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係數 

 

    相關係數正是描述直線關聯性有多強的指標，它可以描述二變數之間直線

關聯的方向和強度，通常以符號 r 表示。 

 

    以下說明相關係數 r 的原理： 

 

    假設我們有 n 個個體的 x 變數(身高)和 y 變數(體重)的資料，每個個體都有

配對的 x 和 y，亦即第一位的身高為 x1，體重為 y1；第一位的身高為 x2，體重

為 y2 

；第 i 位的身高為 xi，體重為 yi。 

 

1. 先求出第一個變數(即身高)的平均數  �̅� 及標準差 sx ，然後算出每個 

x 觀測值的標準計分，即計算 (𝑥𝑖 − �̅�)/ 𝑠𝑥。 

 

2. 再求出第二個變數(即體重)的平均數  �̅� 及標準差 sy ，然後算出每個 

y 觀測值的標準計分，即計算 (𝑦𝑖 − �̅�)/ 𝑠𝑦。 

 

3. 相關係數 r 就是 n 個個體標準計分乘積的平均。 

 

     即：  r =  {[ (𝑥1 − �̅�)/ 𝑠𝑥][ (𝑦1 − �̅�)/ 𝑠𝑦] + [ (𝑥2 − �̅�)/ 𝑠𝑥 ][(𝑦2 −

�̅�)/ 𝑠𝑦 ] + ⋯ + [(𝑥𝑛 − �̅�)/ 𝑠𝑥][(𝑦𝑛 − �̅�)/ 𝑠𝑦]}/(n – 1) 

 

4. 若沒有標準化，相關係數亦可由以下公式計算： 

 

 

     

 

相關係數計算起來相當麻煩，還好現在的計算機軟體功能強勁，我們

只要輸入數據，可以立刻就得到結果。 

 



比計算相關係數 r 值更重要的是，我們要了解相關係數的涵意如下： 

 

⚫ 相關係數 r 值就是顯示變數之間相關的方向和強弱 

 

正值代表正相關，負值代表負相關，所以正負是代表方向，

而數值大小則代表相關性的強弱，愈接近|1|代表愈強。 

 

⚫ 相關係數 r 值永遠在 -1 ~ +1 之間 (證明就留給統計專家) 

 

0 代表變數之間完全不相關，愈靠近 0 代表變數間呈愈弱的

直線相關性，當 r 愈接近 -1 或 +1 時，代表愈強的直線相

關，也就是點的分佈會很接近一條直線。亦即 -1 表示相反

的完全直線關係， +1 表示完全的正向直線關係。 

 

⚫ 相關係數 r 不受度量單位的影響 

 

因為相關係數 r 是用標準計分計算的，不管原來是什麼單

位，標準化時分子分母的單位抵銷了，所以本身只是 -1 ~ +1 

之間的數值，沒有單位。 

 

⚫ 相關係數與變數的性質無關 

 

我們有時會設定 x 為解釋變數，y 為反應變數，如果把 x 與

y 的名稱互換，算出來的相關係數還是一樣。 

 

⚫ 相關係數度量的只是二變數間的直線相關強度 

 

相關係數不能度量變數之間的曲線相關關係，不管它們有多

強。 

 

⚫ 相關係數會受到少數離群值的嚴重影響 

 

當散佈圖明顯出現離群點時， r 值很容易被扭曲。 

 

⚫ 相關係數使用的限制 

 

對於名目尺度的變數來說，相關係數並無意義。 

列出相關係數的同時，也應該列出各變數的平均數和標準



差，因為它們之間是互有關聯的。 

 

⚫ 相關程度的判定 

 

相關度的高低一般分為三級： 

 

                    | r | <  0.4         為低度相關 

0.4 ≤ | r | <  0.7         為顯著相關 

0.7 ≤ | r | <  1           為高度相關 

 

⚫ 相關程度不是與 r 值成正比例 

 

相關係數只是表示關係密切與否的指標而已，我們不可將之

視為等距或等比變數。因此，我們不可以說相關係數 r 從

0.4 增加到 0.5 等於相關係數 r 從 0.7 增加到 0.8。當然也

不可以說 r = 0.9 是 r = 0.45 的二倍。然而， r = 0.5 卻與 r = 

- 0.5 表示具有相同程度的密切關係，只是一正一負而已。 

 

⚫ 有相關關係存在不一定有因果關係存在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一不小心很容易把相關關係誤認

為因果關係。舉個明顯的例子：小學生的腳板大小雖然與數

學能力有很明顯的相關，但是不代表二者是因果關係。因為

腳板大並不能產生較高的數學能力，而是由於年齡增長自然

會在校數學課上得愈多，同時腳板也長得愈大，才會呈現正

向的相關關係。所以當我們在解釋相關關係時要特別小心，

除非有充分證據，否則不可輕易斷言有因果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