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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研究法概要》
試題評析

比照往年地方考試的特色，統計題的比例比高普考更高，今年的四等考試也不例外，統計題佔

30%、質化題25%、量化題44%，但內容偏向簡單，是一份很好發揮的題目。 

一、量化和質化研究在測量過程中都要思考和處理如何使抽象構念（abstract construct）和具

體測量（concrete measure）產生連結。試問在研究方法的範疇裡有那兩個主要的概念在說

明此一測量過程？請指出、解釋這兩個概念並舉例。另外，量化和質化研究的測量過程有不

同嗎？（25分） 

試題評析
一定要提醒一件事：這兩個主要概念不是演繹法和歸納法！而是它們的下位概念：操作化與概

念化！

考點命中 《社會研究法(概要)精萃(含社會統計)》，高點文化出版，張海平編著，頁4-4~4-5。 

答： 
(一)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針對具體的經驗現象，加以歸類與命名的過程。透過概念化對共通的現

象給予的定義，稱為概念性定義（conceptual definition）或文義性定義（literary definition）。概念化通

常以歸納法為依據，以質性研究的方式，從觀察逐步建立概念、命題與理論。

(二)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所謂操作化，乃是針對抽象的構念賦予具體的指標，使構念轉化為變項

之過程。為了測量的需要而為概念下的定義，稱為操作性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操作化為量化

研究之根本精神，透過此一過程，才能將無法數量化的構念轉為可以數量化的變項，達成測量的目的。

1.構念（construct）：意指無法直接觀察的概念，必須透過可觀察的指標才能間接反映。例如：智力無

法直接從個人的外貌評判，需採用具體的指標構成智力測驗，才能從智力測驗分數反映個人的智力。

2.指標（indicator）：乃是隸屬於構念中可觀察的記號（sign）。例如：若要測量「婚姻滿意度」，可

將「生理的滿足」視為其中一項指標。依據W. Lawrence Neuman的見解，指標的訂立需滿足以下原則：

(1)對應規則（rules of correspondence）：是一個指標如何與抽象構念對應的邏輯陳述。例如：若受試

者在兩性關係態度量表得分愈高，則兩性平權意識愈高，反之則愈低。

(2)輔助理論（auxiliary theory）：是解釋指標與構念如何、為何連結。輔助理論說明概念與指標之間

的關係，和連結各個概念的實質理論一樣重要。

3.變項（variable）：透過構念所轉化而成的數值集合，藉由數量高低或差異反映研究對象在此一構念

上的表現。然而，隨著測量的精確程度不同，變項的數值也必須搭配不同的分析方法。

在各種研究方法中，量化研究採演繹法，由理論指導觀察，仰賴操作化；質性研究採歸納法，由觀察累積

理論，故著重概念化。

二、問卷調查和質化田野研究都運用了面對面訪談（survey interview or field interview），

請比較這兩者的差異。（25分） 

試題評析
田野研究綜合了觀察法、訪談法與次級資料，所以看到這個問題不要覺得詫異。此外，它根本

就來自特定版本的教科書，如果不知情，作答時當然心虛！

考點命中 《社會研究法(概要)精萃(含社會統計)》，高點文化出版，張海平編著，頁11-12。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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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研究法之標準化訪談 田野研究法之實地訪談

