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別統計資料庫的探索、運用

與視覺化 1

不論是在數十萬年前的篝火旁，

或是在今日時髦的咖啡店裡，我們都對

「說故事」充滿熱情。伴隨科技的長足

進展，人們如今不僅擁有文字、影音與

圖表等豐富多元的敘事媒介，亦因身處

數位時代而能輕鬆獲得可供敘事的大

量資料。問題在於，我們該如何善用資

源，從而道出令人著迷的故事？為回答

這一重要問題，迄今已有許多人文及社

會科學研究者付出心力。除了嘗試運用

數位科技外，他們也不斷思索，學人的

研究視野在數據與新工具的刺激之下

能如何擴展與轉化。

在不勝枚舉的數位研究工具中，

Tableau 是有助於使用者視覺化資料

的新興平臺，共有多種產品。其中，

Tableau Desktop 的功能在於可直接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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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拖拉進行資料清理，而不必寫程式，

包含：讀取資料（幾乎所有格式皆可讀

取，甚至可連結資料庫，讀取 PDF 表

格及地理資訊等）、清理資料（提供介

面預視每個變數的概況，包含數值型態

與變項型態）、操作資料（包含轉置、

合併、聯集等操作多個表格的功能）。

不止如此，Tableau 亦可透過拖拉來進

行視覺化，便於使用者切換各種視覺化

方式，進行探索性分析、敘事和發掘新

視角。

Tableau Prep Builder 則有助於更快

速地處理複雜且多來源的資料、按照所

需欄位彙總數值、按照所需欄列位置轉

置資料、將同類型資料併集在一起（例

如將分散在不同檔案的多年資料整合

起來）、將不同類型資料以共同項目聯

集起來。

2023 年 1 月 6 日，臺灣大學人口

與性別研究中心特別邀請高雄醫學大

學性別研究所余貞誼助理教授主講「性

別統計資料庫的探索、運用與視覺化」

工作坊。本場次工作坊分為兩部分，余

貞誼在 Part I 講論數據的後設思考與視

覺化運用，並在 Part II 以行政院建置

啟用的「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為例，

帶領與會者實地操作和應用 Tableau 進

行數據的視覺化。由於 Part II 內容所

涉及的技術問題較為繁複而難敘明，因

此，本篇紀錄以 Part I 內容為主，並輔

以余貞誼歷來的相關著述，重在呈現對

數據工作的批判性理解上。

首先，余貞誼將統計資料的視覺化

過程概分為五階段：第一，獲取原始資

料（Raw Data），即未經處理和分析的

數據。第二，清整資料、處理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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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彙算為視覺化所需的變數型態。第

三，用各種視覺化方法探索資料中有價

值的切入點。第四，在選定的圖表上加

入標籤、標記來凸顯敘事的重點。第

五，以文字和多媒體進行敘事。

不論是處於資料視覺化歷程的哪

一階段，皆須保持對權力的批判性警

覺。相比於文本修辭，數字和視覺化較

具權威性，較容易被接受為一種證據，

理由在於文本很容易形成反面論述，

但圖像和數字卻難以輕易推翻（須先

取得特定工具方能進行反證），因此，

科學溝通中使用數字和圖像較容易被

人接受，也較不易遭質疑其解釋的效

力（Rieder & Röhle, 2012, p. 74，引自

余貞誼，2020，頁 169）。儘管數據經

常被視為客觀中性的存在，但余貞誼提

醒我們在獲取數據的同時，也需要看見

資料中的權力，亦即對數據進行後設思

考，例如，我們拿得到什麼資料？這些

資料生產的邏輯是什麼？是否已經蘊

含特權視角的偏見？

常見的問題在於，原始資料蘊含

了某些性別刻板印象，因而限縮了研究

表 1：15-64 歲女性平均每日無酬照顧工作時間（衛生福利部，2023a）。

106

活動報導



表 3：110 年度農委會農村婦女教育訓練成果（農
會家政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23）。

者伸展研究觸角的可能性。例如，在無

酬照顧工作時間的統計上，資料庫有

「15-64 歲女性平均每日無酬照顧工作

時間」表（見表 1），但卻缺少同年齡

層的男性資料，使得我們難以探見男性

擔負無酬照顧工作的概況。此外，該表

也缺少按教育程度分群的資料，以致使

用者無法藉此了解照顧工作者的年齡

與教育程度間有何關聯，以及不同類型

的無酬照顧工作與照顧工作者的教育

程度間有何關聯。

又如，資料收集經常涉及分類的

向度，而這個分類本身也經常透露出我

們對於何種類型是重要的、或值得統計

的想像。如「農委會農村婦女教育訓

練成果」表中，在中華民國 101 至 109

年內的分類中只有「男性」、「女性」、

「新住民」這三個平行的類別，以致使

用者無法看出新住民中有多少男性和

女性接受農會家政班的教育訓練（見表

2）。直至民國 110 年，該表方把新住

民的性別放入統計欄位，在「男性」與

「女性」項下分別設置「新住民」的附

屬類別（見表 3）。

再以衛福部「歷年新生兒、嬰兒

及孕產婦死亡概況」表為例，該表未按

表 2：109 年度農委會農村婦女教育訓練成果（農
會家政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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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及族群分群，也缺少詳細的死因分

