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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保護指引 
壹、 目的 

凡本校研究者，需以人為對象作研究時，為保護研究參與者，請謹記下列倫理原則： 

1. 尊重研究參與者的權益與福祉。 

2. 堅守道德高標準，維持公眾對研究的信任與信心。 

3. 確保資料蒐集與數據報告的有效性及準確度。 

貳、 範圍 

人體研究是指從事取得、調查、分析、運用人體檢體或個人之生物行為、生理、心

理、遺傳、醫學等有關資訊之研究。非人體研究也就是所謂「人類研究」，是指以個人或

群體為對象，使用觀察、介入、互動的方法或使用未經個人同意但去除其識別連結的個

人資料，進行與個人或群體有關的系統性調查或專業學科的知識探索活動。 

本校涉及參與者的研究計畫大多為人文社會與行為科學研究；其中大部分屬於人類

研究，只有少部分為人體研究(如運動或飲食後抽血、針對弱勢族群所進行的研究)。所謂

的人類研究是指凡涉及與人有關的所有形式的數據資料之收集過程皆涵蓋在內。其方法

涵蓋： 

1. 問卷調查，包括網路、傳統、電話調查方式。 

2. 小組或個別訪談，包括面對面訪談、電話訪談及網路訪談。 

3. 心理教育評鑑研究。 

4. 目標對象個案研究。 

5. 在自然環境和受控制環境下進行人類行為觀察。 

6. 介入性實驗研究。 

7. 真實驗研究（True-Experimental Research）及準實驗研究（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參、 保障研究參與者的福祉 

人文社會與行為科學研究和醫療機構所進行的人體試驗有別。人體試驗是評估新藥品、

新醫療器材、新醫療技術或學名藥對人體效果的方法，有些病人可能透過參加人體研究而

找到唯一新治療方法的機會，因此參與研究對這些病人可能產生直接的利益，但也可能造

成嚴重的身體傷害甚至死亡；相比之下，在學校所進行的人文社會與行為科學研究或是人

體研究對參與者造成身體傷害的機會比較少，但也並非完全沒有風險，而且還可能有其他

方面的傷害。這類研究可能引起的傷害包括： 

1. 身體傷害 

如參與有關刺激反應的研究時，可能因噪音或強光造成不適；運動訓練後的抽血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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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或參與幫派暴力研究時，可能因敏感資訊不慎揭露而遭報復，甚至受傷、死亡。 

2. 心理傷害 

如在研究中喚起對過往創傷事件的回憶而造成極度悲痛、憤怒或罪惡感等心理傷害；

另外，心理傷害也可能因在研究中揭露敏感或令人尷尬的資訊而產生。 

3. 社會傷害 

如因個人資訊被揭露，對參與者與其他人的關係造成負面影響，或產生社會烙印的

污名。 

4. 經濟傷害 

如因個人資訊被揭露，被公司辭退或被退保，造成經濟損失。 

5. 法律傷害 

如因參與濫用藥物或偷竊行為的研究，或者因研究者必須通報例如性侵、虐兒等行

為而遭起訴。 

但儘管大部分學校中的人文社會與行為科學或是人體研究看似對參與者沒有直接的

利益，卻也可能產生以下的利益，例如： 

1. 研究成果所帶來的利益：如心理學中讓我們瞭解到哪些刺激對人的智能、社會和情

緒能力的發展會有所影響的研究是必要的，家長和教育工作者便可利用這些知識幫

助兒童成長。經濟決策的研究讓我們瞭解到人對各種經濟誘因的反應，有助於財經

發展政策的制訂。 

2. 研究過程中所獲得的利益：如低收入戶食品購買模式研究，可讓參與者獲得食品營

養成份的資訊；又如親子互動的研究可讓母親獲得如何教育小孩的建議。 

所以，當您想參與研究前，請仔細查看： 

1. 研究必須妥善設計，以避免造成研究參與者身心傷害、不適和憂慮。一般來說，研

究參與者不應承受多於在日常生活遇到的風險。 

2. 徵求被動同意的程序中，家長或監護人將獲告知有關研究的資料，以及獲提供方法

向研究者表達拒絕讓其子女参與研究的意願。 

3. 如研究存在無可避免的潛在風險，研究者應評估出現風險的可能性與嚴重性，並知

會研究參與者有何措施減低風險。 

肆、 知情同意 

研究者須根據以下指引，確保所有研究參與者在掌握充份資料下自由地同意參與研究

過程： 

1. 研究者必須取得研究參與者適當的知情同意，而表示同意的方式可以是書面、口頭

或網路／電郵記錄。 

2. 研究者尋求研究參與者的同意時，應向對方詳細解釋研究目的、預期所需時間及隨

後步驟。 

3. 研究者應通知研究參與者所有會影響其參與意願的因素，例如研究的潛在風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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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或他人的利益、參與誘因以及履行保密承諾的限制。 

