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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資料介紹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

本調查計畫 

系列一  蘇婉雯 

近百年來台灣經歷了劇烈且快速的現代化衝

擊，但是除了政府的統計資料之外，幾乎沒有可

以深入探討的相關研究資料。一九八０年初，已

有相當豐富經濟調查資料，而非經濟類的社會文

化調查卻是零散且稀少，尤其缺乏全國性的抽樣

調查資料。雖然執行過五次人口普查，然而其資

料內容有限，且未能實際運用於社會變遷研究

上。有鑑於此，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一九八

０年代推動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希

望藉由社會科學人力經費之集中，建構一個社會

變遷的調查資料庫，為台灣地區社會變遷之研究

提供堅實穩固的基礎。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所規劃的基本精

神包括了時間序列性與社會科學科際合作，在一

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間首次執行了第一期兩組

綜合性問卷調查，自一九九０年開始以五年為

期，進行每期五次的調查計畫。二０００年已經

執行了第四期第一次的問卷調查。各期第一次調

查是延續第一期的兩組問卷，以跨科際的綜合調

查為主，包括了社會、政治、文化、教育、大眾

傳播、心理、精神醫學等學門。而以五年為期的

第二至第五次的調查則是各自進行兩個主題的專

題調查，如：家庭、社會階層、社會網路、文化

價值、宗教、政治文化、政治參與等，且每隔五

年對同一主題再行施測。這個調查計畫執行到

此，前後已有十七年之久，共完成了二十四個問

卷調查資料庫可供學術界進行分析研究。 

調查資料的公開有助於學術研究的發展，以

及節省經費與減少不完整的調查數目。全台大型

的抽樣調查，非單一或少數研究人員所能完成。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除了建構社會變遷資

料庫網站，提供資料的檢索與下傳之外，同時亦

委託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學術調查研究資

料庫公開釋出資料。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為了使

資料內容更為正確，方便二手資料使用者利用，

進行了縝密的資料整理與檢核之相關工作後，才

對外公開釋出。再者，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也建

構了社會變遷問題討論區網頁，提供使用者意見

交流，並回覆使用者所遇到的任何疑問與狀況處

理。目前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已將四期一次以前

的問卷調查資料對外開放，申請資格、申請方式

請參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之相關規定。 

（內容摘自瞿海源、章英華，台灣社會變遷基本

調查的運作成效及未來的努力方向。調查研究，

2000年 8月，第 8期，頁 105-113）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選舉調查 

系列一  邱慕慈 

一、政大選舉研究中心之簡介： 

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成立於民國七十八年一月

二十八日，其成立之宗旨，主要在於推動下列工

作： 

1. 研究本國及外國之選舉制度與選舉行為，建立

完整而有系統之研究文獻。 

2. 蒐集國內外相關法令規章、實務資料及著作。 

3. 推動選舉之科際研究，建議具體解決問題之辦

法，提供政府及大眾參考。 

所執行之研究，通常是結合政治、社會、新

聞、廣告、心理、法律、經濟、公共行政、國際

關係、統計、資訊科學等不同學校、學院的學者，

且歷年來所從事之研究，多為大型計畫，並邀請

各相關領域學者參與。計畫的執行通常同時採用

面訪及電話訪問等研究方法，而為了促進選舉研

究及累積研究成果，目前已建構完成之資料庫有

「投票紀錄資料庫」及「國科會補助之研究計畫

資料庫」，另外自民國七十九年起，政大選舉研究

中心接受委託針對政治社會重大問題從事民意調

查作為施政參考，並從事改善研究方法及研究技

術，在民國 80年發展出「條碼問卷輸入系統」，

以光筆掃描條碼，直接將問卷答案輸入電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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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人工過錄易產生之錯誤。 

二、政大選舉研究資料之歷史沿革及內容介紹： 

由於八十六年度國科會專題計畫：「國科會調

查研究資料庫存放制度之建立：政治大學選舉研

究中心部分」之執行，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將自民

國七十九年之後，受國科會補助之研究計畫資料

捐贈予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學術調查研

究資料庫」，共有 25筆。 

研究的理論架構乃採取密西根大學早期所提

出的漏斗狀因果模式(Funnel of Causality )，其為

綜合考慮選民行為的架構，用以解釋選民的投票

行為，而研究目的為希冀透過此模式以估測適合

台灣地區的基本理論模式，並進行更完整的理論

模式探索。  

（部份內容摘自於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全球資

訊網，網址：http://www2.nccu.edu.tw/~s00/） 

系列一   呂佩蕙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衛生處，自民國六十九年

起每五年進行一次全國營養健康狀況調查，其目

的在於以整合、系統的方式，定期調查國人的營

養健康狀況，以供衛生單位作為衛生政策之參

考。其中，第三次全國營養調查，改稱第一次國

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Nutrition and Health 

Survey in Taiwan, NAHSIT, 1993-1996），於民國八

十二年七月至八十五年六月間針對台灣各地區之

民眾進行實地調查，主要調查內容為民眾之營

養、健康狀況、生活形態、健康知識/行為/態度。

本計畫由台大醫學院生化科黃伯超教授及中央研

究院生物醫學科研究所潘文涵研究員主持，針對

全國四歲以上之民眾，依年齡層分別進行飲食、

營養、健康狀況調查。 

此次調查是將台灣地區 359個鄉鎮市區，分

為客家、山地、東部、澎湖、院轄市、直轄市、

都市化程度第一級地區、都市化程度第二級地區

等七層。各層抽出 3個鄉鎮市區，同一鄉鎮市區

中再分別選取 3個村里，以第一年完成 21個鄉鎮

市區、21村里，三年共完成 63個村里的方式進

行，並以三季（11-2 月、3-6 月、7-10 月）進行

訪視，以控制季節效應。每個村里中，再按照年

齡層（學齡前、小學、國中、高中、成人、中老

年、老年人）與性別層，各抽出 8或 16位個案共

160位個案參與調查，三年總計抽樣人數為10080

人。最後實際取樣人數為 9662人。家訪回應率三

年平均為 86％，針對已接受家訪的個案進行健康

檢查，其回應率為 65％。 

主要調查內容包含 

（一）飲食營養部分： 

1. 二十四小時飲食回憶法（兒童僅回憶食

物項目）、飲食頻率、營養補充劑、素

食等問卷。 

2. 營養生化指標（血紅素、攜鐵蛋白飽和

度、儲鐵蛋白、維生素A、E、B1、B6、

葉酸、尿中電解質等）。 

3. 營養與健康知識、行為、與態度問卷。 

（二）健康狀況部分： 

1. 生活形態（抽煙、喝酒、運動狀況）、

疾病史問卷。 

2. 體位測量（身高、體重、三頭肌和肩胛

後肌皮脂厚度、生物抗阻、腰圍、臀圍、

上臂圍、腕圍）、血壓測量、心電圖測

量。 

3. 臨床血液生化檢查（血中總膽固醇、高

密度及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三酸甘油

酯、尿酸、血糖、SGOT、SGPT）。 

（內容摘自潘文涵等，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

查，NAHSIT 1993-1996：調查設計、執行方式、

及內容，中華民國營養學會雜誌，V.24 No.1，頁

1-10） 

該調查資料已於 2001年對外公開釋出，該調

查資料由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依據問卷內容分為

家戶資料、基本問卷、飲食、疾病史、認知與行

為、營養素、體檢資料七大部分。分別提供問卷、

過錄編碼簿、SAS系統檔及 SAS程式。同時，在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網站中亦可查詢有關該

計畫之相關文件。

 
第一次國民營養健康狀
況變遷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