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消息 

莊淵傑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系統」已通過 ISO 27001:2005國際資訊安全管理

系統標準追查驗證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系統（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簡稱 SRDA）

（主機端及個人端），及其電腦機房與限制性資料使用室安全維護管理」已於

民國 99 年通過英國標準協會（BSI）驗證，符合 ISO 27001:2005 國際資訊安

全管理系統標準，今年五月則再度通過年度的追查驗證，持續提供資料安全

的保障與資料庫持續營運管理的保證。 
 

 「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計畫工作坊」圓滿落幕             

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主辦，以及社會

學研究所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計畫協辦的「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計畫

工作坊」，已於六月二十二日舉辦結束，感謝各界人士報名參加以及場地提供

單位的協助，共計有 93 人參加。 

本次課程包括：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計畫簡介、問卷內容與資料使用

方式介紹、缺漏值的處理、長期資料的分析方法，以及研究應用（偏差行為）

等，我們並於課後以問卷請學員針對課程內容安排及講課方式、上機實習、

教材安排以及整體評價進行評估，以做為日後舉辦的參考。 

本次工作坊已圓滿落幕，亦獲得大多數學員高度評價，目前我們正在剪輯

工作坊的錄影片段，預計在今年八月一日正式上線對外公開，報名向隅者或對

青少年調查資料有興趣者，歡迎持續關注網站上的最新消息，歡迎上網觀賞影

片！日後我們仍會舉辦類似的資料使用工作坊活動，也竭誠歡迎有興趣之人

士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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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釋出消息 
邱亦秀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於 101 年 3 月至 5 月間改版更新及資料開放訊息如下： 

【資料開放：學術調查資料】 

 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國三樣本（J6）第六波，學生問卷 

計畫主持人：伊慶春 
計畫執行單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經費補助單位：中央研究院 
計畫執行期間：2004/09/01~2005/06/30 

本計畫擬由生命歷程的研究架構，探討臺灣青少年進入成年初期的成長過程與

生活經驗。其中，家庭、學校與社區為青少年與成年初期之主要生活場域，在此研

究中， 這三制度間的交互作用被假定為影響青少年成長歷程的主要社會機制。該

計畫主張研究青少年的成長歷程，必須重視所處之社會脈絡，因此除了檢視人際互

動、友誼 網絡、親子或師生關係的改變之外，將特別強調城鄉背景、社會階層、

性別規範以及環境資源等結構性因素的影響。 

具體而言，此一計畫的特色是從社會層面的分析，經由長期性、貫時性的固定

樣本追蹤研究設計，完整描繪出青少年至成年初期的轉折機制與成長軌跡。並試圖

由教育 期望、教育成就、職業發展的機會結構，及社會資本之組成如何運用於各

不同成長歷程中等重要議題的討論，提出影響不同成長模式之重要社會機制及其運

作方式。 

此波 J3W6 調查為國三生樣本追蹤至第六波，調查時間為 2004 年秋天。該調查

之研究母體為 2000 年春天時，台北縣市及宜蘭縣的國中學生。而為考察教育制 度
改革對於學生發展的可能影響，特別以當時平均 13 歲的國一生（新的升學制度）

和平均 15 歲的國三生（舊的升學制度）兩個世代（cohorts）作為研究 主體，以從

事追蹤比較。此資料檔為家長面訪資料，共計完訪 1,885 筆樣本。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過錄編碼簿、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資料整理

報告、資料使用手冊、督導手冊和訪員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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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六期第一次 

計畫主持人：章英華、杜素豪、廖培珊 
計畫執行單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經費補助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調查執行期間：2010/07/12~2010/09/20 
計畫執行期間：2010/01/01~2010/12/31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是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在

