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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別：四等考試 

類科：社會行政 

科目：社會研究法概要 

 

一、我們在研究過程中，都可能牽涉到某些推論程序。研究者經常採用的兩類推論程序包括歸納

法(induction)及演繹法(deduction)。請說明並比較此兩種取向的推論程序分別為何？依照其推

論原理及程序，那些情況採用歸納法較為適合？又什麼樣的情況較適合採用演繹法之推論程

序？（25 分） 

破題關鍵：此題為考古題，除推論程序外，其適合情境可連結量化（演繹法）與質化（歸納

法）。 

【擬答】 

 

推論程序 

先觀察、蒐集及紀錄若干個別事例，探求其共同特徵或特徵間的關係，從而將所得結

果推廣到其他未經觀察的類似事例，而獲得一項通則性的陳述。 

醫院社會工作師長期觀察病房的病童，發現當父母陪同病童的時間越短，則病童的焦

慮程度越高，因此他認為「父母對孩童的情感表現會影響孩童的心理狀態」即是。 

適合情境 

進入一個很不熟悉的社會系統時，較為適用：當一個研究的主題鮮為人知時，例如：

自殺者的心聲，縱使這題目有人研究過，但也只是籠統的探討，無法觸及當事者的內

心世界。一旦當事者的心路歷程是研究的主要項目時，歸納法就是最好的方法。 

適用於描述複雜的社會現象，需要案主的主觀理念，以及實際參與者客觀印象的表現

時：真正的客觀是由很多人的主觀集合而成的。當實際參與者把所見所聞、所思所

言，在毫無阻礙的狀況下陳述出來時，一個客觀的事實才能順利的呈現出來。 

 

推論程序 

自一項通則性的陳述開始，再根據邏輯推論的法則，獲得一項個別性的陳述；即從普

遍性推論到特殊結論的邏輯模型。 

研究者依據相關理論並發展出以下之研究假設：乳房切除手術婦女病患在術後的沮喪

程度與其所感受之社會支持程度有關，並依此發展問卷項目，此種研究過程即是。 

適合情境 

所要研究的環境和文化，事先已有大量的資料時：在定義上或操作化上不會有太大的

爭議時，就可用演繹法。 

比較容易控制，或稍具有權威背景時：一些量化的研究，只要透過關係或是得到受訪

者的同意時，調查馬上就可以進行。這種對案主的權威、控制或是得到當事者的合作

與支持時，演繹法就可以很順利的完成。 

 

二、請說明「非隨機抽樣法」的意義，並請至少列出四種非隨機抽樣的方法，加以討論比較。

（25 分） 

破題關鍵：此題為考古題，除定義清楚抽樣方法外，可舉例加以說明。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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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隨機抽樣法：為符合研究目的，對樣本的抽取，不得不按其需要，選出具代表性的個體

作樣本。這種依研究人員需要與意願，選取具某種特性之個體作為樣本，又稱立意抽樣。

例如：在電視的叩應節目中，民眾打電話表達意見即是。 

四種抽樣方法 

配額抽樣（Quota Sampling）：又稱定額抽樣。研究者主觀意願決定的成分比隨機成分

來得大，應用於群體資料不足時。如：想瞭解社區民眾對社區照顧的看法，依不同職

業、教育程度、性別、年齡作配額抽樣。 

判斷抽樣（Judged Sampling）：根據研究者的需要、方便，依主觀判斷有意抽取研究上

的樣本。如電視記者詢問病患對醫生問診態度的看法。 

偶然抽樣（Accidental Sampling）：研究所需的樣本早就在研究者的手邊，研究者不必

再進行隨機抽樣的手續。如在醫院服務的醫務工作者，以所服務科別的個案為樣本作研

究。 

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只熟知某一部分的人時，從已知的人數中去蒐集資

料。如從一名男同志訪問起，再請他介紹其他樣本。 

比較 

若母體具有異質性，可採配額抽樣；若強調研究主觀認定，則採判斷抽樣；若強調研究所

需的樣本早就在研究者的手邊，則採偶然抽樣；若研究主題不熟悉，則須採滾雪球抽樣。 

 

