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14 迴歸分析
(Regression Analysis)



報告大綱

第一節 基本原理

壹、用途
貳、原理

一、簡單迴歸分析
二、多元迴歸分析
三、虛擬變項的迴歸分析

參、注意事項
一、注意基本假定
二、避免多元共線性產生
三、注意殘差值及偏離值
四、選定自變項投入模式的方法

第二節 操作與解說

壹、操作

貳、解說

參、操作的補充

肆、解說的補充

問題與操作



用 途
使用時機 1.社會科學研究主要有描述、解釋、預測及控制，對於社會現象

預測的研究，可使用多元迴歸分析。
2.迴歸分析提供研究者對於某一個社會現象的未來表現之預測。
3.檢定一個或多個連續變項，和另一個連續變項之間是否具有顯

著關係。

迴歸分析示意圖
(圖14-1) P266

1.A、B 、C稱為自變項或預測變項，
D為依變項或解釋變項。

2.研究者想瞭解：
A、B 、C稱為三個自變項，哪一
項對於變項D最有預測力，或A、
B 、C三個自變項對變項D的總預
測力有多少？



用 途

線性迴歸
(本節說明重點)

自變項與依變項形成直線關係的分析

非線性迴歸 自變項與依變項形成非直線關係的分析
如：二次曲線、三次曲線

邏輯式迴歸分析 依變項為兩類的名義變項，
自變項可以為連續變項與類別變項
與本節的迴歸分析之依變項為連續變項不同

迴歸分析大致區分(P265)



原 理

區別項目 簡單迴歸分析 多元迴歸分析

使用時機 一個自變項與一個依變項所構成
的線性關係，屬於單變項統計分
析。

一個依變項，由多個自變項所形成
的線性關係。

舉例說明 根據高中成績(連續變項)來預測大
學聯考成績(連續變項)。
註：
高中成績(X)：預測變項
大學成績(Y)：效標變項

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課後補習時
間、同儕關係、師生互動時間等4
個自變項，對學習成就(依變項)影
響所形成的線性關係。



原理1-簡單迴歸分析

1.簡單迴歸分析的直線方程式：



原理1-簡單迴歸分析

2.最小平方法(method of least square)：

(1)因為假設兩變項的函數關係為直線，故各點至此線之平行於

Y軸的距離平方和 要最小。

(2)因為 要最小，經微分獲得a、b值的公式如下：

公式中的N代表樣本數。



原理1-簡單迴歸分析

3.以CH9表9-1為例說明簡單迴歸分析之截距(a)與斜率(b)的計算過程：

瞭解10名高中生的高中成績是能預測大學聯考成績，高中及大學成

績參考表14-1(P268)。將資料帶入a、b值的公式得到

迴歸方程式為：



原理1-簡單迴歸分析

迴歸離均差
平方和
(被解釋變異)

總離均差
平方和
(總變異)

殘差平方和
(誤差)



原理1-簡單迴歸分析

4.總變異、被解釋變異與非被解釋變異：

以上例來說，852.5=605.77+264.74



原理1-簡單迴歸分析

5.決定係數與疏離係數

決定係數 疏離係數

作用 表示在效標變項(Y)的總變異中，由預
測變項(X)解釋部分所佔的百分比(R2)。

在變項X預測變項Y的迴歸分
析中，用以表示點與迴歸直
線的疏離程度的程度。

公式

備註 迴歸離均差平方和愈大愈好，R2愈大，
可以解釋的變異愈大，預測才正確。因
此R2愈接近1.0，代表愈有解釋力。



原理1-簡單迴歸分析(P270)

6.圖14-2 說明：

(1)圖中的45度角斜線

即為最適回歸線，

也就是

(2)每一點代表一位學

生的成績相對位置

，而與X軸平行的

線為10名學生的平

均數線(也就是位於

81.5分的位置)。



原理2-多元迴歸分析

(一)模式建立

迴歸分析自變項設定條件：

依據理論基礎 自變項與依變項的關係應該合理，
在所建構研究架構中找出符合的理論基礎。

具實證經驗 過去的實證經驗提供選用自變項的重要依據，將過去
研究已達顯著因素納入，可以減少嘗試錯誤或不知該
如何選用自變項的困擾。

依邏輯推理 閱讀相關文獻後，選擇出可能影響的變項。

參考專家意見 找尋專家提供的建議，透過專業背景與過去對該議題
的掌握，選擇出重要變項。



原理2-多元迴歸分析

多元迴歸分析模式：

模式中「誤差值e」，必須符合三個條件：

• 常態分配(如果為偏態或不符合常態性，所檢定出的結果很難推論)

