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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智慧績效的關鍵 ─ 資料品質管理 

現況描述     稽核 
 
品質監控     清理 



數量分析 
 透過數理模型描述觀察結果：     
         觀察現象 = 模型 + 誤差 
或  
    y = f(x) + error；觀察值 = 訊號 + 雜訊。 
 數量化模型的關鍵： 
量化目標值 y ：定義問題！ 
選取關鍵變數： 
建立量化模型：統計學習、機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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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因素：Y 與 X 
 量化目標為變數Y，與Y 有關的資訊X。 
目標未必可量化、量化過程間的折損； 
無法蒐集資料、X 與Y 的關聯不足。 
 研究需要來來回回、嘗試錯誤。 

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 Data 



定 義 問 題 

蒐 集 資 料 

分 析 資 料 

詮 釋 結 果 



資料分析策略 
 「觀察」、「推論」、「驗證」三步驟 
首先檢查資料品質，避免Garbage in, garbage out 的窘

境  ，通常會佔用一半以上的時間。 
同時進行其他探索性資料分析(EDA)，一步一步找出

資料的重要特性，作為進一步推論(如迴歸分析)的依據 
驗證性資料分析(CDA)則是最後步驟，分析結果應與

EDA接近，否則需重頭檢查。 
資料偵錯 

資料輸入錯誤、尋找可能
的離群值。 

初步探索資料特性 
資料的集中、散佈趨勢 

驗證已知的結果 
是否與已知的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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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A and CDA 
 EDA (or Descriptive analytics) tells us what 

happened up from the data.  
 CDA can be separated into two parts:  
Predictive analytics give us clues about the 

future, given data and domain knowledge. 
Prescriptive analytics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future. 





統計與知識 
 統計整理資訊的方法屬於歸納法

(Induction)，從龐雜的資料找出共同趨
勢，並區分資料具有以下哪一種特性： 

 

                                               一般、常見 
 

 
                                             不尋常、不規則 
 

                             離群值(Outlier) 
 

                                               罕見、極端 
 

Regular 

Extreme 

Irregular 



探索性資料分析(EDA) 
 EDA首要目的在於資料偵錯、獲得資料的

大略資訊、驗證已知結果。 
圖形、表格在EDA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由

分析結果中尋找合適的下一步分析方法。 
使用任何的統計方法前，先確定該方法需要

的假設條件是否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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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A的目標 
 資料偵錯 
  資料輸入錯誤、尋找可能的離群值。 
 初步探索資料的特性 
  資料的集中、散佈趨勢。 
 驗證已知的結果 
  是否與已知的結果相同？ 



EDA的工作項目 
 分析方法與資料本質有關，EDA首先確

認資料類型、資料量等特性。 
比對編碼簿(Codebook)、異常數值； 
樣本與母體的差異（樣本代表性）； 
資料基本特性（如期望值、變異數）。 
 資料品質往往是數量分析的成敗關鍵，

進行EDA時也應交叉比對分析結果，以

不同面向獲得類似結論。 



Types of Data(資料類型) 

Discrete Discrete or continuous 

Nominal Ordinal Interval Ratio Levels of 
Measurement 

Numerical data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Data Types 



 並非所有資料都適合常見的統計方法，任意

使用分析方法會得出啼笑皆非的結果。 
 已知A > B, B > C 是否代表A > C？ 
 
 
 
 
 
 
註：1代表最喜歡，3代表最不喜歡。 

甲城市 乙城市 丙城市 

A候選人 1 2 3 

B候選人 2 3 1 

C候選人 3 1 2 



 數字定義可能引起的問題： 
 評審給候選人A、B、C、D的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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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人D分數明顯最低，刪除後評審重新對候
選人A、B、C評分。 

 A的分數反而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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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代表性  
 樣本代表性意指抽出的樣本，其特性與
母體非常類似，足以由樣本來代表整個
母體。 
 檢查樣本代表性是分析抽樣調查、問卷
資料的首要步驟，若樣本與母體差異過
大，則以樣本的資訊推測母體的特性，
將顯得不合適。 