1.有很清楚的開始和結束。

2.以同樣順序問所有受訪者相同的問題。

3.訪問者一直保持中立。

4.訪員問問題，受訪者回答。

5.訪問幾乎都是一對一單獨進行。

6.有專業的語調以及公事化的焦點；如有岔題則

予以忽視。

7.常見封閉式問題，極少追問下去。

8.訪員獨自控制訪問的方向。

9.忽視訪問發生的社會脈絡，並假設這所造成的

差異不大。

10.訪員試圖將溝通型態放入標準的架構中。

1.開始和結束並不清楚，訪談可以過一陣子再重

拾話題。

2.所問的問題和順序都可為某人或情境量身訂

做。

3.訪員表現出對答案有興趣的樣子，以鼓勵更深

入的答案。

4.像是友善的對話，交換資訊，但是有比較多的

訪問問題在內。

5.可以是在團體或在某個區域，隨情境改變。

6.訪談穿插了笑話、離題、故事、逸事等，也都

記錄下來。

7.常見開放式問題，也常有追問的動作。

8.訪員和成員共同控制訪談的方向。

9.訪談的社會脈絡會被記錄下來，在解釋答案的

意義時被視為是很重要的。

10.訪員會調整自己，習慣成員的規則和笑聲。

資料來源：潘中道等譯，《當代社會研究法》。臺北市：學富文化，2003。 

三、 何謂隨機抽樣？何謂抽樣分配？另請用文字解釋系統抽樣、分層抽樣和叢集抽樣並舉例。

（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很跳躍，在研究法考題裡突然冒出一個統計概念：抽樣分配。建議在破題時附帶解釋即

可，畢竟和三種隨機抽樣沒有很直接的關係，不值得連貫討論。

考點命中
1.《社會研究法(概要)精萃(含社會統計)》，高點文化出版，張海平編著，頁12-45。
2.《社會研究法(概要)精萃(含社會統計)》，高點文化出版，張海平編著，頁3-7~3-10。

答： 
隨機抽樣法（random sampling）意指在抽取時必須滿足「同等機率選擇法」（Equal Probabilities of Selection 
Method, EPSEM）之抽樣方法，包括兩大條件：所有母群元素被抽取的機率相等，並且每個母群元素被抽

取的機率獨立。

至於抽樣分配（sampling distribution），乃是針對固定樣本數、採用無限多次的隨機抽樣法、由所有可能的

統計值所構成的機率分配。由於抽樣分配通常是在理論的假定而非真正的試驗，故亦稱為理論性分配

（theoretical distribution）。 
(一)系統隨機抽樣（Systematic Random Sampling）

1.定義：又稱等距取樣、間隔取樣（interval random sampling），乃是在母群名單中隨機決定起始點之

後，每逢若干距離便抽取一個個案，以使抽出之樣本均勻分布在母群名單中。因此，又可被稱為「以

隨機方式開始的系統抽樣法」（systematic sample with a random start）。

2.技巧：為求樣本能均勻來自母群名單的各處，抽取前必須先計算抽樣間距（sampling interval），其公

式為：K=母群名單之個案數÷樣本大小（K即為抽樣間距之代號）。 
3.條件：當母群體為同質母群體、研究者掌握完整的母群名單、所需抽取的樣本數小時，適於選用此法。

4.特色：此法之優點在於：不需先將母群名單的每一個案編號即可抽樣，因此是最簡易的隨機抽樣方法；

其缺點在於：若母群名單有特殊的排列順序，有可能只能抽取到某種特質的樣本，造成有選擇的觀察

（selective observation），亦即犯下系統誤差（systematic error）。至於所謂特殊的排列順序，又可分

為兩種：

(1)簡單趨勢（Simple trends）：母群名單的個案，在某種特質上呈現穩定一致的規則。例如：針對某

噴墨印表機印製的5000份文件，以系統抽樣法抽出500件觀察列印品質。經過隨機程序抽得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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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為第4張，往後每逢第14、24、34……等便抽取一張。因噴墨印表機在如此大量列印中墨色必

然逐漸轉淡，如此每逢第10張便抽取，濃淡皆有，不必擔心發生系統誤差。 
(2)週期趨勢（Periodic trends）：母群名單的個案，在某種特質上呈現反覆循環的規則。例如：同上

例，但這次所要檢驗的印表機每列印10張就會送出1張空白頁，像是第1~9張有文字但第10張空白、

第11~19張有文字但第20張空白……等，以此類推。由於此一趨勢反覆循環，若所抽出的第一個樣

本為第1張，往後所抽取的499張也必有文字；若所抽出的第一個樣本為第2張，往後所抽取的499張
也必有文字；可是，若是第一個樣本為第10張，往後所抽取的499張就全是空白頁。若存在此種趨

勢，很可能造成系統誤差。

(二)分層隨機抽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1.定義：先將母群名單細分為數個次級母群體（subpopulations），再以簡單隨機或系統隨機抽樣法由各

群中選出樣本。

2.技巧：在分層隨機抽樣中，在各個次級母群體中的個案很可能有不同的被抽取機率，因而影響樣本代

表性。因此，經常採用「等比例原則」（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s, PPS），以使各個次級母群