• 變異數同質性

• 相互獨立(誤差值之間不能有關聯性存在)



原理2-多元迴歸分析
迴歸方程式種類(P271)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 未標準化迴歸方程式

1.受到納入變項標準化的影響，方程式
中沒有常數(截距)項。

2.各自變項的加權值β (標準化迴歸係數)
介於-1.0與1.0之間，可以比較大小，
數值愈大，表示該變項權重愈大。

1.方程式有截距項。
2.各自變項的加權值b(未標準化迴歸係數)

相互比較數值大小不具意義。

實例說明：參考表14-2(P276)的β值 實例說明：參考表14-2(P276)的b值

在SPSS軟體中，迴歸分析結果檔兩種回歸
方程式都會出現。



步驟1.

提出假設性的迴

歸方程式

• 大量評閱文獻，找出合理的自變項和依變項

• 依據合理的論證定位自變項及依變項

步驟2.

評估資料符合基

本假定

• 自變項與依變項為線性關係

• 常態性

• 誤差獨立性

• 誤差等分散性

步驟3.

針對整體的迴歸方

程式及個別的迴歸

係數檢定

原理2-多元迴歸分析-回歸分析步驟

• 整體的迴歸方程式檢定：F值
• 個別的迴歸係數檢定：
對各個β、e，甚至每一個自變項對依變項的估計
檢定及預測分析

CH14迴歸分析簡報(圖14-3等分散性示意圖).pdf


步驟5

對於各個變項間

的意義進行解釋

步驟4

進行整體的迴歸

模式校正

原理2-多元迴歸分析-迴歸分析步驟

• 自變項以決定係數高低作為解釋依變項的程度

• 決定係數介於0~1.0之間，值越高可以預測依變項的
程度愈高

• 瞭解自變項多元共線性的問題

• 透過資料的散佈圖可以瞭解資料是否有極端值

• 對於極端值及影響值的處理(刪除後再進行迴歸分析)

• 影響值的情形(圖14-4)

• 影響值與極端值(難辨別)：皆會影響直線的斜率

• SPSS實務操作：極端值與影響值的檢核

CH14迴歸分析簡報(影響值情形).pdf


原理2-多元迴歸分析-實例說明(P276)



原理3-虛擬變項的迴歸分析

ㄧ、若自變項中包括類別變項及連續變項，而依變項為連續變項時。

二、先將類別變項轉換為虛擬變項，進行虛擬編碼。

三、分為參照組及對照組。(原始變項為N個，新變項個數N-1個)。

四、投入模式。

五、注意要掌握好每一變項的參照組，才可進行比較解說。



原理3-虛擬變項的迴歸分析



注意事項

ㄧ、注意假設檢定(同一性或等分散性、自變項間的獨立性DW值)。

二、避免多元共線性產生，VIF指標判斷。

三、注意殘差值及偏離值。

四、選定自變項投入模式的方法(逐步法、強迫進入法)。

*逐步法:分為順向及反向選擇法，是一種探索式的分析。

(順向:先選取自變項與依變項相關係數最大—依變項中，淨相關最大的自變項—直

到沒有顯著自變項為止；反向:所有自變項先納入—將自變項與依變項相關最小的

移除—直到自變項都達顯著為止)

*強迫進入法:歸納的自變項強迫納入迴歸分析中，因為過去研究已掌握這些變項對依變項

的重要因素。



操作與解說

Q:以校長的遴選功能、遴選影響及遴選指標對校長遴選問題進行多元

回歸分析檢定。(強迫進入法)



操作與解說

Q:以校長的遴選功能、遴選影響及遴選指標對校長遴選問題進行多元

回歸分析檢定。(逐步迴歸分析法)



問題一
Q:不同校別與職務對於校長遴選影響的迴歸分析。

(使用虛擬變項的迴歸分析)



問題二

Q:校別、職務(需要重新編碼)、指4、指5及指6對遴選影響的迴歸分析。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