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變異係數 

 

 

如果有多組不同單位的數據要比較其離差就會比較困擾，例如下列三組資

料： 

 

        A 組： 100，200，300，400 ，500    sA  = 100 √2  

 

        B 組： 1，2，3，4，5               sB  = √2 

 

        C 組： 11，12，13，14，15          sC  = √2   

   

    因為沒有單位，所以 sA = 100 sB ， sB = sC  。若假設 A 組的單位為公分，

B 組的單位為公尺，C 組的單位為公斤，那麼 sA = 100 sB看來就不正確了，因

為 100 √2 公分與 √2 公尺應該相等，而 sB = sC 就變成 √2 公尺等於 √2  公

斤，好像並不能代表什麼意義。 

  

    再假設把 B 組的單位改成公斤，A、C 組不變，則 sA 自然不再等於 sB ，

但是否等於 sC 呢？我們先看 B 組是由 1 公斤至 5 公斤，最大變化量為 4 公

斤，是最小值 1 公斤的 4 倍，而 C 組由 11 公斤變化至 15 公斤，最大變化也是

4 公斤，但不過是最小值 11 公斤的 4/11 倍，顯然，B 和 C 兩組數據間的變異

程度是不同的。 

  

    為了解決以上問題，我們可以將標準差除以本身的平均數，也就是算出標

準差佔平均數的相對比率(變化量)。由於標準差和平均數的單位是一樣的，相除

後單位就互相抵銷，變成一個比值(百分比)，我們就稱為「變異係數」

( Coefficient of Variance )。因為變異係數常以 % 表示，也常簡稱為 CV %。 

亦即： 

 

                       CV %  =  ( s / �̅� )  x  100 %      

或  =  ( 𝜎/𝜇 )  x 100 % 

 

    變異係數應用在下列的情況下特別有其意義： 

 

1. 比較單位不同時各組資料的變異程度 

 

如上例： 設 A 組單位為公分，B 組單位為公尺  



 

        CVA %  =  sA / 𝑋A  =  100 √2 / 300  = √2 / 3 

 

        CVB %  =  sB  / 𝑋B  =  √2 / 3 

 

        故  CVA %  =  CVB % 

 

2. 比較單位雖相同，但平均數不同時各組資料的變異程度 

 

如上例：設 B 組單位為公斤，C 組亦為公斤  

 

        CVB %  =  sB  / 𝑋B  =  √2 / 3 

 

        CVC %  =  sC  / 𝑋C  =  √2 / 13 

 

        故   CVB %  >  CVC % 

 

3. 可判斷特殊變異的可能性 

 

    根據一般經驗，若 CV % 超過 35 % 時，表示標準差相對於平均數

的變化很大，即可能含有異常的極端值。此時，若以標準差作為集中

趨勢的代表值，其代表性甚差，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分配的型態多半

不會是單峰對稱型。又若 CV % 小於 5 % 時，顯示變異的幅度過小，

有可能抽樣的方法出了問題(樣本經過篩選)或控制過於嚴格所致，此

時，應注意分析其造成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