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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歌唱比賽總共有 100 人參賽，參賽者於賽前利用抽籤決定了出場的次序。已知這次

比賽將從這 100 位參賽者中選出一位第一名（其他 99 人全都得不到任何名次），而且由於某

些原因，每位參賽者在上臺唱完後將旋即離去，因此評審人員必須在每位參賽者一唱完就立

刻決定要不要將第一名獎牌頒給他（也就是說，獎牌只能頒給某個剛唱完的人，不能頒給前

面唱過的人）。如果你是這次比賽唯一的評審，面對這樣奇怪的規定，你會怎麼做？當你在比

賽過程中看到某位參賽者唱得很好，你顯然將面臨兩難的抉擇：如果將獎牌頒給他，有可能

後面其實還有唱得更好的人尚未登場，而不頒給他的話又怕他正是該得獎的人。到底該怎麼

做才可以讓這 100人中唱得最合你意的人真的獲得第一名的機率最大呢？ 

由於參賽者不少，因此即使第一位出場的參賽者唱得再好，你大概都不會立刻決定將第

一名頒給他；對最先登場的幾位參賽者你大概都會「先看看再說」，用他們的表現做為衡量後

面的參賽者表現好壞的依據。當你看過的參賽者已經累積到一個地步後（50人恰當嗎？該更

多或更少？），你才會開始認真考慮此後登場的每位參賽者該不該獲獎。 

你所面臨的問題其實可以用下面這個較純粹的數學問題來描述：A 和 B兩人利用 100 張

卡片玩一個遊戲，首先由 A 秘密地在每張卡片上寫上一個數，100 個數全不同，而且數的大

小沒有任何範圍限制；接著 A將這 100張卡片充分洗牌後一張一張翻給 B看，每當 B看到一

張卡片上的數時他必須決定「選」或「不選」，整個翻卡片的過程中 B只能「選」一張卡片，

而如果 B不選某張卡片的話該卡片會立刻被 A撕碎，因此 B沒有反悔的機會。B的目標是希

望能「一擊中的」，選中這 100張卡片中數字最大的卡片。請問：B應該怎麼做才有最大的機

會選中該卡片？ 

由於數字最大的卡片可能是這 100張卡片中的任何一張，因此即便 B在遊戲過程中閉著

眼睛隨便選擇其中一張（例如第 17 張），他選中最大數的機率都還有 100/1 。我們的目標當

然是為他找到一個選中最大數的機率比 100/1 大（而且越大越好）的方法。 

延續我們前面的想法，如果 B對前 50個數「只看不選」，所選擇的數是從第 51個數開始

往後所見的第一個比前 50個數的最大數還大的數，這樣的做法好不好呢？這個做法當然不一

定能選中最大的數，例如最大數如果是前 50 個數之一的話就一定不會被選到，又如第 51 個

數如果比前 50個數都還大的話一定會被選到，但是它未必是全部 100個數中的最大數等。不

過這個做法在某些情況下確實能選中最大數，例如當全部 100個數中的最大數是後 50個數之

一，而且第二大數是前 50個數之一時（為什麼？），這種情形發生的機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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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數是後 50個數之一的機率為 2/1 ，而第二大數是剩下的 99個數中的前 50個數之一的

機率為 99/50 ）；除了上述情形外還有其他情況用這個做法也能選中最大數（你能舉個例子

嗎？），因此這個做法選中最大數的機率已經超過 4/1 ，遠比前面提到的 100/1 還大。 

考慮一個更具一般性的做法：前 )1( −r 個數只看不選（假設 2≥r ），所選的數是從第 r個

數開始往後所見的第一個比前 )1( −r 個數的最大數還大的數。這個做法選中最大數的機率是

多少呢？如果最大數是第 k 個數（ 100≤≤ kr ），那麼只有當它前面的 )1( −k 個數中的最大數

是位於最前面的 )1( −r 個數之一時此法才會選中第 k 個數，這種情況發生的機率為

)1/()1( −− kr ，而由於最大數是第 k 個數的機率為 100/1 ，因此最大數是第 k 個數而且會被此

法選中的機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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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可能的值最小為 r，最大為 100，因此這個做法會選中最大數的機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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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當總共有 n張卡片時（前面的討論中 n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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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目標是求出當 r等於多少時 )(rP 會有最大值。 

