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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檢視資料的分布 
以統計表與統計圖呈現 

 若資料只有少數幾個觀察值(數據)，一眼就可看出資料的特質。

然而，大部分資料的觀察值是大量的、片段的、複雜的、未分類

或分組的，此時就需藉助統計學的方法，將觀察值分類或分組，

編製統計表或統計圖，以便觀察資料的特性。 
資料整理的方法──次數分配 
 次數分配(frequency distribution)：將觀察值分類、分組，並計算

觀察值在各類或各組出現之次數的統計方法，稱為次數分配。 
 次數分配是將類別資料中的觀察值依類別分類並計算各類別的

次數，或將數量資料中的觀察值依大小做有系統的排列，然後分

組並計算各組的次數。經過分類或分組後，可以顯示觀察值在各

組的分布情形。底下即是一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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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子：底下分別是 2007 年石油的生產(左)與消費(右)百分比圓餅

圖，由圖中可清楚看出世界各經濟體的石油生產及消費狀況。

OPEC 生產最多的石油，OECD (已開發國家)消費最多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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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資料的整理與資料呈現 
 類別資料的次數分配：依照類別分別排列，並計算各個類別的次

數的統計表稱為類別資料的次數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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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類別資料在整理時首先可依類別分組，計算各組的次數，然後以

統計表顯示資料在各組的分布情形。 
 分組時應兼顧互斥(觀察值只能屬於其中一組，不能屬於兩組或

以上)與周延(觀察值必須屬於其中一組)兩個原則。 
 觀察值在分組之後通常會失去一些資訊，所以分組時應特別注

意，不要因為分組而喪失有用的資訊。 
 例子：青少年對媒體的偏好。假設我們隨機抽樣 48 個青少年，

調查其最喜歡的媒體，資料結果如下。如何整理這些資料呢？ 
網際網路 手機 手機 報紙 報紙 報紙 有線電視 有線電視 

有線電視 有線電視 網際網路 網際網路 手機 網際網路 報紙 報紙 

雜誌 有線電視 雜誌 有線電視 有線電視 手機 有線電視 手機 

網際網路 手機 網際網路 雜誌 雜誌 報紙 網際網路 雜誌 

有線電視 網際網路 手機 手機 報紙 網際網路 有線電視 手機 

網際網路 有線電視 網際網路 網際網路 手機 網際網路 報紙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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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表 
 統計表：將蒐集得到的資料整理成表格的形式，並以文字或數字

的形式表現出來，即是所謂的統計表。 
 統計表可以有系統、有條理的方法，表現出資料的主要內

容及特性，讓讀者一目了然，提供有意義與有用的資訊。 
 一個完整的統計表至少應包括： 

 標題(title)：包括表號(表序)與標題。 
 標目(label)：標目是用來表示表身所要表示的項目或事實。 
 表身(body)：表身是資料的主體，是統計表的核心。 
 資料來源及附註：應標明資料來源出處，以方便讀者查閱。 

類別資料的次數分配表 
 類別資料的次數分配表(frequency table)：依照類別分別排列，並

計算各個類別的元素出現的次數的統計表稱為類別資料的次數

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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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子：青少年媒體偏好的粗資料(或未分組資料)可分類整理成底

下的次數分配表，由該表可立即看出青少年對各種媒體的偏好順

序：網際網路、有線電視、手機…。 
變數→ 媒體類別 人數 ←次數欄

網際網路 13 
有線電視 11 

手機 10 
報紙 8 
雜誌 6 
合計 48 

資料來源：自行抽樣調查 

類別資料的相對次數 
 相對次數(relative frequency)：各類別的次數比例。 

( )


某類別的次數
某類別的相對次數

所有類別的次數總合 總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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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子：青少年媒體偏好的相對次數分配表，可立即得知喜歡網際
網路的比例最高，其次為有線電視。相對次數分配表比(絕對)次
數分配表容易表達變數的特性，更易看出資料的全貌。 

