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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s

• Data Collection

• Mindset in Data Preprocessing

• Data Preprocessing (Cleaning)

• Data Integration

•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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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以2024年臺灣總統大選作為練習資料集：
從{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高雄市}的社會經濟資料與投票率來
預測{民進黨|國民黨|民眾黨}於2024年總統大選的{得票數|是否
在該選區(村里)當選}？

•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就需要收集你們感興趣的縣市之社會經
濟資料與投票相關資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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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會科學中，我們常以社會經濟特性來了解某一地區對於某
一現象的影響，因為我們假設來自相同或是類似社會經濟地位
的人會有類似的行為特徵，所以這次的練習會先結合社會經濟
相關變相，來了解究竟在不同縣市社會經濟對於總統大選的各
政黨候選人的偏好的預測力。

• 如果你想知道究竟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對於政黨候選人的偏好，
以後你可以利用階層式回歸模型或是廣義線性模型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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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資料筆數可以足夠進行模型訓練，我們以村里作為所有的
空間解析度，資料時間可以盡量貼近2024年為基準去做收集。

• 資料筆數對於模型的訓練成果至關重要，因為資料筆數越多代
表樣本所涵蓋的資料多樣性也越高，可以增進模型的穩健度跟
未來預測的準確性。

• 以臺北市為例，總共有456里(筆)可以作為我們訓練模型之用的
資料；也是因為如此，我們目前就先以村里數量比較高的六都
，同時又可以呈現臺灣北中南屬性的四個縣市做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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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先從社會經濟資料集先下手，社會人口相關的變相
資料，我們可以透過社會經濟資料服務平台下載到：
1) 113年6月行政區人口統計_村里_{縣市}

2) 113年6月行政區人口指標_村里_{縣市}

3) 113年6月行政區五歲年齡組性別人口統計_村里_{縣市}

4) 112年行政區15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統計_村里_{縣市}

*以下用{桃園市}作為示範案例，請各位依照自己所分配到縣市下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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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egis.moi.gov.tw/STATCloud/QueryInterface


• 而經濟相關的變相資料，我們透過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下載：
1) 110年度綜稅綜合所得總額各縣市鄉鎮村里統計分析表-{縣市}

*以下用{桃園市}作為示範案例，請各位依照自己所分配到縣市下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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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ata.gov.tw/datasets/search?p=3&size=10&s=_score_desc&rft=%E7%B6%9C%E7%A8%85%E7%B6%9C%E5%90%88%E6%89%80%E5%BE%97%E7%B8%BD%E9%A1%8D%E5%90%84%E7%B8%A3%E5%B8%82%E9%84%89%E9%8E%AE%E6%9D%91%E9%87%8C%E7%B5%B1%E8%A8%88%E5%88%86%E6%9E%90%E8%A1%A8&rtt=3208


• 投票結果的資料可以從中央選舉委員會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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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下載下來的資料夾解壓縮{4d83…c800}/總統-各投票所得票明細及概況(Excel檔)/
總統-A05-4-候選人得票數一覽表-各投開票所({縣市}).xlsx

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ElecTickets?dataType=tickets&typeId=ELC&subjectId=P0&legisId=00&themeId=4d83db17c1707e3defae5dc4d4e9c800&dataLevel=N&prvCode=00&cityCode=000&areaCode=00&deptCode=000&liCode=0000


• 在資料前處理的過程中，我們的目標就是將不同來源的資料整
併成單一的資料集，但是會因為不同來源的資料及建立方式不
同，會有不同的潛在問題，例如：
1) 資料欄位名稱相同但定義不同：縣市與村里尺度的人口數資

料都會用相同的名稱(人口數)，但是空間統計範圍不同
2) 資料具有遺漏值：可能會以NaN、Null、-9999或是-1出現
3) 資料格式不一致：台北市與臺北市
4) 資料解析度不一致：村里資料與鄉鎮市區資料整併時
5) 資料值有亂碼：「\u3000龍潭區」的前方有亂碼，有些會是

有隱藏的空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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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我們需要將不同資料及合併，故我們需要先觀察每個資料集
的欄位內容，尋找可以作為索引值的欄位，以利之後進行資料
合併作業：
1) 113年6月行政區人口統計_村里_{縣市}

