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章 

数据的建立与管理 

 

 

 

 

 

 

 

 

 

 

 掌握 SPSS 数据文件变量的设置。 

 掌握 SPSS 数据文件的数据录入。 

 掌握数据文件的合并及拆分的 SPSS 操作。 

 掌握数据排序、选择个案及计算变量的 SPSS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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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数据文件是使用统计软件的第一步，因为数据是所有统计研究的基础，没有

数据，统计分析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介绍 SPSS 数据的建立是本章的首要任务。 

在实际的统计研究中，我们所建立的原始数据往往不能直接应用于最终的统计分析。

这不仅是因为数据库可能有工作人员录入错误或原始问卷记录错误等情况，使得数据库中

包含不正确的数据；还因为针对同一个研究目的，往往要从不同的侧面对数据进行研究，

采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分析，而不同的统计方法对数据文件结构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这就需要对数据文件的结构进行重新调整或转换，以便适合于相应的统计方法使用。以上

这些工作被统称为数据管理，数据管理是统计分析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直接关系

到数据分析的结果，是统计分析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关键步骤。在 SPSS 中，数据文件的

管理功能基本上都集中在“数据”和“转换”两个菜单中，前者的功能主要是实现文件级

别的数据管理，如个案排序、选择个案、文件合并和拆分等；而后者主要实现数据变量级

别的数据管理，如计算新变量、变量取值重编码等，主要与变量数值的转换有关。本章将

主要介绍这两个菜单的相应功能。 

2.1  数据的建立 

在 SPSS 中建立数据文件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将原始数据直接录入 SPSS；另一种

是利用 SPSS 读取其他数据格式的资料。数据录入就是把每个个案(公司、被调查者等)的每

个指标(变量)录入到软件中。在录入数据时，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步骤：定义变量名，即给每

个指标起个名字；指定每个变量的各种属性，即对每个指标的一些统计特性作出指定；录

入数据，即把每个个案的各指标值录入为电子格式。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变量的各种

属性。 

2.1.1  变量的属性 

任何一个变量都有相应的变量名与之对应，但为了进一步满足统计分析的需要，除了

变量名外，往往还要对每一个变量进一步定义许多附加的变量属性，如变量类型、变量宽

度和小数位等。如图 2-1 所示，在变量视图中 SPSS 为每个变量指定了 11 种变量属性。 

 

图 2-1  变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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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称 

该单元格主要的目的是定义变量名称，SPSS 中变量名定义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在一个数据文件中变量名必须是唯一的，不能重名。 

(2) 变量名不区分大小写；变量名长度不能超过 64 个字符(32 个汉字)。 

(3) 首字符必须是字母、汉字或特殊符号@，但不能是空格或数字；其后的字符可为

字母、数字、中文及特殊符号“.”“$”“@”，但不能为“？”“！”“*”等字符。变

量名的首尾都不能是“.”“。”或“-”，以免引起误会。 

(4) 一些逻辑词语不能作为变量名，如 all、and、or、by、to、with、not 等。 

如果用户不指定变量名，SPSS 软件会以“VAR”开头来命名变量，后面跟五位数字，

如 VAR00001、VAR00019 等。 

2. 变量类型的设置 

SPSS 中变量有三种基本类型：数值型、字符串型和日期型。根据不同的显示方式，数

值型又被细分成了六种，所以 SPSS 中的变量类型共有八种。在变量视图中选择【类型】单

元格时，右侧会出现 按钮，单击 按钮会打开【变量类型】对话框，如图 2-2 所示。左

侧为具体的变量储存类型，右侧用于进一步定义变量宽度和小数位。 

 

图 2-2  【变量类型】对话框 

1) 数值型 

在三种基本变量类型中，数值型是 SPSS 最常用的变量类型。数值型的数据是由 0～9

的阿拉伯数字和其他特殊符号，如美元符号、逗号或圆点组成。数值型数据根据内容和显

示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标准数值型、每三位用逗号分隔的数值型、每三位用圆点分隔的

圆点数值型、科学计数型、显示带美元符号的美元数值型和自定义货币型等六种不同的表

示方法。其中，最为常用的只有标准数值型，作为初学者，其他几种使用频率较低，如有

兴趣可以自行查阅软件中的帮助信息即可了解详细内容，在此不过多赘述。 

2) 字符串型 

字符串也是 SPSS 中较为常用的数据类型，变量值是一串字符，字符串变量中的大小写

是被区分的，但字符串变量不能参与算数运算，只能在频率与交叉表分析中显示。 

数值型变量可以直接转换为字符型变量，不过字符串型变量转换为数值型时，数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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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会丢失，但非数字数据则会丢失。例如，“部门”变量录入数据时的数据为“后勤”

等字符串，若将其变量类型由字符串改为数值型，则“后勤”数据会消失。但若“部门”

的数据为数字，例如，用“1”代表“后勤”，尽管此时“部门”的变量类型为字符串，但

将其改为数值型时数据还会保留。 

3) 日期型 

它可以用来表示日期或时间。日期型数据的显示格式有很多，SPSS 在对话框右侧会以

列表的方式列出各种显示格式以供用户选择。 

3. 变量宽度的设置 

“宽度”是指数据视图中数据所占的列宽，一般使用系统默认的设置，默认宽度为 8

个字符宽度，用户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在电脑中的编辑中每个汉字占 2 个字符，每个字

母和数字占 1 个字符。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用户设定好字符型变量宽度后，所录入的数据长度将自动被限定

在宽度之内。字符型数据的长度不能超过变量设定的宽度。如果字符串的长度超过变量宽

度，超过部分将被系统截掉。例如，某单元格的数据为 abcdef，但当设置该变量宽度为 4

时，后面的 ef 将自动被截掉。 

 4. 小数位的设置 

“小数”用于设置变量数值的小数位数，数值型变量默认为 2 个小数位，字符型变量

SPSS 自动设置为 0。小数点的设置只影响显示的位数，而不影响实际数值。例如 0.3456，

在小数位为 2个时将显示为 0.35(自动四舍五入)，但其数值大小依然为 0.3456而非改为 0.35。

当变量小数位为 2 个时，输出结果的均值默认为 4 个小数位，标准差默认为 5 个小数位；

当变量小数位为 0 时，则输出结果的均值为 2 个小数位，标准差为 3 个小数位。 

录入数据时，系统会默认将数值型变量小数位设置为 2，如果录入的数据多为整数，为

了数据视图的视觉效果更简洁，建议手动将整数变量设置小数位为 0。 

5. 变量标签与值标签的设置 

1) 变量标签的设置 

变量标签是对变量名含义进行注释说明的标记，目的是使人更清楚明确地了解该变量

的含义。有时一个变量的全称太长，不适合直接作为变量名，此时就用简略词语给变量起

名，然后在变量标签中附注完整的名称或具体含义，如图 2-3 中的“q1”变量所示。 

 

图 2-3  变量标签的设置 

当设置变量标签时，在各种统计分析操作的变量列表以及输出结果中，该变量就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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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标签出现而不是以原变量名出现，如果变量标签比较长，在命令窗口常常只能见到标

签，见不到变量名，如图 2-4 所示，这给使用者带来了不便。如果不想让变量标签代替原变

量名出现，则可以选择【编辑】→【选项】命令，在【选项】命令中的【常规】选项卡的

【变量列表】选项组中选择【显示名称】，如图 2-5 所示。这时如果我们再打开命令分析对

话框，变量的标签就不再显示了，如图 2-6 所示。这样设置后我们做统计分析时在选择变量

时就十分清楚明了了。 

 

图 2-4  显示变量标签的【频率】对话框 

 

