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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技術與程序抽樣技術與程序

抽樣是獲取總體信息，
最快速與最有效的方法。



課程綱要

2

第七講 抽樣技術與程序
●抽樣概論
◎抽樣意義
◎抽樣的功用
◎抽樣的基本術語
◎抽樣的基本條件
◎抽樣的步驟

●抽樣基本理論
●抽樣設計的類型
◎非隨機抽樣方法
簡便抽樣法
判斷抽樣法
配額抽樣法
雙重抽樣法
滾雪球抽樣法

◎隨機抽樣方法
簡單隨機抽樣
分層隨機抽樣
系統抽樣
集體抽樣

●樣本大小分析
●抽樣誤差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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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樣本才能代表母群體的？
抽樣概論/中央極限定理

要如何地抽樣才能抽出具有代表性的樣本？
隨機抽樣法/非隨機抽樣法

要抽樣多少個樣本才能形成所謂代表性的樣本？
各種抽樣方法樣本量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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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sampling)意義
指從目標母體(Population)中抽取㇐部分個體作為樣本(Sample)，

通過樣本的統計分析，對母體的特徵得出具有㇐定可靠性的估計，
從而達到對母體的認識。

什麼是具有代表性的樣本？
將每個母體的元素的特徵隱藏起來，透過隨機抽樣才能確保樣本與母

體的特徵最接近，即樣本中各特性的機率分佈相近於母體。
如果樣本的諸種特性均類似於母群體，愈有代表性，則研究結果愈能

夠推論到母群體。否則結果的適用性只能限於研究樣本。

̂

母群體各特性的分佈 樣本各特性的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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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 估計 (μ， )
( ， )

(μ， )

抽取x1、x2、x3 … xn 為樣本

若 p(|θ - | ≦ d) = 1-α
針對母體θ的變異情形，在精確度d，1-α信賴度下，決定抽樣本數 n

d  α θ變異樣本(n)決定於

樣本大小決定因素
 抽樣的結果只是母體某些特徵值的估計值，不可能期待樣本平均數恰巧

正是母體平均數，理由是樣本只是母體的㇐部分。
 透過適當的抽樣方法，抽樣結果可以提供對母體特性的「良好」估計值，

但估測的結果有多好，統計方法可回答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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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本大小決定：

變異性(θ)－即母群體特徵的變異程度(母群體中各種屬性的變異情
形)。母群體變異性越大，抽樣樣本數越大。

精確性(d)－即衡量估計值與母體參數離散的程度，希望用多少準
確度估計母體參數？精確性要求越大，抽樣樣本越大。

信賴度(α)－要在什麼程度的信心水準下檢驗研究結果、發現或假
設？信賴度要求越大，抽樣樣本越大。

經濟性(n)－即抽樣調查要愈小愈好。

若 p(|θ - | ≦ d) = 1-α

針對母體θ的變異情形，在精確度d，1-α信賴度下，決定抽樣本數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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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基本理論：
由母群體中有N個元素，隨機抽取x1、x2、x3 … xn，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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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極限定理：
ഥೣ

近似常態分配～

精確度＝可靠度 × 標準差： ＝

信賴區間 － ＝ －
－ ＝ －

－ － ＝ －

 －
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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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基本理論：

以估計母體平均值決定樣本數：

無限母體 ＝ /ଶ
ఙ


 ＝ఙమ /మ

మ

ௗమ

有限母體 ＝ ఙమ /మ
మ

ௗమ
＝ 有限群體校正因素

 ＝ ଶ ௗమ

 /మ
మ

ఙమ

ே

以估計母體比率來決定樣本數：
無限母體 ＝ －

有限母體 ＝ －
మ

/మ
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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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極限定理－假設㇐母體有N個元素，其母數之平均數為 、標準
差為 ，隨機抽取大小為 n 的獨立樣本x1、x2、x3 … xn 。當樣本數
n 很大時，其樣本平均 x1+x2+

 
… +xn 呈現常態分配，若樣

本平均 減掉平均數 再除以標準差 / ，將會趨近平均數為0，

標準差為1的常態分佈(normal distribution)。 即 / →N(0,1)



