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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質性研究 
 
 質性研究是透過研究者來探討分析研究對象，強調以描述性來瞭

解研究對象的背景脈絡，是以在整個研究過程是非常強調彈性的。其

研究程序依序，發現問題、研究設計、蒐集資料、依據所得資料分析

解釋、根據研究架構發展出理論，茲將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及實施過程

分述於後。 

 

壹、研究者 

 

 在質的研究方法中，研究者自身就是工具，質的資料之信度與效

度，相當大程度取決於研究的方法論、技巧敏感度與誠實，訪談期間

所取得的訊息，絶大部份取決於訪談者。訪談者在訪談中最主要的三

個工作就是提問、傾聽、回應，三者密不可分，許多情況下回應受訪

者的方式就是提問，只是回應更強調與受訪者所說上文間的關連，而

提問更多是出自訪談者的籌備，而傾聽則對提問與回應兩者有指導性

的作用，如果不會傾聽就不會回應與提問，因為「聽」決定了「問」

的方向和內容，若聽不到受訪者心中真實的聲音，就不可能就對方的

意圖做出積極的回應與探詢。所以本研究在訪談過程，應進入研究對

象情境，從開始便清楚描述研究目的與訪談進行方式、保證訪談錄音

能保護受訪談者的隱私，使能暢所欲言，研究者在提問、傾聽、回應

時應做好一個中立觀察者角色，避免加入主觀的價值判斷，期能深入

紮實的取得研究資料。 

 

貳、訪談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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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設計的訪談方式為半結構式訪談，訪談前根據研究的問

題與目的，設計訪談大綱，作為訪談指引方針，但在實際訪談時，可

依實際狀況做彈性調整，不必硬性規定要依訪談大綱的順序進行訪

問，可依實際狀況做彈性調整，進行正式訪談前，研究者先搜羅閱讀

相關文獻、資料，並針對研究主題與訪談對象進行訪談對象進行初步

開放式訪談，並將問題環繞本研究主題，再以事先擬定之半結構的訪

談大綱，進行訪談。 

本研究為使訪談兼具方向性與彈性採取「半結構式訪談」，即所

謂深入訪談法。避免訪談內容有所偏誤，因此在確定訪談對象後即分

別設計訪談大綱，做為訪問之參考依據，訪談大綱的內容圍繞本研究

主題－「海巡機關危機處理之研究－金馬小三通為例」，設計訪談大

綱，在訪談前利用些許時間向受訪者說明，此篇論文的方向及目的，

使其更清楚了解提問的範圍，並能發揮所長盡情告知。研究者大致按

照訪談大綱依序訪問，不限制受訪者談話的內容及方向，必要時依受

訪者提供的資訊循線深入探問，或略微彈性調整問題的順序及遣詞用

字，增加訪談內容的自然性與豐富性，以期獲得更多與研究主題相關

的脈絡訊息。本研究訪談大綱分列如下，分別為海巡署「危機處理策

略」人員、海洋總局「危機處理策略」人員、海岸總局「危機處理策

略」人員、實際於金門、馬祖地區執行小三通人員、漁業界人士、小

額貿易從事者或特產店業者，並將其區分為六部份訪談大綱，依據其

身分性質之不同擬定訪談題目，訪談大綱分類如下： 

    

一一一一、、、、海巡署海巡署海巡署海巡署「「「「危機處理策略危機處理策略危機處理策略危機處理策略」」」」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一）貴單位發生海上重大狀況時，對策略形成的模式為何？ 

（二）貴單位發生海上重大事故時，策略形成的主要考量因素？ 

（三）貴單位發生海上重大事故時，處理決策的過程為何？ 

（四）貴單位發生海上重大事故時，跨部會處理機制為何？ 

（五）貴單位發生重大事故發生時，組織內部之「危機處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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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編組及其處理模式為何？ 

（六）貴單位發生重大事故及災害時，組織內部之「危機處理機制」

的決策過程為何？ 

（七）貴單位對重大事故及災害時發生時，對組織政策、策略決策時

主要考量因素為何？ 

（八）貴單位對於轄屬執行海域執法等有何策略指導作為？ 

（九）對於單位「危機處理策略」之個人意見。 

    

二二二二、、、、海洋總局海洋總局海洋總局海洋總局「「「「危機處理策略危機處理策略危機處理策略危機處理策略」」」」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一）請問你貴單位對海上執勤人員，如遇發生海上重大（危機）狀

