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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釋出消息 

邱亦秀 

本資料庫於 102 年 3月至 5月間改版更新及資料開放訊息如下： 

【資料開放：政府調查資料】 

 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2012 年 

人力運用調查旨在明瞭台灣地區勞動力運用、移轉及就業、失業狀況等短期變

動情勢，自民國 67 年起，每年 5 月隨同人力資源調查附帶辦理。調查對象主要係

以居住於台灣地區之普通住戶與共同事業戶，其戶內年滿 15 歲，自由從事經濟活

動之本國籍民間人口為主（不包括武裝勞動力及監管人口），調查樣本約 2萬戶（近

6 萬人）。 

調查內容以人力資源調查為基礎，並補充：(1)有偶婦女勞動參與情形；(2)就

業者工作時間、工作收入、現職在職時間、獲得現職方法與工作變換情形；(3)失業

者工作機會及希望待遇；(4)潛在勞動力供應等主題。調查方式係採派員實地訪問法，

由台北市、高雄市及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分別就約僱統計調查員、兼辦統計調

查員及按件計酬統計調查員中遴選兼任。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SPSS 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

及 STATA資料檔。 

 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2012 年 

人力資源調查統計，為現代國家配合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之重要統計指標，

可供瞭解民間人力供應情形、勞動力就業狀況、及人力發展趨勢。調查之地區範圍

為臺灣地區，包括臺灣省、臺北市、高雄市、新北市、台中市及台南市，而以現住

此一地區內之普通住戶與共同事業戶戶內年滿十五歲，自由從事經濟活動之民間人

口為對象，但不包括武裝勞動力及監管人口。 

調查方式採派員面訪與電話訪問，由各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遴選調查員擔任。

抽樣母體以最近一年「台灣地區年終戶籍村里別統計資料檔」為抽樣母體。採用「分

層二段隨機抽樣法」，第一段樣本單位定為村里，而第二段樣本單位定為戶。 

 釋出項目計有：ASCII 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SPSS 系統檔、STATA系

統檔、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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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擬-追蹤調查資料庫 2011-2012 年 

 『人力運用擬追蹤調查：2011 年-2012年』利用主計總處進行調查時樣本輪換

的特性，串連 2011 年與 2012 年人力運用調查重複的樣本，使相關分析元素具有兩

個時點的分析資料，提供學術界有意義的分析資源。 

開放資料的項目包含：資料檔(SAS、SPSS、STATA)及過錄編碼簿。 

 行政院主計總處青少年狀況調查 2009 年 

青少年狀況調查，係就臺灣地區（包括臺灣省、臺北市及高雄市）11月民間人

口中，實足年齡為 15至 29歲之自由從事經濟活動之本國籍青少年(武裝勞動力與監

管人口除外)，觀察其求學、工作、家庭生活、休閒、公共事務活動參與、青少年福

利措施之需求等方面概況。調查方式採派員實地訪查方式，由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主計處遴選調查員擔任，採用分層二段隨機抽樣法。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資料檔、SPSS 與 SAS 程式檔、SPSS 及 STATA

系統檔。 

 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老年狀況調查 2011 年 

本調查之目的為明瞭人口結構變遷衍生之就業、安養與經濟議題，掌握中老年

勞動市場最新態勢與安養需求，作為促進中高齡就業、提升中高齡人力運用、規劃

高齡社會安養照護政策及提供開發銀髮商機等政策之參據。調查範圍及對象為臺灣

地區（包括臺北市、高雄市及 21 縣市）內年滿 45歲之本國籍民間人口，調查方式

採派員實地訪查方式，由台北市、高雄市及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遴選調查員擔

任，採用分層二段隨機抽樣法。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SPSS 與 SAS 程式檔、SPSS及 STATA系統檔。 

 行政院內政部臺閩地區婦女生活狀況調查 2006 年 

內政部為蒐集、瞭解臺閩地區婦女生活狀況、對社會福利之參與，對政府婦女

福利措施之滿意程度等資料，以提供政府相關單位進行社會福利行政管理輔導及制

定婦女福利政策之參考，並提供學術研究及國際間資料比較，辦理「臺閩地區婦女

生活狀況調查」，針對居住於調查區域內之普通住戶內年滿十五至六十四歲之本國

籍婦女人口為對象，採分層隨機抽樣法，樣本數為 6,017 人，調查方法採用電腦輔

助電話調查系統(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 CATI)訪問調查，本調查之

訪問工作於民國 95 年 9月 1 日至 10月 31日辦理。 

 釋出項目計有：原始資料數據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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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內政部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 2006 年 

