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03 
信度與效度分析 

3-1 信度分析 

3-2 效度分析 

3-3 信度與效度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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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信度分析 
 

 當研究者編製或使用一項測驗時，最關心此測驗的兩

項指標，一是信度(reliability)，二是效度(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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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信度分析基本概述  

 信度是指測驗的特性或測量結果的可靠性，並非指測

驗量表或測量工具本身，而是測驗結果的一致性

(consistency)或穩定性(stability)。所以，「信度分析適

用於測驗分數而非測驗本身」。 



P. 4 

 信度並非全部都有或全部都沒有，而是一種程度的概

念。信度高低與其誤差有關，任何一項測驗都有誤差

，只是多少的問題，誤差主要由機率因素所支配，但

也可能受到非機率因素影響。誤差越小，信度越高；

誤差越大，信度越低。所以，信度也是測驗結果受測

驗誤差影響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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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信度的估計方法 

 下最常用的信度估計方法有： 

 1.  重測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 

 2.  複本信度(alternate-form reliability) 

 3.  折半信度(split-half reliability) 

 4.  內部一致性信度(coefficient of internal consistency) 
 Cronbach α信度係數 

 5.  Hoyt信度(Hoyt reliability) 

 6.  評分者信度(inter-rater 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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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nbach(1951)將KR20做了一些修改，α係數。社會

科學常用的李克特五等量表，則常使用這個公式： 

Cronbach’s  
2

21
1

α
 

= − −   

∑ isk
k s

 

si
2：  表示研究變數中各題目之變異數  

s2：研究變數所有題項加總（總分）的變異數  
k：為測驗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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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採用的原理與庫李信度相似，只是對各題目變異數

的求法不同。因此α係數可用在二分或其他各種類型

的測量尺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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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678 0.267 0.678 0.678 0.1)1 0.714
5 1 5.6

α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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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信度是使用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的原理來解釋測驗

的信度，在性質上也屬於一致性係數。Hoyt信度假設

測驗題目都是測量同一個行為層面，則受測者在所有

題目上的表現應該會趨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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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執行信度分析程序 

 [資料檔：範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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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分析項下尺度(A)中的「信度分析(R)」會出現信

度分析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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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左邊將分析之題項移置右邊的項目(I)方格中，然

後點選左下方模式(M)中的「Alpha值」，按下右下方

之統計量(S)鍵，會出現信度分析：統計量之次對話方

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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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左邊敘述統計對象中的項目(I)、尺度(S)、刪除項

目後之量尺摘要(A)，按下繼續鍵，會回到原對話方

塊，再按下確定鍵便完成信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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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信度分析報表解析 

 1.  品牌知名度信度分析(b01~b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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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項目統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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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項目總和統計量 



P. 18 

 DeVellis(1991)對Cronbach’s α值提出以下觀點：當α係
數介於0.65至0.70間尚可；α係數介於0.70至0.80之間

則具有高信度；α係數大於0.80時，則信度最佳。以此

為例，.908 > .80，故屬最佳信度。若Cronbach’s α值 < 
.65，代表量表信度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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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信度分析注意事項 

 Cronbach’s α值是檢測同一構面的一致性，所以不宜

將不同構面之題項同時納入信度分析，應就不同構面

分別做信度分析。 

 範例3-1信度係數為.908，而在最後一欄「項目刪除時

的Cronbach’s α值」，如果刪除b01，剩下7題的總係

數變成.899，小於原本未刪除時的Cronbach’s α值.908
，表示此題不適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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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實務上，若信度不佳（Cronbach’s α值 < .65）
，可以嘗試利用「項目刪除時的Cronbach’s α值」的

數據，若顯示刪除部分題項，可以提升信度大於0.65
，則可採用此法。若量表信度已經非常好，則不必再

刪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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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效度分析 
3-2-1 效度分析基本概述 

 效度是指一份測驗能正確測量到所要測量之特質程度

，也就是測驗的可靠性與有效性。若測驗效度越高，

表示測驗的結果越能凸顯其想測驗的內容與此份測驗

真正的特徵。研究的效度包括內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與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內在效度為研

