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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 平均每人房廳數（含

客、餐廳）

住宅房廳數（含客餐廳，不含廚房及

浴室）除以戶內人口數

主計總處

客觀 居住消費支出占家庭

可支配所得比率

按國民所得帳定義，計算居住及維護

住宅之最終消費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所

得淨額比率

主計總處

客觀 無基本衛生設備的比

率

住宅無室內沖水廁所之人口百分比 主計總處

客觀 平均每人居住坪數 居住坪數除以戶內人口數 主計總處

客觀 房價所得比 購買房屋總價除以家庭年所得 內政部營建署

客觀 房租所得比 平均每戶家庭實付房租占總所得比率 主計總處

主觀 居住房屋滿意度 對目前居住的房屋感到滿意的比率 內政部

主觀 住宅週邊環境滿意度 對目前住宅週邊環境感到滿意的比率 內政部

客觀 每人可支配所得（

PPP）
按國民所得帳定義，係指家庭部門及

對家庭服務之民間非營利機構（

NPISH）之所得毛額（薪資、產業主

所得、財產所得及移轉收入淨額）加

上政府對家庭提供的實物社會移轉，

減所得及財產稅、社會安全捐及折舊

，以家庭消費購買力平價（PPP）換

算，並折算為平均每人金額

主計總處

客觀 每人金融性財富（

PPP）
按國民所得帳定義，係指家庭部門及

對家庭服務之民間非營利機構（

NPISH）之金融性資產減金融性負債

之淨額（例如現金及存款、股票、非

股權證券、貸款、保險技術準備金及

家庭自有的其他應收或應付帳款等）

，以民間消費購買力平價（PPP）換

算，並折算為平均每人金額

主計總處

客觀 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

數年增率

每戶可支配所得除以每戶人數，並按

人重新排序後之中位數增率

主計總處

客觀 每人消費金額 平均每戶消費除以平均每戶人數 主計總處

客觀 家庭可支配所得五等

分位倍數

將全體家庭可支配所得由小到大排列

後，所得最高20％者，與所得最低

20％者之比值

主計總處

主觀 家庭收入不夠日常開

銷的比率

每月家庭總收入維持日常開銷有困難

的人口比率

主計總處

客觀 相對貧窮率 等值化可支配所得中位數50％以下之

人口比率

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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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 就業率 15～64歲就業者占該年齡層民間人口

之比率

主計總處

客觀 長期失業率 15～64歲勞動力中失業1年及以上者所

占比率

主計總處

客觀 全時受僱者平均年收

入（PPP）
受僱報酬總額除以約當全時受僱員工

數，並按民間消費購買力平價（

PPP）表示

主計總處

客觀 勞動市場保障性不足 因失業造成預期收入減少的百分比 主計總處、勞動

部、衛生福利部

客觀 部分工時、臨時性或

人力派遣工作者比率

從事部分時間、臨時性或人力派遣工

作者占全體就業者的比率

主計總處

客觀 青年（15～24歲）失

業率

15～24歲失業者占該年齡層勞動力之

比率

主計總處

主觀 工作滿意度 對個人目前整體工作感到滿意的比率 勞動部

客觀 實質總薪資 剔除物價變動後之總薪資平均 主計總處

主觀 社會網絡支持 遇到困難時，有親戚或朋友可在任何

需要時給予幫助的比率

中研院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

客觀 與朋友接觸頻率 過去一年中，與未同住的朋友平均每

週至少聚會一次的比率

中研院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

客觀 與親人接觸頻率 過去一年中，與未同住的親人平均每

週至少聚會一次的比率

中研院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

客觀 志工服務時間 平均每天花在志工服務的時間 主計總處

主觀 對他人的信任 認為大多數人可被信任的程度 中研院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

主觀 家庭關係滿意度 對目前與父母、伴侶及子女等關係的

滿意程度

內政部

客觀 教育程度 25～64歲具高中職（含）以上教育程

度之百分比

主計總處

客觀 預期受教育年數 滿5歲兒童預期40歲以前接受學校教育

的年數

教育部

客觀 學生認知能力 15歲學生之閱讀、數學與科學能力 教育部

客觀 終身學習 25～64歲成人曾在調查年參與終身學

習活動的比率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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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 空氣污染 以人口加權之細懸浮微粒（PM2.5）平

