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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份分析在調查資料上之運用 

─以法務部所屬某矯正機關之民意調查資料為例 

黃春美、呂源益 

（臺灣高雄戒治所統計主任、法務部統計長） 

壹、前言 

本分析之資料來源為法務部所屬某矯正機關舉辦之民意調查，其目的是要了解一般

民眾和收容人家屬對機關之為民服務和收容人管理方式之滿意度，作為日後改善管理之

依據。文中除了計算每個問項之滿意度外，並利用主成份分析建立滿意度指標和相對滿

意度指標，觀察受訪者對機關之整體滿意情形。 

貳、調查概述 

一、調查範圍及對象：赴機關洽公之民眾和機關內單號數收容人之家屬。 

二、調查時間：民國 96年 7月 1日至 96年 9月 30日。 

三、調查方法：本調查採郵寄及現場訪問兩種方式，其中郵寄係取樣自機關內單號

數收容人之家屬，現場訪問之對象為赴機關洽公之民眾。 

四、問卷設計：問卷內容共 14個問項，其中 5題屬於「為民服務」之滿意度問項，

分別為題號 1,2,7,9 和 10之員工服務態度、辦事效率、品德操守、合作社物品

價格和接見室環境；4題為「收容人管理」之滿意度問項，分別為題號 3,6,4 和

5之收容人生活管理措施、輔導作為、伙食和醫療服務；第 8題為廉潔印象。

另外有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職業等 4個基本資料問項。 

五、調查樣本數：發放問卷 224份，回收 91 份，回收率 41%。 

參、調查結果分析 

一、資料信度 

為了解問卷的信度，計算 10 個滿意度問項1的 Cronbach’s ，得信度值 0.86，

大於 0.8，顯示資料間具有一致性和穩定性，因此以 10 個問項進行資料分析。 

                                                      
1將滿意度選項：非常不滿意、不滿意、沒意見、滿意和非常滿意，分別以 1,2,3,4和 5分表示，分數愈高表

示愈滿意。第 8題(該機關員工有無收取財物)的「有且親自經歷」、「有聽說過但是沒經歷過」和「從沒有

聽過」三個選項，則分別以 1,2 和 3分表示，分數愈高表示受訪者對員工之廉潔印象愈佳。 

【統計專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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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訪者之特性 

由表 1可知填寫問卷以女性較多，約占 62%。年齡多為 30歲以上，其中以 30~39

歲者最多，約占 38%。教育程度多數為高中(職)，約占 42%，大學以上最少，不

到 4%。職業則多為家管或無業，占 30%，軍公教和農林漁牧較低，皆不到 4%。 

表 1  受訪者之特性 
  

特性 人數
2
(人) 百分比(%) 

性別 78  

     女 48 61.54 

     男 30 38.46 

年齡 81  

20 歲以下 4 4.94 

20-29 歲  2 2.47 

30-39 歲 31 38.27 

40-49 歲 19 23.46 

50-59 歲 10 12.35 

60 歲以上 15 18.52 

教育程度 78  

國小 16 20.51 

國(初)中 15 19.23 

高中(職) 33 42.31 

專科 11 14.10 

大學以上 3 3.85 

職業 79  

軍公教 3 3.80 

勞工技工 15 18.99 

農林漁牧 2 2.53 

商 17 21.52 

自由業 18 22.78 

家管或無業 24 30.38 

                                                      
2回收之 91份問卷中，有部分受訪者未填寫基本資料，因此各項基本特性之總人數少於 9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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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調查結果 

由受訪者對各問項滿意度之勾選，發現受訪者對承辦人員的服務態度(第 1

題)和辦事效率(第 2題)之滿意度較高，滿意以上之比例分別為 91%和 86%；對合

作社物品價格(第 9題)、收容人伙食(第 4 題)和醫療服務(第 5題)較不滿意，滿意

度約五成多；接見室環境(第 10題)之滿意度則為六成。另外，受訪者皆無親身經

歷該機關員工收取財物(第 8 題)之情事，但有 4 人(4.5%)表示曾聽說有此情形，

其餘 95.5%則從未聽過。由圖 1可清晰看出各問項3滿意度之起伏變化。 

 

 

 

 

 

 

 

 

 

 

 

 

 
 

