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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份資料取材自:

• 1.俞洪亮等人(2012),商管研究資料分析的
應用

• 2.馬秀蘭,吳德邦(2004),統計學以SPSS for 

• Windows 為例

• 3.感謝學校提供的SPSS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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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資料型態

• (1)時間數列(1990-2007)

• (2)橫斷面資料(不同人、公司、國家的資料)

• (3)追蹤資料(不同的人、公司、國家有連續
期間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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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ime-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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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ross-se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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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ane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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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扮演的角色

• 依不同資料型態選擇不同的統計軟體

• 橫斷面資料:SPSS

• 時間序列:Eviews

• 追蹤資料:st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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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建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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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輸入資料,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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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資料->按變數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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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VAR00001改成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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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後全部的資料與新的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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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重新編碼成不同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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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輸出之新變數之名稱改為score1->按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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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舊值與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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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前一張簡報的步驟->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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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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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敘述統計->次數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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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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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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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圖->條形圖->定義

25



26



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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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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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料統計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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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名詞介紹

• 母體與樣本

–母體(population)：欲研究之全部對象所成之集
合，其範圍視研究對象而定，以本例而言，母
體係指大台北地區全部行動手機使用者。

–樣本(sample)：母體之部分集合，以本例而言，
樣本係指接受調查訪問之行動手機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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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名詞介紹

–母數（參數）(parameter)：用來描述母體之特
徵，如母體平均值、母體標準差等，以本例而
言，包含大台北地區全部行動手機使用者之平
均所得、平均年齡、平均月通話費、平均購買
預算等。

–統計量(statistics)：用來描述樣本之特徵，例如
受訪對象之平均所得、平均年齡、平均月通話
費、平均購買預算等樣本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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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名詞介紹

• 敘述統計與統計推論

–敘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僅就統計資
料本身特性加以描述，未將其意義擴大至更大
範圍。例如將上述手機問卷資料，整理分析受
訪對象之平均所得、平均年齡、平均月通話費、
平均購買預算等，加以整理成表格與圖形，此
即為敘述統計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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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名詞介紹

–統計推論(inferential statistics)：根據部分資料
（通常為樣本）之分析結果，對更大範圍（通
常為母體）之特性進行合理之推論。例如根據
上述問卷資料，整理分析受訪對象之平均月通
話費，並進一步推論大台北地區全部行動手機
使用者（母體）之平均月通話費，此即為統計
推論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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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圖

上述母體、樣本、樣本統計量、母體參數之
關係如下圖。亦即針對母體抽樣而得統計
量（敘述統計），再根據該統計量推論而
得母體參數（統計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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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方法之考量因素

資料衡量尺度 變數型態

名目尺度

順序尺度

等距尺度

質化變數

比率尺度

特性

類別：性別、
教育

質化變數

量化變數

量化變數

大小、優先
順序：名次

資料間的比值

大小、優先
順序：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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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客戶資料之變數特性與衡量尺度
變數名稱 變數值 衡量尺度 變數屬性

性別 1：男生；0：女生 名目尺度 質化變數

年齡 年齡值 比率尺度 量化變數

居住區域 東區：1；西區：2；中區：3 名目尺度 質化變數

信用等級 最佳：1；中等：2；不良：3 順序尺度 質化變數

職業 農：1；勞：2；公教：3；工
商：4；自由：5；其他：6

名目尺度 質化變數

所得 年所得值（萬元） 比率尺度 量化變數

存款 存款值（萬元） 比率尺度 量化變數

貸款 貸款值（萬元） 比率尺度 量化變數

是否曾經逾期繳款 有：1；無：0 名目尺度 質化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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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型態與統計方法



38新資料之建立：按「輸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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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變數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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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 名稱：

輸入變數名稱，但須注意SPSS之變數名稱僅可輸
入八個字元，亦即八個半型字（英文字母或數字）
或四個全型字（中文字），若輸入中文名稱則僅能
輸入四個字。

• 類型：

一般採SPSS預設之數值型式(numeric)，使用者亦
可依需要選取其他資料型式。

• 寬度：

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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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1

• 小數：

SPSS預設值為2，故每筆數字皆會有兩位數之小數
點。

• 標記：

由於SPSS之變數名稱僅可輸入八個英文字母或四
個中文字，若使用者無法從變數名稱判斷該變數之
真正意義，則可在此欄位中輸入較多之備註說明。
例如「是否曾經逾期繳款」之變數，由於字數限制，
僅能在”Name”之欄位輸入「逾期繳款」四個字，
為強化該變數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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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2

