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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專題分析撰寫要領 

統計專題分析，本質上屬於敘述性統計分析，簡單的說，是指透

過蒐集、整理與觀察實際統計資料作為基礎，針對特定社會經濟活動

的現況、變化及成因等進行研究與分析，歸納出結論的一種統計應用

文體，並以文字搭配統計圖、表的型式陳現。撰寫統計專題分析之操

作流程大致如下，茲概略劃分為分析前段作業、實體分析及報告撰寫

等三部分，歸納一般原則及注意要點，分別逐項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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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統計分析前段作業 

(一)確立問題 

統計分析應該具備政策意涵（policy context）或政策相關性

（policy relevance），而一篇好的統計分析報告，它的重要關鍵在

於發掘一個好問題，以下是確立問題及尋找撰寫題材的參考途徑： 

 探究與觀察統計資料，從中發掘問題 

 注意政府機關的業務動向及政府政策方向 

 由報章雜誌掌握時勢走向 

 國際間新興研究報告及論點 

 從現實生活中發現題材 

(二)蒐集資料 

統計分析的基本特色是運用大量數據資料作為推論的基礎，

因此在選定主題之後，便必須進行資料蒐集，確認是否能夠支撐

整個分析過程的展開，如果無法取得充分的數據，就必須重新界

定主題。統計資料來源大致包括四類： 

 政府部門調查統計（註 1） 

 政府部門公務統計（註 1） 

 民間研究機構 

 國際組織 

(三)評鑑資料 

由於所蒐集到的現成統計資料，它們的內涵未必跟研究者所

想分析的標的完全一致，例如公務統計資料是由政府部門行政登

記程序產生，會受到不同機關管理目的之影響，即使所用的統計

項目名稱相同，但最終統計結果及顯示的意義可能有所差異（註

2）；又有些統計指標可能隨著國內經社環境變化或國際新興規範

作法，而配合調整編算方式，因此著手分析之前，必須先進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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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評鑑，判別統計資料的可用性。評鑑的面向大致包括： 

 統計項目定義與涵蓋範圍 

 調查或編製方法 

 統計項目基礎 

 指標背景及限制條件 

(四)整理統計圖表 

統計圖表是以有系統、有條理的方式，陳現資料的主要特性

與內涵，較容易加深讀者印象，加上人類辨識影像圖形的能力遠

優於辨識文字的能力，故已成為統計分析報告的重要構成元素。

在分析的前期階段，可以針對觀察重點需要，從不同角度整理、

編製統計圖表，將有助於清楚掌握變化趨勢與轉折，使分析作業

更具有效能。有關統計圖表之製作要點，可進一步參考本專區「如

何統計」單元的介紹。 

二、一般分析要點 

(一)縱看動向趨勢 

經社現象的萌生與發展為一持續的進程，其變化方向常是各

界關注焦點，統計分析的首要觀察點便是時間軸上的變化幅度與

趨勢，包括月增率、季增率、年增率等。 

遇到比較基期的數值偏高或偏低時，變動率可能跳動劇烈，

應詳加說明，以免產生誤導，必要時可剔除變動劇烈的項目，例

如各國央行緊盯著不含新鮮食品及能源的核心消費物價變化率，

作為貨幣政策參考。若統計指標的絕對數值小，計算變化率反而

容易引起誤解，例如某一鄉鎮殺人案件由 5 件增為 8 件，與其計

算變動率，不如直接帶出兩期數值，比較不會造成誇大或扭曲事

實。 

變動率必須透過對比觀察，才能賦予某種意涵。常用的切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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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有： 

