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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生產指數基期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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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期即時性的指標中，工業生產指數
是歷來最廣為人知及充分利用的指標。 

工業生產指數衡量經濟生產中的數量變化，因此不受
價格變化影響，所以是許多應用的首選指標。 

前言 



日本工業生產超優！月增幅 
近4年來最大、指數值創新高 
MoneyDJ新聞 2018-11-30 10:05:38 記者 蔡承啟 報導 

日本經濟產業省30日公佈經濟數據指出，2018年10
月份日本工業生產指數速報值(以2015年=100、經季
節因素調整後；以下同)為105.9，較前月大增2.9%，
再度呈現增長(9月份為月減0.4%)，遠優於金融情報
服務公司QUICK事前所作調查月增1.2%的預估值，
創近4年來(2015年1月以來)最大月增幅；當月日本工
業生產指數原數值年增4.2%至109.4。 

                美國10月製造業生產穩健 
                擴張 
                                2018-11-19 10:27經濟日報 記者周克威╱即時報導 
 

美國10月份工業生產月增0.1%，略低於市場預測值
0.2%，是連續第五個月擴張，過去兩個月工業部門
生產放緩，主因是原物料相關產出走低，所致礦業及
公用事業的產出雙雙下滑。至於終端需求產品仍維持
穩健的擴張格局，其中，消費品及資本設備產出的月 
增幅分別達到0.2%、0.8%，尤以後者的增幅相對強
勁，顯示企業資本支出及海外設備需求仍延續著擴張 

南韓9月工業生產呈19個月以來最大
跌幅  鉅亨網編譯黃意文2018/10/31 10:14 

南韓統計局 31 日公布，受到汽車和電子零組件生產
下跌影響，9 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工業產出按月下跌 
2.5%，為去年 2 月以來的最大跌幅，按年大減 8.4%，
8 月按月走升 1.3%。9 月工業生產指數按月下跌 
1.3%，9 月汽車生產按月下滑 4.8%，零組件生產按
月大幅減少 7.8%。工業生產數據不佳， 
使市場擔憂南韓經濟增長是否失去動能， 
韓國央行指出，南韓第 3 季 GDP 季增 
0.6%，年增 2%，為 2009 年第 3 季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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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工業生產指數相關新聞報導 

新加坡8月工業生產增幅趨緩 為今年
來最慢  2018-09-26 17:02經濟日報 記者洪啟原╱即時報導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DB）26日公布，8月工業生產
年比成長3.3%，遠不如7月的6.7%和6月的8.1%，增
幅為今年來最慢。不計生物醫學工程產品的8月工業
生產年增3%。經季節調整後的8月工業生產月比下滑
2%。8月化學產品生產比去年成長5.7%，專用化學 
                     品生產比去年同期激增14.2%，主因是去 
                     年工廠關閉進行維修導致生產減少，比較 
                     基期較低。芳香製品生產勁增帶動8月其 
                     他化學產品生產成長4.3%，但8月石化產 

                   電子業轉單效應顯現 
                工業生產指數創新高 
                                              2018-11-23 17:45中央社 記者廖禹揚台北23日電 

經濟部今天公布10月工業生產指數116.38，與製
造業生產指數117.6同創歷年單月新高，主要受
惠於行動裝置新品上市，以及網通、伺服器等產
品轉單效應顯現。10月製造業生產指數成長幅度
是近6個月最大，各主要業別多為雙位數成長，
經濟部統計處副處長王淑娟說明，主要是受到工
作天數較去年同期多，部分產業去年歲修、比較
基期較低，以及電腦電子及光學製品業出現轉單
效應等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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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工業生產指數長期發展軌跡 

90年 
網路 
泡沫 

98年 
金融 
海嘯 

49.84 
-8.3% 

68.73 
-7.6% 

工業生產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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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原編工業生產指數面臨的問題 

105年基期改編的創新作法 

105年基期改編結果 

改編工作歷程分享 

我國工業生產指數編製情況與應用 



105年基期改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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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原編工業生產指數面臨的問題 

105年基期改編的創新作法 

本次改編重點工作 

我國工業生產指數編製情況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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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工業生產指數編製情況與應用 

按月調查
7,500家 
  廠商 

蒐集全國
2,684項 
產品資料 

彙總推估 
693項 
工業產品 
產銷存量值 

編製 
工業生產 
指數 

建立 
資料庫 
查詢 

定期發布 
新聞稿與 
產業分析 
  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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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工業生產指數編製情況與應用 

國民所得統計 
景氣對策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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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工業生產指數編製情況與應用 
108.1.29  

蘋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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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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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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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產業經濟統計簡訊 
我國工業生產指數編製情況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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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產業經濟統計簡訊 
我國工業生產指數編製情況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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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105年基期改編的創新作法 

105年基期改編結果 

本次改編重點工作 

我國工業生產指數編製情況與應用 

原編工業生產指數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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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編工業生產指數面臨的問題 

原數量衡量方式難以
充分反映品質變化 1 

工業生產指數過去向以「產量法」 
為主要編算基礎，以生產數量的變動 
顯示產業景氣變動。 

惟科技產品日新月異，產業的成長不僅
仰賴擴大產量，提升品質以創造更高的
附加價值，更是近年企業發展方向。 

傳統以產量法計算的工業生產指數， 
難以反映產品品質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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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數量衡量方式難以充分反映品質變化 
原編工業生產指數面臨的問題 

研發製程微縮技術  提升產品效能 價格攀升 

在科技進步快速的時代，針對品質規格多變的產品，
聯合國新版編算手冊建議採用平減法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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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編工業生產指數面臨的問題 

