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市场调查 

 

【考点】市场调查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划分维度，市场调查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别。 

1.根据市场调查目的的分类 

探测性市场调查、描述性市场调查、因果性市场调查、预测性市场调查。 

 

2.根据调查方法的分类 

（1）文案调查 

（2）实地调查。它包括观察法、实验法和访问法等。 

 

【考点】市场调查方式 

（一）全面市场调查 

全面市场调查也称为市场普查，是指为了搜集比较全面、精确的资料，对调查对象（总体）的全部样本所进行

的逐一的、无遗漏的专门调查。 

 

（二）抽样市场调查 

在市场调查的实践中，更多地采用抽样调查而不采用全面调查。 

与全面调查相比，抽样调查具有工作量小、省费用、省时间、低成本等特点。 

 

抽样市场调查的类型 

根据抽选样本的方法，抽样调查可以分为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两类。 

（1）随机抽样 

随机抽样就是在抽样过程中按随机性原则抽取样本，总体的每个单位都有同等被抽中的可能。 

最主要的有简单随机抽样、等距抽样、分层抽样和整群抽样等。 

 

2.非随机抽样 

非随机抽样又称非概率抽样，是指调查人员根据自己的方便或主观判断抽取样本的方法。 

非随机抽样常见的方法有： 

（1）任意抽样 

（2）判断抽样 

（3）配额抽样 

（4）滚雪球抽样 

 

【考点】市场调查的方法 

（一）实地调查法 

常用的有访问法、观察法和实验法。 

 

1.访问法 

（1）人员访问法 

（1）入户访问法 

（2）拦截访问法 

2.电话访问法 

分为传统电话访问和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 

3.邮寄调查法 

4.留置调查法 

 

2.观察法 



观察法是指调查人员不与被调查者正面接触，而是通过在旁边观察和记录来收集资料的一种市场调查方法。 

1.观察法的分类 

（1）按照调查人员是否参与被观察者的活动，可以分为参与观察与非参与观察。 

（2）按照观察提纲的详细程度，可分为结构型观察和非结构型观察。 

（3）按照取样的标准，可分为时间取样观察和事件取样观察。 

 

2.观察法的优缺点 

观察法的优点：直观可靠；真实性高；不受语言交流的影响；独立取舍，不受调查对象的影响。 

观察法的缺点：难以观察到被调查者的心理动机等内在因素；受时间空间限制；调查费用高；对调查人员素

质要求高，观察员素质不同，观察的结果也不同。 

因此，观察法通常只适用于小范围的调查。 

 

3.实验法 

实验调查法的类型 

1）无控制组的事前事后对比实验。 

实验变数效果的计算公式为： 

实验变数效果=事后测量值-事前测量值 

=x2-x1 

 

2）有控制组的事前事后对比实验。 

是指在实验中，分别设立控制组和实验组两个样本组，要求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分别进行实验前测量和实验后

测量，然后进行事前事后对比。 

实验变数效果＝实验组变动结果－控制组变动结果 

＝（x2－x1）－（y2－y1） 

式中，x1，x2 为实验组的事前、事后测量值； 

y1，y2 为控制组的事前、事后测量值。 

 

3）有控制组的事后对比实验 

是指在同一时间内，控制组与实验组进行对比的一种实验调查法。在同一实验期内，把两组情况相似的实验

对象中的一组指定为实验组，另一组指定为控制组，实验组按一定的实验条件进行实验，然后对两组的实验

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 

实验变数效果 

＝实验组事后测量值－控制组事后测量值 

＝x2－y2 

 

（二）文案调查法 

文案调查法的优点： 

①收集渠道丰富； 

②收集过程相对简单； 

③时间短、费用低； 

④不受时空限制，可用于经常性的调查。 

 

文案调查法的缺点： 

①文案调查法依据的主要是历史资料，正在发生变化的新情况、新问题难以得到及时反映； 

②所收集、整理的资料和调查目的往往不能很好地吻合，对解决问题不能完全适用，且易遗漏一些重要资料； 

③二手资料的准确性、相关性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④要求调查人员有较扎实的理论知识、较深的专业技能。 

 



（三）网络调查法 

定义：利用网络技术优势，获得有价值的数据与资料。 

优点：速度快、成本低、组织简单、不受时空限制 

缺点：样本对象的局限性较大；信息安全性较差。 

 

第三节  市场预测 

 

【考点】定性市场预测方法 

（一）专家判断法 

可分为专家会议法和德尔菲法 

1.专家会议法 

根据会议组织形式的不同，专家会议法可划分为头脑风暴法、交锋式会议法和混合式会议法。 

 

2.德尔菲法 

优点：可以避免群体决策的一些可能出现的缺点，声音最大或地位最高的人没有机会控制群体意志，因为每

个人的观点都会被收集。 

缺点：预测过程主要凭借专家主观判断，缺乏一定客观标准，并且过程比较复杂，花费时间较长。 

 

