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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一、編製沿革  

 

產業關聯表係由已故美國經濟學家李昂提夫教授

(Wassily Leontief)設計提出，自 1931 年起，他以美國經

濟為對象，進行編表工作，1936 年編製完成，並於「經

濟統計評論」發表「美國經濟體系中投入產出之數量關

係」 (Quantitative Input and Output Relations in the 

Economic System of the U.S.)，嘗試將瓦拉斯(Leon Walras)

的「一般均衡理論」應用於國民經濟的實證研究上，最

後將其構想融入 1941 年出版「1919-1929 年美國經濟之

結構－均衡分析之實證應用」(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Economy,1919-1929 － An Empirical Application of 

Equilibrium Analysis)一書之內，1953 年復加以修訂，改

稱「1919-1939 年美國經濟之結構」，奠定產業關聯分析

之理論與架構，堪稱為經典之作。此後無論在理論及實

際應用上均有長足進步，其他國家亦先後開始編製，作

為經濟計畫設計之依據，1968 年聯合國將產業關聯統計

納入新國民經濟會計制度內，建議各國採行。 

  我國編製產業關聯表已有相當久遠的歷史。民國 49

年邢慕寰教授創編完成臺灣產業關聯表，亦即 43 年產業

關聯表，分為 23 個產業部門。50 年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

(現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李登輝、謝森中、王友釗等三位

先生合編第二個臺灣產業關聯表，亦即 44 年產業關聯

表，分為 9 個部門，編製主要目的在提供農業技能研究，

故部門分類以農業相關部門為主。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

發展委員會(現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 53 年編製之

50 年表，亦即第三個臺灣產業關聯表，分為 37 個部門，

其中包括 6 個農業部門，3 個礦業部門，23 個製造業部

門，其餘部門分屬水電燃氣業、營造業、運輸倉儲及通

信業、其他服務業，嗣後該會陸續編製完成 53 年表、55

年表、58 年表、60 年表、63 年表、65 年表、68 年表，

其中 53 年表為 55 個部門，其後四個年次表均劃分為 76

個部門，65 年表增至 99 個部門。 

  由於編製基準年表所需資料主要來自本處每五年辦

理之工商業普查及其抽樣調查結果，另為配合我國推行

新國民會計制度，加強國民所得統計與產業關聯統計之

連結應用，乃奉行政院核定自 71 年 2 月起移由本處接

辦，迄今編竣 70 年表、73 年表、75 年表、78 年表、80

年表、83 年表及本次之 85 年表。 

我國自 42 年實施經建計畫以來，經濟突飛猛進，產

品日新月異，例如人造纖維紡織業及石化工業之蔚然興

起，鋼鐵及機電工業之快速發展，資訊及電子工業之突

飛猛進，致經濟結構變動甚劇，均使投入與產出部門有

不斷擴增之必要，為因應此種情勢，85 年產業關聯表之

產業部門分類數均較以前各年次表增加，如與 65 年表比

較，由 99 個部門增至 160 個部門，而中間投入之部門分

類則益趨精細，如由 65 年表之 394 個五位碼部門增至 70

年表之 422 個，再增至 85 年之 596 個五位碼部門。此外，

為便於與前編各年次之資料相互銜接，另擬編 45 統合部

門表，提供各界從事時間數列分析之用。 

二、編製原則及特殊項目或部門之處理  

編製原則  

1.編表年期 

產業關聯表可作為陳示編表年次之產業結構及產業

部門間之相互依存關係，以分析整體國民經濟之結構，

對於經濟計畫設計、政策效果評估、經濟預測及經濟分

析，均極具效用。此外，並可作為其他經濟統計之基準

值。利用表中資料從事分析與預測結果之確度，端視投

入係數穩定程度之高低而定，因此產業關聯表之編製應

選擇經濟情況較為正常之年份，以避免投入係數異常而

降低其資料代表性，從而產生不良影響。 

另一方面，編表時期最好選擇統計資料豐富之年

份，如以普查年為宜。因編製產業關聯表必須利用各種

經濟統計資料，舉凡與全國各種經濟活動有關之資料均

須加以蒐集、整理、分析與推計。我國早期各年次表係

配合工商業普查每五年編製一次完整基本表，中間年份

則另編製延長表。85 年為工商普查年，且 84 年曾舉辦農

漁業普查，可提供編表所需資料，誠為理想之編表年份，

本處於編製完成 85 年產業關聯表後，於非普查年將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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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年產業關聯表。 

2.評價基礎 

產業關聯表中所顯示者為國民經濟體系內實物面貨

品與勞務之供需流量，其縱行表示產業部門之投入結構

或最終需要結構，橫列表示各商品之分配或去路。交易

過程通常有二種途徑：有由生產者直接售予需要者，或

由生產者售予商業，再由商業轉售予需要者。需要可分

為最終需要及中間需要，最終需要係指家計消費、政府

消費、固定資本形成、存貨變動及輸出。中間需要指各

產業部門從事生產活動所需要之貨品及勞務。由於交易

過程不同，成交價格各異。生產者出售產品需經運輸部

門之運送，並經商業部門之中介，然後運達需要者之場

所，在交易過程中，每次交易價格均將增加，因此其價

格皆不相同，故商品的價格有下列關係： 

 

生產者價格 ＋ 國內運費 ＋ 商業差距 

 

＝ 購買者價格 

 

生產者在生產場所出售產品，其運輸費用由購買者

負擔之交易價格，稱為生產者價格。另購買者亦可直接

由生產者或由商業購入商品，此商品運達其手中或生產

場所之價格，稱為購買者價格。購買者價格和生產者價

格的差額為運銷差距(係由國內運費及商業差距組成)。實

際上，國內運費為運輸部門提供服務之報酬，商業差距

則為商業部門提供交易中介服務得到的收入。 

產業關聯表主要表示投入與產出間之實質關係，代

表當時之生產技術水準。若能以物量表示，則可避免因

物價變動對其實質關係之干擾，但僅當各部門生產單一

產品時始能達成此一要求。實際上，產業關聯表包含了

所有產業，很少有一個產業部門僅生產單一產品，編製

產業關聯表時，為綜合各部門資料於一表內，唯有將物

量改以價值表示方能進行。因此，乃產生計價問題，亦

即應採用交易價格，或採用生產者(廠盤或產地)價格？一

般從事經濟分析研究者，皆應用生產者價格表，因其所

表示之投入，已將運費及商業差距分別析至運輸服務業

部門及商業部門，作為其對該部門之投入。各部門投入

改以生產者價格計算表後，表示該部門之生產技術狀

況，因已剔除商品流通費率之影響，故其各項投入之係

數較為穩定。此外聯合國新國民經濟會計制度建議各國

按基本價值編製關聯表，所謂基本價值係由生產者價格

析出貨物稅淨額而得，其關係式如下： 

 