體都有相同的抽樣比例（sampling proportion）。例如：若某校社會學系三年級共有50位學生，女生40
位、男生10位，現欲以分層抽樣法選出10位，因此每位學生被抽中的機率是五分之一（10÷50=1/5）。

如此一來，在將母群體分割為女性與男性二小類之後，女生應抽出8位、男生應抽出2位，如此才能使

女性的抽樣比例（8÷40）和男性的抽樣比例（2÷10）相同。當分層隨機抽樣符合PPS原則之時，又可

稱為比例隨機抽樣（proportional random sampling）或比例抽樣（proportional sampling）。

3.條件：當母群體為異質母群體、研究者掌握完整的母群名單、所需抽取的樣本數大時，適於選用此法。

4.特色：此法之優點在於：在異質母群體時，樣本的代表性最高；缺點在於：所需成本最高，且一旦缺

乏足夠的母群體資訊便無法精確地分層。

(三)集叢隨機抽樣（Cluster Random Sampling）
1.定義：首先以集體當作抽樣單位（sampling unit），並且羅列母群名單中的所有集體形成抽樣架構

（sampling frame）；接著再針對所有集體進行隨機抽樣，只要是被抽中的集體即選取其內的所有個體，

故又被譯為集體隨機抽樣、叢集隨機抽樣、結叢隨機抽樣，或另稱為區域機率抽樣（area probability
sampling）。

2.技巧：使用此法，同樣涉及對母群體進行分類。因集叢抽樣在選取某些集體之後，便完全放棄其他集

體，故在分類時應使各類之間愈相似愈好、且使各類之內的個案愈相異愈好，才能使所抽出的樣本儘

量接近母群體原有的複雜性。

3.條件：當母群體為異質母群體、研究者掌握部份的母群名單、所需抽取的樣本數非常大時，適於選用

此法。

4.特色：此法之優點在於：成本最低、樣本數最大、僅需部份母群名單便可執行；缺點在於：代表性較

差，位居四大隨機抽樣法之末。

四、請計算列聯表的百分比，以表格呈現並解釋資料。（25分） 

個人月收入 

等於或低於三萬元 高於三萬元 總計 

職業別 

勞力型職業 309 200 509 

非勞力型職業 246 245 491 

總計 555 445 1000 

試題評析
本題為2×2表格，照理只是交叉表，不叫列聯表，但考生應有調適能力。題目要求很簡單，只

要換算各方格次數的百分比進行解讀，不需要做卡方檢定或其他相關係數的計算。

考點命中 《社會研究法(概要)精萃(含社會統計)》，高點文化出版，張海平編著，頁12-72。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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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月收入

職業別
等於或低於三萬元 高於三萬元 總計

勞力型職業 309 
(60.71%) 
(55.68%) 
(30.90%) 

200 
(39.29%) 
(44.94%) 
(20.00%) 

509 
(100%) 

(50.90%) 
非勞力型職業 246 

(50.10%) 
(44.32%) 
(24.60%) 

245 
(49.90%) 
(55.06%) 
(24.50%) 

491 
(100%) 

(49.10%) 
總計 555 

(100%) 
(55.40%) 

445 

(100%) 
(44.50%) 

1000 

(100%) 

(一)總百分比（Sum Total）：每一方格次數（cell frequency）占總次數的百分比。

(二)列百分比（Row Total）：每一方格次數占列總數（row total）的百分比。

(三)欄百分比（Column Total）：每一方格次數占欄總數（column total）的百分比。

(四)資料分析：由於兩欄總數並不一致（555人對445人），但欄百分比皆為100%且相等，故應以各方格中

的欄百分比為判讀資料之依據。從表中可知，在「等於或低於三萬元」中，「勞力型職業」占55.68%、

「非勞力型職業」占44.32%，可知眾數為勞力型職業；在「高於三萬元」中，「勞力型職業」占

44.94%、「非勞力型職業」占55.06%，眾數為非勞動型職業」。由此可知，低收入者偏向勞力型職業、

高收入者偏向非勞力型職業，可知兩變項有某種程度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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