媒體類別 相對次數 百分比% 
網際網路 0.27 27
有線電視 0.23 23

手機 0.21 21
報紙 0.17 17
雜誌 0.12 12
合計 1.00 100

類別資料的統計圖 
 統計圖：將資料以點、線、面、體等圖形為主，以文字數字為輔

的表現方式即為統計圖。意即利用點的多寡，線的長短粗細、起
伏趨勢，面積與體積的大小，顏色深淺來表示資料的特性者稱之
為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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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表雖可用來呈現資料的分布，但統計圖可以將分布情

況更清楚地表達出來(人類辨識圖形的能力優於文字)，亦更

容易找出圖形的一般型態(shape)，找出有異於一般型態的

離群值(outlier)。 
 統計圖的種類： 

 線圖(line chart)：描繪變數在不同的時點所衡量出來的結

果，以直線的高低來表示資料的特質，最常用來表示時間

序列資料的演化，亦稱時間序列圖(time series plot)。 
 長條圖(bar chart)：以長條的長短來表現資料的特性，通常

用於類別資料，又稱煙囪圖。 
 圓餅圖(pie chart)：以一個像一塊餅的圓形來表示全部的資

料，各部分資料則以佔整個圓餅的百分比來表示，類別資

料和順序資料最常用圓餅圖來表示。 
 直方圖(histogram)：次數分配的長方形圖，又稱次數直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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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拉圖(Pareto chart)：以次數與累加百分比來表示類別資料

特性的圖形。 
 散佈圖(scatter diagram)：用來表示兩個或多個變數間的關係 
 次數多邊圖：連結直方圖各組的組中點所形成的圖形。 

 類別資料的圖形： 
 長條圖：以長條的長短、高度或數值的大小來表示各個類

別的次數的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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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餅圖：以整塊餅的圓形表示全部的資料，各部分表示各

個類別的相對次數或百分比的統計圖稱為圓餅圖。 

 
數量資料的整理與資料呈現 
 數量資料觀察值通常很多而且未分組。數量資料可依其數值的大

小加以分組，將數值比較接近的歸為一組，先整理成次數分配

表，再繪成次數分配圖，以觀察資料的分布情形。 
 數量資料的次數分配表：將數量資料分成若干個組，同時計算、

列示各組次數的統計表稱為數量資料的次數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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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量資料次數分配表的建立步驟 
(1) 求全距：觀察值中的最大值減去最小值即為全距(range) 

全距＝最大值－最小值 
(2) 決定組數：決定將數值資料分成幾組。 

 組數的多寡視資料的範圍與特性而定；觀察值越多，組

數應越多，一般分為 5~10 組。 
 組數的多寡是一個主觀的問題，並無客觀的標準。 
 若組數太多，則不容易看出分配型態及其變化趨勢，但

可保持資料的真實性(若組數太多，則其圖型會呈現出

扁平的直方圖)；若組數太少，則所得的次數分配表過

於簡化，可能會失去次數分配的意義，無法顯示資料的

特性(若組數太少，圖型會呈現出集中且高聳的直方圖) 
 若以 n 表示觀察值個數，則組數 k 通常要求滿足 

2k n  或是 2logk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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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決定組距：組距是組與組間的距離，以及前後組之組下限與

組上限之距離。 
 若組數已決定，可將全距除以組數得到一個約略的組距 
 組距一般採整數原則，最好是 2、5、10 的倍數，以方

便計算。 
 各組組距最好相等。但若觀察值分佈的範圍很廣，大多

數的觀察值集中於一個小範圍內，而其他少數觀察值分

散在其他範圍內，此時組距可不相同；觀察值密集處其

組距可縮小，觀察值分散處其組距可加大。 
 最好不要有開放組距(沒有下限值或上限值，僅以小於

某上限值或大於某下限值來表示)，但第一組與最後一

組可採開放組距 
(4) 選擇上下限：分組時必須選擇各組的上限與下限，可由最小

值開始，以組距建立組限，直到所有觀察值均包括在內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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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觀察值必須歸屬唯一的一組。 
 若採開放組距，第一組寫『上限以下』(20 以下)，最後

