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抽樣調查失敗樣本的分析  

The Analysis of the Nonresponse in Sampling Surveys 
計 畫 編 號 :  N S C  8 6 - 2 4 1 2 - H - 0 3 1 - 0 0 6 - K 5  

執 行 期 限 :  8 5 年 8 月 1 日  至 8 6 年 7 月 3 1 日  
主 持 人 : 黃 朗 文 副 教 授       東 吳 大 學 社 會 系  

 
一 .中 文 及 英 文 摘 要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要 探

討 郵 寄 問 卷 和 電 話 訪 問 的 抽 樣

調 查 中 之 失 敗 原 因 及 失 敗 樣 本

的 特 徵 。  

  在 控 制 了 調 查 訪 問 主 題 、

問 卷 內 容 及 訪 問 時 間 之 後 ， 我

們 針 對 全 省 15 到 65 歲 成 年 人 進

行 抽 樣 。 在 未 使 用 替 代 樣 本 或

膨 脹 樣 本 的 情 形 下 ， 此 次 郵 寄

問 卷 的 調 查 訪 問 之 回 應 率 高 達

47 . 1%， 未 回 應 率 為 52 . 9%。 30

歲 以 下 及 45 歲 以 上 的 受 訪 者 及

小 學 以 下 教 育 程 度 的 受 訪 者 是

回 應 率 較 差 的 。 而 性 別 及 是 否

有 給 予 抽 獎 的 誘 因 則 並 未 對 回

應 率 造 成 差 異 。 在 電 話 訪 問 的

調 查 結 果 方 面 ， 在 電 話 訪 問 的

調 查 結 果 方 面 總 撥 號 次 數 中 ，

對 有 2 / 5 的 機 率 會 遇 到 無 法 接

聽 者 ， 而 在 被 撥 通 的 電 話 中 ，

訪 問 成 功 的 比 率 為 26%，拒 訪 的

佔 31%，在 初 步 接 觸 後 即 中 止 訪

問 的 佔 了 43%。  

 

  T h e  m a i n  p u r p o s e  o f  t h i s  
s t u d y i s  t o  a n a l yz e  t h e  
n o n r e s p o n s e  i n  t h e  s a m p l i n g  
s u r v e y ,  c o n d u c t e d  b y t e l e p h o n e  
i n t e r v i e w  a n d  m a i l  s u r v e y .  

A f t e r  c o n t r o l l i n g  t h e  t o p i c  ,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a n d  s u r v e yi n g  
t i m i n g  ,  a d u l t s  a ge d  f r o m  1 5  t o  
6 5  a r e  s a m p l e d  .  W i t h o u t  u s i n g  
s u b s t i t u t e  o r  i n f l a t e d  s a m p l e s  ,  
t h e  r e s p o n s e  r a t e  o f  t h e  m a i l  
s u r v e y i s  4 7 . 1 %  ,  n o n r e s p o n s e  
r a t e  5 2 . 9 %  .  T h o s e  w h o  a r e  
u n d e r  a ge  3 0  o r  a b o v e  a ge  
4 5 , l o w  e d u c a t i o n  l e v e l  h a v e  
l o w e r  r e s p o n s e  r a t e  ;  ge n d e r  o r  
w h e t h e r  g i v e n  l o t t e r y i n c e n t i v e  
d o s e  n o t  m a k e  a  d i f f e r e n c e  o n  
r e s p o n s e  r a t e  . In  t h e  t e l e p h o n e  
i n t e r v i e w  , t h e  r e s u l t s  s h o w  t h a t  
a m o n g  a l l  d i a l i n gs  , t h e  c h a n c e  
t h a t  c a n ’ t  m a k e  t h e  p h o n e  c a l l  
t h r o u gh  i s  2 / 5  .  A m o n g  t h e  
p h o n e  c a l l s  a n s w e r e d  ,  t h e  
p r o p o r t i o n  o f  s u c c e s s f u l  
i n t e r v i e w  i s  2 6 %  ,  t h e  r e f u s a l  i s  
3 1 %  , a n d  4 3 %  o f  p h o n e  c a l l s  
a r e  a b o r t e d  a f t e r  t h e  i n i t i a l  
c o n t a c t s .  
 
