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

100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之

特色及興革
為應政策需求及經社環境變遷，100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之問項設計、行業範圍、宣導作業、抽樣

設計、名冊編製及相關 e 化作業等規劃設計工作，皆展現突破以往之新貌，期提升普查效率，精進

資料確度，發揮支援決策功能。

壹、前言

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 以下

簡稱工商普查 ) 係政府撥遷來

臺後創辦之第一項基本國勢調

查，於民國 43 年首次辦理，迄

今已辦理完成 11 次普查。逾半

世紀以來，工商普查亦步亦趨

且忠實地扮演著經濟發展記錄

者及反映者的角色，亦秉持「反

映經濟情勢、支援決策制訂、

減輕調查負擔、提升資料品質」

原則，持續精進各項規劃設計

作業，而第 12 次 ( 民國 100 年 )

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自應追隨

歷次普查改進之腳步，衡酌產

業發展情勢與政策需求，以及

調查環境之變化，精進相關規

劃設計，俾提升普查辦理效率，

確實發揮普查功能。

貳、100 年普查之特色

及興革

100 年工商普查預計將動

員逾 1 萬名人力，查填約 125

萬家從事工商及服務業之企業

與場所單位，投入之人力、成

本及受查家數均創新高，如何

以有限資源，落實普查辦理之

各項目的及功能，縝密之規劃

設計及改進策略，當為首要因

素。100 年普查各項作業之特

色及變革，大致可分為「設計

面」及「技術面」二大部分：

一、設計面

普查是否能適切發揮支援

政策需求及反映經濟情勢之功

能，取決於各項設計之良窳。

本次普查設計面作業之變革，

主要為問項設計、普查作業範

圍及宣導作業，以下分述如次：

 ( 一 ) 新增新興及重點產業發

展資訊：為應經社環境

變遷趨勢，行政院爰積

極 推 行「 六 大 新 興 產

業」、「十大重點服務

業」及「新興智慧型產

業」等計 20 項重點產業

計畫。為發揮普查支援

決策之功能，於研提本

　羅昌南 ( 行政院主計處第 4 局局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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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普查構想初期，即針

對各項產業計畫之內涵

及範圍，審酌納入普查

資訊之可行性。經綜合

各產業發展現況、普查

行業範圍及資料蒐集之

可操作性，並與相關業

管機關密集研商，選定

「綠色能源」、「文化

創意」、「生物科技」、

「健康照護」、「觀光

旅遊」及「國際物流」

產業，並設計妥適問項，

以蒐集產業家數、產值

及從業員工人數等資訊。

　　為明確區分前揭產

業之經營項目，爰以「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細 類 (4 碼 ) 行 業 下 增

編第 5 碼之方式設計問

項，惟經第 1 次試驗調

查，此法之訪查難度及

非抽樣誤差均高，為提

升資料蒐集之可操作性，

爰改採歸納合併各產業

經營項目之「選擇式問

項」方式，經第 2 次試

驗調查，廠商及訪員咸

認操作較容易並可順利

查 ( 答 ) 填，復邀集產業

主管機關人員召開會議，

決議將各產業經營項目

歸納為 38 選項，並研商

選項文字及填表說明內

容，經第 3 次試驗調查

各縣 ( 市 ) 人員及樣本廠

商意見修正後，提報普

查委員會審議定案；另

為免發生錯誤遺漏情形，

爰另行設計補充教材及

相關說明文件，並研訂

訪查作業程序，以順利

蒐集重點產業資訊。

 ( 二 ) 新增「服務貿易」及「服

務品牌」資訊：因我國

經濟側重出口，且資訊

與通信科技 (Information 

a n d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Technology, ICT) 產 業

之生產比重偏高，為平

衡產業發展，行政院爰

推 行「 服 務 業 發 展 方

案」，並以提升服務業

國際競爭力、研發創新

及差異化為訴求。為適

切反映政策需求，並增

益普查國際比較功能，

本次普查特新增「服務

貿 易 」 四 種 模 式， 即

「跨境提供服務 (cross 

border supply)」、「 國

外 消 費 (consumption 

abroad)」、「自然人呈

現 (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s)」 及「 商 業

據 點 呈 現 (commercial 

presence)」之問項；另

將前次普查之「產 ( 商 )