一組寫『下限以上』(80 以上)。 
 連續資料的前後組上下限必須相等，以確保所有觀察值

均分屬任何一組中；若觀察值等於前後組之上下限，應
歸屬於後一組。連續資料的分組可表達為 

組下限 組上限x   
例如：0 10x  、10 20x  … 

 間斷變數(觀察值個數可數)前後組上下限不必相等，例

如1 9x  、10 19x  … 
(5) 計算組中點：組中點(class midpoint)是各組上下限的平均數 

2
組下限 組上限

組中點


  

(6) 計算各組次數：通常用劃計法(「正」字)逐一記錄觀察值屬
於哪一組，最後計算各組的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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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子：海之濱冰店的營業收入。該冰店 4、5 兩個月的營業收入

如下表(單位為百元)，觀察值個數有 61 個。冰店老闆想了解冰

店的營收分布狀況，欲建立次數分配表。 

 
 計算全距：最大值為 89，最小值為 21，因此全距為 89－21 

＝68。 
 決定組數：因觀察值個數為 61， 2log 61 5.93 ，滿足 2 61k   

( 2k n )的最小組數 k 為 6。 
 決定組距：由於全距為 68，組數為 6，因此組距為 68÷6 = 

11.33，約略為 10。故將組距設定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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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上下限：最小值為 21，因此第一組以 20 為組下限、以

30 為組上限，第二組之組限為 30 與 40，依此類推…，最

後一組之組限設定為 80 與 90。 
 計算組中點：組中點是上下限之平均，例如第一組之組中

點為(20＋30)/2＝25。 
 計算各組次數：使用『正』字劃計法紀錄觀察值屬於哪組 

組號 組限 組距 組中點 劃記 次數 
1 3020  x  10 25 4
2 4030  x  10 35 7
3 5040  x  10 45 12
4 6050  x  10 55 18
5 7060  x  10 65 11
6 8070  x  10 75 6
7 9080  x  10 85 3
     61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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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次數分配 
 相對次數分配是指各組次數佔總次數的比例，亦即各組次數相對

於總次數的比例分配。 
 相對次數(relative frequency)之定義 


組次數

相對次數
總次數

 

數學符號：若 fi 表示第 i 組次數，n為樣本觀察值的總個數，則

第 i 組的相對次數 rfi 定義為 

n
f

rf i
i   

 百分比分配：有時我們喜歡將比例表達成百分比的形式，例如

0.17＝17%；比例與百分比間的轉換公式如下 
( ) 100 百分比 相對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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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子：海之濱冰店營業收入的相對次數分配表。 
組號 組限 次數 相對次數 rf  百分比% 

1 3020  x 4 4/61=0.07 7 
2 4030  x 7 7/61=0.11 11 
3 5040  x 12 12/61=0.20 20 
4 6050  x 18 18/61=0.29 29 
5 7060  x 11 11/61=0.18 18 
6 8070  x 6 6/61=0.10 10 
7 9080  x 3 3/61=0.05 5 

1.00 100 
累加次數分配 
 當我們想知道某一水準以上或以下的次數總和時，可計算各組的

累加次數。[例如想知道冰店營業額有多少次小於 4000 元] 
 以下累加次數(cumulative frequency; CF)：以下累加次數簡稱累

加次數，以符號 CFi 表示，指小於等於第 i 組的次數和。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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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fffCF  21  
 以上累加次數(decumulative frequency; DF)：以上累加次數是指

大於等於第 i 組的次數和，以符號 DFi 表示。亦即(假設組數等於

k 組) 
kiii fffDF  1  

 例子：海之濱冰店營業收入的累加次數分配。 
組號 組限 次數 以下累加次數 以上累加次數 

1 3020  x 4 4 3+6+11+18+12+7+4=61
2 4030  x 7 4+7=11 3+6+11+18+12+7=57
3 5040  x 12 4+7+12=23 3+6+11+18+12=50
4 6050  x 18 4+7+12+18=41 3+6+11+18=38 
5 7060  x 11 4+7+12+18+11=52 3+6+11=20 
6 8070  x 6 4+7+12+18+11+6=58 3+6=9 
7 9080  x 3 4+7+12+18+11+6+3=61 3 

 18

累加相對次數分配 
 累加相對次數分配係指某一水準以上或以下的相對次數的總和。 
 以下累加相對次數(cumulative relative frequency; CRF)：以下累

