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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消費變革浪潮－開創零售業

調查新面貌
零售業統計除觀測各類零售業景氣榮枯，亦為國民所得統計重要編算依據；隨數位經濟崛起，網路

購物蓬勃發展，零售業網路銷售統計需求殷切，惟調查環境艱困，為開發網路銷售問項以取得更精

緻的統計，並兼顧受查廠商填表負擔與國民所得應用所需，本處遂於零售業動態調查（按月）與經

營實況調查（按年）創新精進資料蒐集與推估。

　經濟部統計處（蔡科長美娟、魏科員文郡）

壹、前言

本處自 8 3年起按月辦理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調

查，統計結果廣為各界參考應

用，亦為民間消費重要指標。

根據E - M a r k e t e r最新報告，

2019年至2023年全球零售電子

商務銷售將持續勁揚，從2019

年銷售額3.54兆美元到2023年

6.54兆美元，4年平均每年成長

16.6％，占整體零售業之比重

亦將從14.1％升至22.0％，增

加7.9個百分點，顯示電子商務

在零售業中所扮演的角色將日

益突顯，面對網路科技跳躍式

的發展，相關統計亦須綢繆相

應，本處遂積極擘畫有關零售業

電子商務調查之可行性作法。

貳、零售業調查精進

歷程

由於智慧國家及電子商務

為我國發展目標，亦是本部施

政重點，為兼顧資訊取得及資

源效益最佳化，藉由「批發、

零售及餐飲業動態」（按月）

及「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經營

實況調查」（按年）增列與電

子商務有關之問項，並藉由公

務申報資料輔助提升資料確度

與簡化調查問項，是本項創新

精進業務之重點，相關研擬歷

程逾二年如下頁附表所示。

參、具體精進作法

一、因應網路購物蓬勃發

展之創新精進

（一）新增「4871 電子購物及

郵購業」營業額統計

本處除陳示整體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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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成果外，尚依行政院主

計總處訂定第 10 版行業標準

分類，按 3 碼小類區分各零

售業之營業動態，其中各界

高度關切的「其他非店面零

售業」（行業代碼 487）項

下分 3 個細項業別，其中電

子購物及郵購業營業額占比

達 7 成，其餘為直銷業及其

他，占比約 3 成，為因應各

界對原含於「其他非店面零

售業」項下之「電子購物及

郵購業」營業額統計需求殷

切，經加強樣本適足性後，

自 108 年 5 月起按月獨立公

布，俾利直接觀察以網路交

易為主的零售動態。

（二）與電商業者深度對談

為利本處調查作業能激

發更多創新思維，並強化網

路購物資訊之蒐集，經多次

溝通協調，邀請我國電商龍

頭 PChome 盧總監蒞部座談，

針對電子商務議題共同討論、

研究與溝通，瞭解該產業最

新發展、營運實務，調查資

料取得之限制，以利本處設

計符合業界實務之調查表。

（三）研析他國辦理方法

日本經濟產業省按年發

布的「電子商務市場實況調

查」，係採委外方式辦理，

經本處藉台日技術合作計畫

派員赴日訪談近年得標受託

團隊得知，其各種電子商務

交易規模為加工統計（即蒐

集相關資料推估彙計）而非

調查統計，故無母體抽樣及

推估等相關調查技術之應用；

美國、加拿大及歐盟係利用

常川性調查統計，於按月、

按年調查中，附帶電子商務

問項；中國大陸採用公務統

計方式，規定全國大型企業，

均應定期申報電子商務金額；

南韓按月單獨辦理製造業、

批發業及零售業電子商務調

查，就經營網路購物之企業，

附表　零售業調查精進歷程

時間 業務事項

107
Q1

蒐集各主要國家電子商務統計調查辦理情形。

107
Q2

與國內電商龍頭業者深度訪談，瞭解業界實務。

107
Q3

研析 Statistics Korea「Online Shopping Trends Survey」。

研究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Monthly & Annual Retail Trade 
Survey」。

取得本部臺日技術合作計畫交流機會，派員赴日研習日本電子商務

統計編算實務。

107
Q4

發布「主要國家零售業電子商務發展概況」產業簡訊第 321 期。

規劃於 108 年按月零售業調查表中，增列電子商務問項。

108
Q1

按年辦理「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經營實況調查」獨立分拆「電子購

物及郵購業」業者填報專用表，並新增「網路購物平台商品銷售總

額（GMV）」問項。

簡化年調查表財務問項。

108
Q2

應用 105 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校準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規模

值及改採第 10 版行業標準分類。

新增發布「4871 電子購物及郵購業」營業額。

108
Q3

運用巨量資料技術分析營所稅資料。

108
Q4

利用營所稅統計作為零售業營業額月調查與年調查之校準參考。

109
Q1

開始按季發布零售業各業別電子商務統計結果。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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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商務研討會情景