• 數值：

義，例如性別變數。

• 遺漏：

(Missing values)之
用。此功能可用以輔助使用者篩選資料之用。例如
銀行客戶之職業種類有六種，而加以編碼（亦即農
漁畜牧業為1；勞工為2；軍公教為3；工商服務業
為4；自由業為5；其他為6），若使用者認為農漁
畜牧業（編號1）與其他業（編號6）所佔顧客比例
較低，擬不列入分析對象，但又想加以保留而不刪
除，此時即可將該值定義為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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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資料檢視」



由Excel輸入資料再轉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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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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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 選取資料

若使用者僅針對部分資料進行統計分析，
此時即可利用本功能。茲分別舉例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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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一：選取年齡大於40歲者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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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以 & 代表 and

以 | 代表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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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轉換：存放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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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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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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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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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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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假說檢定



假設檢定與 P 值
• 檢定假設（hypothesis testing）

• 它是一個「步驟」，把用來推翻假設的信心水準，予以量化的步驟
。

• 分成兩個假設：

• 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is, H0）

• 對立假設（alternative hypothesis, H1）

• 當虛無假設「被推翻」時，「對立假設就會成立」。其中，對立假設
是我們真正想證實的論點。例如 以 glucose 與 sucrose兩種碳源進行
培養，所得到的菌體量那種較高。其中的對立假設就是「glucose 與
sucrose兩種碳源，所得到的菌體量是不同的」我們要推翻「兩種碳
源是一樣的」這個虛無假設對立假設，正是我們要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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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cmchus.pixnet.net/blog/post/247715033


• 再來，P 值跟檢定假設的關係：

• P 值代表著是「機率」， 也就是虛無假設為「真」時，從樣本資料
來作檢定會得到的機率，P值越小，則「反對」虛無假設的證據越充
分。我們最常見的，就是 P值小於或大於0.05。傳統上，我們認為P

值小於0.05時，已足以推翻虛無假設，在雙尾機率的機率分佈圖，
可看到P ＜0.05時，單尾的機率僅有 P/2 ＝ 0.025， 我們可以說，「
在5%的水平之下，足以推翻虛無假設」。P 值大於 0.05， 我們認為
，沒有足夠的證據推翻虛無假設，我們如此說，「在5%的水平之下
，沒有 充分的證據來推翻虛無假設」。 但這並不意味說「虛無假設
為 真 」，「只能說我們的證據不足以讓我們 推翻 虛無假設」

• 5% 純粹是人定出來的，表示我們犯錯的 機率（做出錯誤的判讀），
該機率指的是，在「虛無假設」為真的狀況時，可能有 5%  的機會
，我們「錯誤」地推翻虛無假設。但，實際上是「真」的，這 5％
的機率，就是被 錯誤判讀 是假的機率，越小的P 值，意味著「錯
誤」的機率越小。所以，會看到 P＜0.01（1％），甚至P＜0.0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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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值也可稱該檢定方法的「顯著水準」（significance 

level）建議把分析結果的 P 值寫出來， 如 P < 0.01 跟
P ＜0.05 兩個分析結果，若分別寫出 P值，我們就能，判
斷 P ＜0.01 的差異性分析，犯錯的機會只有 1%，這個分
析的可信度是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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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尾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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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0.05 顯著水準與右尾檢定下的 z 統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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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0.01 顯著水準與左尾檢定下的 t 統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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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各種平均值之檢定

• 在比較各族群之平均值是否有顯著差異之
前，可能須先詢問要如何分群？各族群各
項變數之平均值為何？然後再進行平均值
之差異性檢定。資料的分群是以某些變數
之值（如：性別）為分群的準則，用以分
群的變數稱為獨立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s)，而所欲計算平均值的變數稱為
依變數(dependent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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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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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樣本 t 檢定

若銀行客戶之樣本資料存款平均值為433萬元，該
銀行欲宣稱其客戶平均存款大於400萬元，試
列出虛無與對立假說，並說明檢定結果(α=0.05)

（資料檔：銀行客戶.sav）。

• H0：客戶平均存款未大於400萬元(μ≦400)

H1：客戶平均存款大於400萬元(μ>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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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樣本 T 檢定