究敘述的真實性與正確性，而外在效度為研究推論的

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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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度性質： 

 1.  效度是指「測驗結果」之正確性或可靠性，而非指

工具本身。 

 2.  效度並非全有或全無，只是程度上的差別。 

 3.  效度是針對某一特殊功能或用途而言，不可以普遍

性的角度來衡量。一份具有高效度的測驗若施測於不

同的受測者，可能會有失結果的正確性。 

 4.  效度並無法實際測量，只能從現有資料作邏輯推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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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影響效度之因素 

 1.  測驗過程 

 測量的過程也會對測驗分數的波動產生影響，此外，

不良的測驗程序更有可能使測驗失去效度，例如：不

當的控制測驗情境，引導受測者作答方向，所以測驗

程序應遵照標準化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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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樣本特質 

 樣本與效度之評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樣本如果是

同性質，其測量分數變異數較低，對信度估計不至於

影響內部一致性等指標的估計，但樣本與效標的關係

可能會因為測量變異量不足而低估效度。 

 效度的評估與樣本的代表性也有關，效度評估所選取

的樣本應該代表其測驗所想適用的全體對象，例如對

學生有意義的測量，對其他非學生的受測者不一定有

相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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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效標因素 

 實證效度的優先條件是測量效標的適切性，不當選取

效標會喪失效度，使效度無法顯現或被低估。效標本

身的信度與測驗本身的信度都與效度係數有關，因此

建議效標本身應具信度與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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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信度與效度之關係 
 信度與效度是測驗與評量的重要指標，從定義來說，

信度代表測量的穩定性與可靠性，而效度代表測量分

數的意義、價值與應用性，也就是其內涵，所以一般

研究者會將信度列為優先條件，再以效度作為測驗品

質的充分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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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度與效度的概念與內容上有顯著的不同，但實務上

很難分割。一個沒有信度的測驗，一定無法達成測驗

的目的，也無法提供有意義的數據，所以效度評估前

必定有信度為基礎，但有信度的測驗不一定具有效度

。總而言之，效度評估受到眾多因素影響，比信度的

影響層面深遠。 

 



CHAPTER 06 
探索型因素分析 

6-1 因素分析概述 

6-2 探索型因素分析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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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因素分析概述 
 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目的是利用統計分析來檢視

一項測驗能確實測出受測者的潛在特質，並分析具同

一潛在特性之測量分數背後的因素結構，因此，因素

分析為檢測建構效度最常使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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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分析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將繁雜的共變結構予以濃

縮簡化，也就是說，因素分析可以用較少的建構因素

層面描述所有的觀察變項，幫助研究者選擇最能代表

某一因素構面的題目來進行最適切的測量。若研究者

已編製好一份架構完善的問卷，便可使用因素分析檢

測其研究試題的好、壞及研究理論與其設定之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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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分析可分為探索型因素分析與驗證型因素分析，

探索型因素分析可用spss因素分析之方法完成，驗證

型因素分析則需使用結構方程模式（AMOS或LISREL
）方能完成（詳見第七章）。 



P. 5 

6-2｜探索型因素分析之範例 
 假設研究者進行探索式因素分析，欲分析問卷中「代

言人可信度」的16個題項，是否隱含多重的潛在特質

。 

 開啟檔案後，將滑鼠移至分析(A)項下資料縮減(D)的
右邊第一個選項，點選因子(F)。[資料檔：範例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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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因子(F)，出現因子分析之對話方塊，將左邊欲分

析之題項移至右邊變數(V)的空白方格中，選取下方

之描述性統計量(D)、萃取(E)、轉軸法(T)及選項(O)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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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描述性統計量(D)鍵，出現因子分析：描述性統