图 2-5  变量名显示的设置 

 

图 2-6  未显示变量标签的【频率】对话框 

2) 值标签的设置 

由于 SPSS 只能对数值型数据进行算术统计分析，因此在 SPSS 中录入的内容以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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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但数字本身是没有具体意义的，只有在特定的研究项目中才有特定的意义，因而我们

需要对变量数据的各种取值的含义进行注释说明，即设置值标签。例如，性别的数据中有

“1”和“2”两种取值，具体它们分别代表哪种性别，则需要在值标签中说明，如图 2-7

所示。 

 

图 2-7  值标签的设置 

当变量数据的含义非常直接明确时，可以不设置值标签，如年级。除此之外，读者还

可以只对部分取值设置值标签，而不一定对所有的值设置。需要注意的是，值标签一般是

针对离散变量(定类变量和定序变量)设置，连续变量(定距变量和定比变量)不需要设置，因

为连续变量的数值可以反映数值大小，有具体的意义。离散变量、连续变量等变量类型的

相关知识点我们将在“3.1  变量类型”中做详细介绍。 

3) 变量属性及值标签的批量设置 

如果我们需要将数据中很多变量的属性和值标签设置为相同，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法

处理。 

(1) 复制粘贴数据整体属性法。可以通过选择【数据】→【复制数据属性】命令完成，

过程并不复杂，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尝试操作。 

(2) 复制粘贴数据单个属性法。直接单击要复制的变量的某个属性或值标签单元格，

选择复制选中目标变量对应的属性单元格，然后粘贴到新变量中即可，这和一般的复制粘

贴过程是一样的，读者可以自己完成，在此不再赘述。 

6. 缺失值的设置 

缺失值是指某个样本缺少特定变量的数据信息，它将不被纳入各种统计分析中。SPSS

中的缺失值有系统缺失值和用户缺失值两大类。 

1) 系统缺失值 

当变量中某个样本没有提供信息或者提供的是非法格式的信息时，系统自动将其设置

为缺失值。在 SPSS 中，对于数据型变量数据，系统缺失值默认用“.”表示，而字符串型

变量就是空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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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户缺失值 

用户缺失值是指用户根据特定目的设置的、自己能够识别的数值。例如，不符合题目

要求的答案，不适合某项统计分析条件的数值、录入错误的数据等。一般用特殊的数字表

示，如“99”“98”等。设置用户缺失值可以保留最原始信息，同时又避免错误数据被纳

入统计分析而造成结果偏误。在变量视图中，单击【缺失】下面的单元格出现 按钮，单

击 按钮弹出【缺失值】对话框，有三种方式可供定义用户缺失值，如图 2-8 所示。 

 

图 2-8  【缺失值】对话框 

(1) 没有缺失值：默认为没有用户缺失值，只有系统缺失值。 

(2) 离散缺失值：缺失值是 1～3 个不连续的数值。 

(3) 范围加上一个可选离散缺失值：缺失值是一个区间范围，且还可以设置某个零散

的缺失值。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数据中有用户缺失值，那就一定要在变量属性中设定，要不就将

所有用户缺失值都设定为系统缺失值，即删除为空。 

7. 变量列宽、对齐、度量标准的设置 

(1) 列宽：数据区域中变量所在列的宽度。设置时宽窄要适度，以变量名不换行为佳。 

(2) 对齐：字符型变量自动左对齐，数值型变量自动右对齐。建议统一用居中对齐。 

(3) 度量标准：字符型、分类变量可以设置为“名义”，等级顺序变量设置为“序号”，

连续变量设置为“度量”，也可以采用系统的默认设置。 

8. 角色的设置 

该属性是源自于数据挖掘方法体系中要求某些对话框支持用于预先选择分析变量的预

定义角色。当打开其中一个对话框时，满足角色要求的变量将自动显示在目标列表中。由

于此类对话框在现有的 SPSS 中很少，因此一般用户可以直接忽略这一属性。 

2.1.2  数据的直接录入 

将非电子化的原始问卷资料录入到 SPSS 软件中，需要注意数据录入的以下基本原则：

①每个个案要设置标记 ID，以便核对数据信息及作为其他数据处理的关键变量；②变量信

息要简单独立，一个属性就是一个变量，避免一个变量多重属性(如“农村男生”“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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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③统计指标(变量)在列，样本在行，一个变量一列，一个样本一行；④录入的数据

为原始数据而不是汇总数据；⑤数据应先对变量进行分类编码(数字化)之后再录入。问卷中

不同的问题类型录入的方式有所不同，接下来以案例 2-1“员工薪酬调查问卷”为例，介绍

问卷中常见的几种题型的录入方法。 

 

案例 2-1 
 

员工薪酬调查问卷 

填写说明： 

1. 本问卷的目的在于了解填写者对公司员工薪酬问题的建议和看法。 

2. 所有填写均为匿名填写，我们承诺对填写者的个人信息保密。 

(注：薪酬概念涵盖员工在公司工作所获的各项收益，包括工资、奖金、津贴、保险以

及各项福利等)请在您选择的答案序号上画“√”。 

一、个人信息 

S1. 性别： 

A. 男           B. 女 

S2. 年龄：__________________ 

S3. 您所在的部门：       

A. 业务部门    B. 管理职能部门 

S4. 您的学历：           

A. 大专以下    B. 大专     C. 本科及以上       

S5. 您在公司的工作年限：  

A. 1 年以下    B. 1～2 年     C. 2～3 年     D. 3 年以上 

S6. 您在本职位的累计工作年限： 

A. 2 年以下    B. 2～5 年    C. 6～10 年    D. 10 年以上  

二、薪酬调查 

q1. 您认为公司目前采用的是什么薪酬制度？ 

A. 岗位(职务)工资          B. 业绩工资        

C. 技能工资       D. 以岗位工资为基础的绩效工资       

E. 其他(请说明)                          

q2. 您认为现行的薪酬制度 

A. 非常合理   B. 合理      C. 一般    D. 不合理    E. 非常不合理 

q3. 从您进入公司以来，薪酬制度是否做过调整？ 

A. 是       B. 否 

q4. (如果上题回答“是”)最近一次薪酬制度调整是哪年？        年 

q5. 您认为调整后的薪酬制度与以前的相比： 



 

 
23 

A. 改进了很多   B. 有一些改进   C. 一般   D. 不合理   E. 非常不合理 

q6. 您认为您的薪酬所得在同行业中  

A. 高很多       B. 偏高       C. 一般    D. 偏低      E. 低很多 

q7. 您认为您的薪酬所得在本地区属于 

A. 很高的     B. 偏高       C. 一般     D. 偏低    E. 很低的 

q8. 您认为您的薪酬所得在本职业属于 

A. 很高的      B. 偏高       C. 一般   D. 偏低    E. 很低的 

q9. 您认为您的薪酬所得同您的工作难度和责任是否对等？ 

A. 很对等       B. 较对等     C. 一般    D.  较不对等  E. 很不对等 

q10. 您认为您的薪酬所得同付出的努力相比是否对等？ 

A. 很对等      B. 较对等     C. 一般    D.  较不对等  E. 很不对等 

q11. 在现行的薪酬制度下，公司多长时间给您调整一次工资？ 

A. 半年以下     B. 1 年       C. 2 年     D. 3 年       E. 没有明确 

q12. 您认为薪酬变动的依据是什么？(最多选三项) 