 與以往變動幅度相比較 

 與政策宣示目標相比較 

 將相關指標變動幅度相互對照（如教育經費與政府總支出年增

率對比） 

 與經社發展程度近似的國家相比較 

(二)橫觀內涵結構 

橫斷面分析一般以構成比或分配比（Proportion）為觀察重點，

即全體統計數中某一部分統計所占比率，各部分之構成比合計等

於 100％，表達同一時點之內容組成或相互關係。由構成比可了解

各組成分子的相對重要性及大致掌握癥結問題點，但解析上仍然

必須注意因果關係的推導，避免不當解釋。不同時間的結構指標

可以串成時間數列，用以觀察演變趨勢（例如人口結構的長期變

化）；但此時不能單純以某部門所占比率的下降或上升，據以認定

該部門的消長，必須一併觀察各部門的增長變化情形。 

群體內若產生結構變化，會影響整個群體的表徵值，以平均

數為例，群體平均數除了受到各個部門平均數大小的影響外，還

會受到群體內結構變動因素的影響。但結構性因素在現實環境中

調整的速度並不明顯，社會面的結構調整又比經濟面來得緩慢，

短期間內不易被察覺，因此長期比較或國際比較時，必須特別注

意結構差異問題。 

(三)善用對立比率 

在某些情況下，統計指標的水準值不適合直接作比較，例如

針對不同群體（國家、縣市等）或不同時期的評比，此時必須透

過與其他表示規模之指標（國民生產毛額、土地面積、人口等）

相除，以使比較基礎一致，也就是借助對立比率。對立比率又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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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比例 （Ratio），用來對照比較的兩項統計數字，雖然有關聯

性，但並非總計與內容結構關係，賦稅負擔率（賦稅收入/GNP）、

性比例（男性人口/女性人口）、人口密度（人口/面積）等都屬於

對立比例。 

利用對立比率將兩個原始指標轉化成複合指標，也具有突顯

某種變動特徵的效果，例如賦稅收入除以政府支出，稱為「政府

支出之賦稅依存度」，代表每一百元政府支出中有多少是由賦稅收

入所支應，可用來突顯一個國家財政的穩健程度。 

計算對立比率時，必須注意分子指標與分母指標的對應性或

同質性，例如以香煙銷售總量除以吸煙人口就比除以總人口來得

好，教育經費除以學生人數也比除以總人口來得妥適，指標意義

上也更為清楚。 

由於各項社經活動大多與人口多寡有關，因此常見以總人口

作分母，來計算各項社經指標的對立比率，例如每萬人口病床數、

每萬人口醫師數等，但各醫療院所過度集中（多集中在市區內），

一定會影響偏遠地區民眾就醫的時效，為避免忽略空間因素而產

生盲點，分析時可考慮增列平均每醫療機構服務面積及服務人口

數（反映該縣醫療機構集中的程度）、每平方公里醫療機構數及醫

師數（反映空間狀態）等指標，以增進觀察的深度與廣度。 

(四)層層深度剖析 

社會經濟現象複雜，往往好壞參雜，動向分析大多以平均數

的變動作為觀察標的，但平均數的變動走勢，未必代表群體內各

個個體的走勢，必須進一步了解各子群體平均數的變動特徵。統

計上有所謂的辛普森詭論（Simpson’s Paradox），指比較 A、B 兩

個群體時， A 群體的每個分類平均值均比 B 群體的平均值低，

但因兩個群體結構比例差異，以致整體的平均值卻是 A 比 B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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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普森詭論點出了合成的謬誤，也就是說多組資料合併成一

組資料時，本質可能會改變，甚至轉換方向，因此統計分析不能

只看表面或總體數字，必須深究其內涵以及細部資料結構。例如

分析失業狀況時，除了看總失業率以外，可以配合觀察各年齡別、

各教育程度別、性別、地區別、失業前行業別、職業別、失業原

因別等各種分類，較能夠精準掌握失業的全貌。 

(五)審慎國際比較 

隨著全球化加速進行，進行國際比較可以了解本國在全球競

賽進程中的相對位置，在統計分析當中應用極為普遍。但因各國

統計定義、統計範圍或統計方法不盡然相同，經濟規模、發展程

度或政經體制互有差異，跨國比較未必具有嚴謹的意義，通常必

須更為審慎，此時觀察各國變動趨勢比較具有參考價值。 

(六)整體綜合研判 

統計分析的目的，在於探尋經濟社會現象蘊含的各種狀態（包

含差異、相關、週期、分配情形等），希望藉著統計指標所反映的

數量變化，從當中找出規則性或是在固定性中發現變化。經由上

述分析角度探討，大致上可以掌握個別統計指標的變動、連鎖變

化及其對整體變化的影響，同時發現一些現象或特徵，此時可以

將這些徵象或原因分門別類，切成幾個部分，然後回頭去找出背

後的原因關鍵所在，若發現與所關切的問題關係不大，則寧可捨

棄，以免模糊焦點，分散注意力。 

其次，經濟社會現象錯綜複雜，單純地以數字演繹個別事件，

可能會忽略了研究對象與外在環境的互動關係，或是忽略事物之

間的聯繫與相互影響，極易陷入見樹不見林，甚至使結論背離現

實，因此進行整合研判時，對於某些不易透過量化數字呈現的結

構性或非經濟因素，如文化、政治、社會、技術發展等，也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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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意探討或納入考量。 