基本價值 ＋ 貨物稅淨額 ＝ 生產者價格 

 

編製之主要目的係基於各部門投入以基本價值計算，投

入係數將更為穩定，可進一步觀察生產技術之變動情形。 

編製產業關聯表所蒐集的資料均為交易價格，故首

先編製者為購買者價格表，惟表中各部門之產值仍以生

產者價格計列，即商品部門按廠盤價格或農場批發價格

計算；商業部門以交易差距計算；服務業部門則以勞務

收入為其產值；出口商品以離岸價格(F.O.B)計價，若廠

家之外銷單價為按到岸價格(C.I.F)計價，則所計算之產值

中需扣除海上運費及保險費。惟上列外銷品若由國輪承

運及由國內保險公司承保，則此部分運費及保險費視為

輸出；若由外輪承運及外國保險公司承保，則該項運費

與保險費需自產值中扣除；其運保費由外國人負擔，完

全符合離岸價格計價精神，亦即產值中扣除由外人負擔

之運保費，不將該運費及保險費列為輸入。 

特殊項目或部門之處理  

1.輸入之處理 

因輸入係按到岸價格 (C.I.F) 計算，若進口商品之

運輸及保險費用由本國公司承運及承保，本應列作輸入

之減項，但為便於與以前各年份表比較，仍比照往例將

運保費列為輸出，是以進口商品均以到岸價格計價。輸

入加國內生產，構成全國總供給。當購買者價格表及生

產者價格表總需要與總供給調整達於平衡後，按各部門

進口投入之實際情形析出進口值，將之編成進口品交易

表。 

2.部門內交易之處理 

部門內包含之商品數愈多，部門內交易之可能性愈

大，其處理方法不外採用毛產值法或淨產值法，但對同

一產業部門之處理必須維持一貫性，以穩定投入係數，

亦即同一商品不應採用兩種不同的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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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若生產過程中產品很少流入其他部門，

且將來沒有劃分為兩個部門之可能，又其增加價值甚小

者，則採淨產值法處理，如稻穀碾成白米，其中間產品

糙米之產值不予列計，中間投入亦不列糙米為投入。反

之，若中間階段產品有最終去路或流向其他部門者，且

將來產業部門有劃分之可能，而增加價值頗大者，宜採

毛產值法加以計算，如紡織業之中間產品紗、線、布等，

均分別計算其產值，並將之列為中間投入。 

3.一貫作業之處理 

所謂一貫作業，係指同一企業在同一生產過程中連

貫生產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部門之產品的活動。如石化

業、鋼鐵業及紡織業等均具有此種特質。 

一貫作業之中間產品若具有競爭性，則其產值以市

價計算，並以其產值作為下階段生產之投入值，亦即以

市價計算自供投入品之價值。若為獨占性之一貫作業廠

商，或中間產品甚少出售之企業，雖可用其產品之出售

單價估計各該產品所屬生產階段之生產價值，但是如估

算結果影響兩部門盈虧過大時，即無正確之市價可供設

算產值之依據。處理之方法：前一階段之產值採用該企

業之兩生產階段費用總額或工資額比例分攤盈虧及各項

費用，再加上該企業於抽樣調查表已提供之各生產階段

之原材料價值而得，亦即一貫作業前後各階段各部門應

攤之盈虧及費用，按企業管理帳上之各階段費用分攤，

若無應攤費用資料時，即可按人工數或工資額分攤。 

4.副產品之處理 

產業關聯表上假設一種生產活動原則上對應一種主

產品，因此對該生產活動之副產品須加以特別處理，處

理方法有：總和法、分離法、移轉法及負投入法(英國經

濟學家史東所提出)四種，除負投入法之外，茲分述如次：

穀與稻草，砂糖、蔗渣及糖蜜，食用油及其餅粕等，皆

為同一生產方法之聯合產品，僅有主副之分而已。此外，

某些生產過程尚產生少數廢料，具有利用價值，惟其數

業所生產之副產品，另外有其他獨立生產方法，為不同

企業所生產者，則應將該企業之主、副產品分別劃分其

產出與投入，其共同費用則以主、副產品之產值比例分

攤為原則，惟須考慮兩個部門盈虧之合理性，並作必要

即先將主、副產品視為同一部門，然後將副產品之產值

整筆分配至副產品所屬部門作為其投入值，同時其所屬

部門增加與投入值同額之產值，例如液化石油氣及非專

業廣告，均以移轉法處理。 

5.回爐與耗損之處理 

回爐乃指在製品及製成品，因不堪使用或無法銷

售，將之重新加工製造，其中所含原料與人工無法還原，

故宜以在製品處理。若回爐品年底價值大於年初價值，

則將其差額作為在製品之產值，並視為存貨變動，反之，

則以耗用處理。 

若耗損為生產過程所必然發生且為生產技術所無法

克服者，仍然列為投入，同時計作產值。如水、電在輸

送過程中有重大損失，在目前技術下在所難免，故對漏

水、漏電這一類之耗損，均估計列入產值及投入值之中。 

6.退稅問題之處理 

外銷商品之原材料如取自國內而又係已繳貨物稅

者，外銷時可退還貨物稅，若原材料購自國外，且已繳

進口稅者，商品外銷時，可辦理退還原材料之進口稅捐。

原則上，自其所繳關稅及貨物稅內扣減其加工外銷原材

料所繳稅款，其餘額應為正值，但由於各企業單位係按

實收實付方法填報調查資料，每因當年所繳稅額低於其

當年所收退稅金額，以致其餘額為負值。遇有此種不合

理情形時，則應複查此等企業，按當年實際所用加工外

銷原料調整應退稅額。 

7.廢舊物品之處理 

廢舊物品若以低價收購而來，或由拾荒者撿拾而

來，全額列為廢舊物品之產值，並細分列為分類不明部

門之原始投入項目。在購買者價格交易表中，各部門使

用之廢舊物品分別列為其投入，在提析運銷差距編製生

產者價格交易表時，則將各部門投入項目內之廢舊物品

價值，全部提出列入各該部門投入第 160 部門分類不明

中廢舊物品細部門項下；至於舊品持有部門自行使用且

其價值不大者，則不予計列，如舊木箱、舊報紙等作為

燃料使用時，則不計算其價值。舊品價值較高，且可再

加使用者，如汽水瓶、酒瓶，其舊瓶價值應自原使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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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之中間投入中扣除，且減少使用部門產品(汽水、酒)

