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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本書的準備

本書需要使用「分析工具箱」與「規劃求解增益集」。預設是無法使用的，所以

請透過下列的操作新增「分析工具箱」與「規劃求解增益集」。只要完成設定，

「分析工具箱」與「規劃求解增益集」就會常駐於工具列，不需要每次啟動 Excel
都重新設定一次。

請先啟動 Excel。Excel 2013/2016需先點選「空白活頁簿」之後開始操作。

❶ 點選「檔案」索引

標籤的「選項」。

❷ 點選「增益集」。

❸ 點選「▼」再選擇

「Excel 增益集」，然後

點選「執行」。

Excel 2007
▶ 步 驟 ❶ 先 點 選

「Office 按鈕」，再從

選單點選「Excel 的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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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掌握業績規模」

年營業額2億元的A公司希望在東京銷售關西限定商品K，但是銷售時，想將商品改成商品T這個名稱。原本

不是負責這項商品的X先生突然接到一個小時後要在會議報告東京的業績預測值的指示。只拿到紙本業績

記錄與文件的X先生正在一籌莫展時，前輩Y先生與後進的Z先生幫忙，整理出以下的資料。

業績記錄包含銷售時間、銷售人員與售價這些內容，每件銷售數量都是一個。因此，隨機擷取出200筆商

品K的售價，並且整理成適當的資料格式。此外，確認文件內容後，發現文件記載了候補店面的目標人口

與預測的市佔率。

●商品 K 的售價摘要 ●開店候選資料

例 題 

即使是討厭計算的人，平常也會計算平均值吧！比方說，優惠包裝與一般包裝的每克價格

計算、孩子們的五科成績平均分數、各付各的時候，每個人要付多少的計算，總之，計算

平均值的機會真的很多。在職場也是一樣，需要算出大略的業績規模時，平均值是個很好

用的數值。這節就帶大家重新思考一下熟悉的平均值。

計算以超群平衡感自誇的
平均值02

導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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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當資料的分佈呈現兩極化時，這問題就越加嚴重，因為為了取得平衡，平均

值很可能落在沒有資料的區間裡，如此一來，平均值就不太能代表這些資料。

●平均值被特異值影響

特異值

平均值：從資料分佈較多的位置往特異值的
方向靠，才能取得平衡

●在兩極化的資料，平均值的周圍沒有資料

平均值：取得平衡的位置沒有資料

現在已是多元化的時代，計算平均值的時候，也常常會算出上述這種失準的平均

值。不過，不管以前還是現在，平均值一定位於資料的平衡之處。之所以會讓人

覺得失準，是因為我們總以為「平均值位於多數資料的中心點」。

今後如果算出失準的平均值，不妨先懷疑資料的分佈是否呈兩極化，又或者是不

是挾雜的特異值。

XX特異值的處理

特異值有兩種，一種是不小心輸入錯誤，一種是因為某些原因而變得特異的值。

例題的開店活動就屬於因為某些原因而變得特異的情況。輸入錯誤的值可排除在

平均值的計算對象之外，但是因為某些原因而造成偏差的話，就必須視情況決

定。要注意的是，就算是偏差的值，也不一定就能無條件排除。

 特異值與偏差值

所謂的偏差值指的是極端遠離資料群的數值，算是特異值的一種。不過，特異的

資料不一定就等於偏差值。偏差值的標準是位於 99.7%資料範圍外側的值。這部
分會在第 5章解說，但所謂的「99.7%資料範圍」就是「平均值±3×標準差」
的意思。不過這終究只是參考，要不要排除偏差值，還是得依照要計算的值（目

的）決定。

03  平均值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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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被當成壞人看待的平均值