況時，貴單位之處理程序為何？有無 SOP 標準作業程序為何？ 

（二）請問貴單位在訂定危機處理策略規劃時，考量之因素為何？ 

（三）發生海上重大狀況時，貴單位組織策略形成的過程？參與人員

有哪些？ 

（四）海上執勤應行注意事項為何？  

（五）請問貴單位對海上重大（危機）狀況處理，有那些訓

練管道或講習、示範演練等訓練作為為何？  

（六）對於單位「危機處理策略」之個人意見。 

    

三三三三、、、、海岸總局海岸總局海岸總局海岸總局「「「「危機處理策略危機處理策略危機處理策略危機處理策略」」」」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一）貴單位對策略規劃的模式為何？  

（二）貴單位對重大事故及災害時發生時，對策略規劃主要

考量因素為何？  

（三）貴單位發生重大事故及災害時，組織內部之「危機處

理機制」的決策過程為何？  

（四）請問貴單位對重大（危機）狀況處理，有那些訓練管

道或講習、示範演練等訓練作為？  

（五）對於單位「危機處理策略」之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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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實際於金門實際於金門實際於金門實際於金門、、、、馬祖地區執行小三通人員馬祖地區執行小三通人員馬祖地區執行小三通人員馬祖地區執行小三通人員    

（一）執行小三通政策及掌管金額小額貿易相關職務範圍。 

（二）發生現象與趨勢、問題、意見。 

（三）對小三通現行相關政策內容與看法為何？  

（四）對海岸執行及安全方面意見為何？  

    

五五五五、、、、漁業界人士漁業界人士漁業界人士漁業界人士    

（一）水產捕獲量或相售情形？  

（二）海上、海岸交易方式？需求情形？原因？  

（三）所捕獲或販賣水產量之種類？價格？  

（四）水產來源？(漁場、管道來源、方式 ) 

（五）大陸水產來源管道及執行法機關查緝情形？  

（六）金門、台灣、或其他水產之比例？  

（七）對小三通政策意見為何？  

（八）對海岸執法及安全方面意見為何？  

    

六六六六、、、、小額貿易從事者或特產店業者小額貿易從事者或特產店業者小額貿易從事者或特產店業者小額貿易從事者或特產店業者    

（一）販賣大陸商品內容？、利潤為何？價格為何？其與居

民生活、文化需求有關嗎？  

（二）銷售大陸商品的比例為何？佔營業額的比例？  

（三）大陸商品銷售主要為何種？有無防腐劑過量及檢疫安

全問題？  

（四）大陸商品之來源管道？執行機關查緝情形？  

（五）對小三通政策意見為何？  

（六）對海岸執法及安全方面意見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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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談備忘及錄音設備 

 

因本研究的最重要之研究方法為深度訪談法，為避免在訪談

即時紀錄與事後謄寫有所遺漏，故將於正式訪談前，事先徵求受訪者

同意進行全程錄音，並做好備妥錄音設備之檢查工作，避免錄音中斷

或失敗。訪談過程中，研究者除應允諾保護受訪者隱私權使能無所顧

忌，暢所欲言外，更應專心傾聽，並在訪談大綱上，將受訪者提及重

要詞語、關鍵字及重大發即時紀錄下來，以作為訪談中深入發問時的

提示，並在資料整理分析階段，提供有意義的訊息。 

 

肆、實施訪談步驟 

 

茲將本研究實施訪談的步驟陳述如下： 

 

一、前往訪談前，先閱讀訪談方法的相關資料，並就訪談主題有關

的文獻資料詳細閱讀，以事先熟悉訪談技巧及訪談資料。 

 

二、設計訪談題綱，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將論文研究架構中的各

項概念轉化成訪談的題綱稿。 

 

三、在前往訪談前，先將訪談大綱分送給受訪者，使受訪者能先行

瞭解訪談主題，以便能在訪談時充分表達。 

 

四、透過電話、電子郵件等工具，確認受訪時間與地點。 

 

五、訪談開始前，應先取得受訪者同意使用訪談工具紀錄訪談內

容，並應表達訪談者遵守研究倫理及保護受訪者及訪談資料隱

私權，受訪人員代碼與本研究之關聯性，如表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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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受訪人員代碼表  

代碼  與本研究之關聯性 

A1 海巡署「危機處理策略」人員（一） 

A2 海巡署「危機處理策略」人員（二） 

A3 海洋總局「危機處理策略」人員 

A4 海岸總局「危機處理策略」人員 

A5 實際於金門、馬祖地區執行小三通人員（一） 

A6 實際於金門、馬祖地區執行小三通人員（二） 

A7 實際於金門、馬祖地區執行小三通人員（三） 

A8 實際於金門、馬祖地區執行小三通人員（四） 

A9 實際於金門、馬祖地區執行小三通人員（五） 

A10 實際於金門、馬祖地區執行小三通人員（六） 

A11 漁業界人士（一） 

A12 漁業界人士（二） 

A13 小額貿易從事者或特產店業者（一） 

A14 小額貿易從事者或特產店業者（二） 

（作者自行彙製） 

 