之產值。若舊品尚需變形或拆散，則以最後出售變形拆

散後主要商品所屬部門為其產出部門，其設算產值均歸

入該部門，如拆船業之產品主要為廢鋼鐵，其產值均屬

於鋼鐵部門，其他少量木板等，視為該部門之副產品，

以移轉法處理，移轉至各該歸屬之部門。 

8.交際費等之處理 

最終消費財若為企業所購買並作為贈品或交際之

用，因其非為原材物料，亦非為辦公用品，故不列為中

間投入，而列為企業對家計部門之移轉，然後再列為家

計部門對該貨品或勞務之購買，成為家計消費之一部分。 

9.委託加工或受託加工之處理 

委託加工若為製造業間之相互委託情形，因工商業

普查統一規定該等產值僅計列在受託者之帳上，自不發

生遺漏與重複情況。委託加工之產值，其設算方式為委

託者所提供之原料加所付加工費，中間投入及附加價值

則仍以受託者之實際明細費用帳為準。若受託加工為簡

單的生產活動，如修配、簡單切割、金屬表面處理、油

漆板面、印花、漂染、染整、裝訂等，其生產價值僅列

勞務價值及使用材料之部分，或以加工前後產品價值之

差額列計，投入部分則仍以實際發生數為準。 

10.自建工程之處理 

自建工程之定義為產業部門、家計消費部門或政府

消費部門從事供其本身使用之營造活動(包括修理、維護

及新建)，是以其生產價值列入營造部門內。全體自建工

程之產值係由各部門自建工程之產值加總而得。自建工

程又得依其性質分為住宅自建工程、其他房屋自建工

程、公共工程及其他營造工程等四個產業部門，故須依

照工程之性質將產值分別歸入適當之產業部門，其資料

主要來自工商業普查之抽樣調查及臺灣地區民間自建營

繕工程調查。至於中間投入及附加價值則根據上述四個

產業部門之投入結構及民間自建營繕工程調查報告推算

而得。 

11.設算部門之處理 

設算問題發生於一些非實際交易活動，卻具有實質

效用之場合，上述效用可以市價衡量，並以之作為發生

部門之產值。在我國產業關聯表須加以設算之部門如

入二部分，其中設算利息收入為放款利息收入減存款利

息支出之餘額，其產出之分配依聯合國建議列為產業部

一般係以市場之房租水準為設算之依據，其產出全數列

為家計消費支出。 

12.分類不明之處理 

本部門含無法分類物品及廢舊物品二部分，無法分

類物品之產值係由需要面推估，而各類貨品或勞務之流

通去路不明者，則為其中間投入。其中尚包括新設工廠

試驗階段所投入之各種原材料及物料，而產值與中間投

入之差額，則列入原始投入之移轉支出項下；另含政府

舉辦各項公職選舉之產值及投入項目。 

廢舊物品之產值，已如第 7 項所述，其中由家計或

政府部門售予舊貨商之最初價值，列入原始投入之移轉

支出項下，加價部分則列為勞動報酬及經營盈餘中之利

潤。 

13.租賃成本之處理 

對於租賃物品經常費用之處理，一般係採取使用者

原則，即不論該項物品屬誰所有，所發生之維修費等經

常費用均列為使用者之成本投入，採用此原則之主要理

由係為維持投入係數之穩定性，但是對於汽車、電子計

算機及其週邊設備，以及對事務機器之租賃，則採所有

者原則，由出租部門將各項經常費用列為成本投入。 

三、編製流程  

產業關聯表之編製方法有許多種，其中聯合國新國

民經濟會計制度建議各國應先從編製產業別商品產出表

(V 表)及產業別商品投入表(U 表)著手，基於產業技術假

設及商品技術假設，再利用 U、V 兩表可間接編竣商品

商品表或產業產業表。我國歷年次產業關聯表均係採用

直接方法編製，交易表之型式從縱行觀察類似 U 表。 

85 年產業關聯表編製過程與歷年次表類似，首先是

配合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及商品標準分類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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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供需平衡調整 

(按 160部門及 596細部門編算) 

1 

部 門 分 類 修 訂 

分 類 對 照 表 

2-2 

各 種 原 始 及 

次級統計資料 

2-1 

工 商及服務業 

普 查調查資料 

(分檔建表) 

3-1 

各 部 門 

成本結構 

3-2 

供給結構 

3-3 

最終需要結構 

5 

購買者價格交易表 

6 

析 提 運 銷 差 距 

7 

生產者價格交易表 

8 

計 算 係 數 

9 

編製結果提報本 

處國民所得統計 

評審委員會審議 

10 

撰 寫 報 告 

校 對 出 版 

7-2 

進口品交易表 

7-1 

國產品交易表 

圖 1.1.1 

85 年產業關聯表編製流程  



八十五年產業關聯表編製報告 12 

依據產值大小變動等部門修訂原則，調整部門分類，本

年次表基本分類為 569 160；其次是蒐集、整理及分析

各種原始及次級統計資料，據以編製各種交易表及係數

表，茲分述如次： 

 

交易表之編算  

交易表可依評價基礎之不同分為購買者價格交易

表、生產者價格交易及基本價值交易表三種，其中生產

者價格交易表又可依商品來源之不同分為國產品交易表

及進口品交易表二種。由於一般交易表之編製工作，由

決定各部門產值著手，其次，編算各部門投入結構、推

估最終需要結構、整理輸入資料、計算進口稅淨額及商

業差距、推算運費結構以及估算廢舊物品價值，經彙總

供需兩面資料，反覆檢討調整，俟供需平衡，購買者價

格交易表方告完成。其次為攤提運銷差距及廢舊物品，

析出各部門應攤之運費、商業差距及廢舊物品，而獲得

生產者價格交易表。再則為利用各業別進貨來源及商品

流通資料，以編算進口品交易表，並自生產者價格交易

表各項分配減進口品交易表對應各項分配，其差額即構

成國產品交易表。在生產者價格交易表中，部分投入來

自進口，其進口值尚包含進口稅淨額，因此該生產者價

格交易表之原始投入合計並不等於國內生產毛額，俟進

口稅淨額析出列於原始投入後兩者始相等。最後自生產

者價格交易表中之每一交易值減對應之貨物稅淨額，並

將每一部門之貨物稅淨額提列於附加價值之間接稅淨額

項下，即可獲得基本價值交易表。 

係數表之編算  

根據基本分類作成之各種交易表，因使用目的之不

同，可作成各種統合分類之交易表，對當年國民經濟結

構之研究十分有用，為求進一步從事產業關聯分析，諸

如生產波及效果、價格波及效果、政策效果評估及預測

等，必須將作成之交易表計算成投入係數表，再根據中

間交易部分之投入係數表計算關聯程度表，其計算方法

及公式參考編製內容。 

完成以上各種交易表及係數表之後，編製結果依規

定提報本處國民所得統計評審委員會審議，俟通過後即

將統計結果及編製報告付梓，俾提供各界應用。 

 