2) 113年6月行政區人口指標_村里_{縣市}

3) 113年6月行政區五歲年齡組性別人口統計_村里_{縣市}

4) 112年行政區15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統計_村里_{縣市}

5) 110年度綜稅綜合所得總額各縣市鄉鎮村里統計分析表-{縣市}

6) 總統-A05-4-候選人得票數一覽表-各投開票所({縣市})

DATA PREPROCESSING (CLEANING)
O

C
T

.
 1

7
 2

0
2

4
C

H
U

N
-

H
S

I
A

N
G

 C
H

A
N

 (
2

0
2

4
)

10



1) 113年6月行政區人口統計_村里_{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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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3年6月行政區人口指標_村里_{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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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3年6月行政區五歲年齡組性別人口統計_村里_{縣市}

DATA PREPROCESSING (CLEANING)
O

C
T

.
 1

7
 2

0
2

4
C

H
U

N
-

H
S

I
A

N
G

 C
H

A
N

 (
2

0
2

4
)

13



4) 112年行政區15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統計_村里_{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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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0年度綜稅綜合所得總額各縣市鄉鎮村里統計分析表-{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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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總統-A05-4-候選人得票數一覽表-各投開票所({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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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將五個資料集同一個村里的不同資料集進行合併，變成
一張大的資料表。

• 在觀察完剛剛那五個資料集，有沒有發現到有四個資料集都有
「縣市代碼、縣市名稱、鄉鎮市區代碼、鄉鎮市區名稱、村里
代碼、村里名稱」的資訊。換句話說，就可以依照這些資訊把
不同的資料集進行對位，做橫向合併資料表。

• 問題：如果只是要用村里合併，為什麼要需要縣市與鄉鎮市區
的資訊呢？(…自己想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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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除了合併問題外，那所得收入資料的欄位與其他不同該怎
麼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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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用Excel的「資料剖析」，將縣市名稱與鄉鎮市區名稱
拆開來，就可以變成下方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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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合併會遇到的問題：

• 欄位名稱與想像中的不同：

• 收入所得資料中的縣市標頭：\ufeff縣市別

• 投票資料中的鄉鎮市區資訊：\u3000蘆竹區

＊就要靠自己手動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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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料合併會遇到的問題：
• 投票資料的標頭有太多儲存格合併，需要進行拆分。
• 行政區別的地方要把總計、各區總計(意指蘆竹區那列的數值就

是該區的加總)刪掉，因為每一筆的資料間必須獨立，不能有相
關或是階層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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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料合併會遇到的問題：
• 處理完後應該會長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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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資料橫向合併的大小事]

• 在這次的資料集中，也會遇到上述的一些問題：

• 基本上，在資料的整併過程中，你們可以利用Excel內建的函數
(vlookup)進行點對點(村里對村里)的資料合併，這部分請各位
自行查閱網路資料或是以下的連結進行實作：

VLOOKUP, 函數

Excel, VLOOKUP, 函數教學：按列搜尋表格，自動填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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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tw/office/vlookup-%E5%87%BD%E6%95%B8-0bbc8083-26fe-4963-8ab8-93a18ad188a1
https://blog.gtwang.org/windows/excel-vlookup-function-tutorial/


• 在資料都成功合併完之後，我們一般的習慣會把Y放在左邊，X
的變數放在右邊，以符合「Y=aX+b」的概念。

• 但為了可讀性(readibility)，我們會把村里相關資訊放在最左邊
；因此順序就會變成為：村里屬性、Y變數{某黨的候選人得票
數}、Ｘ變數{教育程度、年齡結構、人口指標、人口統計、收
入所得}整理起來。

• 詳細範例可參閱下一頁的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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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完的資料應該會長類似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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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看到這邊，如果你是桃園人，應該會知道桃園有516個里，
但這裡只有514個里？

• 因為有兩個里含有缺值，所以這兩個里的資料整筆刪除。不論是
統計模型還是機器學習的模型，都不能接受有遺漏值資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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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上會有108個欄位:
縣市名稱, 縣市代碼, 鄉鎮市區名稱, 鄉鎮市區代碼, 村里名稱, 村里代碼, 

