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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本章概要

Excel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功能,可以利用数据分析工具来求解

复杂问题,并且利用图表进行数据可视化。本章主要学习数据分析的基础知识以

及常用的数据分析方法,以解决实际问题,并实现数据可视化。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达到以下目标。
(1)掌握单变量模拟运算表和双变量模拟运算表两种模拟运算表。
(2)掌握单变量求解。
(3)掌握利用数据分析工具进行数据分析和预测。
(4)掌握利用图表进行数据可视化的方法。

3.1 数 据 分 析

Excel中提供了多种数据分析工具,可以方便、快速地解决较复杂的数据分析

问题。例如,希望分析目标结果受一个或两个变量如何影响可以使用模拟运算

表;已知目标结果,希望求解变量的值可以使用单变量求解;对历史数据进行预测

可以使用移动平均或者指数平滑;希望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使用回归分

析。本节将主要介绍Excel的数据分析高级应用。

3.1.1 模拟运算表

目标单元格是包含一个或多个单元格引用(变量)的公式或函数,模拟运算表

可以分析计算当公式中的一个或两个变量变化时,目标单元格值的变化。
模拟运算表有两种类型:单变量模拟运算表和双变量模拟运算表。单变量模

拟运算表中,用户可以对一个变量赋予不同的值,从而查看目标结果如何变化。
双变量模拟运算表中,用户可以对两个变量赋予不同的值,从而查看目标结果如

何变化。
例3-1:打开“投资计划表.xlsx”,用模拟运算表制作一张投资计划表,当每月

可投资金额占月收入百分比变化时(15%,20%,25%,30%),计算投资的收益情

况,计算结果为货币格式并保留两位小数,如图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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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单变量模拟运算表样张

  解答:
(1)在B8:E8中创建模拟运算行参数单元格区域:在B8中输入15%,C8中输入

20%,自动填充到E8。
(2)创建目标公式:在 A9中输入公式:=FV(B4/12,B5*12,B2*B3)。FV(rate,

nper,pmt,[pv],[type])是财务函数,主要作用是在基于固定利率及等额分期付款方式下,
计算某项投资的未来值。rate是各期利率(一个月为一期)。nper是投资总期数。pmt是

各期所投资的金额,在整个投资期间保持不变。pv是一系列投资的当前值的累积和,即从

该项投资开始计算时已经入账的款项,如果省略pv,则表示pv为0。type用以指定各期的

付款时间是在期初(取值1)还是期末(取值0),如果省略type,则表示type为0。
(3)进行模拟运算:选择模拟运算区域A8:E9,单击“数据”→“模拟分析”→“模拟运算

表”,在“输入引用行的单元格”中指定单元格$B$3(投资占比),如图3-2所示。

图3-2 单变量模拟运算设置

(4)选中A9:E9,右击,选择“设置单元格格式”命令,在“货币”中设置货币符号$、小数

位数2。
例3-2:打开“投资计划表.xlsx”,用模拟变量表制作一张投资计划表,计算不同投资占

比(15%,20%,25%,30%)和不同期限(1年,2年,3年,4年,5年)的投资收益情况,计算结

果为货币格式并保留两位小数,如图3-3所示。

图3-3 双变量模拟运算表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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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B13:E13和A14:A18分别创建模拟运算行参数和列参数单元格区域。
(2)创建目标公式:在A13中输入公式:=FV(B4/12,B5*12,B2*B3)。

图3-4 双变量模拟运算表设置

(3)进行模拟运算:选择模拟运算区域A13:E18,单
击“数据”→“模拟分析”→“模拟运算表”,在“输入引用行

的单元格”中指定单元格$B$3(投资占比),“输入引用列的

单元格”文本框指定单元格$B$5(期限),如图3-4所示。
(4)选中A13和B14:E18,右击,选择“设置单元格格

式”命令,在“货币”中设置货币符号$、小数位数2。

3.1.2 单变量求解

目标单元格是包含一个或多个单元格引用(变量)的公式或函数,如果已知目标单元格

的预期结果值,单变量求解可以计算出公式中某个变量的合适取值。例如,单变量求解经常

用于一元方程的求解,已知方程y=f(x)和y的值,求解x是多少。
例3-3:打开“单变量求解.xlsx”,在“单变量求解1”工作表的B2单元格中给出方程

6x4+2x3-3x2-3x=2的一个解,如图3-5所示。
解答:
(1)创建目标公式。在B1中输入公式:=6*B2̂4+2*B2̂3-3*B2̂2-3*B2。
(2)进行单变量求解。选择B1,单击“数据”→“模拟分析”→“单变量求解”,“目标单元