一九八三年推動，由社會科學界研究人員規劃執行。調查的主要目的在經由抽樣調

查研究收集資料提供學術界進行有關社會變遷之研究分析。在基本調查研究的設計

上，是以間隔五年為原則，從事貫時性之調查，以集得可做兩個時間點以上之比較

分析， 達到探究社會變遷為重要目標。 

問卷一的綜合組問卷組，原則上以五期一次的問卷為依據，於傳播行為增加網

路使用及日常與認識的人聯絡的方式，教育價值與態度題增加子女教養方式，宗教

題增加了網路抽靈籤、神籤或祈福行為及參與靈修活動之經驗等。  

問卷二的環境組，除了納入 2010 年 ISSP 環境題組，小組成員依過去社會變遷

計畫關於環境的相關題目與目前國內的環境議題，設計增補題目，以探討人們的信

念、態度與行為面的相關議題，希望能藉由對環境的信念、態度與行為間關係的探

討，進一步提能促進利環境行為的環境教育方案與可行的政策工具。 

調查時以台灣地區具有國籍之 18 歲以上民眾為研究母體。利用分層等機率三

階段（層級，村里，個人抽樣，為避免其他因素干擾（如拒訪等導致無法達成預計

案數，以膨脹樣本的方式進行抽樣，抽出的所有個人都必須經過訪查膨脹比率介於

1.3 倍到 2.5 倍之間，共抽出 4018 案。資料蒐集則以面對面問卷調查方式，於 2010
年 7 月 12 日開始執行到同年 9 月 20 日。最後，問卷一的實際完訪樣本數為 1895
案；問卷二則為 2209 案。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第十年計畫: CV2008 

計畫主持人：簡錦漢 
計畫執行單位：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華人家庭研究計畫 
經費補助單位：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 
計畫執行期間：2007/08/01~2008/07/31 

 本計畫鑑於華人社會的家庭型態、結構、與互動模式，都遠較西方社會複雜，

其所蘊藏的理論模式，也比建構於西方社會的模式複雜，因而希望能藉由華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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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資料庫的建立，尋找一個與本土社會環境契合，卻又能為西方主流學術價值所

認同的研究方向。先自臺灣的資料收集開始，以家庭為一基本單位時序追蹤，建構

臺灣家庭的動態資料庫，爾後再向其他華人社會推展。資料收集一方面用以檢證西

方既有有關家庭之理論在臺灣社會是否適用，另一方面也由資料所呈現的事實中，

發掘、抽離出與西方理論不同 的新理論架構。 

臺灣進行的面訪計畫，於 1999 年完成出生於民國 42-53 年共 1,000 個樣本的訪

問，2000 年完成出生於民國 24-43 年 1,959 個樣本的訪 問。這兩年完成的樣本，為

主樣本，是以後逐年追蹤調查的重要基礎。鑑於兩代關係為家庭關係重要的一環，

而兩代關係可能隨家庭的生命周期而改變，在 2000 年 7-8 月間，就上述兩種主樣

本 16-22 歲的子女進行面訪，並採隔一年調查的方式對子女樣本進行追蹤訪問，自

2001 年起，凡是主樣本滿 16 歲的子女亦 納入子女樣本中，以累積父母與子女配對

資料。另於 2004 年新增民國 53-65 年出生的樣本為主樣本進行第一次訪問，並考量

年屆 25 歲（民國 67-68 年 出生）的主樣本已具有獨立的經濟決策、人際關係，可

構成主樣本之一環，因而列入主樣本群，適用主樣本問卷。 

本次釋出年度為 2008 年子女樣本，即第六、九、十年追蹤主樣本的子女，出

生年次在 73-80 年間的樣本，有效樣本數共計 809 案。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ASCII 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過錄編碼簿、與附錄。 

 青少年藥物濫用之起因：一個社會學習模型：第一年至第三年 

計畫主持人：吳齊殷 
計畫執行單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本研究計劃乃是以社會學習理論模型為研究架構，探討台灣地區青少年的偏差

行為、憂鬱症狀與藥物濫用三者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基本上借鏡 Bardura（1977）、 
Patterson（1986）及 Simons 等人（1991）之研究成果；同時也參考社會行為科學家