最近平均值似乎很討人厭，很多人會說，平均值沒什麼用，算出平均值也無法得到任

何資訊，但是，一如前述，平均值本身沒有不好。話雖如此，平均值旁邊沒有資料的

現象越來越多，會覺得平均值越來越無法說明資料也是情有可原。問題在於，現在還

是習慣只憑平均值解釋資料的全貌。下一節會提到，要解釋資料的全貌，需要中位

數、眾數，最好還有標準差。當然，也少不了平均值。觀察多個代表值才能想像資料

的特徵與分佈情況。偶爾會有人提到平均值、中位數與眾數，但現在平均值出現的頻

率還是最高。等到大家覺得其他的代表值一起公佈才正常，平均值才有可能不再被當

成壞人。

XX兩極化資料的平均值

面對兩極化的資料時，將資料分成兩群看待，就能避免平均值旁邊沒有資料的情

況。資料之所以會變得兩極化，有可能是因為收集資料時，混入太多性質不同的

資料。只要了解性質的差異，就能依照性質分類資料，再計算平均值，也通常能

算出具代表性的平均值。此外，以性質分類資料的過程稱為分層。分層的常見範

例有性別、年紀或地區。

下列的圖是 2-01節的 B組成績資料。B組的平均分數附近幾乎沒有人，但是，
若將資料分成低於 30分以及大於等於 30分的兩層，然後再計算平均分數，就會
發現，平均值落在次數較高的組別裡。

●各層的平均值

低於30分的層級的平均分數

大於等於30分的層級

的平均分數

整體的平均分數

掌握資料全貌02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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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不為特異值所惑的中位數

中位數是先由小至大，根據數值排列資料，剛好落在正中央位置的資料。假設資

料是偶數，就取正中央兩個的平均值。為了取得整體資料的平衡，平均值會移

動，但中位數不會移動，一開始就待在資料的正中央，只能看到位於正中央的值。

再者，由小至大排列數值之後，特異值會被趕到邊緣，所以絕對無法成為中位

數。所以，就算資料摻雜了特異值，中位數也不會受到影響。

●平均值與中位數

特異值

度數

數值

1

1 2 3 4 5 20.6 100

3

平均值：為了保持平衡而移動

數值

1 2 2 3 3 3 4 4 5 100 100

中位數：不會移動，能看到正中央的值

「不會被特異質干擾的中位數才是最適合代表資料的值。為什麼還要一味地計算

平均值呢？」有些讀者會有這樣的疑問，但計算平均值的理由之一就是方便性。

平均值只要加總所有數值，再除以資料筆數就能算出，所以若是對數字敏感的

人，心算也能算出平均值。中位數的原理雖然只是「先排序，再觀察正中央的數

值」，但是「排序」這個步驟無法用心算或電子計算機完成。

請試著以中位數代替餐費平付時使用的平均值。酒喝得不多、飯吃得很少的人或

許可以接受這種算法，但結帳時錢一定會不夠，之後有可能會為了誰該付不足的

部分而吵架。

平均值是「合計金額 =平均金額×人數 =個人餐費的總和」，所以就算有些人對
平付的金額不滿意，但一定能結帳。

●以中位數計算分攤的餐費

排序餐費的明細，中間的兩個值的平

均就是中位數。

以3,300除的話，會不足

5,600元。

掌握資料全貌02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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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件數的趨勢

此外，實施方案前後的詢問件數平均值是否真的有落差，換言之，方案是否真有

效果，必須透過 t檢定驗證。有關檢定的部分將於第 7章解說。

Column 以平均值與中位數了解業績動向

季節性明顯、難以掌握業績動向時，可利用平均值或中位數消除浮動。下圖為三年內

的每月業績以及消除浮動之後的業績。其中計算了每個月平均業績佔全體平均值的比

例（季節指數），再依照比例調整銷售額，藉此消除浮動。也可利用中位數取代每月

的業績平均。

●會隨季節變動的業績走向

使用平均值消除浮動，會比較容易掌

握業績動向。根據這張圖可推測業績

是上揚的趨勢。

▶觀察大小的長條圖將

原點設定為「0」，必須

輸入省略的波浪線，但

是用來觀察變化（斜

率）的折線圖，就不一

定得將原點設定為「0」。

▶使用中位數時，至少

需要三年份的資料。因

外在因素而摻雜了較往

年明顯不同的業績時，

可使用這種算法。

04  了解資料的中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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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最常出現的詢問件數」