A. 岗位或职务变动   B. 个人业绩大小    C. 定期升降     

D. 公司利润大小    E. 工作年限         F. 其他                          

q13. 目前薪酬调整的趋势是 

A. 只升不降    B. 升降结合     C. 只降不升   D. 没有变化 

q14. 您认为公司目前的工资等级设置与工资级差(每个工资等级之间的差距)是否合理？ 

A. 工资等级与工资级差设置比较合理 

B. 工资等级设置太多(少) 

C. 工资级差太大(小) 

D. 工资等级与工资级差设置都不合适 

q15. 目前薪酬中奖金与业绩的挂钩程度为 

A. 20%及以下  B. 30%    C. 40%    D. 50%     E. 60%以上 

q16. 您认为奖金与业绩的挂钩程度应在 

A. 20%及以下    B. 30%      C. 40%     

D. 50%      E. 60%及以上   F. 不浮动 

q17. 您认为奖金的浮动对自己的工作产生 

A. 积极帮助       B. 一些帮助       C. 没影响    

D. 一些困扰       E. 很大困扰 

q18. 您认为目前的薪酬体系中基本工资与奖金的比例相比 

A. 比较合理       B. 奖金比例偏大    C. 奖金比例偏小 

q19. 您清楚公司提供的福利和保险项目吗？ 

A. 清楚        B. 知道一点      C. 不清楚 

q20. 除工资、奖金外，公司提供给员工的其他福利形式有(可选择多项) 

A. 住房补贴       B. 交通补贴       C. 带薪休假    

D. 股票期权      E. 医疗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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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财产或人身保险   G. 其他(请说明) 

q21. 您希望公司增加哪些福利？(请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 

q22. 您认为在现行的薪酬制度下，不同层级之间员工薪酬水平的差距______________ 

q23. 您对公司薪酬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说明) ________________ 

1. 开放题录入 

开放题即没有固定答案选项，由被访者自己填写答案，在变量视图中的名称单元格输

入变量名称，并且设置其他变量属性，开放题的变量属性根据问题回答答案是数值或者文

字来选择变量类型，在“员工薪酬调查问卷”中的 S2 题目为“年龄”，为数值型变量，则

在变量类型中选择“数值”。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开放题中由于变量的输入内容具体的实

际意义，且内容丰富，因此我们就不需要对每个问题的答案进行 “值”标签设置。通常情

况下，开放题的数据主要作用是研究人员对于了解研究对象的补充资料，无法进行算术

分析。 

2. 单选题录入 

单选题的录入方法与开放题相似，不同的是，在单选题中需要将选项进行编码后定义

变量的值标签。例如，“员工薪酬调查问卷”中 S1 题目为“性别”，有两个选项，将 A 选

项“男”编码为“1”，B 选项“女”编码为“2”，在值标签中输入选项编码的标签含义。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在变量视图中，单击性别变量【值】标签单元格右端 按钮，在弹出

的【值标签】对话框中输入各个取值以及其标签，每输入完成一个值标签单击【添加】按

钮，依次添加，最后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如图 2-9 所示。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减少数

据录入的工作量，而且可以方便后面的数据分析工作。 

 

图 2-9  值标签的编辑 

3. 多选题录入 

多选题，又被称为多重响应，是在社会调查和市场调研中极为常见的一种数据记录类

型。一般情况下，对于问卷中的一个单选题一个被访者只有一个答案，对应的变量只有一

个取值。而多选题，例如，“员工薪酬调查问卷”中“薪酬调查”部分的 q12 题和 q20 题，

均为多选题，被访者可以选择两个或者更多选项。这样一来，多选题中每道题都可能有一



 

 
25 

个以上的答案，多选题就不能用一个变量来直接编码，否则无法进行分析，这时需要使用

几个变量来进行记录。 

在统计软件中多选题的录入方法通常有两种：多重二分法和多重分类法。 

1) 多重二分法 

所谓多重二分法，是指在编码时，对应每个选项都要定义一个变量，有几个选项就有

几个变量，这些变量分别代表其中一个选项的选择结果，一般分为“选中”选项与“未选”

选项两类。在 SPSS 中，多选题的录入程序与单选题相同，均是先在变量视图中进行变量设

置，然后直接录入数据。但多选题的不同之处是变量的定义方式不同，在数据录入完毕，

分析数据之前，还需要定义多选题变量集，利用变量集进行多重响应分析，而不能直接使

用变量分析。 

在定义变量时，每个选项对应一个变量，例如“员工薪酬调查问卷”中 q20 题，对应

所选择的七种选项，分别设定了 q20.1、q20.2、q20.3、q20.4、q20.5、q20.6、q20.7 这七个

变量，均以 0 表示未选中，1 表示选中，如图 2-10 所示。可见第 1 个个案除工资、奖金外，

公司还提供给他的其他福利形式有住房补贴、交通补贴、带薪休假、股票期权、医疗补贴

及其他补贴，但是没有提供财产或人身保险。而第 4 个个案只有住房补贴、交通补贴和医

疗补贴。 

 

图 2-10  多重二分法的数据录入 

在多重二分法中，无论多选题拆分成多少个变量，其变量值标签的定义应该一致，否

则将会出现混乱。多重二分法适用于未限定选择答案数量的多选题。 

2) 多重分类法 

多重二分类法实际上是多选题的标准格式，但这种数据格式有时会给数据录入带来麻

烦，比如“员工薪酬调查问卷”中 q12 题，每个被访者被限制回答最多三个选项，但总选

项数量有六个，显然，如果使用多重二分法录入，则有一半的数据需要录入为“未选中”，

徒增了许多数据录入的工作。对于这类限定选择选项数量的多选题，则较多使用多重分类

法进行数据录入。 

多重分类法与多重二分法一样，也是利用多个变量对一个多选题的答案进行定义，应

该用多少个变量来定义，由被访者实际可能给出的答案数量而定。这些变量采用一套值标

签，并且每个变量都是多分类的，每个变量代表被访者的一次选择。 

以 q12 题为例，由于限定最多回答三个选项，因此只需要设定 q12.1、q12.2、q12.3 三

个变量即可。如图 2-11 所示，个案 1 选择了“个人业绩大小”“定期升降”“公司利润大

小”三个选项；个案 2 只选择了“个人业绩大小”“公司利润大小”两个选项，q12.3 为缺

失值，这种数据缺失现象在多重分类法中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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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多重分类法的数据录入 

4. 定义变量集 

多选题录入完毕后 SPSS 只会默认它们是若干分散独立的变量，并不会把它们识别成一

道多选题，只有将其设定为多选题变量集(也称为多重响应集)，SPSS 才会对其进行正确的

识别，从而将多选题的全部变量当成一整道题目来判断。但需要注意的是，统计分析的逻

辑是利用样本去估计分析总体，只有当样本值是唯一时对总体的估计分析才能准确，而多

选题的被访者的回答存在多种可能，变量的取值并不是唯一的。因此，我们认为多选题的

分析只适合进行简单的频率分析，而不适合进行更高级的统计分析，事实上，SPSS 到目前

为止也没有提供任何直接分析多选题数据的统计方法和功能模块。 

SPSS 中提供了多种方式处理多选题，如图 2-12(a)所示，在【分析】菜单中的【多重响

应】子菜单项的【定义变量集】模块，以及如图 2-12(b)所示，在【数据】菜单中的【定义

多重响应集】子菜单项，都可以用来设定多选题变量集。所不同的是，【多重响应】菜单

项的【定义变量集】定义的多选题变量集不能在 SPSS 数据文件中保存，关闭数据文件后相

应的信息就会丢失，如果再次使用，则必须重新定义变量集；而【数据】菜单中的【定义

多重响应集】模块可以保存所定义的信息。这两个过程的操作基本相同，现在以【分析】

菜单设定为例介绍如何定义多选题。 

            
 

 