• 比較銀行客戶之平均存款是否因性別而有
所不同。

– H0：男性客戶平均存款與女性客戶平均存款無
差異

(μ0-μ1=0或μ0=μ1）

– H1：男性客戶平均存款與女性客戶平均存款有
差異

(μ0-μ1≠0或μ0≠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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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樣本 T 檢定

某汽車保養行為了解某汽車省油器之功效，其選取八
部車輛並安裝省油器，並記錄其裝設前與裝設後之耗
油紀錄如下表（每100公里需加侖數）若車輛耗油為常
態分配，試檢定該省油器是否可節省汽油。

• H0：裝設省油器前後之耗油差異平均值未大於
0(Δμ≦0)

• H1：裝設省油器前後之耗油差異平均值大於
0(Δ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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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單變量變異數分析

檢定三個以上的獨立母體之平均值是否相等時，
可採用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變異數分析種類繁多，如下表：

依變數個數 自變數個數 名稱

1

（單變量變異數分析）
1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2（以上） 多因子變異數分析

2（以上）
（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1 單因子多變量分析

2（以上） 多因子多變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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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 以全校學生成績為例，探討不同科系之
平均數學成績是否有差異。

• 操作：

– 1.點選Analyze/Compare Means/One-Way 

ANOVA

– 2.假說：

• H0：各科系數學平均分數皆相等(μ1= μ2= μ3)

• H1：各科系數學平均分數不全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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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懷疑某一屬量的依變數可能同時受到兩
個屬質的自變數的影響，較正確的分析方
法應是採用雙因子變異數分析，例如：如
下表想要探討「性別」與「居住區域」對
「存款」的影響。性別與居住區域對存款
的影響效果稱為主效果；性別與區域是否
同時對存款造成不同的效應則為交互效果。

範例：雙因子變異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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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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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類別資料關係探討―卡方檢定

• 以「銀行客戶資料」為例，探討客戶信用
等級與居住區域是否有關係。建立假說如
下:  

– H0：客戶信用等級與居住區域無關

– H1：客戶信用等級與居住區域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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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0.547>0.05

，無法拒絕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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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相關分析

• 兩變項間之關係

若兩變數均屬於連續的量化資料，則兩變
數間之相關性，適合以Pearson 積差相關
係數來衡量。

–範例一

–探討全校成績中，智力測驗與數學成績之相關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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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假說

– H0：智力測驗成績與數學成績無關(ρ＝0)

– H1：智力測驗成績與數學成績有關(ρ≠0)

• 程式操作

–繪圖Graphs  Scatter  Simple 設定變數(X

軸、y軸)

– Analyze Correlate  Bivariate出現對話
框:(a)設定變數(Variables)(b)勾選 Pearson(c)

設定雙尾或單尾檢定

• 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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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多變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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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迴歸分析

• 迴歸分析依不同的重點分類，分為以下幾
類：

–依自變數個數區分

• 單變數迴歸（簡單迴歸）：討論單一自變數對依變
數的影響。例如：

• 複迴歸：討論二個以上的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

例如：

–依線性性質區分

• 線性迴歸：自變數與依變數間具直線特性。

例如：

0 1y x  

0 1 1 ... k ky x x     

0 1 1 ... k ky x x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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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簡單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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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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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的預測值

標準化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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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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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探索性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目的：

• 將許多的變數減縮為少數幾個因素，以做為建立更
深入的研究模型之基礎。

• 建立一組相互獨立的因素以用於處理共線性
(multicollinearity)對某些研究方法所產生的問題(例
如：迴歸)。

• 找出可能的變數集群(clustering)。



126

範例

• 在〝quality.sav〞檔中，衡量問項為：

–高鐵車站的動線標示清楚 (X1)。

–高鐵車廂乾淨清潔 (X2)。

–高鐵服務人員服裝賞心悅目 (X3)。

–高鐵服務人員的態度輕切 (X4)。

–乘坐高鐵非常舒適 (X5)。

• 以李克特5點尺度為量度(5為非常滿意，1為非常不滿意)。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0.05，表示資料適合作
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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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量表之信度與效度

潛在變數的衡量，通常是以量表或問卷做為
測量工具，評估量表優良與否的準則為信
度與效度。

• 壹、信度

• 貳、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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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度係指測驗結果(受試者的回答)的穩定性
及可靠性(可相信的程度)。信度的衡量有三
種類型：穩定性、等值性與內部一致性。

• 效度指問卷或量表能測量到理論上的構念
或特質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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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複選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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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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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
辛苦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