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樣本比例數的抽樣分配 

 

    如果母群體中的個體是按某種特性比如性別、教育程度、下不下雨、支持

何候選人……等歸入各種類別中，在研究由該母群體中抽取的樣本時，我們計

算的是歸入某一類別的數目，這種資料就為計數或點計資料。 

 

    在劃分類別時，如果類別只有二種，就符合二項分配。例如打過疫苗和沒

打過疫苗、男性或女性(不是男性)、看過或沒看過某廣告……等等，本質上硍是

屬於「是」與「否」二類。我們在調查研究時，只要記下樣本是否具有此特性

即可，為了避免絕對次數受到總樣本數的影響，因此都是以百分比(比例數)作為

衡量的基準，這個百分比首起來帶有小數，但在本質上，它還是屬於間斷資

料。 

 

    假設某候選人在所有選民(母群體)中的支持率為 𝜋 (通常以希臘字母表

示)，可是這個 𝜋 要在投票那天才會顯現出來，在選前，我們只能從所有的母

群體中隨機抽出 n 個樣本，調查這 n 個人中有多少人支持該候選人，這就是樣

本比例數，常以 p 來表示。然後利用統計方法，由樣本統計是 p 對母群體參數 

𝜋 來作估計或檢定。 

 

    由一個比率為 𝜋 的母群體中，每次抽取 n 個樣本，其中含有某項屬性之

個數為 x 個，x/n 即為樣本的比率 p 。如果以同樣的方式做了 k 次以後，就可

以得到 k 個 p，這 k 個 p 可以組成一個 p 的抽樣分配，我們稱為樣本比例數的

抽樣分配。此分配是一個二項分配，其 

 

    平均數   𝜇P  = ∑ 𝑝/k = 𝜋 

 

    標準差   𝜎p  = √
𝜋(1−𝜋)

𝑛
  

 

    當樣本數 n 相當大時，此二項分配可以用常態分配來求近似解，也就是

說，樣本比例數的分配會接近常態分配，至於樣本要多大才夠大，依經驗法

則，當 n 𝜋 與 n(1- 𝜋) 均等於或大於 5 時，我們即可用常態曲線來求解。但在

實務上， 𝜋 是未知的，所以我們可以用樣本比例 p 來代替 𝜋 ，同時標準差 𝜎p 

可以用  √
𝑝(1−𝑝)

𝑛
 來計算。 

 

    依照抽樣分配原理，當間斷數據要以連續數據來求近似解時，正確的方式



應該要作「連續性校正」( continuity correction ) ，但由於計算比例數的樣本一

般都比較大，所以有無校正影響並不大，實務上均予忽略。 

 

    有關單一母群體比例數的估計及檢定，其原理與單一母群體平均數的方法

一樣，只是用到的是比例數的抽樣分配，使用的公式如下： 

 

1. 以常態分配來求近似解 

 

2. 𝜇P  =  𝜋  

𝜎p  = √
𝜋(1−𝜋)

𝑛
        或     𝜎p  = √

𝑝(1−𝑝)

𝑛
 

 

3. 𝜋 的 ( 1 – 𝛼 )% 信賴區間 

 

    p ± Z𝛼/2 √
𝑝(1−𝑝)

𝑛
 

 

4. 檢定 

 

    Z0  =  ( p - 𝜇P )/ 𝜎p = (𝑝 −  𝜋)/ √
𝜋(1−𝜋)

𝑛
 

 

將 Z0 與 Z𝛼

2
 或 Z𝛼 比較，若落於拒絕區，則棄卻 H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