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 95%信心說 98 學測數學第 9 題得分了嗎？ 
 

第一處  朱惠文 

 

今年學測數學試題出現評量信賴區間與信心水準的試題，考後各界對此題的第一印象

是「太難！可能是大學統計才會學到的知識或概念」。本題是否超出學科能力測驗（以下

簡稱學測）的範圍或是課程綱要，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以下簡稱大考中心）對此有詳盡的

說明，並於 98 年 2 月 12 日至 98 年 3 月 12 日公佈於大考中心網站1。但是這一題較難，是

不爭的事實，原因可能是此題所屬單元「信賴區間與信心水準的解讀」，為九五課程綱要2

新增的內容，而分析考後問卷結果，有些高中教師認為學生對 95%信賴區間的意義並不了

解，有些考生認為 95%信賴區間就是 95%的機率，也有些考生認為 95%信賴區間的意義是

指甲地聽過某項產品的居民佔全體居民的百分比 p 落在抽樣一次所得信賴區間的機率是

95%。這些均顯示了教師或考生對此概念的理解不像其他單元那麼清晰。本文嘗試從此試

題所欲評量之概念說明信賴區間與信心水準的意義，並解釋學生誤答此試題的原因，若對

此單元仍有不夠瞭解之處，可參考高中課本與統計相關書籍，亦可上學科中心網站查詢關

於信賴區間與信心水準的文章。 

                                                

題目： 

某廠商委託民調機構在甲、乙兩地調查聽過某項產品的居民佔當地居民之百分比(以下簡稱為「知

名度」)。結果如下：在 信心水準之下，該產品在甲、乙兩地的知名度之信賴區間分別為 [ 0.50 , 

0.58 ]、[ 0.08 , 0.16 ]。試問下列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95%

(1)甲地本次的參訪者中， 的人聽過該產品 54%

(2)此次民調在乙地的參訪人數少於在甲地的參訪人數 

(3)此次調查結果可解讀為：甲地全體居民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聽過該產品的機率大於  95%

(4)若在乙地以同樣方式進行多次民調，所得知名度有 的機會落在區間[ 0.08 , 0.16 ] 95%

(5)經密集廣告宣傳後，在乙地再次進行民調，並增加參訪人數達原人數的四倍，則在 信心水

準之下該產品的知名度之信賴區間寬度會減半(即 0.04) 

95%

 
1 大考中心網站www.ceec.edu.tw最新訊息中的「98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疑義回覆內容」 
2 各年度的課程綱要請參照教育部中等教育司網站。http://www.edu.tw/high-school/content.aspx 

http://www.ceec.edu.tw/


此題出自 98 學測數學考科第 9 題。選項(1)、選項(2)與選項(5)可參考試卷背後所附公

式，經過分數與小數的運算與估計來判斷各選項的正確與否。例如選項(1)由公式「95%信

心水準下之信賴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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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得甲、乙兩地此次抽樣居民中

聽過該產品者佔總抽樣居民中的百分比分別為 ˆ 0.54p =甲 與 ˆ 0.12p =乙 。 

選項(3)與選項(4)則評量信心水準的意義與信賴區間的概念。根據考後大考中心收到考

生、教師、家長或其他社會人士對此題的疑義，以及參考考生於問卷所寫關於此題的作答

思緒，可分成以下兩個處理選項(3)不同的解題論點，且這兩個論點所得的答案是不一樣的。 

論點 A：除非對每一位居民均進行調查，否則並不知道甲地聽過該產品的居民佔全體居民

的百分比 的值是多少，但 是一個定數，即甲地全體居民中聽過該項產品的人

數是一個不變的數，且是一個未知的定數。既然 是一個定數，當問 是否在某

一個固定的區間時，則結果只有兩個：即 在這個區間，或不在這個區間；故「選

項(3)：此次調查結果可解讀為：甲地全體居民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聽過該產品的機

率大於 」，即問 的機率是否大於 95%，此選項的敘述當然是錯誤的，

因為 是一個定數，故 若大於 0.5，就不會小於 0.5，採機率的語言說的話，

的機率不是 1 就是 0，故選項(3)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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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點 B：「95%的信心水準下所得的信賴區間」的意義指的是每抽樣一次，均會得到一個抽

樣居民中聽過該產品者佔總抽樣居民中的百分比 p̂ 與信賴區間，抽樣足夠多次

後，有 95%的信賴區間會包含 ，用機率的語言，即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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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敘述與題意「在 95%的信心水準之下，該產品在甲、乙地知名度的信賴

區間分別為 、[ 」，可推得甲地全體居民中聽過某項產品者佔

當地全體居民之百分比 落在 0.50 和 0.58 間的機率是 95%，用機率的語言來說，

即 ，故可推得 的機率會大於 95%，得選項(3)是正

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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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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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討論這兩個論點何者正確，需先討論何謂信賴區間。在此嘗試以一生活