四、編製內容  

與國民所得統計之關係  

目前我國國民所得統計之編算，主要係依據聯合國

於 1968 年修訂之「國民經濟會計制度」原理與基礎，上

述修訂後之國民經濟會計制度簡稱為新制，具有兩項主

要特色，一是所有會計帳戶均以矩陣形式表示，各項交

易均以部門間之投入產出關係加以陳示，一是將產業關

聯統計納入國民經濟會計體系內，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

部分。新制不僅將產業關聯統計之基本原理延伸至經濟

社會中之所有交易，且亦強調產業關聯統計在國民經濟

會計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 

產業關聯統計與國民所得統計之關係，可由表 1.1.1

與表 1.1.2 中之相關項目顯示出來。以矩陣型式陳示各部

門投入產出關係之產業關聯表係由中間交易(即中間投入

或中間需要 )、原始投入及最終需要三部分組成 (表

1.1.1)。中間交易係產業關聯表的主體，顯示整個經濟體

系各種貨品與勞務的來源與去路，以及各類產業在生產

技術上相互依存的關係。而原始投入部分則包括勞動報

酬、經營盈餘、固定資本消耗與間接稅淨額等項，此亦

即從所得面衡量之國內生產毛額(表 1.1.2 左邊部分)；若

就各產業原始投入而言，其為各產業對國民所得之貢

獻，表示從生產面衡量之國內生產毛額。至於最終需要

部分，含家計消費、政府消費、固定資本形成、存貨變

動及輸出等項，顯示消費與投資部門對貨品與勞務之需

求結構，以及輸出結構，若再扣除輸入，則得從支出面

衡量之國內生產毛額(表 1.1.2 右邊部分)。 

產業關聯表將衡量國內生產毛額之生產面、所得面

及支出面彙於同一表中，透過詳細分析各產業之生產投

入及產品之分配去路，提供各帳戶間相互聯繫的環節，

此有助於提升國民所得統計資料之品質。另外，國民所

得統計係顯示總體經濟活動成果，而產業關聯表則著重

於各產業間之交易狀況，分析各產業間之相互依存關

係，兩者可說是具有相輔相成之功用，而更能反映全國

經濟發展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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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內容  

85 年產業關聯表主要編製內容有：購買者價格交易

表、生產者價格交易表、進口品交易表及國產品交易表，

以及進口稅淨額析出列於原始投入之生產者價格交易表

及進口品交易表。其次是生產者價格交易表(不含進口稅

淨額)、國產品交易表及進口品交易表(不含進口稅淨額)

分別計算其投入係數表及前二者之關聯程度表；此外，

尚編有國內運費表及商業差距表。為說明方便起見，將

編製結果合併成五個部門之簡表說明如下： 

1.購買者價格交易表 

為配合實際交易記帳情形，通常先編製以購買者價

格為計價基礎之交易表，然後析提各投入商品之國內運

費、商業差距及加值型營業稅而成生產者價格交易表。 

購買者價格交易表(見表 1.1.3)縱行之中間投入部門

分為農業、工業、運輸倉儲通信業、商品買賣業及其他 

 

 

 

 

 

 

 

 

 

 

 

 

服務業五個部門。每一縱行之數字表示該部門之各項投

入，例如農業之投入合計為 518 單位，亦即其產值為 518

單位，而農業為生產此等農業產品，需要投入本部門(種

籽等)96 單位，投入工業產品(肥料、農藥、飼料等)151

單位，投入運輸倉儲通信業 3 單位，需要其他服務業投

入 35 單位；由於商業差距尚包含於各個投入品之價值

內，故在購買者價格交易表中各部門之商品買賣業之投

入皆無數字。農業部門之中間投入合計為 285 單位，以

國內生產價值 518 單位扣除中間投入 285 單位，所得餘

數 233 單位即為原始投入(附加價值)，其內容為勞動報酬

148 單位，經營盈餘(租金、利息、利潤)62 單位，資本消

耗 23 單位，間接稅 0 單位。民國 85 年臺灣地區全部產

業活動總產出價值為 16,347 單位，國內生產毛額為 7,562

單位(不含加值型營業稅及進口稅淨額)，其分配為勞動報

酬 4,395 單位，經營盈餘 2,076 單位，資本消耗 711 單位，

間接稅 380 單位。 

產業關聯表之每一橫列分別表示各個產品之分配狀

況或供給來源，每一產品之總需要與總供給均相等。以

工業為例，其產品分配至中間需要 6,397 單位，最終需要

6,973單位，合計總需要 13,370單位，而總供給亦為 13,370

單位，其來源為國內生產 8,862 單位，廢舊物品 49 單位，

輸入 2,687 單位，進口稅淨額 145 單位，商業差距 1,356

單位，國內運費 158 單位，加值型營業稅 113 單位，合

計總供給 13,370 單位，與總需要相等。工業產品分配於

中間需要 6,397 單位 ，其中用於農業部門 151 單位，用

表 1.1.2 

國內生產毛額與支用  

國民所得統計生產帳形式 

1.受雇人員報酬 

2.營業營餘 

3.固定資本消耗 

4.間接稅 

5.減：補助金 

6.民間最終消費 

7.政府最終消費 

8.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9.存貨增加 

10.商品及勞務增加 

11.減：商品及勞務輸入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對國內生產毛額之支用 

 

表 1.1.1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與 支 用  

產業關聯表型式 

 
產 業 

(01－160) 

家 計 
消 費 

政 府 
消 費 

固 定 資 
本 形 成 

存 貨 
變 動 輸 出 

減 ： 
輸 入 

產 業 

( 

 
表 1.1.2 表 1.1.2 表 1.1.2 表 1.1.2 表 1.1.2 表 1.1.2 01 

  160 第 6 項 第 7 項 第 8 項 第 9 項 第 10 項 第 11 項 ) 

勞 動 報 酬 表1.1.2第1項  

 
國內生產毛額－所得面與支出面 

 

經 營 盈 餘 表1.1.2第2項 

固定資本消耗 表1.1.2第3項 

間 接 稅 淨 額 表1.1.2第4、5項 

 

          國內生產毛額－生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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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工業部門 5,361 單位，用於運輸倉儲通信業 159 單位，