計量之次對話方塊，其中上方統計量包含單變量描述

性統計量(U)及未轉軸之統計量(I)。單變量描述性統

計量，報表會輸出每一題目之平均數和標準差；未轉

軸之統計量，報表會輸出因素分析上未轉軸前，題項

的共同性、特徵值之總和、變異數的百分比及累積百

分比。 

 下方相關矩陣包含了七項：係數(C)、顯著水準(S)、
行列式(D)、KMO與Bartlett的球形檢定(K)、倒數模式

(N)、重製的(R)、反映像(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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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數(C)，報表會輸出題項與題項的相關矩陣；顯著水

準(S)，就是係數(C)的相關矩陣顯著性；行列式(D)，
報表會輸出係數(C)的相關矩陣行和列的值；Kaiser 學
者(1974)指出KMO值越接近1，表示整體資料越適合

進行因素分析，若KMO值低於0.5，代表不適合進行

因素分析；倒數模式(N)，報表會輸出係數(C)相關矩

陣之相反矩陣；反映像(A)，報表會輸出反映像之相

關矩陣和反映像之共變數。研究者點選想得知的選項

後，按下繼續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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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萃取(E)鍵，出現因子分析：萃取之次對話方塊，

按下右邊下拉式箭頭，其中包含：主成份、未加權最

小平方法、概化最小平方法、最大概似值、主軸因素

、Alpha因素萃取法、映像因素萃取法。主成份分析

法(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為spss內定方法，也是

最基本的方法，將整體變項的變異數簡化為較少的變

異數，對重要的變異數給予較多的權重，不重要的變

異數給予較少的權重，簡化後的變異數便含有主要的

成份。 



P. 13 

 未加權最小平方法(unweighted least squares method)所
抽出的因素最接近原本的相關模式；加權最小平方法

或概化最小平方法(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method)使
解釋力較小的變異數得到較少的權重，給予共同變異

較大的變異數較多的權重。 

 最大概似值(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需要較大的樣

本數來進行估計，其可推估代表母體的因素特質；主

軸因素(principle axis factors)不考慮整體的變異數，而

是分析每一題項與題項間共同的變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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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成份法與主軸因素法得出的結果很相似，但主成份

法較適合簡化資料，主軸因素法較適合檢驗因素結構

；Alpha因素萃取法(alpha factoring)是探討共同因素的

內部共通性，使因素與因素間能清楚的區分；映像因

素萃取法(image factor extraction)與主成份法相似，但

不同的是，其最後求出的因素負荷量是變項和因素之

間的共變數。 

 特徵值設定大於1，按下繼續鍵，回到原對話方塊，

點選轉軸法(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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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轉軸法(T)，出現因子分析：轉軸法之次對話方塊

，上方，方法包括：最大變異法(V)、直接斜交法(O)
、四次方最大值轉軸法(Q)、Equamax轉軸法(E)、
Promax(P)。最大變異法(varimax)是使每一變項在因素

負荷平方矩陣的每一行的變異數最大；四次方最大值

轉軸法(quartimax)是使其每一變項在因素負荷平方矩

陣的每一列的變異數最大；Equamax轉軸法（相等最

大值法）便是最大變異法與四次方最大值轉軸法的合

體，使每一變項在每一因素負荷平方矩陣上，每一行

每一列的變異數皆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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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斜交法(Direct oblimin)使因素負荷量的差積化成

最小值；Promax是將最大變異法所確立出的清楚結構

再進行斜交轉軸，以釐清因素與因素間的關係。選取

選項後，按下繼續鍵，回到原對話方塊，點選選項

(O)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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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選項(O)鍵後，出現因子分析：選項之次對話方

塊，設定遺漏值與細數顯示格式，按下繼續鍵，回到

原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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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分析 
 Kaiser 學者(1974)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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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因子分析 

 

 

 

 

 KMO值為.905，達.80以上，可評為良好，KMO值越

大，表示其共同性越高，表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近

似卡方分配為5433.141，自由度為120，顯著性.000，
達顯著，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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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因子分析－共同性 

 共同性的萃取值表示共同因素解釋每題項變異量的比

例，萃取值越高，表示此變項與其他變項有越多共同

潛在特質，影響力與重要性也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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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因子分析－解說總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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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iser(1974)建議保留特徵值>1或 >所有變數的平均變