格”中指定单元格B1(目标公式),“目标值”为2(目标结果),“可变单元格”指定单元格$B$2
(变量),如图3-6所示。单击“确定”按钮,在B2单元格中显示方程的一个解。注意:一元

多次方程的解不唯一,单变量求解只能返回一个解。

图3-5 单变量求解方程样张
    

图3-6 单变量求解设置1

例3-4:2019年中国人口为14亿,如果控制人口在2025年不超过15亿,人口的年增长

率应该控制为多少? 打开“单变量求解.xlsx”,在“单变量求解2”工作表中计算人口年增长

率,如图3-7所示。
解答:
(1)根据题目要求,在B2、B4单元格中分别输入2019年人口和增长年数。
(2)创建目标公式:在B5中输入公式:=B2*(1+B3)̂B4。
(3)进行单变量求解:选择B5,单击“数据”→“模拟分析”→“单变量求解”,“目标单元

格”中指定单元格B5(目标公式),“目标值”为15(目标结果),“可变单元格”指定单元格

$B$3(变量),如图3-8所示。单击“确定”按钮,在B3单元格中显示结果,并设置单元格格式

为百分比,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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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单变量求解人口年增长率样张

    
图3-8 单变量求解设置2

3.1.3 时间序列预测分析

预测(Forecast)是指用科学的方法预计、推断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或可能性,即根据过去

和现在预计未来。预测分析是一种常见的数据分析方法,可以根据历史数据(包括过去的和

现在的),建立预测模型,应用预测分析工具,对预测对象的未来结果或趋势进行预测,从而

减少对未来事物认识的不确定性,帮助人们制定决策。

1.时间序列

时间序列是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起来的一组观察值或记录值。最早的时间序列

分析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的古埃及。古埃及人把尼罗河涨落的情况逐天记录下来,构成一

个时间序列。通过对时间序列长期的观察,他们发现了尼罗河涨落的规律,从而提前预测尼

罗河的涨落,安排农业生产,由此古埃及的农业迅速发展。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是古代劳动人

民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序列,图3-9展示了2003—2008年全国平均地表气

温的二十四节气时间序列图。

图3-9 2003—2008年全国平均地表气温的二十四节气时间序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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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序列中的时间可以是年份、季度、月份或其他任何时间形式。时间序列含有不同的

成分,如趋势(如图3-10所示)、季节性(如图3-11所示)、周期性(如图3-12所示)和随机性,
如表3-1所示。

图3-10 纸黄金价格走势图

图3-11 某商品利润图

表3-1 时间序列成分及特点

成 分 特  点 示  例

趋势性
时间序列在长时期内呈现出来的某种持续上升或持
续下降的变动
时间序列中的趋势可以是线性和非线性

纸黄金价格、产品销售、国内生产
总值、股价

季节性
时间序列在短期内(一年内)重复出现的周期波动
旅游旺季、旅游淡季;销售旺季、销售淡季

气温、空气质量、降水量、旅客人
数、季节性产品销售(冷饮、羽绒
服等)、传染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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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成 分 特  点 示  例

周期性
时间序列中呈现出来的围绕长期趋势的一种波浪形
或振荡式变动
一般周期在2~15年,循环的幅度和周期都不规则

太阳黑子、传染病流行

随机性/不
规则性

偶然性因素对时间序列产生影响,致使时间序列呈现
出某种随机波动,在时间序列中无法预计

股票市场中突然出现的利好或利
空消息使股价产生的波动

图3-12 太阳黑子活动周期图

2.时间序列预测分析方法

一般认为,事物的过去趋势会延伸到未来,实际数据的时间序列可以反映变量在一定时

期内的发展变化趋势与规律,因此可以从时间序列中找出变量变化的特征、趋势以及发展规

律,从而对变量的未来变化进行有效的预测。例如,企业记录了某商品第一个月,第二个

月,……,第N 个月的销售量,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可以对未来各月的销售量进行预测。
时间序列预测分析是一种常见的预测分析方法,根据已有的历史数据对未来进行预测,