們在「價值社會化」與「因應對策」方面之理論與經驗 研究結果。本研究計劃除

了檢視「青少年是如何開始學取以上所言之種種『內化』或『外化』非行的路徑機

制」之外，其最主要的研究旨趣，還在於檢證「導致青少年加速學取以上所言各項

偏差行為」的關鍵因素。其中，家庭內父母之教養行為的代間傳承與現地施行乃是

本研究的主要關切變項。 

 本研究計畫採取為期三年 之前瞻性與貫時性之研究設計。第一年計畫施行結

果，共有 1,434 位男女青少年學生（國一），依隨機抽樣原則，從大台北地區的 86
所公私立國中被抽出，作 為本研究之訪談對象。同時，除針對學生本身進行訪談

之外，學生之家長及導師，亦是本研究計畫加以訪談的對象。完成樣本數分別為學

生 1,434 個樣本，導師 1,395 個樣本，家長 1,109 個樣本；第二年則以十八歲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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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歲的高中職、專科學生，且在 90 年大部分接受過家訪的樣本為研究母體，而調

查訪問地區則以台北市為主要之訪查地點。以電話訪問為調查資料蒐集之方式，總

共完成 1,067 個樣本；第三年乃以十八歲至十九歲的大一新生為主要受訪對象，且

在 91 年大部分接受過家訪的樣本為研究母體；而調查訪問地區則以台北縣市為主

要之訪查地點。以電話訪問為調查資料蒐集之方式，總共完成 918 個樣本。 

 本次依計畫年度分成三筆釋出資料，釋出項目各計有：問卷檔、SPSS 資料檔、

STATAT 資料檔、過錄編碼簿、與執行報告書。 

 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查（第一期） 

計畫執行單位：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民國 98 年 8 月莫拉克颱風挾帶大量的雨勢侵襲台灣，使得台灣中部與南部地

區面臨坡地災害及水災，根據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統計，莫拉克

颱風使得約 1700 個家戶遭逢住屋毀壞，約 700 人傷亡，經濟損失近 2000 億元，為

台灣近年來重大的颱風災害。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歷年針對重大災害事件進行社

會、經濟及心理影響調查，99 年度調查針對 98 年 8 月莫拉克颱風侵襲事件為主，

以房屋毀損不勘居住之家戶為對象進行訪查。本調查以家戶為單位，規劃三年期（99
∼101 年）的追蹤調查，希望記錄莫拉克受災戶的復原歷程，探討災戶於重建過程

中的問題及需求，以及影響復原速度的因素。 

本調查主要收集資料包括受災戶的人格特質、社會關係、家庭組成、災害弱勢、 
風險知覺及減災行為、撤離歷程、安置及居住情況、損失、心理衝擊、災後需求、

遷村議題評估以及社會支持程度等。藉由各面向的資料分析可評估莫拉克受災戶的 
脆弱因素及政府救助政策成效及復原速度與影響因素。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SPSS 資料檔、過錄編碼簿、與執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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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開放：政府調查資料】 

 行政院研考會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 2011 年 

  行政院研考會自 90 年起每年定期辦理的「個人家戶數位落差調查」，於 100
年正式更名為「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此調查針對我國 22 縣市家戶內年滿 12
歲之本國籍人口進行電話隨機抽樣訪問，合計完成 13,272 份有效樣本。為使調查得

以推論我國 12 歲以上全體民眾的意見，係按內政部公佈之 100 年 7 月各縣市 12 歲

以上人口的性別、年齡比例進行加權，另依據各縣市 12 歲以上人口占全國 12 歲以

上人口比例進行第二階段加權還原。 

   調查主要包含三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是從「資訊近用」、「資訊素養」與「資

訊應用」三個面向探討國人的資訊近用機會及數位應用的差異情形，第二部分旨在

探討網路發展對於個人生活機會產生的影響，第三部分則是評估尚未參與資訊社會

民眾對於網路的認知及態度。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過錄編碼簿、SAS 欄位定義程式檔、

