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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8/11/21(三) 上機考: Open Book
授課教師：吳漢銘 (臺北大學統計學系副教授)

請仔細閱讀每㇐個注意事項 ( 討論)

1. 考試期間

(a) 請按照平時上課之座位入座。

(b) 可參考課本、上課講義 (包含電子檔) 及其它資料，但不能與別人討論。

(c) 可使用計算機、自己的筆記型電腦及平板電腦，不可使用手機。

(d) 全程可上網查詢，但不能用通訊軟體討論, 也不可抄襲網路上之程式碼。

(e) 有問題者，請舉手發問。勿與同學交談。

(f) 不按照規定作答者，酌量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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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載題目卷，上傳答題檔案:

(a) 於課程網站下載題目卷。

(b) 於教師網站首頁登入 [作業考試上傳區]，帳號: hdda。密碼: xxx (上課教室號碼)。

(c) 請上傳「學號-姓名-HDDA-MidtermExam.docx」。(目錄: 「20181121-MidtermExam」。)

3. 答題檔案原則:

(a) 請依照「R 程式作業繳交方式」，複製 Console「程式執行及結果」至答案卷。 圖形複製，請注
意大小，內容數字文字需可辨識。

(b) 程式設計題，若程式碼直接複製 (或照抄) 講義上的以不給分為原則。

(c) 若上傳檔案格式錯誤，內容亂碼，空檔等等問題。請自行負責。

(d) 若要重覆上傳 (第 2 次以上)，請在檔名最後加「−2」、「−3」，例如: 「學號-姓名-HDDA-
MidtermExam-2.docx」、「學號-姓名-HDDA-MidtermExam-3.docx」等等。

(e) 上傳兩次 (含) 以上、格式不合等等酌量扣分。

4. 完成考試

(a) 上傳完畢，請通知教師確認。

(b) 確認無誤，請刪除作答目錄 及答案卷，清空資源回收筒，並關機。即可離席。

我已經仔細閱讀上述各注意事項，若有違背，會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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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8/11/21(三) 上機考: Open Book
授課教師：吳漢銘 (臺北大學統計學系副教授)

1. 以下為模擬具有遺失值資料 x 之 R 程式碼:
n <- 100
p <- 10
set.seed(123456)
library(MASS)
s <- matrix(rt(p*p, df=5), ncol = p)
sigma <- crossprod(s)
x <- mvrnorm(n, mu=rep(0, p), Sigma=sigma)
missing.percentage <- 0.1
x[sample(n*p, floor(n*p*missing.percentage))] <- NA

(a) 選取完整之資料 (命名為 x.complete), 印出此資料之維度 (nc×pc)。

(b) 模擬遺失: 將上述之資料隨機選取出比例為 missing.percentage 之觀察值 (ξi)，設置成 NA(命
名 x.complete.na)。
(提示: set.seed(54321); ij <- sample(1:nc*pc, floor(nc*pc*missing.percentage)))

(c) 利用下列 5 方法各自對上述資料 (x.complete.na) 做補值: Mean Substitution K-Nearest Neigh-
bour Imputation (K=5)、mice.impute.pmm {MICE}, mice.impute.norm {MICE}。

(d) 計算下列指標數值，評估上述 5 種補值方法:
m∑
i=1

(ξ̂i − ξi)
2,

其中 m=floor(nc*pc*missing.percentage)、ξi 為模擬遺失之真實值，ξ̂i 為 ξi 之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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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料來源: (UCI) Concrete Compressive Strength Data,
http://archive.ics.uci.edu/ml/datasets/Concrete+Compressive+Strength。
說明檔見: 「Concrete_Readme.txt」

(a) 讀取資料 Concrete_1030x9.txt，並做多重迴歸分析 (lm)，其中 y 為反應變數，{Cement,
BFS, FlyA, Water, Sp, CA, FineA, Age} 為解釋變數, 印出 R2 值。

(b) 對資料做 (至少 5 種方法) 轉換 (部份或全部的解釋變數)，(方法其中至少包含標準化及 Box-Cox
轉換)，(可以有複合式轉換，例如標準化後，再施行另㇐種轉換)，並將轉換後的資料以多重迴
歸方法分析，印出 R2 值。對此資料而言，那㇐種轉換可以得到較高的 R2 值?

3. 資料來源: (UCI) Statlog (Vehicle Silhouettes),
https://archive.ics.uci.edu/ml/datasets/Statlog+(Vehicle+Silhouettes),
其中 class 為具有 4 個類別的反應變數 (Y)，{compactness, circularity, · · ·, hollows} 為 18
個解釋變數 (X)。

(a) 讀取資料 statlog_vehicle_846x18.txt，利用下列 4 種維度縮減法針對 X 做維度縮減: PCA，
MDS，ISOMAP，SIR。各畫出其降維後的二維散佈圖，每㇐觀察值需以顏色標上類別。(㇐頁
4 張圖)

(b) 承上小題，各畫出 circle of correlations 圖。(㇐頁 4 張圖)

注意: 上傳檔案之後，請刪除作答目錄 及答案卷，清空資源回收筒，關機。交回題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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