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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職棒勝負因素分析」，以美國職棒大聯盟球季為研究案例，利用YAHOO奇摩運動網站MLB棒球聯賽

網頁進行資料收集，經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逐步迴歸統計分析後所得結果如下: ( 一) 打擊率與長打率兩者與勝率

皆呈現正相關。(二) 打擊率與上壘率達高度正相關0.849，長打率與上壘率達高度正相關0.770，上壘率高勝率自然就會提高

。(三) 勝率與投手每局被上壘率、防禦率有負向影響，與守備率有高度的正相關。可見球賽想取得勝利，堅強的守備率是

必備的條件之一。最後，依據研究結果可提供未來預測球賽勝率，進而讓球隊贏球機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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