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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人類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第七十六次審查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111 年 7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10 分 

地點：視訊會議室（https://meet.google.com/edq-czbk-fqg） 

主席：召集人林日璇委員                                                                   紀錄：黃麗秋 

出席：招靜琪委員、高雅寧委員、陳陸輝委員、謝佩璇委員、韓義興委員、蘇威

傑委員（校內委員依姓氏筆劃順序） 

丁賢偉委員、沈弘德委員、張炎良委員、郭英調委員、戴正德委員（校外

委員依姓氏筆劃順序） 

請假：胡昌亞委員、董祥開委員、劉宏恩委員（校內委員依姓氏筆劃順序） 

林青足委員、林綠紅委員（校外委員依姓氏筆劃順序） 

列席：趙淑梅主任、王心彤小姐 

 

一、主席致辭及宣讀利益迴避原則 

(一)宣佈開會：【配合現行防疫措施，依主席裁示本次仍採視訊方式進行審查會

議。由於無法以紙本方式簽到/簽退以及投票，為確保人數統計、投票數核

算，以及綜整討論意見，本會議將全程錄音及錄影，以供日後資料核對之

用。】主席報告委員總數 17 人，法定開會人數 9 人，會議開始出席 12 人，

超過半數以上之委員出席，至少一位機構外之非具生物醫學科學背景委員，

且無單一性別，符合會議出席規定。 

(二)主席宣讀利益迴避原則：在今天開會之前，請各位委員審視今日審查案件

是否與各位有利益關係，如計畫之共同、協同主持人，擔任指導教授或為

廠商股東等。為遵守利益迴避原則，如有利益關係者，請主動提出並迴避

離席。 

 

二、報告事項： 

(一)本委員會第七十五次會議紀錄及決議事項執行情形（附件 1）：洽悉。 

(二)報告本校預計於 111 年 9 月至 10 月間接受教育部不定期查核，行政辦公室

刻正進行準備工作。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實地查核將以視訊查核方式替代，

查核日一週前以書面通知時程，查核流程表如下： 

查核程序 時間 參加人員 備註 
一、實地查核會前會 30 分鐘 查核團隊  
二、雙方團隊初步交流

及介紹各成員 
10 分鐘 查核團隊 

受查核審查會 
雙方團隊介紹，並

由查核團隊召集人

簡介當日查核流程 
三、案件抽查 
含：風險評估、派案程

序、免審/簡審是否符合

70 分鐘 查核團隊 
(受查核審查會) 

必要時將請審查會

協助釐清文件內

容，或處理審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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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令規定、案件審查意

見查閱等。 
統操作問題 

四、查核委員討論及彙

整查核意見 
40 分鐘 查核團隊  

五、意見交流 (含查核

疑義初步釐清) 
30 分鐘 查核團隊 

受查核審查會 
 

合計 180 分鐘   

備註：審查會參加人員，包括：機構代表、審查會召集人、審查會執行秘書、

辦公室主任、行政事務人員、審查會委員代表若干人。 

 

三、討論事項： 

案由一：一般審查案件：共 4 案，提請討論。 

第一案 

 說 明：先請初審委員報告初審意見，再請各位委員討論表決。 

送審編號 NCCU-REC-202205-I027 

計畫名稱 永續治理與民主：台日原住民認同政治與地方創生之比較研究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  V 否 

委員初審審查意見： 

委員一： 

本案涉及台日兩地的原住民資料搜集，較需謹慎。以主持人之敘述，要到

第二階段才會真正有關於台日原住民資料搜集步驟（確切的人事時地

物），有待慢慢接觸、培養感情、建構關係、慢慢成型。這些都能理解。

而第一階段是前置作業，田野佈局，包括現有資料之整理或與相關專家學

者互動。作者言：「訪談對象的選取，第一波將鎖定曾經報導或研究過相

關議題的書面資料提供者，俾廣泛蒐集熟悉內情人士的名單與相關內幕資

訊。」故尚不涉及與台日兩方原住民族群之田野互動與訪談，似乎較為單

純。但因同案各階段審查仍須一併考量，故建議改送一般審查。 

 

委員二： 

1. 計畫書中提到，關於第二波、第三波訪談，其中第二波將進行大規模

訪談，惟於同意書中研究對象的人數為 20 位，請主持人確認訪談人

數，以及是否二波訪談皆使用此份同意書。 

2. 研究設計上，日本原住民族的研究規劃不甚清楚，是否仍視情況決定

是否可進行？未來如將進行此部分的研究，應提計畫變更。 

3. 研究對象的納入條件於計畫書中第二波、第三波訪談對象的說明與同

意書二有所不同，請補充說明。 

4. 同意書三，研究流程請補充說明訪談之方向與主題，以利於研究對象

理解。 

5. 同意書五，研究潛在風險提到「若受訪意見與社會期待不太符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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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報告除了隱藏受訪者身份，將以比較中立的方式表達，避免製造受

訪者困擾。」，而同意書七，則說明對研究對象的身份保密。請說明，

受訪者於研究成果中是否有規劃以具名或可辨識身分的方式呈現？如

果，有此規劃，應於同意書中明確說明，同時，亦可思考是否留有選

項，讓受訪者決定是否於研究成果中具名。 

6. 本計畫涉及於原住民族認同之研究，較為敏感，建議以一般審查為

之。 

 

PI 回覆：(請參閱附件 2) 

 