加相對次數，是指小於等於第 i 組的相對次數和。以符號 CRFi

表示。亦即： 
ii rfrfrfCRF  21  

組號 組限 相對次數 以下累加相對次數 以上累加相對次數

1 3020  x 0.07 0.07 1.00
2 4030  x 0.11 0.18 0.93
3 5040  x 0.20 0.38 0.82
4 6050  x 0.29 0.67 0.62
5 7060  x 0.18 0.85 0.33
6 8070  x 0.10 0.95 0.15
7 9080  x 0.05 1.00 0.05

合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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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累加相對次數(decumulative relative frequency; DRF)：以上

累加相對次數是指大於等於第 i 組之相對次數和。以符號 DRFi

表示，亦即 
kiii rfrfrfDRF   1  

數量資料的圖形呈現 
 數量資料的統計圖形可以呈現出資料的分布情況，如中心位置、

對稱性、分散程度等。 
 直方圖：表示次數分配的長方形圖，它是以 X 軸表示各組的組

界，Y 軸為次數所畫出來的長方形圖，又稱為次數直方圖。 
 絕對次數分配、相對次數分配均可以直方圖來呈現 

 例子：海之濱冰店營業收入的次數直方圖。(如何解釋直方圖？) 
 觀察該圖的形狀(shape)可知，該直方圖有一個尖峰(peak)，

出現在 50~60(百元)這一組；而且大致對稱(symmetric)，也

就是說直方圖的分布型態在尖峰兩側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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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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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營收的分布大致上是以 50~60(百元)為中心，然後向兩

側分散。亦即，營業收入的中心點約在 55(百元)，距離此
一中心點的低營業收入與高營業收入日數差不多，使得圖
形左邊與右邊看起來差不多。 

 離散程度：當資料很分散時，最大值與最小值與多數的觀
察值有很大的差異時，我們說離差(分散程度)很大，此時不
會出現尖峰，表示資料不集中。而當觀察值離散程度較小
時，就會呈現出資料的一般型態(集中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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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資料離散程度很大時，一般而言，必須做進一步的處

理[例如去掉離群值(outlier)：與大多數觀察值差異很大

的觀察值]。 
 由以上直方圖可以看出，海之濱冰店的營業收入沒有離

群值，資料呈現集中的型態 
 非對稱(asymmetric)分配 

 並非所有的資料分配情況均是對稱的。例如：之前的海之

濱冰店日營收是屬於 4、5 月的春季時節，小額收入與大額

收入的日子較少，因此分配呈對稱型態。但如果在炎熱的

夏天或寒冷的冬天，營業受入的分配也許不再呈對稱分配。 
 炎熱的夏天：吃冰的人應該較多，因此營業額相對較高的

日子應該會比較多，營業額小的日子則相對較少。如下圖

的直方圖所示，尖峰出現在 70~80(百元)那組，大部分營收

集中在該組附近，營業額比 50(百元)小的日子並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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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形呈現出偏斜 (skewed)的分布，而且是呈現出左偏
(skewed to the left)的趨勢。 

 左偏：直方圖左邊(相對較小的觀察值)延伸出去的部份比右
邊遠得多[這是因為觀察值多集中在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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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冷的冬天：吃冰的人應該較少，因此營業額相對較小的

日子應該比較多，營業額高的日子則相對較少。如下圖的
直方圖所示，尖峰出現在 30~40(百元)那組，大部分營收集
中在該組附近，營業額比 60(百元)大的日子並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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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形呈現出右偏(skewed to the right)的趨勢。 
 右偏：直方圖右邊(相對較大的觀察值)延伸出去的部份比左

邊遠得多[這是因為觀察值多集中在左邊]。 
 圖中有一個離群值(outlier)[落在圖形的一般型態之外的觀

察值]，該離群值使得圖形呈現非常明顯的右偏。 
 當有離群值存在時，可將離群值撇開不看，或者將有離群

值與沒有離群值兩者相互對照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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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當我們觀察直方圖(或其他統計圖)時，主要是要找出尖峰
的位置(資料集中的中心位置)與是否有離群值，看看是對稱還是
具有偏態的。 