品品牌」延伸至「服務

品牌」，以獲得「品牌

差異化服務」資訊，充

實服務業統計資訊。

 ( 三 ) 新增「產品及技術創新」

資訊：鼓勵產業創新向

為產業升級政策之重點，

本次普查爰新增製造業

「產品及技術創新」問

項，查填廠商新開發及

技術改良產品情形，併

同既有之「研究發展投

入金額」問項，適可完

整陳示研發投入及產出

統計結果，觀察產業升

級情形。

 ( 四 ) 適度擴大普查行業範圍：

為應經社環境變遷，繼

前次普查將老人安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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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托育、短期補習教

育機構納入普查範圍，

100 年普查再應「六大新

興產業」計畫「文化創

意」、「觀光旅遊」等

產業發展資訊需求，將

動 ( 植 ) 物園、博物館、

藝術館及歷史遺址等機

構 ( 即 9102 及 9103 細

類行業 ) 部分具營業性質

之經營單位納入；另因

我國教育發展益趨普及

多元，提升人力素質亦

為產業升級要因，爰將

具營業性質之教育檢定

及留 ( 遊 ) 學代辦等機構

納入普查對象 ( 即 8580

細類行業 )。經普查行業

範圍調整後，工商及服

務業未納入部分僅存政

府及非營利機構，以及

非以場所方式經營之個

人服務，普查行業範圍

益臻完整（詳下表）。

 ( 五 ) 適度擴大「總管理單位

統一填報」作業範圍：

因工商普查對象除獨立

經營企業單位外，尚包

括企業之總管理與分支

單位，為增進普查效率，

大　類　行　業 普　查　範　圍

A 農、林、漁、牧業 不納入 ( 屬農林漁牧業普查 )

B-F 工業部門 ( 包括製造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營造業 ) 納入

G 批發及零售業 不納入零售攤販 ( 另行辦理專案調查 )

H 運輸及倉儲業 納入

I 住宿及餐飲業 不納入餐飲攤販 ( 另行辦理專案調查 )

J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納入

K 金融及保險業 不納入退休基金、信託、基金及其他金融工具

L 不動產業 納入

M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不納入研究發展服務業

N 支援服務業 納入

O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不納入公共行政及國防

P 教育服務業 不納入各級學校等正規教育機構

Q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不納入社會救助機構

R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不納入不具營業性質之圖書館等機構，以及非以場所方式
經營之個人創作及表演等

S 其他服務業
不納入不具營業性質之宗教、職業、政治團體，以及非以
場所方式經營之家事服務業等

100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行業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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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辦理「企業總管理單