異數的主成份，除非選取的因素比原來變數解釋的還

多，否則不取。代言人可信度有三個特徵值大於1，
分別是6.899，1.745，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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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特徵值為1來當作萃取因素的標準，此例題抽取出3
個因素，而變異數的百分比就是特徵值除以題數，例

如第一個特徵值為6.899，除以代言人可信度的題數（

16題），6.899÷16=43.120%（解釋變異量的百分比）

。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表，顯示特徵值>1的有三個，因此

可分為三個主要因素，分別可以解釋43.120、10.906
和7.294%變數的變異量，累計變異數的百分比為

61.320%（代言人可信度原來是16題，現在用三個因

素（構面），即可解釋整體現象的6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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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軸後，增加其完整性，共同因素之特徵值與變異數

的百分比改變，第一個因素之特徵值轉軸後為3.860，
解釋變異量為24.126%；第二個因素之特徵值轉軸後

為3.018，解釋變易量為18.862%，第三個因素之特徵

值轉軸後為2.933，解釋變易量為18.332%。但因素之

共同特性與相對位置不會改變，所以整體累計變異量

的百分比也不會改變，仍然為6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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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因子分析－成份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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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份矩陣是尚未轉軸的原始因素負荷量，因素負荷量

越高，表示該題項的潛在特質在共同性的地位越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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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因子分析－轉軸後的成份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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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軸後的成份矩陣，其相同潛在特性的題項會排在一

起，且會按照因素負荷量之大小排列，原則上因素負

荷量大於0.5，才列入因素之成份。 

 「a08代言人行事風格相似」因素負荷量未大於0.5，
所以要刪除該題，並重作因素分析。 

 刪除a08題項，重作因素分析之後，各項分析數據都

會因而改變，以下是第二次因素分析，轉軸後的數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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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可依同一因素，各題項之共同意涵，將因素命

名。並將重要數據整合在同一表格，簡化數據報表的

繁瑣性。 

 因已明確區分為三個因素，所以每個因素都要個別進

行信度分析，並將因素分析多項重要數據整合在同一

表格，如下一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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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7 
結構方程模式－驗證型因素分析 

7-1 驗證型因素分析說明 

7-2 驗證型因素分析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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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驗證型因素分析說明 
 本書第六章的主題是探索型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簡稱EFA），適用於量表是非結構性的

，但若量表已是結構性的如表7-1，就要用驗證型因素

分析，若使用探索型因素分析，可能會錯置原來構性

的量表，在論文寫作上，要特別留意因素分析使用的

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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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證性因素分析(CFA)通常是有理論或前人的研究成

果為依據，所以驗證性因素分析已經事先規劃好了，

例如：(1)因素的數量；(2)因素與題項之間的關係，所

以驗證性因素分析就是依據研究者所收集到的資料，

「驗證」你所收集到的資料是不是與之前研究一樣有

相同的factor。以下範例是代言人可信度結構性的量表

，是參考以往學者的研究整理而成，問卷回收後，就

需要使用驗證型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簡稱CFA），來確認問卷的信度與效度是否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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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驗證型因素分析實例 
 CFA也經常配合徑路分析(Path Analysis)／結構方程模

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所使用的軟體

有AMOS，LISREL等結構方程模式軟體，在此軟體之

下，又有二階驗證型因素分析或一階（巢式）驗證型

因素分析等不同的方式，本書是利用AMOS軟體，繪

製表7-1量表構面與題項的對應架構圖（採一階驗證型

因素分析），繪圖的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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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方形圖形代表可觀察變項，所對應的各題項，都要

在SPSS對應的資料檔中呈現（如[資料檔：範例7-1]及
附錄一問卷）。 

 2.  橢圓圖形代表潛在的研究構面（不能出現在SPSS
對應的資料檔中），一階驗證型因素分析需兩兩連結

雙箭頭（代表兩兩構面有相關），每一構面對應的題

組，要有一題設定為參照指標，係數設為1（如圖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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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每一題項也都要配與誤差項（用圓形圖形繪製），