时间序列中的数据点越多,所产生的预测就越准确。
预测分析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为金融、电信、医疗、零售业、制造业等众多

领域的决策者提供决策支持。例如,在金融领域,人们可以使用预测分析技术预测金融市场

趋势;零售业可以使用预测分析技术来预测库存数量,为优化管理库存提供帮助;在制造业

领域,企业可以使用预测分析技术预测生产需求,从而控制成本、增加利润。
常用的时间序列预测的主要方法有:移动平均法、指数平滑预测法、季节变动预测法、

自回归移动平均等。在Excel数据分析工具中集成了移动平均和指数平滑两种分析工具,
可以对数据进行时间序列预测分析。

3.1.4 移动平均

移动平均法是一种常用的时间序列预测方法,主要是利用一组最近的实际数据值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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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未来的数据值,经常用于企业的需求量、销售量、销售额等预测。当产品需求或者销售量

既不快速增长也不快速下降,且不存在季节性因素时,移动平均法能有效地消除预测中的随

机波动。例如,移动平均法可以对企业未来的销售量进行预测,根据预测销量合理地安排生

产、管理库存、制定营销策略,指导企业进行科学决策。
移动平均的计算公式如下:

Pt=
St-1+St-2+…+St-n

n
其中,Pt 是对未来一期的预测值(即移动平均值);n 是移动平均的时期个数;St-1是前一期

的实际值,St-2是前两期的实际值,以此类推,St-n是前n 期的实际值。
例3-5:打开“移动平均.xlsx”,该文件中存放了某商家在本年度的1~12月份的销售

额,请在C、D、E三列中计算在不同的移动平均时期个数下,该商家下一年度各月份的销售

额预测值,如图3-13所示。

图3-13 移动平均样张

解答:
(1)本年度1~12月份商品的销售额变化平稳,没有快速下降和增长,因此可以应用移

动平均进行销售额预测。
(2)单击“数据”→“数据分析”,在“数据分析”对话框中选择分析工具“移动平均”,如

图3-14所示。

图3-14 数据分析工具———移动平均

(3)在“移动平均”对话框中,“输入区域”指定本年度销售额单元格区域$B$2:$B$13,
“间隔”为2(即移动平均的时期个数n),“输出区域”指定存放结果的单元格区域$C$2:$C$13,
如图3-15所示,单击“确定”按钮,查看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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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移动平均设置

注意:n=2时,1月份无法计算移动平均值,显示错误信息#N/A。
(4)重复步骤(3)计算n=3时的移动平均值。
注意:n=3时,1月份和2月份无法计算移动平均值,显示错误信息#N/A。
(5)重复步骤(3)计算n=4时的移动平均值。
注意:n=4时,1月份、2月份和3月份无法计算移动平均值,显示错误信息#N/A。
通过例3-5可以看到,不同的移动平均时期个数对预测结果有影响,因此选择合适的移

动平均时期个数至关重要。为了选择合适的移动平均时期个数,可以对历史数据设置不同

的移动平均时期个数,和目前已知的数据进行对比,从而得出合适的移动平均时期个数。

3.1.5 指数平滑

1.指数平滑概述

  指数平滑由布朗(RobertG.Brown)提出,他认为时间序列的态势具有稳定性或规则

性,所以时间序列可被合理地顺势推延;最近的过去态势,在某种程度上会持续到未来,并且

近期数据比远期数据更重要。
指数平滑法是在移动平均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移动平均法用一组最近的实际数据值

来预测未来,但是并不考虑较远期的数据,在实际应用中不能客观地反映预测结果和数据趋

势的变化;而指数平滑法并不舍弃过去的数据,对不同的历史数据给予不同的权重值,即离

预测期较近的历史数据的权重值较大,离预测期较远的历史数据的权重值较小。指数平滑

法通过计算指数平滑值,配合一定的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对未来进行预测,其原理是任一期的

指数平滑值都是本期实际观察值与前一期指数平滑值的加权平均。指数平滑法常用于中短

期的企业生产、经济发展等趋势预测。
根据平滑次数不同,指数平滑法分为一次指数平滑法、二次指数平滑法和三次指数平滑

法等。一次指数平滑法适用于水平型历史数据的预测,二次指数平滑法适用于线性趋势变

化的历史数据的预测,三次指数平滑法适用于时间序列呈二次曲线趋势变化的预测。三种

方法基本思想一致,本节只介绍一次指数平滑法和二次指数平滑法。

2.一次指数平滑

一次指数平滑预测应用于时间数列无明显的趋势变化,一次指数平滑值计算公式为:

S1
t =αyt+(1-α)S1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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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指数平滑值进行预测,一次指数平滑预测公式为:

y1
t+1=αyt+(1-α)y1

t

  变量和参数说明如下。
● yt:第t期的实际值。
● S1

t:第t期的一次指数平滑值。
● S1

t-1:第t-1期的一次指数平滑值。初始值S1
0 的设定需要从时间序列的项数来考

虑:当数据较多的时候,初始值的影响可以逐步平滑而降低到最小,此时可以用第一

个数据作为初始值。数据较少时,初始值的影响较大,可以取最初几个实际值的平均

值作为初始值。
● y1

t+1:第t+1期的预测值。
● y1

t:第t期的预测值,即一次指数平滑值S1
t。

●α:平滑系数(0≤α≤1),是第t期实际值和预测值的比例分配。用指数平滑法时,确
定一个合适的平滑系数非常重要,不同的平滑系数对预测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当

时间序列有较大随机波动时,应该为近期数据赋予更大的权重,因此平滑系数应设置

较大;反之,当时间序列比较平稳时,平滑系数应设置较小。在实际预测中,可以选取

不同的平滑系数进行预测并比较预测结果,然后根据结果选择更符合实际的平滑系

数值。一般情况下,α的取值可以参考以下经验:当时间序列呈稳定的水平趋势时,

α应取较小值,如0.1~0.3;当时间序列具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时,α 应取较大

值,如0.3~0.7。
在一次指数平滑模型中,第t+1期的预测值可以根据第t期的实际值和第t期的预测

值计算得到。例如,某种产品销售量的平滑系数为0.4,2017年实际销售量为50万件,2017
年的预测值为52万件,那么2018年的预测销售量:50万件×0.4+52万件×(1-0.4)=
51.2万件。

例3-6:打开文件“销量预测.xlsx”,在“一次指数平滑”工作表中,根据表中2008—2020
年商品的销量数据预测2021年商品的销量,如图3-16所示。

图3-16 一次指数平滑预测销量样张



第3章 Excel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71   

  解答:
(1)为了分析平滑系数α不同取值的特点,分别取α=0.1,α=0.3,α=0.5计算一次指

数平滑值。单击“数据”→“数据分析”,在“数据分析”对话框中选择分析工具“指数平滑”,如
图3-17所示。

图3-17 数据分析工具———指数平滑

(2)α=0.1时,计算一次指数平滑值:在“指数平滑”对话框中,“输入区域”指定销售量

单元格区域$B$3:$B$15,“阻尼系数”为0.9(即1-α),“输出区域”指定存放结果单元格区域

$C$2,如图3-18所示设置。单击“确定”按钮查看结果。注意,因为返回的第一个指数平滑

值没有初始值,所以显示错误信息。将C2单元格中的内容改为“0.1”,将C14单元格公式复

制到C15,得到2020年的一次平滑指数值,设置所有的指数平滑值为整数。

图3-18 指数平滑设置

(3)重复步骤(2),分别计算α=0.3和0.5时的一次指数平滑值。
(4)预测未来两年的销售量:当α=0.1时,在C16中输入公式:=ROUND($B$15*

C2+C15*(1-C2),0),得到2021年预测销量为208万个;将公式分别复制到D17和E17
中,得到当α=0.3时,2021年销量为273万个;α=0.5时,2021年销量为286万个。

根据例3-6可知,指数平滑法对实际序列具有平滑作用,如图3-19所示,平滑系数越

小,平滑作用越强,但对实际数据的变动反应较迟缓。当时间序列的变动出现线性趋势时,
用一次指数平滑法来进行预测将存在着明显的滞后偏差。因此,需要对一次指数平滑进行

修正。

3.二次指数平滑

一次指数平滑法通常适用于历史数据呈水平线变化的预测,不适用于历史数据呈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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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不同平滑系数比较