樣本代表性(續) 
 通常用於檢查樣本代表性的問項： 

 1.性別比例 
 2.年齡結構 
 3.居住地區 
 4.教育程度 
 5.職業別 
 6.婚姻狀態  
  7.其他因素 



樣本代表性(續) 
 台灣地區的人口統計資料可到內政部統計
處查詢，網址http://www.moi.gov.tw/stat/ 
內政統計年報 
性別統計資料 
重要參考指標 
註：也可參考主計總處資料， 
網址http://www.dgbas.gov.tw/ 



樣本代表性的實例 
 美國1930年代調查業巨人《文摘》(Literary 

Digest)，在1936年發出一千萬問卷，預言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Alfred Landon將大獲全
勝，擊敗民主黨羅斯福。 
調查對象為擁有汽車與電話的家庭。 
 但蓋洛普等三大業者1948年也錯誤預測共
和黨杜依會獲勝。 
使用配額抽樣法，訪問五百位家庭主婦、
二十位農夫與三百位老人。 

註：資料來源【真實的謊言】 



分析案例 
 政治大學統計系大學部三年級學生在民
國90年，調查政治大學學生對流行性雜
誌的偏好，包括雜誌價格、內容、出版
期數等問項。 













抽取1,000份樣本的原因 
 民意、市場調查的多為封閉問卷，有興
趣的多為某個問項佔的比例，例如：某
位候選人的支持程度二項分配。 
信心水準95%及最大誤差不大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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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統計量(範例) 
 例題一、試以文字詮釋以下隨機抽出某公

司業務部門20位員工的年齡： 
 41     25     25     33     27     31     42      
 35     36     32     36     41     34     29      
 34     31     34     35     32     35 
  平均數＝33.4，中位數＝34.0， 
      標準差＝4.75，全距＝17。 



敘述統計量(續) 
 例題二、試以文字詮釋以下隨機抽出某公

司20位員工去年請假的天數： 
   0   0   0   0   0   0   0   0   1   1    
   1   2   2   3   4   5   5   6   7  42      
       

    你/妳 看到了甚麼現象？ 



敘述統計量(續) 
 例題三、街頭隨機訪問20位成年受訪者去

年閱讀某月刊的期數： 
   0    1  11  0   0   0   2  12  0   0      
   12  1   0   0   0   0  12   0 11  0      
      

     請問這是甚麼樣的月刊？ 



敘述統計量(續) 
 例題四、以下為隨機抽出某地區16位孕婦

的身高(單位：公尺)： 
 
  1.57  1.55  1.60  1.52  1.68  1.57  1.62  1.55 
  1.65  1.52  2.55  1.60  1.55  1.60  1.62  1.57  
 
 請問你/妳看到資料有何特性？   
 



圖形與表格 
 除了基本的敘述統計量外，圖形與表格
可以輔助判斷資料的特性。 
常見的圖形：Boxplot、Histogram 
 這些圖表看似簡單，但仔細判讀仍可發
現重要訊息，甚至不需進階統計分析，
即能約略猜出分析的結論。 

 

註：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Source:   http://www.rapides.k12.la.us/nitro/visual_literacy.htm 

圖形有時描述地更傳神！ 



Source:   http://rbonini.files.wordpress.com/2007/06/200706290853.jpg 



英國脫歐公投結果 
（CNN） 



英國脫歐公
投結果(BBC) 



表格與圖形(範例) 
例題五、大略敘述下圖資料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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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資料(你/妳猜對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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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問題：常態分配的箱型圖具有哪些特性？ 



表格與圖形(續) 
例題六、謀殺率上升嚴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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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數與中位數 
 左偏(Left-skewed)：當少數觀察明顯值較一
般觀察值小時(如下圖)，平均數將被這些觀
察值拉下，但中位數較不受影響，此時中
位數大於平均數。 