類（見表 4）。如果表格能夠呈現出上

述資訊，那麼，便有機會了解孕產婦的

死因是否與其族群或縣市所擁有的資

源相關，因而思索哪些孕產婦的死亡狀

況是可避免的。

不只原始資料的產製過程與權力

密切相關，在獲得原始資料後必須進行

的數據清理工作亦不例外。危險的是，

一旦數據在清理過程中被移除於其所

在的脈絡之外，便容易讓統治群體以自

己的認識觀點來凌駕於他人之上而造

成危害（D'Ignazio & Klein, 2020，引

自余貞誼，2021，頁 236）。

基於上述可知，當數據發布者決

定哪些數據要納入收集範疇時，便已

形成可供偏見與價值關聯滲入的空間，

而這些皆可能影響資料代表性、測量信

效度和資料品質等問題（Parks, 2014，

引自余貞誼，2020，頁 168）。「數據

會自己說話」的主張，忽略了數據在收

集時都已經過處理，是社會、政治和歷

史環境下的產物。因此，已有學者提倡

將數據與脈絡相連，考慮數據產製的歷

程，從而討論數據在功能上有何限制、

負有何種倫理義務，或是生產它所涉及

的權力和特權會不會蒙蔽某些事實等

等（D'Ignazio & Klein, 2020，引自余

貞誼，2021，頁 237）。

值得注意的是，視覺化本身亦可

能為權力和特權所利用。視覺化圖表多

透過選擇性的壓縮或化約，以凸顯一個

現象的某些層面。有時這是出於實用

表 4：歷年新生兒、嬰兒及孕產婦死亡概況（局部）（衛生福利部，20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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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考量（例如出於螢幕尺寸或解

析度需求而裁減資料面向），有時則

是基於特定的操縱意圖（例如更改級

距和顏色，以傳達對特定對象有利的

結果）（Rieder & Röhle, 2012, pp. 73-

74; Wainer, 2009，引自余貞誼，2020，

頁 169）。因此，有學者指出視覺化圖

表具有認知、情感、社會等三個層面的

風險。認知是指不適切地選擇圖表要素

（例如要將哪些要素放進圖表？是否過

度簡化或複雜化？），情感涉及圖表設

計如何連結到反感的情緒，社會面則是

指使用者的跨文化差異會影響對圖表

的解讀（例如東亞國家對圖表方向的解

讀、顏色的意義認知，就不同於西方國

家）（Bresciani & Eppler, 2008，引自

余貞誼，2020，頁 169-170）。

在談及視覺化圖表的三種風險後，

余貞誼以數個實例講述如何以視覺化

形式呈現數據並進行探索。廣為人知

的例子是 Charles Joseph Minard（1781-

1870）的「1812-1813 年對俄戰爭中，

法軍人力持續損失示意圖」（見圖 1），

該圖以兩個維度同時呈現六種數據，包

含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 1769-

1821）軍隊的人數、經緯度、時—地關

係、移動方向、溫度。圖中褐色長塊表

示法國向莫斯科推進的大軍人數，黑色

則表示從莫斯科撤退的法軍人數。

值得一提的是，圖 1 以簡要的方

式呈現法俄戰爭中著名而慘烈的別列

津納河戰役（Battle of Berezina）：撤

退的法軍在渡河前尚有五萬人，但渡河

圖 1：1812-1813 年對俄戰爭中，法軍人力持續損失示意圖（Minard,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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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卻僅剩 28,000 人。儘管圖 1 的讀者

可能不諳法俄戰爭史，但只要透過這幅

同時將六種數據包含在內的圖表，不難

想見法軍搶渡過程中的大量死亡或與

當時的溫度有關。圖 1 雖因其成功地以

簡馭繁而被譽為最優秀的統計圖表之

一，但它可能也過度簡化戰爭的血腥等

面向，這是讀者需要加以留意之處。

數據視覺化的其他傑出範例，可見

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的〈這張圖裡頭正在發生什麼事？〉

（What's Going On in This Graph?）系

列文章（The New York Times, n.d.）。

余貞誼從中挑選一例加以說明：〈婦女

生孩子的年齡：差距是如何分化美國

的〉（The Age That Women Have Babies: 

How a Gap Divides America）一文，分

析近 40 年來的美國孕產情況，指出婦

女成為母親的年齡因其地理區位與教育

程度而有顯著差異。文中 2016 年有關

新手媽媽（first-time mothers）年齡分

群的圖表呈現雙峰分布，可看出「無大

學學位」與「有大學學位」兩個次群體

（Bui & Miller, 2018）。

除了上述的直條圖外，原始數據

還可供製作出包含新手媽媽所在地理

區位與教育程度等資訊的圖表（Bui & 

Miller, 2018），有助於使用者進行延

伸思考，例如探討美國婦女的首次孕產

及其所在地區與教育程度有何關聯。

在結束對圖表範例的解說後，余

貞誼也根據《紐約時報》籲請讀者在

進行數據視覺化時應思考四個問題，

邀請大家在面對一張圖表時可以往此

探詢：你注意到什麼？你想知道什麼？

這跟你和你的社群有什麼關係？這張

圖裡頭正在發生什麼事？且應設法創

造一個吸引人的標題來捉住圖的核心

想法。

余貞誼總結道，數據分析具有兩

種重要的功能：第一，探勘資料，理

解事件樣態，並找出故事中值得挖掘

的現象；第二，視覺化呈現，輔助敘事，

並凸顯所欲構框的重點。而 Tableau 因

其免寫程式即可處理複雜資料、進行

資料聯集，且能以視覺化形式呈現統

計數據的特點，有益於學人更快速、

不費力地完成前述的數據分析工作。

然而，在利用數位工具多方嘗試的同

時，亦應時時保持警覺：若不去意識

大數據研究中權力與特權的存在和運

作，那麼，數據工作將無法看顧不同

立場的需求與觀點，無助於讓遭受邊

緣化及消音的主體重回舞臺（余貞誼，

2021）。

余貞誼（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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