六、訪談題綱盡量保持開放，使受訪者能於有足夠餘地選擇談話內

容與方向，如困在訪談結束時還沒有提到題綱中的重要問題，

可以再請問受訪者，另外，可訪談中適時請教受訪者對於題綱

的看法，以檢視訪談資料是否能夠達到研究目的所需，以適時

修正提綱作為下一次訪談的依據。 

 

七、訪談過程中，依據訪談大綱與實際情提出問題，並保持中立立

場進行，將受訪者提及重要的詞語、關鍵字及重大發現即時紀

錄下來，以作為訪談中深入發問時的提示，並以錄音工具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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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訪談完成後，製作訪談紀錄並整理訪談內容。 

 

九、依據訪談紀錄及訪談錄音繕打逐字稿，並將完成之逐字稿送請

訪談對象閱覽無誤後，請訪談對象簽名。 

 

 

第二節  資料整理分析與結果呈現方式 
 

壹、資料整理分析 

 

在質的研究中，研究者不是以人為因素來操縱研究情境，原始資

料的主要來源是以直接摘述的方式呈現，特點在於表露受訪者的情緒

深度，邏輯思維的方式、對當前發生之事的認知想法與經驗，但質的

研究者仍要提供一個架構，透過深度訪談或觀察，使人們可以正確和

完整的表現對問題的看法。整理和分析資料指的是對所蒐集的原始資

料進行加工，使其逐步趨於系統化和條理化的過程。透過一定的分析

手段，我們可以將原始資料「打散」、「重組」、「濃縮」，然後在新的

基礎上進行整合，其最終目的是對原始資料進行意義解釋。在概念

上，整理資料和分析資料這兩個活動似乎可以分開進行，但在實際操

作時，它們是一個同步進行的活動。整理必須建立在一定的分析基礎

之上，任何一個整理行為都受制於一定的分析體系。它們相互之間來

回迴圈，同時受到其他成份的制約。質的研究對資料整理的要求比較

嚴格，通常需要將資料的內容逐字逐句、一字不漏的紀錄下來。質的

研究之所以要求對所有的資料都進行整理，是因為這種研究認為「所

有的事情都是資料」。由於訪談所得的資料龐雜，須經由資料分析的

步驟：閱讀原始資料、登錄、尋找本土化概念、資料的系統化等過程，

才能成為有意義且可用的資料，基於上述原則，本研究歸納相關文

獻，對訪談錄音、現場訪談筆記及現場觀察蒐集所得的資料，進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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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析，資料整理分析步驟簡述如下： 

 

一、資料編碼：本研究不公開受訪者姓名，訪談紀錄的登錄方式採以

編碼方式，以英文字母 A開始順序編號，以保護受訪者隱私。 

 

二、資料整理：以錄音資料與備忘記事整理出訪談紀錄，儘量使受訪

者談話內容完整呈現，詳細檢視逐字稿內容與備忘記事內容，標

註關鍵字句，條列出隱藏於資料中的概念。 

 

三、資料分類：訪談紀錄完成後，依據本研究主題及目的加以分類。

本研究的主題是「海巡機關危機處理之研究－金馬小三通為

例」，最主要的目的在於檢討危機之處理策略及其成效，並對當

時危機處理時，期於探討中瞭解，因為政府行政組織有其既定之

政策目標及願景，危機的發生極有可能摧毀組織的目標及基本價

值，因此海巡署組織必須依組織內外環境、可用資源、本身能力，

據以擬定組織危機處理策略，隨機應變，化危機為轉機。 

 

四、資料分析：最後將分類好的資料，從各分類之資料透過寫作，對

研究個案進行思考。 

 

貳、結果呈現方式 

 

本研究經由分析步驟與閱讀各受訪者的逐字稿與備忘記事，對訪

談內容獲得整體性瞭解後，透過謄寫與分析，賦予訪談內容意義，將

經由資料分析萃取出的句子放入個案分析中，字距的呈現以不同的字

體表示（12號標楷體斜體），並加入訪談紀錄編號，用以佐證分析個

案，使讀者容易分辨。從海巡人員的觀點，來分析影響的各項因素及

來源，最後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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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質性研究的價值不在找到變數以及分析變數與變數間的因果關

