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統計試辦標準化資料交換

機制（SDMX）初步成果
聯合國 2008 年 2 月制定 SDMX 資料交換機制以來，由於大幅提升交換效率，多個國際組織及國家

相繼採用，已蔚為世界性潮流趨勢。交通部為行政院主計總處推廣 SDMX 過程中，第一個受邀試辦

機關，本文爰就試作過程簡要敘述，除提供經驗分享外，亦冀望成為國內各公務機關統計單位未來

推動 SDMX 作業之借鏡與參考。

　劉美齡、謝文政（交通部統計處專員、科長）

壹、緣起

我國公務機關統計單位多

數自行建置統計資料庫，以統

計查詢網及統計月（年）報電

子書等型態，提供各界上網運

用。由於各類資料型態不同，

缺乏一致之資料格式，成為跨

機關資料交換與分享之阻力；

鑑 於 國 際 SDMX（Statistical 

Data and Metadata Exchange）

作業發展已臻成熟
1
，並充分發

揮預期效益，行政院主計總處

（以下簡稱主計總處）乃積極

採用 SDMX 方式，推動建置標

準化統計資料交換機制，以期

與國際接軌，同時提升國內資

料交換效率。

貳、試作過程

交通部（以下簡稱本部）

SDMX 試作過程採漸進方式辦

理，分為 3 階段：規劃期、建

置期與精進期，茲說明如下。

一、規劃期

2011 年 7 月主計總處為推

動建置標準化統計資料交換機

制計畫，邀請本部為第一個共

同合作之部會，協助提供交通

統計資料之標準交換格式，以

及網路自動傳輸之功能設定。

由於本部在葉前政務次長大力

支持推動統計資訊化下，統計

處（以下簡稱本處）甫建置完

成「交通統計查詢網」，此查

論述 》統計•調查 

73

交通統計試辦標準化資料交換機制（SDMX）初步成果



詢網設計架構亦有助本計畫之

推動，爰欣然接受邀請加入試

作，冀藉此共同邁入統計資訊

公開透明之新境界。

■實務操作

在數以千計之交通統計項

目及複分類項目中，如何有效

及快速建立資料擷取之管道？

本處首先從較單純之統計項目

著手。以公路類為例，選擇單

一複分類項目 -「高速公路收

費站通行車輛數（總計）」，

作 為 SDMX 資 料 結 構 定 義

（Data Structure Definition，

簡 稱 DSD） 及 背 景 資 料 結

構 定 義（Metadata Structure 

Definition，簡稱 MSD）之內

容，如以複合性之統計項目「高

速公路收費站通行車輛數 - 收

費站 & 車種別」，直覺上認為

可以一次快速擷取所需之各層

次收費站及車種別資料，惟在

實務操作上，因所需資料分布

在不同的 2 組複分類中，無法

以單一代碼同時帶出資料庫複

合性之統計項目；此亦印證本

部統計資料庫多維度之設計立

場，選擇複分類項下單一項目

（即同一複分類僅能選擇1項）

為最佳之處理方式。

以「高速公路收費站通行

車輛數（總計）」SDMX 資料

結構定義（圖 1）而言，描述

內容包括 (1) 維度：高速公路

收費站別、公路收費車種別、

高速公路收費方式別及南下／

北上別等統計項目之複分類，

年（月）之起迄統計期亦同時

考量；(2) 屬性：單位「輛次」

及開放最小位數，原則上以資

料庫儲存之最小位數為主，以

利使用者之延伸運用，並與數

據提供單位公布之衍生性項目

呈現一致性結果；(3) 量測值：

透過項目清單之產生（圖 2），

選定之統計項目歷年數據將全

數展現，另交通統計特有之數

字變動原因（統計查詢網已建

置），亦於參數 NOTE 帶出（下

頁圖 3），以搭配數字起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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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統計資料庫系統。

資料來源：交通統計資料庫系統。

圖1  交通統計資料結構定義－「高速公路收費站通行車輛數」

圖 2　交通統計 SDMX 項目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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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例如 2009 年 5 月「高速

公路收費站通行車輛數」數據

產生跳動，即帶出 NOTE「98

年 5 月 28 日端午節，配合調整

放假及星期六、日計 4 天連假，

致收費站通行輛次增加。」之

數字變動原因說明。

另「高速公路收費站通行

車輛數」之背景資料結構定義

（圖 4），則對高速公路收費

方式別、公路收費車種別、高

速公路收費站別及南下／北上

別等統計項目，列示相關項目

之「總計」複分類及其代碼。

SDMX 資料之實務操作方

面，本處原有統計業務雖然繁

重，惟不斷地調整有限人力及

時間進行本案測試，期望從反

覆修正調整過程中，搜尋及確

立可行的方向，俾利 SDMX 後

續之建置。

二、建置期

（一）基礎項目鋪敘

交通各業包含郵政、鐵

路、公路、水運、港埠、民航

及觀光等類別，每一類別皆有

其獨特性，在各業別負責同仁

之通力合作下，於 101 年 12 月

建立完成第 1 階段統計項目計

376 項，內容包括 (1) 類別，

(2) 統計項目名稱，(3) 週期種

類（年月季），(4) 統計項目代

碼，(5) 複分類代碼，(6) 統計

資料起迄期，(7) 背景資料定義

檔，(8) 統計資料定義檔（含年

月季）。此項工作係以人工方

式檢視各項基礎資料，其中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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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交通統計數據變動原因－「高速公路收費站通行車輛數」