二 .緣 由 與 目 的  

 
在 社 會 學 的 經 驗 研 究 中，利

用 抽 樣 調 查 來 蒐 集 研 究 者 所 需

的 研 究 資 料 是 相 當 普 遍 且 行 之

以 久。但 不 論 研 究 者 所 採 取 的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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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方 是 是 面 訪、電 話 訪 問 或 是 利

用 郵 寄 問 卷，都 會 遭 遇 到 訪 問 失

敗 的 情 形，而 訪 問 失 敗 所 造 成 的

可 能 偏 誤 則 直 接 影 響 到 樣 本 的

代 表 性 。  

 
若 是 訪 問 失 敗 的 樣 本 佔 總

樣 本 的 比 例 非 常 微 小，或 者 是 研

究 者 可 以 假 設 失 敗 樣 本 的 特 徵

並 無 意 於 訪 問 成 功 的 樣 本，則 研

究 者 儘 管 可 以 依 據 所 收 集 到 的

訪 問 成 功 樣 本 的 資 料 進 行 研

究、分 析 或 進 一 步 的 統 計 推 論 。

但 是 從 現 實 的 調 查 訪 問 的 條 件

來 看，大 部 份 訪 問 失 敗 的 比 例 不

僅 不 容 忽 視，且 有 逐 年 增 加 的 趨

勢；而 失 敗 樣 本 的 特 徵 是 否 異 於

成 功 樣 本，則 令 人 質 疑。目 前 在

方 法 上 對 失 敗 樣 本 常 見 的 補 救

方 法 大 都 以 加 權 或 補 遺 的 方 法

來 處 理，但 其 基 本 原 則 是 以 已 知

的 成 功 樣 本 來 假 設 未 知 的 失 敗

樣 本，在 推 估 上 不 免 令 人 質 疑 。

基 本 之 道，必 須 先 瞭 解 訪 問 失 敗

的 原 因 何 在，才 能 進 一 步 分 析 失

敗 樣 本 所 具 有 的 特 徵，或 是 從 失

敗 的 原 因 來 對 症 下 藥，在 抽 樣 設

計 的 階 段 加 以 修 訂 或 改 進 抽 樣

方 法 或 技 巧，才 能 有 效 的 降 低 失

敗 的 情 形 ， 增 加 調 查 資 料 的 效

度，真 正 達 到 統 計 概 推 的 目 的 。 
在 抽 樣 調 查 中 一 般 常 用 的

三 種 調 查 方 法，因 其 抽 樣 所 依 據

的 母 體 清 冊，及 與 受 訪 者 接 觸 、

互 動 方 式 之 不 同，所 以 其 訪 問 失

敗 原 因 也 有 所 不 同，以 面 訪 和 郵

寄 問 卷 而 言，目 前 台 灣 大 部 份 的

研 究 都 是 以 各 行 政 地 區 的 戶 籍

資 料 作 為 抽 樣 的 母 體 清 冊。而 這

也 是 目 前 台 灣 地 區 總 人 口 分 布

狀 況 最 為 詳 盡 完 整 的 母 體 清

冊。然 而 隨 著 經 濟 快 速 發 展 及 城

鄉 之 間 交 通 的 便 捷，人 口 流 動 與

遷 徙 頻 繁，戶 籍 登 記 人 口 與 實 際

居 住 人 口 之 歧 異 已 是 不 爭 的 事

實，因 此，以 戶 籍 登 記 資 料 來 作

為 抽 樣 的 母 體 清 冊，便 造 成 了 在

訪 問 進 行 期 間 的 困 難。而 若 以 電

話 訪 問 進 行 抽 樣 調 查，在 過 去 常

以 各 地 區 的 電 話 號 碼 簿 為 抽 樣

的 母 體 清 冊。但 是 除 了 此 清 冊 所

涵 蓋 的 電 話 號 碼 簿 並 不 完 整 的

顧 慮 之 外，電 話 號 碼 更 新、淘 汰

的 速 度 也 非 此 清 冊 所 能 立 即 修

訂 的 ？ 而 若 以 隨 機 撥 號 的 方

式，則 遇 到 空 號、非 住 宅 電 話 的

機 率 也 非 常 高，時 間 與 經 費 的 增

加 也 是 需 要 考 量 。  
除 了 技 術 方 面 的 考 量 之

外，變 遷 中 的 人 際 關 係 也 是 訪 問

失 敗 率 逐 年 攀 升 的 原 因 之 一，這

對 於 面 訪 及 電 話 訪 問 的 影 響 尤

甚 大，在 國 外 的 抽 樣 調 查 中，拒

訪 是 訪 問 失 敗 的 主 要 原 因，但 可

預 期 的 是 在 未 來 的 調 查 訪 問

中，遭 到 拒 訪 的 機 會 將 會 是 有 增

無 減 。  
在 國 內 雖 然 抽 樣 調 查，相 當

普 遍，但 是 一 缺 乏 對 於 調 查 訪 問

失 敗 的 原 因 作 更 有 系 統 的 探

索。本 計 畫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要 針 對

郵 寄 問 卷 及 電 話 訪 問 的 調 查 方

式，對 訪 問 失 敗 的 主 要 原 因 或 失

敗 樣 本 的 特 徵 作 深 入 分 析 與 探

討。希 望 能 對 於 國 內 從 事 調 查 研

究 工 作 者 能 提 供 一 些 重 要 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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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 果 與 討 論  
 