用於商品買賣業 102 單位，用於其他服務業 624 單位。

工業產品分配於最終需要 6,973單位，其中家計消費 1,949

單位，固定資本形成 1,801 單位，存貨變動 53 單位，輸

出 3,170 單位。 

在購買者價格交易表中，農、工業投入值中包括商

業差距及國內運費，故在農、工兩業之總供給中列有商

業差距及國內運費，分別為 199 單位與 14 單位、1,356

單位及 158 單位。商品買賣業之國內生產總值 1,561 單

位，其中 199 單位來自經銷農產品，1,356 單位來自銷售

工業產品。加值型營業稅合計為 156 單位，其中 113 單

位源自於工業產品之消費，其他 43 單位則分別來自運輸

倉儲通信業(7 單位)及其他服務業(36 單位)。進口稅淨額

合計為 151 單位，6 單位來自農產品之輸入(113 單位)，

145 單位來自工業產品之輸入(2,687 單位)。至於廢舊物

品，有 49 單位均為工業產品。商品買賣業橫列之國內生

產總值方格數字為 1,561，表示商品買賣業之生產總值為

1,561 單位，在商業差距與商品買賣業之交叉方格內為負

1,561，使商品買賣業總需要等於總供給，其值為零。廢

舊物品有 49 單位，列入其他服務項下之分類不明，故其

他服務及廢舊物品交叉方格之數字負 49 單位，使廢舊物

品縱行合計為零。運費亦如此處理，惟此處所指運費係

指貨品之國內運費，且主要為陸上貨運。在運銷過程中，

農業產品運費占 14 單位，工業產品占 158 單位，亦即貨

品運輸服務之國內生產總值為 172 單位，以負值記入運

輸倉儲通信業與國內運費交叉方格，使運輸倉儲通信業

總供需相等。最終需要(11,171 單位)減去輸入(3,302 單位)

則獲得支出面之國內生產毛額(7,869 單位)，與分配面之

國內生產毛額完全相等，亦即原始投入(7,562 單位)加進

口稅淨額(151 單位)及加值型營業稅(156 單位)之合計亦

為 7,869 單位，結果支出面與所得面之國內生產毛額相

等。

 

表 1.1.3 

購 買 者 價 格 交 易 表  

單位：新台幣十億元 

  1. 2. 3. 4. 5. 1-5 6. 7. 8. 9. 10. 6-10 1-10 11. 12. 13. 14. 15. 16. 17. 

  
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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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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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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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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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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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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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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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淨

額 

商

業

差

距 

國

內

運

費 

加

值

型

營

業

稅 11-17 

1. 農 業  96  340  0  0  1  437  365  0  8  2  38  413  850  518  0  113  6  199  14  0 

2. 工 業 151 5 361 159  102  624 6 397 1 949  0 1 801  53 3 170 6 973 13 370 8 862  49 2 687 145 1 356  158 113 

3. 運輸倉儲通信業  3  73  96  68  85  325  239  0  0  0  245  484  809  866  0  108  0  0 - 172  7 

4. 商品買賣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561  0  0  0 -1 561  0  0 

5. 其他服務業  35  546  94  332  619 1 626 1 984 1 098  47  0  172 3 301 4 927 4 540 - 49  394  0  6  0  36 

1-5 中 間 投 入 285 6 320 349  502 1 329 8 785 4 537 1 098 1 856  55 3 625 11 171 19 956 16 347  0 3 302 151  0  0 156 

6. 勞 動 報 酬 148 1 439 312  705 1 791 4 395               

7. 經 營 盈 餘  62  583  93  250 1 088 2 076               

8. 資 本 消 耗  23  318  99  68  203  711                

9. 間 接 稅  0  202  13  36  129  380               

6-9 原 始 投 入 233 2 542 517 1 059 3 211 7 562               

1-9 投 入 合 計 518 8 862 866 1 561 4 540 16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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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產者價格交易表 

生產者價格交易表(見表 1.1.4)，係將購買者價格交

易表內投入商品所包含之國內運費、商業差距及加值型

營業稅析出，分別置於運輸倉儲通信業、商品買賣業及

原始投入之間接稅，廢舊物品亦自工業部門提出合併於

其他服務業中之分類不明部門而成。全部調整結果，可

由表 1.1.3 各欄數字減商業差距表(見表 1.1.5)及國內運費

表(見表 1.1.6)及廢舊物品表(見表 1.1.7)及加值型營業稅

表(見表 1.1.8)相對欄之數字，並將加值型營業稅額加於間

接稅及原始投入中而得，經此調整後，總供需仍相等，

惟各部門總供給面僅餘國內生產總值、輸入及進口稅淨

額三欄。而投入結構有所改變，其中各產業及最終需要

部門對商品買賣業之中間投入與需要均已列有數值，運

輸倉儲通信業因運費移入而變大，其他服務部門則因廢

舊物品移入而增大，農、工業投入值則相對減少。另外，

間接稅及原始投入因加值型營業稅之移入而增大，而各

中間投入及最終需要則相對減少，例如農業投入結構

中，工業投入值由原 151 單位減少為 131 單位，而其商

品買賣業投入值由無數字增為 18 單位，運輸倉儲通信業

投入由 3 單位增為 8 單位；工業投入結構則農業投入值

減少 40 單位，工業減少 616 單位，運輸倉儲通信業增加

90 單位，商品買賣增加 517 單位，其他服務業增加 46 單

位，而間接稅增加 3 單位。至於最終需要各部門合計析

出運銷差距 981 單位及廢舊物品 2 單位，分別移入運輸

倉儲通信、商品買賣及其他服務業部，而析出之加值型

營業稅 132 單位，則移列於間接稅項下。為求係數更為

穩定，以利對生產技術變動之觀察，一般分析研究者皆

以不含進口稅淨額之生產者價格交易表(表 1.1.9)為之，即

生產者價格交易表原中間交易部門所含之進口稅淨額必

須加以析出，並移列於原始投入之間接稅項下。其調整

步驟，由表 1.1.4 各欄數字減進口稅淨額表(表 1.1.10)相對

欄之數字，並將其合計項加於間接稅及原始投入而得。

例如工業投入結構中，農業產品投入由 300 單位扣除 2

單位的進口稅淨額成為 298 單位，工業產品投入 4,745 單

位扣除 52 單位的進口稅淨額成為 4,693 單位，其中間投

入共減少 54 單位，而相對的其間接稅及原始投入增加了

54 單位，分別由原來的 205 及 2,545 單位增加為 259 及

2,599 單位。 

 

表 1.1.4 

生 產 者 價 格 交 易 表 (含 進 口 稅 淨 額 )  

單位：新台幣十億元 

  1. 2. 3. 4. 5. 1-5 6. 7. 8. 9. 10. 6-10 1-10 11. 13. 14. 