德尔菲法的特点： 

（1）匿名性。专家互不见面，姓名保密，单独联系 

（2）反馈性。向专家轮番征询意见，再反馈给全组专家 

（3）量化性。对专家意见和预测结果进行量化的统计归纳。 

 

（二）集合意见法 

集合意见法是由调查人员召集企业内外部的相关人员，尤其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借助他们的经验和智慧，

对未来市场进行判断和预测的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简便易行，可靠实用，注重发挥集体智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个人直观判断的局限性和片而性，

有利于提高市场预测的质量。  

常用的集合意见法有厂长（经理）评判意见法和销售人员意见法。 

 

（三）个人直观判断法 

个人直观判断法是指有关人员凭借个人经验和知识对事物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判断的方法。 

可分为相关类推法和对比类推法两类。 

 

（四）定性预测中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 

（1）平均数法。 

平均数法包括算数平均数法和加权平均数法。 

 

 

采用算数平均数法，公式为： 

 

采用加权平均数法，公式为： 

 

式中：Y 为最终预测值；n 为专家的人数；Xi为第 i 位专家的预测值； 

 

Pi 为第 i 位专家的权重值（其中，      ） 

 

（2）中位数法 



将统计总体当中的各个变量值按大小顺序排列起来，形成一个数列，处于变量数列中间位置的变量值就称为

中位数，用 Me表示。 

当专家人数 n 为奇数时，处于中间位置的变量值即为中位数； 

当 n 为偶数时，中位数则为处于中间位置的 2 个变量值的平均数。 

 

3.主观概率法 

主观概率是指根据市场预测者的主观判断而确定的事件可能性的大小。 

主观概率既是对经验结果所做主观判断的度量，即可能性大小的确定，也是对个人信念的度量。 

主观概率必须符合概率论的基本定理：所确定的概率必须大于或等于 0，而小于或等于 1；经验判断所需全部

事件中各事件概率之和必须等于 1。 

 

【考点】定量市场预测方法 

（一）时间序列分析法 

时间序列是指同一经济现象或特征值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而形成的数列。应用范围比较广泛，如对商品销售

量的平均增长率的预测，季节性商品的供求预测，产品的生命周期预测等。 

 

1.简单平均法 

（1）简单算术平均法 

 

（2）加权算术平均法 

 

 

（3）几何平均法 

 

 

2.移动平均法 

移动平均法是将观察期的统计数据，由远而近地按一定跨越期逐一求取平均值，并将最后一个平均值确定为

预测值的方法。 

移动平均法预测的准确程度取决于移动跨越期的长短。 

跨越期越短，有利于反映实际数据的波动情况，但反映长期变动趋势的效果较差；跨越期越长，预测值反映

实际数据波动的灵敏度降低，但有利于避免偶然因素对预测结果的影响。 

 

3.趋势外推法 

趋势外推法主要包括直线趋势外推法和曲线趋势外推法。 

直线趋势外推法是指如果企业各期数据大体上呈现直线趋势变化，找出拟合直线，建立预测模型进行预测的

一种方法，它是趋势外推法中最基本的方法，也是预测实践中最常用的方法。 

 
y 为预测值，a 为截距，b 为斜率，t 为时间。 

a，b 用最小二乘法去求。 

 

4.季节指数法 

季节指数是以历年同季（月）平均数与全时期季（月）总平均数相比，用求得的比较相对数来反映季节变动的

数量规律。该方法的一般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历年同季度的平均值。 

第一季度平均值 x1=（1.66+1.46+1.59+2.42）÷4≈1.78，第二至第四季度的平均值同理可得。 

第二步，计算全时期所有季度的平均数。 

X=（7.13+17.32+20.76+12.87）÷（4×4）=3.63 

第三步，计算备季度的季节指数，以第一季度为例，Si=1.78÷3.63×100%=49.04%，第二至第四季度的季节指数

同理可得。 

第四步，根据计算出的季节指数，预测下一年度各季度产品销售额的预测值。 

 

2023 年预计年销售额：（2.42+4.14+5.02+2.76）×（1+10%）≈15.77（亿元） 

2023 年各季度销售额预测值如下： 

第一季度销售额预测值为： 

15.77÷4×49.04%≈1.93（亿元） 

第二季度：15.77÷4×119.28%≈4.70（亿元） 

第三季度：15.77÷4×142.98%≈5.64（亿元） 

第四季度：15.77÷4×88.71%≈3.50（亿元） 

 

（二）因果关系分析法 



因果关系分析法是研究变量间相互关系的一种定量预测方法。 

当一个经济变量发生变化后，会带来另一经济变量发生相应的变化，经济变量之间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依存

的关系，称为因果关系。 

常用的因果关系分析法有回归分析法、基数迭加法、比例推算法和投入产出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