位統一填報」作業，即

開放由總管理單位統一

填復企業所屬各分支單

位資料。本次普查係將

前次普查作業範圍適度

擴大，凡分支單位 100

家以上之企業皆予納入，

併同前次普查參與統一

填 報 者， 共 計 61 家 企

業，由本處先行致函協

調，俾於縣市普查員之

訪查名冊中註記，以利

普查執行作業；並針對

普查期間臨時參與填報

廠商，研擬快速通報地

方普查人員之機制，避

免重複查填。預計將逾

10,000 家企業分支單位

納入填報範圍，可有效

提升多場所企業之填報

效率及資料品質。

 ( 六 ) 強化整合性宣導策略：

隨資通訊產業發展，宣

導管道益趨多元，為加

深廠商印象，爭取支持

配合，本次普查宣導作

業除新增電梯顯示幕託

播、公車車背廣告、關

東旗及捷運、車站燈箱

廣告等數項傳播通路外，

另突破傳統紅布幔型式，

將普及效果甚佳之宣導

布幔改採與宣導海報搭

配之圖像化全彩設計；

另邀請數名不同領域之

企業領導者，參與電視

及廣播廣告錄製，期發

揮帶頭效果，有效提升

宣導功能。

二、技術面

為提升普查作業效率，降

低填報及作業負擔，並兼顧資

料確度及品質，本次普查爰精

進抽樣設計、母體整編、各類

資訊系統之規劃與應用等作業：

 ( 一 ) 抽樣設計及樣本實地判

定：本次普查抽樣調查

部分之抽樣設計係沿用

前次普查資料探勘 (data 

mining) 中 之「 多 變 數

分層」概念，惟為反映

近年來服務業及中小企

業日益蓬勃之趨勢，爰

考量工商業規模分布情

形及整體工商單位增加

幅度，適度增加該類產

業之樣本家數，並衡酌

人力負荷，將總樣本數

由前次普查之 4.8 萬家

調整為 7 萬家。另為提

升分層效果，除配合分

層理論基礎，以比例法

(proportional allocation)

取代原 紐曼法 (Neyman's 

allocation) 配 置 各 層 樣

本，以提高中小規模企

業之抽出比率外，另針

對個別細類行業副母體

之各項特徵值，運用關

聯分析方法，分別選取

分層變數，俾降低層內

圖 1　100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宣導布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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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

　　另因母體更新來源

主要為相關公務登記檔

案，與廠商實際營業情

形或有差異，本次普查

爰運用基層統計調查網

人員，以實地訪查方式

先期判定樣本基本資料，

俾提升作業確度，確保

抽樣名冊正確性、業別

結構及樣本代表性。

 ( 二 ) 普查名冊編製及母體建

置更新作業：為提升普

查名冊編製作業效率及

確度，並提供即時抽樣

母體供調查辦理機關應

用，爰依據「工商及服

務業母體資料檔建置計

畫」，以最近一次普查

資料為基礎，建立母體

常川更新機制，以確實

掌握母體範圍，提升普

查名冊正確性，降低訪

查執行困擾，提升普查

抽樣效能及資料品質；

且可產生非普查年正確

即時之母體資料，供為

普查及相關單位辦理抽

樣調查應用，並獲得當

期產業發展與經社環境

變遷相關資訊，提升母

體檔之運用效益。

 ( 三 ) 地理資訊系統應用：因

廠商之空間群聚效應

(Critical mass) 具有節省

相關成本，客源、技術

集中，以及帶動週邊互

補或相關行業發展之優

點，為確實呈現國內特

定區域產業發展現況，

本次普查爰洽相關業管

機關，蒐集工業區、科

學工業園區、自由貿易

港區及加工出口區等區

域之地理界限，應用地理

資訊系統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

逐一劃分，並採地址定

位方式，陳示區域內廠

商發展資訊，藉以衡量

國內工商業聚集經濟效

益。

 ( 四 ) 強化各項普查應用系統：

為提升網路填報系統之

功能，確實發揮多元填

報管道之效益，本次普

查爰通盤檢討前次普查

圖 2　工商及服務業產業特定區域地理資訊系統
劃分圖 ( 以平鎮工業區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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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情形及本次普查需

求，增修相關系統功能，

並朝提升系統彈性、共

通性及技術移轉性之方

向開發；另彙整前次普

查應用情形及縣市工作

人員意見，強化「行政

作業管理系統」，並新

增普查結果查詢系統之

時間序列及產業群聚區

域查詢功能，以提升普

查行政作業效率，擴大

統計資訊應用層面。

參、結語

工商普查規劃設計工作專

業而浩繁，從蒐集政策資訊、

研擬普查構想、召開多次研商

會議、辦理試驗調查並反覆修

正表式、規劃抽樣設計與各類

普查作業系統、編製普查名冊，

以及因應縣市人員需求，研訂

宣導策略及行政作業等，無ㄧ

不需投入大量人力，集結眾人

智慧，方可克盡其功。而 100

年工商普查即將於 4 月 15 日至

6 月 30 日辦理實地判定訪查作

業，值此調查環境艱困時刻，

尤須仰賴各級工作人員通力合

作，落實各項資料蒐集工作之

執行，以及工商服務業界支持

配合。衷心企盼本次普查圓滿

成功，獲致正確詳實之統計資

訊，並充分發揮支援決策之功

能。

圖 3　 100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網路填報資訊作業
系統首頁 ( 暫定 )

圖 4　100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行政作業管理
系統首頁 ( 暫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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