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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遵循之標準。國際貨幣基金亦配合 93SNA 精神，大幅修訂政府財

政統計編算方法與分析架構，未來勢必成為世界各國編算政府財政

統計之標竿。故此行目的在於了解日本對 93SNA 關於政府帳表編製

及其財政統計應用於 93SNA 之情形，期對我國在國民所得統計政府

帳表編算業務更有助益。工商服務業調查係為世界各先進國家為掌

握工商企業經營現況，以提供政府制訂產業政策，除持續檢討現行

普查作業方法外，更需吸收國外先進國家之調查經驗及技術。由於

日本在各項統計調查之經驗及技術相當健全，本次赴日研修即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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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普查作業效率及提升資料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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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識別號：C09500696 

摘要 

聯合國訂定之國民經濟會計制度（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簡稱

SNA），向為世界各國國民所得統計編算所遵循之標準，SNA 計有 1953 年版（簡

稱 53SNA）、1968 年版（68SNA）及目前最新 1993 年版（93SNA）之不同版本。

國際貨幣基金（IMF）亦配合 93SNA 精神，於 2001 年公布新版政府財政統計手冊

（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 Manual，簡稱 GFS 手冊），大幅修訂政府財

政統計編算方法與分析架構，未來勢必成為世界各國編算政府財政統計之新標

竿。由於日本之統計技術名列世界前茅，向為亞洲鄰國觀摩與學習之對象，故此

行目的在於了解日本對93SNA關於政府帳表編製及其財政統計應用於93SNA之情

形。根據講師佐藤勢津子表示，日本尚未根據 IMF 所公布的 GFS 手冊編製相關帳

表，故課程主要簡介日本財政制度與 93SNA 的政府部門範圍及 93SNA 政府帳表編

製相關資料，如軟體支出改列固定資本形成、政府基礎建設提列固定資本消耗及

引進實際最終消費觀念等，對我國在國民所得統計政府帳表編算業務更有助益。 

工商服務業調查係為世界各先進國家為掌握工商企業經營現況，以提供政

府制訂產業政策，輔導企業持續穩定成長，以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實力。我國總體

經濟近年受網絡數位化及全球化影響，企業面臨外移及轉型之競爭壓力，為深入

了解我國產業結構變遷與國際競爭力，亟需強化我國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表式設計

及精進調查方法與技術，除持續檢討現行普查作業方法外，更需吸收國外先進國

家之調查經驗及技術，以精進普查作業效率及資料確度。由於日本在各項統計調

查之經驗及技術相當健全，本次赴日研修即為實地了解日本工商服務業相關調查

之辦理經驗及調查方法，作為改進我國工商及服務業普查之參考。於交流協會研

修期間，研習日本事業所及企業普查、工業統計調查、商業統計調查、服務業基

本調查及法人企業統計等調查技術及方法，並實地拜訪千葉縣政府綜合企劃部統

計課，了解地方政府相關統計調查實務及有關統計調查員之制度，此外，亦拜訪

日本統計協會伊藤彰彥理事長，了解最近日本政府正積極檢討統計組織及制度，

預計於 2007 年訂定新統計法，適逢我國也正面臨組織調整及統計法之修訂，所

獲資訊亦可提供我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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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修目的與過程 

一、研修目的 

國際貨幣基金(IMF)於 2001 年公布新版政府財政統計手冊

(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 Manual,簡稱 GFS)，該手冊配合聯合

國 1993 年所頒訂國民經濟會計帳(93SNA)之精神，大幅修訂政府財政統計

編算方法與分析架構，未來勢必成為世界各國編算政府財政統計之新標

竿。我國刻正嘗試遵循該手冊之架構編算政府財政統計資訊，並著手依

93SNA 改版國民經濟會計帳表，惟面臨諸多困難，日本之統計技術名列世

界前茅，向為亞洲鄰國觀摩與學習之對象，無論是政府財政統計或

93SNA，其技術與方法，均值得我國參考學習。此外，日本工商統計調查

制度已達世界水準，為改善我國近年來調查環境日益艱困情況，擬參考日

本近期最新調查技術及方法，供我國規劃改進工商及服務業普查作業之參

考。此次研修重點如下： 

(一)了解日本編算財政統計之作業過程與發布方式。 

(二)了解日本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政統計的純計移轉關係。 

(三)了解日本事業所及企業普查、商業統計調查與服務業基本調查(3 合 1

調查)實際調查制度與最新技術。 

(四)了解日本企業相關調查之名冊編製、調查技術、抽樣及推估方法。 

二、研修過程 

經濟部民國 94 年度台日技術合作計畫研修項目「財政與國民所得統

計實務及工商服務業調查技術之研究」，由行政院主計處專員詹士賢、科

員郭燕玲、科員梁嘉莉等三員組成，並依據日方所訂研修日期，從民國

94 年 12 月 12 日至 12 月 23 日，共計 12 天。研修日程及課程安排均由台

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協調日本財團法人海外職業訓練協會(OVTA)辦理。 

在日研修期間，承蒙台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經濟部技術交流推進

役) 秘書謝偉馨先生安排，以及日本財團法人海外職業訓練協會承辦研修

事宜，並由該協會事業部事業課事業第一股長西田喜実子小姐負責規劃研

修課程，所安排之講師均為實際從事該項業務之政府官員或經驗豐富之退

休官員，除在東京都台日交流協會上課外，並參訪千葉縣政府綜合企劃部

統計課及拜會日本統計協會。研修期間受到總務省政策總括官(統計基準

擔當)付統計企劃管理官付主查大藪哲哉先生；千葉縣政府綜合企劃部統

計課副課長中村直樹先生、統計調查室經濟担当副主幹須藤洋先生、統計

調查室工業担当副主幹宇井新治先生、統計調查室商業勞働担当副主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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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清孝先生；財團法人日本統計協會理事長伊藤彰彥先生；總務省統計局

事業所及企業統計室審查發表股統計專門職兼平剛志先生、經

濟統 先

三、

研修時間：民國 94 年 12 月 12 日至 12 月 23 日 

研修機構：日本財團法人海外職業訓練協會(OVTA) 

研修地點：東京都台日交流協會 

參訪單位：日本統計協會、千葉縣政府綜合企劃部統計課 

講授人員：   

總括官(統計基準擔當) 主查 大藪哲哉 

千葉縣政府綜合企劃部統計課 

總務

經濟產業省經濟產業政策局調查統計部 參事官補佐 石田照幸 

統計調查部

計課總務事務官瀨口顕生 生；財務省財務綜合政策研究所調查統計

部電算機專門官竹村伊津子小姐；統計開發機構理事佐藤勢津子女士；經

濟產業省經濟產業政策局調查統計部產業統計室參事官補佐(企劃調整擔

當)山根一久先生、參事官補佐(商業統計擔當)三田章夫先生、參事官補

佐矢崎修先生、宣傳．國際室參事官補佐(國際擔當)石田照幸先生等人在

年底業務最繁忙之際，還要撥冗整理講義並為我們上課，復有李秀娥小姐

幫忙課程之日文翻譯與解說，在此均對他們表達最誠摯的謝意。 

茲將此次授課講師及研修課程臚列如后。 

研修機構及授課講師 

日本統計協會 理事長 伊藤彰彥 

總務省政策

副課長 中村直樹 

千葉縣政府綜合企劃部統計課 副主幹 須藤 洋 

千葉縣政府綜合企劃部統計課 副主幹 宇井新治 

千葉縣政府綜合企劃部統計課 副主幹 大岩清孝 

總務省統計局統計調查部 統計專門職 兼平剛志 

省統計局統計調查部 總務事務官 瀨口顕生 

財務省財務綜合政策研究所調查統計部 電算機專門官 竹村伊津子

統計開發機構 理事 佐藤勢津子

經濟產業省經濟產業政策局調查統計部 參事官補佐 山根一久 

經濟產業省經濟產業政策局調查統計部 參事官補佐 三田章夫 

經濟產業省經濟產業政策局調查統計部 參事官補佐 矢崎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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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期 研習行程 講授單位 

研修課程表 

12/12(一) 台北→東京  

12/13(二) 課程說明會 

日本海外職訓協會(台北

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秘書

謝偉馨先生、西田小姐) 

總務省政策總括官(統計

基準擔當) 
12/14(三) 日本統計制度實務及統計行政之展開

12/15(四)
葉縣政府綜合企劃部統

計課 
 千葉縣統計調查實務 

千

12/16(五) 現在的統計制度的現狀及課題 日本統計協會 

12/17(六) 研習資料彙整  

12/18  (日) 研習資料彙整 

12/19
務業基本調查 

統計調查部

總務省統計局統計調查部
(一) 

二、服

一、事業所及企業普查 總務省統計局

12/20
財務綜

查統計部

財務省 合政策研究
(二) 法人企業統計 

所調  

12/21(三)  發機構國民經濟計算及財務統計 統計開  

12/22
會 

經濟產業省經濟產業政策

局調查統計部 

經

馨

(四) 
二、研修評估及檢討

一、工業統計．商業統計調查 台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台北駐日 濟文化代表

處秘書謝偉 先生、西田

小姐) 

12/23 北 (五) 東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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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修過程相簿 

 

政策總括官講赴東京都台日交流協會研修 與總務省 師合影 

 

與千葉縣政府統計課副課長合影 調查資料儲存用磁帶及光碟 

 

局統計調查部講師合影 與日本 與總務省統計統計協會理事長合影 

 

與總務省統計局統計調查部講師合影 與財務省財務綜合政策研究所講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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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統計開發機構講師合影 與經 影 濟產業省經濟產業政策局講師合

 

與講師熱烈討論 台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霞關政府出版品中心 查閱政府出版品中心研修資料 

 

日本財團法人海外職業訓練協會 協會提供研修學員使用之公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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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本統計行政概要 

一、日本採分散型統計制度，為橫向協調整合各府省統計調查，於總務省統計

2-1，日本統計機構統計職員

日本統計機構體系 

局設置統計基準部，日本統計機構體系如圖

數如表 2-1。 

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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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日本統計機構統計職員數 

(綜合調整部局)                                                                                                主要統計調查 

本 省 廳 ６００人  
總務省統計局統計基準部 總 務 省 ６００人

地方支分部局 －  

國勢調查、事 所及企業普查、住宅 地
計調查、零售 價統計調查、勞動力 等

業
物

．土
調查

統
 

本 省 廳 ３３９人  
   厚 生 勞 動 省 ３３９人

地方支分部局 －  

國民生活基礎 查、人口動 患 調
每月勤勞統計 查、工資構造基本統

調
調

態調查、 者
計調

查、
查等 

本 省 廳 ３１２人  
 農 林 水 產 省 ４,４２０人

地方支分部局 ４,１０８人  

農林業普查、 業普查 業經營統 查、
作物統計調查 製材統  

漁
、

、農
計等

計調

本 省 廳 ２４９人  

○統計行政基本企劃及草

擬事項的推動 

○統計調查的審查及調整 

○統計調查的基準設定 

○國際統計事務的統括 
 經 濟 產 業 省 ３２９人

地方支分部局 ８０人  

工業統計調查、商業統 查、經濟 省生
產動態統計調查、特定 業產業實 查等 

計調
服務

產業
況調

本 省 廳 ９０人  
  國 土 交 通 省 １０５人

地方支分部局 １５人  

建設工事統計調查、建 工統計調 港灣
調查、汽車運輸統計調 內航船舶 統計
調查等 

築著
查、

查、
運輸

本 省 廳 １５２人  
  其 他 ２１８人

地方支分部局 ６６人  

法人企業統計調查(財務省)、社 查(文
部科學省)等 

會教育調

(合計６,０１１人) 

(註)1.統計職員的範圍包括統計調查的實施及公務統計的編製。 
2.職員數資料時期為平成 17 年 4月 1日。 
3.其他統計機構包括內閣府、警察廳、法務省、財務省、文部科學省及人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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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計法及統計報告調整法概要 

(一)統 (昭 年法律第 18 和 5 行 

<<目的 1條

； 計調 複排 ；○統計體系之整備； 

.各 計調 通事 規

計法

>>(第

○統計真實性之確保

○統計制度之改善 

種統

和 22

) 

查共

號)昭

○統

定

22 年

查重

月施

除

1 項之

(1)秘密之保護(第 1  

(2)調查表目的外使用禁止原則(第 15 第 條之 2) 

.各種指定統計調查及申報統計調查相關事項之規定

4條)

條、 15

2  

(1 統 相 (第 、 、 條、第 7 條、第 13

第 )。

【指定統計調查】國家對地方公共團體的統計、決定國家的基本政策必要的統

計、對國民生活有關的統計，以及總務大臣指定公告的統計。  

)指定

條、

計調查

18 條

關事項

 

2 條 第 3 條 第 5

A.指定統計之指定(第 2條) 

指定統計調查規則( 等 制 、 改 止 關 (第3條) 

.申報 (第 5 )

D.指定統計調查實施之承認(第 7條) 

.實地 (第 1

.地 委 ( 18 )

(2 報 (第 。

【 報 計 查 國家、都道府縣、市、日本銀行以及日本工商會議廳指定統

計 查 及 計 告 徵 之 的 計

B.

C

府省

 

令 )之 定 修 廢 相 協議

義務 條

E

F

)申

調

統

調查

公共

計調

的

3條) 

事務

關事

外

方

統

】

報

團體

查相

集

之

項

統

託

8

調

第

條)

查。

條

 

 

 

申

調

統

以

(3)行政機關等個人資訊保護法案之適用除外規定(第18條之2)平 15

年 月新設。 

 

( )統計報告調整法(昭和 7年法律第 148 號)昭和 年 8月施行 

<<目的>>(第1條) 

計報告 徵集( 認統計 查)方 需進行 要調整，以減輕編製

統計 告的負 ，並謀 行政 的效 化。 

【統計報告之徵集(承認統計調查)】國家的行政機關以 1 以上之事

企業等為對象辦理指定統計調查及申報統計調查以外之統計調查。 

成

．

5

二 2 27

必

  

0 人

統

報

之

擔

承

求

調

事務

法

率

業所

○各種統計調 及統計 告之徵 (承認 計調查 相關事項之

(1)承認統計報告之徵集相關事項(第 4條、第 5條、第 8條~ ) 

A.有關統計報告徵集之承認(第 4條) 

B 認之基準(第 條

C 止或變更(第 ) 

(2)行政機關等個人資訊保護法案之適用除外規定(第12條之 15

年 月新設。 

查 報 集 統 ) 規

第

3)

定

10

平

 

條

成

.承

.中

5

5

8 條

) 

~第 1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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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計調查種類  

(一)指定統計調查  

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編製之統計，為總務大臣指定公告之重要統

計，指 6年 5月 1號已實施 57 種調查，指定統計調

覽表如表 2-2。  

(例子)人口普查(總務省)、家計調查(總務省)、農林業人口調查(農林水產

調查 (厚生

全國性之普查由

(二)統計報告之徵集(承認統計調查)   

得辦理。  

(例子)消 康‧營養調查(厚生勞動省)、農業構

造動態調查(農林水產省)、經濟產業省設備投資調查 (經濟產業省)。 

(三)申

報告之徵集之外，對國家、地方公共團體進

行之統計調查。認為在實施時事前需總務大臣之核准始得辦理(國家申

計調查)。 

◎ 指定統計調查以及承認統計調查件數 (截至平成17年4月1號)  

指定統計調查 57 

定統計調查自平成 1

查有強制申報義務，指定統計一

省)、經濟產業省生產動態統計調查 (經濟產業省)、患者

勞動省) ，指定統計之流程如圖2-2，共有9種方式，

中央府省透過都道府縣及地方分支部局，以及市區町村執行。 

國家行政機關是以個人及企業所為對象進行指定統計以外之統計

調查。為了減輕報告者負擔，在實施時需總務大臣核准始

費動向調查(內閣府)、國民健

報統計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以及統計

報統計調查、以地方公共團體為對象之統

(例子)居民基本登記冊人口移動報告(總務省)、自然公園等用戶數調查(環

境省)、登記統計調查(司法部)。 

承認統計調查 105 

(註)1

。  

.關於指定統計調查，到目前為止已實施之調查件數。  

2.承認統計調查承認期間為截至平成17年4月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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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指定統計一覽表 

平成 17年 4 月 1日 

指定編號 指定統計之名稱 指定年月日 指定編號 指定統計之名稱 指定年月日

總務省<<14>> 農林水產省<<7>> 

1 9國勢調查 昭 22.5. 2 26 農林業普查 昭 24.9.2

2  昭 2 5 . 4 . 4事業所及企業普查 昭 22.5. 2 33 牛乳乳製品統計

14 住宅．土地統計 昭 23.5.17 37 作物統計 昭 25.6.21

30 勞動力調查 昭 25.1. 7 54 海面漁業生產統計 昭 2 7 . 7 . 2

售物價統計 昭 25.5. 8 67 漁業普查 昭 28.8.2235 零

56 家 .30計調查 昭 27.9. 4 69 製材統計 昭 28.9

57 個人企業經濟調查 昭 27.9.11 119 農業經營統計 平 6 . 7 . 1

61 科學技術 昭 28.3.18研究調查 經濟產業省<<12>> 

76 地方公務員薪資實態調查 昭 29.12.23 10 工業統計調查 昭 22.11.21

87 就業構造基本調查 11 經濟產業省生產動態統計 昭 22.11.26昭 31.4.12

97 全國消費實態調查 昭 34.5.23 23 商業統計 昭 24.6.15

國物價統計 昭 42.6.13 40 埋藏礦量統計 昭 25.8.31108 全

昭 51.8. 6 43 瓦斯事業生產動態統計 昭 26.3.28114 社會生活基本統計 

117 服務業基本統計 平元.4.1 0 46 特定機械設備統計調查 昭 27.2.20

財務省<<1>> 51 石油製品需給動態統計 昭 27.3.31

110 昭 2 8 . 6 . 3法人企業統計 昭 45.6. 8 64 商業動態統計調查 

國稅廳<<1>> 113 特定服務業產業實態統計 昭 48.10.1

77 民間薪資實態統計 昭 30.1.27 115 經濟產業省特定業種石油等消費統計 昭 55.8.11

文部科學省<<4>> 118 經濟產業省企業活動基本統計 平 4 . 9 . 1 1

13 學校基本調查 昭 23.5.17 120 工商業實態基本統計 平 10.3.31

15 昭 .2 國土交通省<<10>> 23 . 6學校保健統計 

62 學校教員統計 昭 28.3.28 6 港灣調查 昭 22.6.19

83 昭 .24 28 船舶船員統計 昭 24.12.1330.8社會教育調查 

厚生勞動 昭 24.12.13省<<7>> 29 造船造機統計 

5 人口動態 昭 22.6.19 昭 2 5 . 3 . 2調查 32 建築著工統計 

7 每月勤勞統計調查(常雇

5~29、1~4 人) 

昭 22.8. 2 71 鐵路車輛等生產動態統計調查 昭 29.2.26

 每月勤勞統計調查(常雇員

工 30 人以上) 

 84 建設工事統計 昭 30.10.19

48 藥事工業生產動態統計調查 昭 27.3.11 90 船員勞動統計 昭 32.3.25

65 醫療設施統計 昭 28.7. 7 99 汽車運輸統計 昭 35.3.28

66 患者調查 昭 28.7. 7 103 內航船舶運輸統計 昭 38.3.30

94 工資構造基本統計 昭 33.3.25 121 法人土地基本統計 平 10.5.20

116 國民生活基礎統計 昭 61.6.18 << 合 計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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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國家統計調查流程圖(主要指定統計調查) 

中     央     府     省 

 

都  道  府  縣  

統計主管課 事業 管 教育委員會 
地方分支部局 

主 課(包含 )  

 

)町村 
保 健 所 

會 

 
市(區 福祉事務所 

教育委員

 

統計調查員  統計調查員  統計調查員 

 

調 查 對 象 ( 個 人 法 人 事 業 所 團 體 等 )  

 

   
．學校教 查(部分

． (部分為

．人口動態調查 
． 分為

．患者調查 

員統計調 為 、 )

社會教育調查 、 ) 

醫療設施調查(部 ) 

＇ 

．學校

．每月 工 30 人以

上)

．國民生活基礎調查 

運統計調查(部分

造基本統計調查

保健統計調查 

勤勞統

 
計調查(常雇員

．汽車貨 為 ) 