圓形、橢圓形的資料代碼不能出現在SPSS對應的資料

檔中，所以SPSS資料編碼及AMOS圖形檔的對應關係

，要別留意是否正確，若對應關係不正確，AMOS會
出現錯誤訊息，而無法完成驗證型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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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驗證型因素分析，有下列幾項步驟： 

 1.  在AMOS繪製一階驗證型因素分析架構圖。 

 2.  選取SPSS資料檔。 

 3.  勾選輸出資料。 

 4.  計算分析。 

 5.  分析資料。 

 6.  修正模式。 

 7.  計算組成信度。 

 8.  在SPSS建立構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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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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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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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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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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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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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迴歸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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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化迴歸係數（因素負荷量），有些學者主張需大

於0.6，部分學者認為大於0.5即可。 



P. 19 

 2.  模式適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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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六 

 1.  MI值（誤差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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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MI值（題項部分） 

 若MI過高，表示兩個變項間具有相當共同影響來源，

會影響模式是配度（如表7-23），有些學者建議可以

將MI過高的兩個變項，建立相關（畫上雙箭頭），就

可以改善適配度，此作法在統計學的觀點是可行的，

但從社會科學研究的觀點，是要觀察變數之間是否有

實質的重疊性，用刪除題項的方式，來改善適配度，

較為合宜。以下表為例，（a01－吸引力）的MI值過

高(34.71)，可以刪除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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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a01，也會刪除路徑上的參照指標，可以在a02的
路徑上，按右鍵，並點選parameter，再將迴歸權重設

為1（如圖7-12）。刪除a01後，再重新進行步驟四（

計算分析），再檢視適配度指標以否達參考標準值，

若大多的適配度指標未達標準，就必須再檢視題項部

分的MI值，看是否還有其他MI值過高的題項，如此

逐步檢視，再計算分析，就可完成驗證型因素分析（

如圖7-14、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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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七 

 計算組成信度 

 組成信度是其所有測量變項信度的組成，表示構念指

標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越高顯示這些指標的內部一致

性越高，Fornell & Larcker(1981)認為組成信度要大於

0.6，平均變異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要大於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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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信度
2

2 +TX
j

r
ε

= ∑
∑ ∑
（ 標準化因素負荷量）

（ 標準化因素負荷量）
  

21 1jε = − = −指標信度 （指標之標準化負荷係數） 

2

2

( )
( )

jε

=
+

∑
∑ ∑

標準化因素負荷量
平均變異抽取量

標準化因素負荷量
  （要大於 0.5）  



P. 32 

「專業性」組成信度  
＝(0.869+0.823+0.836)2/(0.869+0.823+0.836)2+ 

  (1−0.8692)+(1−0.8232)+(1−0.8362) 
＝0.8803 

平均變異抽取量(AVE) 
＝(0.8692+0.8232+0.8362)/(0.8692+0.8232+0.8362)+ 

  (1−0.8692)+(1−0.8232)+(1−0.8362) 
＝0.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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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是計算潛在變項對各測量項的變異解釋力，若

VE(variance extracted)越高，則表示潛在變項有越高的

信度與收斂效度。 

 區別效度：每個構面的AVE要大於構面相關係數的平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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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7-5因素負荷量均大於0.5，組成信度均大於0.6，所

以一階驗證模式具有收斂效度。平均變異抽取量除了

「吸引力」外，其餘AVE均大於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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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八 

 在SPSS建立構面欄位資料 

 完成表7-5的數據彙整後，可在範例7-1的SPSS資料檔

內，建立專業性、吸引力、可靠性、曝光率等因素（

構面）的欄位，因素資料的建立，要以因素負荷量為

權重加權計算，以下以「可靠性」、「曝光率」因素

SPSS欄位為例，說明因素負荷量權重的計算： 

 可靠性

(aa3)=(a10×0.874+a11×0.868+a12×0.537)/(0.874+0.868+
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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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完成aa1~aa4因素欄位建立後，另存新檔[資料檔

：範例7-2]，此檔案可以做為結構方程模式徑路分

析（第十三章）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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