              (a) 利用【分析】菜单定义多选题        (b) 利用【数据】菜单定义多选题 

图 2-12  定义多重响应集 



 

 
27 

步骤 1：打开本章数据“员工薪资调查”，依次选择【分析】→【多重响应】→【定义

变量集】命令，如图 2-12(a)所示。 

步骤 2：单击【定义变量集】进入其对话框，将表示同一多选题的变量一起选入右侧的

【集合中的变量】框中。在【将变量编码为】选项组中选中变量编码方式，多重二分法方

式的题目选中【二分法】，需要在其右侧的【计数值】文本框中填入数字“1”。多重分类

法方式的题目选中【类别】，需要设定变量的取值范围，在该范围内的记录值将纳入分析。

将新定义的变量名称和标签填上，该例在【名称】文本框中填上“Q20”，并在【标签】文

本框中填上“其他福利形式”，如图 2-13 所示。然后将【集合中的变量】框中的变量添加

到右侧的【多响应集】框中，单击【关闭】按钮即可。 

步骤 3：重新依次选择【分析】→【多重响应】命令时就会发现，原来呈现灰色的【频

率】和【交叉表】命令现在已经被激活，如图 2-14 所示。这时我们便可以对定义的多重响

应集进行分析了，不过用【分析】菜单所定义的多重响应集只能做频率分析和交叉表分析，

对于其他分析使用的集，可以使用【数据】菜单上的定义多重响应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

自己查阅相关数据学习，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详细列举过程了。本书在第 3 章时会介绍

频率分析和交叉表分析，完成第 3 章学习后读者可以再回来尝试完成多重响应集的分析。 

 

图 2-13  【定义多重响应集】对话框  

 

图 2-14  多重响应集 

2.2  数据的打开与保存 

2.2.1  外部数据的打开 

SPSS软件在数据文件兼容性方面做得非常出色，除了可以打开 SPSS格式文件数据(.sav)

以外，还可以直接读入许多常用格式的数据文件，包括 Excel、dBase、SAS、Stata 和 txt 格

式等，本书只介绍最常见的 Excel 和 txt 文件的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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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读取 Excel 文件 

在读入数据前，首先要打开 Excel 数据，观察数据的基本结构是否与 SPSS 数据视图一

致，是否一行表示一个个案、一列表示一个变量。如果与 SPSS 数据视图不一致，需要在

Excel 工作表中进行数据处理，转置单元格行与列。然后关闭 Excel 工作表，再进行接下来

的读入数据的操作，依次选择【文件】→【打开】→【数据】菜单命令调出打开数据对话框。 

因为系统会默认打开“ .sav”文件，所以需要在【文件类型】下拉列表框中选择

Excel(.*xls,*xlsx,*xlsm)文件，这时 Excel 文件会显示在数据框中，如图 2-15 所示。选择要

打开的 Excel 文件，单击【打开】按钮，弹出【打开 Excel 数据源】对话框，如图 2-16 所

示。【从第一行数据读取变量名】选项用于确定 Excel 数据文件的第一行是否应被识别为变

量名称。在【工作表】下拉列表框中选择 Excel 数据文件的一个工作表(如果存在多个工作

表的话)。在【范围】文本框中指定被读取数据在 Excel 工作表中的位置，用单元格的起(所

要选择的 Excel 数据区域左上角单元格名，如 A1)止(所要选择的 Excel 数据区域右下角单元

格名称，如 F6)位置来表示，中间用“:”隔开。例如，A1:F6 表示选择宽度为 A1-A6、长度

为 F1-F6 的方块区域数据。设置完毕后，单击【确定】按钮数据就会被顺利读入 SPSS 中。

如果要读入整个 Excel 文档，则不需要设置“范围”。 

 

图 2-15  选择 Excel 文件  

 

图 2-16  【打开 Excel 数据源】对话框 

2. 读取 txt 文件 

SPSS 可以通过两种菜单操作方式读取文本数据：一种是选

择【文件】→【打开文本数据】菜单项，如图 2-17 所示；另一

种方式与打开Excel 文件的方式一样，选择【文件】→【打开】→

【数据】菜单项，两种途径是一样的，系统会弹出打开数据对

话框，只是第一种方式的文本类型自动跳到了 Text(.txt)，后者

需要在“文件类型”下拉列表框中进行选择。 

文本数据的读取与 Excel 数据一样，首先打开该数据，观察这数据的基本结构，例如，

变量间是固定宽度的，还是用某种分隔符区分的，第一行是否为变量名等。然后关掉这个

文本文件，再进行 SPSS 读入数据操作。以导入本章“001 数据”文本数据为例，在【打开

文件】对话框中【文件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文本格式(*.txt，*.dat)”，然后选中相应的

文本，单击右侧的【打开】按钮后会弹出“文本导入向导”对话框，如图 2-18(a)所示，从

 

图 2-17  打开文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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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标题中可以看到该导入导向共分六步，具体如下。 

步骤 1：系统首先会询问有无预定义格式，如图 2-18(a)所示，如果将要打开的文本数

据有预定义格式，则在此处选择相应的预定义格式文件，在下方为按预定格式读入的数据

文件的预览效果。若没有预定格式，保持默认的选择【否】并直接单击【下一步】按钮即可。 

步骤 2：在如图 2-18(b)所示的对话框中设定变量排列方式和变量名称，变量的排列方

式有两种选择，一种变量间是采用某些符号进行分隔的，在【变量是如何排列的？】选项

组中选择【分隔】；另一种变量间采用的是固定顶宽度来分隔变量，选择【固定宽度】，

然后在下方的【文本文件】选项组中调整标尺上的分隔线位置来设定变量的固定宽度。如

果文件中有变量名称，则需要将【变量名称是否包括在文件的顶部？】选项组中选择【是】，

单击【下一步】按钮。 

 

                        (a)                                         (b) 

图 2-18  文本导入向导的第 1、2 步 

步骤 3：在如图 2-19(a)所示的对话框中确定数据开始行每个个案所占的行数、希望导

入的个案数量，一般前两者的默认设定就是最常见的情况，第三个功能则可以用于个案进

行随机抽样。 

步骤 4：对变量分隔符以及文本限定符进行设定，如图 2-19(b)所示，根据相应选项的

设定情况，下方会动态显示出数据的预览情况。这里选择的导入文本文件中变量之间采取

的是逗号分隔变量，因此在【变量之间有哪些分隔符？】选项组中选中【逗号】，下方的

数据预览窗口会显示出正确的数据读入情况。右侧的【文本限定符是什么？】选项组提供

了“无” “单引号”“双引号”和“自定义”四种选择。如果数据中的字符串变量使用了

限定符进行分隔，则需要在此处进行设定。 

步骤 5：在如图 2-20(a)所示的对话框中对各个变量做进一步的属性设定，包括更改变

量名和更改数据格式类型，在下方的【数据预览】选项组中选择某一列需要更改的变量即

可进行操作，如果这里不需要进行更改，可以直接单击【下一步】按钮。 

步骤 6：在如图 2-20(b)所示的对话框中确定是否希望重复利用本次操作的选择，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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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将这次的文件设定保存为预定义格式文件，或者将本次操作粘贴为 SPSS 语句。如果直

接单击【完成】按钮，则向导结束，随后就可以看到 SPSS 成功读入该文本数据。 

 

                       (a)                                         (b) 

图 2-19  文本导入向导的第 3、4 步 

 

                        (a)                                       (b) 

