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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引言 

調查抽樣最常見的用途之一是用在政治或選舉的

民意調查 (political polling)。 

社會研究者必須選取觀察對象，藉以概推其他無

法被觀測之人群與事件。 

 選取觀察對象的過程，就稱為 抽樣(sampling)。 

了解抽樣的邏輯對進行社會研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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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抽樣的簡史 

社會研究領域中，抽樣技術的發展是與選舉民意
調查攜手並進的。 

 6.2.1 Alf Landon 總統 

 Digest 的民意調查－抽樣架構 (sampling frame) 可

能有問題。 

 6.2.2 Thomas E. Dewey 總統 

 Gallup 民意調查－定額抽樣法 (quota sampling)。 

 6.2.3 兩種類型的抽樣方法 

 非機率抽樣、機率抽樣 



6.3 非機率抽樣 

非機率抽樣 (nonprobability sampling) 

 任何使用不是經由機率理論所主張的方式所選取

樣本的技術，均可稱為非機率抽樣。 

 6.3.1 仰賴可得受訪者法 (reliance on available 

subjects) 

 常被稱為「便利性」或「偶然」抽樣。 

 對社會研究而言，此方法對於樣本的代表性，無

法提供任何的控制。是極端危險的抽樣方法。 

 



6.3 非機率抽樣 

 6.3.2 立意或判斷抽樣法 (purposive or judgmental 

sampling) 

 立意抽樣基於研究者判斷何者為最適當或最具代

表性，選取所觀察的單位作為樣本。 

 6.3.3 滾雪球抽樣法 (snowball sampling) 

 通常在田野研究中使用，當訪問某一個受訪者時

同時請他建議其他受訪的對象。有時被認為是一

種偶遇抽樣(accidental sampling)。 



6.3 非機率抽樣 

 6.3.4 定額抽樣法 (quota sampling) 

 定額抽樣基於預設的特徵基礎上進行樣本的選取

，因此全部的樣本會與被研究的母體中預設存在

的特徵具備相同的特徵分配。 

 以矩陣(matrix)、或表格的方式，陳述目標母體的

特徵。 



6.3 非機率抽樣 

 6.3.5 選取「報導人」 

 當研究者進行一項實地研究，企圖了解某些社會

情境 (social setting) 時，他們的了解和知識，大部

分來自於被研究團體中某些成員的合作。 

 報導人 (informant)： 

某些人對你所想要研究的社會現象有相當的了解，同

時也願意告訴你他所知道的現象。 

請不要將報導人與受試者二者產生混淆。 

 



6.4 機率抽樣的理論與邏輯 

機率抽樣 (probability sampling) 

 依據機率理論而進行樣本選取的一般型式，典型

的機率抽樣涉及了某些隨機選取的機制。特定的

機率抽樣的型式包括了EPSEM, PPS, 簡單隨機抽

樣及系統抽樣等方式。 

 基本意涵 

為了能夠對整個母體提供有用的描述，一個來自整個

母體的樣本個體，必須包含存在於母體的同樣變異。 



6.4 機率抽樣的理論與邏輯 

 6.4.1 有意與無意的抽樣偏誤 

 偏誤 (bias)：意謂所選取的樣本無法典型地代表其

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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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 代表性與抽取機率 

 代表性 (representativeness) 

樣本與樣本被選取的母體具有相同特徵分配的品質。 

代表性的意涵指由樣本所作出的描述與解釋可被預設

為與具有母體相同的特徵。 

代表性可藉由機率抽樣的方式增強，並且提供概推性

與推論統計使用。 

 EPSEM (equal probability of selection method) 



6.4 機率抽樣的理論與邏輯 

 機率抽樣係以隨機選取(random selection) 的程序

為基礎。 

元素 (element) 

組成母體以及被選入樣本的單位。元素與分析單位有別

，後者是用在資料分析中。 

母體(population) 

一個研究中由理論所界定元素的聚集。 

研究母體(study population) 

樣本被實際選取的元素之聚集。 



6.4 機率抽樣的理論與邏輯 

 6.4.3 隨機選取 (random selection) 

 一種抽樣方法，此方法中每一個元素都有相同的

被選取的機會，並獨立於選取過程中的任何其他

事件。 

 抽樣的最終目的： 

從母體抽取若干元素，而我們對這些元素的描述，可

以正確的描述其所來自的母體。 

 抽樣單位 (sampling unit) 

在某些抽樣的階段中所考慮選取的元素或元素組(set)

。 



6.4 機率抽樣的理論與邏輯 

 6.4.4 機率理論、抽樣分配、及抽樣誤差的估計 

 機率理論 (probability theory) 

數學的一個分支，提供了估計母體參數的基礎。 

 抽樣分配(sampling distributions) 

以一個從母體抽出的單獨樣本，我們可以估計母體的

參數。 

 抽樣誤差 (sampling error) 

在機率抽樣中誤差被期待的程度。 

決定抽樣誤差的公式三個因素： 

樣本規模、母體參數、以及標準誤。 



6.4 機率抽樣的理論與邏輯 

 十個個案的抽樣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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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機率抽樣的理論與邏輯 

 抽樣分配與抽樣誤差的估計 

統計值 (statistic) 

一個樣本中某個變項的總結性描述，通常用來估計母體

參數。 

標準誤 (standard error)：是抽樣誤差的測量值。 

 

 

在機率理論裡，標準誤提供非常有價值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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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機率抽樣的理論與邏輯 