SPSS 欄位定義程式、SPSS 系統檔、STATA 系統檔。 

 行政院勞委會部分工時勞工就業實況調查：2004、2007 年 

本調查目的為蒐集部分工時勞工聘僱之現況、未來之動向及勞動條件等實況，

供為規劃部分工時法制化及人力規劃之參據。調查區域範圍為臺灣地區（包括臺灣

省、臺北市及高雄市）。2004 年之調查對象為工作時數較正常工時縮短之部分工時

勞工。母體資料來源為工商普查資料檔，抽樣方式採分業分層規模比例抽樣法，抽

出事業單位 5000 家，再由有雇用部分工時勞工之事業單位中按比率抽出樣本勞工

派員面訪，有效回收樣本 2,026 份；2007 年以參加勞工保險註記為部分工時之勞工

（不含職業工會投保者）為抽樣母體，抽樣方式依據事業單位僱用之部分工時勞工

規模，採 DH（ Dalenius and Hodges）分層法，共分為 3 個副母體（指僱用部分工

時勞工 1 人者、2~4 人者、5 人及以上者），各副母體再依行業及地區別分層，依

比例抽取所需之事業單位，再由樣本事業單位抽出部分工時勞工樣本，作為調查對

象，抽出樣本勞工 6,000 份，採郵寄問卷調查方式辦理，輔以電話訪問催收，有效

回收樣本 3,112 份。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過錄編碼簿、SAS 欄位定義程式檔、

SPSS 系統檔、STATA 系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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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女性僱用管理調查：2005 年 

為蒐集事業單位對兩性平等法各項規定之執行情形，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特辦理

「女性僱用管理調查」。本次調查於 2005 年 12 月 16 日至 2006 年 01 月 15 日採用

郵寄問卷法實施調查，輔以電話催收。並以臺灣地區參加勞工保險之事業單位（不

含僱用 3 人及以下之事業單位）為抽樣母體，採「分層隨機抽樣」，最後完成 4,149
筆有效樣本。本年度之調查項目包含事業單位對女性勞工的僱用管理、性騷擾防治

狀況以及兩性工作平等措施之實施情形等。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過錄編碼簿、SAS 欄位定義程式檔、

SPSS 資料檔及 STATA 資料檔。 

 司法院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調查調查：2011 年 

司法院辦理之「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調查」，自 7 月 25 日正式展開訪問，於 8
月 10 日完成訪查作業。本調查採分層比例隨機抽樣及電腦輔助電話訪問進行，成

功訪問 5,223 位臺灣地區 20 歲以上民眾，其中 1,805 位曾赴法院洽公。本調查共分

「民眾司法認知概況」、「民眾赴法院洽公經驗」、「曾赴法院洽公民眾對法院評

價」三大主題。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過錄編碼簿、SAS 欄位定義程式檔、

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 

 行政院研考會新住民數位機會現況及需求調查調查：2011 年 

本調查以臺灣省、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及金門縣、連江

縣等 22 縣市為區域範圍。由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提供樣本。調查對象限定為與

本國籍人士締結婚姻的所有非本國籍人士（以下稱新住民），排除來自歐美、日韓、

港澳等先進國家之新住民。 

 本調查抽樣是區分國籍後（大陸、越南、印尼與其他四國）再進行縣市分層抽

樣，各縣市預計完成樣本按該縣市大陸新住民（或各國籍新住民）占全體大陸新住

民（或各國籍新住民）比例配置。回收新住民有效樣本 2,403 人，包含越南 601 人，

印尼 600 人，大陸 602 人，菲律賓、泰國等其他東南亞新住民 600 人。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過錄編碼簿、SAS 欄位定義程式

檔、SPSS 欄位定義程式、SPSS 系統檔、STATA 系統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