每5年更換權數有指數
代表性弱化疑慮 2 

工業生產指數以往是以固定基期之
生產淨值為權數，每5年調整一次，
將各項產品群的變動狀況進行加權
計算，用以顯示工業部門產量在計
算期與基期年之間的相對變動。 

但若產業更迭或投入產出結構等發
生重大變遷，可能導致原選定產品
代表性偏誤，且離基期年越遠
偏誤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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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5年更換權數有指數代表性弱化疑慮 
原編工業生產指數面臨的問題 

國
內
手
機
製
造
產
值  

固定基期 
產值高峰 
權數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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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原編工業生產指數面臨的問題 

105年基期改編結果 

本次改編重點工作 

我國工業生產指數編製情況與應用 

105年基期改編的創新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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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品質變化反映於生產指數 

2 權數計算改
按附加價值 

4 修訂納
編行業 

3 
按年更換權
數並以連鎖
方式銜接 

105年基期改編的創新作法 



2 權數計算改
按附加價值 

4 修訂納
編行業 

3 
按年更換權
數並以連鎖
方式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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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品質變化反映於生產指數 

105年基期改編的創新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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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基期改編的創新作法 
將品質變化反映於生產指數 

聯合國新版工業生產指數編算建議，產品品質的提升應反映於 

100年基期693
項查編產品以
產量法為主 

105年基期693
項查編產品以
平減法為主 

增加290項 

生產指數，衡量品質規格多變的產品，應採用平減法。 

產量法
衡量 
品項 

平減法 
衡量 
品項 



1 將品質變化反映於生產指數 4 修訂納
編行業 

3 
按年更換權
數並以連鎖
方式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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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權數計算改
按附加價值 

105年基期改編的創新作法 



22 

105年基期改編的創新作法 
權數計算改按附加價值 

中間投入 生產淨額 

參考聯合國建議 
考量與國民所得統計一致 

生產總額 

稅捐
折舊 

中間投入 生產淨額 稅捐
折舊 

原編權數 

新編權數(附加價值) 



1 將品質變化反映於生產指數 4 修訂納
編行業 

2 權數計算改
按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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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基期改編的創新作法 

3 
按年更換權
數並以連鎖
方式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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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基期改編的創新作法 
按年更換權數並以連鎖方式銜接 

每5年修訂 

每年修訂 



2 權數計算改
按附加價值 

1 將品質變化反映於生產指數 

3 
按年更換權
數並以連鎖
方式銜接 

25 

105年基期改編的創新作法 

4 修訂納
編行業 



原
編
工
業
生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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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基期改編的創新作法 
修訂納編行業 

以營建署核發
使用執照資料
彙編，非實際
調查結果。 

新版聯合國編
算手冊剔除建
築工程業，主
要國家多未納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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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原編工業生產指數面臨的問題 

105年基期改編的創新作法 

本次改編重點工作 

我國工業生產指數編製情況與應用 

105年基期改編結果 



業別 105年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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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權數結構變化 
105年基期改編結果 

原材物料成本降低 折舊相對較高 附加價值提高 

與100年權數比較 

-2.93個千分點 

-24.78個千分點 

+1.41個千分點 

+26.30個千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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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權數結構變化 
105年基期改編結果 

電子零組件業 

420.89‰ 1st  
+122.51個千分點 

化學原材料業 

61.95‰ 2nd  
-48.07個千分點 

電腦電子產品
及光學製品業 

48.36‰ 
3rd  

-41.16個千分點 

基本金屬業 

45.24‰ 
4th  

-45.74個千分點 

製造業主要中業105年權數與100年權數比較 

半導體蓬勃發展＋折舊較高 

手機產量遽減→權數快速下降 

大
陸
供
應
鏈
自
主  

全
球
供
給
過
剩  

價
格
下
跌 



改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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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年增率幅度變化 
105年基期改編結果 

上修1.51個百分點 

106年工業生產 
指數年增率 

上修1.97個百分點 

5.00% 

3.03% 

106年製造業生產 
指數年增率 

5.27% 
3.76% 

改編後 改編前 改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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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年增率幅度變化 
105年基期改編結果 

電子零組件業 
半導體朝高階製程發展 
成長加快 權數提高 

電腦電子產品 
及光學製品業 
手機權數降低 影響變小 
光學製品產量擴增 權數提高 

年增率上修2.75個百分點 

年增率上修8.31個百分點 
上修1.51個百分點 

106年製造業生產 
指數年增率 

5.27% 
3.76% 

改編後 改編前 



105年基期改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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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原編工業生產指數面臨的問題 

105年基期改編的創新作法 

我國工業生產指數編製情況與應用 

改編工作歷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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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工作歷程分享 

深度研讀聯合
國新版工業生
產指數編製建
議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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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工作歷程分享 

蒐集美、日、
韓、星、德等
國家工業生產
指數編製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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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工作歷程分享 

自行撰寫程
式先行試算，
評估新編指
數改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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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工作歷程分享 

逐一核對各
項產品產銷
存量值，確
保資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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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工作歷程分享 

透過每階段作業
事項提示以及完
成時點規範，嚴
控進度，確保改
編作業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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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廣泛參酌各國作法與國際編算手冊
建議，採用多項創新作法 

擴大採用平減法以呈現
產業技術進步成果 

修訂權數計算基礎改採與國民 
所得編算原則一致的附加價值 

縮短權數修訂週期按年
更權，提升指數敏感度 



39 

結語 

廣泛參酌各國作法與國際編算手冊
建議，採用多項創新作法 

擴大採用平減法以呈現
產業技術進步成果 

縮短權數修訂週期按年
更權，提升指數敏感度 

修訂權數計算基礎改採與國民 
所得編算原則一致的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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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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