第一次複審審查意見： 

委員一：因本案特殊，等候專家審查中，為完成程序，暫勾選修正後再

審。 

委員二：審查意見均已回覆，推薦通過。 

獨立諮詢專家： 

一、本案應該未涉及《人體研究法》第15條所謂以原住民族為目的的人

體研究，所以應無該法所規定應取得原住民族同意問題。 

至於是否涉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指「學術研

究」，因計畫書並未敘明其訪談工作是否在原住民族地區進行，故

難以判斷。 

不過，依科技部近年慣例，為避免與原住民族相關研究衍生是否應

取得原住民族或部落同意問題，通常會請PI或所屬機構行文原民會

取得確認。譬如在近年科技部「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研究」整合型

計畫徵求公告中，都會敘明如下： 

(十)請注意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政府或私人於原

住民族土地內從事土地開發、資源利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

究，應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參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利

益。」，並配合辦理下列事項： 

1.執行計畫如有對於是否需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參與之

疑義，由申請機構行文原住民族委員會確認，並副知本部。 

2.依法應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參與之計畫，請於計畫開始執行

之日起 6個月內（即 111 年 6月 30 日前）繳交取得原住民族

同意或參與之證明文件。(取自 111 年度徵求公告頁 12) 

故此，為求謹慎，建議本案最好在實際接洽受訪者並展開訪談行為

之前，先依前述說明行文原民會請求確認。依本案之性質及先前案

例，初判原民會回函應該不會被要求應先取得原住民族或部落同

意。 

二、「研究參與者知情同意書」之「五、研究潛在風險 」，有鑑於本案受

影響者除了受訪者本人，尚包括受訪者所屬族群(原住民族)，故風

險利益評估似應同時包括個人及集體層次。但檢視該欄位現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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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尚缺乏集體層次之風險說明，而僅有對受訪者個人風險之說

明。建議增列若干文字，敘明研究之進行與未來成果發表，會留意

避免外界對受訪者所屬族群產生不必要的偏見或歧視之類文字。 

三、本案文件(尤其是計畫書)內容有關「原住民」、「原住民族」此組語

詞用法相當不一致，其嚴謹性恐有改善空間。尤其對原住民族社會

而言，經過原住民族運動的爭取，其族群集體名稱，從「山胞」、

「原住民」(1994 修憲)到「原住民族」(1997 修憲)，依目前憲法及

《原住民族基本法》用語，當指稱集體時使用「原住民族」，當指稱

該族群個別成員時使用「原住民」，法政研究最好對此保持敏銳度，

但就目前研究計畫文本觀之，許多當用「原住民族」之處，卻以

「原住民」帶過。建議未來研究工作相關文本(包括成果之發表)，

先釐清該類用語使用方式，除了維持學術研究嚴謹度，同時也是對

該族群正名運動歷程的尊重。 

四、本案對國內受訪對象之選擇，似乎並沒有列出選取原則，此似有再

思考的空間。畢竟對臺灣各原住民族而言，雖然有共同的受壓迫經

驗，但面對歷史上的壓迫行為以及當現社會仍存在著的族群階段結

構，譬如不同族之間的反應方式難免還是略有不同。建議最好還是

依民族別、性別、居住地、職業別等項目設定選取原則，以確保訪

談所蒐集意見之週全性。 

 

PI 回覆：(請參閱附件 3) 

 

第二次複審審查意見： 

獨立諮詢專家：推薦通過。 

討論摘要： 
1. 本案原申請簡易審查，由兩位審查委員建議改送一般審查，並推薦一

位諮詢專家給予書面建議。主持人已針對所有審查意見一一回覆，故

給予推薦通過。 
2. 本案是否涉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指「學術研究」，需

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參與？為求謹慎，提醒主持人最好在實際

接洽受訪者並展開訪談行為之前，先行文原民會請求確認。 
3. 主席逐一詢問各委員（含非專業委員）意見並做成決議。 

投票紀錄： 
通過   10  票；修正後通過   0  票；修正後再審   1  票；不通過   0  票；迴

避未投票   1   票。 
決        議：通過。 
建議事項：本案是否涉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指「學術研

究」，需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參與？為求謹慎，提醒主持

人最好在實際接洽受訪者並展開訪談行為之前，先行文原民會

請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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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說 明：先請初審委員報告初審意見，再請各位委員討論表決。 

送審編號 NCCU-REC-202205-I050 

計畫名稱 企業團險健康促進研究案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  V 否 

委員初審審查意見： 

委員一： 

1. 同意書「第一階段：受測者參與健康外溢團險，並進行健康檢測、獲

取健康手環，同意收集含括健康檢測數據、健康手環數據、基本資料

等資訊」。本段內容計畫書亦沒有相關的說明，內容並不清楚，尤以針

對「受測者參與健康外溢團險，並進行健康檢測」的詳細內容，是否

是參加健康外溢團險後，才能納入為受試者，健康外溢團險，是否須

由受試者付費，健康外溢團險的承保單位為何與本研究的關係。健康

檢測於何處進行，內容有哪些，是否須由受試者付費。並請檢附基本

資料文件。 

2. 計畫書，本研究另將受測者依照體況分群，給予不同的醫療建議，並

且持續追蹤受測者之健康數據。請補充說明醫療建議由誰提供，如何

提供。受試者的條件「自願參與之不特定成年社會大眾(20 歲以上，具

行為能力者)，不設立排除條件」，此群體分佈甚廣、未排除有慢性

病、癌症等患者。同意書，寫明區分成強、弱體，只分兩群體的建

議，而非依個人，請補充說明該建議是否都能適用於每位納入的受試

者。另，建議排除主持人所指導之學生。 

3. 本研究結合受測者於試驗期間內接受的醫療服務及健康保險理賠紀

錄，請補充說明如何取得醫療服務及健康保險理賠紀錄並說明提供的

內容，如醫療服務是包含診斷書與醫療收據(影本)。該項紀錄如何維

護受試者的隱私。 

4. 請於計畫書補充說明，運動手環的廠牌型號與是由誰提供或贊助。並

說明如何取得上傳的資料。 

5. 計畫書，「APP 開發」，請補充說明是哪一部分。 

6. 招募文宣，請刪除「測試後。運動手環為受試者所有」，該文字說明已

強調受試者將可獲得補助。配合事項請補充須提供醫療服務及健康保

險理賠紀錄。 

7. 本研究對象為不特定人士，聯絡人：黃珮娟 電話：65504，應提供完整

的電話號碼而非只有分機。建議主持人補充聯絡電話。 

8. 同意書，研究流程請詳細說明受測者參與健康外溢團險、健康檢測與

基本資料內容的填寫，並說明於何處執行，約須花費的時間與如何提

供醫療服務及健康保險理賠紀錄並說明健康手環收集那些數據資料，

請確認健康手環收集的數據是 4個月或是 6個月，研究流程的文字說明

是四個月，與健康手環是否為持續配戴並說明如何上傳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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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意書，研究潛在風險「本研究之流程沒有與外部機構合作，並將資

