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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類 科：教育行政  

科 目：教育測驗與統計  

 

一、某研究的抽樣結果如下表，請問該調查樣本是否適合？有何補救的做法？請說明之。  

 
【擬答】： 

調查樣本是否適合 

此題應為非隨機抽樣，調查樣本與母群體比例不同，男生母體比例少女生母體比例多，

實際抽樣結果男生樣本比例大於女生樣本比例。且樣本數遠比母體數量差異太遠，無法

真正代表母體性質。 

文中使用 2 考驗方式對於統計考驗結果並無實際應用意義。 

此調查樣本應為配額抽樣，利用矩陣模式或表格方式，矩陣中每一細格均有適當比例分

配，再從細格中挑選樣本；須採取防範措施，事先遵照某種既定人為標準取樣，以免造

成選樣偏差致使樣本不能有代表性與概括性。配額抽樣的缺點包括： 

樣本或配額架構必須正確，但實務中很難找出最新資訊加以應用，所以很容易產生誤

差。 

每一樣本元素都有誤差，樣本產生過程常因訪員人為因素產生誤差。 

補救的做法 

應使用分層隨機抽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屬於隨機抽樣方法之一，抽樣前先

依某種標準分類成若干層，然後分別以簡單隨機抽樣，自每一層抽取若干個體作成樣本，

母體有多少層則樣本亦有多少層，此抽樣方法稱為分層隨機抽樣。適用於層內同質層間異

質、結構複雜，且母體人數比例不一情況；提供分層基準如收入、職業、學校規模大小、

性別、年齡等。 

分層抽樣優點： 

抽樣的誤差較小，提高統計量之精確度（簡單隨機抽樣可能抽取不到比例較小層體，

而使樣本較不具代表性）。 

僅抽取少量的樣本即可估計母群體。 

方便比較各層差異與各層資訊。 

 

二、以下為 34 位學生數學成績的資料： 

45、50、25、36、70、68、90、100、68、72、82、91、34、80、78、60、74、82、94、92、

56、78、90、94、27、39、48、70、95、89、66、100、83、79  

請求出第 15、25、50、75、90 百分位數。  

【擬答】： 

首先進行數據排序(由小至大) 

25、27、34、36、39、45、48、50、56、60、66、68、68、70、70、72、74、78、78、79、

80、82、82、83、89、90、90、91、92、94、94、95、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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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項次）
2

1

100


NPR
 5.6

2

1

100

3415



 

P1539(45－39).642.6（班上數學成績分數贏過15％，其數學成績至少應為45分） 

P25（項次）
2

1

100


NPR
 9

2

1

100

3425



 

P2556（班上數學成績分數贏過25％，其數學成績至少應為56分） 

P50（項次）
2

1

100


NPR
 17.5

2

1

100

3450



 

P5074(78－74).576（班上數學成績分數贏過50％，其數學成績至少應為78分） 

P75（項次）
2

1

100


NPR
 26

2

1

100

3475



 

P7590（班上數學成績分數贏過75％，其數學成績至少應為90分） 

P90（項次）
2

1

100


NPR
 31.1

2

1

100

3490



 

P9094(95－94).194.1（班上數學成績分數贏過90％，其數學成績至少應為95分） 

 

三、某一特定數群，其算術平均數 = 20，標準差 = 5，請寫出原始分數 30、15、20 及 17.5 的 

Z 分數。 

【擬答】： 

30的Z
S

XX 
 2

5

2030



 

15的Z
S

XX 
 -1

5

2015



 

20的Z
S

XX 
 0

5

2020



 

17.5的Z
S

XX 
 -.5

5

2017.5



 

 

四、下表為迴歸分析所呈現的相關資訊，依據表中所提供的資訊回答下列問題： 

寫出迴歸分析的假設以及標準化迴歸模式。  

迴歸模式中核心家庭，平均所得可以解釋刑案率多少百分比？  

在共線性分析中提供了那些有用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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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迴歸分析的假設 

常數考驗：H0：0H1：0 

迴歸係數考驗：H0： 1 0H1： 1 0 

迴歸係數考驗：H0： 2 0H1： 2 0 

標準化迴歸模式：
21

.524.398ˆ
XXY ZZZ  。 

R2 .5147
8311.304

4277.735

SS

SS

t

reg  ，表迴歸模式中核心家庭、平均所得可以預測刑案率51.47％

百分比；或刑案率變異量可由核心家庭、平均所得解釋51.47％百分比變異量。 

共線性分析：在多元迴歸分析中由於自變項個數很多，若自變項間相關程度愈高，不但

會造成變項間區隔模糊，無法解釋效標變項，同時會因自變項相關過高，造成自變項與

依變項共變分析扭曲現象，稱為多元共線性（Multicollinearnality）。 

個別自變項使用容忍度（允差）或變異數膨脹因素（VIF）評估。此題允差.962、VIF＝

1.04表示此多元共線性不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