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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釋出消息 

邱亦秀 

本資料庫於 102 年 9月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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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六期第二次問卷二(健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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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18~2011/10/31、2012/03/11~2012/05/09 

計畫執行期間：2011/01/01~201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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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資料檔為新議題「健康與醫療照顧」，「健康與醫療照顧」問卷除加入東亞

社會調查 EASS 2010 和國際社會調查計畫 ISSP 2011 的健康（Health）題組外，並

參考變遷調查各年度與健康醫療相關的題目，設計適合台灣情況的題組，以延續對

台灣社會現象的本土關懷，同時擴展與國際學術界比較研究的機會。內容包括：居

住環境、對醫療系統與醫生的評估、醫療資源分配、健康狀況、健康資訊、價值與

認知、個人狀況評估、基本資料、工作狀況等。 

 本次調查以台灣地區具有國籍之 18歲以上民眾為研究母體，第一波正式調查

對象為 18至 71 歲民眾，採分層三階段等機率抽取樣本（層級、村里、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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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倍到 3倍之間，共抽出 4,052

案；第二波正式調查對象為 72 歲以上民眾，在正式調查的訪問地區中採等距抽樣

法直接抽取個案，膨脹比率介於 1.5 倍到 5 倍之間，預計完成 174 案。資料蒐集則

以面對面訪問方式，第一波調查於 2011 年 7月開始執行至同年 10 月，第二波調查

於 2012年 3 月開始執行至同年 5月，實際完訪樣本數為 2,199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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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第十三年計畫:RR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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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01~2011/07/31 

調查執行期間：2011/01/09-201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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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動態資料庫」（簡稱 PSF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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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自台灣的資料蒐集開始，以家庭為一

基本單位時序追蹤，建構台灣家庭的動態資料庫，進而向其他華人社會推展。藉由

蒐集到的資料，一方面檢證西方既有有關家庭之理論在台灣社會是否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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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架構。 

計畫的建置構想在民國 87 年展開，在中央研究院朱敬一院士的整合下，集結

心理、社會、經濟等領域的學者參與規劃。PSFD 於建構之初，即規劃以成年人口

作為主樣本進行抽樣，自民國 88 年啟動以來，在臺灣分四次（88年、89年、92年、

98 年）完成四群出生年次（42-53 年、24-43 年、53-65 年、66-72 年）主樣本的面

訪調查，隨後逐年進行追蹤訪問，希望透過長期的觀察，明瞭社會變化的趨勢與原

因。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第十三年計畫」於民國 100年 1-4 月執行面訪，受訪

樣本主要分為兩群： 

1. RR2011：即四波主樣本（含子女主樣本）的再追蹤，使用 RR2011 問卷。 

2. RCI2011：即前四波主樣本滿 25 歲子女樣本，首次納入主樣本追蹤，使

用 RCI2011 問卷。 

本次釋出的 RR2011 問卷內容包含：生活與工作狀況、居住安排、家庭決策與

支出、生活態度、子女生育與教養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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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開放：政府調查資料】 

 主計總處『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 2012年』 

主計總處為配合社會經濟發展情勢及人力決策之需要，定期蒐集具有前瞻性及

政策性資料，並充實按月受僱員工薪資調查之不足，爰於民國 80年 10 月創辦事業

人力僱用狀況調查。本調查辦理初期(民國 80年 10月至 84 年 4月)為每半年辦理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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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採工業及服務業二部門輪流辦理，自 85 年以後改為按年辦理(88年因囿於經費