資料來源：交通統計資料庫系統。

NOTE 

資料來源：交通統計資料庫系統。

圖4  交通統計背景資料結構定義－「高速公路收費站通行車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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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7) 背景資料定義檔及 (8) 統

計資料定義檔（含年月季）之

擷取正確與否甚為重要，為細

心、耐心及恆心交織之勞力密

集工作。

（二）安全管控機制

民眾對政府資訊透明公開

之要求日益深切，政府統計單

位更應積極考量統計資料之開

放廣度、深度及寬度，惟如何

將資料庫各項內容開放至交換

平臺，除滿足各界之需求外，

並防止有心人透過此交換機制

進行破壞系統或盜取機密性資

訊及個資，此二者之間如何取

得平衡點，為一重要課題；本

處則是採用發布閘門建立管控

點之方式，以確保資料庫之安

全，亦是重要的防火牆，如以

統計資料之代碼及起迄點等設

管控點，不在範圍內之參數定

義先行排除，僅提供使用者可

點選之參數資料定義檔及資料

檔，以達到安全管制之作業目

的。

（三）啟動異動通知

發布機關對於所公布資

料之最新異動狀況，可由系統

設定每天檢核異動資料予以掌

控，並產生異動內容，透過

E-mail 及 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圖 5）通知資

料使用者，依據各類之群組進

行資料更新，增進運用之靈活

度，如「公路類」依資料性質

分為 (1) 公路 - 機動車輛登記

數，(2) 公路 - 道路里程，(3)

公路 - 汽車客運，(4) 公路 - 汽

車貨運，(5) 公路 - 高速公路通

行輛次及各收費站通行費等五

類，資料異動時僅需列示相關

分類及異動內容，增加異動通

知之閱讀親和性。

目前統計項目異動通知共

有 31 項，分別為郵政類 6 項、

鐵路類 4 項、公路類 5 項、水

運類 2 項、港埠類 5 項、航空

類 6 項及觀光類 3 項，並將隨

統計項目之擴增，同步更新之

各分類項目及內容亦會隨之增

加。

三、精進期

（一）資料數值及時一致

各機關統計資料之產製，

為爭取時效，常隨時間分預估

論述 》統計•調查

圖 5　交通統計資料 RSS 異動通知

資料來源：交通統計資料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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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及實際值二段式發布，易產

生其統計刊物（月報及年報等）

刊登數據不同、機關間轉載相

同統計項目，數據亦不一致等

現象，造成資料使用者之困擾，

在目前 SDMX 資料交換平臺之

機制下，隨時可取得發布機關

最新之統計資料，毋需再透過

傳統書刊檢視時間數列資料，

「交通部統計查詢網」亦秉持

相同理念，持續整合各項統計

刊物內容，資料庫之異動資料

亦同步更新已刊布之資料，運

用 SDMX 交換平臺提供各界參

用，達到及時更新之目標。

（二）與時俱進持續擴增

本處統計資料庫歷經統計

先進們多年努力，在資料廣度、

深度與處理運用上，累積了許

多寶貴經驗與技術，較許多機

關之資料庫更具發展彈性。近

年來為配合交通業務及交通法

令之增刪修訂，常須立即新增

或變更統計項目，在人力及時

間上投入甚多。如新增 550cc

以上大型重型機車牌照時， 統

計項目「機動車輛登記數」之

複分類「車種別」需立即新增，

資料由建置到相關報表之產製

項目亦需同步調整，以提供本

部業務單位及各界參考；相對

地，在資料交換平臺（SDMX）

之作業上，亦需持續新增相關

資料。

參、心得與展望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推 動

SDMX 資料交換機制，朝整合

全國統計資料邁進，完成後可

促進資料之流通，提升資料應

用價值。交通部獲邀為第一個

試作機關，在歷經 1 年多之摸

索及學習，至 101 年底已踏出

堅實的一步，完成之統計項目

達 376 項，圓滿達成第一階段

之各項試作業務；期盼此成功

之合作範例，能迅速推廣至全

國各機關。

今年 SDMX 之發展將邁入

第二階段，即由主計總處規劃

相關統計資料試作，提供本處

應用，此舉除可增加本處統計

查詢網資料之多元性外，最大

的意義在於未來各機關毋需再

另作人工轉檔，只要有 SDMX

就可收到即時傳輸、正確無誤

的資料，省時、省力又省錢。

展望未來，由於各機關統

計人力不一，發展重點各異，

對資料交換機制之認知亦不

同，未來很可能會產生統計項

目不完整、統計期間不夠長、

複分類沒提供等問題。當年主

計總處推動各縣市政府加入

「PC-AXIS 縣市重要統計指標

查詢系統」（最初僅 1 縣市參

加，迄今已有 14 縣市加入）

的成功建置經驗足為借鏡，因

此只待機制建立好，後續問題

在主計總處及各機關共同努力

下，當可逐一克服，如願達成

目標。

註釋

1. 關於 SDMX 內涵及國際發展情

形，可參見主計月刊第 684 期

「統計資料與背景資料交換標準

（SDMX）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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