  

農

業 

工

業 

運
輸
倉
儲
通
信
業 

商

品

買

賣

業 

其

他

服

務

業 

中

間

需

要 

家

計

消

費 

政

府

消

費 

固

定

資

本

形

成 

存

貨

變

動 

輸

出 

最

終

需

要 

總
需
要=

總
供
給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輸

入 

進

口

稅

淨

額 11-14 

1. 農 業  91  300  0  0  0  391  201  0  8  2  35  246  637  518  113  6 

2. 工 業  131 4 745  139  88  527 5 630 1 436  0 1 631  48 2 949 6 064 11 694 8 862 2 687  145 

3. 運輸倉儲通信業  8  163  97  69  89  426  262  0  8  0  278  548  974  866  108  0 

4. 商 品 買 賣 業  18  517  18  14  83  650  601  0  118  7  185  911 1 561 1 561  0  0 

5. 其 他 服 務 業  35  592  94  331  612 1 664 1 963 1 098  46 - 4  167 3 270 4 934 4 540  394  0 

1-5 中 間 投 入  283 6 317  348  502 1 311 8 761 4 463 1 098 1 811  53 3 614 11 039 19 800 16 347 3 302  151 

6. 勞 動 報 酬  148 1 439  312  705 1 791 4 395  0  0  0  0  0  0 4 395    

7. 經 營 盈 餘  62  583  93  250 1 088 2 076  0  0  0  0  0  0 2 076    

8. 資 本 消 耗  23  318  99  68  203  711  0  0  0  0  0  0  711    

9. 間 接 稅  2  205  14  36  147  404  74  0  45  2  11  132  536    

6-9 原 始 投 入  235 2 545  518 1 059 3 229 7 586  74  0  45  2  11  132 7 718    

1-9 投 入 合 計  518 8 862  866 1 561 4 540 16 347 4 537 1 098 1 856  55 3 625 11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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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5 

商 業 差 距 表  

單位：新台幣十億元 

  1. 2. 3. 4. 5. 1-5 6. 7. 8. 9. 10. 6-10 15. 

  

農

業 

工

業 

通

信

業 

運

輸

倉

儲 

買

賣

業 

商

品 

其
他
服
務
業 

中

間

需

要 

家

計

消

費 

政

府

消

費 

形

成 
固

定

資

本 

存

貨

變

動 

輸

出 

最

終

需

要 

商

業

差

距 

1. 農 業  4   35   0   0   1   40   156   0   0   0   3   159   199  

2. 工 業  14   481   18   13   82   608   445   0   118   3   182   748  1 356  

3. 運輸倉儲通信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商 品 買 賣 業 - 18  - 517  - 18  - 14  - 83  - 650  - 601   0  - 118  - 7  - 185  - 911  -1 561  

5. 其 他 服 務 業  0   1   0   1   0   2   0   0   0   4   0   4   6  

1-5 中 間 投 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表 1.1.6 

國 內 運 費 表  

單位：新台幣十億元 

  1. 2. 3. 4. 5. 1-5 6. 7. 8. 9. 10. 6-10 16. 

  

農

業 

工

業 
通

信

業 

運

輸

倉

儲 

買

賣

業 

商

品 

其
他
服
務
業 

中

間

需

要 

家

計

消

費 

政

府

消

費 

形

成 

固

定

資

本 

存

貨

變

動 

輸

出 

最

終

需

要 

國

內

運

費 

1. 農 業  1   5   0   0   0   6   8   0   0   0   0   8   14  

2. 工 業  4   85   1   1   5   96   19   0   8   0   35   62   158  

3. 運輸倉儲通信業 - 5  - 90  - 1  - 1  - 5  - 102  - 27   0  - 8   0  - 35  - 70  - 172  

4. 商 品 買 賣 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其 他 服 務 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5 中 間 投 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表 1.1.7 

廢 舊 物 品 表  

單位：新台幣十億元 

  1. 2. 3. 4. 5. 1-5 6. 7. 8. 9. 10. 6-10 12. 

  

農

業 

工

業 

通

信

業 

運

輸

倉

儲 

買

賣

業 

商

品 

其
他
服
務
業 

中

間

需

要 

家

計

消

費 

政

府

消

費 

形

成 

固

定

資

本 

存

貨

變

動 

輸

出 

最

終

需

要 

廢

舊

物

品 

1. 農 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工 業  0   47   0   0   0   47   0   0   0   0   2   2   49  

3. 運輸倉儲通信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商 品 買 賣 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其 他 服 務 業  0  - 47   0   0   0  - 47   0   0   0   0  - 2  - 2  - 49  

1-5 中 間 投 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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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8 

加 值 型 營 業 稅 表  
單位：新台幣十億元 

  1. 2. 3. 4. 5. 1-5 6. 7. 8. 9. 10. 6-10 17. 

  

農

業 

工

業 

通

信

業 

運
輸
倉
儲 

買

賣

業 

商

品 

服

務

業 

其

他 

中
間
需
要 

家
計
消
費 

政
府
消
費 

形

成 

固
定
資
本 

存
貨
變
動 

輸

出 

最
終
需
要 

營

業

稅 

加

值

型 

1. 農 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工 業  2   3   1   0   10   16   49   0   44   2   2   97   113  

3. 運輸倉儲通信業  0   0   0   0   1   1   4   0   0   0   2   6   7  

4. 商 品 買 賣 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其 他 服 務 業  0   0   0   0   7   7   21   0   1   0   7   29   36  

1-5 中 間 投 入  2   3   1   0   18   24   74   0   45   2   11   132   156  

 

表 1.1.9 

生 產 者 價 格 交 易 表 (進 口 品 按 C . I . F .計 值 )  

單位：新台幣十億元 

  1. 2. 3. 4. 5. 1-5 6. 7. 8. 9. 10. 6-10 1-10 11. 13. 

  

農

業 

工

業 

運
輸
倉
儲
通
信
業 

商

品

買

賣

業 
其

他

服

務

業 

中

間

需

要 

家

計

消

費 

政

府

消

費 

固

定

資

本

形

成 

存

貨

變

動 

輸

出 

最

終

需

要 

總
需
要=

總
供
給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輸

入 11-13 

1. 農 業  91   298   0   0   0   389   197   0   8   2   35   242   631   518   113  

2. 工 業  130  4 693   131   88   523  5 565  1 374   0  1 614   47  2 949  5 984  11 549  8 862  2 687  

3. 運輸倉儲通信業  8   163   97   69   89   426   262   0   8   0   278   548   974   866   108  

4. 商 品 買 賣 業  18   517   18   14   83   650   601   0   118   7   185   911  1 561  1 561   0  

5. 其 他 服 務 業  35   592   94   331   612  1 664  1 963  1 098   46  - 4   167  3 270  4 934  4 540   394  

1-5 中 間 投 入  282  6 263   340   502  1 307  8 694  4 397  1 098  1 794   52  3 614  10 955  19 649  16 347  3 302  

6. 勞 動 報 酬  148  1 439   312   705  1 791  4 395   0   0   0   0   0   0  4 395    

7. 經 營 盈 餘  62   583   93   250  1 088  2 076   0   0   0   0   0   0  2 076    

8. 資 本 消 耗  23   318   99   68   203   711   0   0   0   0   0   0   711    

9. 間 接 稅  3   259   22   36   151   471   140   0   62   3   11   216   687    

6-9 原 始 投 入  236  2 599   526  1 059  3 233  7 653   140   0   62   3   11   216  7 869    

1-9 投 入 合 計  518  8 862   866  1 561  4 540  16 347  4 537  1 098  1 856   55  3 625  11 171     

 

表 1.1.10 

進 口 稅 淨 額 表  

單位：新台幣十億元 

  1. 2. 3. 4. 5. 1-5 6. 7. 8. 9. 10. 6-10 14. 

