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智商排名：
智力與成就有沒有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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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智力測試機構「Wiqtcom」 報告

u 今年八月底，芬蘭智力測試機構「Wiqtcom」 公布了最新的
全球智商測試報告。

u 根據全球智商測試，目前全球智商平均值為 99.69，標準差為
14.9。

u 世界上最聰明的國家是日本，參與者的平均智商得分高達
112.33，匈牙利（111.19）、台灣（111.11） 、韓國（110.84）
緊隨其後。

u 美國排名第 77 位，平均得分為 96.53；加拿大目前排名第 49 
位，平均得分為 99.43。

https://www.worldwide-iq-test.com/iq-tests


美國人平均智商低於全球水平

u 在今年的測試中，美國人的平均智商低於全球水平 （96.53 vs. 
99.69） ，但該機構的新聞發佈說：「有很多聰明的公民居住
在美國……，美國的分數十分偉大 （which is great ） ！」

u 不清楚這是評論員的由衷讚美 ， 還是禮貌上的客套說話？



u 在前十名中，東
亞國家或者地區 
（日本、台灣、
南韓、香港、越
南）佔了一半。





u 七大工業國裏面，只有
意大利和日本在前20位
榜上有名。

u 德國是全球第四大經濟
體，德國和以色列是科
技強國，德國人與猶太
人都是以思想精密而馳
名世界，但只是分別排
名第23和24。



其他研究的結果略有不同

u 任何統計分析都會有樣本誤差、測量誤差，

智商測驗本身有許多爭議性，這些數字並不

是絕對準確，因此需要重複印證。

u Worlddata.info 參考了過去20年（2000-

2019）許多項研究，最主要是根據心理學家

李察林欣 （Richard Lynn） 在2019年發表的

研究報告。

u 基本上這報告結果與wiqtcom的十分接近，東

亞國家和地區都是名列前茅 ，美國的排名是

第29位 。

https://www.worlddata.info/iq-by-country.php


其他國際性的技能測驗

u 其他國際性的技能測驗亦有相似的結果

u 國際學生評估計劃（PISA）
u 國際成人能力評估計劃（PIAAC）



其他國際性的技能測驗

u 國際數學與科學趨勢研究（TIMSS）



其他國際性的技能測驗



實際例子

u 20 世紀 80 年代，A&W 推出了1/3 磅牛肉漢堡
包，與麥當勞的 1/4 磅牛肉漢堡包競爭。儘管
大力宣傳他們的漢堡包有 1/3 磅的肉，但它還
是失敗了。

u A&W 聘請了一家市場研究公司，試圖找出其
漢堡包失敗的原因。他們發現，大約一半的受
訪者以為麥當勞 1/4 磅漢堡包比A&W 1/3 磅漢
堡包有更多牛肉 （ 4 > 3）！ 

u 有人不知道4除以2 並不等同「4開方」 。

u 有人不知道10.25 英寸的炒餸獲和 10 ¼ 是一樣
的。

This Photo by Unknown Author is licensed under CC BY-S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mburger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測試的局限性

u 美國擁有全球最多的諾貝爾獎得主，其經濟實力
、科技水平冠絕全球，但平均國民智力及技能滯
後。

u 智商及技能測試有其局限性，不能完全捕捉有助
於經濟成功和科技發展的因素，如創造力、創業
精神、冒險精神、 接納異見和多元化的開放態
度……等，美國在這些指標上往往表現良好，同
質化程度較高的國家可能缺乏這些優勢。

u 美國經濟和人口的規模、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對
失敗者給予機會……等因素會更好地支持美國的
商業和技術發展。



智力資本指數

u 智力資本指數（Intelligence Capital Index
）評估國家的教育、創造力、人才吸引
環境，從而衡量國家利用知識經濟
（Information economy）的能力。

u 衡量標準包括了大學教育的質素、研究
與發展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移
民佔人口比例、創造力指數…… 。

http://www.kailchan.ca/wp-content/uploads/2017/04/KC_Intelligence-Capital-Index-full-results-and-methodology_Apr-2017_v2.pdf












u 前後有九名華人科學家榮獲諾貝爾科學獎，但除了 2015年醫學獎
得主屠呦呦是在中國大陸接受教育和從事研究之外，其餘都是在
英美獲得學位和發展，特別是在美國。

u 聰明絕頂的中國人，需要在美國的土壤才能夠開花結果。



美國吸納精英移民

u 電話發明人貝爾（蘇格蘭）

u 現代電氣工程先驅特斯拉（塞爾維亞）

u 特斯拉和SpaceX 聯合創始人馬斯克（南非）

u 英特爾前首席執行官兼董事長格羅夫（匈牙利）

u 雅虎聯合創始人楊致遠（台灣）

u eBay 創始人Pierre Omidyar（法國）

u PayPal 聯合創始人Max Levchin（烏克蘭）

u 谷歌聯合創始人布林（俄羅斯）

u Nvidia聯合創始人黃仁勳（台灣）



小心錯誤解讀

u小心利用美國的成就去掩蓋現存的問題，例如在美國教
育文化和制度下學生平均水平落後。可能有人說：「既
然平均智商和技能低於國際水平的美國也可以成為全球
首強，可見美國教育文化和制度並沒有問題 ， 甚至是優
越的，一個人的智商和考試成績並不會影響其成就。」

u兩個現象同時發生，兩者可以是因果關係 （ because of 
），也可以是「儘管如此，但仍然……」（ in spite of ）
，也可以是毫無因果關係（ regardless of ）。



生態謬誤 （Ecological fallacy ）

u 根據群體層面的數據而推論出關於個體的結論。

u 一項研究調查了不同國家飲食習慣與前列腺癌之間
的潛在關聯，它包括檢查人均糖消費量和死亡率等
數據。

u 問題是：人均食糖消費量是在群體層面衡量的數據，
這數字並不意味著該國每個人都吃了完全相同數量
的糖！一個人消耗的糖可能高於或者低過平均水平。
同樣，死亡率是一個群體層面的數據。

u 如果說因為人均食糖消費量高的國家有較高的前列
腺癌死亡率，從而推斷出兩者的因果關係，這就是
一個生態謬誤！



生態謬誤 （Ecological fallacy ）

u同樣道理，能夠榮獲諾貝爾獎或者
開創新科技的美國人，並不是那些
不懂得開方和分辨出分數值大小的
人。

u 試想像，如果美國教育能夠改善，
美國國民的平均智商和能力提高至
高於國際水平，美國會否有更多尖
端科學家、企業家、發明家 ？ 美國
的成就是否會更上一層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