料去識別化後儲存在自健資料庫中，故不會有個資保密、外流之情形

發生」，請刪除本段落的文字說明，直接說明本研究可能帶來的隱私與

社會風險及其如何處理。 

10.同意書，研究計畫材料之運用規劃、保存期限及到期後之處理方式

「進行六個月的資料收集後，本研究之研究人員將進行六個月的資料

分析運用，研究材料會進行去識別化，儲存在自建資料庫中保存」，研

究材料包含所收集的數據、基本資料與醫療服務及健康保險理賠紀

錄，應分別說明書面與數據如何處理。對於須永久保存，應提供選項

供受試者選擇，並說明儲存的地點、保管人，受試者若對於資料數據

有相關問題的聯絡人與聯絡電話。並說明該資料庫有權使用之人。 

11.同意書，研究之退出與中止「您可自由決定是否參加本研究；研究過

程中，您不需要任何理由，可隨時撤銷同意，退出研究，但本研究團

隊將收回已發送之健康手環。本研究團隊將贈予健康手環予完整參與

資料收集環節並確實上傳之受測者。研究主持人或研究計畫資助單

位，也可能於必要時中止該研究之進行。如您中途退出或本研究中

止，本研究將用以下方式處理您的資料：■繼續使用，因為本研究已

與受測者議定資料使用之權限」，中途退出須收回健康手環，中途退出

的資料處理權，應由受試者自行決定與勾選，且繼續使用也應說明清

楚是否只提供本研究使用至研究結束。 

12.同意書，請補充說明健康手環配戴的注意事項，與測試期間該手環故

障與損壞時的處理。 

13.同意書，研究參與者權利，「計畫主持人或研究人員已經向您說明研究

相關之最新資訊，並已告知可能影響您繼續參與研究之意願之所有資

訊」，因本研究有健康手環的配戴，若臨時出現相關問題，建議修正為

「計畫主持人或研究人員已經向您說明研究相關之最新資訊，並已告

知可能影響您繼續參與研究之意願之所有資訊，如果於研究期間有任

何問題或狀況，請不必客氣，可與_________(單位)的_____(姓名)聯

絡，聯絡電話: 」。請填寫研究團隊成員，連絡電話應為 24 小時可聯絡

電話。 

 

委員二： 

1. 本案應屬取得、調查、分析、運用受試者生理與醫療資訊的「人體研

究」。 

2. 本案於審查申請書 7.1 中「使用可辨識及可能影響受試者工作、保險、

財務及社會關係之資料進行之研究」一項，勾選為「否」，然而研究目

的及研究過程中，卻又希望將受試者依照其體況，區分成強、弱體，

搭配醫療紀錄與理賠紀錄，達成其保險費率分群定價、一人一價之新

定價模式，區分不同受試者的保險費率。而且，本計畫希望收集受試

者的醫療記錄與理賠記錄，這些資料屬於收集取得時可識別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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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來，就此一選項是否應該勾選為「是」，而非「否」？ 