．工資構  

   
．勞動力調查 

．零售物價統計調查(部分為 、 ) 
．家計

．個人企

分為 ) 
．經濟產業省生產動態統計調查(部分

為

．商業動態統計調查(部分為 、 ) 
．特定  

．每月勤 5~29、1~4

人)

．藥事工業生產動態統計調查 

．港灣調查 

．法人企業統計調查 

 

．作物統計調查 

．製材統計調查(部分為 ) 

調查 

埋藏礦量統計調查 
然氣事業生產動態統計調查 

經濟產業省企業活動基

員統計調查 
機統計調查 

動統計調查 

舶運輸統計調查

調查

業經濟調

 

查 

．社會生活基本調查(部

、 、 ) 

服務業產業實態調查

勞統計調

 

查(常雇

．民間薪資實態統計調查 
．牛乳乳製品統計調查

．海洋漁業生產統計調查(部分為 ) 

．農業經營統計

．
．天

．

．船舶船

本調查 

．造船造

．船員勞

．內航船  

   
．國勢調查 
．事業

．住宅．土地統計

．就業構造
．全國物

．全國消費實態調查 

．服務業基
．農林

．漁業普

．工業
．商業統計調查 

．工商  

所及企業普查 

調查 

基本調查 
價統計調查 

本調查 
業普

查(部分為

查(部分為 ) 

) 

統計調查 

業實態基本調查

＇ 

．學

．法人土地基本調查(部分為 ) 
． 查 

．建設工事統計調查 

．地方公務員薪資實態調查(部分為
＇)

．石油製品需給動態統計調查 

．特定機械設備統計調查 

．鐵路車輛等生產動態統計調查(部分

．經濟產業省特定業種石油等消費統計

調查(部分為 ) 

校基本調查(部分為 、 ) 

建築著工統計調

 

．科學技術研究調查 

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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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統計日 

(一)所謂「統計日

，加深國民對統計重要性之關心及理解，

於昭和 48 年 7 月 3 1 18 號為統計日。  

號最初用於編製府縣物產表1之生產統計，

3

圖2-3 平成17年度「統計の日」海報 

」 

為了對統計調查共同努力

號內閣會議決定每年 0月

10 月 18 為陽曆宣導太政

官公告之日子(陰曆明治 年 月9 24 號)。  

 

 

年度海報標語「統計看得見的現代 看得見

兵庫縣揖保郡太子街統計調查員小田久美子之作品。 

                                                

的未來」是

 

 

部省)各府縣物產相比較，包括各地區農林水產品和礦工業生產總

產量，用以編製統計報告，對統計發展過程有重要之起始作用。 

 

1
府縣物產表為明治政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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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計日」相關慶祝活動 

「統計日」為中心，實施

講演會、統計大會等活動，今年實施如下之慶祝活動。 

1.總務省政策統括官(統計基準擔當)之配合 

(1)統計數據及圖表競賽 

體之展示。 

(2)由專家學

(3)第 56

對統計有功之各省

以總務省為首之各府省和地方公共團體以

統計圖表競賽入選作品等各種統計方面資料及統計相關電腦軟

者參與之政府機關統計學術研討會 

次全國統計大會 

對統計改進及發展有貢獻者授與國家級獎賞，

大臣表彰，統計圖表全國競賽特選獲獎者授與總務大臣特別獎，以

及舉辦紀念演講等活動。 

2.地方公共團體之配合 

(1)地方統計大會及統計有功者表彰儀式 

都道府縣以及都道府縣統計協會在各地召開地方統計大會和統

計有功者表彰儀式，舉辦統計有功者以及統計圖表競賽入選者之表

彰及演講會。 

(2)統計圖表競賽入選作品展示會 

都道府縣以及都道府縣統計協會召開在統計圖表競賽入選作品

之展示會。 

(3)統計數據博覽會 

都道府縣以及都道府縣統計協會舉辦統計調查架構及調查結果

看板展示、運用電腦之統計智力測驗等統計數據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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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統計標準與

系 國民經濟會計制度（System 

of N SNA），向為世界各國國民所得統計編算所遵

循之標準，

聯合國於 新版國民經濟會計制度（以下簡稱 93SNA）。國際貨幣

基金 版政府財政統計手冊

（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 Manual，簡稱 GFS 手冊），大幅修訂政

府財政統計

之新標竿

對象，故 3SNA 關於政府帳表編製及其財政統計應

用

財務省主計局調查課及內閣

府經濟社會

責編製，

府帳編製的相關資訊及經驗；惟因本次研修期間適逢此 2 單位正忙於平成

18 年度中央政府預算案事宜，故無法派現職人員參加此次研修課程，所邀

請的講師佐

退休之課 計開發機構理事；根據佐藤女士表示，由於政府財政

統計是一項艱鉅的統計工作，故日本尚未根據IMF所公布的GFS手冊編製相關

帳表，本次

及 93SNA

一、日本財政制度與 93SNA 的政府部門範圍 

日本政府層級分為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區分為都道府縣

及市區町村兩級；中央政府預算分為一般會計預算（相當我國之總預算）、

特別會計預算（相當於我國之附屬單位預算）及政府關係機關預算（公營

銀行或公庫等單位），地方政府則分為普通會計及特別會計；日本 SNA 經

濟部門的分類標準是依據日本標準產業分類（Japan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簡稱 JSIC），SNA 將政府部門區分為中央政府、地方政

府及社會保障基金；SNA 之政府部門與及財政制度上的政府範圍差異大略

可以參考圖 3-1，日本財政制度上政府部門在 SNA 上的詳細分類可參考附

表 3-1。

                                                

日本財政統計及國民所得統計 

隨全球化經濟發展趨勢，統計資料國際比較已成為發展各國

統，使其與國際接軌之重要方向，聯合國制定之

ational Accounts，簡稱

為因應全球經濟環境轉變及取得國際間各種統計作業的一致性，

1993 年公布

（IMF）亦配合 93SNA 精神，於 2001 年公布新

編算方法與分析架構，未來勢必成為世界各國編算政府財政統計

。由於日本之統計技術名列世界前茅，向為亞洲鄰國觀摩與學習之

此行目的在於了解日本對 9

於 93SNA 之情形。 

目前日本財政統計及國民經濟計算分別由

總合研究所（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2負

因此本次研修期盼能從此 2單位學習在政府財政統計及國民所得政

藤勢津子係 2004 年初自內閣府經濟社會總合研究所國民所得課

長，目前為統

所安排的課程主要是簡介日本財政制度與 93SNA的政府部門範圍

政府帳表編製相關資料。 

 
2日本政府中央機關自 2001 年 1 月起實施組織改革，將原 22 府省廳精簡為 12 府省廳，大藏

省改為財務省(http://www.mof.go.jp)，總理府經濟企劃廳經濟研究所改為內閣府經濟社

會總合研究所(http://www.esri.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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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1>日本SNA與財政制度之政府範 異

圍

3-1 圍的差圖

財政制度的範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一般會計

　　歳入

租税・印紙收入

普通會計

　 歳入

注）

　　　補助公立機 地方税

　　歳出

般經

歳

一 費

關 給

出

與關係費

納付金 特 計別會 的補助 地方讓與税 一般行政經費
官業收入 國債費 　 地方特例交付金 　自行辦理業務

公 金收入債 地 付 付 　 務方交 税 地方交 税 　中央委辦業

國庫支出金 　國民健康 費保險關係
都道府縣支出金 公債費
諸收入 維持補修費

特別會計 地方債 投資的經費

事業特別會計 企業特別會計 國有林野事業 　國直轄・補助
保險事業特別會計 厚生年金 　單獨

國民年金 公營企業補助金
地震再保險* 　企業債償還費
森林保險* 　其他

公共事業特別會計 道路整備 其他

港灣整備

行政的事業特別會計 登記
特許

國立學校 特別會計

食糧管理 公營業會計
融資事業特別會計 産業投資* 收益事業會計

資金運用 財政融資資金* 國民健康保險事業會計
外為資金 老人保健事業會計

そ的他 交付税 公益質屋事業會計
讓與税 農業共濟事業

國債整 交通災害事業會理基金 計

公立大學附属病院事業會計

介護保險事業會

障基金（

行 人 特殊法人 厚生年金特別會

計

代表機關）

計

政府諸機関

　　　　獨立 政法

　 社會保

認可法人

政府 國民年金特別會計
公營企業（非金融） 　　　 國民健康保險事業會計

　 　　　　（金融）　 老人保健字魚會計

介護保險事業會計
有標記"*"的特別會計在SNA上屬於公營企業 各共濟組合
注）一般經費內含對民間企業的補助金。 健康保險組合

國民健康保險組

　 府 費

圍

　　 對地方政 目的別經 補助

SNA的範

合

產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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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財政統計的資料來源及其在 SNA 之應用 

中央政府之資料來源為一般會計及特別會計的決算書，地方政府則為地方

財政統計年報及地方公營企業年鑑，而 SNA 推算政府部門各帳表則會依據 SNA

的定義按照性質別、目的別及經濟活動別推算政府部門各帳表相關科目，如受

雇人員報酬、中間消費、固定資本形成等等。 

三、日本改編 1993SNA 過程簡介 

自聯合國公布 93SNA 後，日本總理府經濟企劃廳下的國民經濟計算部即於

次年 7 月在國民經濟計算調查會議中，決議進行研究編製相關帳表，接著由其

下之體系勘定委員會研究整體架構，分由「資產金融委員會」、「分配財政委

員會」及「生產支出委員會」等各組委員會依各專家學者研究報告，進行研究

試編後，結果再送各委員會合組之「基本體系部會」審議，最後於平成 12 年（西

元 2000 年）9 月昭開 93SNA 改編說明會，於同年 10 月底全面改換 1993SNA 新

制，並以平成 7年（西元 1995 年）為基期年，編製實質統計結果，目前所有帳

表除「國民總支出帳」因引用較多及便於比較，追溯修正至昭和 50 年（西元

1980 年）年外，其餘帳表僅追溯修正至平成 2年(西元 1990 年)。 

四、日本 SNA 編算所需之各種統計種類 

由於 SNA 是屬於需要加工的統計工作，目前與 SNA 有關之統計有：國勢調

查、勞動力調查、就業構造基本調查、每月勤勞統計調查、賃金構造基本統計

調查、職業安定業務統計、工業統計調查、礦工業指數、商業統計調查、家計

調查、國民生活基礎調查等等。 

五、日本 SNA 帳表公布種類 

分為四半期速報（Quarterly Estimate，簡稱 QE，又分 1次 QE 及 2 次 QE）、

確報及確確報，速報即為季報，每季公布 1次，於當期結束 2個月後發布 1次

QE，過 1個月後，再依最新之基礎資料發布 2次 QE；確報即為年報，於當期結

束後 12 個月發布，確報公布後隔年，再根據「工業統計表品目編」等新統計資

料修改確報數值；另因產業關聯表及國勢調查為日本計算國民經濟的基礎統計

資料，由於兩者皆是每隔 5年舉辦 1次，國民經濟計算必須反映新的經濟與產

業結構，因此每 5年（逢西曆年 0或 5）會配合基期修訂。 

名稱 1~3 月 4~6 月 7~9 月 10~12 月 

1 次 QE 5 月上旬 8 月上旬 11 月上旬 次年 2月上旬 

2 次 QE 6月10日前後 9月10日前後 12月10日前後 次年3月10日前後 

確報 N+1年12月初發布 

確確報 N+2年12月初發布 

基期 每隔5年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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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93SNA 在政府部門統計主要改變 

(一)資

體支出（包含對外採購或內

形固定資產，因此在 93SNA 中政府的軟體支出

由

(

對較低利

務成本，並可產生營業盈餘，亦即服務

費

最終消費增加，但目前日本所公布的 SNA，

對象分配，目前尚在研究及試編。 

(三)政

日本各項政府固定資本形成係以直線法提列固定資本消耗， 大

樓、機械設備、運輸工具等固定資本形成耐用年限主要參考財務省所編之「耐

用年數表」 而基礎建設則分為 12 ，其耐用年限分別為： 、

港灣 49 年、航空 17 年、下水道 15 年、廢棄物處理 15 年、都市公園 24 年、

訊軟體支出改列固定資本形成： 

 68SNA 將購買附著於硬體之軟體支出視為固定資本形成，而單獨購買

之軟體則計為中間消費；隨著資訊軟體支出逐年增加，並且軟體使用年限往

往超過一年，93SNA 將預期使用一年以上的軟

部自行開發軟體）視為無

政府消費改列至政府投資，並對其提列固定資本消耗。 

日本利用「特定服務業實態調查」，配合基準年「產業關聯表」軟體

業之相關資料推估採購軟體支出，再用固定資本形成矩陣區分政府及民

間的採購軟體支出，因目前日本尚未辦理自行開發軟體的相關統計，故

此部分尚未改編完成。 

二 ) 間 接 衡 量 之 金 融 中 介 服 務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Services 

Indirectly Measured，簡稱 FISIM)改依使用對象分配： 

銀行及其他金融中介機構在提供存、放款服務時，並未直接收取服

務費用，因其向貸款方收取較高利率的利息，而支付付款方相

率的利息，其間的差距已涵蓋服

用隱含於金融機構收付之利息差額中。68SNA 的處理是虛擬一產業：「設

算銀行服務費」，將其全數視為企業中間消費，93SNA 則建議將 FISIM 的

消費依使用對象進行分配，即區分為最終消費、國外淨輸出及產業中間

消費，這部分的改變將使政府

這部分尚未改依使用

府基礎建設提列固定資本消耗（Consumption of Fixed Capital, CFC）： 

68SNA 主張政府基礎建設（如道路、橋樑及水壩等資產）使用期限可

經維修而無限延長，故不必提列固定資本消耗；但實際上政府基礎建設

耐用年限雖長，仍為有限，故 93SNA 建議應對其提列固定資本消耗。由

於政府服務生產者之生產總額係以成本法估算，其固定資本消耗增加除

反映於分配面外，亦提高生產面之生產總額與附加價值，以及支出面之

政府最終消費，即 GDP 等額增加。 

其中辦公

， 個部門 道路 4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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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公園 24 年、學校設施 29 年、社會教育設施 49 年、治水 49 年、

農業 32 年、漁業 50 年。 

(四)消費二次元：最終消費支出（Fi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及

實際最終消費（Actual Final Consumption） 

1.在 68SNA 概念中，僅以「支付者」的角度，將總體經濟之最終消費區

分為：家庭（Households）、對家庭服務之民間非營利團體（Private 

non-profit institutions serving households，簡稱 NPISHs）及政

府（Government）三個部分，亦即最終消費支出總額＝家庭最終消費

支出＋對家庭服務之民間非營利團體最終消費支出＋政府最終消費支

出，其中家庭最終消費支出及 NPISHS 兩部門之最終消費支出可合稱為

民間最終消費支出（Private fi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2.除了原本以「支付者」角度區分最終消費支出概念外，93SNA 引進實

際最終消費概念，新增以「受益者」的角度區分總體經濟之最終消費，

即依照最終消費支出之實際受益者區分為「個人或家庭」或「社會全

體」，將最終消費支出區分為家庭實際最終消費（Actual final 

consumption of households）或政府實際最終消費（Government 

actual final consumption），其中家庭及 NPISHs 最終消費支出之受

益者均為家庭或個人，故均屬於家庭實際最終消費，而政府最終消費

支出則因實際受益對象可區分為特定個人或社會群體，故可再區分為

個體消費（Individual consumption）及集體消費（Collective 

consumption），其中個體消費計入家庭實際最終消費，集體消費則為

政府實際最終消費（見圖 3-2 及圖 3-3）。例如：政府提供所提供之

教育服務，因支付者為政府，受益者為個人，故為此筆消費支出為政

府最終消費支出，亦同時為家庭實際最終消費。 

圖 3-2 最終消費－支付部門及受益部門 
支  出  部  門 

 
家  庭 NPISHS 政府 總獲得 

家  庭    
家庭實際 

最終消費 

NPISHS    ０ 

政府    
政府實際 

最終消費 

 

受 

益 

部 

門 
總支出 

家庭最終 

消費支出 

NPISHS 最終 

消費支出 

政府最終消

費支出 

實際最終消費＝

最終消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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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最終消費支出及實際最終消費 

 最終消費支出 受益者 實際最終消費 支付者

家庭 家庭最終消費支出 

對家

非營

(N

庭服務之  

利團體

PISHs) 

NPISHs 最終消費支出 

個體消費 

個人或家庭  
家庭實際 

最終消費 

政府 
消費支出 

集體消費 
政府實際 

政府最終 

社會全體 
最終消費 

 

3.政

類與 109 小類，其中各類別均清楚標示集

府職能別分類（Classifica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簡稱 COFOG）

為一政府支出分類標準，用於反映政府支出在特定功能之長期發展趨勢，優

點在於超越各國預、決算法規及機關組織變革之限制；IMF 因應 93SNA 之

變更於 1999 年完成 COFOG 修訂（見圖 3-4），將原 14 大類、61 中類以及

127 小類重新整併為 10 大類、69 中

體服務（Collective Service， CS）或個體服務（Individual Service， IS）；10

個大分類中，除 07 保健、08 娛樂、文化與宗教、09 教育及 10 社會保障同

時包含集體服務及個體服務外，其餘大分類均歸為集體服務。因此利用此職

能別分類，可將政府最終消費區分為集體消費及個別消費。日本參考決算書

之目的別及經費別分類，編製政府最終消費支出按職能別分類表並區分個體

消費及集體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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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職能別分類新舊版對照 

 

01一般公共事務 

02防衛 

03公共秩序與安全 

04經濟事務 

05環境保護 

06住宅與社區服務 

07保健 

08娛樂、文化與宗教 

09教育 

10社會保障 

1999年版 

01一般公共事務 

02防衛 

03公共秩序與安全 

04教育 

05保健 

06社會安全與福利 

07住宅與社區服務 

08娛樂、文化與宗教 

09燃料與能源 

1980 版 年

10農、林、漁、牧業 

11礦業(燃料除外)、製造業及營造業務 

12運輸及通信 

13其他經濟服務 

均

為

集

體

服

務

包
含
個
體
服
務
及
集
體
服
務 

14 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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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1>日本SNA政府機關之分類
平成16年3月末現在

中央

政府

地方

政府

社會保

障基金
非金融 金融

中央政府

一般會計

公務員住宅賃貸 ○

其他一般會計 ○

特別會計

＜事業特別會計＞

國有林野事業特別會計 國有林野事業勘定 ○

治山勘定 ○

國營土地改良事業特別會計 ○

港灣整備特別會計 ○

空港整備特別會計 整備 ○

管理運營 ○

道路整備特別會計 ○

治水特別會計 ○

＜保險特別會計＞

厚生保險特別會計 ○

船員保險特別會計 ○

國民年金特別會計 ○

勞動保險特別會計 ○

地震再保險特別會計 ○

農業共濟再保險特別會計 ○

森林保險特別會計 ○

漁船再保險及漁業共濟保險特別會計 ○

貿易再保險特別會計 ○

＜管理特別會計＞

登記特別會計 ○

外國為替資金特別會計 ○

國立學校特別會計 ○

醫療（大學病院）關係 ○

國立病院特別會計 ○

食糧管理特別會計 ○

農業経營基盤強化措置特別會計 ○

特許特別會計 ○

自動車損害賠償保障事業特別會計 ○

自動車検査登録特別會計 ○

＜融資特別會計＞

財政融資資金特別會計 ○

産業投資特別會計 ○

都市開發資金融通特別會計 ○

＜整理特別會計＞

電源開發促進對策特別會計 ○

交付税及讓與税配付金特別會計 ○

國債整理基金特別會計 ○

石油及能源需給構造高度化對策特別會計 ○

特定國有財産整備特別會計 ○

地方政府

普通會計

學校給食 ○

清掃事業 ○

住宅事業 ○

造林事業 ○

學校教育 ○

社會教育 ○

教育訓練機關 ○

地方政府研究機關 ○

保健衛生 ○

社會福祉施設 ○

港灣管理 ○

空港管理 ○

失業者就勞事業 ○

公務員住宅賃貸 ○

一部事務組合 ○

一般政府
民間

非營利

團體

公的企業 民間

産業

部門

對家計

民間非

營利服務

生産者

政府服務生産者 産業

對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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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1>日本SNA政府機關之分類(續1)
平成16年3月末現在