 次數多邊圖：連結次數直方圖或相對次數直方圖各組的組中點，
並前後各延伸半個組距單位即為次數多邊圖。 
 次數多邊圖係根據直方圖而繪製，以線圖方式表示資料的

分配型態。 
 例子：海之濱冰店營業收入的次數多邊圖。[在連續變數的

狀況下，通常以一條如次數多邊圖的線來代表資料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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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峰(bimodal)：當資料有兩個尖峰出現時，稱為雙峰分配。 
 例子：2007 年大學學測數學科成績的相對次數分配直方

圖，共分 0~15 級分。圖中可看出兩個尖峰(4 與 6 級分)，
此一現象顯示有兩個學生群的數學程度有明顯差異，該差

異可能來自於居住區域(學校與城鄉差距)、家庭所得高低、

或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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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eto 分析(柏拉圖) 
 類別資料可以用柏拉圖來表示其特性。柏拉圖是以次數與

累加百分比來表示類別資料特性的圖形，常用於品質管制。 
 例子：某百貨公司的客服部想瞭解顧客對公司服務的意

見，以作為改進的參考。在抽樣調查了 100 個顧客的意見

以後，發現顧客抱怨的次數分配如下表所示。 
 對品質管制的意涵：若想要降低顧客抱怨，最有效的方

法是解決『等候結帳時間太長』與『專櫃標示不清』兩

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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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畫柏拉圖(Pareto 圖)時，先將類別資料的次數依序由大至

小排列，橫軸表示類別[依先前之次數大小排序]，左邊縱軸

表示次數，右邊縱軸表示累加百分比，以直方圖(或長條圖)
畫出。由柏拉圖可看出次數發生最多(最重要)的類別，亦可

看出各類別的累加百分比，以了解各類別的重要性及累加

類別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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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段長條圖：一次看幾個類別資料的相對次數分配。 
 例子：台灣的固網業者有 4 家，中華電信、新世紀資通、

亞太固網、台灣固網；固網業者的營業項目主要為室內網

路、長途網路、國際網路。若想比較固網業者各項業務的

營收比例，可使用多段長條圖：中華電信的固網營收以市

話居多，其他三家業者則著重在國際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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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枝葉圖(stem and leaf plot)：將觀察值分成二部份，一部份為枝，

另一部份為葉。枝的部份為高位數字，葉的部份為低位數字。 
 若資料的數值為二位數，枝即是十位數(左邊位數)，葉是個

位數(右邊數字)[通常葉只取一位數]，如數字 34 中，枝為 3，
葉為 4。若數字太大(三位數以上)，有可能會造成枝幹太多，

此時就需慎選枝幹個數[枝葉圖不好用之處]。 
 例子：某班級計量經濟學的學期成績。中心位置：成績主

要集中在 70~80 分；分散情形：最低成績 56 分，最高 9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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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將枝葉圖旋轉 90 度，看起來就像直方圖一樣，所以枝葉

圖可視為是橫躺著的直方圖[直方圖擁有的訊息並不會比

枝葉圖少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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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枝葉圖的優缺點： 

 相對於次數分配直方圖而言，枝葉圖不會失去原有資料

的資訊。 
 枝葉圖僅適用於數量資料，且觀察值數目不多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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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統計圖的注意事項 
 統計圖的主要目的：讓讀者一目了然，清楚的呈現出資料的分

布，把數據當中重要的資訊顯示出來。 
 圖形的選擇：力求簡潔、清楚，呈現最重要的資訊。 
 例子：股價指數走勢。2008 年 12 月台灣加權股價指數 23 個交

易日的資料，要用何種圖最能表達股價的變動趨勢？從長條圖可

以看出每個交易日的指數大小，但線圖更能傳達股價指數的變化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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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子：平均國民所得的成長。若想要傳達民國 75~96 年間台灣平

均國民所得快速成長的想法，最好是用右圖，因為它看起來比較

陡峭，成長速度看來比左圖所呈現的要快。左右兩個圖只差在縱

軸的長度(右圖的縱軸較長)，巧妙運用這種長度上的技巧即可創

造出意想不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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