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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簡介 

 

有鑑於社會調查技術的進步與其在實

證研究上的重要性，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

作室於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正式成立「學術

調查研究資料庫」，開始對國內調查資料進

行大規模、有系統的蒐集工作，使這些耗費

大量人力與金錢所收集到的調查資料，能有

一專責機構來整理、保管、與釋出。如此一

來，所費不貲的調查資料不僅可供多次利

用，學者亦可方便查詢，進而發揮這些資料

的最大功能。以下分別就「學術調查研究資

料庫」的設立宗旨、工作任務、資料庫功能

及資料釋出現況，分述如下： 

 

一、設立宗旨：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設立宗旨有

三： 

1. 發揮調查資料最大功效，便利多次及多角

度分析，避免資源重疊浪費。 

2. 累積知識，提供調查資料予學術界做為研

究分析、學校教學與政策建言之用。 

3. 促進學術交流，提昇調查研究水準，加強

國際合作，提高我國學術地位。 

 

二、工作任務：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成立的目的既

是為了蒐集台灣地區重要的調查資料，使之

能被妥善保存，並且提供需要者進行資料二

次分析的研究素材；同時也將運用這些調查

資料而發表或出版的書目加以蒐集，提供同

筆資料使用者更多的相關資料可參考引

用，以發揮調查資料最大的效益，因此「學

術調查研究資料庫」有四大工作任務：蒐

集、整理、保管、與釋出調查資料。 

（一）蒐集 

大規模蒐集台灣地區重要的調

查資料，尤其是長期全國性的調查資

料，如社會變遷及社會意向，並請計

畫主持人與資料使用者，能提供使用

這些資料檔而發表或出版的書目，以

提供多樣化的調查資料作二次分析

的參考。目前「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調查資料的主要來源有三種： 

1. 調查研究工作室協辦之研究計畫。 

2. 學者熱心捐贈之研究計畫。 

3. 國科會經費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

(87年度起)。 

（二）整理 

依照標準化的程序整理與檢誤

所蒐集到的調查資料，以統一資料釋

出格式，增進資料使用者對資料的親

和性。檢誤程序如下： 

1. 檢查程式、過錄編碼簿、數據檔中

之變項名稱、格式及欄位是否相互

符合。 

2. 檢查程式檔執行後有沒有錯誤或

警告訊息。 

3. 檢查各類別變項的數據，是否出現

過錄編碼簿定義以外的不合理值

(illegal value)。 

4. 刪除樣本名單等可辨識受訪者身

份之隱私資料。 

（三）保管 

1.資料編碼 

為使「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所蒐集的資料，能有妥善的規畫與

管理，以便利查詢、檢索與利用，

因此參照一般圖書館處理中文圖

書資料的分類原則—賴永祥編訂

的中國圖書分類法，與王雲五編著

的四角號碼檢字法，同時根據各筆

調查資料的研究主題，為「學術調

查研究資料庫」所收藏的每一筆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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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研究資料給予分類號碼。 

2.資料儲存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以多種儲存媒

體，對這些蒐集不易的資料加以保存，包

括：磁片、光碟片及調研室區域網路中皆有

備份資料，以防資料散佚及損毀。 

（四）釋出 

1.發佈訊息 

當每一筆調查資料完成檢誤程序並經

原計畫主持人確認後，「學術調查研究資料

庫」會在中研院週報、調研室「學術調查研

究 資 料 庫 」

（http://www.sinica.edu.tw/as/survey/srda/intr

o_d.html）首頁，以及「學術調查研究資料

庫」通訊上，發佈資料釋出消息，登載資料

庫可供使用之調查研究資料，以利國內外學

界獲知「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的最新訊

息。 

2.釋出對象 

以學術界為釋出對象，包括研究人
員、大專院校教師、博碩士研究生、在

老師指導下的大學部學生等，只須提供

資料項目申請表、身份證明與資料使用
同意書，再付所需之工本費，「學術調

查研究資料庫」將會盡快將資料釋出予

申請者。 

3.釋出方式 

資料申請者可透過網際網路或親

自到「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的方式來
申請資料。 

 

三、資料庫功能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要能運作順

暢，有賴學術界能建立調查資源共享的共

識。具體而言，設置「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可以發揮下列數項功能： 

1. 鼓勵學術界多次利用既有調查資料，節省

自行從事實地調查所耗費的時間、金錢與

人力。 

2. 妥善保存調查研究資料，避免磁片受損或

報告書等重要資料散佚。 

3. 依標準化程序將資料加以分類整理，方便

資料使用者研究分析與運用。 

4. 提供資料使用者有關前人採用某特定資

料檔而出版之論著資訊，節省文獻搜尋時

間，避免主題無謂重覆。 

5. 使用既有調查資料，研究者能檢核驗證前

人之研究發現。 

6. 運用既有調查資料，研究者能從不同的觀

點自行建構發展或測試學術理論。 

7. 便於同類型研究間的跨國或跨計畫之相

互比較，利於學術交流 

8. 方便教學，能藉處理實證資料之訓練，加

強學生統計分析與研究能力。 

9. 提供博、碩士論文之研究素材。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希望能秉持創

設的宗旨，積極蒐集更豐富且更多元化的調

查資料，並且提供最完善的服務品質，而能

在不久的將來，不僅成為國內學術界倚重的

資源，更是臺灣地區推動國際學術調查研究

資料交流與運用的主要力量。 

 

四、資料釋出現況 

    目前「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已開放供

學術界人士申請之調查資料，包括台灣地區

社會意向調查資料 18筆；台灣地區社會變

遷基本調查計畫 12筆；政治大學選舉研究

中心歷年選舉調查資料 25筆；台灣大學政

治系歷年選舉調查資料 19筆；台灣地區家

庭計畫及生育力調查資料（KAP）6筆；調

研室協辦調查業務或學者捐贈的個別型研

究計畫 41筆；以及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250

筆，共計 371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