由 於 考 慮 到 研 究 經 費 及 計 畫

執 行 的 時 間，本 研 究 的 實 際 調 查

工 作 以 電 訪 及 郵 寄 問 卷 為 主。電

話 訪 問 及 郵 寄 問 卷 的 調 查 內 容

均 為 同 一 主 題：「 台 灣 地 區 一 般

民 眾 對 家 務 分 工 的 看 法 」，問 卷

內 容 也 大 致 相 同（ 除 了 某 些 題 目

因 配 合 電 話 語 音 系 統 之 格 式 而

略 有 修 改 ）。兩 項 調 查 同 時 在 八

十 六 年 四 月 間 展 開，但 郵 寄 問 卷

的 調 查 期 間 因 等 候 問 卷 回 收 的

關 係 ， 持 續 較 久 。  
由 於 郵 寄 問 卷 所 依 據 的 抽 樣

母 體 清 冊 為 戶 籍 的 資 料，所 以 即

使 是 未 做 回 應 的 失 敗 樣 本，我 們

仍 掌 握 了 一 些 人 口 基 本 資 料 可

以 對 這 些 失 敗 樣 本 作 進 一 步 的

樣 本 特 徵 分 析，但 是 對 於 失 敗 的

詳 盡 原 因 則 比 較 難 以 掌 握，而 電

話 訪 問 則 無 法 對 樣 本 特 徵 有 進

一 步 的 分 析，以 下 對 失 敗 原 因 作

討 論 。  
在 不 使 用 失 敗 樣 本 或 膨 脹 樣

本 的 原 則 之 下，本 研 究 郵 寄 問 卷

的 部 份 以 分 層 系 統 抽 樣 的 方

法，從 全 省 1 8 歲 到 6 5 歲 成 年 人

抽 出 1 5 0 2 個 樣 本 ， 預 定 回 收 時

間 為 一 個 月，在 這 期 間 前 後 進 行

了 兩 次 催 收。除 此 之 外，我 們 將

總 樣 本 隨 機 分 為 兩 組 次 樣 本，其

中 一 組，若 受 訪 者 將 問 卷 填 妥 寄

回，則 可 參 加 抽 獎 活 動，做 為 鼓

勵 受 訪 者 作 回 應 的 誘 因，另 外 一

組 則 沒 有 給 予 誘 因。最 後 的 統 計

結 果 顯 示，此 郵 寄 問 卷 的 回 應 率

達 4 7 . 1 %，失 敗 率，即 未 回 應 率

為 5 2 . 9 %， 在 回 應 的 樣 本 之 中 ，

有 2 1 %的 受 訪 者 是 立 即 回 應，也

就 是 在 未 進 行 摧 收 之 前 便 回

應；而 有 3 4 %的 受 訪 者 是 在 第 一

次 催 收 之 後 才 收 到 回 應， 4 5 %的

受 訪 者 則 是 在 經 過 兩 次 催 收 之

後 才 回 應，可 見 催 收 工 作 的 重 要

性 。  
至 於 失 敗 的 樣 本 ， 大 部 份 並

無 法 進 一 步 追 查 原 因，有 少 部 份

可 以 知 悉 原 因 的 是 查 無 此 址

（ 1 . 3 % ） 、 無 法 接 觸 到 該 受 訪

者，如 服 役、出 國 等（ 0 . 2 %）以

及 受 訪 者 無 法 或 不 願 作 答，如 智

障、拒 答 等（ 0 . 9 %）。雖 然 在 郵

寄 問 卷 中，對 於 訪 問 失 敗 的 原 因

所 知 有 限，但 是 對 於 失 敗 樣 本 的

特 徵 則 可 以 作 進 一 步 分 析。從 整

體 樣 本 的 人 口 資 料 來 分 析，在 性

別 方 面，經 卡 方 檢 定 的 結 果，並

無 顯 著 的 差 異；但 是 在 年 齡 及 教

育 程 度 上 ， 則 出 現 了 顯 著 的 差

異。其 中 3 0 到 4 5 歲 的 受 訪 者 回

應 率 要 優 於 3 0 歲 以 下 及 4 5 歲 以

上 的 受 訪 者；在 教 育 程 度 方 面 ，

回 應 情 形 最 好 的 為 高 中 程 度，其

次 為 大 學 專 科 及 其 以 上 程 度，小

學 以 下 程 度 的 回 應 情 形 則 顯 得

不 理 想。當 然，這 其 中 包 括 了 不

識 字 的 受 訪 者，對 於 回 達 問 卷 有

其 困 難 度。對 於 戶 籍 資 料 中 所 載

教 育 程 度 之 正 確 性 也 要 列 入 考

量。最 後，抽 獎 的 誘 因 並 未 造 成

兩 組 受 訪 者 回 應 情 形 之 不 同 。  
在 沒 有 使 用 替 代 樣 本 或 膨 脹

樣 本 的 情 形 之 下，這 樣 的 回 應 率

甚 至 比 國 內 一 般 的 面 訪 調 查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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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出 許 多，雖 然 尚 有 其 他 的 考 量