均濃度

環保署

主觀 水質滿意度 自述對當地飲用水質感到滿意的比率 環保署

客觀 接近綠地 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每人享有已闢建

公園綠地面積

內政部營建署

客觀 投票率 國家主要選舉中，有投票權的選民參

與投票的比率

中央選委會

客觀 關係者參與 反映主要及附屬法規制訂過程中，關

係者參與程度之綜合指數

主計總處

客觀 參與政治活動比率 過去一年內，曾經以反映意見、參加

活動等方式參與公共事務的比率

中研院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

主觀 對政府的信任 對立法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社

會保障制度的信任程度

中研院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

主觀 對法院的信任 對司法制度及法院的信任程度 中研院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

主觀 對媒體的信任 對媒體的信任程度 中研院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

主觀 民主生活滿意度 對我國民主生活的滿意程度 中研院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

主觀 言論自由滿意度 對我國言論自由的滿意程度 中研院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

客觀 零歲平均餘命 假設一出生嬰兒遭受到某一時期每一

年齡組所經驗的死亡風險後，所能活

存的預期壽命

內政部

主觀 自評健康狀態 受訪者自我認知一般健康狀況為

「好」或「很好」之百分比

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

主觀 自述日常生活功能受

限

15歲以上成人因健康問題而使日常活

動受限的比率

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

主觀 失能者對主要照顧者

的負擔程度

主要照顧者因照顧失能者而感到有負

荷的比率

衛生福利部

客觀 健康平均餘命 指身體健康不需依賴他人的平均期望

存活年數，由疾病、功能障礙及死亡

的存活曲線，分別計算各年齡別健康

生命之存活率與未罹患慢性疾病狀況

下之平均餘命

衛生福利部

客觀 食品衛生查驗不符規

定比率

食品衛生查驗不符規定件數占查驗件

數之比率

衛生福利部

客觀 食品中毒患者比率 每10萬人口中食品中毒患者數 衛生福利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

指標 定義內容 主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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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 自評生活狀況 依據坎特里爾階梯量表（Cantril
Ladder），相對自己認為最差（0分）

和最佳（10分）的生活，評估自己目

前生活之得分

採UN「World
Happiness
Report」資料

主觀 生活滿意度 自述對目前生活的滿意程度 中研院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

主觀 臺灣幸福特色 使個人覺得生活在臺灣是幸福的因素 主計總處

客觀 加害（他殺）標準化

死亡率

每10萬標準人口中，因加害（他殺）

死亡的人數

衛生福利部

主觀 安全感 夜晚獨自走在居住的城市或鄰近地區

覺得安全的比率

內政部警政署

客觀 家庭暴力被害人口率 每10萬人口中通報家庭暴力案件被害

人數

衛生福利部

客觀 住宅竊盜發生率 每10萬人口中住宅竊盜案件發生數 內政部警政署

客觀 事故傷害死亡率 每10萬人口中事故傷害死亡人數 衛生福利部

主觀 自述暴力受害比率 自述過去一年內曾被人身攻擊或強盜

搶奪之比率

內政部警政署

客觀 受僱者工時過長比率 受僱者主要工作平均每週經常工時達

50小時以上的比率

主計總處

客觀 每日休閒及生活起居

時間

全時工作者通常每日分配在休閒及生

活起居（睡眠、用餐及梳洗等）的時

間

主計總處

客觀 通勤時間 全時工作者每日通勤分鐘數 主計總處

主觀 時間分配滿意度 就業者覺得自己分配在家人、社會聯

繫、工作及嗜好等四方面的時間剛好

的比率

主計總處

主觀

幸福

感

人身

安全

工作

與生

活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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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指標 定義內容 主辦機關

說明：指標共計64項，其中主觀指標22項，客觀指標42項；底色標示係2016年OECD美好
生活指數（BLI）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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