中央極限定理(補充)
 設㇐個母體，其元素包含1、2、3、4、5 ，共N=5個數值，若從此㇐母體

中抽出n=2個為㇐組隨機樣本，則所有可能的不同樣本組合列表如下：

樣本 樣本 樣本 樣本 樣本
(1，1)    1 (2，1)   1.5 (3，1)    2 (4，1)   2.5 (5，3)    4
(1，2)   1.5 (2，2)    2 (3，2)   2.5 (4，3)   3.5 (5，4)   4.5
(1，3)    2 (2，3)   2.5 (3，3)    3 (4，5)   4.5 (5，5)    5
(1，4)   2.5 (2，4)    3 (3，4)   3.5 (5，1)    3 (4，2)    3
(1，5)    3 (2，5)   3.5 (3，5)    4 (5，2)   3.5 (4，4)    4

1 1.5 2 2.5 3 3.5 4 4.5 51 2 3 4 5

， ௫=3， 𝒙
𝟐=2 ， 𝒙ഥ=3， 𝒙ഥ

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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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極限定理是指，從任
何母體隨機抽取大量獨立
的隨機變數，其平均值會
趨近於常態分佈。

根據中央極限定理，我們
可以使用常態曲線，不管
母體分布的形態為何，重
製的樣本分布(n至少30)會
⾧得像常態曲線。

所以，Stutely(2003)建議
任何統計分析的最小樣本
數目至少都要有30個。若
母體元素少於30個，建議
以透過收集全數做佐證。

中央極限定理讓我們得以使用常態曲線的邏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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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群體 樣本

取樣(代表性)

推論(普遍性)

抽樣的功用(優點)：
能以少量人力財力達到統計觀測的目的。
能迅速獲得統計結果，提高統計的時效性。
能做詳盡且深入的觀點，且能提高調查結果的準確度。
能複驗普查結果的準確度。
能彌補普查資料，成為新近連續資料。

普查適用時機
母群體小
元素間差異大，即同質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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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的基本術語：
母群體(population)

–由原始單位組成之集合，擁有研究者所要特性之實體。
–分為標的母群體與可接近母群體。
–研究結果僅能推論到所設定的母群體。

母數(Parameter)
表示母群體而非樣本性質的統計量，例如常態分配通常用平均數和變異
數兩個母數來界定。

抽樣單位(sampling units)
抽樣的取樣單位，可能是原始單位，或包含數個以上的原始單位。

抽樣架構(sampling frame)
抽樣單位的整體名單，分為具體的、抽象的、階段式的抽樣架構。

樣本(sample)
指母群體的部分集合，依據此部分所得之資訊推論整個母體。
–應與母體具有共同特質
–樣本是否具有代表性：抽樣方法是否恰當、樣本大小是否足夠、研究者

是否能精確的由每㇐樣本獲取期望的資料。

失業群體
登記在案/無案?
自願性失業?
隱藏性失業?
無薪假?
兼職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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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的步驟：
1.界定母群體－找出「標的母群體」/說明採用特定群體母體的理
由/說明不採用其他群體為母群體的理由/考慮研究的預期效果/
考慮研究的可行性。

2.指明抽樣架構－完整性/不重複/正確性/便利

5.選取樣本元素－由抽樣方法以抽樣架構為基礎取樣。

6.收集樣本資料－用人員或和各種媒介收集樣本資料。

3.選擇抽樣方法－非機率取樣/機率取樣。

4.決定樣大小－由抽樣誤差與信賴度要求決定。



抽樣設計類型

15

 抽樣設計的類型
隨機抽樣(probability sampling)－使用隨機(random)為主要的控制。

各抽樣單位獨立且具相等機會→可得到具代表性樣本。
非隨機抽樣(non-probability)－使用判斷(judge)為主要的控制。

省事簡便，缺乏代表性→適宜做初步評估或試探性研究。

抽樣基本型態

元素選擇 機率型 非機率型

未限制抽樣 簡單隨機抽樣法 簡便抽樣法

限制抽樣

複雜隨機抽樣法 計劃抽樣法

系統抽樣法 判斷抽樣法

集群抽樣法 限額抽樣法

分層抽樣法 滾雪球抽樣法

雙重抽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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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隨機抽樣方法：
簡便抽樣法(convenience sampling)
最便宜及容易執行，但最不可靠。如街頭攔截法。
探索性研究初期可使用本法獲取某些基本訊息。
從可近母群體中找到容易、就近方便得到的研究對象。