图 2-20  文本导入向导的第 5、6 步 

2.2.2  SPSS 数据的保存 

SPSS 数据录入并编辑整理完成以后应及时保存，以防数

据丢失，SPSS 的数据文件默认保存格式为“.sav”，如图 2-21

所示。保存数据文件可以通过【文件】→【保存】或者【文      

件】→【另存为】命令来执行。当然，SPSS 也可以将数据另

存为其他格式的文件，例如常用的 Excel 文件，只要在【另存

为】对话框中选择你要存储的格式即可。 
 

图 2-21  数据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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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的管理 

2.3.1  数据检验 

数据录入 SPSS 之后，需要先检查核对数据是否存在录入错误，有的话需要及时修正，

以保证在使用数据时得到正确的分析结果。 

1. 是否存在空行/空列 

首先需要核对数据录入时是否存在空行或空列，这些空行或空列并不是数据缺失，而

是由于在数据录入时操作的疏忽所导致的，这会影响到后继的数据分析结果，因此，我们

必须将这些空行或空列查找出来，并删去。检查的方法十分简单，可以单击选中某一列的

变量名，右击后在弹出的菜单栏中选择【升序排序】，如果存在空行，空行将自动呈现在

最前面，如图 2-22 所示。 

 

图 2-22  查找空行 

2. 变量数值是否超出特定范围 

在数据录入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录入的数值与问卷中的变量值范围不一致的情况。这种

不一致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数据在录入时出现的操作失误，另一种则可能是在调查过程

中被访者的误答。前一种情况我们需要找到原始问卷对录入数据进行修改，后一种情况则

只能将该被访者填答的变量标记为缺失值。检查的方法也可以通过上文提到的对变量进行

升序排列的方式来查找超出特定范围的值。 

3. 变量数据是否存在重复样本 

在进行大量数据录入时，当数据录入工作中断或多人分别录入时，经常会出现重复录

入的情况，从而产生重复样本数据。重复样本的检查可以选择【数据】→【标识重复个案】

命令完成，如图2-23所示，现以案例演示其基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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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2 
 

请将本章数据“标识重复个案.sav”中的重复个案找出来。 

案例分析：标识重复个案最重要的是确定筛选重复个案的

变量，变量越具有区分性越好。例如，身份证号就是一个好的

筛选变量，因为每个个案只有一个号；而性别就不是一个好的

筛选变量，因为个案在该变量取值相同的概率太大。 

步骤 1：打开本章数据“标识重复个案.saw”，选择【数据】

→【标识重复个案】命令，如图 2-23 所示。 

步骤2：单击【标识重复个案】进入其主对话框，选择“查

重”的依据，将作为筛选重复样本标准的变量置入【定义匹配

个案的依据】框中。在此需要注意的是，除非确认某筛选变量

每个个案的取值是唯一的，否则建议尽可能多选择几个变量作

为筛选依据，以防误判。这里把“ID”和“s1”作为“查重”的依据，如图2-24所示。 

步骤 3：标识重复个案会生成新的变量，我们需要对这个变量做基本设置。基本个案指

示符是指对于重复个案，可以指定其中一个为主个案，其余为多余的“重复”个案。可以

将第一个个案或最后一个个案设定为主个案，主个案标识变量取值为 1，重复个案标识为 0。

这里选择系统默认状态，即【每组中的最后一个个案为基本个案】，如图 2-24 所示。 

 

图 2-24  【标识重复的个案】对话框 

 

图 2-23  标识重复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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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单击【确定】按钮后，数据视窗的左侧将生成新的变量“最后一个基本个案”，

如图 2-25 所示。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个案的变量值为“0”，第二个个案为“1”，这就

意味着第一个个案和第二个个案是重复的，其余的数据依次类推。最后，在结果输出窗口

中还会给出本次操作的信息汇总，如表 2-1 所示，可见一共有三个重复的个案，占总数据的

18.8%。重复个案通常需要删除，可以对“最后一个基本个案”升序排序，然后删除前面取

值为 0 的所有个案即可。 

 

图 2-25  标识重复个案生成的新变量视图 

表 2-1  重复个案输出窗口结果 

 频  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重复个案  3  18.8  18.8  18.8 

主个案 13  81.3  81.3 100.0 

合计 16 100.0 100.0  

4. 变量数值之间是否符合特定逻辑 

在研究中的变量数值之间可能存在趋同关系、互斥关系和函数关系等逻辑关系。SPSS

提供了数据验证模块帮助用户进行数据的核查，用户可以通过自行定义数据验证的规则对

数据进行检查。例如，性别 s1 只有 1、2 两种取值码；年龄 s2 取值应当在 18～60 岁之间；

q3 选择“2”时 q4 应当为缺失等，否则该题被视为无效题。前两种验证方式叫作单变量验

证方式，后一种验证方式叫作交叉变量验证方式，即涉及多个变量的交互关系。连续单变

量验证方式是将变量值设定在某个范围，而离散单变量验证方式是将变量值设定出某些特

殊的取值。这里简单介绍连续单变量的验证不过程，其他形式的验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

参考相关书籍尝试。 

 

案例 2-3 
 

用【验证数据】命令找出本章数据“员工薪资调查.sav”中年龄不在 30～50 岁的被试。 

案例分析：验证数据最重要的是明确验证规则，该例的验证规则很简单，即年龄在

30～50 岁，超出该范围的可能是不符合条件的数据。 

步骤 1：打开本章数据“员工薪资调查.sav”，依次选择【数据】→【验证】→【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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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数据】命令，如图 2-26 所示。 

 

图 2-26  验证数据 

步骤 2：单击【验证数据】进入其主对话框，在【变量】选项卡中将需要验证的变量放

入【分析变量】框中，这里选择“s2”。个案标识变量是指如果筛选出不合格的数据，用什

么的方式将其标识出来，一般需要选择一些能够唯一确定个案的变量，如学号、工号、编

号等。这里选择“ID 号”，如图 2-27 所示。 

 

图 2-27  【验证数据】对话框 

步骤 3：【基本检查】选项卡的选项选择默认，主要对【单变量规则】选项卡的内容进

行设定，单击【单变量规则】选项卡进入其界面，如图 2-28 所示，单击其右下角的【定义

规则】按钮进入【验证数据：定义验证规则】对话框。这里需要对验证规则进行设定，先

命名该规则为“年龄规则”，填入其最大值“50”和最小值“30”，如图 2-29 所示，单击

【继续】按钮回到上一层界面并勾选刚才所设定的“年龄规则”，表示将应用到目标变量

“s1”上。如果需要将筛选出来的个案保存到数据上，可以单击【保存】选项卡进入其界面，

选中【保存用来记录所有验证违规的指示变量】复选框，如图 2-30 所示。最后单击【确定】

按钮，提交系统分析，输出结果如图 2-31 和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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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  【单变量规则】选项卡 

 

图 2-29  【验证数据：定义验证规则】对话框 

 

图 2-30  保存违规指示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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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从图 2-31 中，我们可以看出，数据视窗的最右侧生成了一个新的变量“年龄

规则_s2”，其取值为“0”和“1”，取值为“0”的表示符合验证条件，取值为“1”的表

示不符合验证条件。而表 2-2 也给出了验证结果的详细信息，标识了其个案 ID 号，我们看

到第一个个案号为“3”(序号)，ID 号为“2”，经检验会发现其正是图 2-31 上的第三个

个案。 

 

图 2-31  验证数据结果 

表 2-2  验证数据结果报告 

案  例 
确认违反规则 标识符 

单变量
a
 ID 

3 年龄规则 (1) 2 

6 年龄规则 (1) 3 

9 年龄规则 (1) 7 

10 年龄规则 (1) 13 

12 年龄规则 (1) 8 

a. 违反规则的变量数遵循每个规则。 

2.3.2  数据的合并 

在进行 SPSS 数据分析时，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即欲分析的数据被分别存储在几个不

