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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壹、用途

貳、原理

參、注意事項



壹、用途

(1)簡化資料，找出變相間之關係的基本結

構，找出基本向度，取代原來變現

(2)掌握研究工具的建構效度

(3)透過因素分析找出主要成分，解決多元

迴歸分析在自變相產生的多元共線性問題



因素
分析

簡化資料

建構效度

解決多元
共線性問
題

因數分析的用途



因素分析示意圖

所有數值=共同因素+特殊因素+誤差因素

總變異數= 共同變異數+特殊變異數+誤差數異數



貳、原理
(一)基本原理

為數眾多的變項，濃縮成為較少的幾個精簡變項，即抽出共同因素

因素分析
(所有數值)
(總變異數)

共同因素
(共同變異數)

特殊因素
(特殊變異數)

誤差因素
(誤差變異數)



因素分析的基本假定

序號 項 目 說 明

一 共同因素 在總變異數當中，與其他變項有關的部
分，它是所有變項都有的共同特性。

二 特殊因素 在總變異數當中，與其他變項沒有關係
的部分，變項與變項之間不具有共同特
性的部分。

三 誤差因素 研究者在進行問卷調查過程中，由於樣
本取樣、問卷品質、施測情境，以及其
他可能形成誤差的條件，所形成的誤差。



因素分析步驟
準備完整
資料

•取樣適切性量數(KMO)

•巴氏球形檢定(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

選用因素
分析模式

•主成分分析

•主軸因素法

•最小平方法

•最大概似法

因素轉軸
•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1

•陡坡(scree)

因素命名

•較大因素負
荷量給予命
名，亦可視
為「構念」
命名



二、步驟

(一)準備完整資料

掌握適切性量數(KMO)

1>K>0

K>.90(極佳)

.89>K>.80(良好)

.79>K>.70(中度)

.69>K>.60(平庸)

.59>K>.50(不良)

巴氏球型檢定

(一)準備完整資料
①樣本最好在100~200之間
②Comrey 與Lee樣本最好大於300較佳
③K<.30不建議採用



(二)選用因素分析模式

驗證性因素分析CFA

已經定義因素

已有學理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EFA

從蒐集資料，透過邏輯演算

法，獲得推演因素

主成分分析

(萃取共同性)

主軸因素法

最小平方法

最大概念法

Alpha因素法

取向



(三)因素轉軸

因素分析應用的方程式

Zj=aj1F1+aj2F2+ aj3F3 …+ajmFm+djUj, j=1…n,m<n

共同性 獨特性



Zj ：為第j個變相的標準化分數
ajm：為因素負荷量

代表第m個共同因素對j個變項變異量之貢獻
Fm：為共同因素
m ：為所有變項共同因素的數目
Uj ：為變項Zj的唯一或獨特因素
dj ：為獨特因素的加權係數



因素分析示意

有5個題目(Z=1~5)
抽取2個因素(F1及F2)
因素負荷量為(a11至a52)
獨特性為(U1-5)



重要名詞

•特徵值—每因素所含各個題目所貢獻的量。

•每1個項目最高特徵值是1。總特徵值數，就是題目數。通常認為
1個因素貢獻要超過1個題目才有意義，所以預設為1.0以上，才進
行萃取。

•因素負荷量—因素與題目之相關程度，係數在-1.0至1.0之間，係
數愈大，代表兩者相關程度愈高。

•共同性(Communality):各題目可貢獻至因素的程度。在0只1.0之間。



表17-12





(三)因素轉軸
因素分析轉軸示意圖



•因素與因素之間毫
無關係存在。

•兩個因素雙向呈現
九十度的直交情形。

直交
轉軸

•因素與因素之間有
關係存在。

•兩個因素呈現斜交
情形。

斜交
轉軸





有另一個因素存在

簡單結構
直交轉軸

需做斜交轉軸

不適合做因素分析



•因素之間必須追求「獨立且互斥」，在幾何的意義就是資料在
「2個獨立而互斥因素」構成的直角平面座標上，此時會形成迴
歸直線。

•因素之間一開始不是「獨立且互斥」，此時難以解釋各因素之間
的貢獻量。

•但旋轉後，會接近此前提要求。也就是轉軸



(四)因素命名

1.讓共同因素具有意義，

找出具有較大的因素負荷量，

2.了解因素負荷量的共同特性，

再給予因素命名。



參、注意事項

一、常見的錯誤

(一)一個研究構念的數個研究向度分開進行因素分析

單獨跑每個向度的因素分析

(二)決定因素表準(預先設定vs特徵值大於1.0)

