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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研究倫理守則社會工作研究倫理守則社會工作研究倫理守則社會工作研究倫理守則】】】】建議版建議版建議版建議版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為確保社會工作研究者依循最高專業標準及倫理標準進行社會科學研究，

特訂定此倫理守則。 

社會工作之研究旨在提升社會福祉，促進社會正義，肩負社會責任及倫理

責任。考量社會工作研究參與者經常為社會上之弱勢群體或社會福利服務使用者，

因此社會工作研究更應較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之研究重視研究參與者的尊嚴、自願

性、保密性，同時研究者更應經常審視研究過程中的雙重關係，避免利益衝突，

降低研究傷害。 

本倫理守則分為研究倫理基本精神及研究倫理實踐準則兩部分，期望藉由

遵守倫理守則規範，提升社會工作研究對於研究參與者利益之維護，以及對於社

會工作研究者自身專業之提升。 

 

一一一一 、、、、研究倫理基本精神研究倫理基本精神研究倫理基本精神研究倫理基本精神 

1. 尊重人權尊嚴尊重人權尊嚴尊重人權尊嚴尊重人權尊嚴與平等與平等與平等與平等：：：：社會工作研究者有義務保持積極且有紀律的倫理覺

知，針對所有的研究參與者不因研究參與者的年齡、性別、階級、種族、

國籍、宗教、性取向、障礙、健康、婚姻、家庭或父母等因素而產生歧視，

並確保研究不受任何未覺察的偏見所影響。 

2. 提升社會福祉提升社會福祉提升社會福祉提升社會福祉，，，，促進社會正義促進社會正義促進社會正義促進社會正義：：：：社會工作研究者應對於每位研究參與者保

持開放且公平以對的態度，並應確保研究能夠充權研究參與者。與弱勢團

體、個人及社區一起合作時，應達到尊重基本人權和增進社會正義的研究

目的。 

3. 維持專業能力維持專業能力維持專業能力維持專業能力：：：：社會工作研究者應致力於建立並維持研究倫理，並確保研

究者本人之能力足以勝任該項研究並符合社會科學之最高標準。當研究者

為學生時，則由學生及其指導者共同承擔本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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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謹守學術誠信謹守學術誠信謹守學術誠信謹守學術誠信：：：：社會工作研究者應正確並客觀報告研究結果，避免扭曲及

隱瞞。社會工作研究者有義務反映任何社會不平等、不正義之研究結果，

並引起相關單位的注意。 

 

二二二二 、、、、研究倫理實踐準則研究倫理實踐準則研究倫理實踐準則研究倫理實踐準則 

 

1. 自願參與自願參與自願參與自願參與，，，，告知後同意告知後同意告知後同意告知後同意與保密與保密與保密與保密 

1.1 社會工作研究者從事研究之前，應在適當時機取得研究參與者自願簽下

的知情同意書，拒絕參與者不應受到任何暗示性或實質性的剝奪或懲罰；

不得利用不正當的誘因吸引參與者，應注意參與者的福祉、隱私及尊嚴。 

1.2 當研究參與者為兒童或因故無法提供知情同意書，社會工作研究者應對

參與者提供適當的解釋說明，給予對研究流程表達同意或反對的機會，

取得參與者在其能力範圍內的同意，並由其法定監護人/代理人自願簽下

的知情同意書。 

1.3 若研究參與者來自社會福利機構，社會工作研究者應主動配合機構內之

相關審查規定，研究計畫及訪談內容應事先通過該機構之審查過程，並

獲得機構同意後始得進行研究。 

1.4 社會工作研究者在取得知情同意時，知情同意書的呈現應以研究參與者

可以理解的語言文字或溝通能力為準，知情同意書的內容應包含研究的

本質、範圍及研究參與者所被要求參與的時間、參與研究所可能帶來之

風險及利益，以及提供研究參與者之申訴管道。  

1.5 社會工作研究者應充分告知研究參與者有「拒絕參與研究」和「隨時退

出研究」的權利，且於研究中所接受的任何專業服務及未來獲取社會工

作服務之管道並不會因此受到影響。 

1.6 社會工作研究者應以書面或其他影、音方式妥善保存研究參與者所自願

簽署之知情同意書，確保參與者及其資料的匿名性及保密性，並應告知

參與者有關保密的限制、保密所採取的方法步驟及研究資料未來將銷毀

的時間。 

1.7 除非知情同意書明確陳明，社會工作研究者在報告研究結果時應刪除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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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可辨識研究參與者之資訊，以保護其隱私。若牽涉研究參與者之聲音、

影像、肖像之資料，社會工作研究者必須經參與者授權同意後，始得發

表。 

1.10 社會工作研究者應確保所蒐集之資訊僅和所牽涉之相關專業人士進行

討論，資料之使用僅限學術目的且不可挪做他用。 

 

2. 傷害最小化傷害最小化傷害最小化傷害最小化 

2.1 社會工作研究者應將研究參與者的利益置於個人及研究計劃利益之上，

並確保參與者不會受到任何未被告知的生理、精神或情緒上的不適、壓

力、傷害和剝奪。 

2.2 社會工作研究者應以研究參與者的福祉為優先考量，特別是因年齡、健

康、障礙或社會因素而成為弱勢者，應積極保護其不受身體上及精神上

的傷害、不適、危險，以及不合理日常生活干擾或未被告知隱私侵犯。 

2.3 社會工作研究者應說明參與研究可能帶來的風險和好處，盡力去察覺研

究對研究參與者造成的生心理傷害或不良影響，並採取所有可能的措施

將傷害降至最小，協助研究參與者取得合適的支持性服務之管道以消除

不良的影響。 

 

3. 避免欺騙避免欺騙避免欺騙避免欺騙 

3.1 社會工作研究者應避免於研究中採取欺騙的研究步驟，除非已無其他替

代性的研究方法，則應預測該研究方法不會造成參與者傷害，同時證明

該研究方法的利大於弊。 

3.2 社會工作研究者執行研究或研究設計牽涉隱瞞、欺騙或不需知情同意書

的程序，則需經過嚴格且具公信力單位的檢視。 

3.3 社會工作研究者的研究執行牽涉刻意隱瞞時，應於事後告知研究參與者

並取得其同意，才可進行發表。 

 

4. 避免雙重關係及利益衝突避免雙重關係及利益衝突避免雙重關係及利益衝突避免雙重關係及利益衝突 

4.1 社會工作研究者應確保研究的獨立性，並應仔細檢查其研究設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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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資料歸屬、財務管理、研究角色等，避免產生可能的利益衝突。 

4.2 當社會工作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間存在雙重關係或任何潛在或實質的利

益衝突時，社會工作研究者應向研究參與者清楚說明之，並採取適當行

動解決此問題。 

4.3 社會工作研究者應提供一具公信力之客觀申訴管道，並主動告知研究參

與者該項資訊，尊重研究參與者表達意見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