四、受訪者對不同問項之平均滿意度 

依前面計算 Cronbach‘s  的方式，以分數高低代表受訪者的滿意強度後，評

估受訪者對機關的平均滿意度。發現服務態度(第 1題)和辦事效率(第 2題)之平均

滿意分數最高(大於 4分)，而標準差相對較小(0.59 和 0.64)，表示受訪者在這兩個

項目之滿意度達「滿意以上」且意見上相對較一致。伙食(第 4題)和醫療服務(第 5

題)之滿意度最低，平均分數僅約 3.5 分，低於滿意之程度；合作社物品價格(第 9

題)和接見室環境(第 10題)亦有類似的結果。廉潔印象(第 8題)平均 2.96分，接近

滿分 3 分，雖然量測尺度不同，但第 8 題相對上有較小的標準差，說明受訪者的

                                                      
3題號 1,2,7,9和 10分別為員工服務態度、辦事效率、品德操守、合作社物品價格和接見室環境之問項；題

號 3,6,4 和 5為收容人生活管理措施、輔導作為、伙食和醫療服務；第 8題則為廉潔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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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受訪者對各問項不同滿意度之累計百分比

為   民   服   務 收 容 人 管 理 廉潔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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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頗為一致(見表 2)。 

表 2  受訪者對不同問項之平均滿意度 

範疇 題 號 人數4 
平均滿意 
分數 標準差 範圍 

為民服務 

1.服務態度 91 4.21 0.59 

1~5 分 

2.辦事效率 91 4.13 0.64 

7.品德操守 91 4.00 0.75 

9.物品價格 88 3.58 0.80 

10.接見環境 79 3.67 0.80 

收容人管理 

3.生活管理 90 3.83 0.75 

1~5 分 
6.輔導作為 90 3.89 0.74 

4.伙食 91 3.54 0.72 

5.醫療服務 89 3.52 0.76 

廉潔印象 8.收取財物 89 2.96 0.21 1~3 分 

 

五、以主成份分析法建立滿意度指標 

為進一步分析受訪者對機關之整體滿意情形，首先觀察 10 個問項資料的相關

性。發現第 8 題與其他 9 個問項間的相關性較低(多介於 0.02~0.24 之間)，顯示其

具有獨特性。其他 9 個問項彼此間的相關性較高(0.2)，其中題號(1,2 和 7)有高度

相關(0.63)，(3,6,4,5)有中度相關(0.42)，顯示以主成份分析5可有不錯的結果。因

此以相關性較高 9個問項資料執行主成份分析（見表 3），取特徵值大於 1的兩個

主成份6(其解釋總變異之比例達 64％)，其中第一個主成份係數皆為正且大小約略

相等，可視之為整體滿意度指標，其值愈高表該受訪者對機關之整體滿意度愈高。

第二個主成份係數在為民服務的 5 個問項上皆為負號，在收容人管理上則皆為正

號，表示第二個主成份為「為民服務」相對於「收容人管理」之滿意度指標。

                                                      
4回收之 91份問卷中，有部分題目未答，因此部份題目的總人數少於 91人。 
5主成份分析是經由少數原始資料的線性組合（稱為主成份）來解釋原先較多的原始資料（變數），在變數

間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時利用此方法可以有效地濃縮資料的維度。 
6主成份個數的選取可依特徵值是否大於 1或解釋變異達一定的比例而定，但選取之主成份必須有其實務上

的意義，其意義可依主成份係數的符號和相關性大小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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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第二個主成份係數接近 0，表該受訪者在「為民服務」和「收容人管理」的

滿意度接近，愈偏離 0則表示兩者之滿意程度愈分歧。其中負向分數表示「為民服

務」之滿意度相對於「收容人管理」高，正向分數則相反。 

 

表 3 以 9 個問項執行主成份分析之結果 (有效個數 n=75) 

範疇 題號7 

主成份係數 
調整後之 
主成份係數 

第一 
主成份 

第二 
主成份 

第一 
主成份 

第二 
主成份 

為民服務 

1 0.36 -0.29 0.12 -0.11 

2 0.37 -0.26 0.12 -0.10 

7 0.38 -0.15 0.13 -0.06 

9 0.24 -0.32 0.08 -0.12 

10 0.30 -0.28 0.10 -0.11 

收容人管理 

3 0.38 0.14 0.13 0.05 

6 0.34 0.08 0.10 0.03 

4 0.30 0.60 0.10 0.23 

5 0.30 0.51 0.11 0.19 

係數絕對值 合計 2.98 2.63 1.00 1.00 

特徵值 4.61 1.18   

解釋總變異% 51% 13%   

理論最小值 1 -2 

理論最大值 5 2 

 