3. 受試者的醫療紀錄與理賠紀錄之收集，屬於個人資料法所稱之「敏感

性資料」的收集，但本計畫針對收集的範圍、項目、內容卻沒有具體

說明，在受試者同意書中亦僅以「如經允許，收集醫療紀錄與理賠紀

錄」一語簡單帶過。這樣的作法恐怕無法符合個人資料保護法上對於

「知情同意」時應該具體告知說明的應有內容。煩請於計畫書及同意

書中，皆具體詳細說明：本計畫將「如何」(how) 收集到受試者的醫療

記錄和理賠記錄？例如是要求受試者自己提供，還是研究者會自行前

往調閱，而且是從哪裡調閱？此外，本計畫將收集哪些 (what) 具體的

醫療記錄與理賠記錄，包括哪些醫療項目與記錄來源、哪些保險種

類、哪些理賠記錄？而且，本計畫必須向受試者具體說明收集上述資

料的「必要性」何在 (why)，且僅得於必要範圍內收集。最後，受試者

同意書應該有明確的選項欄位，讓民眾針對不同項目的資料收集，可

以分別選擇同意或不同意，而不宜以目前的同意書的方式僅寫出「如

經允許，收集醫療紀錄與理賠紀錄」的方式做概括敘述。 

4. 本計畫同意書之「五、研究潛在風險」表示：「本研究之流程沒有與外

部機構合作，並將資料去識別化後儲存在自健（？筆誤）資料庫中，

故不會有個資保密、外流之情形發生」。但是煩請說明： 

(1)本計畫與陽明交通大學高齡與健康研究中心合作，其是否屬於本校

以外的外部機構？ 

(2)再者，此處所稱之「自建資料庫」是什麼樣的資料庫，是既有的資

料庫或是新建的資料庫，將會有哪些人員可以使用此資料，而且未

來是否會開放其他人員使用，煩請說明。 

(3)此處所謂的「去識別化」，如果不是「去連結」（永久無法回溯連結

資料來源者的身分），那麼勢必還是會有編碼對照表或是可回溯受

試者身分的編碼 Key 存在，如此一來，如何能夠向受試者保證一定

不會有個資保密、外流之情形發生？ 

(4)倘若該資料庫僅採取「去識別化」，而非採取永久無法回溯資料來

源者身分的「去連結」，煩請說明該本計畫為何需要繼續保存可回

溯身分的編碼對照表或編碼 Key。 

5. 同意書之「八、」表示「研究材料會進行去識別化，儲存在自建資料

庫中保存」，但是並未如同該欄標題所說，向受試者告知資料保存的

「期限」。請問本計畫是否希望「永久保存受試者資料於自建資料庫」

中？若然，則必須於此處向受試者明確說明「永久保存」，且說明予以

永久保存的「必要性」何在。 

6. 過往類似計畫，曾發生受試者中途不慎遺失或毀損攜帶回家器材的情

形，且因此引發責任歸屬的糾紛與爭議。煩請明確向受試者說明相關

問題應如何處理，讓受試者事先判斷是否願意接受和參與。 

 

PI 回覆：(請參閱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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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第一次複審審查意見： 

委員一： 

1. 計畫書，試驗主題「本計畫利用健康手環追蹤受測者的步數、心率、

血氧、睡眠品質等健康數據，探討健康手環資訊如何結合醫學文獻，

在企業團險下提供健康促進效果，並利用上述數據建構健康促進的模

型」。其中「在企業團險下提供健康促進效果」，已與修正後的內容不

符。 

2. 回覆意見，「運動手環的廠牌型號 OSMILE TMP200 健康手環」，但同意書

是說明為 OSMILE TMP100，請確認。 

3. 回覆意見，「謝謝委員意見，根據中華民國 110 年 10 月 26 日衛授食字

第 1101409136 號公告，衛生福利部於中華民國 110 年 10 月 26 日公告

修訂藥品「臨床試驗受試者招募原則」。招募廣告不得強調受試者可獲

得免費醫療部分，「已移除費用補助字樣」。本案招募海報依據上述修

改條文，保留「測試後，運動手環為受試者所有」字樣」，因該手環市

值達 1990 元，雖未寫明金額但已有過度強調補助之內容或類似涵意之

文字，請刪除。 

4. 同意書為提供研究對象說明使用，請依照研究對象須配合的內容時間

順序說明，只說明研究對象如何配合的內容，對於研究人員部分的說

明，如開發 OSMILE TMP100 健康手環 APP…等，第三階段、與第四階段

的說明建議刪除。 

5. 回覆意見，「提供生活上健康促進建議給受測者參考，例如增加運動時

間、走路步數、睡眠時間等」，請於同意書說明如何提供，提供人員與

提供人員的背景是否有健康促進的合格認證。 

6. 同意書，研究潛在風險「本研究不會造成隱私與社會之潛在風險」，本

研究有收集個人基本資料(性別/年齡/身高/體重) 、環境溫度、受測者

連續與動態心率、血壓、血氧、疲勞度、睡眠品質、運動步數等數據

等，已為受試者的隱私與醫療相關的數據，請修正內容，說明本研究

可能造成的風險與如何避免。 

 

委員二：推薦通過。 

 

PI 回覆：(請參閱附件 5) 

 

委員第二次複審審查意見： 

委員一： 

1. 招募文宣，運動手環配戴期間為 10 個月，但研究參與者知情同意書，

寫明收集資料 6個月，建議同意書應明確說明配戴的期間。 

2. 研究潛在風險，提及「提醒游泳與洗澡時需將手環脫下，以免手環損

壞」，因研究期間長達 10 個月，建議清楚說明該運動手環損害時的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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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 

 

PI 回覆：(請參閱附件 6) 

 

委員第三次複審審查意見： 

委員一：推薦通過。 

討論摘要： 
1. 本計畫探討受測者配戴健康手環後，依照受測者之手環生理數據區分

不同群族，建議相關健康促進方案。本案原申請簡易審查，由兩位審

查委員建議改送一般審查，並於初審和複審時提供許多建議，仔細提

醒每個流程和資料一致性，例如留意去識別化之後的個資保存、運動

手環損壞時之處理、招募文宣不宜寫出測試後運動手環為受試者所有

等等，主持人均已一一回覆及修改，故給予推薦通過。 
2. 主席逐一詢問各委員（含非專業委員）意見並做成決議。 

投票紀錄： 
通過   12  票；修正後通過   0   票；修正後再審   0   票；不通過   0   票；迴

避未投票   0   票。 

決議：通過。 

 

第三案 

說 明：先請初審委員報告初審意見，再請各位委員討論表決。 

送審編號 NCCU-REC-202205-I065 

計畫名稱 
社群為前提的精障者就業：初探精障會所的過渡性就業與就

業服務體系的斷裂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  V 否 

委員初審審查意見： 

委員一： 

本研究為期三年，以會所工作人員與非會所的精障就服員為立足點，從記

錄就服員從事就業服務的工作知識與斷裂經驗為起點，勾勒台灣精障就服

員工作經驗背後的權力關係。研究以文本蒐集與訪談方式進行，每次以一

對一的訪談方式進行約兩小時，第一年，研究主持人將訪談督導以及會所

有參與過渡性就業的工作人員，預計 13 人。此外，也預計訪談 16 位會員

（精障者）。第二年，預計訪談新北市與台北市的民間單位督導 6人，以及

三年以上支持性就服員 18人。第三年將以民間單位的主管、地方政府與中

央政府業務承辦人員與主管合計 17 人。預計三年訪談 70 人。受訪者的訪

談完成後，都由謄稿員運用逐字稿的形式整理成文本，之後由訪談者校閱

後定稿。 

以下幾個問題，請計畫主持人回覆。 

1. 本研究為期三年，每年有不同的研究對象。就受訪者而言，未必知悉

自己所在的年度以及執行的內容，因此，建議不同年度與不同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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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精障者）分別以不同的知情同意書，載明該次的研究內容

