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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查編方法說明 

一、查編沿革 

台閩地區工業生產統計，創始於民國 42 年，其目的在於建立工礦業產銷查報制度， 

嗣後按月編製工業生產指數，迄今從未間斷。為使指數更具充分代表性，每隔 5 年

進行基期改編，檢視工業產品分類，增查重要及新興產品與編製多種複分類指數，

以提高統計用途。另鑒於台閩地區工廠家數、規模及產品結構等變遷快速，復利用

本部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建立之工業母體資料檔，重新抽選樣本，並擴大調查產品

及樣本家數，期使查編指數更能符合近期工業產銷變動實況。 

二、目的與用途 

(一) 瞭解每月工業產銷存量消長情勢。 

(二) 提供產業政策及經濟建設規劃應用。 

(三) 提供業者調節產銷存及採取因應對策參考。 

(四) 提供學術研究、經濟分析及編製其他經濟指標應用。 

三、調查週期與對象 

(一) 調查週期：每月調查。 

(二) 調查對象：在台閩地區從事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領有工廠登記證）、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用水供應業等 4 大行業之企業單位。 

四、調查項目 

依照當前工業生產結構，選取具有重要性、代表性、領導性及策略性之產品，計選

查 1,595 項產品，分別調查各月之生產量、代客加工量、進貨量、內外銷量值、自

用及耗損量、存貨量及生產量變動原因等。 

調查項目之計算公式如下： 

月初存貨量＋生產量＋代客加工量＋進貨量－代客加工交出量－內銷量－外銷量

－自用及耗損量＝月底存貨量 

五、抽樣方法 

(一) 母體底冊：以本部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清冊為母體檔。 

(二) 抽樣方法：按企業規模及行業別，採用不同抽樣方法。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用水供應業採全查。 

 公營企業單位全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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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業民營企業單位採「截斷抽樣法」，即利用母體資料之產品產值，分別按

各產品之各工廠產值由大至小排序，凡各產品產值累計達 70%以上者，生產該

產品之製造工廠，全部抽選列入調查。 

六、調查方法 

按各行業性質，採取不同查報方法。 

(一)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由本部地礦中心查報彙總。 

(二) 公民營製造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及用水供應業：均由受查企業自行填報，以 

    網路填報及郵寄通信為主，指派專人以電話、傳真、email 催報為輔進行調查。 

七、資料處理方法 

(一) 產品之歸類：根據經濟部統計處編印之工業產品分類共 1,595 項，將性質相同  

產品整併為 723 項產品群。 

(二) 資料之處理：回表先以人工逐表逐項審核，再作詳細之電腦檢誤，俟確實合理

後，始進行推計及編算各類指數。 

八、推計方法 

凡列為全查企業，按實際調查產銷存量加總；抽查部分採比例推計法，其推計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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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ti
：計算期某產品產銷存量推計值    Q

co
：基期某產品生產量母體值 

Q
si
：計算期某產品產銷存量樣本值    Q

so
：基期某產品生產量樣本值 

九、指數基期 

生產量指數以 110 年為參考年，每年更換各產品項目權數，並以連鎖方式(chain-linked)

銜接各年指數；其餘各項指數以民國 110 年為基期，每 5 年更換基期及權數。 

十、指數分類 

(一) 基本行業分類： 

依照我國行業統計分類(第 11 次修正)，選定工業生產指數分類如次： 

1. 大分類：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用水供應業等 4

大類。 

2. 中分類：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2 類、製造業 27 類、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 類、

用水供應業 1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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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細分類：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2 類、製造業 189 類、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2 類、

用水供應業 1 類。 

(二) 製造業特殊複分類： 

1. 按產品用途分：最終需要財(分投資財、消費財)、生產財。 

2. 按四大行業別分：金屬機電工業、資訊電子工業、化學工業、民生工業。 

(三) 銷售量指數：就製造業之調查產品，依其性質歸併為 707 項主要產品，再按中

分類編製銷售量指數。 

(四) 存貨量指數：就製造業編報用之 707 項產品，剔除具時效性、客製化特性或季

節性產品，僅選取與產業景氣相關性較高之 615 項產品，再按中分類編製存貨

量指數，存貨率亦同。 

十一、指數及存貨率公式 

除生產量指數採用連鎖拉氏公式外，其餘各項指數均採用定基拉氏公式。 

(一) 工業生產指數：為衡量工業部門產品生產量在某時間與參考年間之相對變動指

標。據 109 年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結果，各項產品係以附加價值為權數。附加

價值＝生產價值－(原材物燃料耗用值＋電力費用＋其他中間投入費用) 

 

In,1 = L2,1 × L3,2 × … × Ln,n−1 × 100 = ∏ Lk+1,k × 100

n−1

k=1

 

式中    Lt+1,t =
∑ Qi,t+1 Pi,t

∑ Qi,t Pi,t
 

      Qi,t：t 期生產量 Qi,t+1：t＋1 期生產量 Pi,t：t 期附加價值單價 

(二) 銷售量指數：為衡量產品銷售量在某時期與基期之相對變動指標。 

 

I0i =
∑

Qi

Q0
∙ Q0P0

∑ Q0P0
× 100 = ∑

Qi

Q0
∙ W0 × 100  式中 W0 =

Q0P0

∑ Q0P0
 

 

 Qi：計算期銷售量 W0：基期銷售價值權數 

 Q0：基期銷售量 P0：基期銷售單價 

(三) 存貨量指數：為衡量產品存貨量在某時間與基期之相對變動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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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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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

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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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0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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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計算期期底存貨量  W0：基期期底存貨價值權數 

Q0：基期期底存貨量    P0：基期銷售單價 

年存貨量指數係以每月存貨量指數平均計算。 

(四) 存貨率：製造業按大、中行業別分別計算各期存貨率，以呈現存貨與銷售間消

長，藉以觀察景氣變化。 

ri =
∑ Qvi × Psi

∑ Qsi × Psi
 × 100 

Qvi：計算期期底存貨量  Qsi：計算期銷售量   Psi：計算期銷售單價 

年存貨率係以每月存貨率平均計算。 

十二、編輯內容 

年報分為工業生產、銷售、存貨等 3 大部分編報，茲分述如次：  

(一) 生產部分：為本年報之重點，計有工業各大中細分類指數 3 種，製造業季節調

整後生產指數中分類 1 種，特殊複分類指數 2 種，另編列各業附加價值比例、

各業生產價值及主要工業產品生產量(與銷售量值及存貨量併列)等 3 種。 

(二) 銷售部分：除編有製造業銷售量指數外，另編各中業別銷售價值及主要工業產

品銷售量值(與生產量及存貨量併列)各 1 種。 

(三) 存貨部分：編列製造業存貨量指數、存貨率及主要工業產品存貨量(與生產量

及銷售量值併列)各 1 種。 

十三、編布日期 

(一) 每月 23 日公布「工業生產統計」初步統計，逢例假日另訂。 

(二) 於翌月 19 日編製較詳細之工業生產統計及確定數，公布於經濟部統計處網站

供各界查詢使用。 

(三) 每年 3 月出版「工業生產統計年報」電子書，公布全年修正數。 

十四、應用體例 

本年報大多採用度量衡分制單位，資料因四捨五入關係，部分總計數字與細項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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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和容有尾數之差。 

各表採用符號或簡字之代表意義如次： 

 

○p  初步統計數 ０ 數值不及半單位 

○r  修正數 … 數值尚未發布 

  －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