增长或减少变化的预测。二次指数平滑是对一次指数平滑的再平滑,它适用于具有线性趋

势的时间序列,计算公式如下。

S1
t =αyt+(1-α)S1

t-1

S2
t =αS1

t +(1-α)S2
t-1

  变量和参数说明如下。
● yt:第t期的实际值。
● S1

t:第t期的一次指数平滑值。
● S1

t-1:第t-1期的一次指数平滑值。
● S2

t:第t期的二次指数平滑值。
● α:平滑系数。
● S2

t-1:第t-1期的二次指数平滑值。
和一次指数平滑方法不同,二次指数平滑值并不用于直接预测,只是用来求出线性预测

模型的参数,从而建立预测的数学模型,然后运用数学模型计算预测值。二次指数平滑的数

学模型如下。

Yt+T =a+bT
a=2S1

t -S2
t

b=
α
1-α

(S1
t -S2

t)

  例3-7:打开文件“销量预测.xlsx”,在“二次指数平滑”工作表中,根据表中2008—2020
年商品的销量数据预测未来两年商品的销量,如图3-20所示。

解答:
(1)由销售量数据表可以看出商品销售量呈线性增长趋势,因此应该对一次平滑指数

值进行修正,应用二次指数平滑法进行预测。设置α=0.5。单击“数据”→“数据分析”,在
“数据分析”对话框中选择分析工具“指数平滑”。

(2)计算一次指数平滑值:在“指数平滑”对话框中,“输入区域”指定销售量单元格区

域$B$3:$B$15,“阻尼系数”为0.5,“输出区域”指定存放结果单元格区域$C$2,得到一次平

滑指数值。将C2单元格中的内容改为“一次指数平滑”,将C14单元格公式复制到C15,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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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 二次指数平滑预测销量样张

到2020年的一次平滑指数值,设置所有的指数平滑值为整数。
(3)计算二次指数平滑值:在“指数平滑”对话框中,“输入区域”指定销售量单元格区

域$C$3:$C$15,“阻尼系数”为0.5,“输出区域”指定存放结果单元格区域$D$2,得到二次平

滑指数值。将D2单元格中的内容改为“二次指数平滑”,将D14单元格公式复制到D15,得
到2020年的二次平滑指数值,设置所有的指数平滑值为整数。

(4)计算预测模型参数:在G2中输入公式=2*C15-D15,计算参数a。在G3中输

入公式=D1/(1-D1)*(C15-D15),计算参数b。
(5)计算销售量预测值:在B16中输入公式=ROUND(G2+G3,0),得到2021年销售

量预测值为304。在B17中输入公式=ROUND(G2+G3*2,0),得到2022年销售量预测

值为314。

3.1.6 回归分析

1.回归分析概述

  回归分析是一种常见的预测分析方法。回归(Regression)一词是由英国著名生物学家

兼统计学家Galton在研究人类遗传问题时提出的。为了研究父代身高与子代身高的关系,

Galton收集了上千对父亲及其子女的身高数据。经过对数据的深入分析,发现了两者之间

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父母的身高增加时,孩子的身高也倾向于增加。但是还有一个有趣的

现象:父母高的孩子,平均身高没有他们父母的平均身高高;父母矮的孩子,平均身高却高

于他们父母的平均身高。这是因为大自然具有一种神奇的约束力,人类身高的分布相对稳

定而不产生两极分化,Galton把子代身高会向平均身高靠近的趋势称为“回归”。
回归分析是为了寻找多个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方法。它通过对变量数据的分析,去

寻找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相关关系,并用数学模型来描述这种关系,以便对未来进行预测。
回归分析中有两类变量:因变量(也称为响应变量)和自变量(也称为回归变量)。因变

量通常是实际问题中所关心的一类指标,用Y 表示。自变量是影响因变量取值的一个或多

个变量,用X 表示,如图3-21所示。例如,在产品的销售中,用户满意度对产品的销售至关

重要,而产品的质量、价格、售后服务都会对满意度产生影响。因此,可以建立用户满意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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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质量、价格以及售后服务之间的回归模型,对用户的满意度进行预测,其中,用户满意

度是因变量,产品的质量、价格、售后服务都是自变量。

图3-21 二次指数平滑预测销量样张

回归分析利用数学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确
定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建立变量之间的函数

表达式,即回归方程,并将回归方程作为预测模型,根
据自变量的未来变化预测因变量。

回归分析一般有以下两种分类方法。
(1)根据因变量和自变量的个数划分。

① 一元回归分析:自变量只有一个。

② 多元回归分析:自变量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2)根据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相关关系划分。