 同理，少數觀察值較大時則稱為右偏
(Right-sk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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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稱分配(Symmetric Distribution) 
 無偏態        眾數 = 中位數 = 平均數 



右偏分配(Skewed to the Right) 
  右偏分配：平均數和中位數在眾數的右邊。 

 

 

 

 

 

 

  眾數<中位數<平均數 



左偏分配(Skewed to the Left) 
  左偏分配：平均數和中位數在眾數的左邊。 

 

 
 

 

 

 

 

 平均數<中位數<眾數 



如何藉由統計獲取資訊？ 
 如果想瞭解民國94年指定考試各科的特性，
可以藉助哪些工具？ 
例如：那一科的分數最不平均，像是哪一
科大多數人都考得不好，只有少數人分數
分高。 
平均數明顯大於中位數，稱為右偏(skewed 

to the right)；反之，若平均數明顯小於中
位數，稱為右偏(skewed to the left)。平均
數等於中位數，則為兩側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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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詮釋與推論限制 
 分析結果若能合理闡述，可達到「畫龍
點睛」之效，但最忌諱忽略關鍵點，純
粹就數字面來詮釋，反而變成「畫虎不
成反類犬」。 

 研究結果的推論也需注意，不能僅從統
計結果來看，也需瞭解推論結果代表的
意義。 



驟下結論(範例) 
 多數車禍發生在車速40～60公里/時，僅
有少數在車速超過100公里。 
開快車比較安全？ 
 美國亞歷桑那州死於肺結核的比例最高。 
亞歷桑那州的天氣易於感染肺結核？ 
 調查小學生的拼字能力，發現腳愈大的
拼字能力也較強。 
腳的大小影響拼字能力？ 



驟下結論(續) 
 2001年大陸調查發現長壽者中，排行老
大者最多。 
排行老大較長壽？ 
抑或是排行老大者佔了多數？ 
 英國公務統計顯示在家裡生產者，發生
意外的比例較在醫院生產者高，因此孕
婦都應該在醫院生產。 
為什麼有些孕婦會在醫院以外的地方生
產？ 



 2004年九月底某學校公布使用手機的肇
事率，發現在車內用免持聽筒打電話，
比用手持聽筒還要危險。 
由於民眾以為使用免持聽筒就能夠一面
開車、一面通話，但往往更容易分心，
肇事率比用手持聽筒高出將近1倍。 
你/妳覺得這裡有甚麼疑問？  

報紙上常看到的敘述！ 



  經過北醫2年多來的研究顯示，打手持聽筒的民眾，出
車禍的風險比不打電話的人多出2.24倍，而用免持聽筒的人，
出事風險又比沒打手機的人高出6.5倍，完全顛覆「用免持
聽筒」比較安全的印象。北醫急診部主任謝屈平︰「免持
聽筒的人，你可能第一個觀念會認為說比較安全，反而疏
忽掉路況，另外外也有研究過說，真正的危險性是在於對
話，並不是在於免持或者是手持的這一部分。」 
 醫師說，比較國內外研究可以發現，行車途中只要撥打
手機，危險性就會提高，而且結束通話之後5到10分鐘，出
事比例仍比沒打手機的駕駛多出3倍。北醫急診部主任謝屈
平︰「主要在於你還在思索剛才那通電話的內容，還是會
影響到你開車的表現。」  

  北醫附設醫院急診部主任蔡卓城說，他們除了分析各醫
院急診的車禍傷患之外，也親自前往馬路旁、實地拍攝駕
駛在車內使用行動電話的狀況。  

 

    (TVBS 新聞「開車打手機 免持聽筒更危險！ 」、 
     中時電子報「接、撥、掛 最易肇事時 」2004年9月22日報導)  



