查问卷结合深度访谈，这样的调

查报告权威性更好。

4、最后，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能看

穿各种统计数据和调查报告背后的真

相的高手，美国的达莱尔·哈夫所著的

《统计数字会撒谎》或许对你有用，这

本书告诉你，在报告社会经济趋势、民

意测验和普查数据时，如果作者不能

正确理解并恰当使用统计语言和方

法，而读者又不能真正懂得这些术语

的含义，那么，统计结果只能是一堆废

话。看了这本书，你或许能看懂一些统

计操纵技巧，发现调查样本的偏向，发

现“虚假数据”……

调查寂寞者的报告必然会“寂寞”
上海社科院助理研究员  陈亚亚

判断一份调查报告的权威度，首先要看的就是报告

的出处。如今，很多报告的发布机构并非权威性的学术

机构，而是一些媒体机构，这些媒介锁定的受众是相对

特定的人群，这就势必造成调查样本人群存在偏差。严

格的权威调查一定是按照人口比例做的抽样调查，如果

做全国普查性质的调查涉及面会更广一些。当然，有些

也有漏洞，例如户口没有登记进入的人群。试想一下，上

婚恋网站交友的人，本身就是一群相对寂寞的人。这家

婚恋网站的注册地在上海，可能在当地的推广力度就

大，那势必会有一些地域人群的差异，这种调查具有很

多的偶然因素。另外，它的推论方式也不科学。凭何判断

上海“剩女”最寂寞？仅以情人节这天登录该网站的上线

人数来判断，上海女性登录得最多，就代表最寂寞？这没

有必然性。

不如当成娱乐新闻来看
情感专栏作者  Bubble

这样的调查报告，即使同样的问题相同的城市换一

个媒体，出来的结果可能大相径庭，这与抽样人群的选择

有关。因此，我把类似的调查报告当作娱乐新闻来看，跟

某明星复出某明星打架一样，满足一下八卦好奇心而

已。剩女本来就是自己的心态问题，你自认为剩，二十六七

岁，看着周围的朋友都结婚也会认为自己是剩女，你不认

同剩，四十朝上都觉得可以焕发第N春。

黑色幽默的调查
@孙国庆

寂寞是一种可统计的指数吗？通过科学仪器能检测

出来？当寂寞这种形容词变成量词时，是不是可以理解爱

情确实是有物质意义上的价码的？当荒谬成为了现实，你

还在激情地上演正剧，本身就很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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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女人生活质量领跑全国？
比起寂寞剩女的调侃，另一份关于《女性生活蓝皮书（2011）》的调查报告却让广州女人自叹不如。这份关于《第6次中国

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的报告范围涉及北京、上海、广州、宁波、大连、哈尔滨、长沙、成都、兰州、太原十个城市。

调查采集了被调查者2010年9月的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城市女性个人月收入为4900.7元，其中广州最高，为11200元；其次是上

海，7838.9元；第三是北京，6952.8元；最低的是兰州，2733元。城市女性家庭月均收入为13700元，其中，广州被调查者家庭的月均收

入最高为37900元;其次是上海的20100元;第三是北京的17000元。近八成女性热衷网上购物，平均每月网购消费达4000元。

最搞笑的是，报告一出，广州女人急得直跳脚，不少人惊呼：“高得太离谱了。”怎么算，自己都是拖了广州女人的后腿。有好事

者，随即将广州统计局1月份发布的统计数据和它做了对比。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广州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00元

(约2858元/月)，这和这份报调查中广州女人月入万元的指标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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