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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经济学中，因子分析被用于抽取一组互不相关的变量来做进一步分析，因为此时使用高度相关
的变量在回归分析中可能会产生误导性的结果。
政治学家比较不同国家在一系列政治和社会经济变量上的特点，尝试找出什么是区分国家的最重要特
征（例如富裕程度和国家大小）；社会学家通过研究相互联系最多的人（而不是与其他人联系）来确
定“朋友群体”。
心理学家和教育学者使用这种技术，研究人们对不同的“激励”有什么感受，并把它们区分为不同的
反应系列，例如语言的不同要素是相互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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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2节 公因子模型的变型 从历史上说，以前对因子分析的大多数解释性处理都是用
主轴因子分析的步骤来确定公因子模型，它将主成分分析的分解方法运用在调整后的相关矩阵上，它
的（单位为1）对角线上的元素被共通值的估计值所代替。
 常用的共通值的估计值是各变量娘组内其他变量的多重相关系数的平方，或者在相关矩阵的一行中绝
对值最大的相关系数。
把这些共通值代入相关矩阵的对角线后，因子就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被抽取出来了。
也就是说，跟成分分析一样，我们通过把相同的特征值方程应用在调整后的相关矩阵上，就得到了因
子分析的结果（这也是主轴因子分析这一名称的由来）。
在这种情况下，所要解的方程式为： Det（R1—λI）=0 [2.9] 在这里R1是相关矩阵，它的对角线上是
共通值的估计值。
尽管这种方法被广泛使用，但它逐渐被后面介绍的最小二乘法所取代。
 第3节 最小二乘法 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公因子分析背后的原则是在抽取一定数量的因子后，最小化残差
相关系数，并且评估用模型重现出来的相关关系跟观察到的相关关系之间的拟合程度（通过研究两者
之间差别的平方）。
由于人们总是可以通过假定跟变量数相等的因子数来重现观察到的相关关系，并且总是可以通过增加
假定的因子数来提高拟合程度，因此在最小二乘法中，我们只需要假设k个因子（k比变量数要少）就
能重现观察到的相关关系。
 获得解决方案的实际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假设用k个因子就可以解释观察到的相关（这一步实际上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可以从一
个公因子的假设开始，逐渐增加假设的因子数，直到我们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第二，得到一些共通值的初始估计值（正如前面所讲到的，我们将使用一个变量跟其他变量之间的多
重相关的平方）。
第三，（根据最小二乘法原则）获得或者抽取最能重现观察到的相关矩阵的k个因子。
在这一步，要解的方程跟前面的方程2.9完全一样。
第四，为了获得能最好地重现观察到的相关矩阵或协方差矩阵的因子模式，我们根据上一步得到的因
子模式重新估计共通值（《因子分析导论：它是什么以及如何运用》第2章的方程20就是估计共通值的
公式）。
第五，这个过程被不断重复，直到我们不能进行任何改善。
这就是带迭代估计共通值的主轴因子分析法的名称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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