同的文件中，此时我们需要将这些文件合并成一个总文件才能进行后续的统计分析。针对

不同的数据构成情况，SPSS 提供了两种数据文件的合并方式：一种是纵向的合并个案，另

一种是横向的合并变量。 

1. 合并个案 

合并个案是将若干个数据集中的数据进行纵向拼接组成一个新的数据集，合并后的数

据集的个案数是原来几个数据集个案数的总和，这一方法也被称为添加个案。添加个案的

特征是，个案被分散在不同的数据文件中，但这些数据文件的变量构成基本相同。需要注

意的是，添加个案并不是只能添加个案，实际上在添加个案的过程中，有些变量也因为是

新的而被添加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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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4 
 

将本章数据“合并数据 1.sav”和“合并数据 2.sav”合并。 

案例分析：观察两份数据的基本结构，发现两份数据的大部分变量是相同的，只是“合

并数据 1”(见图 2-32(a))，比“合并数据 2”，(见图 2-32(b))多了一个“年龄”变量，另外

从“编号”看其个案数，可以看出两份数据的个案是不同的，对于这样的数据采用“添加

个案”进行合并较为妥当。 

  

                         (a) 合并数据 1                   (b) 合并数据 2 

图 2-32  数据比较 

步骤 1：首先打开两份数据文件，以其中任何一份

数据作为源数据进行合并，这里选择“合并数据1”作为

源文件。在“合并数据1”上，依次选择【数据】→【合

并文件】→【添加个案】命令，如图2-33所示。 

步骤 2：单击【添加个案】进入到合并数据向导框，

如图 2-34 所示，上面提供了已经在桌面打开的数据，如果

不想合并已打开的数据，可以重新选择文件。这里选择“合

并数据 2”，单击【继续】按钮后进入添加个案对话框，

如图 2-35(a)所示。在【非成对变量】框中显示的变量是两

个数据集中没有成对的变量，这些变量名后面都附加了

“*”或“+”号，“*”表示该变量名是当前活动数据集

中有的变量，“+”表示该变量名是外部待合并数据文件

中的变量，从图 2-35(a)中我们可以看出，“年龄”“职位”

和“职务”这三个变量是没有配对成功的，前两个变量是

原来数据的变量，后一个变量是新添加进来的变量。【新的活动数据集中的变量】框中显

示的是将要合并的新数据的变量，它们都是两个待合并的数据中共有的变量名。如果希望

对数据集中的变量名重新命名，可以单击【重命名】按钮重新设置变量名，这里不做改变。 

步骤 3：对于没有能匹配成功的变量，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变量的关系，例如，“职位”

和“职务”两个变量，经过分析发现是同一个变量，所以需要对其进行强制配对，可以通

过 Ctrl 键选中两者，然后单击【对】按钮把两者配对进右侧的【新的活动数据集中的变量】

框。而对于“年龄”这个变量，并没有和它重复且不同名的变量，所以直接单击向右箭头

 

图 2-33  添加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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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的活动数据集中的变量】框便可。如果希望在合并后的数据文件中看出个案的来

源，可以选中【将个案源表示为变量】复选框，此时合并后的数据文件中将自动出现名为

“源 01”的变量，取值为 0 或 1。“0”表示记录来自当前活动的数据集，“1”表示被合

并的外部数据集，这里也选中该选项。所有设置完成后如图 2-35(b)所示，最后单击【确定】

按钮，提交系统分析，可以看到新的数据集已经合成，如图 2-36 所示。 

 

图 2-34  合并数据向导框 

 

                   (a) 合并设置前                            (b) 合并设置后 

图 2-35  添加个案对话框 

步骤 4：从图 2-36 中我们可以看出，“年龄”变量下有部分缺失值，那是因为新增加

的数据没有这个变量所致。新数据增加了一个变量，即“源 01”，其有“0”和“1”两种

取值，“0”取值是指这些个案属于源文件的，“1”取值是指新增加的个案。 

 

图 2-36  合并后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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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并变量 

合并变量是指将若干个数据文件中的变量与已有的数据变量进行合并，即在某个数据

中增加变量(添加列)，这一方法也被称为添加变量。添加变量的特征是，数据文件中的个案

基本相同，但是每个数据文件的变量基本不同。需要注意的是，添加变量并不是只能添加

变量，实际上在添加变量的过程中，有些个案也因为是新个案而被添加进去。 

 

案例 2-5 
 

将本章数据“合并数据 3.sav”和“合并数据 4.sav”合并。 

案例分析：观察两份数据的基本结构，发现两份数据的大部分个案是相同的，只是“合

并数据 3”(见图 2-37(a))，比“合并数据 4”(见图 2-37(b))多了一个编号为“6”的个案；观

察变量，我们可以看出，两份数据的变量部分相同，但是也有很多是不同的，对于这样的

数据采用“添加变量”进行合并较为妥当。 

 

                      (a) 合并数据 3                      (b) 合并数据 4 

图 2-37  数据比较 

步骤 1：首先打开两份数据文件，以其中任何一份数据作为源数据进行合并，这里选择

“合并数据3”作为源文件。在“合并数据3”上，依次选择【数据】→【合并文件】→【添

加变量】命令，如图2-38所示。 

步骤 2：单击【添加变量】进入到合并数据向导框，如图 2-39 所示。选中“合并数据 4”，

单击【继续】按钮后进入添加变量对话框，如图 2-40(a)所示。在【已排除的变量】框中显

示的变量是两个数据集中重复的变量，这些变量的变量名后面都附加了“+”号，从图 2-40(a)

中我们可以看出，“年级”“性别”“民族”和“编号”是两份数据重复的变量。【新的

活动数据集】框中显示的是合并后的新数据的变量名，该列表框中的变量名后都附加有“*”

或“+”号，“*”表示该变量名是当前活动数据集中的变量，“+”表示该变量名是外部待

合并数据文件中的变量。在默认情况下，如果变量名没有在两个数据集中同时出现，则 SPSS

会自动将其列入新数据文件的变量列表中。 

步骤 3：如果两个待合并的数据文件中的记录数据排列的顺序是按照记录编号横向一一

对应的(即个案完全一样)，则可以直接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合并工作，否则必须按照“关

键变量”将两份数据进行匹配，实际上如果数据比较庞大，去检查数据是不是一一对应是

不太方便的，所以一般都是按照匹配关键变量进行操作，这个步骤是合并变量最关键的步

骤。被匹配的关键变量名必然因为重名出现在“已排除的变量”框中，由上面的分析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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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年级”“性别”“民族”和“编号”四个变量名是重复的，先选择最优的匹配变

量“编号”，因为它的取值是唯一的，而其他变量取值都不是唯一的。把重复变量放进【关

键变量】框前需要先选中【按照排序文件中的关键变量匹配个案】复选框。但是如果仅仅

以“编号”匹配，新的个案的其他重复变量的值是缺失的，所以还需要添加“年级”“性

别”“民族”三个变量到【关键变量】框中，如图 2-40(b)所示，最后单击【确定】按钮，

提交系统分析，系统此时会提醒关键变量是否已经按升序排好序，如果未排序，需要关闭

命令先对数据进行排序。因为这里“编号”变量已经排好序，所以单击【确定】按钮就可

以看到新的数据集已经合成，如图 2-41 所示。 

 

图 2-38  添加变量  

 

图 2-39  合并数据向导框 

 

                    (a) 添加关键变量前                   (b) 添加关键变量后 

图 2-40  添加变量对话框 

 

图 2-41  合并后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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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从图 2-41 中我们可以看出，新数据集的变量除了两者重复的四个变量，还增

