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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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本代表性的檢定方法

◼ 檢查樣本代表性的方法：

→卡方檢定(適度性；Goodness-of-fit)

→計算公式相似，但解釋的方法與代入的
資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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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 

◼ 卡方檢定主要在處理類別資料的檢定，
依序為 :

→ Goodness of Fit Test (適合度檢定)

通常用來檢查資料是否為某一特定分配，
例如：樣本是否與母體類似。

→ Tests of Independence (獨立性檢定) 

→ Tests of Homogeneity(齊一性檢定) 



卡方檢定(續)

◼ 範例一、調查400個家中有兩個子女的家庭
以研究男女嬰出生的機會是否相同。

→由以下計算式可知不拒絕男女嬰出生機會
相同。

男男 男女 女男 女女

觀察值 92       94 110 104

理論值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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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本代表性中的卡方檢定，理論個數 Oi 

等於樣本數乘以母體中的比例值，例如：
上例中的理論個數＝4001/4＝100。

◼ 下例中的母體比例值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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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檢定(續)

◼ 範例二、統計歷年台灣核能電廠的出事率，
以確定其發生次數是否為平均每年三次的布
阿松分配（假設資料，共30年資料）。

→我們不拒絕核能電廠每年出事次數為
Poisson(3)的假設。

每年次數 01次 2次 3次 4次 5次
以上

觀察值 3 5 10 8 4

理論值 5.97 6.72 6.72 5.04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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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性檢定：

→範例三

用來檢定母體中的各項特性間是否互相影響。

學院

性別

商 工 藝術 公衛 列合計

男
女
行合計

21    16      145      8         190

14     4       175     17        210

35    20       320    25       400



其中 與為第 i列第 j行觀察值與理論值，

,而自由度為 。

假設檢定 行與列的類別互相獨立

其中 為第i列平均， 為第j行平均，行列互

相獨立的理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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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值：

檢定值＝13.675 ＞ χ2(3)＝7.815 

因此我們認為性別與選系有關聯。

商 工 藝術 公衛 列

男 0.0416

(16.625)

0.02375 

(9.5)

0.38  

(152)

0.0297 

(11.875)

0.475

女 0.0459 

(18.375)

0.02625 

(10.5)

0.42  

(168)

0.0328 

(13.125)

0.525

行 0.0875 0.05 0.8 0.0625 1



血型

性別
A型 B型 AB型 O型 小計

男性 17 14 0 21 52

女性 10 13 7 32 62

合計 27 27 7 53 114

註：(1)血型比例依種族而異，中國人中以O型最多，
約占44%、A型約27%、B型約23%、AB型約6%。
(2) 血型漫畫網站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timeshtml/ad/FA0334/index.htm

某問卷調查受訪者個人資料



資料來源： http://ahrimanchen.pixnet.net/blog/post/26091726

歷年臺北市泛藍與泛綠的得票率比較



分析範例一：

◼ 菸酒公賣局(現在的台灣菸酒股份公司) 

委託台灣大學管理學院辦理的民眾飲用
紹興酒的習慣調查。











◼ 分析的可能瑕疵：

→台北地區的樣本數536人(38.3%)，已遠比母
體中的比例值 27.9%高，單就是否屬於台北
地區來分類，可得：

抽到的樣本有過多屬於台北地區，因此樣本
與母體就居住地區而言，兩者已有顯著差異。
若以樣本的分析結果推論母體也具有這些結
果，本身存有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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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的可能瑕疵：

→25至29歲的樣本數279人(20.5%)，已遠比母
體中的比例值 11.2%高，單就是否屬於25至
29歲來分類，可得：

抽到的樣本有過多屬於25至29歲，因此樣本
與母體就年齡分組而言，兩者已有顯著差異。
直接將樣本的分析結果推論至母體，推論的
流程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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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案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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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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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100

年婦女調查抽
樣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