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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由於社會的快速變遷，台灣地區生活步調、型態日漸改變，進口食品、連鎖

餐飲業不斷增加，國民的生活形態、飲食習慣處於一種動態變化的狀況中。為隨

時偵測國人的營養健康狀況，瞭解國人健康和飲食生活形態的關係，衛生署長久

以來委辦營養健康調查監測國人之飲食、營養健康狀況，包括了 1979-80 和

1986-1988 兩次膳食營養與體位調查、1993-1996 的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1)、

1999-2000 年的老人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調查、2001-2002 年的國小學生國民營養

健康狀況調查以及 2005-2008 年的家戶營養健康狀況調查，從歷次調查的結果顯

示國人的飲食型態和營養狀況在短短的幾年內，有非常大幅的變化，因此定期偵

測國人的飲食營養狀況是一項相當重要、不可輕忽的公共衛生工作。民國九十七

年衛生署及國家衛生研究院所研議的 2020 健康白皮書中飲食一章，即以歷次調

查之發現為主要依據，經專家會議達成共識，撰寫而成。 
因時代的變遷，年輕族群已逐漸採用非傳統的飲食方式，上一次調查青少年

族群為 1993-1996 年距今已 15 年，因此監測青少年的營養健康情況，有其急迫

性與重要性。本次（第四次）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計畫，邀集學者專家設

計國中學生年齡層的問卷及規劃體檢項目，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

醫療保健組主持人等設計抽樣方法、統籌問卷、並帶領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

科學研究所醫療保健組國民營養調查小組（以下簡稱國民營養調查小組）執行問

卷調查及體檢工作。在調查執行方面，此次(第四次)調查比照 2005-2008 年第三

次調查的模式，以專職訪員來進行訪視，另外有一專職體檢隊巡迴學校執行體

檢，並由國民營養調查小組統一負責訪員訓練及品質管控的工作，以確保調查工

作能順利進行，維持資料的品質。本次調查首度利用網路問卷軟體改寫並彙整

CAPI (Computer 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系統、24 小時飲食回憶問卷鍵入系統

和體檢資料鍵入系統，提升訪視資料的即時傳輸、保密與儲存，以期使調查工作

的進行能夠更有效率，並減少發生人為的錯誤的可能性。 
營養健康調查收集資料相當多元，因田野訪問於 100 年 4 月中結束，本期末

報告就獲得之國中生年齡層問卷資料、二十四小時飲食回憶資料、以及體檢資

料，針對一些具時效性的飲食攝取狀況、肥胖與慢性病（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

高膽固醇脂症、高尿酸血症）盛行率及趨勢等先進行描述性的分析與報告，以即

時提供給衛生、營養、農業及教育等決策單位作參考。未來將把資料公開，以供

各界專家學者繼續從不同角度分析這些珍貴的資料。 
    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為一個監測國人營養健康情形的大型田野調

查，為讓公衛、營養等各領域人士能更瞭解國民營養健康調查內容，利用營養健

康調查資料進行多元化的分析，本計畫在台灣地區北、中、南、東部的各舉辦 1

場營養調查教育訓練會，介紹 2005-08營養調查的調查設計、方法、結果、資料

瀏覽與分析方法，讓公衛、營養界人士充分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