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4 研究方法 

內容精析 

一、基本概念 

母群體（population）： （92特） 

指研究者所界定調查研究對象的集合體。例如：調查台灣地區老

人身心狀況及需求之研究，則所有台灣地區老人都是母群體。 

母群體的大小，視研究者所界定的範圍而定。例如：以台灣地區

老人為對象，則母群體所包括的個數即相當龐大，但若僅限於新

竹市老人，則母群體就變得比較小。 

母群體愈小，抽樣愈容易，但是所得結果僅能推論到這個有限的

小群體，而研究的價值亦相對地減低了。所以研究對象的母群體

以較大者為宜。 

抽樣單位（sampling unit）： 

指構成母群體的基本單位。如要調查全校二千名學生的身高，如

果以學生為基本單位，則每一學生皆是一抽樣單位，如果以班級

為基本單位，則每一班級皆是抽樣單位。 

不同的抽樣過程中，有不同的抽樣單位。抽樣單位不限於個人，

亦包括家庭、公司、學校等團體。若研究家庭收支情形，則抽樣

單位就是家庭。 

樣本（sample）： （86高） 

從母群體中抽取出來的對象稱之為樣本。例如從新竹市老人中，

抽取一千名老人，這一千名老人即為樣本。 

樣本所得結果能否正確推論到母群體，完全取決於樣本是否具有

代表性。 

樣本是否具有代表性，則視下列三項因素而定： 

抽樣方法是否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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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大小是否足夠。 

研究者是否能精確的由每一樣本獲取期望的資料。 

二、抽樣（sampling）的相關概念 （72高；73普；78基乙） 

抽樣的意義與功能： 

意義：抽樣是選擇觀察對象的一個過程，即研究者從母群體中抽

取一小部分樣本深入研究，用此部分資料作為全部事實論斷的根

據，這種從母群體中抽出一小部分樣本加以研究的過程，即稱為

抽樣。 

功用： 

節省人力與物力：受到時間、經費或人力之限制，無法從事普

查。而抽樣可以節省調查經費，降低資料分析成本，擴大研究

計畫，推廣其用途。用較少的時間、財力、人力而能獲得相當

可靠的資料，此項功用是抽樣法最大的優點。 

縮短整理資料時間：抽樣可配合特定性與機動性之行政措施，

迅速獲得調查結果，使其資料實用價值更大。 

對所抽樣本深入調查：抽樣可對研究對象或樣本進行更深入之

了解與分析，可獲得更多的有利訊息。 

減少非抽樣誤差：抽樣可以使研究計畫更週詳，同時資料之蒐

集與處理較不易產生錯誤。增加可靠性，可靠性較普查法

更佳。 

避免損壞研究個體：當調查時如果要損壞被調查對象，此時只

能用抽樣法避免造成產品的損失。例如：消基會檢驗市售礦泉

水是否合乎標準，避免全部檢查造成產品損壞，雖有利用抽樣

法才能減少產品的損失。 



6-6 研究方法 

注意事項：為使所抽出的樣本能代表母群體，須注意以下兩點： 

適當的抽樣方法。 

適當的樣本數。 

抽樣的步驟： 

清楚界定研究的母群體。 

取得母群體名單。 

採用適當抽樣技術。 

抽出的樣本能代表母群體。 

抽樣的方法：抽樣的方法可分為兩大類：隨機抽樣、非隨機抽樣。 

 （95、84、78、72普；83、72高；82台大；78東海） 

隨機抽樣法（random sampling）： 

意義：隨機抽樣即指母群體中隨機抽取若干個體為樣本，在抽

取樣本過程中，不受研究者或抽樣者任何人為影響，完全按隨

機方式抽樣，使母群體中之每一個體均有同等被抽出的機會，

如此取得的樣本才較客觀且具代表性。 

優點： 

所得的隨機樣本，可以統計方法詳估其價值，並以抽樣誤差

解釋情報之可靠程度。 

可以避免由主觀安排母群體樣本點加入樣本所造成的誤差。 

可以獲得較具代表性的樣本，因而可將研究的結果推論到抽

樣所依據之母群體或類似的群體。 

種類： 

簡單隨機抽樣法（simple random sampling）： （85普） 

A. 意義：即母群體中，每一抽樣單位被抽取時，有相同且

已知機率的一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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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步驟：如果要在2,000個母群體中，抽出200個樣本，則： 

首先需將母群體中所有個體作統一編號，每一個體均

編一個號碼。 

將每一號碼書寫於大小、顏色、形狀、厚薄均完全相

同的卡片或球上，則有2,000張卡片或2,000個小球。 

將上述卡片或小球置放於箱內，徹底洗亂後，隨手抽

出200張卡片或小球（為保持相同機率，抽出後應放

回，如有重複中選者，則再重抽）。這些抽取出來的

卡片或小球，即為簡單隨機抽樣所抽取的樣本。 

C. 應用範圍：當母群體抽樣單位不多，且同質性高時，適

用簡單隨機抽樣。 

D. 優點： 

方法簡單易行。 

合乎抽樣的均等原則和獨立原則。即母群體中每個抽

樣單位被抽中的機會完全相等，且抽到任何一個抽樣

單位時，並不影響其他單位被抽中的機會。 

由於個體被抽中之機率均等，故較易推估母體母數及

抽樣誤差。 

為其他抽樣方法之基礎。 

E. 缺點： 

 不適合母群體龐大的研究：當母群體單位數甚多時，

要將每一個體編號造冊，不僅費時且工作繁複，不是

經濟有效的方法。 

 不適合異質性研究：若為複雜的異質性母群體，使用

簡單隨機抽樣，因樣本過於自由出現，導致樣本非常

集中，特別是分層非常明顯的時候，此抽樣法無法因

母群體特質自動分配樣本多少，導致推估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