係，其實在了解所處的情境以及情境中的內涵
99
質性訪談是研究者與

受訪者互動的過程，這個過程不是將在訪談前己存在的客觀事實挖掘

出來，而是不斷在互動過程中創造新的意義或感受。在社會科學的領

域中，幾乎沒有一位質性研究者不會被問到信度與效度的問題。信度

是指測量程序的重複性；效度則是獲得正確答案的程度。質性研究最

常被質疑的是其研究結果的信度與效度。控制質性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的方法有確實性、可轉換性及可靠性及可確認性等方法
100
。茲分述如

下： 

 

一一一一、、、、確實性確實性確實性確實性（（（（CredibilityCredibilityCredibilityCredibility））））    

就是內在效度，指研究者真正觀察到希望觀察的。有五個技巧可

以增加資料的真實性：（一）增加資料確實性的機率，方法包括研究

情境的控制、資料一致性的確定、資料來源多元化（二）研究同儕的

參與討論（三）相異個案資料的蒐集（四）資料蒐集上有足夠的輔助

工具（五）資料的再驗證。 

進行訪談時，研究者對於受訪者須以尊重、同理心認真誠懇的態

度與受訪者互動、傾聽，以得到受訪者的完全的信任，使之願意真實、

不保留的陳述表達本身的經驗與感受。訪談過程中，應誠懇徵求受訪

同意予以錄音，於訪談結束後，務求在訪問當日即反覆聽取，並以逐

字稿方式詳實記載訪問內容，以期能留下最真實的原始資料，如遇有

不確定之處，應盡速以面談、電話或電子郵件方式，再次與受訪者確

認，以免資料失真。 

 

                                                 
99蕭瑞麟，《不用數字的研究》。台北：培生集團，民 96，頁 134。 
100胡幼慧，《質性的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民 85，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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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可轉換性可轉換性可轉換性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TransferabilityTransferabilityTransferability））））    

即外在效度，指受訪者的經驗、感受、陳述能被有效地轉換成文

字陳述。在研究過程中詳實記載，研究者除了忠實紀錄訪談情境與內

容，並力求逐字稿能完整重現訪談過程，進而將訪談紀錄分類編號，

並對受訪者相關背景加以描述，讓讀者能清晰閱讀，以幫助讀者能自

行判斷研究結果與自身情境脈絡的適用性。 

 

三三三三、、、、可靠性可靠性可靠性可靠性（（（（DependabilityDependabilityDependabilityDependability））））    

即可在信度，乃指個人經驗的重要性與唯一性，因此，如何取得

可靠的資料，乃研究過程中運用資料蒐集策略的重點。研究者必須將

整個研究過程與決策加以說明，以供判斷資料的可靠性。 

 

四四四四、、、、可確認性可確認性可確認性可確認性（（（（ConformabilityConformabilityConformabilityConformability））））    

又稱為研究的客觀性，指的是要能公開而客觀的呈現資料分析與

觀察結果，及提供所有的正反訊息與處理過程，盡可能減低偏見的影

響，亦即研究者對研究資料應持「中立性」與「客觀性」。歐文思

（R.G..Owens）認為質的研究可採以下六項研究設計技術，以提高研

究的信度與效度： 

 

（（（（一一一一））））長期現場蒐集資料長期現場蒐集資料長期現場蒐集資料長期現場蒐集資料    

研究者花費長時間沉浸於研究情境中是相當重要的，它讓研究

者可以進入情境、學習其語言，並成為可被接受與信任的成員。另外，

研究者可以在充裕的時間內，檢查先前對研究情境所持有的偏見與態

度；亦可透過對非典型事件發生的觀察，找出重要事物與深層知覺反

省，使研究者能夠對研究情境作更深度的描述與更寬廣的洞見。 

 

（（（（二二二二））））三角測量三角測量三角測量三角測量    

研究者利用許多資訊與資料的來源，例如，當主題開始從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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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文本分析或參與觀察產生時，對於這些資料採取交互檢核

（cross-checked）以證實與檢查這些資料的正確性，並檢測不同行

動者對既定事件的知覺。如此可以確保交互檢核與資料證實的可能

性。 

（（（（三三三三））））成員間的檢核成員間的檢核成員間的檢核成員間的檢核    

研究者應持續的方向被研究的相關人員確認資料、訊息與觀

點。此外，研究者的日誌與紀錄，應該包括成員間檢核的確實紀錄，

以及來自於他們的回饋用於研究之中的詳細紀錄。 

 