判斷抽樣法( judgment sampling)
根據主觀設定某些標準的抽樣法。如選擇少數較準確選區為樣本。
非常適用探索性研究初期階段。
樣本少時，判斷抽樣法的結果正確性常優於隨機抽樣。
編制經濟指標，必需找具有代表性企業，則用該抽樣法。
選擇典型樣本代表母群體－如選擇訪問優良教師講師道。
選擇非典型或具有某特徵的樣本，以做為對照研究。

非隨機抽樣
由研究人員視情況選擇研究樣本。
使用非隨機抽樣原因：
成本與時間因素。
旨在探索而非概化整個母群體。

非用不可，如比較兩企業狀況。
在某些特例下，較隨機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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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額抽樣法(quota sampling)
為確保樣本中具有某種特徵的比例和母群體中具有此種特徵的

比例相等。
假設母群體的其他特徵也具有相同比例，但很難証明。
廣泛應用在民調與行銷，常被認為風險少結果令人滿意。

雙重抽樣法(double sampling)
為提高問卷回答率，就未回答受試者中，隨機抽取第二個樣本，

深入訪談。
就已回答者中，隨機抽取㇐些為樣本，深入訪談，以了解問卷

信度與效度。
滾雪球抽樣法(snowball sampling)
利用人際關係的輻射力，以達到抽樣的目的。
通常用於沒有抽樣架構，且樣本取得不易時。
牽涉到人際網路，造成封閉現象，使用時應加大異質性。
適用在研究對象不易辨識，但可循特定網路尋找時。



非隨機抽樣決定邏輯

18



抽樣設計類型

19

隨機抽樣方法：
簡單隨機抽樣(eimple random sam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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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不影響其他單位被抽中的機會。
簡單隨機非「隨意」，乃以隨機原則依抽樣架構(抽籤、亂數表)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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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α/ଶ

ଶ /d2

 簡單隨機抽樣步驟：
 確認及界定母群體
 決定所需樣本大小
 給予母群體中的每㇐個成員編號
 決定亂數表使用位數，及訂定亂數表使

用的規則（方向及起點）。
 依規則選取合乎位數條件的數字，將被

選取的母群體的成員納入研究對象。

缺點：
當總體中單位過多時，對總體單位進行編號
會比較困難。

當總體標誌變異程度較大，即總體單位標誌
值之間差異較大時，簡單隨機抽樣的樣本的
代表性會比分層抽樣的代表性小。

當總體各單位之間較為分散時，使用簡單隨
機抽樣會比較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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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層隨機抽樣方法
將群體按某標準分為若干副次群體 ，稱為層 。
從不同的層中獨立、隨機地抽取樣本，保證樣本與母體的結構相近。
適合於層與層間較為異質，而同㇐層的個體較為同質的群體。
常用分層標準：空間、種類、性質、等級、組織系統。
分層隨機法功用：

群體中各部分性質不同，有不同抽樣問題，宜分層處理。

𝑿ഥ ＝ (𝑵ି𝒏)

𝑵

𝑺

𝒏
，在簡單隨機抽樣法中，若要低 𝑿ഥ，勢必要增大樣

本數 ，將造成成本增加。若層層抽樣，由於各層內具同質性 分散度縮
小 ，故各層群體的 𝒊縮小，因而群體標準差 𝑿ഥ縮小。

分層比例抽樣法：依各層產品的數量 i

之比例決定各層之抽樣樣本數 i 
ே

ே

ேೌ/మ
మ ∑  ௌ

మ
సబ

ேమௗమାೌ/మ ∑  ௌ
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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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層隨機抽樣
確認及界定母群體
確認變項與子階層（為確認適當的
比例或相等代表性）。

