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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社會行政 

科 目：社會研究法 梁昕老師 

 

一、試敘述 Earl Babbie(2002)指出社會科學研究常見的倫理問題有哪些？ 

請列出五項並舉例說明。(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本題雖特別要求以 Babbie 所提出的觀點進行說明，但其實與研究倫理的一般規範

大同小異，根據這些倫理原則的意涵進行說明、舉例、再提出針對這些倫理議題

應遵守的研究原則，便可取得不錯的分數。 

【擬答】： 

尊重研究對象的人權、保護研究對象的隱私，是研究者進行任何研究責無旁貸的前提。以下

將就 Earl Babbie(2002)所提出的倫理議題，進行說明： 

受訪者需是自願參與研究 

研究者有義務維護當事人自由選擇和決定的權利及免受傷害降低風險的權益。而「知情

同意」非僅取得簽署的書面同意書文件，更是要讓參與者了解研究相關資訊後同意的過

程。此過程包含提供參與者充分的機會考慮是否參加研究、降低不當影響或脅迫、使用

參與者或其法定代理人充分了解的語言、習慣的文化和語言、避免使用強迫式的語言。 

研究對象若為弱勢者（如新移民或特殊行業等）或易受傷害者（如未成年或精神疾病

等），研究者應確保告知同意的自願性，並特別留意受迫參與的可能性。若研究的觀察

對象是研究者的下屬，應比照對待弱勢者或易受傷害者的標準進行告知同意。 

研究過程與結果不可對受訪者造成傷害 

避免使用會使研究參與者受傷的程序，包括生理、心理及其他可能的傷害。 

生理傷害：研究者不得讓參與者在研究過程中受到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身體損傷。 

心理傷害：研究者不得讓參與者承擔過度的心理不適，並對任何心理上的後遺症負起全

責。 

法律傷害：若參與者的行為曾經或正在違法邊緣，研究者不得因其參與研究而增加被捕

的風險。 

其他對受試者可能的傷害：研究結果的公布，可能令某些並非研究對象之人名譽受損或

產生實質損失，應一概納入倫理的考量範圍 

有關受訪者的資料應謹遵匿名與保密原則 

在匿名的原則下，研究者以不洩露受試者身分來保護其隱私；此外在資料處理時，應確

保研究者無法從作答結果辨認特定研究對象的原則，也就是資料不會出現足以識別個人

身分的資料，通常會以假名、編號或不留下姓名的方式進行。 

在保密原則下，研究者應保護受試者資料不會曝光於大眾之前，也就是不洩漏足以識別

個人資訊的資料；研究資料公布以「集體形式」加以呈現，常用的作法為參與者的姓名

在資料蒐集當時與之後，進行分開記錄處理，因此參與者的姓名與其他資料永遠不可能

結合再一起，也是目前學界鼓勵的做法之一 

研究者應對受訪者表明身份，不可欺瞞 

原則上，研究者必須將研究目的、研究程序、後續研究應用等資訊對研究對象公開揭露。

研究者不可對研究對象欺暪或隱匿任何可能影響參與意願的事項，例如可能造成身體或

心理的不適反應等 

若研究設計的實際操作不宜或無法進行告知同意，且研究者衡量利弊後判斷研究的學術

價值大於可能的倫理風險，可在保有社會學研究精神的前提下，經由專業審查審核後採

用隱蔽研究，免除告知同意的程序。但研究者在隱蔽研究中仍應保護研究對象的匿名性，

且不得在雙方互動中以誘騙或欺詐等不正當方式取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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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需誠實地陳述，並將研究結果與相關人士分享 

研究者應公開發表研究成果，除了非預期的狀況（如研究者健康出現狀況等），或是和

委託單位有特定協議不公開。若研究對象希望知道研究及調查結果，研究者應盡力協助。 

研究者在完成研究或公開發表後，應立即或在保留一段合理的期間後，將相關研究資料

提供學界分享；但若研究者和委託單位有特定協議，或基於資料保密及研究對象的匿名

性，得不公開提供相關研究資料分享。 

 

 

二、試敘述分層(stratified)抽樣法和集群(clusters)抽樣法為何？並比較兩者之異同。(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解題關鍵》： 本題為隨機抽樣方法的基本考題，也是過去熱門的考古題，相信對充分準備的夥

