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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料的整理與表現-統計測量數
�學習目的

1. 了解資料中央趨勢的各種衡量指標如算術平均數、中位數、

眾數、加權平均數與幾何平均數等的衡量方法。

2. 熟習各個中央趨勢衡量方法的特性、使用時機與優缺點。

3 .  了解資料分散程度的各種衡量指標如全距、四分位距、變

異數、標準差、變異係數及柴比氏定理的衡量方法。

4. 熟習各個分散程度衡量方法的特性、使用時機與優缺點。

5 .  認識資料相對位置的的各種衡量方法如四分位數、十分位

數百分位數等的計算。認識與計算資料的偏度、峰度。

6 了解兩變數間的關係與計算共變係數。

7. 熟習使用EXCEL計算中央趨勢與分散度指標及其他位置之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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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組資料中央趨勢的衡量

 平均數

算術平均數的意義

所有觀察值的總和除以觀察值的個數即為算術平均數。算術

平均數在數線上代表資料的平衡點。

母體平均數

  N

x
N

i
i∑

== 1µ

樣本平均數

  n

x
X

n

i
i∑

== 1

第4章統計測量數 4統
計
學

林惠玲 陳正倉著 雙葉書廊發行 2000

未分組資料中央趨勢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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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術平均數的特質

資料的平衡點

各觀察值與平均數間的差的總和最小

各觀察值與平均數之差的平方和最小

優點為考慮到每一個觀察值，缺點為易受極端值的影

響。

可進行代數演算

可對觀察值予以加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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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電子類股票的價格 (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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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電資料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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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電子類股票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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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學生成績報告單（加權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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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消費者物價指數(幾何平均數)

年別 消費者物價指數 變動率

80 83.60
81 87.33 1.0446
82 89.90 1.0294
83 93.58 1.0409
84 97.02 1.0367
85 100.00 1.0307
86 100.90 1.0090

資料來源：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98"，行政院經建會。

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率為 CPI CPIt 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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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組資料中央趨勢的衡量

 中位數

中位數的意義

中位數是位於依數值大小順序排列的觀察值中央的那一個

數值。

 眾數

眾數的意義

眾數是指觀察值中其出現次數最多的那一個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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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中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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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中央趨勢統計測量數之比較
統計測量數 優點 缺點

算術平均數 1.資料的重心。資料無極端值或偏

態時，具代表性。

1.若有極端值存在時則不具代表性。

2.適合代數演算。 2.資料如為偏態，則代表性較差。

3.考慮所有觀察值，敏感度高。

4.觀察值與平均數差平方和最小

5.適合統計推論的工作

中位數 1.適用於有極端值的資料 1.不適合代數演算

2.適用於偏態資料 2.對觀察值敏感性低

3.觀察值與中位數絕對差

 和最小

3.不易進行母數統計推論

4.可做無母數統計推論

眾數 1.適用於有極端值的資料 1.可能不止一個或不存在

2.適用於偏態資料 2.敏感性低

3.適用於質的資料 3.不能做統計推論

幾何平均數 1.適合等比資料 1.不適合一般資料

2.敏感度高 2.不適合作統計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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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組資料位置的衡量(其他測量數)

 四分位數
四分位數是將順序資料分成四等分數值的分位數。

 十分位數
十分位數是將資料均分為十等份數值的分割數。

 百分位數
百分位數是將順序資料均分為一百等分數值的分割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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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四分位數的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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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組資料分散度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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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    資料的分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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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組資料分散度的衡量

 變異數

母體變異數

  
22 )(1 µσ −= ∑ ix

N
式中：µ ：母體平均數，N ：母體個數。

樣本變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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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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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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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 ：樣本平均數，n ：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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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組資料分散度的衡量

 標準差

母體標準差

  
2σσ =

樣本標準差

  
2SS =

第4章統計測量數 20統
計
學

未分組資料分散度的衡量

 相對分散度
變異係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係數 =)(CV

母體資料：
µ
σ

=CV

樣本資料：
X
SCV =

 柴比氏定理
不論資料為何種分配，至少有 (1－ 1 /k 2)的資料落在距離平均

數 k個標準差的範圍內。k為大於1的任意數即 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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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兩種股票的投資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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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    經驗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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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資料中央趨勢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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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mL ： em 所在組的組下界， emW ： em 所在組的組距，

emf ： em 所在組的組次數， LF ： em 前一組的累加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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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   郵件投遞中位數的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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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資料中央趨勢的衡量

 眾數
粗略法眾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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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0mL ： 0m 所在組的組下界， 1−f ： 0m 前一組的次數，

1+f ： 0m 後一組的次數， 0mW ： 0m 所在組的組矩。

皮爾生眾數

  )(30 emXm −−= 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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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資料分散度的衡量

 全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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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組中點，k為組數，fi：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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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分組資料分散度的衡量

 變異數與標準差

母體變異數與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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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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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組中點，fi：組次數，N：母體個數，k：組數。

樣本變異數與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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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組中點，fi：組次數，n：母體個數，k：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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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分組資料位置(其他測量數)的衡量

 四分位數
第1四分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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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QL ： 1Q 所在組的組下界， 1Qf ： 1Q 所在組的組次數，

      1QW ： 1Q 所在組的組距， 1QF ： 1Q 前一組的累加次數。

第3四分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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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3QL ： 3Q 所在組的組下界， 3Qf ： 3Q 所在組的組次數，

      W ： 3Q 所在組的組距， 3QF ： 3Q 前一組的累加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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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十分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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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D ：第 i個十分位數， iDL ： iD 所在組的組下界， iDf ： iD

所在組的組次數， iDW ： iD 所在組的組距， iDF ： iD 前一組的累加

次數。

 百分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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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P ：第 i個百分位數， iPL ： iP 所在組的組下界， iPf ： iP 所

在組的組次數， iPW ： iP 所在組的組距， iPF ： iP 前一組的累加次

數。

分組資料位置(其他測量數)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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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偏度

 皮爾生偏度係數

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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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數 ﹦平均數 ﹦眾數 x

f x( )

圖4.15   對稱的次數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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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數平均數中位數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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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6   左偏的次數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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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數 平均數中位數 x

f x( )

圖4.16   左偏的次數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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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兩變數間的關係

 共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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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差法的偏態係數

 動差法的偏態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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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兩變數間的關係

 相關係數
母體相關係數

  
YX

XY
YXCOV

σσ
ρ ),(

=

式中： ),( YXCOV 為母體共變數， Xσ ， Yσ 為標準差。

樣本相關係數

  
YX

XY SS
YXcovr ),(

=

式中 ),(o YXvc 為樣本共變數， XS ， YS 為樣本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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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偏度

 皮爾生偏度係數

母體：
σ

µ )(3 e
p

MSK −
=

樣本：
S

mXSK e
P

)(3 −
=

第4章統計測量數 39統
計
學

動差法的偏態係數

 動差法的偏態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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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5    三種峰度的圖形

X

f (X )

高峽峰

平闊峰

常態峰

第4章統計測量數 41統
計
學

中位數

Q1 Q3

25,000

IQR

29,000

內籬 內籬外籬 外籬

19,000 21,000 23,000 27,000

24,050

29,05027,025

15. ( )IQR

3( )IQR 3( )IQR

15. ( )IQR

21,62519,600

∗

28,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