民眾黨, 民進黨, 國民黨, 有效票數, 無效票數, 投票數, 已領未投票數, 發出票數, 用餘票數, 選舉人數, 投票率, 

博士人口數, 碩士人口數, 大學院校人口數, 專科人口數, 高中職人口數, 國中初職人口數, 小學人口數, 自修人口數, 不識字人口數,

0-4歲人口數, 0-4歲男性人口數, 0-4歲女性人口數, 5-9歲人口數, 5-9歲男性人口數, 5-9歲女性人口數, 10-14歲人口數, 10-14歲男性
人口數, 10-14歲女性人口數, 15-19歲人口數, 15-19歲男性人口數, 15-19歲女性人口數, 20-24歲人口數, 20-24歲男性人口數, 20-24
歲女性人口數, 25-29歲人口數, 25-29歲男性人口數, 25-29歲女性人口數, 30-34歲人口數, 30-34歲男性人口數, 30-34歲女性人口數, 
35-39歲人口數, 35-39歲男性人口數, 35-39歲女性人口數, 40-44歲人口數, 40-44歲男性人口數, 40-44歲女性人口數, 45-49歲人口數, 
45-49歲男性人口數, 45-49歲女性人口數, 50-54歲人口數, 50-54歲男性人口數, 50-54歲女性人口數, 55-59歲人口數, 55-59歲男性人
口數, 55-59歲女性人口數, 60-64歲人口數, 60-64歲男性人口數, 60-64歲女性人口數, 65-69歲人口數, 65-69歲男性人口數, 65-69歲
女性人口數, 70-74歲人口數, 70-74歲男性人口數, 70-74歲女性人口數, 75-79歲人口數, 75-79歲男性人口數, 75-79歲女性人口數, 
80-84歲人口數, 80-84歲男性人口數, 80-84歲女性人口數, 85-89歲人口數, 85-89歲男性人口數, 85-89歲女性人口數, 90-94歲人口數, 
90-94歲男性人口數, 90-94歲女性人口數, 95-99歲人口數, 95-99歲男性人口數, 95-99歲女性人口數, 100歲以上人口數, 100歲以上男
性人口數, 100歲以上女性人口數, 

性比例, 戶量, 人口密度, 扶養比, 扶幼比, 扶老比, 老化指數, 

戶數, 人口數, 男性人口數, 女性人口數,

納稅單位(戶), 綜合所得總額, 平均數, 中位數, 第一分位數, 第三分位數, 標準差, 變異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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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屬性

投票資料

教育程度

年齡結構

人口指標
人口統計

收入所得



• 在整理後資料之後，就要該開始思考資料是不是要合併，因為
很多欄位的資料可能太細，或是欄位之間存在不獨立(或階層式) 
的關係，這樣的資料無法訓練模型。

• 譬如說：年齡結構資料，每五歲一組對於模型訓練沒有太大的
幫助，同時低於18歲的人沒有投票權，因此放這些資料也不能
解釋投票的結果所以思考這些X是否具有解釋力？是否有代
表性？如果沒有，是否要刪除資料或是整併資料？像是區分為
青年、壯年、老年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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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說，你想要做的主題是哪個黨得票數最多，那就要先將每
個里的各政黨票數取最大值，看是哪一個政黨為最高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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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三黨的話就是多元分類問題：
通常機器學習在多元分類的模
型表現效果都會比較差；一般
來說，我們的X很難可以同時
反映不同類別的特性。

二黨問題屬於二元分類：
通常會得到比較好的模型預測
結果。



• [重複性] 還有如果我們放了年齡結構男女人口數資料，那麽該
里的總人口數、男性、女性都不應該被列入X中。

• [太過細分] 一樣的問題在教育程度也會出現，建議可以參考民
調中心區分的方式，將你的資料進行整併。

• [欄位的抉擇] 同時收入所得的部分，遇到的問題會是同樣的資
料有許多不同的統計量，你可以用你學過的統計學(這邊指的是
高中程度)，就可以知道該怎麼做！答案不是只有一種，但是要
靠自己思考，建立屬於你自己的資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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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培養各位的獨立思考能力，資料整併與欄位選擇的部分，我並沒有提供相關的示範資料。



X-dataset

• 我用一些簡單的邏輯進行篩選，但是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去創立出自己的資料集，所以以下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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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numeric Y-multiclass Y-binary

人口指標 年齡結構 教育程度投票 所得收入



• 這一份簡報，就是以2024年總統大選作為一個範例資料，介紹
我們在資料前處理跟分析上，應該需要注意哪些小細節，如何
將資料夾正確無誤的方式整併起來。

• 政府公開資料有非常多的問題，唯有你自己去用過才會知道有
什麼樣的疑慮、特性或是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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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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