(三)問卷題目沒有以原先設定向度歸類，而以因素負荷量大小

二、注意事項

(一)反向題目計分轉為正向計分

(二)然後再跑一次因素分析(一次刪一題)

(三)因素負荷量數值越大越有影響力，正負號是指正負關係，不是負荷
量大小

(四)正交轉軸vs直接斜交轉軸



注意事項

第一項
問卷題目的反向題，在因素分析之前，先將反向題的計分
方式調整為正向，讓所有計分方式具一致性。

第二項
因素分析之後，發現正交轉軸之後的因素負荷量有呈現負
數值，應檢討是否位將反向題目計分，轉換為正向計分。

第三項

若問卷題目都為負向計分題，跑出的因素負荷量為負值，
解釋時應先看因素負荷量大小，若大，具影響力．正負值
僅瞭解問卷題目與因素之間正負向關係，不是比較數值大
小

第四項
轉軸分正交及斜交轉軸，前者假定因素之間毫無關係；後
者兩因素在雙向度呈九十度直交情形



常見錯誤

常見錯誤－內容 例如

第一項
將一個研究構念中數個研究向度分
開,進行因素分析

學校效能分為
A.B.C.D 向度

組織文化分為
甲.乙.丙.丁向度

第二項

研究者在因素標準設定，先預設要
取多少因素，而不是以特徵值大於

１以做取決．．． 產生問題
→→→→→→→→→→→

當題目沒有達成一定因素負荷量或特徵標
準，而納入某因素代表所獲因素無法代表
問卷內涵

第三項
問卷題目沒有依原先設定研究向度
歸類，而是以因素負荷量大小依次
排列，打亂原來因素結構內容

因素分析操作時，選取＂依據因素負荷量
排序＂欄位，因素分析的結果：依因素負
荷量大小排列，而不是原先設定問卷題目



第二節
壹、操作

貳、刪題順序與原則

參、因素分析的報表結果

肆、解說



•以範例檔為例，對校長遴選爭議進行因素分析，

其包括遴選功能、遴選影響及遴選指標，為使精簡，分為三向度

向度1：功1~功9

向度2：影1~影8

向度3：指1~指6

壹、操作





















(一)跑出的因素個數超出預期個數的刪題

(二)從最外的因素之最大因素負荷量刪題

(三)每次刪題逐次瞭解因素個數縮減情形

(四)每次刪題亦應瞭解抽取因素總解釋量

一、刪題順序

貳、刪題順序與原則





二、刪題原則

(一)刪除偏離因素軸的題目

(二)刪題要顧及題目的意義

(三)顧及各因素之題數平衡

(四)總解釋量應不低於50%

(五)每次刪一題並記錄過程

(六)解釋量無法到達50%宜反思

(七)無法符應於理論的檢討

貳、刪題順序與原則



參、因素分析的報表結果

表17-3

表17-4

第一次因素分析的結果



參、因素分析的報表結果

第一次因素分析的結果

表17-5



參、因素分析的報表結果

第一次因素分析的結果

表17-6

由此可看出跑出來
有四個因素，與期
望的三個因素不同
→要刪除題目



參、因素分析的報表結果

第一次因素分析的結果

表17-6

根據前述所說之刪
除題目之原則

→刪除「功 6」題目



參、因素分析的報表結果

表17-7

第二次因素分析的結果

表17-8



參、因素分析的報表結果
表17-9

第二次因素分析的結果



參、因素分析的報表結果

第二次因素分析的結果

表17-10

未轉軸因素矩陣



參、因素分析的報表結果

第二次因素分析的結果

轉軸後的成分矩陣

表17-11



肆、解說

一、統計報表的整理

表17-7

代表資料符合
「取樣適切性」



肆、解說

一、統計報表的整理

表17-12



肆、解說

一、統計報表的整理

表17-12



表17-8 表17-12



表17-9

表17-12



表17-9

表17-12



表17-10

未轉軸因素矩陣

不使用

肆、解說



表17-11 表17-12



表17-12



表17-12



肆、解說

二、校長遴選爭議的解說

表17-9



表17-12

肆、解說

二、校長遴選爭議的解說



表17-12

肆、解說

二、校長遴選爭議的解說



表17-12

肆、解說

二、校長遴選爭議的解說



肆、解說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敬請提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