對家計

民間非

營利服務

生産者

政府服務生産者 産業

民間

産業

部門中央

政府

地方

政府

社會保

障基金
非金融 金融

其他普通會計 ○

事業會計

上水道・簡易水道事業 ○

工業用水道事業 ○

公共下水道事業 ○

交通事業 ○

電氣事業 ○

煤氣事業 ○

病院事業 ○

市場事業 ○

港灣整備事業 整備 ○

管理運營 ○

畜場事業 ○

観光施設事業 ○

有料道路事業 ○

駐車場事業 ○

宅地造成事業 ○

介護服務事業 ○

其他事業 ○

國民健康保險事業 事業勘定 ○

直診勘定 ○

介護保險事業 保險事業勘定 ○

介護服務事業勘定 ○

收益事業（競艇、競馬、彩券等） ○

農業共濟事業 ○

交通災害共濟事業 ○

公益質屋事業 ○

公立大學付屬病院事業 ○

公社

住宅供給公社 ○

土地開發公社 ○

地方道路公社 ○

地方駐車場公社 ○

其他會計

財産區 ○

地方開發事業團 ○

港務局 整備 ○

管理運營 ○

特殊法人

公社

日本郵政公社 郵便業務 ○

郵便儲金業務 ○

簡易生命保險業務 ○

公團

地域振興整備公團 ○

石油公團 ○

新東京國際空港公團 ○

日本道路公團 ○

首都高速道路公團 ○

阪神高速道路公團 ○

本州四國連絡橋公團 ○

都市基盤整備公團 ○

事業團

環境事業團 ○

日本私立學校振興・共濟事業團 給付經理 ○

其他 ○

中小企業總合事業團 高度化、創業促進及指導研修勘定 ○

其他 ○

勞動福祉事業團 ○

公庫

住宅金融公庫 ○

農林漁業金融公庫 ○

一般政府 對家計

民間

非營利

團體

公的企業

附表 3-1 



 <附表1>日本SNA政府機關之分類(續2)
平成16年3月末現在

對家計

民間非

營利服務

生産者

中央

政府

地方

政府

社會保

障基金
非金融 金融

中小企業金融公庫 ○

公營企業金融公庫 ○

沖縄振興開發金融公庫 ○

國民生活金融公庫 ○

金庫・特殊銀行

國際協力銀行 ○

日本政策投資銀行 ○

商工組合中央金庫 ○

營團

帝都高速度交通營團 ○

特殊會社

日本菸草産業株式會社 ○

電源開發株式會社 ○

關西國際空港株式會社 ○

日本電信電話株式會社 ○

東日本電信電話株式會社 ○

西日本電信電話株式會社 ○

北海道旅客鐵道株式會社 ○

東日本旅客鐵道株式會社 ○

東海旅客鐵道株式會社 ○

西日本旅客鐵道株式會社 ○

四國旅客鐵道株式會社 ○

九州旅客鐵道株式會社 ○

日本貨物鐵道株式會社 ○

其他特殊法人

＜協會＞

公害健康被害補償予防協會 ○

地方競馬全國協會 ○

日本放送協會 ○

日本勤勞者住宅協會 ○

＜基金＞

年金資金運用基金 厚生年金勘定 ○

國民年金勘定 ○

承繼資金運用勘定 ○

總合勘定 ○

承繼一般勘定 ○

奄美群島振興開發基金 ○

社會保險診療報酬支出基金 ○

消防團員等公務災害補償等共濟基金 ○

＜研究所＞

日本原子力研究所 ○

＜振興會＞

日本自轉車振興會 ○

日本小型自動車振興會 ○

日本船舶振興會 ○

＜共濟組合等＞

農林漁業團體職員共濟組合 給付經理 ○

其他 ○

＜其他＞

日本育英會 ○

放送大學學園 ○

日本中央競馬會 ○

核燃料サイクル開發機構 ○

認可法人

銀行

日本銀行 ○

事業團

日本下水道事業團 ○

協會

日本公認會計士協會 ○

中央勞働災害防止協會 ○

基金

政府服務生産者 産業

一般政府 對家計

民間

非營利

團體

公的企業 民間

産業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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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日本SNA政府機關之分類(續3)

平成16年3月末現在

對家計

民間非

營利服務

生産者

中央

政府

地方

政府

社會保

障基金
非金融 金融

厚生年金基金・同連合會 給付經理 ○

其他 ○

石炭鉱業年金基金 ○

産業基盤整備基金 ○

地方公務員災害補償基金 ○

N·T·T厚生年金基金 長期經理 ○

年金經理 ○

其他 ○

中心

自動車安全運轉中心 ○

海洋科學技術中心 ○

機構

總合研究開發機構 ○

預金保險機構 ○

整理回收機構 ○

産業再生機構 ○

醫藥品副作用被害救濟・研究振興調査機構 ○

農水産業協同組合儲金保險機構 ○

通信・放送機構 ○

銀行等保有株式取得機構 ○

共濟組合

國家公務員共濟組合・同連合會 給付經理 ○

宿泊、醫療經理 ○

其他 ○

地方公務員共濟組合・同連合會 給付經理 ○

宿泊、醫療經理 ○

其他 ○

警察共濟組合 給付經理 ○

宿泊、醫療經理 ○

其他 ○

公立學校共濟組合 給付經理 ○

宿泊、醫療經理 ○

其他 ○

地方議會議員共濟會 給付經理 ○

業務經理 ○

日本菸草産業共濟組合 長期經理 ○

業務經理 ○

日本鐵道共濟組合 長期經理 ○

業務經理 ○

其他

日本税理士會連合會 ○

日本赤十字社 醫療分 ○

福祉分 ○

漁船保險中央會 ○

全國農業會議所 ○

全國農業協同組合中央會 ○

日本商工會議所 ○

全國中小企業團體中央會 ○

全國商工會連合會 ○

全國社會保險勞務士會連合會 ○

其他

健康保險組合・同連合會 給付經理 ○

其他 ○

國民健康保險組合・同連合會 給付經理 ○

醫療、施設經理 ○

其他 ○

獨立行政法人

國立公文書館 ○

通信總合研究所 ○

消防研究所 ○

酒類總合研究所 ○

國立特殊教育總合研究所 ○

政府服務生産者 産業

一般政府 對家計

民間

非營利

團體

公的企業 民間

産業

部門

附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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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1>日本SNA政府機關之分類(續4)
平成16年3月末現在

對家計

民間非

營利服務

生産者

中央

政府

地方

政府

社會保

障基金
非金融 金融

大學入試中心 ○

國立奧林匹克記念青少年總合中心 ○

國立女性教育會館 ○

國立青年之家 ○

國立少年自然之家 ○

國立國語研究所 ○

國立科學博物館 ○

物質・材料研究機構 ○

防災科學技術研究所 ○

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 ○

放射線醫學總合研究所 ○

國立美術館 ○

國立博物館 ○

文化財研究所 ○

教員研修中心 ○

國立健康・栄養研究所 ○

産業安全研究所 ○

産業醫學總合研究所 ○

農林水産消費技術中心 ○

種苗管理中心 ○

家畜改良中心 ○

肥飼料検査所 ○

農藥検査所 ○

農業者大學校 ○

林木育種中心 ○

さけ・ます資源管理中心 ○

水産大學校 ○

農業・生物系特定産業技術研究機構 ○

農業生物資源研究所 ○

農業環境技術研究所 ○

農業工學研究所 ○

食品總合研究所 ○

國際農林水産業研究中心 ○

森林總合研究所 ○

水産總合研究中心 ○

経濟産業研究所 ○

工業所有権總合情報館 ○

日本貿易保險 ○

産業技術總合研究所 ○

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 ○

土木研究所 ○

建築研究所 ○

交通安全環境研究所 ○

海上技術安全研究所 ○

港灣空港技術研究所 ○

電子航法研究所 ○

北海道開發土木研究所 ○

海技大學校 ○

航海訓練所 ○

海員學校 ○

航空大學校 ○

國立環境研究所 ○

駐留軍等勞働者勞務管理機構 ○

自動車検査 ○

統計中心 ○

造幣局 ○

國立印刷局 ○

國民生活中心 ○

北方領土問題對策協會 ○

平和祈念事業特別基金 ○

國際協力機構 ○

國際交流基金 ○

政府服務生産者 産業

一般政府 對家計

民間

非營利

團體

公的企業 民間

産業

部門

附表 3-1 

 25



 26

 <附表1>日本SNA政府機關之分類(續完)
平成16年3月末現在

對家計

民間非

營利服務

生産者

中央

政府

地方

政府

社會保

障基金
非金融 金融

通關情報處理中心 ○

日本萬國博覧會記念機構 ○

科學技術振興機構 ○

日本學術振興會 ○

理化學研究所 ○

日本體育振興中心 ○

日本藝術文化振興會 國立劇場區分 ○

基金區分 ○

勤勞者退職金共濟機構 ○

高齢・障害者雇用支援機構 ○

福祉醫療機構 ○

國立重度知的障害者總合施設のぞみの園 ○

勞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 ○

農畜産業振興機構 ○

農業者年金基金 特例付加年金勘定 ○

農業者老齢年金等勘定 ○

旧年金勘定 ○

農地賣買貸借等勘定 ○

農林漁業信用基金 ○

緑資源機構 ○

新能源産業技術總合開發機構 電源利用勘定 ○

石油及能源需給構造高度化勘定 ○

特定酒精販賣勘定 ○

酒精製造勘定 ○

一般酒精勘定 ○

其他 ○

日本貿易振興機構 ○

原子力安全基盤機構 ○

鐵道建設・運輸施設整備支援機構 助成勘定 ○

其他 ○

國際観光振興機構 ○

水資源機構 ○

自動車事故對策機構 ○

空港週邊整備機構 ○

海上災害防止中心 ○

情報處理推進機構 ○

石油天然煤氣・金屬礦物資源機構 ○

雇用・能力開發機構 ○

政府服務生産者 産業

一般政府 對家計

民間

非營利

團體

公的企業 民間

産業

部門

附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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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簡易調查，及時掌握最新之民營事業所基本狀況。 

肆、事業所及企業普查 

一、舉辦單位：總務省統計局統計調查部 

二、調查目的 

了解日本全國及各地區別之事業所及企業經營活動狀況、從業員工規

模及產業基本結構；提供各機關辦理相關抽樣調查之母體來源。 

三、調查對象 

以日本所有事業所及企業為調查對象，但不包括個人經營之農、林、

漁業、家事服務業及外國公務事業。事業所定義：凡從事物品生產或販售、

服務提供，有辦公設備及從業員工，且於一定場所從事經濟活動之單一經

營主體。 

四、調查種類及方式 

本調查分為甲調查及乙調查 2種，甲調查之對象為民營事業所；乙調

查則以公營事業所為調查對象，其調查方式如圖 4-1 所示。 

圖 4-1 事業所及企業普查調查方式 

五、調查沿革 

事業所普查(指定統計第 2 號)於昭和 22 年(1947 年)創辦，昭和 23

年(1948 年)舉行第 2次調查，其後每 3年辦理 1次，直至昭和 56 年(1981

年)後，改為 5年辦理 1次。 

第 4 次調查開始，針對服務業部門，增加營業收入與支出相關問項，

惟至第 15 次調查刪除此部分問項，轉由平成元年(1989 年)創辦之服務業

基本調查來辦理。 

自平成 8年(1996 年)第 16 次調查開始，因充實企業相關問項，調查

名稱正式變更為「事業所及企業普查」，且為應社經環境快速變遷，自第

16 次調查後，於 2 次正式調查中間年(本調查 2 年後)，針對民營事業所

乙調查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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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600萬家

甲調查流程 



此外，為減輕受訪者及訪員工作負擔，平成 16 年(2004 年)統計局應

辦之本普查簡易調查、服務業基本調查及經濟產業省應辦之商業統計調查

合併辦理(3 合 1 調查)，將 3種調查之問項合併於一張調查表中，同時辦

理訪查。下次預計於今(平成 18)年舉辦第 20 次的事業所及企業普查。 

六、調查項目 

(一)甲調查之調查項目 

事業所相關問項：事業所名稱、地址、從業員工人數、經營組織、事業

經營類型等；企業相關問項：企業名稱及地址、自上次調查以來企業合

併、分割的狀況、分支單位數、常雇員工人數、電子商務應用情況。 

(二)乙調查之調查項目：事業所名稱、地址、從業員工人數、事業經營類型。 

七、資料公布方式 

(一)速報統計：調查標準日開始，約 10 個月後公布。 

(二)確報統計：調查標準日開始，約 15 個月後公布。 

1.事業所及企業統計－全國統計、都道府縣別統計。 

2.事業所統計：調查區別統計、小地域統計。 

(三)公司企業相關名冊之統計：調查標準日開始，約 20 個月後公布。 

1.公司與其分公司的名冊統計。 

2.母公司與子公司的名冊統計。 

八、結果運用 

(一)計算地方交付稅及地方消費稅分配之基礎資料。 

(二)擬定地域開發計畫、都市計畫之參據。 

(三)規劃社會福利設施及公共文化建設之基礎資料。 

(四)小地域統計及抽樣之母體來源。 

九、其他相關事項 

(一)對於拒答、已遷移或不明原因致調查員無法完成調查之「內容不詳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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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平成 13 年(2001 年)有 14 萬件；平成 16 年(2004 年)有 19 萬件，

此部分僅有家數統計，且不納入速報及確報之統計分析中，惟因此部分

事業所有增加趨勢，因此討論對此部分事業所，至少需調查一部分問

項，其他相關因應措施刻正規劃中。 

(二)為應日本統計調查之改革，本普查將與其他相關調查整併為「經濟普

查」，所以今(平成 18)年舉辦第 20 次的調查，將是最後一次以現在的

方法及調查名稱所實施的事業所及企業普查。 

(三)為應社經環境變遷，企業更迭、合併、移轉情形時有所見，且集團化經

營情況日增，因此於調查表中新增相關問項，以掌握企業最新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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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服務業基本調查 

一、舉辦單位：總務省統計局統計調查部 

二、調查目的 

了解日本全國及各地區別服務事業之經濟活動、事業實態及經營概況

基本資料；並供為政府制定產業政策及規劃各項施政措施之參據。 

三、調查對象 

以全國經營服務業(行業範圍詳表 5-1)之民營事業所(約 212 萬家)為對

象，由總務大臣抽選約 43 萬家進行調查。 

表 5-1 服務業基本調查之行業範圍 

大 分 類 備 註 

H 資訊通信業 僅包括影像、聲音及文字資訊製作所附帶
之服務業 

L 不動產業  

M 餐飲業及住宿業  

N 醫療及社會福利業 醫院、診所除外 

O 教育及學習支援業 學校除外 

P 複合服務業  

Q 其他服務業-  家事服務業除外 

註：其他未列入調查範圍之服務業，已包含在其他調查中，為免重複故不列入。 

四、調查方式 

 

五、調查沿革 

隨經濟環境變化，產業結構調整，服務業發展迅速，相關之統計資訊

需求日亦殷切，日本於昭和 60 年(1985 年)運輸、流通統計部會議中，確

認有必要對服務業整體實施概括性調查，因此於平成元年(1989 年)創辦服

務業基本調查(指定統計第 117 號)，並建立每 5 年辦理 1 次之規制，最新

調查為平成 16 年(2004 年)6 月 1 日所舉辦之 3 合 1 調查。 

六、調查項目 

(一)基本項目：事業所名稱、地址、經營組織、總公司或分公司別、開設時

間、從業員工人數、行業代號、資本金額、開設型態。 

(二)營業項目：收入額、各收入內容別比率、各收入來源別比率、經費總額

與薪資總額、設備投資額。 

總務省

統計局 
都道 
府縣 

市區 
町村 

指導員 調查員 事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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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入來源別為個人之比率在 30%以上者，加填業務最繁忙之時間、業務

年)12 月 13 日公布，除全國及都道府縣別之統計，尚包括 14 大都市、縣

府所在市及人口 30 萬以上城市之統計。 

十、結果運用 

(一)利用問項中一般消費者占收入總額之比率，按縣別計算一般消費者之消

費金額，作為地方消費稅分配之基礎資料。 

(二)製作產業關聯表之基礎資料；擬定振興服務業各項政策之參據。 

(三)學術研究機關之研究資料。 

最繁忙之月份及日期、因應業務繁忙之作為等問項。 

七、抽樣方法 

(一)依前次調查之抽樣誤差，決定本次調查之樣本數。 

(二)以最近一次事業所及企業普查結果所產生的名冊為基礎，30 人以上全

查，30 人以下則按不同之業別決定抽出率。 
1.30 人以下抽出率決定方式： 

前次調查收入額變異較大之行業：抽出率較大(柏青哥、租賃業等) 

前次調查收入額變異較小之行業：抽出率較小(理容業、洗衣業等) 

2.新開設事業所(如：餐飲業，平成 16 年，2004 年第 1次調查) 
從業員工人數變異較大之行業：抽出率較大 

從業員工人數變異較小之行業：抽出率較小 

八、資料品質管理 

(一)都道府縣：資料之再輸入檢查、規定之編碼檢查、異常值檢查，若有資

料有誤，都道府縣依聯絡事業所後確定之結果，進行更正。 

(二)中央：統計結果表異常值檢查，並進行訂正處理。 

(三)提供本次調查各業別樣本誤差資料，供為下次調查之抽樣設計利用，亦

即對上次調查誤差較大之業別，抽選較多之樣本。 

九、資料公布方式 

平成 16 年(2004 年)調查速報統計預計平成 17 年(2005 年)5 月 27 日公

布，內容包括全國及都道府縣別之統計；確報統計預計平成 17 年(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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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工業統計調查 

一、舉辦單位：經濟產業省經濟產業政策局調查統計部 

二、調查目的 

主要在於了解日本製造業之經營實況、並作為日本產業政策、中小企

業政策及中央與地方制定公共行政對策之參據；另供為各種經濟白皮書、

中小企業白皮書、經濟分析及各種經濟指標之分析資料。 

三、調查對象 

以日本行業分類中之 F 大類-製造業為調查對象，不包括公營事業所。 

四、調查方式 

 

五、調查沿革 

工業統計調查(指定統計調査第 10 號)，係依據統計法第 18 號(昭和 22

年，1947 年頒訂)及昭和 26 年(1951 年)之「工業統計調查規則」所實施，

首次調查係依「工廠統計報告規則」於明治 42 年(1909 年)創辦，為每 5

年調查 1 次，至大正 9 年(1920 年)起改為按年調查，昭和 14 年(1939 年)

起改為普查，自昭和 56 年(1981 年)起，逢西元年尾數 「0、3、5、8」舉

辦全面性普查，其餘年則調查 4 人以上之事業所。 

六、調查項目 

分為甲、乙 2 種調查表，凡從業員工 30 人以上之事業所填報甲表，

29 人以下者填報乙表，調查項目包括： 

(一)事業所名稱及地址、總管理單位名稱及地址、有無分支單位、經營組織、

資本額、從業員工人數、製成品出貨額、加工收入、修理收入、稅額、

主要原材料、生產流程。 

(二)每月底常雇員工人數、薪資、原材料、燃料、電力耗用金額及委託生產

費、有形固定資產、製成品、半製品、半成品、原材料及燃料存貨。 

(三)租賃契約額及支付金額、事業所場地面積、工業用水的使用量等。  

其中(一)之問項為甲、乙調查表均有之基本項目，(二)之問項甲、乙

調查表均有，惟乙調查問項較為簡化，(三)為甲調查表才有之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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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資料公布 

(一)速報：調查實施 9 個月內公布，從業員工 4 人以上之事業所，內容包

括事業所數、從業員工人數、薪資、原材料耗用額等、製成品發貨額等、

有形固定資產額之行業中分類 ( 2 位數分類) 別、工作者規模別、都道

府縣別等彙總資料。  

(二)確報：調查實施大約 1 年 3 個月內公布，按下列 7 種分類順次公布。 

1.「產品編」：調查第 2 年 3 月下旬公布，按製造及加工之產品別彙總所

有事業所資料。 

2.「產業編」：調查第 2 年 4 月下旬公布，按事業所之生產活動，以行業

標準分類之行業別彙總所有事業所資料。 

3.「市區町村編」：調查第 2 年 5 月下旬，從業員工 4 人以上之事業所，

按市區町村別公布。 

4.「用地、用水編」：調查第 2 年 5 月下旬公布，從業員工 30 人以上之

事業所，按行業別、規模別、都道府縣別彙總工業用地、用水相關資

料，並公布工業用地、用水之使用狀況。 

5.「工業地區編」：調查第 2 年 6 月下旬公布，從業員工 4 人以上之事業

所，按工業地區別、都道府縣別公布。 

6.「產業細分類統計表」：調查第 2 年 6 月下旬，從業員工 4 人以上之事

業所，按經濟產業局別、都道府縣別公布。 

7.「企業統計編」：調查第 2 年 8 月下旬，從業員工 4 人以上之事業所，

以企業為對象，重新彙總資料公布。 

八、結果運用 

(一)供為政府各機關制定各項產業政策之參據。 

(二)編製各項經濟指標之基礎資料。 

(三)提供產業界進行需求預測及設備投資計畫之參考資料。 

(四)進行二次統計利用之情況：供為國民所得統計、躉售物價指數、產業關

聯表及各都道府縣縣民統計之參考資料。 

(五)提供聯合國及 OECD 編制國際報告之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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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商業統計調查 