因 素，但 似 乎 顯 露 出 利 用 郵 寄 問

卷 來 進 行 調 查 研 究 的 可 行 性。而

這 裡 所 指 的 考 慮 因 素，其 中 之 一

是 它 必 須 對 於 研 究 主 題 及 問 卷

長 度 有 所 限 制。因 本 研 究 所 進 行

的 主 題 為 一 般 性 內 容，一 般 民 眾

大 多 可 以 接 受 ， 而 問 卷 長 度 較

短，因 此 有 助 於 提 高 受 訪 者 答 題

及 回 應 的 意 願。另 外 所 要 考 慮 的

即 是 未 回 應 者，即 失 敗 樣 本 可 能

具 有 的 特 性 。  
在 電 話 訪 問 的 結 果 方 面 ， 在

總 撥 號 次 數 中，約 有 2 / 5 的 機 率

是 無 法 接 觸 到 任 何 接 聽 者，包 括

忙 線、無 人 接 聽、答 錄 機、傳 真

機、空 號 等，而 其 中 有 一 半 以 上

是 無 人 接 聽 的 情 況，有 1 / 4 是 忙

線 的 情 況 ， 空 號 的 情 形 也 有

1 / 4。 若 只 考 慮 電 話 被 撥 通 ， 訪

員 得 以 進 行 最 初 步 接 觸 的 情

況，則 訪 問 成 功 的 比 率 為 2 6 %，

拒 訪 的 佔 了 3 1 %，而 有 4 3 %則 在

初 步 接 觸 後 即 終 止 訪 問，其 中 的

原 因 最 主 要 為 受 訪 者 在 訪 問 期

間 不 在 家，其 次 為 非 住 宅 電 話 。 
雖 然 對 於 電 話 訪 問 中 失 敗 樣

本 的 特 徵 難 以 進 一 步 去 掌 握，但

是 從 成 功 的 樣 本 中 透 露 出 男 女

兩 性 在 樣 本 分 佈 上 的 差 異；女 性

佔 所 有 訪 問 成 功 樣 本 的 5 5 %，而

男 性 僅 佔 4 5 %。在 控 制 了 訪 問 主

題 、 問 卷 內 容 及 訪 執 行 時 間 之

後，我 們 可 以 看 到 郵 寄 問 卷 與 電

話 訪 問 的 訪 問 結 果。基 本 上，從

這 兩 種 不 同 訪 問 方 式 可 以 獲 知

的 訪 問 失 敗 的 資 訊 不 盡 相 同，但

是 從 以 上 的 訪 問 結 果 我 們 可 以

瞭 解 到 不 同 調 查 方 式 有 不 同 的

難 題 要 克 服。郵 寄 問 卷 方 式 固 然

減 少 對 受 訪 者 的 干 擾，但 是 對 於

失 敗 樣 本 在 某 些 人 口 特 徵 上 的

顯 著 差 異 是 不 容 忽 視 的。而 是 否

必 須 有 更 強 或 其 他 形 式 的 誘 因

才 能 更 進 一 步 提 高 回 應 率 則 有

待 進 一 步 的 實 驗。而 電 話 訪 問 則

要 克 服 的 除 了 技 術 性 的 撥 號 通

訊 問 題 之 外，對 於 如 何 接 觸 到 受

訪 者，並 在 短 時 間 內 說 服 接 受 訪

問 ， 也 是 必 須 再 突 破 的 課 題 。  

 

四 .計 畫 成 果 自 評  

 

大 致 而 言 ， 本 計 畫 的 執 行 成

果 已 達 到 了 原 先 預 定 的 研 究 目

標。因 考 量 到 經 濟 與 時 間 上 的 限

制，面 訪 的 調 查 方 式 未 在 本 計 畫

的 預 定 範 圍 之 內，但 是 應 可 與 其

他 面 訪 計 畫 合 作，雖 未 必 能 同 樣

對 研 究 主 題、問 卷 內 容 及 調 查 執

行 時 間 做 控 制，但 是 在 日 後 應 可

在 這 方 面 嘗 試 可 行 性，可 增 加 雙

方 研 究 計 畫 之 學 術 價 值。因 為 本

次 計 畫 的 調 查 訪 問 主 題 為「 台 灣

地 區 一 般 民 眾 對 家 務 分 工 的 方

法 」，因 此，除 了 失 敗 樣 本 的 研

究 之 外，另 外 可 針 對 家 務 分 工 之

資 料 進 行 分 析，此 部 份 之 資 料 分

析 成 果 已 發 表 於 東 吳 大 學 社 會

學 報 第 七 期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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