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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設計的統計分析

l敘述性統計量(Descriptive Statistics)

l相關性分析

l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 )

l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l其他方法(例如：迴歸、時間數列、

存活分析、類別資料分析)



敘述性統計量

◼ 基本資料分析(Explanatory Data Analysis

或Initial Data Analysis)是資料分析中最基
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資料分
析的成敗往往在這個步驟中決定。

→敘述性統計量包括資料的基本特性，例如：
平均數、標準差、所佔比例(圖表)等。

→一般的分類方式為：

集中趨勢量數、差異量數



基本資料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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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趨勢量數

◼ 平均數(Mean;期望值) 

→算術平均數(Average)；

→加權平均數(Weighted Average)；

→其他(幾何平均數、調和平均數) 。

◼ 中位數(Median): 一半的數值比中位數大，
一半的數值比中位數小。

◼ 眾數(Mode):出現次數最多的數值



集中趨勢量數(範例)

◼ 員工薪資為25, 30, 30, 30, 35, 43, 70, 80, 85 

→中位數是35

◼ 25, 30, 30, 30, 35, 43, 70, 80, 85, 90 

→中位數是

◼ 員工薪資為25, 30, 30, 30, 35, 43, 70, 80, 85 

→眾數是30 

◼ 25, 30, 30, 35, 38, 43, 43, 80, 85 

→眾數是30及43(眾數不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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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量數

◼ 全距(Range): 

→最大與最小數值之差(Range = Max－Min) 

◼ 四分位差(Quartile Deviation): 

→四分位數(Quartile;Q1): 3/4的數值比大Q1，
1/4的數值比Q1小。

→四分位差 = Q3 – Q1

◼ 變異數(Variance; σ2)與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σ)



現代化連鎖餐飲店有什麼吸引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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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分析範例

◼ 以表格、圖形展示資料更有效果！

長條圖(Bar Chart)



◼ 圓餅圖(Pie Chart)也是另一種圖形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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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候選人的支持比例(88年11月)

圓餅圖的範例(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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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女性狀況及需要調查研究

新聞發佈會

二零零四年二月八日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

合辦



圖二：被訪單身女性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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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被訪單身女性同意單身是她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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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被訪單身女性認為個人單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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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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驟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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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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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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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兩公司的差距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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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動 Y 軸標示單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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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ce is smaller!!!



表格與圖形(續)

例題七、謀殺率上升嚴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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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性分析

◼ 相關性分析的主旨在於找出數字大小的
差異或關係，例如：

→比較平均數(Z或t 檢定)、變異數

→線性相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 

◼ 但相關性分析在一般的問卷分析中無法
進行，因為資料為選項式，不見得具有
大小關係。





相關性分析(續)

◼ 有些問卷會要求受訪者填寫0到9(或1到5)

的數字，代表喜好(或贊成)的程度。

→因此資料具有連續的大小關係，相關分
析、甚至多變量分析都可使用。

◼ 這些分析假設填寫的數字具有大小關係，
也就是說填寫9分者是填寫1分者的9倍。
(實際上，很難驗證這是否合理！)



相關性分析(續)

◼ 例如：以下為某項調查的兩個問項
1.請問您平均一週到現代連鎖餐飲店用餐的次數：

ˍ1. 0次 ˍ2. 1～3次 ˍ3. 3～6次 ˍ4. 6～10次

ˍ5. 10次以上

2.請問您覺得現代連鎖餐飲店的價格如何？

ˍ1.高很多 ˍ2.高一些 ˍ3.差不多 ˍ4.低一些

ˍ5.低很多

→計算出兩者的相關係數為0.08，

兩者間似乎不相關。



相關性分析(續)

◼ 建議：以圖形或表格找出較明確的資訊。
第 2 題：價格

第

1

題

：

次

數

1 2 3 4 加總

1 34 47 4 2 87

2 67 199 14 0 280

3 3 22 2 0 27

4 1 3 0 0 4

5 1 1 0 0 2

加總 106 272 20 2 400



相關性分析(續)
◼ 數字定義可能引起的問題：

→評審給候選人A、B、C、D的評分。

評審 1 2 3 4 5 6 7 總分

A 4 1 2 4 1 2 4 18

B 3 4 1 3 4 1 3 19

C 2 3 4 2 3 4 2 20

D 1 2 3 1 2 3 1 13



相關性分析(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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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審 1 2 3 4 5 6 7 總分

A 3 1 2 3 1 2 3 15

B 2 2 1 2 2 1 2 14

C 1 3 3 1 3 3 1 13



卡方檢定
◼ 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 在問卷分析中
多為交叉分析(獨立性檢定) ，測量各問
項間是否相關。

→例如：隨機抽樣調查200位大學生，獲得
其就讀年級與吸煙習慣的資料如下：

年級
習慣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吸煙 21 33 25 20

不吸煙 47 26 1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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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檢定(續)

◼ 卡方檢定要求每一格的期望個數不得小
於5，因此個數太少者必須合併。

1 2 3 4 加總

1 34 47 4 2 87

2 67 199 14 0 280

3 3 22 2 0 27

4 1 3 0 0 4

5 1 1 0 0 2

加總 106 272 20 2 400



卡方檢定(續)

◼ 可能的合併方式：

→分析結果：行與列有顯著的關係！

價格 vs.次數

1 2 3以上 加總

1 34 47 6 87

2 67 199 14 280

3以上 5 26 2 33

加總 106 272 22 400



列聯表的資訊
◼ 美國某州的婦運團體研究判刑的輕重是
否存有性別歧視，隨機抽取男女各一百
名判刑確定的嫌犯，結果如下：

輕刑 重刑 總數

男嫌疑犯 40 60 100

女嫌疑犯 60 4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