一、舉辦單位：經濟產業省經濟產業政策局調查統計部 

二、調查目的及對象 

商業統計調查範圍係以日本行業標準分類「大分類 J－批發及零售業」

之公、民營事業所為對象(簡易調査僅含民營事業所)。其目的在為了解商

業事業所分布狀況、經營活動及商業最新實態。 

三、調查沿革 

商業統計調查(指定統計第23號)係依統計法第18號及商業統計調查

規則，於昭和 27 年(1952 年)創辦，至昭和 51 年(1976 年)均為 2 年辦理

1次，其後為了減輕地方政府之負擔及避免與事業所及企業普查同一年舉

辦，改為 3年調查 1次，其後根據平成 7年(1995 年)3 月的統計審議會「統

計行政的新中長期構思」中，針對大規模調查實施周期之檢討，商業統計

調查決定自平成 9 年(1997 年)開始，每 5 年調查 1 次，且為確實掌握商

業事業所之變動情況，於中間年(本調查 2年後)舉辦簡易調查。 

表 7-1 商業統計調查辦理情況 

調查年次 調查日期 調查業別 調查年次 調查日期 調查業別 
昭和27年 9月1日 批發、零售及餐飲業 昭和54年 6月1日 批發、零售及餐飲業

昭和29年 9月1日 批發、零售及餐飲業 昭和57年 6月1日 批發、零售及餐飲業

昭和31年 7月1日 批發、零售及餐飲業 昭和60年 5月1日 批發、零售 
昭和33年 7月1日 批發、零售及餐飲業 昭和61年 10月1日 餐飲業 
昭和35年 6月1日 批發、零售及餐飲業 昭和63年 6月1日 批發、零售 
昭和37年 7月1日 批發、零售及餐飲業 平成元年 10月1日 餐飲業 
昭和39年 7月1日 批發、零售及餐飲業 平成 3 年 7月1日 批發、零售 
昭和41年 7月1日 批發、零售及餐飲業 平成 4 年 10月1日 餐飲業 
昭和43年 7月1日 批發、零售及餐飲業 平成 6 年 7月1日 批發、零售 
昭和45年 6月1日 批發、零售及餐飲業 平成 9 年 6月1日 批發、零售 
昭和47年 5月1日 批發、零售及餐飲業 平成11年* 7月1日 批發、零售(簡易調查)
昭和49年 5月1日 批發、零售及餐飲業 平成14年 6月1日 批發、零售 
昭和51年 5月1日 批發、零售及餐飲業 平成16年** 6月1日 批發、零售(簡易調查)

*平成11年(1999年)與總務聽事業所、企業調查同時實施之簡易調查。 
**平成16年(2004年)與總務省事業所、企業調查及服務業基本調查同時實施之簡易調查。 

四、調查方式 

(一)一般事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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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母公司統一調查 

 

五、調査項目 

(一)本調查：(平成 14 年，2002 年調査項目) 

調 查 項 目 調 查 項 目 

1 事業所名稱及電話 

2 事業所地址 

3 經營組織、資本金額、出資金額

4 總管理或分支單位別、總管理所

在地、電話 

5 事業所開設時期 

6 從業員工人數 

7 全年商品銷售金額 

8 全年商品銷售之銷售方式比率 

9 商品庫存 

10 全年商品銷售金額之銷售型態

比率 

11 有無採用自助式銷售 

12 賣場面積 

13 營業時間 

14 有無停車場及容納車輛數 

15 有無加盟連鎖組織 

16 全年進貨金額 

17 全年進貨金額之進貨對象比率 

18 企業之分支單位數 

其中法人企業填報 1～18 項目；個人經營的事業所 16～18 免填；調査項

目 10～15 僅零售業填寫。 

(二)簡易調查：(平成 11 年調査及 16 年調査)事業所名稱及電話、事業所地

址、經營組織、總管理或分支單位別，事業所開設時期、從業員工人數、

公司資本金額、出資金額、全年商品銷售金額、賣場面積 

(三)調査事項的變遷：除基本問項如：銷售金額、從業員工數、賣場面積等

問項，隨消費者價值觀及生活型態改變，並配合流通革新，企業銷售策

略改變，考慮受查者負擔，適時新增相關問項。主要變革如下： 

1.有無採用自助式銷售方式(昭和 39 年調査～) 

2.掌握企業資料(昭和 43 年調査～) 

3.有無停車場(昭和 54 年調査～) 

4.有無加盟連鎖組織(昭和 57 年調査及平成 14 年調査) 

5.開店時間及關店時間(昭和 57 年調査～) 

6.其他收入(昭和 63 年調査～) 

7.訪問販售、郵購等無店面販售之掌握(昭和 63 年調査～) 

8.有無企業電子商務(平成 14 年調査～) 

六、資料公布 

(一)速報：調查實施 9 個月內公布，主要公布之內容包括事業所數、從業員

工人數、銷售金額、存貨及賣場面積之行業分類別、從業員工規模別、

都道府縣別等彙總資料。  

經濟產業省大臣或都道府縣知事 對象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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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報：調查實施 16 個月內公布，包括產業編(總表、都道府縣別、市區

町村別)及商品編。 

(三)二次加工統計：調查實施 20 個月內公布，包括業態別統計(百貨公司、

總合綜合商品、專門綜合商品、便利超商、藥房、其他綜合商品、專門

店、中心店、其他零售業)、流通通路別統計(第 1 次販售、第 2 次販售，

其他販售)、立地環境特性別統計(商業區、辦公區、住宅區、工業區、

其他)。 

七、結果運用 

(一)商業及流通相關政策規劃設計、立案實施之參據。 

(二)所得推計及結構分析之基礎資料。 

(三)相關抽樣調查(如：商業動態統計調查、物價統計調查等)母體資訊提供。 

(四)民間、學術研究、市場預測、需求預測之利用。 

(五)計算地方消費稅之基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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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法

一、舉辦單位：財務省財務總合政策研究所調查統計部

二、調查對象及目的 

法人企業統計調查是以金融、保險業以外之所有營利法人 無限公

司、合資公司、股份公司以及有限公司)為對象之抽樣調查。主要目的在

了解日本法人企業經營狀況，而依其結果所產生之名冊，可作為以法人為

對象之抽樣調查母體來源。

三、調查種類

法人企業調查(指定統計第 110 號)，分為按年調查及按季調查 2種方

式，按年調查以 4月 1日至次年 3月 31 日為 1年週期，分為上(4至 9月)、

下(10 月至次年 3 月)2 期，調查時間分別為 1 月及 10 月，被選為樣本之

法人企業，依各期決算數字填入。按季調查是以資本金額 1千萬日圓以上

之營利法人為對象，分別於 8 月(4 至 6 月期)、11 月(7 至 9 月期)、2 月

(10 至 12 月期)及 5 月(1 至 3 月期)進行調查，被選為樣本之法人企業依

各期暫時之決算數字填入。 

四、調查方式

透過財務(支)局及財務事務所以郵寄方式辦理調查，法人企業自行填

寫調查表。2003 年度之調查，開始採用網路線上填報方式辦理，目前約

有 16%企業透過網路接受調查。 

五、調查項目 

(一)年調查：法人名稱及基本資料、行業別、營業額、資產、負債及資本、

損益、利益處分(分紅)、折舊、營業外費用、從業員工人數。 

(二)季調查：法人名稱及基本資料、行業別、營業額、資產、負債及資本、

固定資產之增減、各項投資資產之金額、最近決算期之折舊、損益、從

業員工人數及報酬。 

六、抽樣及推計 

(一)母體之掌握：資本金 1 億日圓以上之法人名冊，由本項調查結果可掌

握，未滿 1 億元者，則依財務省內部資料來掌握。名冊內容包括：法人

名稱、地址、資本金額、行業、決算時期 

(二)分層方式：依業別及資本金分層，資本金層別為未滿 200 萬日圓、200

萬日圓~未滿 300 萬日圓、300 萬日圓~未滿 500 萬日圓、500 萬日圓~未

滿 1000 萬日圓、1000 萬日圓~未滿 2000 萬日圓、2000 萬日圓~未滿 5000

萬日圓、5000 萬日圓~未滿 1 億日圓、1 億日圓~未滿 10 億日圓、10 億

日圓以上，計 9 層。 

人企業統計調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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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抽樣方法 

1.1 億日圓以下，按已確定之抽出數，以系統抽樣抽出。 

2.1 億日圓~未滿 10 億日圓，先按資本金額由小到大排序，並依亂數選擇

始點，以始點企業之資本金開始累積，抽選資本金累積至 6 億日圓之企

業，之後抽選再次累積至 6 億日圓之企業，重複此過程，抽出樣本，依

此方式，6 億日圓以上之廠商全數會被抽出。 

3.資本金 10 億日圓以上全查。 

(四)抽樣注意事項 

1.減輕法人負擔：資本金 1 億日圓以下法人，約 200 萬家以上，為配合調

查需作臨時決算，廠商負擔較大，因此年調查、季調查樣本避免重複，

且避免連續 2 年都做調查，惟部份行業家數較少，則無法避免。 

2.為維持統計精確度，確保最低樣本數，未滿 1 千萬日圓之層別最低樣本

數為 30 家，1 千萬以上至未滿 1 億日圓者最少抽 50 家。 

(五)樣本抽出時期及使用期間 

資本金 1 億日圓以下者前一年 12 月抽出；1 億日圓以上者同年 4

月抽出確定，抽出之樣本均使用 1 年。 

(六)推計 

1.1 億日圓以下：各調查項目樣本法人平均數*母體法人企業數。 

2.1 億~未滿 6 億日圓：樣本各項目金額占資本金額之比率*母體資本金額。 

3.6 億~未滿 10 億日圓：全查，未回表法人依其資本金額排序後，依前後

10 家各調查項目對資本金之比率平均值*該法人企業資本金額。 

4.10 億日圓以上：全查，未回表法人依其資本金額排序後，依前後 10 家

各調查項目對資本金之比率平均值*該法人企業資本金額。 

七、結果運用 

(一)國民所得統計「民間企業設備投資」、「民間庫存品增加」、「法人企業所

得」、「經濟白書」、「日本經濟現況」、「按月經濟報告」等之推計及編製

基礎資料。 

(二)經濟產業省各項產業經營分析、中小企業廳之「中小企業白書」及各機

關對所轄產業經營分析之基礎資料。 

(三)民間及學術研究單位、經營分析、景氣概況預測之利用。 

八、其他相關事項 

(一)調查項目之科目名稱係根據「財務報表規則」(昭和 38 年大藏省令第

59 號)設計，與一般公司行號慣用規則一致。 

(二)本項調查將前次調查資料印製於調查表，供為事業所填報資料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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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千葉縣政府統計調查實務(3 合 1 調查) 

、宣導及資料公布，

責；而實地調查工作雖有由地方分支部局辦理之情形，

惟實際

合

以

同 都道府縣及市區町村負責執行之調查事務。 

簡介 

均透過都道府縣、市區町村協同辦理，因此

查，其合併方式，係將 3 種調查之調查表合併為 1 種調查表，

調查

交付各都道府縣各自範圍之資料磁帶，

府進一步分析，及掌握所轄之事業所名冊。 

二、都道府縣負責執行之調查事務概要

(一)調查準備事務

協調會後  

施計畫之制訂 

 

 

‧ 以 中 央 提 供 之 「 廣 告 簡 介

（manual）」為參考，展開宣導活動

日本各府省所舉辦之統計調查，其整體之規劃設計

由各府省主辦機關負

上多委由都道府縣及市區町村辦理。本次研修親赴日本千葉縣政府總

企劃部統計課，實地了解地方政府配合中央辦理調查之業務分工範圍，茲

日本平成 16 年(2004 年)由總務省統計局及經濟產業省經濟產業政策局共

舉辦之 3 合 1 調查為例，說明

一、3 合 1 調查

事業所及企業普查係以日本全體之事業所為調查對象；服務業基本調

查係以部分服務業為調查對象；商業統計調查係以批發及零售業為調查對

象，後 2 項調查對象與前者重複；此外，依調查週期循環，事業所及企業

普查與商業統計調查之簡易調查，與服務業基本調查會於平成 16 年(2004

年)同時舉辦，未免造成地方之工作負擔，及避免廠商於同 1 年重複受查

之困擾，將上述 3 項調查合併辦理，並稱之為 3 合 1 調查。 

此 3 項調查之調查流程，

易於合併調

時，若為商業或服務業之事業所則加填相關問項，調查完成後，都道

府縣即開始進行調查表資料輸入及審核相關作業，並將審核完成之資料磁

帶提交中央，中央複審完畢後，再

供為地方政

3

 

［調查實施計畫之制訂］ 

‧ 各地方負責事務非正式

 ［宣導計畫之制訂及實施］ 

  調查實

 

後

村公

［舉辦市區町村公職人員事務非正式協調會］ 

‧各地方負責事務非正式協議後  

   舉辦第 1 次市區町村公職人員事務非正式協調會 

‧內容審查及產業類別分類相關作業之非正式協議  

 舉辦第 2 次市區町 職人員事務非正式協調會 

                                                 
3 各項作業之進程表，請參照表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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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員及調查員之配置］ 

‧指導員清冊、調查員清冊之製作 

‧通知市區町村 

‧向總務大臣提交報告 

 
［對各市區町村分發相關調查文件、用品］ 

‧領取相關調查文件、用品後，依據分配基準，分發至各市區町村 

(二)實施母公司統一調查及調查情況之掌握 

［母公司（本社）統一調查（制度）4之實施］

‧為統一掌握分支單位，對母公司或企業本部

等，實施母公司統一調查。 

［實施調查情況之掌握］ 

‧於調查實施期間及審查期間，

掌握各市區町村之實施情況。 

(三)調查後之事務【平成 16 年度（2004 年度）】 

［相關調查文件之領取、審查等］ 

‧調查表之領取、審查 

‧調查區域內事業所清冊之領取、審查

‧調查遺漏事項之處理 

‧指定輸入（填入）部分 

‧市區町村歸納總表之審查 

‧都道府縣歸納總表之製作 

 

［母公司統一調查分支單位調查表之事

務處理］ 

‧整理、審查母公司統一調查分支單位之

調查表，並將位於其他都道府縣者送交

至經濟產業省 

‧將經濟產業省所送交之調查表加以整

理、審查，並將行業類別加以分類 

‧市區町村歸納總表（母公司統一調查表

部分）之製作 

 

［與資料處理相關之電腦作業事務］ 

‧資料登錄之委託契約簽訂 

‧調查表輸入部分之指示 

‧調查表等之交付 

‧隨資料檢查時所進行之列印審查及訂正指示 

 
 

                                                 
4指由母公司或總店統一填報旗下分支單位之調查表資料，並直接提交至經濟產業省或各都道府

縣之調查方式。 



 
 

［相關調查文件之整理及提交］ 

‧相關調查文件之整理 

‧將已完成數字檢查之資料磁帶提交 

（至於調查表方面，因於漢字相關項目之電子計算機處理時須使用，故加以保存） 

‧完成立地環境特性分類之作業相關用品領取、審查及提交 

 

［事業所資料磁帶及商業資料磁帶之領取、保存］ 

‧自總務省及經濟產業省分別領取事業所資料磁帶（速報）及商業資料磁帶（速報）

並加以保存 

(四)調查後之事務【平成 17 年度（2005 年度）】 

［與漢字處理相關之電腦作業事務］ 

‧漢字輸入之委託契約簽訂 

‧調查表輸入部分之指示、調查表等之交付 

‧隨漢字資料檢查時所進行之列印審查及訂正指示 

‧將已完成漢字檢查之資料磁帶及調查表提交於總務省 

 

‧自總務省及經濟產業省分別領取事業所資料磁帶（確報）及商業資料磁帶（確報）

並加以保存 

‧自總務省領取調查區別民間事業所漢字資料名冊帶並加以保存 

‧指示委託業者製作調查區別民間事業所漢字資料名冊 

‧區別民間事業所漢字資料名冊交付至市區町村 

三、市區町村負責執行之調查事務概要5

(一)調查之準備事務 

［調查實施計畫之制訂］ 

‧於第 1 次市區鄉鎮公職人員事務非正

式協調會後，制訂調查實施計畫 

［宣導計畫之制訂及實施］ 

‧以「廣告簡介（manual）」為參考，推

展宣導活動 

                                                 
5各項作業之進程表，請參照表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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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員及調查員之推薦］ 

‧向各都道府縣推薦指導員及調查員 

 

員證之交付 

‧指

［指導員證、調查員證之交付及負責區域之指定］ 

‧指導員證及調查

示調查員所負責之區域及調查區域號碼 

‧指示指導員所負責指導之調查員及區域 

 

［相關調查文件、用品之領取及分發之準備］ 

‧對於相關調查文件、用品進行確認後領取 

‧將市區町村名及市區町村代碼等填入相關調查文件 

‧『母公司統一調查對象事業所一覽』及 域內事業所清冊』之判定作業 

‧相關調查文件、用品之分類 

『調查區

 

查目的及方法等

用品 

［指導員事務非正式協調會、調查員事務非正式協調會之舉辦］ 

‧舉辦指導員事務非正式協調會及調查員事務非正式協調會，說明調

‧分發指導員及調查員之相關調查文件、

 

(二)調查之

［調查之

‧調查 區町村內，並於實地指導所分配之指導員

‧發生事

實地指導 

實地指導］ 

期間巡視市 及調查員 

故時向縣市政府提出報告 

 
(三)  

［相關調

‧調查表  

調查後之事務

查文件之審查］ 

及調查區域內事業所清冊之內容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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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業類別之

‧事業所行業類別之分類、檢查 

‧企業行業類別之分類、檢查

分類、檢查］ 

 

 

納總表之製作］ 

‧依據調 規格紙張製作市區町村等歸納總表 

［市區町村歸

查表

 

［立地環境特性分類作業］ 

‧商業事  業所（針對零售業）立地環境特性之分類作業

 

［相關 之整理及提交］ 

‧調查表之整理 

‧ 一

‧

調查文件

‧調查區域內事業所清冊之複製 

覽』 複製已完成判定之『母公司統一調查對象事業所

向都道府縣提交相關調查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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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3 合 1 調查各級機關作業進程表 
15 年度(2003 年度) 16 年度(2004 年度) 17 年度(2005 年度)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5
月

調

查

相

關

文

件 

                              

 

中 

 

 

 

央 
 

                      

調 回 業所 商業 磁帶(速報)交付 調查表收事 及 資料查
日 事

報)
字名

業 所 商 料 ( 確

、調 區別 營 漢

冊 磁 付 

及

查

資料

業 資

民

帶交

磁 帶

事業所
收回 審核後數字資料 帶磁

審 、統計(事 及 普查 業 )

審查、行 準分類檢 、統 )

速報公布 

速報公布 

電腦漢 理 關 發送 收回完成 磁

查

業標

業所

查

字處

企業

計(

之相

、商

服務業基

文件

普查

本調查

 

相
關

會

議

       

都道

府縣

                   

 

           

市(

町村

                      區)

 

       

調
查
員 

指
導
員 

                             調查實施期間

調查相關文件、用品發送 

電腦資料 帶  漢字檢查之資料處 關文件、用 送理之相 品發

 各地方 事務 正式 會負責 非 協調
內容審查

電腦

及產業 業之非正 會(4/15)
處理相關作 非 協調會(4/16) 作業之非 協調會 

類別分類

業之

相關作

正式

式協調

 漢字處理相關 正式

指導員及調查員之推薦 

實地指導
相關調查文件、用品之領取及分發 

調查表 查、相關文件提出 

指導員及調查員事務非正式協調

次市 職員

事務非正式協調會 

第 (區)町村職員

事務非正式協調會 

及發送

電腦資料處理之相關文 用品領取 

指導

指導員及調查員之任命 

行業類 之分類

立地環境特性分類作業

查、行 分
類( 公司統一調 電

理、審 磁
帶

特性分類作業

商業資 計檢誤
(要因 表整理) 電腦漢字處理相關文件、用品領取 

業所及商業資料磁帶(速報)領 交 

事業所及商業資料

帶(確報)、調查區別
名營事業所漢字名

冊資料磁帶之領取 

事業所名冊漢字輸 繳回

1 次市

用品領取

第 2 (區)町村

件、

實地

調查表審
含母

腦資料處
提出 

業類別之
查)、

查後資料

料合
分析

調查表提

入、
完成漢字檢查之資料磁帶

 