 通常，我們不會知道母體參數是多少： 

我們之所以進行抽樣調查的理由，正就是為了估計該

母體參數值。 

 而且我們也不會抽取很多的樣本： 

我們只會抽取一個樣本，我們可以針對實際抽取進行

研究的那個單一樣本，做出若干預設。 



6.4 機率抽樣的理論與邏輯 

 信心水準 (confidence level) 

母體參數會落入某個既定信賴區間的可估計機率。 

 信賴區間 (confidence interval) 

母體參數被估計可能落入的數值的範圍。 

 通常，會以下列方式表現樣本統計值的正確性： 

在某一信心水準之下，樣本統計值將會界於母體參數

上下若干間距範圍之內。 

 以一個從母體抽取出來的樣本為基礎，我們可以

估計母體的參數，以及估計可能的誤差程度。 

 



6.4 機率抽樣的理論與邏輯 

 在少數的選取夠大比例的樣本的情況下，就可以

計算一個「有限母體修正」以調整信賴區間。 

 



6.5 母體與抽樣架構 

抽樣架構 (sampling frame) 

 構成母體單位的清冊或準清冊，從此清冊中得以

選取樣本。 

 抽樣架構必須與我們希望研究的母體一致。 

 最簡單的抽樣設計裡，抽樣架構其實就是研究母

體之所有元素的表列清冊。 

實務上，通常研究者藉由既有的抽樣架構界定研究母

體，而非由研究母體界定抽樣架構。 



6.6 抽樣設計的類型 

 6.6.1 簡單隨機抽樣 (simple random sampling, 

SRS) 

 一種機率抽樣的方式，在此種方式中，母體中的

母一個單位均被賦與一個流水號，接著產生一組

隨機號碼，具有這些號碼的單位就被選入樣本。 





6.6 抽樣設計的類型 

 6.6.2 系統化抽樣 (systematic sampling) 

 一種機率抽樣的方式，在此種方法中，清冊中每

隔 k 個單位就被選入到樣本中。 

你可以將母體規模除上所要的樣本規模就會得出 k 值

；k 被稱為取樣間隔。 

 在某些限制下，系統化抽樣與簡單隨機抽樣在功

能上是相等的，並且較容易使用。通常第一個單

位是由隨機方式選取的。 



6.6 抽樣設計的類型 

 系統化抽樣中，經常使用兩個專有名詞： 

抽樣間距 (sampling interval) ： 

母體中被選取為樣本的二個元素之間的標準距離 。 

 

 

抽樣比率 (sampling ratio)： 

母體中被選取為樣本的元素之比率。 

 

 



6.6 抽樣設計的類型 

 6.6.3 分層抽樣 (stratification) 

 構成母體的單位之集群，在抽樣前每個集群均為

同質性的（或稱為層）。 

 這個程序可以結合簡單隨機、系統抽樣及集群

(Cluster) 抽樣來使用，有助於增進樣本代表性，

至少就用以分層的變項而言是如此。 

如何選取變項作為分層依據，通常是取決於手上可得

的變項而定。 





6.6 抽樣設計的類型 

 6.6.4 系統化抽樣所隱含的分層化 

 若母體清冊的排列方式，隱含存在分層化的模式

，則系統化抽樣較簡單隨機更為正確。 

 6.6.5 案例：大學生的抽樣 

 研究母體與抽樣架構 

 分層化 

 樣本選取 

 樣本的修改 



集群抽樣 (cluster sampling) 

 一種多階段抽樣，這種方式在一開始時選取自然

的群體（集群），在隨後的抽樣中，這些被選取

的群體的成員又被分為次樣本 (subsampled)。 

 多階段集群抽樣法其實是重複兩個步驟： 

表列清冊 

抽出樣本 

6.7 多階段集群抽樣 



6.7 多階段集群抽樣 

 6.7.1 多階段設計與抽樣誤差 

 多階段集群抽樣法深具高度效率，在此效率的代

價，卻是獲得一個較不正確的樣本。 

 抽樣誤差可以藉由兩種因素加以降低： 

增加樣本規模 

增加所抽取元素之間的同質性 





6.7 多階段集群抽樣 

 6.7.2 多階段集群抽樣中的分層 

 分層化可以應用在每一階段的抽樣中。其主要目

的，即是達到更高的同質性。 

 6.7.3 按規模之比例的機率抽樣(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簡稱PPS) 

 此種方法中，被選取的集群之機率並不相等（請

參見EPSEM），而是按規模調整其機率比例─由

被選為次樣本的單位的數字加以測量。 

 普遍運用於許多的大規模調查方案裡。 



6.7 多階段集群抽樣 

 6.7.4 不等比例抽樣與加權 

 加權(self-weighting) 

對不同的個案賦與不同的權重，意即被選為樣本的個

案有不同的選取機率。 

用最簡單的概念來看，每個個案的權重等於其被選取機

率的倒數。當所有個案被選取的機率相同即無需加權。 

 當我們引用不等比例抽樣時，如果沒有伴隨適切

的加權措施，將可能發生若干問題。 



機率抽樣仍然是選取研究元素最有效的方法，因

為： 

 (1) 它允許研究者在元素選取過程中避免產生偏誤 

 (2) 它允許誤差的估計 

6.8 機率抽樣的回顧 



機率抽樣仍存有誤差的風險 

 研究者必須告知讀者任何可能使結果產生誤導的

誤差。 

當非機率抽樣方法被用來獲得母體中變異的範圍

時，研究者必須小心地不要誤導讀者將變異與母

體中的典型相互混淆。 

6.9 抽樣的倫理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