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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分析 

 

效度用于测量题项(定量数据)设计是否合理,通过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进行验证;研究人员心中预期着变量与题项

对应关系;进行因子分析后,因子(即变量,使用因子分析时称因子)与题项对应关系;二者预期基本一致时,则说明具有良好效度水平.

正常情况下，效度分析仅仅针对量表数据，非量表题目比如多选，单选性别之类的题目不能进行效度分析。如果一定想分析效

度，建议可使用‘内容效度’，即用文字详细描述问卷设计的过程，用文字的形式描述清楚问卷是做什么，有什么用处，为什么

合理，而且有专家认证，这样就说明问卷设计合理有效。 

如果用户预期分析项可分为几个方面(变量),则用户可自行设置因子个数（维度个数）,如果不设置,系统会以特征根值大于 1

作为判定标准设定因子个数; 

 因子与题项对应关系判断 

假设分析题项为 10 个,预期分为 3 个因子(维度或变量);因子与题项交叉共得到 30 个数字,此 30 个数字称作”因子载荷系

数”(因子载荷系数值表示分析项与因子之间的相关程度);针对每个分析项对应行,则有 3 个”因子载荷系数值”(比如 0.765,-

0.066,0.093),3 个数字绝对值大于 0.4，如果其对应因子 1，则说明此题项应该划分在因子 1 下面.如下表所示: 

  
因子载荷系数 

共同度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分析项 1 0.765 -0.066 0.093 0.598 

分析项 2 0.676 0.081 -0.017 0.464 

分析项 3 0.657 0.207 -0.205 0.517 

分析项 4 0.645 0.271 0.089 0.497 

分析项 5 0.501 0.457 0.085 0.467 

分析项 6 0.311 0.697 -0.005 0.583 

分析项 7 0.226 -0.669 0.130 0.516 

分析项 8 0.191 0.644 0.046 0.453 

分析项 9 0.476 -0.187 0.542 0.555 

分析项 10 0.001 -0.048 0.968 0.939 

特别提示：上表格中“分析项 5”分别对应“因子 1”和“因子 2”时，因子载荷系数值分别是 0.501 和 0.457，说明“分析

项 5”分别与“因子 1”或“因子 2”的关联性都较高（相对来看与“因子 1”更高一点），但都比较高，所以“分析项 5”属于

“因子 1”或“因子 2”均可。此类现象属于‘纠缠不清’。类似上表格中“分析项 9”也属于“纠缠不清”。针对“纠缠不清”

现象，SPSSAU 建议暂不处理，一般可接受。 

还有一类现象叫做“张冠李戴”，即对应关系出现错误，假设‘分析 1’应该和‘分析 9’，‘分析 10’是同一个维度；明显

的上表格中，‘分析项 1’放在‘因子 1’下面，但是‘分析 9’，‘分析 10’都放在‘因子 3’下面。说明‘分析项 1’对应错了

位置，本应该在‘因子 3’下面却跑到‘因子 1’下面，因而‘分析项 1’就属于‘张冠李戴’。针对‘张冠李戴’，一定需要将

题目删除重新进行分析。 

 

 效度分析对不合理题项进行删除 

共有三种情况; 第一类:如果分析项的共同度值小于 0.4,则对应分析项应该作删除处理;第二类:某分析项对应的”因子载荷系

数”的绝对值,全部均小于 0.4,也需要删除此分析项;第三类:如果某分析项与因子对应关系出现严重偏差,也需要对该分析项进行删

除处理（此现象称作‘张冠李戴’）. 

 效度分析的其余判断指标 

特征根值(通常使用旋转后,以大于 1 作为标准),方差解释率(意义较小),累积方差解释率(通常使用旋转后,以大于 50%作为标

准),KMO 值(大于 0.6 作为标准),巴特球形值对应的 sig 值(小于 0.01 作为标准). 