為了參考必要的技術，求助部門的人員配置方式而整理了詢問件數。每天的詢問件數雖然不同，但還是想

知道每天大概的件數，該怎麼做才好呢？

●詢問件數

想知道每月的詢問件數之中，

佔多數的詢問件數與日數。

例 題 

XX搜尋頻繁出現的值

眾數就是資料之中，最頻繁出現的值，也就是資料裡的多數派。繪製直方圖或是

將資料與出現次數繪製成圖表時，眾數會出現在次數最多或是出現次數最多的位

置，也可說是資料最集中的部分。少數派的資料會被排除在眾數的候選之外，所

以眾數不會受到特異值或偏差值的影響，而且也因為是多數派，所以眾數比平均

值或中位數更能代表資料。

乍看很凌亂的資料，有可能會含有許多相同的資料，而最常出現的資料稱為眾數。眾數與

平均值、中位數都是代表資料的數值之一，這節要一邊與平均值、中位數比較，一邊解說

眾數。

了解資料的多數派05

導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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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眾數的問題

眾數的問題在於資料的數值若是太瑣碎，就很難找到相同的值。解決方案之一就

是對資料進行四捨五入的計算，讓資料限縮在方便操作的範圍之內。

下列是一月的詢問件數與日數（出現次數）的散佈圖與將詢問件數四捨五入至十

位數的散佈圖。直接使用資料時，出現相同詢問件數的日子只有兩天，但是統整

資料之後，日數就增加了。

●以原始資料計算的眾數（左）與資料經過四捨五入之後的眾數（右）

將滑鼠游標移到眾數後，會顯示詢問件數與出現次數，由此可知1月為「有7天是260
件」。

XX兩極化資料的眾數

眾數雖然是最常出現的值，但不一定只有一個。如果有其他出現次數相同的資

料，這些資料就全部都是眾數。當資料呈現兩極化的分佈，兩邊有出現次數相同

的資料時，就會出現兩個以上的眾數。一如平均值與中位數的處理，在計算眾數

時，如果資料也呈現兩極化的分佈，最好先替資料分層，才會比較方便判讀。

XX Excel 的操作① ： 計算每月的眾數

這次要計算資料統整前與統整後的眾數。這次利用 ROUND函數將資料四捨五入
至十位數，眾數則是利用 MODE.MULT函數計算。

▶資料的兩極化

指的是以同一目的收集

的資料分成兩種資料層

的狀態。

實踐	▶▶▶

範例

2-05「操作 2」工作表

05  了解資料的多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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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圖來看，變異數就是加總所有正方形面積，再除以資料筆數的值。雖然我們

不知道邊長，但是變異數也會是正方形。由於線條變成面積，所以變異數會比偏

差值大也不意外。此外，變成面積後，變異數的單位也變成原本的單位的平方。

要還原成原本的單位必須算出變異數的正方形的邊長，也就是開根號或計算平方

根。變異數的正平方根就是所謂的標準差。標準差是正方形的邊長，單位也是原

始資料的單位。

． 變異數的單位是資料的平方，所以算出正的平方根，就能還原次數資料的單位。

． 變異數的正平方根就是標準差。標準差的單位就是資料的單位。

之所以會算出變異數與標準差，主要是為了避免偏差值的合計為 0，而刻意乘以
平方，然後為了還原次數原本的單位，才計算平方根。值得繞遠路的變異數與標

準差不會忽略任何一筆資料，是代表所有資料分佈程度的代表值。

此外，變異數就是偏差平方和的「平均值」，所以開根號之後的標準差就是資料

整體分佈的平均值。

●變異數與標準差

變異數

新完成的正方形的面積
就是變異數。

加總所有的正方形，

再以資料數除之。

資料數

＋ ＋ ・・・ ＋

新完成的正方形的邊長為標準差。

XX Excel 的操作① ： 計算偏差值與偏差值的合計

計算 A店與 B店的偏差值與偏差值的合計，確認偏差值的合計會是 0。

計算偏差值

●在儲存格「K1」、「I3」輸入的公式

K1 =AVERAGE(A3:C32) I3 =A3-$K$1
O1 =AVERAGE(E3:G32) M3 =E3-$O$1

實踐	▶▶▶

範例

2-07「操作 1」工作表

動手
做做看

07  了解資料的分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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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橘子跟暖桌的關係、售價與銷售數量的關係」