立地環境

事

調查相關文件、

審

會 
別

 53



拾、統計行政

統計 礎訊息，最近為了進行評

估政策事前與事後效果，統計之重要性大增，另外社會經濟之變化，為正確

方向是應付社會及經濟情勢變化之統計整備，這樣統

計調查才能 計數據之擴大 為各

府省共同之統計行政課題，今後 5~10 年希望能有具體之對策。  

一、應付社會及經濟變化之統計整備  

(一)統計

1.(大規模經濟普查)有關創設之經濟普查，平成 16 年 1 月設置關於經濟

普查之創設研討會。迄今為止研討會召開 13 次，平成 17 年 3 月討論有

關調查方法、調查事項，調查單位及與原有大規模統計調查之關係。 

2.關於 統計體系之整備事項，為了進行政府內部

聯繫及調整之研討，平成 SNA 相關統計體系之整備

專業會議。為了 SNA 能充分推測無法獲得之統計調查資訊，迄今為止召

次專業研討會議。 平成 15 年資訊處理實況調查新增有關軟體投資

及資 ，研討軟體資產之推

估方法。  

3.在平成 18 年事業所及企業普查實施前召開研究會，就所掌握之企業集

團狀態進行研討。  

4.服務統計領域(包括公共服務領域)平成 16 年 6 月完成平成 17 年 4 月

有關服務領域以外之統計圖。 

5.在特定服務產業動態統計調查，平成 16 年 1 月調查增加 19 種行業。

另外 劃增加報紙業、出版業調

查對

6.在 IT(資訊科技)相關統計

資訊保護等安全對策調查項目。在平成 16 年學校資訊教育實況調查，

就學校  

7.在雇用關係統計工資構造基本統計調查，平成 17 年調查掌握正職員、

正職員之外之臨時勞動者人數。 

8.包含環境統計未整備之民生業務部門等，掌握行業別消費能力構造統

計調查之創設，平成 16 年度實施第一次試驗調查。為了驗證汽車運輸

之新開展方向 

是提供對政策規劃、起草及評價有用之基

了解每一家庭及企業之想法，亦需透過統計，故其重要性大增。 

統計行政之新開展

有效率且順利實施，統 利用及推動國際合作，

整備 

(GDP 相關統計)SNA 相關

16 年 3 月設置有關

開 5

產之調查事項，觀察內部住宅型軟體連續資料

在平成 17 年特定服務產業實況調查，籌

象。  

，平成 16 年通信利用動向調查擴充有關個人

I T 利用狀況實施調查，平成 17 年調查增加有關安全調查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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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 有關汽車

燃料消費量之掌握預備調查。  

9.(性別統計)服務業基本調查、社會福利設施等調查護理服務設施事業

所調查、地區兒童福利事業等調查、漁業人口調查、新開始工作者等調

查，重新掌握按男女性別分類之數據。  

10.國民生活縱貫統計調查(中老年者縱貫調查)，以中老年齡者為主實施

 

11.除此之外在交通統計改善檢討委員會(平成 15 年 11 月設置)，就交通

運輸統計之整備充實進行研討，平成 17 年 2 月實施最後彙總。 

(二)統計

，廢除不需要之統計調查，為了推動

統計調查之簡便化及合理化，平成 16 年 5 月籌劃制定政策，當各府省

調查有計畫地進行檢視評估時，各府省根據相同政策，

從平成 15 年度開始 3 至 5 年期間，實施所管統計調查之檢視評估，平

成15年有58種調查，平成16年有72種調查，檢視評估實施措施詳「二、

統計

二、統計調查有效率及順利之實施 

(一)活用資訊通信技術推動統計調查 

在各府省以資訊通信技術之進展為基礎，利用線上等電子媒體推動

統計調查，目前為止已有 87 種調查採網路填報。 

<例子>  

‧平成16年(平成17年1月實施)民間工資實況統計調查、國稅電子申報納稅

系統 (e-Tax)，利用網路線上調查以及磁片媒體之回答方法。  

‧在校教員統計調查(高等教育機關)以及地方教育費調查，分別於平成16

年10月及平成17年5月開始導入利用網路填報調查。  

‧礦藏量統計調查以及瓦斯事業生產動態統計，從平成16年7月開始導入利

用經濟產業省統一之電子申請系統網路線上調查。  

‧建築著工統計調查、建設施工統計調查、建設業活動真實情況調查以及住

宅用地完成面積調查，從平成16年度開始導入利用國土交通省網上申請系

統之網路線上調查。  

調查之燃料消費量精確度，以及調查方法之妥當性，實施

所需之調查準備。

調查整理合理化 

進行原有統計調查之檢視評估

所管之全部統計

調查有效率及順利之實施」。 

(二)推動委託民間統計調查確保報告者之信賴 

在委託民間統計調查推動研討會議(平成 15 年 10 月設置)，就有關

統計調查之民間委託指南進行研討，根據平成 17 年 3 月各府省統計主

管課長會議籌劃制定共同指南。  

(三)統計行政方面手續之順利化及迅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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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務省(統計基準部)從謀求事務手續之順利化及迅速化觀點，統

計報告之範圍和承認申請之方法(昭和 27 年 10 月 9 日報告調整官會

議)，以及根據統計法第 25 年 5 月統計委員會

秘書處作成)，全面地重新規定，並於平成 17 年 6 月開始實施。  

(四)充實地方統計機構 

總務省(統計基準部)平成16年12月籌劃制定關於統計調查員之質

量確

(五)統計職員之培養及進修 

在統計職員之培養、進修及宣傳之相關研討會議(平成 15 年 10 月

設置)，對國家統計職員之基本培養及進修政策進行研討，都道府縣於

平成

及市區町村職員之進修也依照國家統計職員進行研討。  

(六)調查技術研究之推動  

15 年 12 月設置統計調查技術及資訊處理專業會議，迄今為止

已召開 ，及各府

省抽樣統計調查之現狀進行研究，平成 17 年 1 月彙總研究結果。  

三、調查結果之擴大利用 

(一)統計資訊之高度利用及提供  

1.建置 正式開始運用。

從 況檢索系統(Community Profile Navi)

網頁，介紹全國各都道府及市區町村各種領域分類統計資訊。 

2.平成 17 年 4 月開始由事業所及企業資料庫，提供母體資訊。  

3.在各府省活用互聯網之統計調查結果電子提供方面，在平成 16 年有關

指定統計調查有57種調查已推動電子提供，承認及申報統計調查有285

種調查運用電子提供調查結果。 

(二)對統計資訊促進利用之基礎整備 

1.推動各府省統計調查結果之提早公布，平成 16 年末指定統計調查 57

種調查中有 49 種調查達成提早公布之目標。另外有關承認統計調查以

及申報統計調查也推動提早公布。  

＜例子＞  

‧有關行政機關個人資訊保護法施行狀況調查，和上回相比大約早7個月。

‧有關工作條件綜合調查以及勞動災害動向調查(乙調查)，和上回相比大

約早1個月。  

‧有關食品損失統計調查，和上回相比大約早1個月。 

8 條之申報說明書(昭和

保及提升指南。 

17 年 2 月彙總國家以及地方統計職員之進修政策，對本身職員以

平成

4次專業會議。就統計過程標準化指南之重點進行研討

各府省政府統計綜合窗口網頁，從平成 16 年 1 月

17 年 4 月起開始提供區域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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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統計資訊利用促進研討會議(平成 月設置)，進行各課題及

就總計之導入以及匿名樣本資料之作成及利用、會員省之

公布後 別 料以 理、 資料之保 統

資料 儲存進 研討。在總務省就業構造基本調查、全國消費實

調 會生活 本調查，進行試驗性匿名樣本資料之作成，並開

試 提供。 

3.在統計分類專業會議(平成 15 年 1 設置)，進行有關統計標準分類

四、推動國際合作 

(一)統計之國際比較及促進海外統計之利用 

標 行 類 4 作 經濟合作開發機構 (OECD )

歐 各 會 事 計劃及世界 生組織 W )疾

以及相 保 問 國際 分類第 10 次 重估工作。

，平

成 17 年 3 月霞關 N上開設 窗 年 理 登 OEC 統計術

語集之翻譯版。 

)在統計領域積極推動國際合

提升開發中 做出貢獻，及有關國際會議之資訊

開放開發中國 及召 國際研 議  

<例子>  

‧參加PARIS21(Partnership in Statistics for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相關會議、東南亞各國聯合 (ASEAN)食品安全保障資訊

序研究計劃會議 有關 。

‧聯合國亞洲太平洋統計研修所(SIAP)接受開發中國家政府職員之實地

進修。  

成 年6月在總務 統計 所 次 施國際統 修， 以

對象，培養 際統 家為 標   

15 年 10

關文件整

論點之整理，

查結果

檔案之

以及社

統計調 個

行

基

資 及有 最新 管及

計

況 查

行始  

2 月

修訂日程及商品分類之研討。  

1.為了積極制定及重估國際統計基準，及對國際事務之貢獻，積極參加

聯合國國際

州

關

準

國

健

業

議

題

WA

 

分

之

之

第 次

買

修訂工

價

、

有關非 業購

統

試

作

統

職

力評 衛  (

  

D

HO

病 修

5月

正

整

計

2.在總務省(統計基準部) 國際統計資訊綜合窗口之資訊收集及整理

行

 

計

員

口，同 刊

會

(二

為 國家

家政

，

之 能力了

收集， 府 進修 開

  

討 。

系統程 收集 資訊

‧實施以ASEAN各國為對象之產業統計研討會。  

‧平 17 省

國

研修

專

第1 實

。

計進 是 國家

職員為 計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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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壹、統計調查業務及系統重新評估政策 

2005年(平成17年) 4月8號 

 

根據電子政府構築計畫(2003 年(平成 15年)7月 17號各府省資訊化統籌責

任者(CIO)聯絡會議幹事會決定)決定，統計調查業務及系統重新評估政策如下。  

一

因國內外社會經濟情勢正急劇變化，對明確經濟活動和國民生活真實

情況之統計需求不斷地增加，關係生活樣式和價值觀之統計調查亦趨多樣

，從確保

客觀性之觀點

國民和事業所及企業等透過統計獲得正確之資

性。  

對全體性及連貫性高品質統計之整合

體生活

著政府橫向調整功能之發揮  

信賴之統計體系整備，適時提供行政對策之企劃、草擬及評估，國民和事

業所及企業等之合理決定和真理探求

發展做出貢獻作為使命，從事統計之全部府省在共同之行動指針下，「應

付社會及經濟變化之統計整備」 、

結果之利用擴大」 ，作為統計行政全體之主要對策政策。  

(一)追求社會有用

(二)提供不同使用者多樣化易利用之統計

(三)調查對象之保密

(四)調查對象負擔之關照

政府各部門資訊化統籌責任者(CIO)聯絡會議幹事會決定 

各府省統計主管課長會議 

、統計行政之使命、行動指針以及主要政策  

化。另外近幾年針對行政之透明性和國民對統計資訊之強烈要求

，對統計實現在評估政策之作用上，抱持越來越高希望外，

訊，可見統計調查之重要

分散型統計機構在統計行政方面，對統計抱有越來越高之希望，政府

，有助於行政、社會經濟以及國民全

，在全府省共同之行動原理下，加強府省之間之聯合共同努力，隨

，整備必要之統計，以容易利用之形式提供。

在上述相同背景和認識下，統計行政及社會經濟情勢之變化，經由被

，把為國民生活之提升和社會經濟之

、「統計調查有效率及順利之實施」「調查

、「推動國際合作」

、客觀又正確之統計：統計反應的是社會之需求，為得到

統計使用者之信賴，社會有用統計體系之整備，追求中立、客觀又正確

之統計理論和技術，以應付社會經濟情勢之變化。  

：統計要能讓使用者容易利用，為

了能提供不同使用者多樣之利用形態，一方面活用先進之資訊通信技

術，一方面提供統計資訊。 

：統計要能讓使用者安心申報，調查之實施、調查表之

管理、結果公布等，調查對象之保密期望能萬無一失。 

：統計正因為有國民及事業所及企業等之理解和配

合才能完成，為了完成客觀又正確之統計，調查對象之配合是不可缺少

 58



的，為了不讓調查對象負擔過重，應致力於實施適當及合理之統計調查

方法。 

(五

(

和地方公共團體分別實施統計調查，為了避免統

政府

之統計整備。 

二、統計調

計調查以及申報統計調查)之企畫、實查準備

布提供及評估，業務統計(根據法令個人、事

錄等

二次統計)之完成(總計) 、評估等業務及系統作為範圍。  

是以統計行政之使命及行動指南、主

要對策政策

府省統計主管部局長會議協定)，以及電子政

有助於提

容易使用之統計環

統有效率之投資，同

四、重新評估之政策 

新評估之進行如下所示。 

)高度專業性之準備、國內外統計發展作出貢獻：統計需要確切之理論和

專業技術支援，積極地觀摩國內外最新理論、技術，為國內外之統計發

展盡力。 

六)橫向政府調整之統計體系整備：統計沒有重複和遺漏是體系提供使用者

之必須要件，在各府省

計調查之重複和洩漏，減輕調查對象之負擔等問題，因此需要統計之綜

合調整，致力於統計之基準設定、個別統計調查之審查、進行橫向

之調整及政府全體體系

查業務範圍 

本政策之統計調查業務對象為統計調查(包括指定統計調查、承認統

、實查審查、總計分析、公

業所及企業等報告之申報登

，利用機關本身完成申報登錄)及加工統計(根據各種統計加工完成之

、分析、公布提供

三、最適化之基本理念  

有關統計調查等業務之最適化，

、「統計行政之新開展方向」(2003 年(平成 15 年)6 月 27 號各

府構築計畫所揭示之目標為

依據。 

(一)謀求調查對象之負擔減輕，提供便利性高、保密之申報方法，

升統計之精確度。 

(二)依據國際標準動向為基礎之整備，讓不同行政機關有

境，謀求行政機關內部資訊共有及提供充實之國民資訊。 

(三)謀求各府省資訊系統之整合，作為謀求政府全體系

時謀求運用業務及系統之效率化。 

(四)謀求統計精確度之確保、重新評估業務處理方法、委外業務之簡單化及

合理化，以致力於提早公布作為基本理念。 

在前述最適化之基本理念下，有關統計調查等業務系統，府省橫向重

(一)有關統計調查企劃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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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

都道府縣等區域標準代碼」 (以下稱為標準地區代碼)告示有關各府省

日標

業務能處理共通發生之狀況。  

及統(廢)合狀況收錄、及市區町村任意時點

狀況

之管理以及樣本抽出之政策 

入樣本調查法，從一部分調查對象者(樣本)推測全體(母體)之狀態，

多半統計調查之實施是根據各府省之行政目的。一定期間許多統計調

事業所及企業為對象之統計調

迷，統計調查可能影響配合調查之事業所及企業

調查母體資訊之整理更新、樣本抽出之

2002 年(平成 14 年)開始運用事業所及企業資料庫，根據「國家

11

查重

對象之統計調查，採取以下措施，

本抽出範圍之母體資訊，儘可能

省共同進行之許多統計調查之樣本抽出環境，從有效更正調

業資料庫功能為依據。 

統計使用之標準地區代碼之政策   

使用於市區町村之施行及統(廢)合狀況，統計調查之企畫、實查、

審查、總計、公布提供等各階段，現在成為總務省用以表示都道府縣

及市區町村之區域統計資訊，及該資訊之相互利用基準，「統計使用之

統計調查之調查日狀況，以及過去之變遷狀況，以各統計調查之調查

準地區代碼為比較基準，使各府省在確認個別公報及整理標準代

碼一覽表時，面對同樣

因此市區町村之施行

之檢索，各府省採用各府省共同利用型之標準地區代碼管理系

統，作為調查日之標準地區代碼一覽表，總務省及各府省均可以取得

該時點標準地區代碼一覽表及市區町村施行及統(廢)合之經歷，簡化

有關該代碼之管理業務。  

2.有關統計調查之母體資訊

政府統計之完成方法是以戰後數理統計學之機率論作為基礎，導

查集中調查部分特定對象，特別是以

查，最近景氣情況低

之經營成本。另外，在各統計

處理、統計調查之實施，各府省分別獨自舉辦同一種類或類似之業務，

就會發生統計調查重複之狀況。  

行政組織等之減量及提昇效率相關之基礎性計畫」(1999 年(平成

年)4 月 27 號內閣會議決定)，是以事業所及企業為對象之統計調

複更正，橫向利用調查母體資訊為管理目的，讓資料庫之功能及作用

進一步充實，有效推動政府全體業務、系統之效率化、合理化及統計

調查之重複更正。  

因此，有關以事業所及企業為

作為推動政府全體母體資訊之管理、有關樣本抽出之業務、系統之效

率化及合理化以及統計調查重複更正。  

(1)儘可能整備成為許多統計調查之樣

整備府

查對象重複之觀點，以現行系統作基礎之各府省共同利用型事業所

及企業資料庫(以下簡稱事業所及企業資料庫)，是以總務省整備有

關事業所及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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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統計行政之新開展方向」是以 2009 年(平成 21 年) 經濟普查(暫

稱)之研討狀況及實施狀況為基礎，研討實施之目標及方向，在事業

所及企業資料庫成為整備母體資訊之基礎，作為重新評估統計調查

之同時，在從該統計調查實施年到下個實施年期間，事業所或者企

業之名稱、所在地及行業分類之公務檔案，至少應每年進行 1 次以

上母體資訊之定期更新。 

資料庫取代不合適又無效率之統計調

方法。 

3.有關調查項目設計之政策 

現在各府省舉行之統計調查之調查項目，雖然府省橫向之配合能

為各

查定義

若原有相同調查項目不能整合定義，各個統計調查就可能產生

及內容有統一之理解，將

信技術之活用，有助於調查設計時資料定義業務之簡單化，

際間之資料交換整合。  

 

(1)2005 年末(平成 17 年末)之前，總務省以及各府省決定調查項目之

定義資訊形式，有關指定統計調查之調查項目標準化，進行對象項

目(以下稱為「標準化對象項目」)之選定。 

(2)2006 年末(平成 18 年末)之前，在總務省以及各府省有關標準化對

象項目儘可能進行定義資訊之標準化，有關標準化對象項目之外指

定統計調查之調查項目，根據上述(1)之形式進行定義資訊之設定。 

(3)各府省關於統計調查之樣本抽出處理，現行業務處理方法之重新評

估，原則上是用事業所及企業

查樣本抽出

(4)各府省實施調查之前進行事業所及企業資料庫之重複更正校驗，進

行重複調查對象之更正及替換等必要措施，調查實施前或實施後迅

速地將事業所及企業之調查資訊登錄在事業所及企業資料庫上，有

效發揮重複更正之功能。 

(5)關於各府省進行樣本抽出處理之系統，按照各系統之調查週期，該

系統資料庫部分與事業所及企業資料庫有重複之功能時，可以併入

事業所及企業資料庫以避免重複。 

看到一部分有關利用日本標準行業分類之標準，但是大多數調查項目

調查實施者個別舉行及定義，另外在政府內共有之架構沒有單一

管理調查項目之定義資訊，因此，同樣調查項目，每個統計調

不同，

構造性之差異。 

謀求統計調查之調查項目定義之標準化，確保政府統計體系之一

貫性，讓調查實施者及統計用戶對調查項目

統計調查之結果比較容易化，有助於分析統計之高度化，線上統計調

查資訊通

減輕線上調查之調查對象負擔，以及國內及國

因此有關統計之連續性，接著採取以下之措施，統計調查採用之

調查項目定義標準化，作為連續性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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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上述(2)有關設定之定義資訊，在總務省整合各府省共同利用型調