把母群體的所有成員歸成某一確認
之子群的成員。

決定所需樣本大小。
從每個子群中隨機選取適當的個人
（可使用亂數表隨機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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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門配置 －各層抽出數與各層群體次數及其標準
差的乘積成正比。提高統計精確度。
భ

ேభௌభ

మ

ேమௌ

ಽ

ேಽௌಽ

當 1＝ 2 ＝ L時，紐門配置＝比例配置，而各層變異數相差愈大，紐
門統計效率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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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明配置 －最優配置分層抽樣法，不僅變異數最
小且總抽樣調查費最小。各層抽出數與各層元素數及標準差乘積成正比，
與每單位調查費用的方根成反比。

భ భ

ேభௌభ

మ మ

ேమௌమ

ಽ ಽ

ேಽௌಽ
總成本：   


ୀ

   

ୀ  


ୀ  在固定經費下

/ଶ
ଶ

 

ୀ   


ୀ 

ଶ ଶ
/ଶ
ଶ

 

ୀ

在既定誤差下，使經費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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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抽樣法
將含有 個元素的群體編號 到 號，並分為 個單位，其先由第㇐ 個

單位中隨機抽取㇐個單位，爾後每隔 個抽取㇐個單位，直到結束。
具有簡單隨機抽樣法及非隨機法的優點。 嚴格而言，非隨機抽樣法
系統抽樣法優點：

抽樣工作簡捷無誤，容易實施。
解決隨機數字表不敷應用的困擾。
統計效率等於或大於簡單隨機的統計效率。

))((
1

)(
1

2



k

i
ijxy xx

k
xV

N

xx

N

xx

N

n iijij  





















22 )(

1

)()1(  



k

i

n

j
iij xxS

N

N 22 )(
Kn

11

群體變異數 系統樣本變異數(K個)

系統樣本內變量差異愈大，系統抽樣法愈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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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群體變量呈週期變動時，A點表最壞情況的系統樣本，因而其統
計效率最低(不可不慎)。當B點表最好情況，系統樣本變異數為零。

相間K單位抽出樣本切記不能是㇐週期的倍數。
母群體中個體號碼應隨機排列，若非隨機排列，用簡單隨機法抽樣。
n=( /ଶS ଶ/ ଶ/(1+( /ଶS/d ଶ/n)

系統抽樣步驟：
確認及界定母群體。
決定所需樣本大小。
取得一份母群體的名單。
以母群體數除以所需樣本數，決定n。
從名單中的前面n個成員中隨機選取一個當作第一個樣本。
從第一個樣本開始，在名單上每n個取一個，直到樣本數全部取足。
如未取足，回到名單第一個開始，延續期間距繼續，至取足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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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抽樣法(cluster sampling)
將群體按某標準分為若干集體(cluster)，然後用隨機法抽出若干集體為

㇐樣本，再把該樣本所包括的集體單位全面調查之。
各集體內儘量異質化，甚而等於母體的縮型，才算合乎劃分集體的標準。
在沒有抽樣架構及底冊，或無限群體及經費短絀下，只能採用集體抽樣。
所抽樣集體的分子聚集在㇐起，故管理容易且節省費用。
集體抽樣及分層抽樣性質相反，若集體間差異小，集體內差異大，則集

體抽樣準確度較大，反而分層抽樣準確度大。
集體抽樣法，若各集體的單位數相同，則以均等機率抽樣，若各集體的

單位數不同時，宜用各集體單位數佔母群體比例機率抽樣。
由於集體通常具有同質性，故集體抽樣結果代表性低。
區域抽樣法(area sampling)是最重要的集體抽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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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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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層 抽 樣 法 集 體 抽 樣 法
1.母體被分成少數次群體，每個次群體所