① 线性回归分析:自变量和因变量是线性关系。

② 非线性回归分析:自变量和因变量是非线性

关系。
回归分析的主要步骤如下。
(1)根据预测目标,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
明确预测的具体目标,也就确定了因变量。例如,预测目标是下一年度的销售量,那么

销售量Y 就是因变量。寻找与预测目标的相关影响因素,即自变量,并从中选出主要的影

响因素,例如,影响销售量的主要因素有产品价格、产品质量、产品服务等。
(2)建立回归预测模型。
依据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历史数据进行计算,在此基础上建立回归分析方程,即回归分析

预测模型。
(3)进行相关分析,确定相关系数。
回归分析是对具有因果关系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所进行的数理统计分析处理。只有自变

量与因变量确实存在某种关系时,建立的回归方程才有意义。因此,作为自变量的因素与作

为因变量的预测对象是否有关,相关程度如何,以及判断这种相关程度的可靠性多高,是进

行回归分析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相关分析,一般要求出相关关系,以相关系数的大小来

判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程度。
(4)检验回归预测模型,计算预测误差。
回归预测模型是否可用于实际预测,取决于对回归预测模型的检验和对预测误差的计算。

回归方程只有通过各种检验,且预测误差较小,才能将回归方程作为预测模型进行预测。
(5)计算并确定预测值。
利用回归预测模型计算预测值,并对预测值进行分析,确定最后的预测值,并计算预测

值的置信区间。

2.回归分析模型

回归分析模型描述了自变量(X)与因变量(Y)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Y=f(X)+e
  其中,f(X)是自变量X(一个或多个)的函数;e是随机误差变量,表示其他未知的因素

或随机因素对因变量Y 产生的影响。本节只讨论自变量为一个的一元回归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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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f(X)不同,回归分析模型主要可以分为线性回归、对数回归、指数回归、幂次回归

和多项式回归。
(1)线性回归。
线性回归的回归线是线性的,是最常用的回归模型之一,如图3-22所示。线性回归使

用最佳的拟合直线(也就是回归线)在因变量Y 和自变量X 之间建立一种关系,表示如下:

Y=b0+b1X
  参数说明如下。

b0、b1:回归系数。对于线性回归线来说,b0 表示直线的截距,b1 表示直线的斜率。

图3-22 线性回归

(2)多项式回归。
对于一个回归方程,如果自变量的指数大于1,那么它就是多项式回归,表示如下。

Y=b0+b1X +b2X2+…+bnXn

  在多项式回归中,最佳拟合线不是直线,而是一条曲线,图3-23给出了一个数据点拟合

的多项式回归方程。

图3-23 多项式回归

(3)其他回归模型。
除了线性回归和多项式回归,还可以建立其他的回归模型,如表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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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回归模型

回归模型 模型表示

对数回归 Y=b0+b1ln(X)

指数回归 Y=b0exp(b1X)

幂次回归 Y=b0Xb1

  在Excel中,可以给图表添加趋势线进行回归分析,Excel中提供了线性、多项式、对数、
指数、幂次等多种趋势线(即回归线)。

例3-8:客服中心客户电话的接听数量与回访数量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打开文件“客
服中心接听与回访数据.xlsx”,通过回归分析,生成接听量与回访量之间的回归方程,并根

据接听量对回访量进行预测。
解答:

① 选中接听量和回访量两列数据,插入散点图,如图3-24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回访

量和接听量之间呈明显的线性关系。

② 添加趋势线(即回归方程):选择“图表工具”→“设计”→“添加图表元素”→“趋势

线”→“其他趋势线选项”,在“设置趋势线格式”面板中选择“线性”回归分析,并选中“显示公

式”“显示R平方值”复选框,如图3-25所示。R平方值反映了回归线的估计值与对应的实

际数据之间的拟合程度,可以作为模型拟合度优劣的度量,用于评价模型的可靠性,取值范

围为0~1。R平方值越大,表明数据的拟合程度越高,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越大。

图3-24 回访量散点图
 

图3-25 设置趋势线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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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利用回归方程进行预测:步骤②为散点图中添加的线性趋势线如图3-26所示,回访