查項目標準化資料庫採單一管理，導入指定統計調查以及線上統計

調查，作為以後調查項目定義資訊之設定及標準化，以及辦理同一

資料庫之登錄。總務省以及各府省進行同一資料庫之統計調查設

統計調查之環境和從前比較大的不同在於價值觀之多樣化、加上個

人穩私權意識之提升，使得調查表之回收率下降和未填答之增加，由於

小家庭、單身家庭、白天不在家家庭之增加及有管理員之高級公寓普及

等居住形態之多樣化，家庭接觸困難和調查表回表之延遲情況越來越

多。  

面對調查對象之期待，調查表之回收方法隨著資訊通信設備之普

及，線上調查被期待作為新調查手法。  

在部分統計調查已經運用線上調查，過去線上調查系統，因為各府

省根據統計調查之特性作區域性整備，不僅各調查系統之操作性不同，

調查使用者之利用環境也不同，政府全體發生類似之系統投資及運用業

務之負擔。以後各統計調查將線上調查廣泛地導入運用時，將和過去一

樣，各府省各自進行系統整備，上述問題將更進一步擴大。  

因此採取以下措施，謀求減輕調查對象者之負擔，提供便利性高、

保密之申報方法、謀求統計精確度之提升，各府省資訊整備系統整合，

謀求政府全體之系統投資及運用業務之效率化。  

1.有關各府省進行之統計調查，線上調查可以不用考慮郵寄調查、調查

員調查時調查對象之特性，以及費用對效果之觀點，順利完成調查業

務，根據各統計調查實施週期，導入線上調查與現行調查並用或完全取

代。  

2.有關以國民、企業為對象之線上統計調查(不含以行政機關以及地方公

共團體為主要對象之統計調查。)，線上調查種類如下。  

(1)各府省根據進行線上統計調查時，均運用總務省整備之各府省共同

利用型之線上調查系統認證功能。  

(2)有關以下所列舉各府省之系統，按照各調查系統之週期，將所有調

查系統與線上調查系統有重複功能或業務加以檢視，有必要進行系

統之審查、分析及修改等措施，藉此將可逐項轉移到線上調查系統

之功能或業務廢止。  

計，以及活用資料參照模式同時，應適當地設定各統計調查之調查

項目定義及各統計調查目的。 

(二)有關統計調查實查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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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府   機器接受訂貨統計主頁系統   

‧總務省   零售物價統計調查新調查系統   

‧總務省   訊息通信統計資料庫   

部   電子調查表收集系統   

統   

‧經濟產業省   石油資訊報告系統   

‧經濟產業省   新世代統計系統   

‧

及地方公共團體為主要對象之統計調查線上網路

化

共團體之報告徵集業務」之最適化配合及合作，徵集地方公共

簡化，根據

態調查線上報告系統(厚生勞動

，各府省是採用電子郵件、電子

文件交換系統或透過府省共同之系統採用霞關 WAN 及綜合行政網路

送團體及機關有記載調查事項之電子媒體進行調查，原則上不進行

‧總務省   科學技術研究調查互聯網活用系統   

‧財務省   法人企業統計調查等網路系統 (FABNET網)  

‧教育科學

‧厚生勞動省   每月勤勞統計調查線上系統   

‧厚生勞動省   勞動經濟動向調查線上系統   

‧厚生勞動省   護理人員培養所報告管理系統   

‧經濟產業省   有色金屬等統計調查W e b申報系統  

‧經濟產業省   企業活動基本調查系

經濟產業省   電子申請系統   

‧國土交通省   國土交通省線上申請系統   

(3)統計調查之線上網路化係為各府省原有系統功能之擴充、新系統之

開發整合及安全對策之緊急處理等，今後，均以府省共同利用型之

線上調查系統之利用及轉移為基礎。  

3.有關以行政機關以

，方式如下。  

(1)以全部市區町村或按照一定數量之機關為對象，每年 1 次以上定期

地進行調查表取集之統計調查，根據電子政府構築計畫之「針對地

方公

團體之報告(含統計調查)，運用該調查系統進行有關調查事項之資

料收集。  

(2)根據行政機關以及地方公共團體共有之地方公共團體報告事項(只

限公開或可能公開部分)及地方公共團體報告徵集之業務

上述(1)系統之活用，進行相關統計調查事項之資料收集研討。  

(3)關於已經導入線上調查之人口動

省)，以上述 (1)之系統為基礎，按照原有系統之功能進行必要地重

新評估，繼續推動統計調查之線上化。  

(4)有關不符合(1)~(3)原則之統計調查

(LGWAN)線上調查方式。霞關 WAN 及綜合行政網路 (LGWAN ) 根據發

書面調查表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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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

錄

號內容、資料型式)，需要逐步開發審查用及總計用之程式。  

料

定 現，有助於調

查結果

據

資

件 省橫向之運用，作為今後最適化計畫明確

(四)有關統計之公布與提供等政策 

政府統計，為政府行政措施之基本資料外，對於行政透明度及國民

具有說明解釋之責任

「

環

因

各 關、國民及企業為主之多數統計使

用者而

倒

具有整體性、統整性且容易上手、方便使用等環境之整備。 

尤其就指定統計而言，不僅在政府各部門所掌事務之推行方面需使

用到 ，因而相較

於其他

基

料 來建構電子政府行動及通訊

以

並

境

務

)有關調查結果之審查以及總計之政策 

了進行統計調查結果之審查及總計，每一張調查表回答內容之記

資料(以下稱為「個票資料」)格式構造(比率和回答事項之排列、符

表示政府統計之個票資料陳示方式之記法及符號表，將此類書面資

形式標準化，以此為前提，使某些特定項目產生共同代號，並不受特

統計報告形式之限制，以市場為導向之統計軟體產品出

之審查及總計等統計業務之效率化、經費減省以及提早公布，根

將來「統計行政之新開展方向」之構思，研討現行各種統計調查個票

料彙集之統計檔案資料庫，有利於基礎環境之整備。 

因此在總務省及各府省研討個票資料之格式構造表示記法，以及文

資料形式之標準化，提供府

之政策。 

，就個人及企業做出正確意識判斷上為不可或缺之

國民共有財產」，並要求於行政機關、國民及企業等單位方便使用之

境下，將完成之統計資料儘速提供。此外，日本採取分散型統計體制，

此，有關政府保有之統計資料之提供，以往是由執行該項統計之政府

部門獨自進行，然而，對於行政機

言，統計資料到底來自於何種行政部門並非其所關心之重點，反

希望能有不被行政組織之框架限制即可使用，並就政府本身而言，能

，對於政府統計在體系之整合上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統計，此類統計資料必須建立在中央政府與地方公共團體共有之

礎上，打造出國民及企業等皆可使用之環境。以往只須將報告書等資

出刊即可履行此類業務者，由於受到近年

技術快速發展之影響，因而使得政府日前必須建造出可透過網際網路而

電子形式提供民眾使用之環境。為此，政府必須建立下列所述措施，

整備無須在意行政機關間之差異且可供人方便使用之統計利用環

，進一步加強行政機關內之資源共享以及對國民提供資料等服務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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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

舉

團

更

身之業務及系統達到合適地使用方式，藉以整備國民與企業對於統計之

(1)

統計結果，藉此以達快速提供公布統計資料之

(2)政府各部門針對其管轄範圍內之統計資料，應將即將公布之統計表

務廳、郵政省及自治省)加以統

試算表之提供，自統計表管理系統開始營

運

理系統加以提供。 

(3)針對指定統計調查之結果，具有統計表檢索及編輯、檔案抽取、表

格

目

。 

.以「e-Japan 重點計-2004」(平成 16 年 6 月 15 日，由日本高度資訊通

網路社會推進戰略本部(IT 戰略本部)達成決議)為前提，依循下列所

事項，有關政府統計方面，將推動資料庫之建立，使政府與地方公共

體可共享資料，同時透過提供分析之工具，使統計分析方面支援環境

加完備，並透過網路將可公開之統計資料加以公布等方式，使政府本

使用環境。 

政府各部門應將該部門所欲公布之統計內容透過網路來提供，同時

以網路公布已製作之

目的。此外，針對指定統計調查，就法令層面而言，原則上原以官

方報告及其餘刊物為主要公布方式之統計調查結果，使其可藉由網

路而進行公布，並就相關規範之制定重新進行檢討。 

製作成可於電腦軟體上使用之試算表，並將此類試算表檔案加以儲

存，此外，透過網路所提供之政府各部門共同利用型統計表管理系

統，將由日本總務省(前身為日本總

整管理。有關政府各部門

之後，將可經由政府各部門網頁連結至該系統。因此，總務省所

營運之「霞關 WAN」當中所提供之檔案資料庫也將隨即停止運作，同

時，針對政府各部門網頁所提供之既存試算表，則將改由統計表管

製作、分析等功能之政府各部門共同利用型統計資訊資料庫，其

將由總務省加以統整管理，此外，對於執行指定統計調查之政府部

門，自該資料庫開始營運之後，應依序透過該資料庫開始進行資料

之提供。然而，政府各部門針對指定統計調查以外之統計調查(如承

認統計調查及申報統計調查)以及業務統計與加工統計等統計項

，應儘可能在可行範圍內經由該資料庫進行資料之提供。因此，

當隨「霞關 WAN 之統計資訊資料庫(SISMAC)」中與統計資料入口網

站之線上統計資料庫以及其他政府各部門共同利用型統計資訊資料

庫在功能方面有所重複時，或經由業務之重整與檢討，將舊資料庫

中可移至新資料庫之政府各部門系統停止運作

(4)針對上述(2)之統計表管理系統以及上述(3)之統計資訊資料庫，務

必掌握各統計表之實際利用狀況，並定期提供給政府各部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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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門以此為參考加以檢討，進而重新評估或停止使用該統計表，

有關統計調查等業務方面，將加入以定量使用數量之調查為基礎的

評 價 功 能 ， 並 將 與 統 計 調 查 等 業 務 相 關 之 PDCA 

Cycle(plan-do-check-act cycle)加以確立。 

政府各部門透過委託民間機關，使提供統計資料之業務更具效率，

並將上述(2)之統計表管理系統

(5)

以及上述(3)之統計資訊資料庫加以

配使用之業務環境。此外，「獨立行政法

人

配使用之業務環境。 

2.針對

使用之便捷性，而對於政府

各部

共

整合，創造出兩者可相互搭

統計中心」針對國情調查、與其他基本國情相關之統計調查以及

受行政機關之委託而進行之統計調查資料等收集與計算，為使政府

各部門之統計資料提供業務更具效率，對於上述(2)之統計表管理系

統以及上述(3)之統計資訊資料庫，將兩者加以整合藉以建構出可相

互搭

透過政府各部門網頁所提供之各類統計相關資料，應建立一個可

橫跨政府部門之扁平化體系，藉此提升統計

門而言，與該部門統計相關之網頁應採取下列所舉方式加以管理，

主要是以透過共通目錄及共通刊載項目為主之資料內容結構，試圖使各

用語標準化(畫線部分為必須刊載目錄以及必須刊載項目)。此外，針對

以外語提供之資料，將以指定統計為主，採取積極應對之方式。 

(1) 統計調查 

同選單  共同刊登項目 刊登內容  

調查目的 記述統計調查的目的。  調查概要

調查沿革  記述統計調查的原委、變遷、沿革等。

調查根據法令  記述有關實施統計調查之根據法令。 

調查的對象 記述統計調查之對象範圍以及調查對

象家數。  

抽出方法  記述調查樣本之抽出方法。  

調查事項 記述統計調查之調查事項。  

調查表  附上調查表影像檔案。  

調查時期 記述調查日期以及具體調查期間。  

調查方法 記述統計調查之實施系統、調查手法

等。  

(其他的) 上述刊登以外、根據各統計調查的特

性，刊登宣傳單、小冊子適宜及任意項

目之影像檔案於任意之位置。 

 66



用語解說  記述調查結果使用主要用語之定義及

解說。  

調查結果

結果概要  記述調查之結果概要。  

推估方法  記述調查樣本之結果數值之推估方法。

利用上之注意 有關誤差範圍結果精確度之資訊，產生

前之結果數值不同

當用戶利用結果數

項。  

和類似統計或者從

構造之主要原因等，

值時，記述應注意之事

正確及錯誤資訊 公布之後發生修正結果數值時，刊登正

等。  誤表之正誤訊息

統計一覽表 刊登在上述 1.(2)統計表管理系統連接

。  之一覽表

(其他的)  上述刊登以外、根據各統計調查之特

任意項目之影像檔案性，可以將適宜、

刊登在任意的位置。 

預定公布 預定公布之刊登為統計公布日 3個月

前。到實際公布日之每回更新。  

Q & A  記述關於統計調查常見之問題。  

諮詢處 記述用戶諮詢之連絡部署名稱、位址及

電話號碼等。  

(過去訊息)  刊登記述「平成○年 △△統計調查」

適宜、過去資訊之提供。  

(其

性，刊登宣傳單、小冊子適宜及任意項

他的)  上述刊登以外、根據各統計調查的特

目之影像檔案於任意之位置。 

 

(2)業務統計以及加工統計 

共同選單  共同刊登項目  刊登內容  

調查目的 記述統計調查之目的。  調查概要

統計沿革  記述統計之原委、變遷、沿革等。

統計作成方法  記述統計之作成方法。  

(其他的)  上述刊登以外、根據各統計的特

性、適宜刊登在任意的位置任意的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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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解說  記述總計結果或推估結果使用之主

要用語定義及解說。  

總計結果或

推估結果

結果概要  記述總計結果或推估結果之概要。

利用上之注意 有關誤差範圍結果精確度之資訊，

產生和類似統計或者從前之結果數

值不同構造之主要原因等，當用戶

利用結果數值時，記述應注意之事

項。 

正確及錯誤資訊 公布之後發生修正結果數值時，刊

登正誤表之正誤訊息等。 

統計一覽表 刊登在上述 1.(2)統計表管理系統

連接之一覽表。 

(其他的)  上述刊登以外、根據各統計調查之

特性，可以將適宜、任意項目之影

像檔案刊登在任意的位置。 

預定公布 預定公布之刊登為統計公布日 3個

月前。到實際公布日之每回更新。

諮詢處 記述用戶諮詢之連絡部署名稱、位

址及電話號碼等。 

(過去訊息)  刊登記述「平成○年 △△統計調

查」適宜、過去資訊之提供。 

(其他的)  上述刊登以外、根據各統計調查的

之位

特性，刊登宣傳單、小冊子適宜及

任意項目之影像檔案於任意

置。 

 

3.總務省綜合上述第

，並將相對

維護經費較高、較不具實質使用性之功能停止運作。此外，就提升業務

1 點及第 2 點，以此為前提，將被視為現行資料提

供之中心網站「統計資料入口網站(portal site)」加速發展，並使其

成為所有與政府統計相關資料之綜合性(行政)窗口，並擁有下列所列舉

之功能，進一步與「電子政府之綜合窗口」(e-Gov)連結之政府各部門

共同利用型「政府統計之綜合窗口」(e-Stat)加以統整。 

政府各部門必須將現行之資訊提供功能加以有效運用，同時檢討是

否有與「政府統計之綜合窗口」(e-Stat)重複或具類似之功能，並以政

府為單位統籌管理統計資訊之提供功能藉以提升其使用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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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率以及方便性之觀點而言，應按照實際需求加以統整，將「政府統計

之綜合窗口」(e-Stat)與政府各部門系統間有機性地(如同生物般、富

變化地)做連結。 

(1)政府統計之綜合導覽 

‧五十音檢索、政府部門檢索、關鍵字檢索、Free Word 檢索、分類

檢索以及透過綜合配對上述各類檢索方式，藉此快速且有效地檢索

出政府所提供之統計資訊。 

‧針對已被檢索出之政府統計，顯示該統計之概要、統計一覽表。 

(2)

計相關網頁

(3)

(4)

供。此外，針對具有地理屬性之統計操作，在「地理資料系統(GIS)

在使用上之便捷性。 

(6)

(7)

(8)

日本產業標準分類、日本職業標準分類、日本商品標準分類及

疾病、傷害及死因分類等，將以上統計資訊透過政府各部門共同利

‧針對自統計一覽表中選出之統計表，透過網路連線至上述１.(2)之

統計表管理系統所管理之試算表以及上述１.(3)之統計資訊資料

庫。 

預定公告 

依據上述 2，定期性地自動收集於政府各部門之統

中被用做共通目錄之預定公告，並將其提供做為一覽表。 

統計資訊資料庫 

提供上述 1.(3)之統計資訊資料庫。 

統計地理資訊系統 

將區里鄰或較鄉鎮市為小之區域範圍之統計與其區域分界以及

背景地圖等加以統合顯示，使利用統計資料者可將之用於空間性統

計分析上，該服務由政府各部門共同利用型之地理資料系統所提

關係政府部門聯絡會議」已納入連結政府之地理資訊提供體制整

備，藉此增進使用者

(5)透過統計看到國家之樣貌 

將人口、總體經濟指標、經濟統計、社會統計等政府主要統計

指標加以分門別類，並以簡易數據及圖表提供使用。 

綜合統計 

網羅日本統計年鑑及日本統計月報等主要之政府統計，提供此

類綜合統計報告書之電子檔案。 

區域統計 

將依據社會與人口統計體系所統計出之縣市別或鄉鎮市別統計

資訊，透過具有圖表製作功能之政府各部門共同利用型區域統計分

析系統加以提供。 

統計標準分類 

用型之統計標準分類資料庫加以提供。尤其就使用頻率較高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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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標準分類以及日本商品標準分類而言，對於調查對象以及身為

統計使用者之國民與企業等提供協助使其對於調查項目以及統計表

項目更加理解，且為使得能與行政機關共享資訊，將分屬各類別之

索出合適分類之資訊共享型資料庫。 

具體產業及職業別加以對照，使其整合為可自不同產業及職業別檢

(9)線上(Online)查詢系統 

(10

(11

外，有關掌握統計需求及統計資料之收

4.