內政部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規定，分別於民國 89年及 92 年分別辦理 2次身心

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95年再次會同勞委會共同辦理本次調查。此調查以該年 6月

底登記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人數為母體，採分層二段隨機抽樣法及實地面訪方式辦

理，實際訪查身心障礙者之基本資料、居住、休閒、經濟、交通、醫療、教育、工

作及各項福利服務措施使用及需求情形等資料，共完成 13,159 份有效樣本。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SPSS 資料檔

及 STATA資料檔。 

 行政院內政部營建署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 2007、2010 年 

本調查之目的為蒐集最近一年營造業收支、完成工程價值、耗用材料總值，及

固定資產、存貨變動等資料，以瞭解營造業營運情形及變動趨勢，作為釐訂營造業

政策及相關服務措施參考，並提供經濟統計分析及估算國內營造業生產值之參考。 

 調查對象為從事營造業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有案，且於調查年之年底仍繼續營

業之綜合營造業、專業營造業及土木包工業。調查範圍，包括臺北市、高雄市、臺

北縣及臺灣省各縣(市)、福建省金門縣與連江縣。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SPSS 資料檔、STATA資料檔，以及訪問表內容說明。 

 行政院內政部營建署住宅需求動向調查 2008 年 

住宅動向需求調查由內政部營建署辦理，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執行。目的在蒐集臺灣五大都會區新購置住宅、欲購置住宅、已租用住宅、欲租用

住宅等四類住宅需求者之住宅需求面各項資訊與指標，以瞭解住宅需求情形及變動

趨勢，供為政府釐訂相關政策及服務措施參考，並作為各界對臺灣住宅市場研究之

基礎。  

本年度調查分為一、二、三、四季，每季各有 3份問卷，分別為：仲介問卷（購

屋搜尋者）、租屋問卷（租屋搜尋者），以及銀行問卷（已購屋者）。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SPSS 資料檔、STATA資料檔。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第八次台灣地區家庭計畫與生育力調查

(KAP8)  

自民國五十四年起，為配合當時政府推行家庭計畫工作，即以二至七年的間隔，

定期辦理家庭與生育力調查，對育齡有偶婦女之生育態度、知識與行為進行長期趨

勢之監測觀察。第八次家庭與生育力調查於民國八十七年依據行政院列管計劃「推

行台灣地區新家庭計畫四年計劃」辦理。調查對象擴大為 20 至 59歲已婚及未婚之

婦女，蒐集婦女生育保健相關知識、態度與行為資料外，並增加與優生及婦幼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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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資料，如產前檢查模式與特殊檢查情形、生產方式及變化趨勢、母乳哺育情

形、子宮頸抹片檢查及乳房檢查知識、態度與行為之變項，以及婦女就業角色適應、

親子關係以及對婚姻與子女之價值觀等相關資訊，以供相關衛生、社會福利政策與

計劃工作推行之參考依據。最後已婚婦女完訪 2,816 案；未婚婦女則完訪 739 案。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檔、SPSS 資料

檔、STATA資料檔。 

 交通部觀光局來臺旅客消費與動向調查 2011 年 

觀光局為瞭解來臺旅客旅遊動機、動向、消費情形、觀感及意見，以供相關單

位研擬國際觀光宣傳與行銷策略、提昇國內觀光服務品質與國際旅遊觀光競爭力之

參 考，並作為估算觀光外匯收入之依據，特辦理本調查，分別在臺灣桃園國際機

場、高雄國際機場及臺北松山機場現場訪問離境旅客。調查對象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12月31日入境之外籍與華僑旅客（含大陸旅客，不含過境之外籍與華僑旅客），

採用「配額抽樣法」抽樣，有效樣本數為 6,009 人。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SPSS資料檔、

STATA資料檔。 

 交通部觀光局來國人旅遊狀況調查 2011 年 

此研究旨在瞭解國人旅遊動向、滿意度、消費情形及分析國人選擇在國內、外

旅遊間之交互影響情形，並估算國人國內旅遊費用與出國旅遊支出，以供有關單位

規劃與改善觀光設施、提昇旅遊服務品質及訂定觀光發展策略之參考。 

這份調查以國人國內旅遊資料為主，出國旅遊資料為輔。其對象為居住在國內

12 歲以上的民眾，採分層隨機抽樣方法，於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以電

話訪問方式進行調查。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SPSS資料檔、

STATA資料檔及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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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開放：限制性資料】 