停辦)，且調查範圍擴大至工業及服務業全體。 

本調查之基本問項大致可分為二部分：（一）各職類短缺員工概況及僱用條件

（二）人員過剩及解決措施，同時並歷次辦理時，配合當時社經狀況及政策需要進

行機動問項調整設計，歷次規劃項目大致包括外籍員工僱用情形、未來人員需求計

畫、中高齡勞工僱用意願、部分時間僱用情形等。 

調查對象為台灣地區工業及服務業之公民營企業場所單位，按各細行業採「截

略分層隨機抽樣法」，其中公營事業、加工出口區與科學園區內之廠商為全查樣本，

非全查層樣本採不等機率抽樣法，惟為減輕廠家每年連續填表之負擔，除全查樣本

外，採每年輪換之原則。採郵寄通信調查為主，網際網路填報為輔並以電話聯繫催

詢追蹤，共完成 9,481 案。 

 釋出項目計有：資料使用說明、問卷檔、過錄編碼簿、原始數據資料檔、SAS

程式檔、SPSS 系統檔、STATA系統檔。 

 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2012年』 

家庭收支調查始於民國 53年，每兩年調查一次，但從民國 59年起，改為每年

調查一次，目前由行政院主計總處及新北市、臺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等

直轄市政府主計處分別按年辦理。 

該調查主要調查對象為居住於臺灣地區內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個人及其所組

成之家庭，其調查統計單位為「戶」及「個人」，抽樣方法採分層二段隨機抽樣法，

以縣市為副母體，第一段抽樣單位為村里，第二段抽樣單位為戶，臺灣地區總戶數

中約抽出千分之二為樣本戶，計 15,858戶。此調查項目包括：家庭戶口組成、家庭

設備、住宅概況、所得收支及消費支出等。 

釋出項目計有：資料使用說明、問卷、格式說明、ASCII 資料檔、SPSS 資料

檔、STATA資料檔、SAS 欄位定義程式及過錄編碼簿。 

 主計總處『受僱員工動向調查 2011年』 

行政院主計總處為蒐集事業單位受僱員工各項詳細資料，以供人力規劃與施政

參考。自民國 64 年起，每年年初舉辦「臺灣地區受僱員工動向及概況調查」，惟

調查之行業範圍僅限於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水電燃氣業、營造業與運輸倉

儲及通信業等 5 大行業。民國 76 年起，鑑於服務業日趨重要，且為配合行政院加

強服務業統計之政策，增查批發零售及餐飲業、金融保險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社

會服務業及個人服務業等 3 大行業，並將調查名稱簡稱為「受僱員工動向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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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年起，將金融保險不動產業、工商服務業由金融保險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

中分離出來，使調查行業範圍擴增為 9 大行業；惟 84 年、85 年因囿於經費停辦兩

年，並於 86 年賡續恢復辦理。之後配合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修正時程修訂調查

行業，目前依據第 8 次修訂「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調查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製造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營造業、批發及零售業、運

輸及倉儲業、住宿及餐飲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金融及保險業、不動產業、專業

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支援服務業、教育服務業（僅含短期補習班及汽車駕駛訓練班）、

醫療保健服務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其他服務業等 17 大行業。 

100 年受僱員工動向調查之主要項目分為一般概況、受訪單位 100年內全年受

僱員工進退概況、當年內全年退休（含優惠退休）之受僱員工概況、年底在職員工

概況、非薪資報酬支付狀況、當年內有無調整經常性薪資、當年年底員工之計薪方

式、101年二月底受僱員工人數及空缺統計。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原始資料檔、SPSS資料檔、STATA資料檔、SAS 欄位

定義程式、過錄編碼簿及資料使用說明。 

 交通部觀光局『來臺旅客消費與動向調查 2012年』 

交通部觀光局為瞭解民國 101 年來臺旅客旅遊動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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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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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調查對象為民國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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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樣時盡量符合

作業標準及樣本特徵之控制，以達隨機性及樣本代表性。本調查 101年有效樣本數

為 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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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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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93047 人力派遣如何重塑僱傭關係與企業管理政策之探討／柯志哲 

E98036 轉型與全球化中的地方社會發展：捷克與斯洛伐克個案的社會學研究／張家

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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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 

E98042 家庭溝通型態對青少年菸酒檳榔健康素養之影響／蔡鶯鶯 

區域研究 

E99027 餐旅倫理議題：台灣觀點／林玥秀 

其他 

E99006 目的地品牌個性、自我形象一致性與目的地選擇之研究：以休閒農場為例／

劉瓊如 

 

E93047 

計畫名稱（中） 人力派遣如何重塑僱傭關係與企業管理政策之探討 

計畫主持人 柯志哲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暨研
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4/08/01—2005/10/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針對國內實際從事人力派遣的業者進行深度訪談及問卷調查。

我們由分析中發現，人力派遣業中關於僱傭關係的種種制度安排與傳

統僱傭關係迥異。尤其是由人力派遣業者、使用公司與派遣員工之間

所構成的三角關係造成雇主認定上的混淆，派遣業者策略性地區分常

僱型與登錄型派遣勞動導致僱傭關係的不穩定性，以及派遣業者的彈

性化人力資源管理措施造成對派遣人力的人力資本投資不足等，均是

值得我們重視的演變。本研究也發現提供客戶公司重複僱用的派遣員

工、派遣員工轉任為客戶公司正職員工、提供客戶公司專人駐廠服務、

集團內成立派遣公司等現象已漸成為台灣人力派遣運作模式的新趨

勢。 

 