進

公布及其執行相關業務之調查者，將其對於總務大臣之

報 務 方報告之公告 對該手續方

評 ，考量是

5.除上述所列舉者外，針對與統計

各部門依據「行政資料電子提供業務及電子申請受理業務之業務、系統

重新評估政策」(於2004年7月29日政府各部門資訊化統籌責任者(CIO)

聯絡會議幹事會中所定案)，進行網路連結入口之整合及提升業務效率。 

(五)有關外部資源有效運用之政策 

 針對統計調查等業務，於「國家行政組織等之減量及提昇效率相

關之基礎性計畫」中指示「針對統計事務(如

料庫、實情調查等)

並藉此達成組織之減量」，除此以外，於其他行政改革措施及「統計行

政之新開展方 定類似

民間機構等外部機構進行統計調查(以下簡稱「委外」)等方式，就業務

之單純化、合理化觀點而言，今後可能更進一步採取委外之方式進行調

查。 

利用連結至政府各部門共同利用型線上查詢系統方式，對於可

線上查詢之統計調查一覽、系統之使用方式等加以解說。 

)成為連結各統計網站之綜合(行政)窗口 

提供政府各部門、地方公共團體以及國內統計相關機構、外國

政府及國際機構等之統計網站，與其有關之網頁搜尋。 

)其他 

相對於上述所列舉項目

集、提供方面相關之事項，應提供可橫跨政府部門加以適度整合之

功能。 

針對政府各部門所公布之統計表，經由上述 1.(2)之統計表管理系統提

供至網路，或各類統計之預定公告依據上述(2)於政府各部門相關網頁

之共通目錄中提供，以及依據上述 3.(2)於「政府統計綜合窗口」

(e-Stat)一覽中所被提供者，在以此為前提之下，對於依據現行法規

行指定調查結果

告以及由總 大臣所提出之官 等手續方式，

式進行重新 估及檢討 否應省略或加以廢止。 

資料相關之電子提供業務方面，政府

收集計算、製作和提供資

，包含概括性委託民營在內，進一步推動委外民營，

向」中也訂 政策，以往多數統計調查業務採取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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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對 查業

及確保統計之精確度，然而，當處理有關國民與企業之個人隱私資料或

有可能對市場 資料時 ，便輕易地推

動委外，則可 成原

而言，必須統 整

推動委外機制，針對推行委外業  

然而，依下列各項所列舉內

行之對象業務與該要點明確說明 委外案

之推行對象業 不

之不同，於該部門內部之管理下 資源，藉此使國

家行政機關職 精簡

關之委外民營時，應將重點放在確保調查對象之信任度上，並且必須要

確定能以適當 式實施

新開展方向」為基礎所訂定之  

line)」(2005 年(平成 17 年)3 月

提加以執行。 

1.政府各部門以下列所列舉之事項

且互相具有關連性之數 託

等外部單位加以執行業

(1)以「業務、系統最佳化計畫 ide line)」以及「統

外民營相關導覽

舉，非必須使用國家行政機 etence)之

視為委外之推動對

務，依據實際需求，將其委外於民間機構等外部單位，藉此有效運

用外部機構之專業知識及能力。 

委外之推動對象業務  

於多數統計調 務，於統計之製作時則加以要求迅速以

造成影響之 ，若未經考慮業務之特性

能導致無法達 本應具有統計行政之使命，對全體政府

整具整體感以及 合高品質統計之能力，同時為了進一步

務之範圍，政府部門間務必達成共識。

容，應將橫跨政府部門之委外案及其推

，當推行委外業務的同時，針對

務以外之業務及 適合採取委外方式之業務，按個別需求

，善加利用外部之人力

員之業務更加 化。此外，當執行與統計調查等業務相

且順利之方 ，因此，政府各部門則以「統計行政之

「統計調查之委外民營相關導覽(guide

31 日政府各部門統計主管科長級會議

共識)為前

為前提，在考量經費分配之狀況下，

將可委外 種業務加以組合配套，將此類業務委

民間機構 務。 

策略制定導覽(gu

計調查之委 (guide line)」為前提，於表格中所列

關核心知識、能力(core comp

業務將其 象業務。此外，針對此類業務以外之業

 

統計調查業務之功能 

企畫  在設計樣本方面之層化抽出  

在調查區設定方面之地圖作成、本地勘察 

在用品準備方面之用品發送  實查準備  

傳方在宣 面之宣傳實施  

調查表填寫  

調查表分發  

實查  

調查表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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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檔案檢查及提出  

調查檔案受理  

檔案檢查  

分類符號之檢查  

數據輸入  

在數據檢查方面之檢核程式作成、形式校

驗、邏輯校驗、數據修正  

審查  

記載處理  

在疑義處理方面之疑義票作成、諮詢、結果

總計程式作成  

演算  總計  

結果表作成  

分析‧加工程式作成  
分析‧加工  

演算  

在報告書刊行方面之發送  

在刊登主頁方面之內容作成

公開  

、伺服器登錄及

公布‧

資訊之諮詢、發送、申請、受理 

提供  

提供資料使用及資料庫整備  

其他的  資訊系統之開發、運用及保密  

 

(2)針對上述(1)中推動委外對象業 而

言，若委外後具有業務量減少之效果，以及人員配置或為達技術轉

移而向聘僱機構進行說明等諸如此類之準備程序，相較委外後所產

業等個人

隱

務之相關個案適用性，以效率觀點

生之業務量，其業務量如有大為減少之情況，或有關統計之製作，

以速度的觀點並無產生障礙之情況下，以及從需要高度專業知識或

能力並可能涉及具高度隱匿性資料之觀點而言，其對於統計之精確

性如可以確保，綜合以上情況下則視該業務為適合委外之業務。 

(3)針對統計調查等業務，由於該資料有可能涉及到國民或企

私以及對市場可能造成影響，因此，對於上述(2)之適合委外之業

務以及其所委外之民間機構等，選定之對象必須為不使國民產生不

安或疑慮，並使民眾不至喪失政府統計之信任感，應針對其所執行

之資訊種類及業務特性選定適當之委外對象。此外，就保密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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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對於較不適合採取委外方式，如表格之製作等業務，在考量

效率的同時，應委託獨立行政法人統計中心等執行業務。 

2.政府各部門針對上述 1.(1)之表格所列舉之以外業務，以及為該表所列

被判定為不適合委外執行者，則依據實際需

求

(六)有關

1.依據本政策加以統整下列所列舉之政府各部門共同利用型系統及與其

子系統

200

試及 以及舉行業務人員之研修，並於 2008 年(平成 20 年)開始，

統。 

・標準

・

・調查項目標準化資料庫 

・線上(Online)查詢系統 

・統計表管理系統 

・統計地理資訊系統 

・區域統計分析系統 

・統計標準分類資料庫 

・政府統計綜合窗口(e-Stat) 

2.針 該系統負責處理有關國

影響之統

負責 量靈活運用

開招標、複數年合約等具經濟及效率之方式委託民間經

營，並以

將行政機關單獨處理時易受到限制之業務，將其效率提升並實現減少經

業務之運作及管理將全盤交由獨立行政法人統計中心執

行，藉此

3.針

事項。 

e)查詢系統、政府統計綜合窗口(e-Stat)等國民可

利用之系統，應考量包括高齡者及殘障人士在內之任何一位使用者

舉之業務，但因(2)或(3)而

，可改為聘用外部人力資源約聘為臨時勤務人員，藉此將業務精簡化。 

政府各部門共同利用型系統之政策 

，該系統將由總務省於 2006 年(平成 18 年)起著手研發，預計於

7年底(平成 19 年底)前完成並與政府各部門系統連接，進行實況測

試用，

正式啟用下列系

區域碼管理系統 

事業所、企業資料庫 

・統計資訊資料庫 

對政府各部門共同利用型系統之運作，由於

民、企業等與個人隱私相關之調查表資料以及尚未公布對市場可能產生

計資料，因此，該資料必須交由具公益性及公平性之單位，以

且安全地方式加以管理，除此之外，針對可運用民間力

之業務，經過公

彈性方式聘用外部人士，經由法人獨到地創意以及努力經營，

費之目標，此類

使行政營運更加精簡、合理化。 

對政府各部門共同利用型系統之統整及營運，應留意以下所列舉之

(1)針對線上(Onlin

皆可輕鬆上手使用之模式。此外，因以國民等使用者之要求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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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向之改變為前提，使該系統可與多類電腦操作系統(OS)、瀏覽器

(網頁閱覽軟體)等互相對應使用。 

降，並活用與業務處理相對應之適合技術以及進行功能之改善，同

(2)持續掌握使用者之需求及技術動向之改變，以留意不使服務水準下

時採用對於技術基礎及運用基礎合適之最新技術，以長期眼光及獨

到見

(3) 及風險

設施加以統整、活用，

利用

檢查工作

以上各項措施以達必要且合適地資料維護策略。 

4.於 2006

統計

門共同利用型系統之營運相關重要事項加以審議。 

(七)

調查等業務，

1.

統一並訂定標準。 

2.對於

3.

4.

及將調查對象鎖定，並針對一定期間內、持續進行統計調查，對

解藉以確保系統本身之適應性及可擴充性。 

將資料系統所處理之資料重要性以及所可能面臨之威脅

(Risk)加以評估，針對與此相對應之設備、

既有效又合適之暗號技術，透過嚴謹地資料管理，對資料及系

統採取適切、適時地備份(保全措施)，定期執行外部監督

等，藉由

年(平成 18 年)前，以總務省及所有政府部門為成員設立政府

資訊化推進協議會(正式名稱未定)，並於該協議會中針對政府各部

5.為確保政府各部門共同利用型系統得以適當且順利之方式進行營運，

並透過獨立行政法人努力經營，以更具效率及持續之方式推動最佳化處

理，自此觀點，總務省便應重新檢討獨立行政法人統計中心之中期目標

等，採取必要之重新評估措施。 

有關政府各部門個別業務、系統之政策 

政府各部門，對於上述(一)至(六)項為止所列舉之橫跨政府各部門

所從事之業務及系統之外，並針對政府各部門個別之統計

以下列所列舉事項做為前提進行業務、系統之檢討，藉此使其達到最佳

化之效果。 

對於政府各部門中個別之統計調查業務當中，針對不同政府部門之部

局、課室等單位進行相同業務處理者，則試著使其業務處理之相關樣

式、記載事項、處理方式等獲得

政府部門當中複數之部局、課室等單位所處理之各部門個別之統

計調查業務當中，針對若集中於一處所處理將會較具效率者，則試著使

其業務處理獲得統整並集中處理。 

以「統計行政之新開展方向」為基礎，將既存統計調查重新檢討，並

停止運用需求量較少之統計調查，同時推動統計調查之精簡化及合理

化。 

針對調查對象所分發之調查表，特別以事業所及企業為對象之統計調

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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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調

5.

獲得

6.

7.

8.針對政府部門內與統計調查等業務相關之系統，應考量以下列舉要

統時，應考慮將該類系統統合

(2)

(3)

利用支援工具進行使用者管理、

系統資源管理、安全及隱私管理等業務，透過上述項目之執行以提

 

查對象之個人隱私之保障以及確保調查之精確度皆須多加留意，同

時對於採用事前記入方式(Pre -print)之可行性做評估，藉此減少調查

對象填表負擔及調查員之業務量。 

針對與統計調查之實情調查、調查結果之審查等相關之疑問處理，則

將其解決方案加以儲存，並令實施調查機關以及承辦機構共享資訊，藉

此縮短產生疑問時之處理期間以及提升業務之效率，同時使統計之品質

維持及向上提升。 

除上述第 1 至第 5 項所列舉之事項外，針對固定型業務之系統化、想

法決定過程之精簡化，以及推動政府部門內業務處理之精簡化及合理

化，使資料可提早公布。尤其針對使用頻率及需求量較高之統計，應有

效運用局部統計及暫定值，以公布速報結果，一方面留意統計之精確

度，另一方面則研擬提早公布時所需採取之措施。 

針對調查表及其他記載或記錄含有調查對象相關隱私資料內容之文件

及電子檔案，對此類資料之管理，政府相關各部門其內部就具體手續辦

法及保密措施應以明文加以規定，並以公正嚴明之方式徹底管理。 

點，所有政府部門單位藉此執行更具效率之系統投資，同時提升運用業

務系統之效率。 

(1)當政府部門內存有多個類似地資料系

或停止運用進而達到整合統一之目的。 

針對使用中央處理機(Main frame)之系統，必須對資訊資產之完整

性及可使用性之要求前提下，並對費用精算及技術動向多加留意，

嘗試將其轉移至開放系統。 

導入監視功能預防故障之產生、故障維修工作之自動化、檔案備份

等日常性運用業務系統之自動化、

升運用管理之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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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貳、日本事業所及企業資料庫之建置

一、發展背景說明 

日本工商業母體資料庫之建置 7年(1995 年)3 月統計會

議( ics Council)所 年政府統計服務策略」報告之建

議，日本統計局乃依此於平 企

業資訊資料庫」，主要目的係 之統計調查母體

來源，該資料庫僅以事業所及

商歷史調查紀錄。惟隨調查環境之變遷，日本內閣府於平成 11 年(1999

年)4 月「國家行政組織減量 議」中決議，由統計局及統

計中心發展一套更完備之綜合性資料庫，並應利用各項普、抽查調查結果

及公務登記資料進行資料庫 其發展完成後，各府省辦理相

關抽樣調查時，均應運用此資 資料庫中個別事業所

之歷史調查紀錄，避免事業所於不同抽樣調查中過度重複受查，俾減輕事

業所之填報負擔。 

據此，日本統計局以「事

資料庫，並稱為「事業所及企業資料庫」 (Statistical Frame of 

Establishments and Enter 各主要普

查及抽樣調查(如：總務省統計局事業所及企

統計調查與工業統計調查及財務省之法人企業

入個別事業所接受相關調查之歷史紀錄，除可提供相關抽樣調查之母體來

源，並可避免不同抽樣調查之樣本重疊，進而達成減輕事業所填報負擔之

目的。此外，為更有效率的利用此資料庫，配合日益精進之資訊技術，規

劃各府省可透過霞關 WAN 線上使用及傳遞資料庫之相關資訊，SFE 已於平

成 14

二、組織及運用人力 

S

資訊小

理

計 3

中心(

之更新

三、資料庫

 

，起源於平成

Statist 提「未來 10

成 10 年(1998 年)1 月發展完成「事業所及

提供以事業所及企業為對象

企業普查資料為單一來源，且未包含個別廠

及效率化計畫會

之維護更新，伺

料庫進行抽樣，並藉由

業所及企業資訊資料庫」為基礎，建置新的

prises，以下簡稱 SFE)，內容包含

業普查、經濟產業省之商業

統計調查)之結果，另亦納

年(2002 年)4 月開始進行建置作業。 

FE 之開發和維護，由總務省統計局統計資訊系統部門(SISD)之名冊

組負責，主要包括 2個單位，其一負責 SFE 之開發及母體資訊之管

，計 4 位成員；另一負責硬體設備之維護及資料庫使用之簡易化設計，

位成員(包含 1 位兼職人員)。 此外，在 SISD 之監督下, 全國統計

National Statistics Center)有 5 位成員，負責資料庫中母體資訊

作業。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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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

1.減 查選為

2.

事業所及企業之母體資訊，供

3.

(二)

1. 一事業所一個由區域碼、序號及檢查代號所

組成的唯一代碼，並通用於各相關之普查及抽樣調查。主要目的： 

(1)不同的普查與抽樣調查通常有不同的定義和範圍，透過唯一代碼之

建立，可有效率的連結各種不同調查結果。 

(2)藉由唯一代碼，SFE 可依各種調查結果，有效率的更新各項訊息，

紀錄。 

(3)不同之普查及調查間，若相同調查對象有不同行業分類，可以藉由

校正。 

2. E 需確實掌握企業最新異動狀況，如：

(三)

1.

業所及企業普查結果外，並以經濟產業省辦理之商業統計調

本

功能 

少事業所被重複選為抽樣調查樣本：SFE 提供事業所被各種調

調查對象之歷史紀錄，因此各府省辦理調查時，可由此訊息避免過度重

複抽選同一事業所為調查對象。 

主要抽樣依據：SFE 依據 3種主要普查、公務資料及私人企業之徵信資

庫料作為更新之來源，因此可以得到最新

為各府省辦理相關統計調查之主要抽樣依據。 

統計分析：SFE 可被利用進行多項統計分析。例如：可隨時由資料庫產

生統計表格；能夠進行企業樣本追蹤分析(panel analysis)及企業集團

狀況研究等。 

主要特徵 

建立唯一的代碼：給予每

並同時儲存歷史調查

比對作業，進一步分析

運用私人企業建置之資料庫：SF

新增設立、合併、搬遷、倒閉及停歇業等，及進一步了解母公司、子公

司之企業集團輪廓等資訊，惟因上述資料難以由普查及抽樣調查取得，

且因公務檔案如商業登記尚無電子化檔案，因此轉而購買私人企業之徵

信資料庫，以補 SFE 之不足。 

資料庫內容 

SFE 內容包含母體資訊表單、歷史資訊表單、管控資訊表單及其他

相關表單，不同表單間則以事業所代碼(establishment code) 來連結

相關訊息。(圖 12-1) 

母體資訊 

SFE 中母體資料以統計局所辦理之事業所及企業普查結果為基

礎，除事

查、工業統計調查及財務省之法人企業統計調查結果為更新資料庫之基

來源。各項普查辦理週期詳表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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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SFE 資料庫內容 

事業所及企業資料庫 
事業所資訊

事業所及企業普查

商業統計調查

-  

- 事業所

代號 

- 母體資

訊 

資料比對

註記

更新

-

-

-

 

資料

註記

號 

儲存

比對 

事業所代

歷史資訊

各普

查及

抽樣

調查

結果 企業資訊 

事業所及企業普查

法人企業統計調查

私人企業徵信

資料庫 
提供相關抽樣調查所需母體 提供歷史資訊，避免事 過度重複  業所 受查

辦理以事業所及企業為調查對象之政府部門 

母體資訊表單群 歷 資 表 群史 訊 單  管控資訊表單群

- 

- 

- 

- 

- 

- 

- 

- 

- 

- 資料使

訊表單

- 資料庫

訊表單

- 資料庫

碼資訊

基本項 表

企業資 表

母體來 表

企業生 資

表單 

公營事 資

表單 

目 單

訊 單

源 單

態 訊

業 訊

調查歷史資訊

表  

受查次數資訊

表  

調 屬性表單 

未成功之

事業所表單 

用者資

 

管理資

 

使用代

表單 

單

單

查

比對

工業統計調查

線上資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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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 SFE 母體資訊的構成  
(2005 年 9 月 30 日) 

 

 

 

 

 

所

  

 事業  企業 
總計存活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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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各項普查辦理週期 
辦 理 週 期 更 新 來 源 

事業所及企業普查 
每 5年 

兩次正式普查之中間年辦理簡易普查 

商
兩次正式普查之中間年辦理簡易普查 

業統計調查 
每 5年 

工業統計調查 每年 

法人企業統計調查 每年 

此外，為充實 SFE 內容，亦使用私立 Teikoku 企業徵信資料庫內

容。透過上述各項來源之彙總結果，至平成 17 年(2005 年)9 月 30 日，

SFE 中共有 650 萬家事業所；170 萬家企業(圖 12-2)。SFE 中各母體資

訊表單內容詳表 12-2。 

表 12-2 SFE 母體資訊表單 

單 名 稱 連 結 鍵 值 紀 錄 內 容表

基本項目表單 事業所代碼 地區別、事業所名稱、地址及電話號碼 

企

組織型態、獨立單位或總公司及母公司、子公司及

業資訊表單 事業所代碼 

企業代碼 

資產、企業整體雇用員工人數、分支單位數、法定

相關企業狀況 

事業所及企業普查

結果表單 

(民營) 

事業所代碼 事業所：員工人數、行業、法定組織型態、總/分

公司、場所類別、營業條件、郵遞區號

企業：資本額、常雇員工人數、行業、分支場所數、

 

法定組織型態、單一公司或總公司、母公

司、子公司及關係企業狀況 

商業統計調查結果 事業所代碼 員工人數、行業、法定組織型態、總/分公司、資

表單 本額、場所類別、營業條件、郵遞區號 

工業統計調查結果 事業所代碼 員工人數、行業、法定組織型態、總/分公司、資

表單 本額、場所類別、營業條件、郵遞區號 

法人企業統計調查 事業所代碼 行業、法定組

結果表單 企業代碼 

織型態、資本額、營業條件、郵遞區

號 

 

 

 

母

體

來

源

表

單

私立

 

Teikoku 企業

徵信資料庫表單 

事業所代碼 

企業代碼 

員工人數、企業活動狀況、法定組織型態、資本額、

開業年月、郵遞區號、Teikoku 給定之企業代號 

事業所表單 事業所代碼 調查時間、生態現況（新設、倒閉、營業中） 企 業 生

態 資 訊

表單 表單 

事業所代

企業代碼 

、 、

分割、停歇業） 

企業 碼 生態現況（新設、倒閉 合併、購併、遷移、改名

公營事業 

資訊表單 

事業所代碼 

企業代碼 

地區、組織型態、所屬部會代號、所屬部會名稱、

場所名稱、地址、電話號碼、郵遞區號、員工人數、

行業、抽樣調查年月、營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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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歷史資訊 

歷史資訊係根據各府省所舉辦以民營事業所及企業為調查對象之

普、抽查結果，紀錄每一事業所之歷史調查次數，約參考 230 種普查及

抽樣調查結果，總共包括 1300 萬家事業所，惟剔除重複後，僅

家事業所。SFE 中歷史資訊表單內容詳表

300 萬

12-3。 

表 單 名

表 12-3 SFE 歷史資訊表單 

稱 連 結 鍵 值 紀 錄 內 容

比對成功之事 事業所代碼 普查或抽

業所 連結調查屬性表單之

鍵值 

查候補樣本代號及避免樣本過度重複

抽選之代號 

樣調查樣本之代號、抽樣調調

史

表單

之 暫時性之事業所代碼

連結調查屬性表單之

鍵值 

普查或抽樣調查樣本之代號、抽樣調

查候補樣本代號及避免樣本過度重複

抽選之代號 

查 歷

資 訊

 