（訪談/搜集文本）以及所需要的時間，以利受訪者知道自己參與的研

究性質。 

2. 由於訪談需要轉為逐字稿，應該有錄音。建議知情同意書中載明需要

錄音，也列出如果受訪者不願意錄音時，應該如何處理。謄稿員須具

備研究倫理的基礎訓練。 

3. 訪談對象包括精障者，請說明本研究將如何確認其自主與知情同意的

能力。知情同意書建議予以適當改寫，讓受訪對象更容易理解，也請

載明具體的額外保護方式。 

4. 研究內容是否也請參與者提供文本，如組織內工作者填寫的表格、引

導填寫的工作手冊……，這些相關資料若有個人隱私等相關資訊，請

以去識別化處理。 

5. 請說明受訪者具體的招募、納入與排除方式。 

 

委員二：於研究對象權益保障上完整，推薦通過。 

 

PI 回覆：(請參閱附件 7) 

 

委員複審審查意見： 

委員一：推薦通過。 

討論摘要： 
1. 本案為三年期計畫，建議提供不同訪問對象的知情同意書、錄音後謄

寫逐字稿需做適當之處理、以及適當改寫知情同意書以使精障者受訪

對象更容易理解等等，主持人均已一一回覆及修改，故給予推薦通

過。 
2. 主席逐一詢問各委員（含非專業委員）意見並做成決議。 

投票紀錄： 
通過   11   票；修正後通過   1   票；修正後再審   0  票；不通過   0  票；迴

避未投票   0  票。 

決議：通過。 

 

第四案 

說 明：先請初審委員報告初審意見，再請各位委員討論表決。 

送審編號 NCCU-REC-202205-I071 

計畫名稱 會話修復與語言習得：漢語親子互動的縱貫性研究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  V 否 



1110729   國立政治大學人類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第七十六次審查會議 會議紀錄                 第 11 頁，共 19 頁 

委員初審審查意見： 

委員一： 

1. 本研究探討漢語親子互動中的會話修復現象，藉由分析親子互動語料

中不同類型的會話修復，瞭解會話修復與語言習得的關係。 

2. 雖然本研究的知情同意書是以「年齡介於一歲六個月到兩歲的幼兒」

為對象，但所蒐集的語料及研究之進行，均以「母親」及「幼兒」為

參與者，而研究計畫書的招募部分也敘明是 “Twenty mother-child 

dyads will be recruited for the study＂。建議針對母親與幼兒分

擬兩份不同的知情同意書，較為適當，而受測人數的估計亦應一併調

整。另幼兒之母未必是行使親權之人，於招募時，宜注意法定代理人

的身分。 

3. 知情同意書未說明整個長期研究的時間，計畫書中則說明是 1 年 8 個

月，應在知情同意書中具體說明。 

4. 計畫書中是「母親」與幼兒的互動，但知情同意書中僅提及「親子」，

是否仍如計畫書中僅限於「母親」，請加釐清。 

5. 由於招募方式包括「主動聯繫托育機構，在其協助下招募參與者」，宜

注意請托育機構協助時，勿強調 200 元經濟誘因。 

6. 由於本研究是以進入參與者家中錄影家長與孩子的日常互動，研究分

析資料經去識別化處理，但原始影音檔宜特別留意受試者個人隱私，

若有利用雲端儲存及處理，宜特別謹慎。 

 

委員二：於研究對象權益保障上完整，推薦通過。 

1. 研究計畫在受試者保護中為易受傷害族群，需額外的保護。 

2. 受試者無意思能力，沒看到如何進行資料收集之方法以及如何保護受

試者？請詳述額外的保護措施。 

3. 如何確定受試者無認知或語言發展遲緩情形？ 

4. 並未說明哪時須暫停或中止計畫之標準。 

5. 有新資訊如何給予受試者？ 

6. 請再清楚強調參與者可不具理由隨時退出研究。 

7. 受試者同意書請用 16 歲以上可懂之文字。 

8. 僅有辦公室之電話，是否為 24 小時？ 

9. 並未敘述研究資料處理方法。 

 

PI 回覆：(請參閱附件 8) 

 

委員第一次複審審查意見： 

委員一：推薦通過。 

委員二： 

1. "3. 幼兒參與者的語言及認知發展情形將會於參與者招募時透過家長回

報，或向幼兒園方詢問。"這為診斷的部分，這樣的過程是否足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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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確定受試者無認知或語言發展遲緩情形？ 

2. "7. 知情同意書已盡量以淺白易懂的文字說明研究進行方式，且知情同

意書主要閱讀對象為母親參與者。在知情同意的過程中，研究助理亦

會口頭說明及回覆參與者提問。"，何謂會話修復？請用 16歲以上之語

言進行說明。 

3. "8. 辦公室電話非 24 小時。如有需要，則提供手機或其他聯絡方式予

家長。"一般研究計畫是需要 24 小時之聯絡方式，如果非 24 小時，請

說明。 

4. "9. 研究資料處理方式如「八、研究計畫材料之運用規劃、保存期限及

到期後之處理方式」的說明，所收集的資料將妥善保存於主持人的研

究室和工作室的電腦及檔案櫃中，加密上鎖，惟研究計畫相關人員具

有存取權限。參與者相關個人資料將會進行匿名處理，保護參與者的

隱私。研究資料僅限學術用途使用，不另做他用。"這個部分需跟父母

說明，另因為為 video，並非姓名之類的個資問題，而是臉部影像與家

庭個資問題，需敘述如何處理(譬如打馬賽克)，也需跟父母檢視如何

處理，以盡知情 同意/不同意的過程。 

 