加了 Q1～Q5 这五个新的变量。个案数上也由原来的五个增加到了六个。第六个个案中的

缺失值是因为该个案在第一份数据(即“合并数据 3”)上没有取值。 

2.3.3  数据的排序 

SPSS 数据编辑窗口的记录前后次序在默认情况下是由录入时的先后顺序决定的，在实

际工作中，有时希望按照某种顺序来观察一批数据。例如，在“员工薪酬调查”数据中，

将数据按照 ID 顺序来进行排列，以便随时检索和浏览。下面简单介绍 SPSS 提供的三种数

据排序方式。 

1. 单变量排序 

单变量排序在 SPSS 中操作最为简单，在要排序的列变量名处右击，弹出快捷菜单，选

择后两项“升序排序”或“降序排序”即可。 

2. 多变量单向排序 

多变量单项排序与单变量排序操作步骤类似，同时选中要排序的各个变量后在变量名

处右击，弹出快捷菜单选择“升序排序”或“降序排序”即可。这种个案排列的原理是，

先按第一个变量排序，当第一个变量取值相同时再对相同取值的个案按第二个变量做同向

排序。 

3. 多变量混合排序 

多变量混合排序是指根据多个变量各自不同的排

序方式对个案进行排序，其中有的是升序，有的是降序

排序，这种情况需要使用菜单中的“排序个案”进行操

作。选择【数据】→【排序个案】命令后，如图 2-42

所示，在【排序依据】框中选入排序依据的各个变量，

然后分别单独设置各个变量的排序方式，设置为升序的

变量后有“(A)”标识，设置为降序的变量后有“(D)”

标识。单击【确定】按钮提交系统分析后，系统的结果输出窗口不会输出排序的结果，通

过查看数据视图可以发现个案顺序发生了改变。 

2.3.4  选择个案 

在实际统计分析中，有时并不需要对所有的个案进行统计分析，而只要求对某些特定

的个案进行分析，此时就需要先选出这部分个案才能进行后续分析。例如，只分析男性员

工的数据，或者只分析业务部门员工的数据。从样本中选择部分个案，这可以利用【选择

个案】菜单来操作。 

 

图 2-42  【排序个案】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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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6 
 

打开本章数据“员工薪酬调查.sav”，筛选出业务部门的男性员工。 

案例分析：这里筛选的条件有两个，一个为业务部门，一个为男

性。当然，筛选的条件不仅可以是一个、两个，还可以是任意多个。

多个条件的合并，需要用字符“&”将条件进行链接。 

步骤 1：打开本章数据“员工薪酬调查.sav”，依次选择【数

据】→【选择个案】命令，如图 2-43 所示。 

步骤 2：单击【选择个案】进入其主对话框，如图 2-44 所示。【选

择个案】对话框由【选择】选项组和【输出】选项组组成，系统提供

了五种选择个案的方式：第一，“全部个案”，表示全部个案都纳入

分析，不进行筛选，这是默认设置；第二，“如果条件满足”，表示

按指定条件进行筛选个案，这是初学者使用最多的方式；第三，“随

机个案样本”，表示从原始数据中按照某种条件随机抽样，使用下方

的【样本】进行具体设定，可以按百分比抽取个案，或者精确设定从

前若干个个案中抽取多少个个案；第四，“基于时间或个案全距”，

表示基于时间或个案序号来选择相应的个案，使用下方的【范围】按

钮设定个案序号范围；第五，“使用筛选器变量”，此时需要在其下

方选择一个筛选指示变量，该变量取值非 0 的个案将被选中，进行之

后的分析。 

 

图 2-44  【选择个案】对话框 

 

图 2-43  选择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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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选择“如果条件满足”方式，单击其下方的【如果】按钮将会打开【选择个案：

If】对话框，用于定义筛选条件的数学表达式，如图 2-45 所示。将左侧待筛选的变量选入

右侧顶部空文本编辑框中，利用其下方的小键盘编辑变量的筛选条件，小键盘提供了最基

本的算数运算方法。如果个案的筛选需要进行更复杂的函数运算，小键盘右侧的【函数组】

列表框还提供了更丰富的运算函数，用户可以在【函数组】列表框中单击一个函数选入上

方的文本编辑框，然后在函数公式中插入变量。这里条件有两个，一为业务部门，一为男

性。双击变量 s1 进入右侧的运算框，然后再编写等式，即“s1=1”，同理，把“s3=1”在

框中编辑好，因为是两个条件，需要用“&”连接，所以数学表达式最终为“s1=1& s3=1”。

条件设置好后，单击【继续】按钮回到上一层对话框。 

 

图 2-45  【选择个案：If】对话框 

步骤 4：选择个案的输出方式。在图 2-44 所示的对话框中，【输出】选项组提供了三

种方式处理选择结果：第一，“过滤掉未选定的个案”。未选定的个案将不包括在分析中，

但仍然保留在数据文件中，使用该选项后会在数据文件中生产命名为“filter_$”的变量，

对于选定的个案该变量的值为“1”，未选中的个案该变量值为“0”，在数据视图中未被

选中的个案号会以“/”加以标记。第二，“将选定个案复制到新数据集”。将选定的个案

复制到新数据集时，原始数据集不会受到影响，只是另外生成了一个只包含被筛选出的个

案的新数据文件。第三，“删除未选定个案”。直接从数据文件中删除未选定个案。需要

注意的是，一旦选择此项操作，原有未被选定的个案数据将从原始数据文件中删除，此外，

由于此项操作不能后退撤销，因此我们要谨慎操作，以免数据丢失。如果不小心选择此项

操作但还没保存文件，那可以退出文件不保存任何修改，这样才能恢复原来的完整数据。

这里选择系统默认设置，即选择【过滤掉未选定的个案】，最后单击【确定】按钮，提交

系统分析，输出结果如图 2-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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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6  选择生效后的数据界面 

步骤 5：从图 2-46 我们可以看出，有些个案号上面画有一条斜线，表示这些个案不符

合我们分析的要求，是被过滤掉的部分，系统暂时做好标识，当退出数据文件再打开的时

候，这些斜线就会消失。接下来分析的任何命令都是针对已选中的个案进行的，如果想要

重新选择全部个案，则在【选择】选项组中选中【全部个案】即可对所有个案进行分析。 

2.3.5  计算变量 

在数据统计分析的过程中，我们经常需要对数据变量进行各种运算然后得到新的变量，

如数据的求和、函数运算等。在 SPSS 中可以通过选择【转换】→【计算变量】命令来产

生这样的新变量。 

 

案例 2-7 
 

打开本章数据“员工薪酬调查.sav”，计算第 20 题各个选项的得分之和。 

案例分析：利用【计算变量】命令对原始数据进行必要的四则运算是数据整理的常见

工作，初学者需要掌握。【计算变量】命令还可以与【选择个案】命令结合使用。 

步骤 1：打开本章数据“员工薪酬调查.sav”，选择【转换】→【计算变量】命令，如

图 2-47 所示。 

 

图 2-47  计算变量 

步骤 2：单击【计算变量】进入其对话框，如图 2-48 所示。在左侧【目标变量】文本

框中输入欲生成的新变量的变量名“Q20 分数”。单击【类型与标签】按钮，在弹出的对

话框中可以对新变量的类型和标签进行设置，这里不做设置。在【数字表达式】框中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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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变量的数学表达式，这里输入“q20.1 + q20.2 + q20.3 + q20.4 + q20.5 + q20.6 + q20.7”，