伴來說，應該是駕輕就熟，而本題擬答最後的比較處為了讓各位可以清楚的比較

兩者的差異，因此採用「表格式」的呈現方法，雖然目前考試規則沒有明定說

「不可用表格呈現」，但還是建議盡量以論述的方式進行說明會較為適切，除非

考題有要求「列表說明」。 

【擬答】： 

隨機抽樣是指在群體中隨機抽取若干個體為樣本，抽取過程中遵守「機率均等原則」(Equal 

Probability of Selection Method, EPSEM)，不受研究者或取樣者任何人為影響，在群體中每一

個體被取出的機率均相等，而分層(stratified)抽樣法和集群(clusters)抽樣法是隨機抽樣中兩種

常見的抽樣方法，以下將就其意涵與比較進行說明： 

分層隨機抽樣意涵 

係指抽樣前，研究者先根據某一標準，將母群名單細分為數個次級母群體，稱為「分

層」，例如：年級、地區、性別等，再以簡單隨機或系統隨機的方式，從各分層中選取

樣本。 

分層所依據的特徵必須和研究目的相互配合，也就是和所要測量的變項有密切關係。此

外，分層的原則是要求層內中的個體要盡量相同，異質性低，以簡化群體構造；而各層

間特質要盡量不同，異質性高，以便包括群體內各種特性，及分層的類別必須周延、互

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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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照「機率與大小成比例抽樣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 PPS），

決定各層所需樣本數，在以隨機方式於各層中抽取樣本。此種作法中，各層中抽出樣本

數占整體樣本數的比例應與每一層個體數占整體母群的比率相同，如此取出的樣本結構

與母群結構才完全一致。此種方法讓母群中含量大的部分被抽中的機率也大，是可以提

高樣本代表性的方法。 

集群抽樣意涵 

又稱為集群抽樣、區域機率抽樣。為使樣本集中以節省研究成本，在選取樣本時以「集

體」作為單位，而不再以個人為單位，例如：一個班級、一間學校；接著，將所選取中

的集體內的個體全部加以調查。 

叢集抽樣時，只針對所選取的群體進行調查，放棄其餘群體，因此在分類時，集群之間

的差異性應該越小越好，也就代表不管選到哪一個集群都不會有太大差異；而在集群內，

個體間的差異應該越大越好，才能使所抽出的集群能夠反映出母群的多樣性與複雜性。 

分層隨機抽樣與集群抽樣之比較 

相同處：兩者均為隨機抽樣，且均適用於異質性母群與大樣本的研究。 

相異處：茲以下方表格說明之 

 分層(stratified) 集群(cluster) 

做法 
依母群特性進行分層 

由各層隨機抽取子樣本 

依母群特性進行分群 

隨機抽取 n 群，進行普查 

原則 層內同質、層間異質 群內異質、群間同質 

比較 

以層內個體為對象 

有完整母群名冊 

適用抽樣單位較集中時 

目的在降低抽樣誤差 

以整個群體為對象 

未有完整母群名冊 

適用抽樣單位較分散時 

目的在減少成本 

例子 調查某國小的平均身高 調查全國國小的平均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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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調查研究法常用的預試(pretest)，試申述其功能。(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本題亦為過去的考古題，雖然「預試」在測量工具的編製中，是一個比較小的考