PI 回覆：(請參閱附件 9) 

 

委員第一次複審審查意見： 

委員二：推薦通過。 

討論摘要： 
1. 本計畫欲至家庭中錄影親子會話，以探討親子互動中的會話修復，已

提醒研究對象不只幼兒，還有母親，需留意法定代理人的問題。以及

知情同意書未說明整個長期研究的時間，計畫書中則說明是 1 年 8 個

月，應在知情同意書中具體說明。並提醒影音檔宜特別留意受試者個

人隱私。主持人均已一一回覆及修改，故給予推薦通過。 
2. 提醒主持人若因學術研究發表需要呈現資料時，應以馬賽克處理影片

中所有可能辨識參與者身分的個人資訊。 
3. 主席逐一詢問各委員（含非專業委員）意見並做成決議。 

投票紀錄： 
通過   11   票；修正後通過   1   票；修正後再審   0  票；不通過   0  票；迴

避未投票   0  票。 

決        議：通過。 
建議事項：提醒主持人若因學術研究發表需要呈現資料時，應以馬賽克處

理影片中所有可能辨識參與者身分的個人資訊。 

 

案  由  二：有關招募文宣之審查原則，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研究倫理行政辦公室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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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會於 109 年 3 月 23 日 第五十一次審查會議討論，有鑑於參與研究主要是

利他的精神，所以不宜在文宣廣告上出現「報酬」，而是只應該在同意書

中說明諸如交通費的補貼，或是致贈小禮物等。研究倫理精神上不應該讓

受試者覺得參與研究是有報酬的。故共識決議為招募文宣上不宜列出金額，

但可以說明有交通費或車馬費補貼、時間補償或小禮物等。 

(二) 現依據中華民國 110 年 10 月 26 日衛授食字第 1101409136 號公告之「臨床

試驗受試者招募原則」(請參閱附件 10)第四條第五點，可刊載受試者將可

獲得費用補助，惟為免強調之虞，不宜刊載補助金額。此與前項之共識決

議相符合。 

(三) 有關招募廣告刊登，則建議比照「臨床試驗受試者招募原則」第七條「招

募廣告刊登須加註人體試驗委員會(倫理審查委會)審查核准及廣告文件版

本日期，且轉載(貼)不得修改內容。」辦理。 

共識決議：說明(一)和(二)照案通過，招募文宣仍維持不宜刊載金額之原則。至於

說明(三)是否區分為人體或非人體研究案而有不同作法，敬請委員們

再行思量並於下次會議討論。 

 

四、簡易審查案件追認：共計 22 件 

 
案號 計畫名稱 

審查通過

日期 

第一案 NCCU-REC-
202205-I023 

大數據趨勢下國民中小學數據文化指標與

權重體系建構及其對學校治理和決策歷程

與品質提升之影響與案例分析：模糊德懷

術與社會網絡分析之應用 

2022.07.05 

第二案 NCCU-REC-
202205-I042 

人各有所好：領導者和不安全依附部屬之

適配-以基本心理需求滿足為中介變項 
2022.07.06 

第三案 NCCU-REC-
202205-I044 

我國移民法規保障家庭團聚權之檢討及革

新—並以德國法為借鏡 
2022.07.04 

第四案 NCCU-REC-
202205-I049 

職場情緒勒索量表編制之研究 2022.06.27 

第五案 NCCU-REC-
202205-I053 

「為官之道」：台灣新進公務人員生涯長

期追蹤調查研究 (台灣文官調查 VII，
2022-2025，第三期) 

2022.06.30 

第六案 NCCU-REC-
202205-I054 

不經意科學：社群媒體使用者的媒介化疫

情資訊之旅 
2022.06.27 

第七案 NCCU-REC-
202205-E061 

探索地方創生的協力創新策略：屏東可可

產業的質化分析 
2022.06.28 

第八案 NCCU-REC-
202205-I064 

行動應用程式與健康行為促進：理論基

礎、功能設計與效果評估 
2022.07.26 

第九案 NCCU-REC-
202205-I066 

數位平台時代下的台灣媒體變遷：資本、

勞動與治理 
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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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案 NCCU-REC-
202205-E068 

混合式學習策略於解剖學研討之學習成效 2022.06.21 

第十一案 NCCU-REC-
202206-I073 

危機時代下歐亞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標準

與創新之變革： 新興使命、微型證書及

線上外部品質保證審查 
2022.07.11 

第十二案 NCCU-REC-
202206-E075 

ARCS 動機模式融入內外科護理教學對護

專三年級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之探

討 
2022.06.24 

第十三案 NCCU-REC-
202206-I078 

新冠疫情期間危機領導、心理社會安全氛

圍、死亡意識與對教師工作投入的影響：

教師責任感的調節作用 
2022.06.27 

第十四案 NCCU-REC-
202206-I082 

什麼場合什麼話：華人文化下職場場面話

研究 
2022.06.30 

第十五案 NCCU-REC-
202206-I084 

虛擬現實中不同互動方式之療癒成效--以
虛擬自然環境為例 

2022.06.27 

第十六案 NCCU-REC-
202206-E086 

基於人地關係的韌性部落/社區：從災害

識覺探討災後復原與降低災害風險 
2022.07.25 

第十七案 NCCU-REC-
202206-E087 

智慧城市理念建構之步行環境對婦女陪伴

孩童通學意願、孩童學業表現與婦女成就

之影響關係探討 
2022.07.18 

第十八案 NCCU-REC-
202206-E088 

女性壓力山大的快速天然良方？以女性觀

點探討都市綠地景觀格局與特徵對感知感

官維度、環境感知與壓力恢復影響關係與

方案評估之研究 

2022.07.25 

第十九案 NCCU-REC-
202206-I091 

不只會考試而已：台灣高中生預備學測的

英語學習方式 
2022.07.08 

第二十案 NCCU-REC-
202207-E092 

重塑更具永續性的教育工作者：後疫情時

期職涯永續性對教師工作重塑的影響：感

知組織支持的調節作用 
2022.07.25 

第廿一案 NCCU-REC-
202207-E093 

好齡好樂好健康--AI 應用於音樂治療 2022.07.14 

第廿二案 NCCU-REC-
202207-I095 

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 新世代、

新觀點(II) 
2022.07.25 

決  議：追認通過。 

 