未比對成功

事業所 

比對成功之事

業所 

事業所代碼 按月之受查次數 受 查 次

數

表單

資 訊

 未比對成功之

事業所 

暫時性之事業所代碼 按月之受查次數 

調查

辦理時間、調查實施期間等 

屬性表單 連結調查屬性表單之

鍵值 

調查名稱、辦理調查單位名稱、調查

未比對成功之事業所表單 暫時性之事業所代碼 事業所名稱、地址、電話號碼 

3.安全管控 

止資料庫資料被不適當的存取使用，及避免資料庫內容遭損毀，SFE 中

表

因 SFE 中包含所事業所及企業之個別資料，為保護其資料安全，防

儲存相關管控資訊。 

表 12-4 SFE 管控資訊表單 

單 名 稱 紀 錄 內 容

使用者處理資訊表單 使用者代號、使用者名稱、密碼、使用者服務單位、

複錄資料時間、開始時間、使用者分及代碼等 

資料

單 

使用

者資訊表

資料庫使用結果資訊

表單 

使用者代號、使用時間日期、服務單位代碼、使用

內容 

代碼製造表單 資料記錄日期、事業所代碼、暫時性之事業所代碼

比對成功之

事業所 

事業所代碼、按月之受查次數 

資料

理資

單 

次

數工作

庫管

訊表 受查

表單 未比對成功

之事業所 

暫時性之事業所代碼、按月之受查次數 

連續代碼控制 事業所代碼連續控制、暫時性之事業所代碼連續控

制 

資料

代碼

單 代碼內容表單 地區代號、調查辦理單位代號、調查代號、郵遞區

號、法定組織型態代號、使用者分類代號 

庫使用

資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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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料庫更新作業方式 

SFE 之更新作業係透過比對(matching)各檔案之事業所代碼、公司

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來進行，同時為保持比對之精確度，除事業所代

碼外，以公司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比對成功之事業所，均需輔以人工

再次確認，方能進行資料更新作業。 

1.母體資料更新 

於比對作業後，依比對結果更新母體資料，各項目更新方式如下：  

(1)基本項目：如事業所公司名稱、地址及電話號碼等，直接以最新資

料內容取代更新。 

(2)屬性項目：如業別代號、員工人數等，依不同之檔案來源更新記錄

於不同表單中。 

(3)企業經營狀況變動項目：如新增、倒閉及存活等，並不取代更新，

而是儲存在企業生態資訊表單中。 

當欲更新之事業所不在資料庫中，則該筆更新資料會以給予暫時性

的事業所代號，並儲存於資料庫中未比對成功之事業所表單中。 

2.歷史資訊更新 

其更新步驟如同母體資料之更新作業，惟就歷史資訊而言，其更新

並不意味著取代資料而是累積訊息，對比對成功之事業所而言，每一次

更新資料來源與母體資料比對成功後，資料庫系統會自動於特定表單

中，針對比對成功之事業所之受查次數按月加以累計，而歷史資訊之相

關資料，如：調查名稱、舉辦調查單位等，亦會存於其他表單中。  

當欲更新之事業所不在資料庫中，其資訊會以暫時性之事業所代

號，分別儲存於調查歷史訊息表單及調查次數訊息表單之未比對成功表

單中，而該筆事業所，則會新增至下次事業所及企業普查之調查對象中。 

(五)避免事業所重複受查之作業流程 

除普查外，任何政府部門所舉辦以事業所及企業為對象的抽樣調

查，均須避免過度重複抽選同一事業所為調查對象，因此，若某一事業

所在 12 個月內受查次數超過允許之範圍，則需抽選另一事業所取代。 

每一事業所過去被調查次數，已根據各府省所辦相關調查之調查結

果，建置在資料庫中，並根據組織型態、員工人數及資本額等，來決定

每一事業所 12 個月內允許被調查次數之上限。下列說明避免事業所重

複受查之施行程序(圖 12-3)： 

1.各府省在辦理調查之前，必須將調查對象之候選樣本名冊送交統計局。 

2.統計局依據此名冊比對資料庫中資料，若某一事業所 12 個月內受查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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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已超允許上限，則加以註記，避免該事業所被過度重複調查。 

3.對於被註記之事業所(樣本)，各府省可透過霞關 WAN，利用資料庫中資

訊，於線上抽選另一樣本進行替換。 

4.各府省根據上述作業所產生之調查名冊辦理調查，並俟調查完成後，

將結果送回統計局，以更新相關資料及歷史資訊。 

四、目前發展情況 

 為避免單一事業所於不同抽樣調查中反覆受查，日本統計局 2002

年開始建置 SFE，並在平成 15 年(2003 年)內閣府及各府省之統計首長共

識下，要求統計局必須達成下述任務：(1)首先必須先供應事業所及企業

母體資訊。(2)其次發展抽樣支援系統，便利使用者操作；並利用公務登

記更新 SFE。(3)發展更進一步之統計分析系統。(未來發展圖，圖 12-4) 

其中，在供應母體資訊方面，SFE 使用程序及提供母體資料方式，已

經由政策統括官(統計基準擔當)審核通過，統計局已於平成 17 年(2005

年)4 月開始提供母體資訊給各府省及其委外單位。 

平成 16 年(2004 年)9 月更新 SFE 之硬體設備及軟體，以利容納更多

資訊及加速操作效率，目前日本政府希望運用日益發展之資訊技術，提升

行政部門運作效率，致力推動＂最適化計畫＂，提供改革之具體形式，其

中於平成 17 年(2005 年)4 月所提 “統計工作最適計畫之改革方針＂ ，

為統計工作最適化計畫之基礎，統計局依此改革方針，須於會計年度平成

17 年度(2005 年度)完成統計工作最適計畫之設計，其中包括 SFE 之再設

計，其改革重點有：(1)依經濟普查結果及公務登記資料，及時並有效率

地更新母體資料。(2)配備抽樣支援系統。新 SFE 之建置預計於平成 19

年(2007 年)9 月完成，並在試用後，於平成 20 年(2008 年)4 月開始大規

模應用。 

五、相關問題 

(一)公務資料的使用 

使用公務資料(如商業登記)可以有效率的擴充資料庫內容，惟此部

分尚未電子化(已計畫近幾年內電子化)，且需經由協商或立法取得使用

依據，因此，未來問題解決後，SFE 即會開始朝向使用公務資料充實資

料庫內容之方向發展。 
(二)各普查間定義上之差異 

目前有多種普查及抽樣調查之結果同時儲存在 SFE，各種調查間之問

項均有不同的定義或是代碼，這些不同的定義和不一致編碼的問項，被儲

存在不同的表單中，直到未來這些項目被一致化，有相同的定義或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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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 避免事業所重複受查之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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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4 SFE 未來發展圖 

 

事業所及企業資料庫(SFE) 

- 各種普查及大規模抽樣

調查結果 

- 其他來源(如：民間企業

庫) 

 

-公

(目前正與相關單位討論

使用方法和程序)

-經 普

建置之資料

（將來預計利用）

務檔案 

 

濟 查結果 

母體資料更新來源 

增加抽樣調查規劃作業效率 
提供母 資 統 

5 年 4 月正式運作) 

體 料系

(200
母

 

所

之

中

訊 
 

體資料  

史資訊 

予事業所

一代碼，集

理相關資

 

 

 

 

歷

給

唯

處

 

 

 

 

抽樣輔助系統 

(目 劃 ) 

-提供調查母體資料之系統

-分層抽樣等各種抽樣系統 

-調查 權系統 

避 受 及 查 複

前規

 

中

次數加

廠商重複- 免 查* 調 項目重

統計分析

- 唯一代碼

- 企業樣本

- 企業集團

- 地理資訊

系統 

(未來研 方 ) 

利用 之檔案連結系  

建立 追蹤(panel d )

提供 架構系統 

儲存 ，以利小區  

究 向

統

ata 系統

域之分析

擴展調查 用 結果使

- 最新企業及 業 之母體 

- 新資料支 抽  

-避免 查項目及對象 減輕 負擔 

提供

利用最

調

事 所

援 樣作業

重複， 受訪者

- 企業

析；企業

- 地理

提供 資訊：企業 panel a 分

集團分析等 

利用 資訊，陳示小區域之分析 

樣本追蹤  dat

歷史資訊來源 

*

許多不

避免廠 重複受 係指避 一廠商在

同 查 重 被 選為調查對象 

商

調 中

查

複 抽

免同

所 有 政 府 舉 辦 或 委 外 辦

企業 對

調查 相

關資

理，以事業所及

象的普查及抽樣

訊 

為

之

 85



有相同的編號，才會將其合併儲存於單一表單中，就業別代號此問項

來說，因為有行業標準分類，各調查結果應該會一致，但實際上各調

查間因為小誤差或是得到的資訊之差異，業別代號會有一些不同，因

此其他問項的問題可能更嚴重。 

六、未來計畫 

(一)依平成 16 年 )事業 普查結果，計畫於平成 18 年(2006

年)3 月前完成

事業所及企業普查、商業統計調查及服務業基本調查於平成 16 年

(2004

單位有一致之定義及行業標準分類，可供為 SFE 中 3 種調查間比較的基

礎。平成 16 年(2004 年)普查最後結果已於平成 17 年(2005 年)10 月產

生，此結果將於平成 18 年(2006 年)3 月前累積更新至 SFE，目前統計

局已開始準備下次平成18年(2006年)10月事業所及企業普查的準備工

(二)規劃經濟普查

成21年(2009年)欲舉辦之經

濟普查(Economic Census) 

與企業，希望能在同一時間點，廣泛的蒐集日

況，避免過去各種以事業所及企業為對象之調查，因時間點及定義不一

致

統計調查之革新計畫，預計在平成 年度)內完成，其結果

期望提供 SFE 最新母體資訊及 SNA 所需各項經濟活動資訊。 

(三)更 計分

SFE 包含各種普查及抽樣調查資料，為提升資料庫運用效益，統計

局開始研究進一步運用 SFE 的統計分析系統，此研究包括(1)2 種或多

種以上調查結果之檔案連結(data linkage)。(2)建立企業之追蹤樣本

(panel data) (3)建立企業集團之架構(the frame of enterprise 

groups)。(4)有效率使用地理資訊，俾利陳示小區域之統計分析。  

(四)提供調查前之列印服務

此項服務包括：(1)先將事業所名稱及地址列印於標籤上，提供辦

理通信調查之單位使用；(2)使用儲存

較不易變更之問項內容事先印好在問卷中，期藉此事前列印之作業，減

輕調查工作負荷及廠商填報負擔，使調查工作順利執行。 

(2004 年

SFE 更新作業。 

所及企業

年)合併舉辦，因使用單一調查表式調查，所以調查範圍及對象

作。 

 

目前統計局與相關省府正共同規劃平

，此項經濟普查對象涵蓋所有行業之事業所

本工商企業經濟活動狀

，致資料連結困難及使用不便的情況

深入統

。經濟普查之架構及相關大規模

17 年度(2005

析系統 

。

 

在資料庫中的各項調查結果，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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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叁、研修心得與建議 

一、研修心得： 

(一)在財政 方面， 均尚未

計，可見本項統計工作至為困難，目

研究，未來若能編製完成，對 SNA  

面，因日本統計制度為分散制，蒐集各級政府相

關資

各級政府機關提供之會計月報。 

(三)日本現階段尚未使用公務檔案輔助調查辦理及名冊整編，對於事業所及

企業

掌握非調查年間事業所及企業最新異動狀況，有鑒於行政紀錄之運用，

過修法取得相關行政紀錄檔案，並配合資料庫之建置發展，及時掌握最

新公務登記資料更新工商業母體名冊已行之有年，並供為相關抽樣調查

之母

(四) 查

之事業所及企業普查、服務業基本調查及商業統計調查

合併

年)第

(五)

業所及企業普查中「企業合併、分割

等狀

調查針對業態、流通通路、立地環境特性等進一步統計分析，提升調查

資料之運用效益。我國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問項之設計亦隨社經之脈動，

統計 日本與我國 依據新版 GFS 手冊編製政府財政統

前我國財政部已委託學者進行相關

政府帳表之編製將有相當助益。

(二)在 SNA 政府帳表編製方

料不若我國容易，其主要資料來源為決算書，再配合相關統計資料

進行編算，且各政府部門之會計報表科目不敷編製使用，不似我國在會

計科目上有一定程度配合 SNA 政府帳表編製，如歲出三級用途別可對

應至經濟性分類，因此季資料可以使用

名冊之掌握，係依據事業所及企業普查執行結果，及正式調查年間

所辦理之簡易調查結果，惟與實際經營情況仍有時間點之落差，且無法

已為統計調查發展之趨勢，目前日本當局正積極協調相關單位，期望透

新之事業所及企業資訊。我國以工商及服務業普查結果為基礎，運用最

體名冊來源。 

日本於平成 16 年(2004 年)所舉辦之 3合 1調查，係將同一年舉辦調

且調查對象重複

辦理，其目的在於避免事業所重複受查填表之困擾，及減輕地方之

調查工作負擔，未來更規劃將所有以事業所及企業為調查對象之相關統

計調查，加以整併為經濟普查(Economic Census)，除上述 2項效益外，

可避免因現行之分散調查，致各調查定義、範圍、時間點及問項科目等

不一致，所衍生運用上之困擾，此項經濟普查預計於平成 21 年(2009

1 次辦理。 

隨經社環境快速變遷，政府及企業對產業經營資訊需求日增，為應日益

多元、多變之經營型態，及隨資訊技術進步，交易模式之變革，適時新

增相關問項於調查項目中，如：事

況」問項、「運用電子商務」問項及「母公司、子公司集團企業」

相關問項，俾能及時反應最新經營資訊，供為政府擬定施政計畫之參

據。此外，加強調查資料之運用，公布二次統計分析資料，如商業統計

 87



95 年預計新增及加強問項，如無

(六)日本法人企業調查之調查項目包括損益及資產負債等財務問項，其調查

，為我國未來努力之重

(七)日本幅員廣大

央編列預算，地方負責執行資料登錄及審核作業與名冊漢字輸入及審核

作業，審核後資料磁帶提交中央，中央進行複審後，再交付各都道府縣

各

(八)日

，另亦購買私人企

業

(九)日本預計於

民間辦理統計調查之依據。 

計調查員有相當完整之訓練，採登錄制招募，在都道府縣或市

者進修，每年舉辦登記調查員中央進修及分區進修，

有別

形投資、勞動派遣、營運數位化及銷

售、生產地區概況等，雖國情不同，惟相關問項設計仍可供為我國設計

之參考。 

問項名稱係依據「財務報表規則」來設計，為一般事業所慣用之會計科

目名稱，事業所接受之程度高，因此問項之說明僅列於調查手冊，調查

表式中並無加註說明。我國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則因使用者之需求較細

及跨業之共用性，其問項設計難與廠商慣用科目一致，徒增調查阻力，

因此如何兼顧資料使用者需求及廠商記帳慣例

點。 

，為求迅速發布統計調查結果，有關調查資料處理是由中

自範圍之資料磁帶，供為地方政府進一步分析，及掌握所轄事業所之

範圍。此外，有關統計調查報告的所有統計表係由中央編製，再提供都

道府縣及市區町村，編印適合各行政區具地區特性之統計報告。我國工

商及服務業普查所有資料處理作業，均由中央負責，地方政府於調查表

件回收後，僅負責初步之人工審核。 

本目前所建置之事業所及企業資料庫(SFE)，係以 3大普查(事業所及

企業普查、工業統計調查及商業統計調查)及法人企業調查資料為主，

並輔以其他相關調查結果，進行資料庫之更新與維護

之徵信資料，充實資料庫內容，SFE 主要功能為：避免事業所過度重

複接受調查；提供事業所及企業最新母體來源；進一步之統計分析資料

來源與系統提供。我國目前亦開始著手於工商母體資料檔之建置，且於

民國 94 年提出「建立工商母體資料檔之研究」(行政院主計處第 4 局)，

日本 SFE 資料庫之發展較為成熟，且與我國情況類似，可供我國借鏡。 

3 年內開放民間辦理統計調查，刻正著手進行指定統計調查

委託民間辦理之測試，在不影響統計調查確度、受查對象的信賴及調查

資料保密的前提下，將於平成 18 年(西元 2006 年)委託民間辦理個人經

濟調查及科學技術研究調查之試驗調查，藉由專家的檢討及評估，作為

將來開放

(十)日本對統

區町村，實施登錄

於我國基層統計調查網統計調查員有固定的上班處所，日本統計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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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員是居家辦公，因統計調查員需經常在外辦理各項統計調查工作，上

述做法可供我國參考。 

(十一)除了課程之外，我們曾到日本政府刊行物中心找尋可供參考之相關書

刊，在該中心發現日本相當重視各種國際資訊的流通，當國際組織發

布新國際制度或標準及相關刊物，政府即投入相當人力將之翻譯成

冊，俾利各有關單位使用，有助於吸取國際經驗。 

(十二)由於本處赴日研修已與台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日方財團法人海外

職業訓練協會(OVTA)及統計協會(JSA)建立良好的互動模式，加上研

修同仁的經驗分享，使本次研修在想蒐集的資料上獲益良多，未來應

持續與日方政府及民間統計組織保持聯繫，增進雙方統計技術及資訊

的交流。 

二、建議： 

(一)隨調查環境改變，調查工作之執行日益艱困，如何運用相關公務資料，

輔助資料庫之建置及各項調查之辦理，為當前重要課題，日本目前尚未

使用公務檔案，因此正積極協調相關單位，期望透過修法取得相關公務

檔案，我國則因財政部賦稅署基於稅捐稽徵法之個別資料保密規定，無

法常川全面提供個別企業財務有關之稅務資料檔案，致工商業母體資料

檔無法建置更精確之營運資料，宜參考日本經驗，藉由修改相關法令或

由最高主管機關協調，取得公務登記檔案連結之法源依據，使得運用各

主管機關之個別企業資料檔案有其正當性及必要性，達成公務資源共

享，減輕受查對象填表負擔之目標。 

(二)日本政府於「統計行政之新開展方向」統計調查整理合理化中，進行現

有統計調查之檢視評估，廢除不需要之統計調查，整合有關之統計調

查，另亦將實施期間相同，調查對象重複之調查合併辦理，未來更計畫

進一步整併所有以事業所及企業之相關調查，舉單一大規模之辦經濟普

查，種種作為，係為減輕受查廠商之負擔，我國於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辦

理時，調查對象及調查問項重複之相關調查停止辦理，惟以企業為對象

之調查仍多，廠商迭有反應重複受查之困擾，未來我國亦應整併相關統

計調查，並配合公務資料運用及工商業母體資料檔建置，努力朝企業單

一窗口之實施邁進。 

(三)日本所舉辦之 3 大普查，其調查實施方式均透過都道府縣協助辦理，與

我國相似，主要不同點在於資料處理作業方式，日本係由地方政府負責

委外之資料登錄作業，並進行電腦初步檢誤審核，審核後之資料磁帶再

提交中央，我國辦理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時，地方政府不需登錄資料，僅

需進行人工審核作業，資料處理作業全由中央負責，惟隨資訊科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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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電腦運用普及，宜參考日本經驗，委由地方登錄資料，中央配合開

發資料檢誤審核系統，提供地方利用，可避免人工審核之錯漏，提升資

料品質，增進調查資料處理時效，以利提前公布調查結果。 

(四)日本 SFE 資料庫之建置除提供母體資訊外，主要目的在減輕受查廠商之

填報負擔，因此資料庫中記錄各廠商按月接受政府部門調查之次數，並

根據此項資料，避免廠商過度重複被抽選為調查對象，我國工商業母體

資料檔目前規劃之內容，並未包含此項歷史資訊，建議參考日本經驗，

將此項資訊納入我國工商業母體資料檔中。此外，我國工商業母體資料

檔，係以檔案方式為之，建議參考日本經驗將之建置為資料庫，並建構

更進一步之查詢系統、抽樣系統及分析系統等，俾利使用者透過網路於

線上運用。 

(五)此次赴日研修日本財政統計及國民所得統計的目的，本希望了解日本對

93SNA 之政府帳表編製及其財政統計應用於 93SNA 之情形，惟因適逢受

訪單位忙於平成 18 年度中央政府預算案事宜，未來若還有研修機會，

應避開受訪單位之業務高峰期。 

(六)日本屬分散型統計制度，但為謀求推進統計整備，並充實統計行政措

施，使中央統計機關能發揮「司令塔」之功能，已於平成 17 年提高統

計局專責統計單位位階，透過統計調查業務及系統重新評估政策，以整

合各府省相關統計調查及資訊等業務，適逢我國也面臨政府組織再造，

未來將成立國家統計署，負責全國統計行政及調查業務，日本政府統計

組織體制之整備經驗足供我國參考。 

(七)日本擬透過修訂統計法制度，在個別資料保密之原則下，使統計資訊之

陳示多樣化，提供方式多元化，以利使用者之高度運用，我工商及服務

業普查之辦理耗費相當之人力與經費，所得結果內容充實，因此如何在

安全無虞之環境及條件下，提供使用者使用統計資料，提升資料運用之

效益，適逢我國刻正修訂統計法，日本修法之相關內容殊值我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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