三、執行問卷調查時，因資料蒐集的方式不同可以區分數種。請比較下列三種調查方式的優點、

缺點與適用時機：面對面訪問調查法、郵寄問卷法、電話訪問調查法。（25 分） 

破題關鍵：此題為考古題，可透過不同面向進行面對面訪問調查法、郵寄問卷法、電話訪問調查

法比較。 

【擬答】 

執行問卷調查時，因資料蒐集的方式不同，可以區分面對面訪問調查法、郵寄問卷法、電話

訪問調查法三種。茲就時間、成本等各面向，比較三種調查方式的優點、缺點與適用時機：  

時間：電話訪問最迅速，面訪及郵訪次之。 

電話訪問：若從電話簿抽樣具有其便利性，且電話訪問所問之問題多屬簡易的答項，問

題也不宜太多。 

面訪：乃面對面訪談，若屬非結構型之問卷，必須加以探查追問，因此面訪花費較多時

間。 

郵訪：有礙於回收率之影響，使得在催覆的過程中必須花費大量時間，才能蒐集到有效

的資料。 

成本：面訪最高，電訪次之，郵訪最低。 

面訪：面訪須花費大量的人事成本、時間、經費才能蒐集到完整且深入的資料。 

電訪：電訪雖屬便利，但仍需考量其人事成本及電話費用。 

郵訪：僅須將問卷大量印刷，郵寄至受訪者手中，可節省人事成本，且印刷、郵寄經費

低。 

信效度：面訪最高，郵訪次之，電訪最低。 

面訪：面訪所獲得之資料詳盡且深入，訪員在亦可針對受訪者的疑問加以解釋，避免資

料不完整或遺漏資料，並且訪員與受訪者互動的過程中，訪員可觀察其態度、表情、動

機，以確認資料的可信性，但面訪易受社會期望偏誤所影響。 

郵訪：由於郵訪說假話的機會比起面訪低，隱私性相對提高，因此可詢問敏感性、隱私

性的問題，以提高其效度。加以郵問不受訪員之影響，降低了訪員偏差。 

電訪：由於電訪所問之問題較簡易且不易深入，加以電訪的題數較少，信度、效度相對

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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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比較並說明實驗室研究與實地實驗的定義，及其優點與缺點。（25 分） 

破題關鍵：此題為考古題之延伸，可透過實驗設計與準實驗設計之對照解釋實驗室研究與實地實

驗的定義，及其優點與缺點。 

【擬答】 

實驗室研究 

定義：是指研究者在妥善控制一切無關變項的情況下，操縱實驗變項，而觀察此變項的

變化對依變項所產生的影響結果；換言之，就是指在小心控制可能影響實驗結果的因素

下，探求自變項與依變項間的關係。 

優點 

能夠確立因果關係：是社會科學研究中建立因果關聯的最好方法。在實驗中，實驗者

可以操縱實驗刺激即自變量使其作用獨立出來。 

花費較少：同其他社會研究方法相比，實驗法的費用常常是很低的。受研究目標和特

性的限制，規模往往比較小。較少的對象、較小的規模、較短的時間決定了實驗的費

用不會太多。 

易於重複：重複一項研究對於獲得可靠的結論來說，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雖然其它

的一些社會研究方法也可以進行重複，但常常是不如重複一項實驗方便的。 

控制能力強：對研究對象、研究環境、研究條件等具有控制的能力，這對資料的分析

和假說的檢驗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而在各種社會研究方法中，實驗組的控制能力

最強。它透過對實驗條件和實驗對象的控制，可減少和排除外部因素對實驗結果的影

響，減少各種誤差的產生。同時，它通過對自變量和實驗環境的控制，使結果的可信

程度大大提高。 

缺點 

缺乏「現實性」：之所以能夠確立自變量與依變量之間的因果關係，關鍵在於它透過

各種設計方式，把其它一些因素的影響控制在最小限度以內，以突出實驗刺激對依變

量的影響。 

樣本的缺陷：把一項實驗所得的結論推廣到更大的母體時，往往存在著較大的危險。

在社會學中，實驗法則主要用在社會心理學或小群體研究，形成這種狀況的重要原

因，就是實驗只能研究一個相當小的樣本。 

實驗人員的影響：「人們對他人行為的期望，可導致他人向預期方向改變」。在實驗

中，實驗人員有意或無意地給實驗對象以某種暗示，某些實驗對象會有意去迎合實驗

者的期望。從而，就有可能出現實驗對象的行為受到實驗人員影響的情況。 

倫理及法律上的限制：社會研究的對象是人，因而實驗所能操縱的自變量常常受到現

實生活中倫理或法律的限制。比如，我們不可能為了進行有關人口密度和侵犯行為間

的關係的實驗，而讓眾多的實驗對象長時間禁閉在擁擠的室內，也不可能允許他們之

間發生各種暴力侵犯的行為。 

實地實驗法 

定義：是指研究者在現實情境下，操縱實驗變項，而觀察此變項的變化對依變項所產生

的影響結果。 

優點 

研究的情況愈近似現實的情況，變項就愈有力，且實際適用的可能性亦愈大。 

非常適合於研究，在極似真實生活的情況下所發生的複雜的社會影響、過程及其變

化。對各種問題具較大的通融性與適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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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於檢定理論，也適合於發現實際問題的解決辦法。適合檢定廣泛的假設。 

缺點 

有些自變項是無法操作的。 

隨機化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