五、修正/變更案件追認：共計 19 件 

 
案號 計畫名稱 

審查通過 
日期 

修正變更 
內容 

第一案 
NCCU-REC-
202005-I014 
(第十次) 

公民意識、極端政治與溝

通民主 
2022.06.28 

展延研究期間、

修改計畫書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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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問卷 

第二案 
NCCU-REC-
202005-I047 
(第三次) 

提升兒童學習動機與色彩

認知之互動式繪圖筆研發 
2022.07.01 修改計畫書 

第三案 
NCCU-REC-
202005-I057 
(第四次) 

新世代領導的挑戰與適

應：安定領導之理論建

構、量表發展及模型驗證 
2022.06.22 

修改研究期間及

計畫書 

第四案 
NCCU-REC-
202006-I065 
(第二次) 

以經驗取樣方法探討個人

資訊隱私感知之研究 
2022.07.15 

修改研究期間及

計畫書 

第五案 NCCU-REC-
202012-I113 

嬰兒在第三者情境模仿學

習他人 
2022.07.03 修改同意書 

第六案 NCCU-REC-
202101-I003 

政府創新數位服務與個人

資料應用的挑戰：民眾態

度與行為 
2022.07.19 

修改知情同意說

明、新增問卷 

第七案 
NCCU-REC-
202103-I010 
(第二次) 

新住民與新二代的中越語

學習 
2022.06.24 修改同意書 

第八案 
NCCU-REC-
202105-I030 
(第五次) 

數學學習與教學中的情

意：理論構建和虛擬實境

實驗研究 
2022.06.22 

修改質性前導/質
性後續知情同意

書 

第九案 
NCCU-REC-
202105-I035 
(第六次) 

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

研究:新世代、新觀點 
2022.07.05 

修改計畫書及面

訪訪問同意書 

第十案 NCCU-REC-
202105-I049 

以共文化觀點探究外籍教

授在台經驗 
2022.07.04 展延研究期間 

第十一案 NCCU-REC-
202106-I068 

臺灣五大人格特質量表常

模調查計畫 
2022.07.14 展延研究期間 

第十二案 NCCU-REC-
202106-E069 

廣告業的游牧族：初探廣

告創意自由工作者的從業

動機與勞動狀況 
2022.07.22 展延研究期間 

第十三案 
NCCU-REC-
202108-I090 
(第二次) 

以「災害心理」落實災害

「料想中管理」的公民意

識及整備－探究基層官僚

的心理備災狀態與其對政

策執行影響之實證研究

(子計畫五)(I) 

2022.07.13 
修改計畫書、同

意書及新增訪綱 

第十四案 
NCCU-REC-
202110-E098 
(第二次) 

誰適合補眠？探討不同時

型者其週間週末睡眠模式

差異之機制與影響 
2022.07.22 

修改計畫書及同

意書 

第十五案 NCCU-REC-
202112-I115 

幼兒在視訊互動情境中的

溝通行為 
2022.07.18 

展延研究期間、

修改計畫書、同

意書、量表、招

募文宣 

第十六案 NCCU-REC-
202202-E007 

居家工作睡不好？探討性

別角色、職家衝突與時型
2022.07.26 

修改網路研究同

意書及睡眠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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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居家工作與睡眠困擾間

的調節中介模式 
量表 

第十七案 NCCU-REC-
202202-I008 

他們為何進入診間？論憂

鬱症病識感的日常實作 
2022.07.22 修改計畫書 

第十八案 NCCU-REC-
202204-I013 

漢語動詞後時貌標記

「了」搭配動補複合詞之

可省略性 
2022.06.29 

修改計畫書及同

意書 

第十九案 NCCU-REC-
202204-I016 

華語名詞抽象化程度對隱

喻處理的影響 
2022.06.29 

修改計畫書、前

測二及前測三同

意書 

決  議：追認通過。 

 

六、期中案件追認：共計 33 件 

 
案號 計畫名稱 

審查通過 
日期 

第一案 
NCCU-REC-
201911-I079 
(第二年) 

具視覺化語意分析之討論區即時觀點比較系

統發展與應用研究 
2022.06.22 

第二案 
NCCU-REC-
201912-I089 
(第二年) 

台灣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口語敘事能力及研

究方法之再探 
2022.07.03 

第三案 
NCCU-REC-
202001-I001 
(第二年) 

數位遊戲與虛擬實境的正向應用：建構與驗

證需求投入模型 
2022.06.21 

第四案 
NCCU-REC-
202004-I009 
(第二年) 

「自我選擇機制」與「外在選擇機制」雙重

效果對公務體系選才之影響--別人能、我們

能嗎? 從單一筆試走向多元評量之路 
2022.06.28 

第五案 
NCCU-REC-
202004-I011 
(第二年) 

中國威權體制下的多樣性國家社會關係 2022.06.20 

第六案 
NCCU-REC-
202005-I013 
(第二年) 

中國大陸金融科技創新與金融產業發展的政

治經濟分析 
2022.07.07 

第七案 
NCCU-REC-
202005-I022 
(第二年) 

員工工作意義感形成因素之探討 2022.07.02 

第八案 
NCCU-REC-
202005-I031 
(第二年) 

自傳式記憶、娛樂媒介經驗、與幸福感之綜

合研究 
2022.06.28 

第九案 
NCCU-REC-
202005-I033 
(第二年) 