由於此處得到之主成份分數並非介於 1～5之間，在滿意度指標的應用上，使

用者不易據此來了解原來的滿意度分類；在第二主成份上亦有尺度不對應之缺失。

為實務上使用之方便性，將主成份係數以加權方式調整使其總和為 1，再以加權後

之主成份係數計算每位受訪者的主成份分數。經如此調整，整體滿意度指標的第一

個主成份分數將介於 1～5之間，代表「非常不滿意」~「非常滿意」；而代表相對

滿意度指標的第二個主成份分數則介於-2～2之間(見表 3)。值得注意的是，對整體

滿意度各問項的權重相當；但對具相對意義的第二主成份，其主要為（1.服務態度、

2.辦事效率、9.合作社物品價格、10.接見室環境）和（4.伙食、5.醫療服務）之對

比。 

圖 2為 75位受訪者對機關的整體滿意度和相對滿意度散佈圖。由圖 2可知機

                                                      
7各題號之問項內容同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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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整體滿意度之平均分數為 3.8 分，接近滿意(4 分)，顯示機關在為民服務和收容

人管理上還有改善之空間。「為民服務」相對「收容人管理」的滿意度差異不大，

分數大多介於 2 倍標準差之內。有兩位受訪者之整體滿意度雖達滿意(4 分)以上，

但相對滿意度在 2 倍標準差以外，分別為 0.6 和-1.0，可進一步了解其成因後加以

改善。 

 

 

 

 

 

 

 

 

 

 

 

 

 

 

 

圖 2  受訪者對機關之整體滿意度和相對滿意度散佈圖 

 

本文亦就受訪者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職業，探討受訪者之滿意度是否

會因特性不同而有所有差異，結果發現受訪者各項基本特性與整體滿意度無統計顯

著差異。因此，該機關之為民服務可謂不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職業，皆能公

平以對。在相對滿意度上，檢定結果亦與受訪者之性別、年齡和職業無關，但與教

育程度有關(α=0.05)，其中國(高)中和專科在「為民服務」之滿意度相對於「收容

人管理」高，大學以上者反是，小學則差異不大。

(平均數=3.8) 
整體滿意度分數 

相

相

對

滿

意

度

分

數 

(4.0, 0.6) 

(4.5, -1) 

(平均數+2 倍標準差=0.5) 

(平均數-2 倍標準差=-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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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一、本文以主成份分析建立滿意度指標，發現受訪者整體滿意度之平均分數為 3.8

分，接近「滿意」(4分)，顯示機關尚有改善之空間，而「為民服務」相對「收

容人管理」的滿意度則差異不大。 

二、就個別問項上，受訪者對承辦人員之服務態度和辦事效率較滿意，但對接見室

環境、合作社物品價格、收容人伙食和醫療服務則較不滿意。 

三、由於資料取得之限制，本文僅分析單一機關某一年度之滿意度。民意調查相同

的問卷，主成份分析亦可用來了解同一機關歷年整體滿意度之變動情形，以及

不同機關間之評比分析，如此將更能了解機關之脈動及改善情形，以達到更佳

的管理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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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屆統計圖競賽開鑼了 

林雪娟 

（行政院主計處科員） 

為普及統計知識，教育部、行政院主計處與中國統計學社循例合辦統計圖競賽，

今(97)年已邁入第 19屆，收件日期自即日起至 4月 7日止，凡中華民國國民均得參加。

競賽分為國中及國小組、高中(職)組及社會組(含大專院校學生)等 3組，作品限 4開紙

之平面圖，創作方式不拘，惟每人或每組（至多 3 人）參加競賽之統計圖作品以 1 件

為限。 

中國統計學社將聘請國內統計及美術學者專家擔任作品評選，每組作品錄取前 3

名，視作品數量及水準評選佳作及入選獎若干名。各組佳作以上獲獎者及高中(職)組(含)

以下獲獎作品前 3 名之指導老師可獲頒獎金及獎狀，入選者及社會組佳作(含)以上之

指導老師則可獲頒獎狀(每人以 1份為限)。 

相關訊息請參閱以下網站，歡迎各界踴躍參加! 