量与接听量间的线性回归方程为y=0.8966x-1.0161,x 表示接听量,y 表示回访量。R2

为0.9748,表示数据拟合程度达到97.48%,拟合程度高,说明接听量与回访量之间存在着线

性关系,可以通过回归方程根据接听量预测回访量。例如,如果客服人员接听量为50个,那
么预测回访量为44个。如果回访量低于44,说明回访量没有达标。

图3-26 带线性趋势线的回访量散点图

3.1.7 习题与实践

1.填空题

  (1)模拟运算表最多能解决 个变量对于计算结果的影响问题。
(2)按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关系,回归分析可以分为线性回归和 。
(3)时间序列含有的成分包括趋势、 、 和随机性。
(4)当历史数据呈线性上升趋势时,应该使用 指数平滑进行预测。
(5) 是根据目标结果来倒推生成该结果的输入值,属于一种“逆”运算。

2.选择题

(1)以下数据分析工具中,通常用于预测分析的为(  )。

A.方差 B.百分比排位 C.相关系数 D.移动平均

(2)以下可用来解决曲线拟合问题的是(  )。

A.移动平均 B.指数平滑 C.回归分析 D.单变量求解

(3)单变量求解就是求解具有(  )个变量的方程。

A.1 B.2 C.3 D.任意

(4)关于模拟运算表,以下叙述正确的是(  )。

A.在引用列变量的单变量模拟运算表中,计算公式一定位于变量列的右上角单元

B.在引用行变量的单变量模拟运算表中,计算公式一定位于变量列的左下角单元

C.在双变量模拟运算表中,计算公式一定位于模拟运算表左上角行变量和列变量

交叉单元格

D.模拟运算表可以删除其中某个格的值

(5)进行单变量求解的时候,需要设置的参数包括目标单元格、可变单元格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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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目标值 B.输入行引用的单元格

C.输入列引用的单元格 D.结果单元格

3.2 数据可视化

数据可视化是关于数据视觉表现形式的科学技术研究,它利用图形、图像处理、计算机

视觉及用户界面,通过表达、建模以及对数据立体、表面、属性、动画的显示,加以可视化解

释,以便于人们更好地发现和利用数据的价值。

Excel具有很强的图表处理功能,可以很方便地将工作表中的有关数据制作成专业化

的图表。图表是一个图形对象,通过它可以将一组枯燥的数据更形象地展示出来,让他人看

得更直观、更清晰。因此,对于数据分析的结果呈现,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以图表来反映数据。

3.2.1 可视化基础

要使用图表来展示数据,就必须要创建图表,这是数据可视化的第一步。但是在创建图

表之前,首先要明确以下四点内容。

1.图表类型

图表类型一定要与分析需求一致。只有使用的图表类型与需求分析一致,才能更好地

反映数据的分析结果,因此有必要了解数据与图表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表3-3所示。

表3-3 不同关系对应的图表类型

数据关系 对应的图表类型 说  明

比较关系

柱形图
柱形图是使用最频繁的图表类型,用于显示一段时间内的数据变化或显
示各项数据之间的比较情况。由于柱形图可以通过数量来表现数据之间
的差异,因此被广泛地应用于时间序列数据和频率分布数据的分析

条形图
条形图也是用于显示各项数据之间的比较情况,但它弱化了时间的变化,
偏重于比较数量大小

趋势关系

折线图
折线图是以折线的方式展示某一时间段的相关类别数据的变化趋势,强
调时间性和变动率,适用于显示与分析在相等时间段内的数据趋势

面积图
面积图主要是以面积的大小来显示数据随时间而变化的趋势,也可表示
所有数据的总值趋势

占比关系

饼图 
饼图一般用于展示总和为100%的各项数据的占比关系,该图表类型只
能对一列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环形图

要对包含多列的目标数据进行占比分析可以使用系统提供的圆环图来详
细说明数据的比例关系。它由一个或者多个同心的圆环组成,每个圆环
表示一个数据系列,并划分为多个环形段,每个环形段的长度代表一个数
据值在相应数据系列中所占的比例。此外,在表格中从上到下的数据记
录顺序,在圆环图中对应从内到外的圆环

其他关系

雷达图
在对同一对象的多个指标进行描述和分析时,可选用该类型的图表,使阅
读者能同时对多个指标的状况和发展趋势一目了然

XY散
点图

散点图
散点图将沿横坐标(X轴)方向显示的一组数值数据和沿纵坐标轴(Y轴)
方向显示的另一组数值数据合并到单一数据点,并按不均匀的间隔或簇
显示出来,常用于比较成对的数据,或显示独立的数据点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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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数据关系 对应的图表类型 说  明