E98036 

計畫名稱（中） 轉型與全球化中的地方社會發展：捷克與斯洛伐克個案的社會學研究 

計畫主持人 張家銘 

計畫執行單位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09/08/01—2010/09/30 

計畫摘要 

本計畫的目的即在於彰顯組織性民間團體產生及發展的社會、經濟及

政治背景，他們真實活動的內在團體過程，其與地方、區域及全國性

相關體制或機構的外在關係，以及他們致力復興社區生活行動的影

響。計畫的研究成果對於地方社會的發展，將可望能提供草根民主政

治運作、就業創造及社會自我組織的重要參考。為此，計畫將擇定四

個代表性的地方社會或社區進行個案研究，分別是捷克的一個中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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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8036 

市 Olomouc（原為 Pardubice）及小型鄉鎮 Roudnice nad Labem，以及

斯洛伐克的一個中型城市 Presov 及小型鄉鎮 Banska Stiavnica。對此，

我們使用兩種研究方法來蒐集資料，一是針對當地社區居民態度的量

化問卷調查，另一是對於社區關鍵人物及特定社團組織領導人的質性

訪談。研究計畫的實際進行採取國際合作的方式，主要與 Zdenka 

Mansfeldova 教授（捷克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領導的捷克研究

團隊，及 Lubomir Faltan 教授（斯洛伐克科學院秘書長、社會學研究所

研究員）領導的斯洛伐克研究團隊，一起完成必要的移地研究及社區

調查和訪問。 

 

E99006 

計畫名稱（中） 
目的地品牌個性、自我形象一致性與目的地選擇之研究：以休閒農場

為例 

計畫主持人 劉瓊如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環境暨觀
光遊憩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10/08/01—2011/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究目的地意象對遊客自我形象一致性、品牌個性與目的

地選擇的影響。本研究擇選苗栗縣飛牛牧場及花蓮縣新光兆豐休閒農

場等兩處較具特色的休閒農場，以 2010台北旅展會場內聽過該兩休閒

農場但未去過之消費者為調查對象，獲得 522 份有效問卷。研究結果

發現目的地意象對於品牌個性、自我形象一致性與目的地選擇皆有正

向之影響，而品牌個性與自我形象一致性對於目的地選擇也有正向的

影響，品牌個性對於自我形象一致性的直接影響效果達到顯著水準。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管理意涵及後續研究建議。 

 

E99027 

計畫名稱（中） 餐旅倫理議題：台灣觀點 

計畫主持人 林玥秀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台灣飲食
文化產業研究所 

計畫執行期間 2010/08/01—2011/10/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餐旅相關科系的學生，進行餐旅倫理議題重要性認

知之調查，以提升學生未來在就業市場中的軟實力，並為校園餐旅倫

理相關課程提供參考。本次調查係採用便利抽樣問卷調查法，共發出

問卷 767 份，回收問卷 683份，得有效問卷 634 份。本研究共分析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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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全台各地餐旅相關科系的學生對餐旅倫理議題重要性認知的調查，

獲致以下結果：(一)餐旅倫理課程對重要性認知有顯著影響、(二)工作

與實習經驗對餐旅倫理重要性認知有正面影響，但影響有限、(三)因

此，只有學校的餐旅倫理課程效果最顯著。經過本次調查結果顯示，

餐旅倫理議題非常值得研究，未來可持續朝向餐旅相關業者進行調

查，以利臺灣餐旅倫理研究的完整性。     

 

E98042 

計畫名稱（中） 家庭溝通型態對青少年菸酒檳榔健康素養之影響 

計畫主持人 蔡鶯鶯 

計畫執行單位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 計畫執行期間 2009/08/01—2010/07/31 

計畫摘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家庭溝通型態與青少年使用菸酒檳榔之健康素養之關

係。研究目的： 1.了解家庭溝通型態與青少年使用菸酒檳榔健康素養

是否相關； 2.分析不同家庭溝通型態的青少年，在「菸、飲酒、檳榔

健康素養； 3.根據研究結果，提供改善親子對菸酒檳榔之健康素養的

策略與建議。方法：本研究對象為花蓮縣五年級至八年級之學生(11 歲

至 14 歲之青少年)及其父母為母體。研究團隊舉辦兩場學校與社區焦

點團體訪談，以了解學生及父母對菸酒檳榔使用之情形。並根據訪談

結果，作為進行問卷設計之參考。以系統分層抽樣且經由家長書面同

意，完成 600 份子女及 531 份家長問卷。最後完成 519 配對自填問卷

調查，作為分析樣本。結果：分析結果發現，家長傾向對話式溝通型

態，與子女菸酒檳榔之健康素養有顯著相關。子女的健康素養高於父

母，且有顯著差異。結論：正向發展的社會化能促進子女形成正向的

認同與良好的社會與心理特質，亦即當家長給予子女越多溝通與發表

意見的自主性與機會，對子女的健康素養可能會有正面的影響與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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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