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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化繁为简 

——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目的 



第一节  数据质量的反映—— 

数据异常值的判别与剔除 

异常值也称离群值，指样本中的个别值，其数值明显偏离样本的其余观测值 

判别异常值 剔除异常值 数据分析 



第二节 数据的基本特征反映—— 

描述性统计指标 

适于数值型数据，易受极值影响 

不受极值影响，具有非唯一性 

不受极值影响，但不灵敏 

适于定序数据，不受极值影响 

标准误越小，表明样本对
总体越有代表性 

感应灵敏，受极值影响大 
数据分布对称性 

数据分布形态的扁平程度 



第三节 数据的分布形态反映——分布系数 

分布形态 

偏度 

峰度 

偏度=0   正态分布 

偏度＜0   左偏分布 

偏度＞0   右偏分布 

峰度=0   正态分布 

峰度＞0   扁平分布 

峰度＜0   尖峰分布 



第三节 数据的分布形态反映——数据形态图 



第三节 数据的分布形态反映——数据形态图 



不服从正态分布 

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第三节 数据的分布形态反映——数据形态图 



第四节 探索分析 

对采样数据的性质

和分布特点未知 

研究背景 01 
检查数据是否有错误 

获取数据分布特征 

初步了解数据规律 

研究目的 02 03 统计功能 

绘制箱图、茎叶图等形态图 

正态性检验 

方差齐性检验 



案例 

题目：自从从事这份工作，我对工作越来越不感兴趣 

选项：1-从不  2-极少  3-偶尔   4-经常   5-频繁   6-非常频繁   7-每天 



案例分析结果 



案例分析结果 



02 
大道至简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核心思想 

缩减变量维度 

简化观测系统 

寻求研究主题基本结构 
原始变量分组，使组内

变量相关性较高，组间

相关性较低；再从每组

变量中提炼出因子 

用降维思想将众多

原始变量转化为少数

综合性指标——因子 



因子特点 

个数远远少于

原始变量数目 

反应原始变量

绝大部分信息 

因子之间线性

关系不显著 

具有命名解释性 

my name is 



计算各样本的因子得分 

因子特征值＞1 

碎石图 

因子提取 

使因子具有命名解释性 

Bartlett’s和KMO检验 

前提条件的检验 

因子分析步骤 

直交旋转 

斜交旋转 

另存于数据文件最后 

供后续分析使用 



案例 



案例分析结果 



案例分析结果 
因子轴旋转后 

成就感低落因子 

情绪衰竭因子 

玩世不恭因子 



案例分析结果 

原始变量 



案例分析结果 

               因子   对映量表题目内容             特征值       可解释的方差量 

因子1：成就感低落因子 
侧重考察工作中所获

的价值和成就感 
5.404 33.772% 

因子2：情绪衰竭因子 
侧重考察工作中是否

身心疲惫、压力大 
4.284 26.775% 

因子3：玩世不恭因子 
侧重考察对工作的热

情和意义 
1.694 10.586% 

  职业倦怠量表因子分析 



03 
影响因素判断 

——多因素方差分析 



多因素方差分析 

用来研究多个控制变量是否对单个观测变量产生显著性影响 

功能：1、分析多个控制变量单独对观测变量的影响 

          2、分析多个控制变量的交互作用对观测变量的影响 

观测变量的 

样本均值差异 

控制变量 

的单独作用 

控制变量 

的交互作用 
抽样误差 



检验步骤 

假设控制变量的各自取值

和交互作用对观测变量均

不产生显著性影响 

建立原假设 

01 

对样本进行F检验 

02 
得到统计量F值及

相伴概率p值 

03 
规定显著性水平 

04 
相伴概率与显著性水平比较 

显著性水平 a=0.05 

若p＞a，接受原假设，认为控制变量

对观测变量不产生显著影响 

若p≤a，拒绝原假设，认为控制变量

对观测变量产生显著性影响 



案例 

分析男性馆员的婚姻状态和工作岗位是否对工作倦怠程度产生显著性影响？ 



案例分析结果 

误差方差等同性的 Levene 检验a 

因变量: 玩世不恭 

F df1 df2 Sig. 

4.025 8 53 .242 



作图 



案例分析结果 

                   两个控制变量对观测变量的作用力大小 
 

     --观测变量：玩世不恭因子 

控制变量：婚姻+岗位 

未婚 已婚 

读者服务 系统支持 数字信息 其它 读者服务 系统支持 数字信息 行政管理 其它 

1.375 0.800 5.500 3.125 0.716 0.500 1.375 0.813 0.857 

注：样本中无行政管理岗未婚男性  



04 
万物皆有联系 

——相关分析 



函数关系 统计关系 

变量之间是一对一或多对一的确定性关系 

检验方法：T检验、方差分析 

一个变量不能由一个或多个变量唯一确定，
变量之间存在着某种或强或弱的联系 

检验方法：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 

研究目的 

二元定距变量相关分析 

通过计算两个定距变量的相关系数，来揭示变量间的相关程度 

衡量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的强弱程度和方向 



研究方法 

绘制散点图 02 

-1≤r≤+1 

计算相关系数 01 
正相关 负相关 函数关系 不存在线性关系 



检验步骤 

计算统计量 

02 

假设两个总体之间没有显著线性相关关系 

建立原假设 

01 

得到统计量值及相伴概率p值 

03 
规定显著性水平 

04 
相伴概率与显著性水平比较 

若p＞a，接受原假设，认为两总体

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 

若p≤a，拒绝原假设，认为两总体

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 

显著性水平 a=0.05 



案例 

考察员工工作上玩世不恭程度与晋升机会之间的关系 



案例分析结果 

描述性统计量 

均值 标准差 N 

玩世不恭平均分 1.0943 1.27407 61 

晋升机会平均分 2.3280 .84821 62 

相关性 

玩世不恭平均分 晋升机会平均分 

玩世不恭平均分 Pearson 相关性 1 -.327* 

显著性（双侧） .010 

N 61 61 

晋升机会平均分 Pearson 相关性 -.327* 1 

显著性（双侧） .010 

N 61 62 

*.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案例分析结果 



05 
撰写研究成果的若

干建议 



 撰写研究报告 

完整描述研究的流程 

注意事项 

大纲 CHECK 

绪论 

研究背景 

研究设计 

数据采集过程 

数据分析 

个案访谈 

研究结论 

研究局限性和未来展望 

参考文献和附录 

研究结论要有理有据 

阐述研究视角，突出设计亮点 

合理采集样本，证实数据的客观性 

从多角度的深入分析数据 

将客观数据与主观资料有机结合 



撰写论文 

纵向选题角度 

数据处理 样本采集 问卷设计 文献综述 

设计是亮点 

阐述不足之处 

简化数据结构 

揭示数据内部规律 

揭示数据间的差异 

探索现象的影响因素 

聚类分析 

可视化工具 

整体描述 

缺失值研究 

横向选题角度 
不同研究方法的对比 

对调研对象进行追踪调查 



注意事项 

选择统计
方法需谨

慎 

确保数据吻合统计

方法的使用前提 

分析结果 
的选择 

选择对象有代表性

结果表达多样化 

分析结果简化 

侧重对结
果的诠释 

结合访谈内容 

进行归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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