中國統計學社網站 http://www.stat.org.tw、 

教育部統計處網站 http://www.edu.tw/EDU_WEB/Web/STATISTICS/index.php 

及行政院主計處網站 http://www.dgbas.gov.tw。 

 

 

 

 

 

 

【統計情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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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社 96年度社員概況 

 

張永綿 

（行政院主計處研究員） 

截至去（96）年底止，全體社員合計 563個，其中個人社員 541人（內含永久社

員 532人、一般社員 9人）、團體社員 22 個單位，其中新進個人社員 17 人，有關新

進社員資料詳附表。 

由於積極建議本社一般社員轉為永久社員，目前個人社員已多數為永久社員，社

費之稽催工作除少數團體社員仍須加強聯繫外，負擔已漸為舒緩。 

本社社員因公務繁忙，職務或居所異動常未能主動告知，致連繫所耗郵資日益沈

重，社員委員會為提高社員聯繫效率，已逐步建立社員電子郵件帳號資料，希望各位

社員若有電子郵件信箱能主動傳送本社建檔。聯絡人：張永綿 chang@dgbas.gov.tw 電

話：02-23803451 

96年新進社員概況： 

 

姓   名 性別 現                 職 社員別 

鄭瑞成 男 台北市政府主計處副處長 一般 

崔培均 男 內政部警政署統計室主任 一般 

陳素貞 女 台北市政府主計處專員 一般 

彭聖翔 男 台北市政府主計處科員 一般 

黃琡雲 女 台北市政府主計處科長 一般 

黃素蓉 女 台北市政府主計處專員 一般 

黃麗君 女 台北市政府主計處股長 一般 

吳東霖 男 台北市政府主計處股長 一般 

許英麟 女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 永久 

沈宗荏 男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 永久 

劉天賜 男 內政部統計處副統計長 永久 

鄭明燕 女 台灣大學數學系教授 永久 

黃怡婷 女 台北大學統計系副教授 永久 

盧鴻興 男 交通大學統計研究所教授 永久 

崔洲英 女 行政院主計處簡任編審 永久 

吳昭明 男 行政院主計處科長 永久 

陳月香 女 新竹市政府主計室副主任 永久 

mailto:張永綿chang@dgba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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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主要出口市場結構變化概況 

連子惠 

（行政院主計處研究員）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1.2007 年我國商品出口 2,467 億美元，增 10.1％，進口 2,193 億美元，增 8.2％，出超

274億美元，其中第 4季出超達 100億美元，單季規模前所未見，甚至高過某些年全

年出超之金額。 

2.就主要出口地區觀察，2007年我對美出口減 0.9％，占整體出口比重由 1999年之 25.3

％降為 13.0％，今年 1 月續降至 12.0％；對日本出口亦減 2.2％，所占比重下滑至

6.5％；對歐盟出口雖增 8.8％，惟所占比重逐年降至 10.8％。 

3.近年隨新興經濟體快速成長，我國出口市場產生結構性變化，其中對中國（含香港）

出口延續兩位數成長，2007年增 12.6％，比重已逾四成，達 40.7％；另對東協六國

出口亦明顯擴增，2007年增 16.7％，比重達 14.5％，超過對美之 13.0％，其中對越

南出口，2006年增 18.7％後，2007年又大幅成長 40.9％（主要係國人對越南投資擴

張，以及越南加入WTO之效應）；對印度出口劇增 59.2％，對中東成長 24.7％。 

4. 出口商品方面，2007年我對東協六國出口 358億美元中，主要集中於機器及電機設

備（其中又以電子產品為大宗），占逾 4成；其次為礦產品出口占 19％（受惠於油

價上揚，台塑石化油品出口擴增，增幅近 4成）；另基本金屬及其製品（約占 1成）

亦增近 5成；對越南出口商品中，以礦產品占 30％及紡織製品占 18％為主；對印度

及中東出口均以機器及電機設備為主，分別占 33％及 36％。 

【統計情報站】 

 

【統計專載】 

 