祝大家一切順利！ 
 



問卷設計的原則 
(1) 確定整份問卷的目標 
(2) 每個問題定義明確、 
    用字簡明易懂 
(3) 問卷內容合乎邏輯 
(4) 避免誘導、假設、敏感 
   的內容 
(5) 與事後編碼及分析配合 



問卷設計的原則(一) 
(1) 確定整份問卷的目標 
 每個問題是否與整體目標相關 
避免東問一題、西問一題。不妨以到
一個陌生的地方問路為例，你/妳的
目標是找到某個地標或建築物。 

 設計問題也可以拼圖為例，每一塊小
拼圖的個別角色、幾塊拼圖合成之後
的角色又如何。 



問卷設計的原則(二) 
(2) 每個問題定義明確、用字簡明易懂 
 使用的文字、敘述方式以出現在日常
生活為原則，不使用過於艱澀、但也
避免過於口語化的用詞，也避免一詞
多義。 

例如：請問你/妳常接觸的傳播媒體？ 
或可改為「請問你/妳最常接受新聞
的來源」。 



問卷設計的用字 
 詞意統一(Uniformity of meaning) 
 詞意明確(Preciseness of meaning) 
 避免偏見及誤導(Freedom from undue 

influence of prejudice or bias) 
 避免非理性及情緒化反應(Freedom from 

tendency to arouse irrational or extremely 
emotional response) 

 避免雙重否定的用詞 



問卷設計與解決問題 
 如能以問卷調查蒐集有代表性的資訊，就

效率、成本大多較為划算。 
關鍵：抽樣設計及問卷內容！ 
 範例：文山指南郵局（政大）調查該局的

服務滿意度。 
動機：為什麼想要了解滿意度？ 
目的：年度評鑑、提升業績？ 
註：詢問「是否滿意」通常沒有實質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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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範例 
 請問您對本郵局的滿意程度為何？ 
   � 1.滿意       � 2.普通      � 3. 不滿意 
 銀行郵局項目不只一項，例如可分為郵
務、儲蓄、劃撥等項目，以便受訪者就
各項目填寫意見。 

 請問您是否為素食者？ 
   � 1.是           � 2.否 
 素食的定義不明！ 



問卷範例(續) 
 您家中共有幾人工作？ 
 未註明調查所指的時間，也未說明是否也
包含受訪者。 
 「工作」指的是全職、兼職？ 
 可能的修改方式： 
今年9月30日您家中共有幾人（包括您自
己）擁有經常性（每週平均20小時以上）
的工作？ 

 



問卷範例(續) 
 您經常做什麼運動？ 
 每一個人對運動的定義不同。 
 您最近是否頭痛或生病？ 
 您是否會想藉由網路來獲得醫藥服務？
例如：保健資訊，線上購藥，藥物諮詢。  
 項目太多，不知指的是哪一項。 
 
 



關於敏感等相關議題 
 假設性議題 
例：如果中了樂透、如果罹患絕症 
 敏感性（或攻擊性、私密性）議題 
例：收入、性取向、職場暴力 
 自覺狀況或主觀判斷 
自覺健康狀況（體檢前後差異大） 
理想vs.實際（飲食、生活習慣） 







問卷資料輸入與偵錯 
 以問卷資料輸入為例： 
根據編碼薄(Codebook) 篩選可能問題； 
檢查輸入錯誤（1% ~ 5% Error）； 
翻閱原始問卷。 
 其他注意事項 
檢查離群值及其合理性； 
其他選項（文字、項目歸類）的整理； 
複選題及排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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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代表性與加權調整 
 如果無法通過樣本代表性的檢定，通常採取
加權調整加以補救，常見方法有二： 
事後分層加權(Post-stratification)：將樣本某
些重要特質，經過加權轉換，使得該特質與
母體一致。(Join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反覆多重加權(Raking)：在臺灣較為常用，
一次只調整一個特質（變數），通過檢定後
再考慮另一變數。 

參考資料：「樣本代表性檢定與最小差異加權：以
2001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為例」選舉研究(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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