含元素數目相當多，其分類係依據與研
究變數有關的特定標準之。

2.企圖使次群體內同質，而次群體間異質。
3.抽樣時從次群體內隨機選取元素。

1.母體被分成相當多個次群體，每個次群體所含元素少，
其分類依據資料蒐集時間簡單易得的標準為之。

2.企圖使次群體內異質/次群體間同質，/通常結果相反。
3.抽樣時隨機選取次群體做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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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說明 優點 缺點
簡單
隨機
抽樣

每㇐母體元素被選
取機率相等

應用相當簡易 母體元素必須列表煸號/施
行較費時間/需要較大樣本
/誤差較大/昂費

系統
抽樣

首先隨機選擇㇐個
元素之後每隔k個
元素選取㇐次

設計簡單/比簡單隨機法
易於使用/比簡單隨機抽
樣法便宜/易於判定樣本
均數分配

若抽樣與母體週期平行導
致偏誤/若母體清單具單調
趨勢起始點會造成偏誤

分層
抽樣

將母體分成互斥的
次群體為層次各層
採用簡單隨機抽樣
抽樣結果可加權混
合

研究人員可控制層的大小
/可提高統計效率/可對次
群體個別分析/各層可使
用不同的資料蒐集法

若次群體選樣比率不同會
提高誤差/昂貴

集體
抽樣

母體被分成內部異
質的次群體以次群
體為抽樣單位

正確執行可獲得參數的不
偏估計值/經濟效率勝於
簡單隨機法/成本最低以
區域抽樣法尤低/不需母
體清單即可執行

次群體同質性較高導致統
計效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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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本大小分析
樣本大小應依研究的種類而定：
敘述性研究 －至少應有母群體10%，若母群體少，則宜有20%
相關研究 －至少應有30人，始能確定有無相關存在
事後回溯研究 －至少應有30人
實驗研究 －至少應有30人

蘇德曼建議以人為對象的調查研究：
地區性研究—平均樣本人數在500~1000人間
全國性研究--平均樣本人數在1500~2000人間

以統計鑑定力(power)簡捷列出統計方法所需樣本數：

研究效果之類型 統計檢定方法 統計鑑定力
研究效果大小

大 中 小
相關係數 皮爾遜積差相關 .90 1047 113 37

.80 783 85 28

.70 616 67 23
標準平均數差異 兩個團體的t檢定 .90 1052 170 68

.80 786 128 52

.70 620 100 40
（註：統計顯著度採雙尾檢定，α＝0.05）, 哈佛大學Light, Singer及Will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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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coe(1975)提出決定樣本數重要規則：
大部分研究皆適用30以上500以下的樣本數
樣本需分解成次樣本時(如男性/女性、低階/高階等)，通常各類

別至少需要有30個樣本
在多變量研究裡(包含回歸分析)，樣本數應為研究變項之數倍(通

常是10倍以上)
在控制嚴謹的實驗研究裡(如配對)，研究樣本數控制在10至20

Bory及Gall建議在下列情況下，要有較大樣本：
若有較多變項未予控制時，宜用較大樣本
若有研究變項性質不明確，影響預期結果時，宜用較大樣本
若研究樣本必須再細分為次團體來分析時，宜用較大樣本
若預期有較大受試者退出研究時，宜用較大樣本
若母群體異質性大時，宜用較大樣本
若測量可靠性低時，宜用較大樣本
若期望有較高的統計鑑定力時，宜用較大樣本
若預期變項間的差異或相關很少時，宜用較大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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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因素
表達缺陷
記憶不清
熱情誤差

調查總誤差

反應誤差
無反應誤差

非抽樣誤差

抽樣誤差

訪問者誤差
樣本選擇誤差

受訪者誤差
資料處理誤差

樣本多寡

樣本選擇方法

抽樣設計誤差
抽樣方法不當

群體定義不當

抽樣誤差來源
為節省時間與經費而容許也是無法避免的/但其是可以控制的與避免的。

現代抽樣調查的特徵：
根據需要的精確度及可能取得的經費限額，設計㇐個適當的抽樣調查
方案，使得在最少費用下產生預定的精確度結果，或在預定費用限額
下，產生最大精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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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是獲取總體信息，
最快速與最有效的方法。

抽樣技術與程序抽樣技術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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