（（（（四四四四））））參考適當的資料參考適當的資料參考適當的資料參考適當的資料    

研究者應從研究現場建立並維持一個與研究有關的資料檔

案，包括：手冊、出版刊物、照片、錄音帶、錄影帶等。這些材料可

以在一段時間之後，協助研究者在整理資料時，回憶當時觀察的情境

感覺，有助於研究結果的發現。 

 

（（（（五五五五））））深度描述深度描述深度描述深度描述    

在長期觀察的過程中，研究者將謹慎地進行三角測量、成員間

的檢核、證實資訊，並蒐集可參考的適當材料等，其所有的目的都在

發展深度描述。深度描述需要以「讓讀者如臨其境」的方式，綜合統

整有關的訪談、文獻與觀察資料等。 

 

（（（（六六六六））））同僚會商同僚會商同僚會商同僚會商    

研究者有時需從研究的情境中脫離出來，並與具備相關資格和

感興趣的同事，討論研究的進度與本身的經驗。同僚會商可在研究進

行的同時，讓研究者隨時檢視其自身思考、提出問題與憂慮之處、並

詳細討論研究者可能知道或未察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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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倫理 
 

韋氏新世界辭典把倫理定義為：「符合某個專業或團體的行為標

準」。因為人是社會的一份子，所以一般來說社會組織成員都同意的

事，就被認定是合乎倫理的，在社會研究中，一般倫理準則有以下五

點：（一）志願參與，意思是參與研究者必完全出於自願（二）對參

與者無害，指絶不能使研究對象受到傷害（三）匿名與保密，非有絶

對必要，應保護研究對象之身份及不於公開場所公布訪談內容（四）

研究人員應妥善處理自己身份，原則上不應欺騙受訪者（五）分析與

報告，研究人員對研究對象與科學界的同行均有道德義務，包括 資

料的分析及研究結果該如何提出的做法，因此本研究基於上述研究倫

理，在研究過程中，除將以自己真實身份進入研究現場，徵得研究對

象之信任後志願參與，且對訪談對象個人資料嚴密保護，並忠實分析

呈現研究成果報告。 

    

壹、研究的公開性 

 

本研究進行非隱密性的觀察或臨時訪談，係採公開性質，以求對

於研究對象的尊重，並瞭解研究對象本研究進行的意見與反應，首

先，向受訪人員說明本研究擬進行的方式、時間、與可能需要提供相

關資料的協助，交換意見，提供檔案文件資料，協助安排訪談進行等

事宜。 

    

貳、充分告知研究過程 

 

  在深入訪談前，本研究會充分的向每一位受訪者說明研究的目

的、過程、結論的呈現方式，以及保密的原則，此外，也告知研究者

可能造成對其的影響與困擾，本研究是以海巡署「危機處理策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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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海岸總局「危機處理策略」人員、海洋總局「危機處理策略」人

員、實際於金門、馬祖地區執行小三通人員、漁業界人士、小額貿易

從事者或特產店業者為範圍，由於人數少而對象明確，較難避免外界

因所述內容特質差異，而足以猜測係該服務單位之言論可能性，對此

部分，本研究在研究結果分析與呈現的過程，會特別注意，避免衍生

不必要之困擾或後遺症。 

    

參、徵詢受訪者自願與同意 

 

  在個別深入訪談前，除必要的說明外，事先利用訪談同意書，徵

求受訪主的同意，以示尊重，也會再向受訪者確認是否同意進行，在

同意的情況下，將誠懇的說明訪談用意，並將訪談大綱與訪談對象溝

通說明，於雙方取得共識後，在進行訪談工作。 

    

肆、訪談資料保密 

 

 保密是研究倫理的重要原則，在本研究過程中，在蒐集所得之訪

談資料內容與分析整理的部份，以編碼號代替姓名，對於受訪者本身

的足以辦認的姓名資訊加以保密，對其個人意見內容，皆不透漏給其

他人，共妥慎保存訪談錄音帶與訪談稿等相關資料，以保護受訪者，

使受訪者在安全無慮的氣氛中進行訪談。 

 

伍伍伍伍、、、、關係的結束與回饋關係的結束與回饋關係的結束與回饋關係的結束與回饋    

    

在檔案文件與深入訪談資料收集之後，本研究進行譯碼的整理工

作，在每次訪談結束後，將隨即謄寫全部的逐字稿，以忠實記錄訪談

內容與情境，著重原現重現，盡量以受訪者之話語進行逐字稿謄寫，

必要時再以電話進一步瞭解訪談內容，以釐清第一次訪談時，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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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或追問新發現的問題，也保留月充實與核對的機會，對於有疑

問、不清楚或資料欠缺的地方，再做釐清。在本研究文成之際，也會

轉告參與本研究深入成與發現之研究結果，將做為論文重要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