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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相關分析

係指一個統計量數來表示變數間的相關情形，並進一步來進行
推論的統計方法。
其內容包括統計量數 (即相關係數) 的計算與統計推論兩部分。

相關的意義：

相關的意義與種類：

係指兩個變數或兩個以上變數間之關係。相關的意義：

相關的種類：

係指兩個變數或兩個以上變數間之關係

(1) 依變數的多寡分：

(2) 依相關的形態分：

簡相關 複相關

直線相關 曲線相關

(3) 依相關的程度分：

(4) 依相關的方向分：

完全相關 不完全相關

正相關 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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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相關分析

簡單直線相關：

散佈圖：

了解兩變數之間是否有關係，最簡單的方法

相關係數：

了解兩變數之間是否有關係 最簡單的方法
是繪製散佈圖。

相關係數

係指用以測量兩變數間直線相關的程度與方向的
統計量數，一般以 r 表示之。

r X X Y Y

X X Y Y
i i

i i

=
∑ − −

∑ − ∑ −

( )( )

( ) ( )2 2
i i

n X Y X Y

n X X n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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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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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相關分析

簡單直線相關：

相關係數：

簡單直線相關

相關係數 之變化範圍為相關係數 r 之變化範圍為 -1 ≤ r ≤ 1。

r 為正數時表示正相關，r 為負數時表示負相關。

r = 0   表示零相關。

r = +1 表示完全正相關。

r = 1 表示完全負相關r = –1  表示完全負相關。

母體相關係數：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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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相關分析

簡單直線相關：

母體相關係數ρ的檢定：

簡單直線相關：

母體相關係數ρ的檢定：

t r n 2= −

若 t 落在放棄域 則差異顯著 放棄 H 接受 H

t
r

0 21
=

−

若 t0 落在放棄域，則差異顯著，放棄 H0，接受 H1。

若 t0 不落在放棄域，則差異不顯著，接受 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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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係指利用一個或多個自變數 (independent variable，
或稱預測變數) 來預測或推估依變數 (dependent variable，
或稱準則變數) 分析方法。

一個自變數

直線迴歸(又稱簡單直線迴歸)

迴歸分析

非直線迴歸

迴歸分析

多個自變數

一直線迴歸(又稱複迴歸或多元迴歸)

多個自變數

非直線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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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簡單直線迴歸

迴歸的原始意義：迴歸的原始意義：

“迴歸＂一詞，最早出現於英國科學 Galton 爵士 (1822～
1911)1911)
之遺傳學研究上，Galton 發現兒子的身高通常趨近於父母
身高的平均數，而非趨近於某一極端值。

樣本迴歸直線的求算：

令樣本迴歸線為 Y = a + bX (a 與 b 為迴歸係數)：^令樣本迴歸線為 Y  a  bX (a 與 b 為迴歸係數)

b n XY X Y
n X X

X X Y Y
X X

= ∑ − ∑ ∑
∑ ∑

= ∑ − −
∑2 2 2( )

( )( )
( )

a Y bX= −

n X X X X∑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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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簡單迴歸分析

估計標準誤估計標準誤：

係指估計值 Y 與樣本觀察值 Y 之間的誤差平方和 (SSE)^
係指估計值 Y 與樣本觀察值 Y 之間的誤差平方和 (SSE)
除以自由度 n-2 的平方根，以 表示。MSE

^ ^σ = = = − = ∑
−S n
e

nYX MSE SSE
2 2

2

( ^)= ∑ −
−

= ∑ − ∑ − ∑
−

Y Y
n

Y a Y b XY
n2 2

2 2

n n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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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母體迴歸模式

母體與樣本迴歸直線的差異：母體與樣本迴歸直線的差異：

母體迴歸直線 樣本迴歸直線

模 式
(α與β為未知迴歸母數) (α與β為迴歸係數)
E Y X Xi( | ) = +α β ^Y a bX= +

線 型 迴歸直線 迴歸直線(迴歸方程)

型 態
機率分配 與機率分配無關

型 態
機率分配

(Y1 為隨機變數)
與機率分配無關

(Y1 為觀察值)

誤差項
ε i i iY E Y X= − ( | ) e Y Yi i i

= − ^

誤差項
(隨機誤差) (一般誤差)

i i i( | ) 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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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迴歸母數的推論

母體迴歸直線常數項α的推論：

α的區間估計：

母體迴歸直線常數項α的推論：

( )α σα～ ^
( )

a t
X

n X X

±

1
2

22
− ×

∑

∑ −信賴區間：

α的檢定：

t
a

=
− α

0
0t

X
n X X

∑
∑ −σ̂

( )

0 2

2

若 t0 落在放棄域，則差異顯著，放棄 H0，接受 H1。

若 t0 不落在放棄域，則差異不顯著，接受 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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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迴歸母數的推論

母體迴歸直線常數項β的推論：

β的區間估計：

母體迴歸直線常數項β的推論：

β的檢定

信賴區間： ( )β σα～ ^
( )

a t
X X

±

1 22
− ×

1
∑ −

β的檢定：

t
b

=
−

1

β
0

0

若 t0落在放棄域，則差異顯著，放棄 H0，接受 H1。

X X
1

∑ −σ̂ ( )2

若 t0 落在放棄域 則差異顯著 放棄 H0 接受 H1

若 t0 不落在放棄域，則差異不顯著，接受 H0，
即β可能為 0，自變數無法預測依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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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迴歸預測

(1) 在定 X0 值下，對依變數Y的平均值 E(Y | X0) 之預測。

特定 值之 之 測

(2) 在定 X0 值下，對依變數 Y 的單一值 Y0 之預測。

特定 X0 值之下 E(Y | X0) 之預測：

區間估計
X X^ ^

( )0
2

1 −
區間估計： ( )E Y X Y t n X X

( | ) ～ ^
( )0 0 1

0
22

1±
− × +

∑ −
α σ

特定 X0 值之下，對依變數 Y 的單一值 Y0 之預測：

X X^ ( )0
21 −

區間估計： 1 +( )Y Y t n
X X

X X
～

^ ^
( )

( )0 0 1
0

22

1±

− × +
∑ −

α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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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迴歸的變異數分析與判定係數

迴歸的變異數分析：迴歸的變異數分析：

迴歸的變異數分析列表：

變異來源 SS f MS F

迴 歸 SSR 1 MSR F = MSR迴 歸 SSR 1 MSR

誤 差 SSE n - 2 MSE

F MSE

總 和 SST n – 1

∑ = ∑ + ∑( ) ( ^ ) ( ^ )Y Y Y Y Y Y2 2 2∑ − = ∑ − + ∑ −( ) ( ) ( )Y Y Y Y Y Y2 2 2

= ∑ − + ∑ −( ) ( ^ )b X X Y Y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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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迴歸的變異數分析與判定係數

判定係數：

係指依變數 Y 的總變異中，可由自變數 X 的變異
(迴歸變異)所解釋的變異。

公式：

r r2 21 0 1= = − ≤ ≤SSR
SST

SSE
S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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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複迴歸 (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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