如图 2-48 所示。需要注意的是，尽量利用【计算变量】对话框中的小键盘编辑数学表达式，

如果读者要用外置键盘编辑，则要确保在英文状态下编辑数学表达式。如果仅仅对满足特

定条件的个案进行计算，则可以单击【如果】按钮，进入【选择个案】对话框，选择个案

的操作请参考“选择个案”的操作步骤，这里不再重复介绍。最后，单击 【确定】按钮，

提交系统分析，则可以看到在数据文件中新生成了一个变量“Q20 分数”，如图 2-49 所示。 

 

图 2-48  【计算变量】对话框 

 

图 2-49  计算变量结果  

2.3.6  变量值的重新编码 

当我们需要将连续变量转化为等级变量，或者对变量取值进行重新修改或合并时，通

过变量值的重新编码就可以实现。SPSS 提供了两种变量数值重新编码的方式：一种是对原

始变量值直接进行重新编码并替换原数值的“重新编码为相同变量”方式；另一种是根据

原始变量的取值生成新变量来记录重新编码结果的“重新编码为不同变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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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新编码为相同变量 

 

案例 2-8 
 

打开本章数据“员工薪酬调查.sav”中变量 q3，“是”被编码为 1，“否”被编码为 2，

现在请把“是”重新编码为 2，“否”重新编码为 1。 

案例分析：修改原变量的取值或合并部分取值为某个取值时，可采用重新编码完成

设置。 

步骤 1：打开本章数据“员工薪酬调查.sav”，选择【转换】→【重新编码为相同变量】

命令，如图 2-50 所示。 

 

图 2-50  重新编码为相同变量 

步骤 2：单击【重新编码为相同变量】进入其对话框。将“q3”变量选入【数字变量】

框中，如图 2-51 所示。 

步骤 3：单击【旧值和新值】进入其对话框，在左侧【旧值】选项组中的【值】文本框

中输入“1”，在右侧【新值】选项组中的【值】文本框中输入“2”，单击【添加】按钮，

表示将“旧值 1”改为“新值 2”；依次类推，就可以将“旧值 2”改为“新值 1”，如图

2-52 所示。全部旧值和新值转换关系建立之后，单击【继续】按钮回到主对话框，最后单

击【确定】按钮，提交系统分析，这时系统就将原始数据变量 q3 中的取值进行了转化，即

把原来的数据“1”变成了“2”，把数据“2”变成了“1”。 

 

图 2-51  【重新编码到相同的变量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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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2  【重新编码成相同变量：旧值和新值】对话框 

此外，当需要将分类或定序变量的某些取值水平合并为若干少数水平时，也可以采用

这种重新编码的方法。例如，将大学四个年级的大一和大二合并为低年级，大三和大四合

并为高年级，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将原数据的“1”和“2”重新编码为“1”(表示低年级)，

“3”和“4”重新编码为“2”(表示高年级)，具体的操作方法与上述方法相同。如果需要

生成新的年级分组变量，则可以采用下面介绍的“重新编码为不同变量”的方法。 

2. 重新编码为不同变量 

 

案例 2-9 
 

打开本章数据“员工薪酬调查.sav”，对 q4 划分年份组，其中 2011—2014 年为组 1，

2015 年为组 2，缺失值为组 0。 

案例分析：在 SPSS 中，将连续变量转换成离散变量，按照某种一一对应的关系生成变

量值，可以将新值赋给原变量，也可以生成一个新变量，通过“重新编码为不同变量”这

一命令可完成这一任务。 

步骤 1：打开本章数据“员工薪酬调查.sav”，选择【转换】→【重新编码为不同变量】

命令，如图 2-53 所示。 

 

图 2-53  重新编码为不同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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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单击【重新编码为不同变量】进入其对话框。将 q4 变量选入【数字变量→输

出变量】框中，在【输出变量】选项组中的【名称】文本框输入新变量名“T4”，单击【更

改】按钮，原来的“q4->?”就会变成“q4->T4”，即新老变量名间建立了对应关系，如

图 2-54 所示。 

 

图 2-54  【重新编码为其他变量】对话框 

步骤 3：单击【旧值与新值】按钮进入其对话框，如图 2-55 所示。对话框左侧的【旧

值】选项组为原有变量的取值，右侧的【新值】选项组为新变量的赋值设定。两边设定完

毕后单击【添加】按钮，新旧变量间的对应编码规则就会被加入到右下方的规则列表框中。

这里在【旧值】选项组的【范围】框中设定 2011—2014 年为“新值 1”，在【值】文本框

中设定 2015 年为“新值 2”，在【系统缺失】处设定系统确实值为“新值 0”，最后添加

结果如图 2-55 所示。上述重新编码过程既可以将连续变量转换成数值型或字符型离散变量，

也可以将数值型字符变量转换成数值型变量，只需选中图 2-55 右下角的【将数值字符串移

动为数值】复选框即可。单击【继续】按钮回到主对话框。 

 

图 2-55  【重新编码到其他变量：旧值与新值】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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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所有操作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提交系统分析，输出结果如图 2-56 所示。

从图 2-56 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变量 T4 的取值有“1”“2”和“0”三种取值，分别对应 q4

变量的取值范围，即“2011—2014”“2015”和“缺失值”。 

 

图 2-56  旧值与新值转换后的结果 

小    结 

 

在数据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先建立数据文件，要建立文件需要先设置变量；变量的设

置在名称上需要符合多个条件，如不能重名，此外，还需要根据数据的特点设置数据类型、

小数位以及设置变量标签和值标签等属性；数据的录入可以采用直接录入的方式，也可以

采用导入外部 Excel、txt 等格式数据文件的方式，其中多选题的录入又可以分为多重二分法

和多重分类法两种；数据文件建立后，为保证后期数据统计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我们还要

对空行、超出特定范围的数值、重复个案以及不符合特定逻辑规则的个案进行处理；最后，

我们可以对数据进行文件合并、计算变量、选择个案及重新编码等操作，为后期统计分析

做准备。 

 

1. 简述 SPSS 变量名的设置应注意的事项。 

2. 简述变量标签和值标签的区别。 

3. 将本章“合并数据 1.sav”和“合并数据 5.sav”合并。 

4. 将本章“合并数据 3.sav”和“合并数据 6.sav”合并。 

5. 打开本章数据“员工薪酬调查.sav”，筛选出管理部门的女性，并为其建立一个新

数据。 

6. 表 2-3 是我国的一些经济指标(本章数据“国民经济核算.sav”)，请根据以下要求对



 

 
50 

该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 

(1) 计算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原数据上生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量。 

(2) 将三大产业增加值加总，在原数据上生成“三大产业增加值”变量。 

(3) 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等级划分，在原始数据中生成“规模等级”新变量。其中 300 000

亿元以下为“小规模”，编码为“1”；300 000 亿～500 000 亿元为“中等规模”，编码为

“2”；500 000 亿元以上为“大规模”，编码为“3”。 

表 2-3  国民经济核算 

时间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人口数 

/亿 

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2014 年 643 974.00 13.64 58 343.50 277 571.80 308 058.60 

2013 年 595 244.40 13.57 55 329.10 261 956.10 277 959.30 

2012 年 540 367.40 13.51 50 902.30 244 643.30 244 821.90 

2011 年 489 300.60 13.44 46 163.10 227 038.80 216 098.60 

2010 年 413 030.30 13.38 39 362.60 191 629.80 182 038.00 

2009 年 349 081.40 13.31 34 161.80 160 171.70 154 747.90 

2008 年 319 515.50 13.25 32 753.20 149 956.60 136 805.80 

2007 年 270 232.30 13.18 27 788.00 126 633.60 115 810.70 

2006 年 219 438.50 13.11 23 317.00 104 361.80  91 759.70 

2005 年 187 318.90 13.04 21 806.70  88 084.40  77 427.80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