分析项 效度分析说明 

网购满意度四个题项 网购满意度由四个题表示,分别是产品满意度,快递满意度,售后满意度,价格满意度(并且均为

量表数据);此四个题表示网购满意度是否合理科学? 

http://wiki.mbalib.com/wiki/%E5%86%85%E5%AE%B9%E6%95%88%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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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满意度 20 个题项 网购满意度由 20 个题表示,并且可分为四个大方面,每方面与题项均有着对应关系预期;此种

预期与软件出来的结果是否基本一致,如果一致则说明有效.否则需要对题项进行删减处理,删

除不合理题项,保留有效题项. 

 

SPSSAU 操作截图如下：（如果专业预期量表题目可分为 5 个维度，则首先设置“维度个数”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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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分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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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数据下载 http://study.spssau.com/data-validity.xlsx  

1 背景 

当前有一份数据,共涉及 A1~A4,B1~B4,C1~C3,D1~D3 共 14 个量表题，此 14 个题目共分为 4 个维度，分别称作 A，B，C 和

D 维度。现希望对此份数据效度情况进行分析，如果有不合理题项将其进行删除处理。 

2 理论 

效度是一种概念，其是指研究项（通常比如为问卷量表题目）的设计是否具有科学合理性。通常情况下效度可分为内容效

度和结构效度。内容效度是指研究项的设计具有专业性，结合研究目的进行，专家认可等，即使用文字直接描述研究项为什么

要这样设计，有什么参考依据，或者有什么专业上的意义，内容效度直接用文字详细描述即可。除开内容效度，还可以使用研

究方法进行效度验证，此类效度称做结构效度。 

一般情况下，结构效度是使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研究。使用研究方法去探索研究项的内在逻辑结构，通常逻辑结构的判断，

最终验证效度水平情况。比如本案例中共有 14 个量表题项，4 个维度，而且 14 个题项与 4 个维度之间均有着专业意义上的对

应关系情况。那么如果使用研究方法即因子分析进行效度分析时，因子分析结果也显示 4 个维度分别与 14 个量表题项的对应关

系，与专业上基本吻合，此时此说明研究方法识别出的逻辑内在结构，与专业意义上的内在逻辑结构有着一致性，此时则说明

数据具有有效性。 

如果 14 个量表题项与 4 个维度之间的对应关系情况，与专业知识情况不符合，比如 A1 这个题目被划分到了 C 维度下面，

此时则说明可能 A1 这个题项应该被删除处理，其出现了‘张冠李戴’现象。因而在进行分析时很可能会对部分不合理的题项进行

删除处理。 

另单独提示：有时候会出现‘纠缠不清’现象，比如 A1 可归属为 A 维度，同时也可归属到 C 维度，这种情况较为正常（称

作‘纠缠不清’），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处理即可，可将 A1 删除，也可不删除，带有一定主观性。效度分析是一个多次重复的过

程，比如删除某个或多个题项后，则需要重新再次分析进行对比选择等。最终目的在于：维度与题项对应关系，与专业知识情

况基本吻合。 

关于维度(因子)和题项对应关系，维度(因子)和题项之间交叉会得到一个‘因子载荷系数’，此系数绝对值大于 0.4，则说明

二者有着较强关联性，该题项可以与该维度(因子)有着对应关系。 

3 操作 

Step1: 第一次分析 

本例子中 A1~A4,B1~B4,C1~C3,D1~D3 共 14 个量表题，此 14 个题目共分为 4 个维度，因此在分析前可主动告诉 SPSSAU，

此 14 项是四个维度，否则 SPSSAU 会自动判断多少个维度(通常软件自动判断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所以建议主动设置维度

个数)。如下图： 

http://study.spssau.com/data-validity.xlsx
http://study.spssau.com/data-validity.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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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结果如下：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 