調查橘子與暖桌的出貨量之後，整理出下列的資料。下列的資料之間存在著何種關聯性呢？

●橘子與暖桌的年度資料

接著是將商品 A 與商品 B 的二十天份售價、銷售數量的資料整理成表格。此外，商品 A 是老字號 A 社的

商品，商品 B 是與商品 A 同類的自選商品。商品 A 與商品 B 的價格與數量有何關係存在呢？

例 題 

「尿布的業績提升，啤酒的業績也會跟著提升」是找出看似毫無關聯的資料的關聯性，讓

業績因此提升的經典案例。這節將為大家解說兩種資料的關聯性與關聯性的強度。

兩種資料之間的意外關係01

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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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根據廣告費預測營業額」

下圖是過去三年內的每月廣告費與營業額資料。根據這些資料繪製散佈圖之後，發現廣告費的多寡與營業

額呈正相關。

該如何根據廣告費預測營業額呢？

●每月廣告費與營業額資料

往右上角揚升的正相關

例 題 

兩種資料之間呈現線性的相關關係時，可繪製一條逼近資料的線條，根據繪製線條的公式

計算沒有資料的位置。這節挑選了兩種透過企業活動收集，能說明線性相關關係的資料，

介紹預測業績的方法。

利用手邊的資料計算預測值02

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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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迴歸曲線必須通過平均值。	
以例題而言，線性的迴歸曲線會通過營業額平均值與廣告費平均值。

②		繪製迴歸曲線時，必須讓散佈圖裡的每項資料與迴歸曲線之間的距離縮至最小。

資料與迴歸曲線之間的距離稱為殘差。殘差就是直軸資料，也就是目標變數的

資料與迴歸曲線上的預測值「y」之間的差距。

●迴歸曲線與殘差

迴歸曲線

負的殘差：

現存的目標變數的資料減掉迴歸曲線上的預測值＜ 0

正的殘差：

現存的目標變數的資料減掉迴歸曲線上的預測值＞ 0

XX判斷迴歸曲線能不能用於預測

即使遵守上述規則，繪製了殘差為最小值的迴歸曲線，迴歸曲線的預測精確度仍

會受到相關性的強弱而影響。直覺上，相關係數的絕對值（無符號的大小）越接

近 1，精確度有可能越高。這個直覺基本上是正確的，在迴歸分析裡，會利用相
關係數乘以平方的決定係數判斷。相關係數的範圍介於 -1∼ 1，而乘以平方代表
不再會有負數，所以決定係數的範圍會在 0∼ 1之間。越接近 1代表預測的精確
度越高，但只要超過 0.5，就代表迴歸公式可用於預測。決定係數「0.5」代表迴
歸公式可說明 50%的資料。此外，決定係數是相關係數的平方，所以又寫成「R
平方值」或「R2

」。

XX Excel 的操作① ： 在散佈圖裡繪製趨勢線

Excel可在代表兩種資料相關係的圖表裡繪製各種趨勢線、代表趨勢線的公式以
及追加決定係數。這次使用的是迴歸分析，所以趨勢線也選用能說明直線關係的

「線性」。此外，可確認迴歸曲線通過資料的平均值。

繪製散佈圖

請參考 P.92的步驟，繪製廣告費為橫軸、營業額為直軸的散佈圖。此外，請在儲存格

「G2」輸入 CORREL函數，算出相關係數。

▶嚴格來說，繪製曲線

時，必須讓殘差的平方

和縮至最小。

實踐	▶▶▶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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