中國

(含香港) 越南

1999年 1,237 313 120 198 294 144 14 22 6

2000年 1,520 356 169 229 371 185 17 25 7

2001年 1,263 281 130 192 336 150 17 22 6

2006年 2,240 324 163 246 892 307 49 45 15

2007年 2,467 321 159 268 1,004 358 69 56 23

比重

1999年 100 25.3 9.7 16 23.8 11.6 1.1 1.8 0.5

2000年 100 23.4 11.1 15.1 24.4 12.2 1.1 1.7 0.5

2001年 100 22.3 10.3 15.2 26.6 11.9 1.4 1.8 0.5

2006年 100 14.4 7.3 11 39.8 13.7 2.2 2 0.7

2007年 100 13 6.5 10.8 40.7 14.5 2.8 2.3 0.9

年增率

1999年 9.9 4.6 27.6 2.8 11.8 19.9 8.7 -13.2 12.8

2000年 22.8 13.6 40.2 16.2 26.2 28.8 24.2 14.4 21.3

2001年 -16.9 -20.9 -22.9 -16.3 -9.5 -19.1 3.9 -12.1 -12.2

2006年 12.9 11.2 7.9 10.2 14.8 13.8 18.7 7.3 -7.1

2007年 10.1 -0.9 -2.2 8.8 12.6 16.7 40.9 24.7 59.2

合計 美國 日本 印度
東協六國

歐盟 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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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消費者物價變動情勢 

張家榮 

（行政院主計處研究員） 

 
單位︰％ 

 

 

 

 

 

 

 

 

 

 

 

附註︰ 我國、南韓、中國、越南為 1、2 月平均值，其餘為 1 月資料。 

資料來源︰各國官方網站資訊 

1.近來除國際原油及金屬商品價格持續揚升外，因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所得提高

後對肉類需求增加，推升穀物飼料需求，以及油價攀升帶動生質能源需求，排擠食

用榖類供給，致穀物價格呈現明顯上揚趨勢。2007 年玉米、黃豆、小麥國際行情分

別較 2005年上漲 1.1倍、99.2％及 1.6倍。因穀物供給短期難以大幅增加，而需求續

呈強勁，糧食價格漲勢將持續一段時間。 

2.相較於工業產品因製程迂迴，業者面對原料成本上揚，可透過提升技術與調整投入

結構因應，對 CPI 衝擊較緩。惟黃豆、小麥、玉米等穀物價格劇揚，因後段所需加

工流程較為簡單，對相關產品價格之推升壓力則較為顯著。 

3.影響所及，食物價格上漲已成為全球共同面臨之課題，各國 CPI 上漲亦多由食物類

推升。96年我國 CPI上漲 1.8％，其中食物類漲幅 2.9％，97年 1-2月在各類指數均

呈上揚帶動下，CPI續漲 3.4％，亦以食物類漲幅 7.5％最大；主要國家除日本外，2007

年 CPI漲幅均高於 2％，食物類漲幅更為顯著，其中美國+2.9％﹙食物類+4.0％﹚、

中國+4.8％﹙+12.3％﹚、香港+2.0％﹙+4.3％﹚。另中國受農曆春節效應及雪災造成

產地受創、物流受阻影響，2008年 1-2月在食物類漲 20.7％推升下，CPI漲幅達 7.9

％。 

4.一般而言，資產價格膨脹﹙asset inflation﹚使富者更富，但食物價格膨脹﹙food inflation﹚

則使窮者更窮，各國對此波食物價格帶動的物價上漲，均格外重視。 

食物類 食物類 食物類 食物類

我國 2.3 7.3 0.6 -0.6 1.8 2.9 3.4 7.5

南韓 2.8 3.1 2.2 0.5 2.5 2.5 3.7 2.4

新加坡 0.5 1.3 1 1.6 2.1 2.9 6.6 5.8

香港 0.9 1.8 2 1.7 2 4.3 3.2 8.9

美國 3.4 2.4 3.2 2.4 2.9 4 4.3 4.9

日本 -0.3 -0.9 0.2 0.5 0 0.3 0.7 0.5

中國 1.8 3.1 1.5 2.3 4.8 12.3 7.9 20.7

印度 4.2 … 5.8 … 6.4 … 5.5 …

印尼 10.5 … 13.1 … 6.4 11.3 1.8 2.8

越南 8.3 … 7.7 … 8.3 … 14.9 23.6

泰國 4.5 … 4.6 … 2.2 … 4.3 …

菲律賓 7.6 6.4 6.2 5.5 2.8 3.3 4.9 6.2

馬來西亞 3 … 3.6 … 2 … 2.3 3.9

2008年 1-2月

CPI CPI CPI CPI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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