三、撰寫分析報告 

統計分析報告基本架構大致分為標題、導言、主體與結論等四部

分，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一)標題力求鮮明，並善用次標題勾勒架構 

統計分析的題目，必須與報告內容相符，最好兼能具有簡要、

生動、針對性強等特點，可以在文中適當穿插次標題，方便讀者

迅速掌握全篇文章的重點與架構。成功的商業行銷通常得力於一

個響亮上口的商品名稱，對於統計專題分析而言，一個好的標題

同樣有畫龍點睛之效，傳統上常見以「× × × 概況分析」為題，穩

健有餘，但新意不足，近兩年主計月刊所刊登的統計分析性文章

中，如「便宜糧食時代已告結束」（97 年 1 月）、「國內製造業投資

概況暨台商鮭魚返鄉之意願分析」（98 年 1 月）、「以統計數字看蔣

渭水（北宜）高速公路對宜蘭縣之影響」（98 年 4 月），都是切合

時事又能引發閱讀興趣的好題目。 

(二)注意邏輯連貫性及段落單一性 

由核心問題的描述到具體結論的提出，都應符合邏輯的演繹

與歸納，下結論時切忌主觀武斷，必要時可以向專家學者請益。

不論問題的描述、時空的解說、因果的探討、未來的預測，都不

可違背現實環境與發展趨勢，對合理性不足的假設與結論，應該

就分析過程再作檢視。報告鋪陳過程中，必須注意段落的單一性

與連貫性，每段最好僅闡述說明一個重點，以免零亂，而各段落

間則彼此關照，前後呼應。 

(三)數字引用宜求簡約明晰 

過多的數字會讓文章顯得沈悶，應有所取捨，針對重要數據

適當地加以計算加工，或以圖表方式表達，以減輕閱讀者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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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統計數字時，原則上最好能將總用量控制在占全篇文字的

10-20%，最多不超過 30%。必要時將數字加以簡化，使讀者易讀

易記，例如採一位小數，或部分百分比率改用成數或分數敘述。 

某些較抽象的數字最好能轉化成民眾容易理解的概念，例如

我國對中國大陸及香港出口依存度（對大陸與香港出口/總出口）

為 39%（97 年），可改寫為「每 100 元出口商品有 39 元銷往中國

大陸及香港」或「對中國大陸及香港商品出口占我國總出口比重

高達 39%」，以平均每戶租金支出占所得比率所衡量住宅負擔力為

14.8%（96 年），可寫成「平均每戶家庭的房屋租金負擔約相當於

家庭所得一成五」。 

(四)用詞精鍊，兼顧平易與生動 

遣詞用字應求簡明，敘述時保持客觀中肯，儘量用非人稱代

名詞，例如「據發現」、「資料顯示」；某些定義或專業名詞，例如

老化指數（65 歲以上人口/0～14 歲人口）、健康平均餘命，應先解

釋其內涵。避免堆砌材料，應萃取精華或加以層次化，適時引入

一些實際例子可以增添生動感；適當運用修辭手法具有加分作

用，所選用關於變化幅度的形容詞（例如明顯、溫和、劇烈等），

必須與統計數據實際呈現的情況相對稱，並且避免一再重複而顯

得單調。 

(五)適當引註及標明文獻出處 

某些有助於讀者理解的必要附帶說明，若置於本文可能因關

聯性較低而顯得突兀，也會使得上下文不容易承轉銜接，則可以

運用腳註或尾註方式加以補充。最後，基於尊重他人的智慧財產，

分析報告中所引用的參考文獻資料，都應該詳細標明來源出處。 

註釋 

1. 政府統計按蒐集途徑分為調查統計及公務統計，調查統計包含指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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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戶口、工商、農業普查）、抽樣調查（如物價調查、勞動力調

查、家庭收支調查）；公務統計指各政府機關依據執行職務經過與

結果而辦理的統計（如海關進出口貿易統計、賦稅統計、人口統

計）。目前調查統計、公務統計各約占我國政府統計三成、七成。 

2. 例如內政部警政署與衛生署均有公布道路交通事故死亡人數，統計

項目名稱完全相同，但警政署公布的人數通常較少，幅度介於 1,400

～1,800 人，主要因兩個單位的管理目的不同，資料定義與蒐集途

徑也各不相同，警政署著重道路安全的管理，僅將車禍發生 24 小

時內死亡者納入統計，衛生署關注國人死亡人數統計及死因分析，

其統計取自戶政系統的死亡登記，因此造成兩者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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