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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至 1974 年，英國曾進行一項醫學研究，二十年後

做後續追蹤調查，收集到很多寶貴的數據。有人分析其中婦

女抽菸與死亡兩變數，得到抽菸者之死亡率，顯著高於不抽

菸者之死亡率的推論。數據會說話，難道抽菸導致較長壽？

這當然違反一般人的認知。如果仔細檢視那些數據，將發現

其中有一重要的因素不能忽略，即年齡。在初次調查時，高

齡層中，抽菸的比例很低。這應很合理，不少菸槍於上了年

紀後，才願意相信抽菸有礙健康，於是紛紛戒菸。只是經過

二十年，不論抽菸與否，年紀大的總是較難存活。因此有了

年齡這個因素後，本來是年紀大的比較多死亡，呈現出來

的，卻是死亡者中，較多屬於不抽菸者。想通這點後，將初

次調查時，65 歲以上那些人的資料去掉，則抽菸者之死亡率

便比較高了。 

統計是現代做決策一重要的依據，不過經由統計，常無

法判定兩變數間是否有因果關係。諸如上述那類例子很多。

像是英國廣播公司曾報導一項台灣學者所做的研究。分析台

灣自 1999 至 2008 年，1856 位 65 歲以上獨居老人的生活習

性，發現經常逛街較不常逛街者，存活率高 27%。難道這是

種對健康有益的“購物療法＂？如果真有效，一身是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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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該強忍病痛，多逛街以延年益壽？可能未必。說不定正

是因身體較佳的獨居老人，才方便自行逛街。因果關係可能

是倒過來。就算逛街真有好處，但經濟狀況不佳者，是否就

不易藉此強身？事實上亦有人指出，即使獨居，只要樂於外

出和別人打交道，減少孤寂感，就有助健康了，逛街不過是

這種方式之一。再給一例。有人分析台灣大學入學新生的來

源，發現來自台北市大安區之比率為全國最高。想要小孩進

台大的，是否該效法孟母三遷，搬到大安區？這就不見得

了。針對此項統計報導，台大校方表示，居住大安區讀台大

的比率會較高，可能是因該區公教人員比較多，而他們一向

較重視孩子的教育。關鍵是父母較重視小孩的教育，而非住

在那裡。 

不能判定因果關係，那做統計分析有何用？用途還是不

小。曾有美國某大型連鎖超市，探勘顧客購物清單，發現啤

酒與尿布同時出現的比例很高，於是將啤酒的陳列位置與尿

布放在附近，結果兩者銷售量皆提高。難道是使用尿布者，

較愛喝啤酒嗎？顯然不是。真正原因有可能是，若家中有嬰

兒，當爸爸的便常得留家幫忙照料，不能老往外跑，為打發

時間只好看看球賽轉播之類的節目。於是買尿布時，順便買

啤酒，以便看電視時享用。或者反過來，買啤酒時順便買尿

布，才不會球賽看一半，被太太差遣去買尿布。經由統計分

析，能找出那些變數間相關性較高。警方辦案也常如此，從

大量的數據中，找到種種線索。但相關性較高的變數間，是

否有因果關係，就須更進一步的探討方能得知，不可驟下結

論。今年 5 月，有一則美國麻省理工學院所做的研究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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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媽媽撫養長大的男孩比較難有成就，日後也較容易離

婚，製造下一代的單親家庭。有些離婚的單親媽媽看了可能

有些不安，覺得當年做了錯誤的抉擇。但如何彌補？是否該

趕快再婚，以脫離單親媽媽的狀態？而望子成龍的媽媽，是

否不論如何遇人不淑，都該吞忍下來，萬不可離婚？要知孩

子的成就，乃與遺傳及成長環境關係密切，因此這兩種作

法，不但不見得有用，還有可能讓孩子將來的發展更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