按月蒐集各企業電子商務金

額。

經研析各國辦理情形及

考慮我國相關調查辦理現況

後，決定以利用「常川性調

查統計附帶透過網路銷售金

額問項」方式，作為本處推

動之精進方向。

（四）按月零售業動態調查表

新增網路銷售問項

本處自 108 年起參考美

國商務部零售業營業額調查

（Monthly Retail Trade），

於按月零售業動態調查中，

增列「網路銷售」問項，以

利掌握全體零售業從事網路

銷售之全貌，並預計 109 年

起按季發布，為政府統計中

首創高頻（high frequency）

發布者，可即時滿足本部施

政及業界所需。

（五）按年零售業經營實況調

查表新增 GMV 問項

 為 B2C 的直營業者，

其營收即為商品銷售總額，

惟 若 屬 B2B2C 或 C2C 者，

其「營業收入」與「交易平

台銷售商品總額」則大相逕

庭，主因兼營提供平台經營

B2B2C 及 C2C 電 商 業 者，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 1　按年零售業經營實況調查表新增 GMV 問項

第七題為
GMV問項

第八題為
電子商務
問項

88



創新變革精進獎勵項目 

迎接消費變革浪潮－開創零售業調查新面貌

營收僅認列平台租借費及交

易手續費，造成營業收入與

交易總額有所落差，故本處

為完整掌握網路零售交易規

模，特於零售業經營實況（按

年）調查中，就電子購物及

郵購業者增查「網路購物平

台商品銷售總額（GMV）」

（上頁圖 1），以利匡計我

國電商交易規模。

二、減輕填報負擔的創新

作法

（一）結合巨量資料簡化調查

問項

零售業經營實況（按

年）調查為了增查電商情形

而增加調查項目，造成廠商

填報負擔，所以既有項目也

應思考簡化，或尋求替代來

源。為減輕受查廠商填表負

擔及提升統計資料確度，本

處遂積極利用財政部營利事

業所得稅資料，輔助調查作

業，除精簡與營所稅申報科

目高度相同之調查問項外，

運用巨量資料分析技術，應

用財稅資料校準推估本處相

關調查之統計結果，提升調

查資料之確度及效率。

圖 2　按年零售業經營實況調查表簡化財務問項

舊調查表樣式 新調查表樣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 3　按年零售業經營實況調查表精簡銷售商品類別

自 108 年起精簡 5 項財

務問項（圖 2），改以營所

稅大數據輔助推估，更因應

用財稅巨量資料得以擴大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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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模，提升品質；另同時

精簡銷售商品類別 9 項（上

頁圖 3），保留國民所得統

計民間消費分類所需，大幅

減輕受查廠商填表負擔，增

加廠商回表意願，提高統計

調查效能。

（二）調查問卷依營業特性分流

105 年工業及服務業普

查已請業者依 IFRS 規範填報

財務問項，然考量調查資料

時間序列填報準則一致性，

並兼顧國民所得統計作業需

求，新版調查表仍請百貨公

司業者依「總額法」填報（圖

圖 4　按年零售業經營實況調查問卷依營業特性分流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4），以免除部分百貨公司採

用 IFRS 財務規範致資料基

準不一而無法銜接。

此外，電子購物及郵購

業因經營特性相對其他零售

業具特殊性，本處特別增設

不同問卷（圖 4），以利該

產業填報。

肆、結語

數位經濟崛起加速世界變

化的步調，各項產業統計亦須

與時俱進，尤其零售業歷經多

次變革，從百貨賣場（像博物

館般陳列商品）、連鎖店（統

一化及規模化管理）、超級市

場（開架銷售、IT 系統）到

電子商務（不受空間限制）的

發展，本處零售業調查亦隨

大環境改變持續精進，本次結

合政府智慧國家發展願景，

首創發布高頻度網路銷售統計

及增查「網路平台交易總額

（GMV）」，對於匡計我國電

商規模甚具助益，除可展現施

政成果外，亦可即時滿足各界

所需；另首次應用財稅巨量資

料簡化調查問項，不僅減輕廠

商填表負擔，同時亦藉由調查

資料與公務統計之整合，提高

統計確度，增進調查效益，未

來亦可將相關經驗、技術，擴

及其他業別之調查。

調查統計的精進作業是一

項永無止境的歷程，本次精進

業務皆由同仁一步一腳印，齊

心協力規劃，共同討論與辦理，

逐步落實過程皆未委外而全採

自行辦理方式進行，除可確保

調查資料品質外，亦有效節省

政府經費。未來，本處仍將投

入更多的創新能量，擴充統計

應用服務，以迎接產業的創新

與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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