其他关系

XY散
点图

气泡图
气泡图是散点图的变体,因此,其要求的数据排列方式与散点图一样,即
确定一行或一列表示X轴数值,在其相邻的一行或一列表示相应的Y轴
数值

股价图
股价图主要用于展示股票价格的波动情况,若要在工作表中使用股价图,
其数据的组织方式非常重要,必须严格按照每种图表类型要求的顺序来
排列

旭日图

旭日图非常适合显示分层数据,并将层次结构的每个级别均通过一个环
或圆形表示,最内层的圆表示层次结构的顶级(不含任何分层数据的旭日
图与圆环图类似)。若具有多个级别类别的旭日图,则强调外环与内环的
关系

树状图
树状图是一种直观和易读的图表,所以特别适合展示数据的比例和数据
的层次关系。如分析一段时期内什么商品销量最大、哪种产品赚钱最
多等

箱型图
箱型图不仅能很好地展示和分析出数据分布区域和情况,而且能直观地
展示出一批数据的“四分值”、平均值以及离散值

瀑布图
瀑布图是由麦肯锡顾问公司所独创的图表类型,因为形似瀑布流水而称
为瀑布图(WaterfallPlot)。此种图表采用绝对值与相对值结合的方式,
适用于表达数个特定数值之间的数量变化关系

2.图表标题

图表标题是传达图表内容的第一手信息,一定要谨慎和仔细,如果图表标题设置得不合

适,不仅不能很好地传递信息,而且容易让他人曲解。

3.图表大小

图表大小不合适会影响数据结果的分析,尤其对于数据多的图表,过小的图表会让数据

挤在一起,不易阅读。

4.图表位置

图表的位置要根据分析目的来确定,一般情况下是浮在数据表中,如果单独放大查看图

表,可以将其移动到图表工作表中。
由此可见,要创建一个图表至少要经过如上4个过程,下面以在“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工

作表中使用图表来分析2016—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增长率数据为例。
例3-9:在“国内生产总值数据.xlsx”中记录了2016—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增长率的

基本信息,现使用图表来分析国内生产总值和增长率数据。其结果如图3-27所示。
(1)选择A2:C7单元格区域,打开“插入”选项卡,在“图表”组中单击“对话框启动器”

按钮,在打开的“插入图表”对话框中打开“所有图表”选项卡,在其中选择需要的图表类型。
由于需要分析两组数据系列,所以采用不同的图表类型来区别这两组数据系列。国内生产

总值数据系列用簇状柱形图图表类型,增长速度数据系列用折线图图表类型,所以选用的图

表类型为“组合”。
(2)由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和增长速度数据两组数量单位不同,绘制到同一个图表中,

增长速度数据较小不能正常显示,为了方便查看和分析每个数据系列的数据,需要为增长速

度数据系列指定添加一个次坐标轴,如图3-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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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7 国内生产总值和增长率组合图

图3-28 选择图表类型并添加次坐标轴

(3)在返回的工作表中即可查看到创建的图表,为图表添加标题———“2016年至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调整图表大小、位置。

(4)对图表进行美化。选择图表,打开“图表工具 设计”选项卡,在“图表样式”组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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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框中选择“样式6”。右击图表,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设置图表区域格式”命令,在弹出的

对话框中选择“图表选项”→“边框”→“圆角”,如图3-29所示。

图3-29 设置圆角

(5)选择图表,单击图表右上角的“+”按钮,在展开的菜单中将鼠标光标移动到“图例”
选项上,单击其右侧按钮,在弹出的子菜单中选择“顶部”选项即可将图例位置从底部显示变

为从顶部显示,如图3-30所示。

图3-30 改变图例位置

(6)在图表中,所有的数据都通过Excel自动转换为相对大小的图形,如果需要查看指

定数据系列精确的数值,可以借助数据标签来辅助查看。在图表中选择国内生产总值数据

系列,单击图表右上角的“+”按钮,在展开的菜单中将鼠标光标移动到“数据标签”选项上,
单击其右侧按钮,在弹出的子菜单中选择“居中”选项即可,同样也可为增长率添加数据标

签,如图3-31所示。
美化图表的方法有很多种,可以设置图表的样式还有设置形状效果,更改布局样式及设

置艺术效果的图表标题等。但是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1)多种色块不要过多。
当需要在图表的多个较大区域使用颜色时,这个颜色不要太抢眼,而且在一张图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