 第八次及第九次台灣地區家庭計畫與生育力調查系列(KAP8 及 KAP9) 

 SRDA目前共釋出 KAP1至 KAP9，共 9次調查資料，其中 KAP1 至 KAP7皆

為單一問卷，僅有一個版本；KAP8 及 KAP9 則各有四份問卷及資料檔，包括已婚

主問卷、已婚自填、未婚主問卷及未婚自填問卷等。 

因 KAP8 及 KAP9 資料內容涉及受訪者隱私，會員版中的主問卷及自填問卷無

法連結，因此另外提供限制版，在限制版中即提供可串連主問卷及自填問卷之變項

資訊。 

年度 會員版 限制版 說明 

KAP1(1965) ○ X 單一問卷 

KAP2(1967) ○ X 單一問卷 

KAP3(1970) ○ X 單一問卷 

KAP4(1973) ○ X 單一問卷 

KAP5(1980) ○ X 單一問卷 

KAP6(1986) ○ X 單一問卷 

KAP7(1992) ○ X 單一問卷 

KAP8(1998) ○ ○ 
已婚主問卷、已婚自填問卷可於限制版中串連； 

未婚主問卷、未婚自填問卷可於限制版中串連 

KAP9(2004) ○ ○ 
已婚主問卷、已婚自填問卷可於限制版中串連； 

未婚主問卷、未婚自填問卷可於限制版中串連 

【資料開放：個別型研究計畫調查資料】 

以下個別型研究計畫，依學科類別及登錄號順序列出計畫名稱及計畫主持人。

如欲查閱詳細的內容，請依照登錄號翻到下一頁，除計畫名稱及計畫主持人之外，

表格中會再提供計畫執行單位、計畫執行期間及摘要等資訊。 

社會學 

C00268 公益彩券的社會意向調查／蕭新煌 

C00276 訪員角色態度、訪談風格與訪答品質：訪員效應的初探／杜素豪 

管理學 

E95033 專業合夥團隊之合作效能：一項信任與控制互動之觀點／黃敏萍 

區域研究 

E10005 高速公路駕駛人交通資訊影響下路徑選擇行為之研究：應用累計期望理論／周榮昌 

其他 

C00269 冬蟲夏草健康食品之接受性及消費潛力調查／梁啟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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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268 

計畫名稱（中） 公益彩券的社會意向調查 

計畫主持人 蕭新煌 

計畫執行單位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亞太專題中心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1/01—2003/12/31 

計畫摘要 

本計畫旨在探討台灣民眾對發行將屆滿兩年的公益彩券，持如何的認

知和態度。以年滿 18 歲的民眾為調查對象母體，問卷內容將包括以下

幾大項目： 

1. 對彩券發行至今的認識。 

2. 實際參與彩券的行為：頻率、中獎機會和購買行動模式。 

3. 對彩券發行至今的社會評價。 

4. 對彩券盈餘分配方式的理解和調整意見。 

 

C00269 

計畫名稱（中） 冬蟲夏草健康食品之接受性及消費潛力調查 

計畫主持人 梁啟銘 

計畫執行單位 中央研究院公共事務組 計畫執行期間 2003/01/01—2003/12/31 

計畫摘要 

傳統中草藥的現代化與國際化是台灣未來推動生物技術產業發展的重

要方向。而以科學方法對中草藥進行種原的選擇與鑑定，指標成分的

建立，生物活性物質的分離、鑑定及作用機轉的研究則是達成此一目

標的三個基本策略。冬蟲夏草為一蟲生真菌，自古即為珍貴的養生保

健用品。由於經濟價值高，市場潛力大，且國內產學研界已有不少專

家投入該方面的研究。近年來之研究發現其對身體多個系統皆有良好

影響，包括免疫、呼吸、循環、腎、性腺、造血系統等等。農業生物

技術國家型科技計畫規劃研究發展的重點工作之一「保健/藥用植物」

自民國 89 年起將「冬蟲夏草」納入規劃內容，並於 91 年 3 月起接受

台糖公司委託管考「冬蟲夏草保健食品之研發」計畫。在彰化基督教

醫院兒童醫院林清淵院長整合下，本計畫係以目前民眾普遍使用之冬

蟲夏草菌絲體為材料，來尋找更有科學根據的功效以作為未來發展成

健康食品或藥物之依據。本委託調查計畫乃配合「冬蟲夏草保健食品

之研發」計畫之研究內容與成果，擬針對冬蟲夏草及其健康食品之我

國市場接受度進行調查分析。調查區域包括五大都會區(台北、台中、

台南、高雄及屏東縣市)及新竹工業區，調查對象為 25-65 歲一般大眾，

期望分析結果能作為將來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科技計畫未來將冬蟲夏

草列為重點計畫發展方向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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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276 