  

農

業 

工

業 

通

信

業 

運
輸
倉
儲 

買

賣

業 

商

品 

服

務

業 

其

他 

中
間
需
要 

家
計
消
費 

政
府
消
費 

形

成 

固
定
資
本 

存
貨
變
動 

輸

出 

最
終
需
要 

淨

額 

進

口

稅 

1. 農 業  0   2   0   0   0   2   4   0   0   0   0   4   6  

2. 工 業  1   52   8   0   4   65   62   0   17   1   0   80   145  

3. 運輸倉儲通信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商 品 買 賣 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其 他 服 務 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5 中 間 投 入  1   54   8   0   4   67   66   0   17   1   0   8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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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入係數表 

投入係數表(見表 1.1.11)，係根據表 1.1.9 生產者價

格交易表(進口品按 C.I.F.計值)計算而得，以其生產總值

除其各項投入值，即獲得各部門投入係數。如農業需要

本部門產品之投入係數為 91/518=0.1757，需要工業部門

產品之投入係數為 130/518=0.2510。每一部門投入係數，

表示該部門生產 1 單位價值之產品所需各項投入之單位

數，故投入係數表亦可稱為成本係數表，或直接購買係

數表。如表 1.1.11 所示，民國 85 年農業生產 1 單位農產

品需向本部門購買 0.1757 單位，向工業部門購買 0.2510

單位，合計向中間部門購買 0.5444 單位；使用勞動投入

0.2857 單位，其經營盈餘 0.1197 單位，原始投入合計為

0.4556 單位。 

投入係數也表示在現存生產技術條件下，直接所需

各部門產品之投入比率，代表一種生產技術水準，故又

稱為技術係數。生產技術水準之表現，除前述投入係數

外，尚可將投入品劃分為進口品與國產品，分別構成國

產品交易表及進口品交易表，可分別計算國產品投入係

數表及進口品投入係數表，顯示各部門生產 1 單位產品

時，對國產品或進口品之直接購買比率，代表國內自供

程度及依賴進口程度。

 

表 1.1.11 

投 入 係 數 表  

 

  1.農  業 2.工  業 
3.運輸倉儲 

通 信 業 
4.商品買賣業 5.其他服務業 

1. 農 業 .175676           .033627           .000000           .000000           .000000           
2. 工 業 .250965           .529564           .151270           .056374           .115198           
3. 運輸倉儲通信業 .015444           .018393           .112009           .044202           .019604           
4. 商 品 買 賣 業 .034749           .058339           .020785           .008969           .018282           
5. 其 他 服 務 業 .067568           .066802           .108545           .212044           .134802           

1-5 中 間 投 入 .544402           .706725           .392609           .321589           .287886           
6. 勞 動 報 酬 .285714           .162379           .360277           .451633           .394493           
7. 經 營 盈 餘 .119691           .065786           .107390           .160154           .239647           
8. 資 本 消 耗 .044401           .035884           .114319           .043562           .044714           
9. 間 接 稅 .005792           .029226           .025405           .023062           .033260           

6-9 原 始 投 入 .455598           .293275           .607391           .678411           .712114           
1-9 投 入 合 計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4.關聯程度表 

關聯程度表內的關聯程度係數，或稱逆矩陣係數，

又稱相互依存係數或波及效果係數，其意義為某一部門

產品之最終需要增加 1 單位時，所需向各部門直、間接

購買單位數。如表 1.1.12 所示，若農產品最終需要增加 1

萬元時，直接或間接需向工業部門購買 7,371 元產品，向

運輸倉儲通信業部門購買 431 元服務，向商品買賣業部

門購買 913 元服務，向其他服務業部門購買 1,826 元服

務。而本部門之係數為 1.2434，表示除原最終需要增加 1

單位(1 萬元)之產品外，尚直接與間接需要 2,434 元之農

產品以作為中間投入之需。1 單位之最終需要引起之直接

需要，即為表 1.1.11 之投入係數，至於其誘發之總需要，

則可由關聯程度係數表計算獲得。自其中減去直接需

要，即為間接需要。故最終需要發生變化，將直間接引

起各產業部門生產水準發生變化，而各部門調整產量至

何種程度，則依關聯程度而定，所以該表亦表現各部門

間的相互依存程度。 

為適應不同之應用目的，此次共編算三種關聯程度

表，茲分別簡述如下： 

1)AI(  型(見表 1.1.12) 

Ｉ為恆一矩陣(Identity Matrix)，A 為投入係數矩陣，

投入包含國內產品與輸入品。該模型假定國內產品投入

與輸入品投入比例維持不變，波及效果兩者相同。但實

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因為實際上，難免發生進口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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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反替代情形而改變其間同比率投入之關係。 

1)DI(  型 

Ｉ為恆一矩陣，D 為國產品投入係數矩陣，投入中

僅含國產品。該模型不考慮輸入品中間投入之波及效

果，而僅考慮國產品之波及影響。 

1]A)M̂I(I[  型 

M̂ 為輸入係數向量 m 之對角線矩陣，m 向量中之 

各元素為 mi＝
EiMiXi

Mi


，mi 為 i 部門輸入係數，Mi 

為 i 部門之輸入值，Xi 為 i 部門之產值，Ei 為 i 部門之輸

出值。此模型係假設各部門進口值對該部門國內需要總

值之比率固定，因此亦可縮小輸入品所引起之部分波及

效果，且其效果與國內關聯程度表 1)DI(  相近。

 

表 1.1.12 

關 聯 程 度 表 1)AI(   

 

  1.農  業 2.工  業 
3.運輸倉儲 

通 信 業 
4.商品買賣業 5.其他服務業 1-5 合計 

1. 農 業 1.243401       .092256       .017579       .009056       .013158       1.375449       
2. 工 業 .737102       2.266756       .430846       .215696       .315851       3.966252       

3. 運輸倉儲通信業 .043101       .060663       1.142345       .062048       .035019       1.343176       

4. 商 品 買 賣 業 .091311       .142010       .053262       1.028520       .041746       1.356850       

5. 其 他 服 務 業 .182592       .224748       .190330       .276583       1.196067       2.070320       

1-5 中 間 投 入 2.297507       2.786434       1.834362       1.591903       1.601842       10.112047       

 