4. 研究者應保證研究參與者有權拒絕參與研究，以及隨時退出研究而不會構成不良後

果；從退出研究的參與者所收集得的任何數據會被刪除。 

伍、 家長同意與參與者贊同 

1. 凡涉及未成年人（未滿 18歲）參與的研究，必須先獲得其家長或合法監護人的主動

同意。 

2. 任何情況下，已獲家長或合法監護人允許參與研究的參與者，亦可拒絕參與研究。

研究執行前，所有參與者獲充份資料以助他們自行決定是否參與研究。 

陸、 現存數據的使用 

若研究者希望使用有個人識別符的現存研究數據作新目的，或使用原本為非研究用

途而收集的現存數據（例如學生的課業或作品）作研究分析，應再次徵求研究者的

知情同意。 

柒、 數據儲存與保護 

1. 所有研究數據將以安全持久的方式儲存。在大部分情況下，已完成研究項目的數據

會保存最少 3年。 

2. 具有個人識別符的數據，將存放在上鎖櫃子內，只有研究者可以取用。透過錄影、

錄音、照片及其他形式收集的可擷取身份數據，亦會在同樣安全條件下的環境存放。

如適用時，將會用間接識別符號代碼於處理敏感或私人數據，並將之儲存於一個與

直接識別符號分開的位置。 

3. 研究者應確保經網上調查收集的電子數據，會以加密格式傳送。 

(註：上述指引會不時修訂，且不應被無限上綱，並非詳盡無遺的指南、可解決所有以人

為對象的研究涉及的倫理問題。) 

捌、 參加研究之前該知道什麼？ 

除上述，請您特別注意，研究不是非參加不可！因此參加研究前需先知道： 

1. 這個研究的目的是什麼？ 

研究的目的是增加知識。因此應該要知道，此研究是在探索那些方面的知識。

研究人員應該用通俗易懂的話，讓參與者知道這個研究的目的是什麼？ 

2. 研究過程將發生什麼事？ 

需知道研究過程包含了哪些步驟？該怎麼配合？參與研究的時間會有多久？會

帶給生活多少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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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能會有什麼風險？ 

人類研究的風險之其中一個主要來源在於因參與者的個人資訊被揭露而產生上

述社會、經濟及法律等各方面的傷害。因此，參與研究前，應先瞭解清楚研究計畫

對可辨識參與者身份的資料之保密機制，以及將有哪些人和在甚麼條件下可檢閱這

些資料。另一方面，研究的風險也可包括在回答問卷調查的某些問題時讓您感到不

適，或是讓別人知道自己的隱私而感到尷尬。因此，參與研究前，必須先確定有哪

些可能的風險、發生的機率有多高。同時，也務必了解萬一感到不適或發生其他緊

急狀況時，該怎麼辦？和誰聯絡？如何聯絡？以及誰會提供善後或後續的諮商輔導？

還有相關費用問題。準備參加研究前，都應仔細問清楚。 

4. 研究對我個人是否有好處？ 

大部分人類研究對參與者或許沒有直接的好處，不過，學校中的人文社會與行

為科學及人體研究包含了許多研究領域，包括公共衛生、教育、運動與休閒、商業

和交通等，提供重要資訊，也提供參與者貢獻社會的機會，可促進有關人、社區和

各種服務的新知識。因此，參加前要了解清楚研究是否會對您個人有好處，即使沒

有而且也可能會造成您的不便或不適，您是否仍願意參與，才不會有不當的期待。 

5. 作為一個研究參與者，您該有的權益是… 

在詢問您是否參與研究計畫前，必須有人告知您有關計畫的重要內容，以確保

您能充足的了解並決定是否參與研究。因此， 

➢ 您在所有參與研究計畫的時間內都能有尊嚴、被尊重的對待。 

➢ 您可以自由的決定是否參與研究。 

➢ 您可以決定不要參加研究，或在任何時間終止參與，這不會影響您與您的權

益。 

➢ 您可以在任何時間詢問關於研究的問題。 

➢ 計畫主持人詳實的回答您的問題。您的安全及福利將一直是最重要的考量。 

➢ 安全及風險 

計畫主持人將在研究中把所有的風險盡可能的降到最低，而且說明清楚。 

➢ 隱私及機密 

計畫主持人將仔細探討您的資料，而且會尊重您的隱私和機密。 

➢ 保有您現在所擁有的合法權利 

參與研究計畫時，並不會放棄您任何合法的權利。 

玖、 申訴及諮詢管道 

如果您因參與本校研究而感到權益受損或受到傷害，或是有其他疑惑或是想進一步了

解研究倫理，可向本校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申訴、洽詢（電話：(02)7749-1903或電子郵件

信箱：ntnurec@ntn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