計畫名稱（中） 訪員角色態度、訪談風格與訪答品質：訪員效應的初探 

計畫主持人 杜素豪 

計畫執行單位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07/31 

計畫摘要 

標準化訪問法行之多年，目的在降低訪員的訪問誤差。但晚近針對標

準化訪問行為是否予以彈性化調整至今爭議仍在。對於訪答品質的兩

個指標 -- 回答完整性與回答正確性 -- 的影響時發現正面與負面效

果均有。本研究因此擬從國內尚無探討的訪問風格著眼，分析標準化

訪問與個人化訪問風格之間，在訪答完整性與正確性有無差異。同時

也探討影響行為很重要的訪員態度，對於訪答品質的影響是直接或間

接透過其訪問行為產生。利用電話訪問法，訪員自填問卷以及電話訪

問錄音資料的行為編碼法蒐集本研究所需質量化的資料。質量化資料

的綜合與比對後，產生經效度驗證的資料，將當作驗證本研究架構之

基礎。 

 

E95033 

計畫名稱（中） 專業合夥團隊之合作效能：一項信任與控制互動之觀點 

計畫主持人 黃敏萍 

計畫執行單位 元智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6-08-01—2007-07-31 

計畫摘要 

本計畫目的在於以專業服務機構之合夥團隊為對象，探討其主要合作

機制—信任之影響效果、前置因素、以及與組織控制機制之可能互動

關係。本研究以採用合夥形式之律師事務所與會計師事務所為樣本，

針對其合夥團隊蒐集相關資料，共計獲得有效樣本 51間合夥事務所與

132位合夥人之資料，有效回收率為 78.6%。研究結果顯示：(1)合夥團

隊內的信任對於事務所合夥績效具有顯著正向效果；(2)合夥人間之工

具性關係對於合夥團隊信任具有負向影響效果，而情感性關係則對於

信任具有正向影響效果；(3)信任是合夥人關係與合夥績效間之完全中

介變項；(4)組織控制機制對於合夥人關係與信任之間，具有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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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0005 

計畫名稱（中） 
高速公路駕駛人交通資訊影響下路徑選擇行為之研究：應用累計期望

理論 

計畫主持人 周榮昌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
學系（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11-08-01—2012-07-31 

計畫摘要 

近 10 年來網路通訊設備技術發展迅速，對於私人用戶可藉由 3.5G 行

動網路或是各都會區中的 Wi-Fi 熱點獲取個人所需資訊，為能方便及

有效率地抵達目的地而對於即時交通資訊的需求有所提升。深入討論

駕駛人與交通資訊使用之相關性，如何提供更細膩且更準確之加值服

務，為目前 ATIS 領域在新科技引進後較為缺乏且建議應為值得重視之

方向。然而在旅行時間不確定下，駕駛人的選擇行為可能發生不同於

最大效用理論架構下之決策，如在旅行時間變異程度低之下有風險規

避 (risk-aversion)行為，在旅行時間變異高之下則可能有風險承擔

(risk-seeking)之決策，因此在模式應用以累計期望理論 (Cumulative 

prospect theory, CPT)於路徑選擇行為之探討，分析駕駛人在風險性以及

不確定性考量下之駕駛決策行為；本研究將其應用於多點決策並搭配

真實路網以及歷史交通車流資料，設計資訊提供情境，反映真實狀況

下之選擇行為；同時校估台灣地區 CPT 模式之相關參數係數，比較過

去研究之參數結果與本研究參數結果。於學術研究上，則透過發展有

別於最大效用理論之路徑選擇模式以有效捕捉駕駛人反應探討相關層

面議題；於實務應用之技術上，則可以本研究結果作為未來駕駛人選

擇行為預估之相關參考。 

 

歡迎利用 SRDA網站上的【資料查詢】→【簡易查詢】功能，以計畫名稱或計

畫主持人尋得該筆資料。或可在簡易查詢中設定以登錄號為查詢條件，參照表格右

上方的英文數字共 6碼（例如 C00125）輸入查詢。 

如需取得「政府調查資料」，亦請登入 SRDA 網站的「政府調查資料」專區後

填寫表格提出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