點，但在我們正規班的講義當中，有針對「預試」作完整的說明，相信有充分準

備的你，應該是不成問題；此外，從近幾次的考試趨勢中發現，「研究工具品質

檢核」的相關方法與概念是一個重要的命題焦點，未來必須持續關注。 

【擬答】： 

預試為確保測量工具品質的重要方法，是編製測量工具時，不可忽略的重要步驟，以下茲就

其內涵、功能與實施時的注意原則，分述如下： 

預試的意涵 

指問卷製作完成後，選擇一小部分的樣本或是了解此領域的同僚進行施測，根據預試結果，

作為修正問卷內容的依據。 

預試的功能 

瞭解用作選樣的抽樣名冊是否完整、正確、適當以及最新，並可進一步測知調查群體的

變異性，以決定樣本規模。  

預試可考驗蒐集資料方法的適合性，藉以選擇低成本高效率的方法。  

預試亦可知調查的適用狀況，估計主要調查及其各個不同階段的費用與所需時間。 

預試亦有助於判斷研究人員與訪問員之間溝通意見的效率。 

預試可進行測量工具內容效度的檢核，例如檢核題項的敘述與用字是否淺顯易懂、選項

類別是否符合周延與互斥等。 

可根據預試結果檢驗測量工具的信效度，檢核所問的題項是否真的能反應所欲測量的概

念、是否能被正確回答，例如使用 Cronbach Alpha 檢驗測驗工具的內部一致性，以及使

用因素分析檢驗測驗工具的建構效度，確認其與理論的一致程度； 

可根據預試結果進行表面效度的檢核，例如：問卷是否使人願意回答、是否有研究者本

身的偏見或觀念在其中。 

預試的注意事項 

通常預試樣本的人數與抽樣方式並沒有明確的限制，但大多建議選取題目最多之分量表

題目數量的 3-5 倍。 

預試的對象在正式施測時應被排除，因為他對於問卷題項已有作答經驗，與其他受試者

的立足點不同。 

預試除了透過量化統計方式檢驗測量工具的信、效度外，也應進行質的檢驗，例如，對

於問卷的用字遣詞是否能被理解、能否反映所欲測量的特質、封閉式選項是否包括了所

有的可能等，都是預試所欲檢驗的效度範圍，研究者應參照預試受試者的意見與反應修

改。 

四、試敘述相關研究與事後原因比較研究的意義，並比較兩者之異同。(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參加今年三等考試的夥伴，從第一題看到第四題，應該會在心中默默地感謝命題

老師的高抬貴手，因為今年的這四題都是之前的考古題，甚至連題目本身都沒有

太大的變化，而在我們正規班的講義中，我也針對相關研究與事後回溯研究兩者

間的比較，做了考題擬答，重點在於針對這兩個研究方法的資料取得時間、樣本

限制、變項控制等層面進行比較，分數便可輕鬆入袋，相信對於有積極練習考古

題寫作的你，今年必定可以看見豐碩的成果。 

【擬答】： 

相關研究與事後原因比較研究的目的，均在於探究變項之間的關係，兩者均無法對自變項進

行操弄，也較難對無關變項進行控制，但兩者在實施方式上仍有差異，以下將就兩者的意涵

以及異同之處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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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回溯研究的意涵 

又稱解釋觀察研究、原因性比較研究。是一種有系統的實證性探討法，此類研究中之自

變項多為既成的事實，或是無法進行操弄的，必須從自變項和依變項的共同變異加以討

論。係指事情發生過後，採回溯方式之系統實證方法來探究變項，以找出可能的關係或

效應的一種研究方法。 

一個研究是否為事後回溯法，並不是決定於研究材料是否現成，而是取決於研究者對自

變項的控制程度，凡是研究者無法控制自變項的研究，都應算是事後回溯研究，此外，

此類型研究也難以控制干擾變項等實驗要素，可說已難謂稱為「實驗研究」。 

例如：若欲檢驗「建構式數學對國小學生數學興趣之影響」，因此一教學法如今已不復

存在，只能就已知受過建構式教學與傳統式教學之當年學童，比較其過往或現今之數學

興趣的高低。 

相關研究的意涵 

是一種探討兩個變項或多個變項之間相關關係的研究方法，而相關為一「對稱關係」，

有相關存在，並不代表因果關係成立，只能表示兩者間具有「共變關係」。 

例如：想了解父母的教育程度是否與子女的成績有關，但並非子女成績的好壞是由父母

的教育程度所造成的，此種探討變項間是否有相關的研究方法，即稱為「相關研究法」。 

事後回溯研究與相關研究的比較 

相同之處： 

兩者均在探討變項之間的關係 

兩者均為量化研究常用的方法 

此兩種研究方法中，研究者都無法操縱變項， 

研究者均須透過嚴謹、科學的方法蒐集實徵資料，進行分析。 

相異之處： 

事後回溯研究需要比較兩組或更多組受試者的分數，才能夠發現自變項與依變項的關

係，但相關研究只要以一組受試者就可分析。 

相關研究的資料是透過橫斷性的方法取得；而事後回溯研究的資料大多數皆是長期累

積的，因此，可看出一件事情在時間序列上的長期發展。 

相關研究進行資料蒐集時，需要研究對象的配合；而事後回溯研究既不必求取研究對

象的合作，也不必訪問受訪者，向他求取訊息，可解省研究的時間與經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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