 A1~A4 这 4 项，它们全部对应着因子 3 时，因子载荷系数值均高于 0.4，说明此 4 项应该同属于一个维度，即逻辑上 A1~A4

这 4 项，并没有出现‘张冠李戴’现象。但是 A1 和 A2 这两项出现‘纠缠不清’现象，A1 和 A2 除了可以对应因子 3，也可以放

在因子 1 下面。一般出现‘纠缠不清’现象时，暂时保留，先处理清楚‘张冠李戴’问题更好。 

 B1~B4 共 4 项，B2,B3,B4 这 3 项对应着因子 1 下面，但是 B1 却对应着因子 2，因此 B1 这项属于‘张冠李戴’，应该将 B1 删

除。B2 同时对应因子 1 和因子 2 均可，属于‘纠缠不清’，暂不处理 B2。 

 C1~C3 共 3 项，此 3 项均对应着因子 2，此 3 项并没有出现‘纠缠不清’或者‘张冠李戴’问题。 

 D1~D3 共 3 项，D3 出现了‘张冠李戴’问题，应该进行删除处理。D2 出现了‘纠缠不清问题’，应该给予关注。 

 

总结上述分析可知：B1 和 D3 这两项出现‘张冠李戴’，应该首先将此两项删除；而 A1，A2，B2，D2 共四项有出现‘纠缠不

清现象’，暂时不处理（进行关注即可）。将 B1 和 D3 这两项删除后，进行第二次分析。 

 

Step2: 第二次分析 

 

将 B1 和 D3 这两项删除后，进行第二次分析。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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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知： 

 A1 出现‘张冠李戴’现象，应该删除，A2 出现‘纠缠不清’现象，暂不处理，但应该给予关注。 

 B2~B4 共 3 项没有问题 

 C1~C3 共 3 项没有问题 

 D2 出现‘纠缠不清现象’ 

总结可知：应该将 A1 先删除后再次进行第 3 次分析，另对 A2 和 D2 这两项给予关注。 

 

Step3: 第三次分析 

将 A2 先删除后再次分析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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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知：D2 可同时出现在因子 2 和因子 4 下面，但考虑到 D 维度当前仅余下 2 项，因而表示可以接受，A，B，C 和 D 共

4 个维度，它们与题项对应关系良好，与专业情况完全相符。因而最终效度分析结束，总共删除掉 B1，D3 和 A1 共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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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PSSAU 输出结果 

 

将最终处理好的结果作为最终结果，并且进行描述即可，由于中间过程可能会非常多，因而不需要具体报告中间过程表格。 

5 文字分析 

    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效度分析，14 个量表题目共分为 4 个维度；在进行第一次分析时发现 B1 和 D3 这两项，它们与维

度对应关系情况，和专业情况不符合（另外一种写法是因子载荷系数值小于 0.4，本应该对应该维度时因子载荷系数大于 0.4，

但是却低于 0.4 了），因而删除此两项后进行第二次分析，第二次分析时删除掉 A1 这个题项。最终余下 11 个题项，此 11 项与

维度对应关系情况良好，与专业预期相符。并且从上表可知：KMO 值为 0.876>0.6，通过巴特球形检验，累积方差解释率值为

78.213%，说明 4 个维度可以提取出大部分题项信息。因而综合说明研究数据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水平。 

6 剖析 

效度分析涉及以下几个关键点，分别如下： 

 区分‘张冠李戴’和‘纠缠不清’这两种现象； 

 通常先处理掉‘张冠李戴’现象，然后自然的到后面‘纠缠不清’问题会减少，后续即使有个别‘纠缠不清’现象时，也基

本可以接受。 

 通常需要首先设置好维度个数，而不是让软件自动识别。 

 需要来回多次进行对比，找出最佳结果。 

 同样的样本数据，不同的分析思路，有可能出现结果不相同，但只要符合效度的思维概念即可。 

 如果无论如何效度分析均不达标，可考虑以单个维度为准，比如本例中有 4 个维度，则进行 4 次效度分析，然后将 4 次分

析结果合并规范。（PS:此类做法的思路是，题目同属于 1 个维度，仅需要删除掉因子载荷系数值低于 0.4 的题项即可，不用

考虑多个维度间的逻辑对应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