中的遊戲說明信賴區間與信心水準的涵意。台灣夜市常見一種套環的遊戲（如

圖一），老闆會提供玩家幾個環，玩家可選擇一個目標，例如圖中的小熊玩偶，

用這幾個環來套這個小熊玩偶，只要小熊玩偶在這個環裡面，不管是在這個環

的正中間，或是靠近環的右邊，都可以拿到這個小熊玩偶，但是若小熊玩偶不

在環裡面，就不能得到小熊玩偶了。抽樣一次，就好像丟一個環，這次抽樣所

圖一



得的信賴區間，就是這個環的區域，如果這一個環套到小熊玩偶，表示這次抽樣所得的信

賴區間包含真正的 ，但也有可能這一個環沒有套到小熊玩偶，即這次抽樣所得的信賴區

間並沒有包含真正的 。丟環之前，小熊玩偶的位置並不會改變，就像真正的 是個定值，

丟過之後，環是否有套住小熊玩偶，已經是個確定的事實。但若投擲足夠多次，大約有 95%

個環會套住小熊玩偶，這就是 95%信心水準的意義，但並不是說每投一個環，有 95%的機

率套住了小熊玩偶，或說小熊玩偶落在這個環內的機率是 95%。如果讀者有興趣，可參考

Howell(2007) Statistical Method for Psychology 6th edition 中對信心水準的說明。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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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來說明論點 A 與論點 B 何者正確，假設甲地的總人口數為 10,000 人， 為甲地

全體居民中聽過某項產品者佔當地全體居民之百分比。當使用簡單隨機抽樣由其中選出

130 位參訪者時，會有 種簡單隨機抽樣，而每種的機率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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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詢問每種抽樣

選出的 130 位參訪者，可求得聽過該產品者佔 130 位參訪者的比例，則該比例的值（即 p̂ ）

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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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根據該比例的值得出其信賴區間，最多會有 131 類。每個

值（信賴區間）發生的機率均可以 p̂ 表示，例如 p̂ = 1
130

的機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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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所謂「95%信心水準之下信賴區間」指的是這 種簡單隨機抽樣所得出的信賴區間中

大約有 95%的區間會包括未知的定數 ，即式(一)。但式(一)中的

10000
130C

p p̂ 是一個隨機的量，而

是某個抽樣所得的信賴區間，為這 個信賴區間中的一個，此區間可能包含

未知的 ，亦可能不包含 ，雖然我們不知道究竟包含抑或不包含，但總是一確定事實。

用機率的語言來說，即 或 ，這是使用「信心」一辭的原因，就像前

述遊戲中每丟一個環，這個環可能套住小熊玩偶，亦可能沒套住小熊玩偶。因此在解讀信

賴區間時，會以「由此次抽樣結果，有 95%的信心說 會落在區間[ 」說明，但

由此說明不能進一步推論 落在區間[ 的機率是 95%，即信心不是機率（數學科

學科中心電子報精選輯，2008.7.15）。簡而言之，抽樣足夠多次後，可以得出約 95%的信

賴區間會包括未知的定數 ，抽樣完成後， 值是否落在所得的區間中，是個已確定的事

實（雖然在未做普查的情形下，謎底尚未揭曉），不是機率問題。因此論點 A 所得的結論

是正確的，論點 B 的觀念是錯誤的。事實上，由圖二亦可以看出，若我們知道真正的 是

多少，則抽樣足夠多次後，有 9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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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未對全體居民進行普查前，我們並不知道真正的 值。依此判斷選項(4)，除非真正的 值

為 0.12，才會有 95%個抽樣所得的

p p

p̂ 會落在區間[ ]0.08,0.16 。 



 

              

  

 

 

 

 

 

 

 

圖二：取自「統計學的世界」的 21 章圖 21.4  

 

本題所用的解題概念涉及小數乘法運算與分數大小的比較，以及 95%信賴區間的涵

意。而信賴區間背後的數學知識含常態分佈與中央極限定理，即每次抽樣所得的 p̂ 值會隨

著樣本而變，每一次抽樣之前，都不可能預知結果；然而長期下來，如果我們把所有的值

放在一起考慮的話（比如說畫一個直方圖），它會有很清楚的型態，用常態曲線可以把這

個型態描繪得相當接近（數學科學科中心電子報，2008.7.18）。這些定理在高中課程中並

不容易說得清楚，因此高中數學課程綱要第二學年對此單元的說明為「常態分配及

68-95-99.7 規律。僅需處理二元資料，不必引進機率模型，以教學活動了解信賴區間與信

心水準的解讀。」其實施方法為「機率與統計(I)新增信賴區間與信心水準的解讀一節，其

相關的教學活動建議由全班每一位同學各自以亂數表模擬丟銅板的過程，代入銅板正面機

率信賴區間的算式
(1 )p p

n
−

來得到各自所得的信賴區間，並察覺大多數同學所得的信賴區

間會涵蓋銅板正面機率的真實值。」依此，學生可以經由實際模擬的過程中，發現有些同

學所得的信賴區間會包含銅板正面機率的真實值 0.5，有些則不會包含。想了解信心水準

與信賴區間的意義，不一定需要用到中央極限定理來證明。以圖二為例，其中共有 25 條

線段，每條線段代表一個抽樣的信賴區間，圓點代表調查樣本的比率 p̂ ，有某些線段並不

包含 。 p

近年來，報章雜誌處處可見民調結果的解讀與應用，例如選舉候選人的得票率、產品

滿意度調查、電視節目的收視率調查等等，而這些結果的解讀往往影響了政府的決策與人

民的判斷。但這些結果的說明通常僅有「在 95%的信心水準之下，所得的信賴區間」，其

背後所包含的知識與涵意，並沒有隨著結果的解讀而有所說明，亦因此，常會聽到「民調

預測不準」的聲音。如果了解信賴區間與信心水準的意義，所謂民調預測不準的原因其實

是沒有真正理解「信心水準」的涵意。本文嘗試從 98 學測第 9 題出發，說明信心水準與



信賴區間的涵意，其中未詳述的相關定理，例如常態分佈與中央極限定理等，可以參照統

計相關書籍或學科中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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