如果我們以 )()1()( rPrPrP −+=∆ 表示 r向後移一個位置時 )(rP 的增量，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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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 )(rP∆ 的值會隨著 r的增加而減小（當 r越大，上式等號右邊的括號裡相加的項數越

少），而且由於 0)2( >∆P （假設 4>n ）且 0)1( <−∆ nP ，因此 )(rP 的值隨著 r 的增加先是越

來越大然後越來越小，我們所求的 r當然就是第一個會使得 0)( <∆ rP 的 r （數學上可証明 )(rP∆

的值不可能等於 0，因此最好的 r只有一個），也就是第一個會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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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r；對任意一個大於 4的正整數 n，由上式已足以求出最好的 r是多少。 

當 100=n 時，利用電腦程式不難求得最好的 r為 38，因此 B應該對最前面的 37個數只

看不選，他應選擇從第 38 個數之後所見的第一個比前 37 個數的最大數還大的數，這樣一來

他選中 100個數中的最大數的機率將大約是 0.371，比前面提到的 1/4又大了不少。下表是筆

者利用程式求出來的幾個不同的 n值所對應的最好的 r值： 

 



n 10 100 1000 10000 100000 

最好的 r值 4 38 369 3680 36789 

讀者也許已由上表觀察到隨著 n的增大，r與 n的比值「似乎」越來越趨近某個數（大約

是 0.368），以下我們將說明的確是如此；因此對較大的 n 而言，我們即使沒有電腦都很容易

預測最好的 r值大約是多少。 

考慮當 n 趨於無窮大的情形。數學上可証明此時調和數列的前 n 項的和 nH 與 )ln( n 的值

相當接近（兩者之差趨近尤拉常數 5772.0≈γ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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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 n很大時（此時最好的 r也會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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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由於當 r為最好的值時 0)( ≈∆ rP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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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1)/ln( ≈rn ，可知 nenr 368.0/ ≈≈ ，此時選中最大數的機率為 

368.0
1

)( ≈≈≈
en

r
rP  

因此對較大的 n 而言，如果 B對最前面的 en / 個數只看不選而選擇之後所見的第一個比

前面所有的數還大的數，那麼他選中這 n個數中的最大數的機率約為 e/1 。數學常數 e在這個

地方意外地現身了。 

讀者也許要問：除了這種對前面某些數只看不選而選擇之後所見的第一個比前面所有的

數還大的數的做法外，是不是有可能有其他做法選中最大數的機率會更大呢？答案是否定

的，不過証明稍複雜，我們在此略過。 

日常生活中，我們在許多場合有可能面臨與本文探討的問題類似的情況；在這些情況中，

我們希望能從一堆東西中選擇一個「最好」的（東西的總數事先知道或大略估計得到），不過

所有這些東西並不是同時出現在我們面前供我們選擇，而是一個一個陸續晃過我們眼前，選

擇的機會稍縱即逝；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最好自己事先在心底有個盤算，「該出手時就出手」，

否則很容易錯失良機，後悔莫及。 

舉個例子。假設某人在環遊世界的旅程中想為自己買一件較貴重的物品做為紀念，由於

經費及時間的限制，他只能買一件，而且走過的旅途不再回頭，這樣一來他就面臨了看到每

件合意的物品時必須決定選或不選的情況。又如青年男女的相親活動，在雙方見過面之後常

須告知對方是否有交往的意願，一旦拒絕了對方往往就沒有回心轉意的機會。又譬如某家公

司想要徵求一名秘書，公司主管在面試一個一個的應徵者時，可能需要當場讓每位應徵者知

道自己是否將被錄用，而公司一旦做出決定後就不能反悔；因為情境的契合，本文所探討的

問題在述語上正是常被稱做「秘書問題」（Secretary Probl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