5.基本價值交易表 

基本價值交易表(見中華民國七十五年臺灣地區產

業關聯表)，係再將生產者價格交易表(進口品按 C.I.F 計

值)中各產業投入品包含之貨物稅(投入)析出，移列於間

接稅中，而各產業原列於間接稅中之貨物稅，則由間接

稅項、原始投入及產值中扣除，而在投入合計(產值)下再

增列一行。由於再將貨物稅析出，故基本價值表計算出

之投入係數更為穩定，因此聯合國國民經濟會計制度建

議各國採編，但是目前採用情形仍不廣泛，85 年仍暫停

編算。 

6.國產品交易表 

在生產者價格交易表中，將進口品(包括海關及非海

關之貨品及勞務輸入)的交易價值與國產品的交易價值分

離，並分別列表，則可獲得國產品交易表及進口品交易

表。在國產品交易表中，產業部門間之交易價值僅限於

對國產品的需要，不含進口品之投入，因此各部門間之

國內相互依存關係，得以清晰顯示。在一個國際貿易不

占重要地位的國家，其產業關聯表中，並不需將國內產

品和進口品分開，因其應用於經濟分析時，對結果影響

不大；但在國際貿易占很大份量的經濟體系中(例如我國

之進出口貿易值幾與國內生產毛額相當)，若不將二者加

以區分，則必高估國內產業間之相互依存度，進而影響

分析結果之正確性。 

根據國產品交易表除以各產業之產值，可計算各部

門的國產品投入係數及國內關聯程度係數 1)DI(  。 

7.進口品交易表 

本表橫列表示各種進口品之分配去路，縱行則表示

各部門或最終需要部門對各種進口品之需要。根據該表

可計算各部門之進口品投入係數。當國內最終需要變動

時，可據以推估各種進口品需要之變動情形。 

進口品交易表，又依含進口稅淨額與否分為兩表。

將含進口稅之進口品交易表各欄扣除進口稅淨額表(表

1.1.10)相對應之各欄數字，即得進口品按 C.I.F.計值之進

口品交易表。 

 

五、資料來源  

編製產業關聯表所需參用資料種類甚多，是一種匯

集各類可用經濟統計資料予以整理、分析及推計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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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除利用各有關機關之年報、各公營企業及各級政府

之年度預算決算資料外，尚利用農林漁牧業普查、工商

及服務業普查及其抽樣調查，以及其他多種抽樣調查資

料。總計包括之各種公務統計及調查統計近二百種(請見

附錄四)，其性質以商品之產銷資料及場所單位之投入為

主。茲將 85 年表編製過程中利用之各主要調查結果及統

計資料分別說明如下： 

臺閩地區農林漁牧業普查：由本處辦理，主要在

蒐集全國之農林漁牧業資源分布、經營狀況、主要設備

及生產結構變動情形之資料，為編算農業部門部分投入

項目之重要參據之一。 

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由本處主辦，每五

年辦理一次，主要目的在蒐集全國工商業及服務業之單

位分布、經營狀況、主要設備、資本運用、生產結構及

其他經濟活動資料。調查範圍包括礦業、製造業、水電

燃氣業、營造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商業及服務業。

本項普查所獲資料為編製 85 年產業關聯表各部門產值之

主要依據。 

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抽樣調查：由本處主辦，

本項調查係與工商業普查同時舉辦，其結果為編製 85 年

產業關聯表之重要依據之一，主要內容包括資產負債、

營業狀況(包括應攤費用明細帳)、產銷存狀況(包括銷售

對象)、全年原材物料變動情形、場所單位全年生產應攤

成本費用明細狀況、商業進貨來源及銷貨成本等，為編

算礦業、製造業、水電燃氣業、營造業、商業、運輸倉

儲及通信業以及服務業各部門投入結構之重要依據，亦

為計算最終需要及商品流通之主要參據。 

臺灣農產品生產成本調查：由臺灣省政府農林廳

主辦，其內容包含主要農作物及畜產單位生產成本，為

計算農畜產品部門投入及副產品產值之主要依據。 

臺灣地區農漁產品運銷概況調查：由本處辦理，

其主要內容包括國內主要農漁產品之產銷結構、運銷通

路及運銷各階段成本分配基本資料，作為推計主要農漁

產品部門商品流通之主要依據。 

臺灣省農林廳林務局公務報表臺灣省林業(伐木

業)生產成本調查：由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林務局辦理，

為彙編民營伐木業投入結構之主要依據。 

臺灣地區漁業生產成本調查：由臺灣省政府農林

廳漁業局及行政院農委會漁業處辦理，主要內容包含遠

洋、近海、沿岸及養殖漁業之直接及間接生產費用，為

推算漁業部門投入結構之主要依據。 

臺灣地區民間自建營繕工程調查：由臺灣省政府

主計處主辦，臺灣省各縣(市)政府主計室、臺北市政府主

計處及高雄市政府主計處協辦。該調查主要目的在補充

工商業普查營造業抽樣調查涵蓋資料範圍之不足，因工

商業普查僅包括營造廠商之營建活動及公司企業自建之

工程，尚有許多未透過營造廠商而由民間自行雇工營建

之工程，均未予列入調查。調查之主要內容為蒐集民間

自行營建之工程材料明細帳，作為估算全體營造業產值

與投入資料之依據。 

臺灣地區攤販經營概況調查：由本處負責辦理、

省(市)政府主計處協辦。該項資料可用以補充餐飲及商品

買賣等業之成本結構與產值。 

臺灣省家庭支出調查：由臺灣省政府主計處辦

理，調查結果為推算家計消費結構之主要依據之一。 

臺北市家庭收支調查：由臺北市政府主計處辦

理，為推算家計消費結構主要依據之一。 

高雄市家庭收支調查：由高雄市政府主計處辦

理，與前二項調查結果同為推算家庭消費結構之依據。 

國際收支統計資料：由中央銀行提供，為推算非海

關輸出入之主要佐證資料。 

海關進出口統計資料：由財政部海關總稅務司署

資訊中心提供，為計算商品進出口值之主要依據。 

進口稅及出口退稅資料：由財政部海關總稅務司

署資訊中心提供，為計算部門課稅額及進口稅淨額之依

據。 

臺灣地區各級人民團體概況調查：由內政部統計

處負責辦理，為彙編各級人民團體投入結構之依據。 

政府消費支出調查：由本處辦理，此項調查所得資

料與國防消費支出資料，均為推算政府消費結構之依據。 

臺灣地區汽車貨運調查：由交通部統計處辦理，

其內容包含各種商品之運量及運費，為推算其他陸上貨

運運費結構之主要依據。 

臺灣地區商品別貨品流量及運費率調查報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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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水上貨運部分 )：由交通部統計處辦理，其內容包含

各種商品之運量及運費，為推算國內水上貨運運費結構

的依據之一。 

臺灣地區商品別貨品流量及運費率調查報告(國

內航空貨運部分 )：由交通部統計處辦理，其內容包含

各種商品之運量及運費，為推算國內航空貨運運費結構

的依據之一。 

 

圖 1.1.2 

產 業 關 聯 統 計 需 用 之 基 本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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