運用知識創新環境下的想法中心教學與科技

以促進自主學習 
2022.06.21 

第十案 
NCCU-REC-
202005-I047 
(第二年) 

提升兒童學習動機與色彩認知之互動式繪圖

筆研發 
2022.07.01 

第十一案 NCCU-REC- 性別與災難風險降低：建立性別平等的防災 2022.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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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I055 
(第二年) 

社區資訊、策略與行動 

第十二案 
NCCU-REC-
202005-I057 
(第二年) 

新世代領導的挑戰與適應：安定領導之理論

建構、量表發展及模型驗證 
2022.06.29 

第十三案 
NCCU-REC-
202007-I073 
(第二年) 

2020 年至 2024 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

查」四年期研究規劃 
2022.07.07 

第十四案 
NCCUREC-
202007-I074 
(第二年) 

照護與國際遷移：東亞國家之外籍看護工政

策比較研究 
2022.07.11 

第十五案 NCCU-REC-
202012-I108 

思考視覺化、正念化與意義化: 高層次思考的

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 
2022.06.21 

第十六案 NCCU-REC-
202012-E111 

心臟磁振造影技術之發展：多模態重建法及

心肌動態資訊 
2022.06.29 

第十七案 NCCU-REC-
202012-I113 

嬰兒在第三者情境模仿學習他人 2022.07.03 

第十八案 NCCU-REC-
202012-I114 

助眠藥物減藥歷程與輔助介入療效研究 2022.07.02 

第十九案 NCCU-REC-
202101-I003 

政府創新數位服務與個人資料應用的挑戰：

民眾態度與行為 
2022.07.19 

第二十案 NCCU-REC-
202102-I006 

安心專線成效探討--運算取向 2022.06.27 

第廿一案 NCCU-REC-
202103-I011 

主管八卦的再建構：類型、機制、邊際條件

及作用效果 
2022.07.13 

第廿二案 NCCU-REC-
202105-I026 

語境強度與個別差異調控詞彙歧義消解的語

義選擇機制 
2022.07.11 

第廿三案 NCCU-REC-
202105-I028 

以自然情境研究檢驗線上學習之神經機制 2022.07.15 

第廿四案 NCCU-REC-
202105-I035 

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新世代、新觀

點 
2022.07.22 

第廿五案 NCCU-REC-
202105-I048 

政府公部門運用影響力行銷的現況與效果之

研究 
2022.06.29 

第廿六案 NCCU-REC-
202105-I049 

以共文化觀點探究外籍教授在台經驗 2022.07.04 

第廿七案 NCCU-REC-
202105-I052 

正向媒介多工：媒介多工如何透過逃避與面

對情感修復機制提升幸福感 
2022.07.03 

第廿八案 NCCU-REC-
202105-I054 

適應性領導對教師適應性績效影響之研究：

差錯管理氛圍與心理安全感的跨層次中介效

果 
2022.06.21 

第廿九案 NCCU-REC-
202105-E056 

資訊科技社會議題之課程實踐:檢視「共同建

構模式」的效果 
2022.07.25 

第三十案 NCCU-REC-
202106-I068 

臺灣五大人格特質量表 常模調查計畫 2022.07.22 

第卅一案 NCCU-REC-
202106-E069 

廣告業的游牧族：初探廣告創意自由工作者

的從業動機與勞動狀況 
2022.07.22 

第卅二案 NCCU-REC-
202106-I071 

以磁振造影研究探討數學能力之性別差異 2022.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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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三案 NCCU-REC-
202108-I090 

以「災害心理」落實災害「料想中管理」的

公民意識及整備－探究基層官僚的心理備災

狀態與其對政策執行影響之實證研究(子計畫

五)(I) 

2022.06.23 

決  議：追認通過。 

 

七、結案案件追認：共計 5 件 

 
案號 計畫名稱 

審查通過 
日期 

第一案 NCCU-REC-
202105-I055 

假訊息對記憶與推理的持續影響效果：從

實驗室到社群媒體 
2022.07.19 

第二案 NCCU-REC-
202108-I082 

探究國小數學學習障礙症學童之神經心理

功能 
2022.07.05 

第三案 NCCU-REC-
202108-E084 

應用多媒體教學方案提升護理科學生於異

常呼吸音類型判讀之成效探討 
2022.07.08 

第四案 NCCU-REC-
202110-I102 

政策變遷的類型是由政策倡議所決定的 
嗎？—以「油電平權」下電動機車補助政

策為例之研究 
2022.06.23 

第五案 NCCU-REC-
202202-I008 

他們為何進入診間？論憂鬱症病識感的

日常實作 
2022.07.26 

決  議：追認通過。 

 

八、撤案案件追認：共計 2 件 

 
案號 計畫名稱 

審查通過 
日期 

第一案 NCCU-REC-
202012-I102 

因應 108 課綱教育改革之挑戰：中學教師復

原力增能課程之開發與實踐跨世代的森林經

營典範差異及其影響 
2022.07.06 

第二案 
NCCU-REC-
202105-I028 
(變更案-1) 

以自然情境研究檢驗線上學習之神經機制 2022.05.11 

決  議：追認通過。 

 

九、終止案件追認：共計 2 件 

 
案號 計畫名稱 

審查通過 
日期 

第一案 NCCU-REC-
202104-E019 

跨世代的森林經營典範差異及其影響 2022.07.01 

第二案 NCCU-REC-
202110-I097 

生命性線索與效率原則對嬰兒了解動作目標

的影響 
2022.07.18 

決  議：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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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臨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紀錄出席委員登出時間）：111 年 7 月 29 日（星期五）上

午 11 時 53 分散會。 

 

十二、下次開會時間提醒：111 年 8 月 26 日(五)上午 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