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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及服務業普查與經濟統計

調查之連結應用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為每 5 年對產業發展的總體檢，而經濟部為掌握我國經濟發展情勢變動，定期辦

理相關統計調查，並多以普查為抽樣及推估依據，爰本文探討前揭普抽查資料之連結應用，以及近

年我國製造業及零售業之變動趨勢。

黃麗靜（經濟部統計處專門委員）

壹、前言

工業及服務業係我國經濟

發展基石，為掌握我國產業營

運現況與發展趨勢，提供政府

擬訂產業政策參考，行政院主

計總處每 5 年辦理一次工業及

服務業普查（以下簡稱工商普

查），不僅見證我國經濟發展

的歷程，亦作為企業面調查之

抽樣及推估基礎。另經濟部統

計處（以下簡稱本處）為及時

了解我國經濟及產業脈動，按

月、季、年分別產製各產業常

川統計資料，除補充非普查年

之基本統計數據外，亦提供政

府釐訂經濟決策、編算國民所

得統計之重要參據，兩者長期

建構緊密之連結，相輔相成，

均為國家發展不可或缺之重要

統計。

貳、普查與經濟統計

調查之連結應用

一、作為企業面抽樣母

體、推估及校準參據

工商普查建置全國工業、

服務業二大部門企業及場所單

位之母體資料檔，蒐集行業

別、從業員工、營業收支及海

外布局等基礎資訊（即母體），

提供本處調查如製造業投資及

營運概況調查、批發零售及餐

飲業調查、電腦及資訊服務

業、專業技術服務業、租賃業

動態調查等之抽樣、推估及校

正應用（下頁表 1），俾利精

進經濟指標確度，提升統計質

量。

以製造業投資及營運概

況調查為例，該調查係以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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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經濟部統計處經濟統計調查總覽普查年為基準，各業採「分業

分層截斷抽樣法」進行抽樣，

其中營業收入採基準環比連

鎖法推估，固定資產增購金額

採比例推計法推估，經過 5 年

後再以工商普查結果作基準

校正。

二、延續普查基礎問項，

以掌握產業發展脈動

本處製造業投資及營運概

況等 5 項調查，係運用每 5 年

之工商普查資料做為母體進行

抽樣推估，可謂工商普查之延

伸。而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則

針對領有工廠登記及補辦臨時

登記之工廠進行全面校正調

查，雖與工商普查之調查範圍

有所差異，惟透過營業收支、

固定資產增購、存貨、研究發

展等問項，建構產業完整營運

統計時間序列趨勢，有效掌握

我國經濟發展脈絡。（表 2）

三、提供相關統計資訊，

供為普查底冊整編及

檢核運用

工商普查名冊為普查員辦

理實地調查之重要依據，底冊

辦理

週期

110 年調查

調查（抽樣）母體
調查名稱

調查家數

（家）

按月

外銷訂單調查 2,856 海關出口資料檔、工商普查

母體檔

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 6,613 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清冊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動態調查 4,252 工商普查母體檔

按季

製造業投資及營運概況調查 3,887 工商普查母體檔

電腦及資訊、專業技術、租

賃業動態調查
1,800 工商普查母體檔

按年

外銷訂單海外生產實況調查 2,802 海關出口資料檔、工商普查

母體檔

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 93,901 經濟部工業局工廠登記資料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經營實

況調查
4,172 工商普查母體檔

專業服務業營運及投資概況

調查
1,800 工商普查母體檔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表 2　經濟統計調查延伸工商普查之問項

105 年
工商普查
問項

製造業 服務業

製造業投
資及營運
概況調查

工廠校
正及營
運調查

批發、零售
及餐飲業
動態調查

批發、零售
及餐飲業經
營實況調查

電腦及資訊
、專業技術
、租賃業動
態調查

專業服務業
營運及投資
概況調查

營業收入 V V V V V V
財務收支 V V V
固定資產
增購

V V V V

存貨及
存料

V V V V

研究發展 V
電腦軟體
、資料庫
購買

V V V

專業技術
交易金額

V V V

商品銷售
管道

V
（僅有零售業）

說　　明：經濟部統計處 110 年調查問項與 105 年工商普查問項比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經濟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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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各廠商之營業現況資料正確

性攸關調查執行效率及資料品

質。本處「外銷訂單調查」、

「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批

發、零售及餐飲業經營實況調

查」、「電腦及資訊服務業、

專業技術服務業、租賃業動態

調查」及「製造業投資及營運

概況調查」、「工廠校正及營

運調查」等多項統計資訊，於

統計法規範下，定期提供普查

作業運用。

四、協助辦理工商普查查

填作業

本處協助工商普查辦理包

括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自

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臺鹽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漢翔航空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等相關直接投資事業

及特定行業對象，約 1,560 個

場所單位調查填報作業；調查

期間，除協助在各營業據點

進行普查訊息傳播作業外，本

部工業局亦協助地方普查人員

實地訪查所轄工業區內工商單

位，以利普查作業順利進行。

參、近年我國製造業

及零售業之變動

趨勢

一、製造業

（一）製造業海外布局轉移，

供應鏈愈趨在地化

我國製造業長期仰賴中

國大陸生產力，惟隨當地勞

動成本上升、貿易戰關稅上

漲及 COVID-19 疫情的三重

夾擊下，全球供應鏈逐漸轉

向「在地化」，加速業者進

行多元生產基地（跨區、跨

國）布局與分散市場。

根據本處外銷訂單海外

生產實況調查顯示，自 102

年起中國大陸（含香港）一

直為外銷訂單最大生產地，

惟近年政府積極排除貿易障

礙及提高臺商回流誘因，臺

商在全球生產配置出現挪

移，致在中國（含香港）生

產 比 率 由 106 年 48.2 ％ 高

點下滑至 109 年 45.5％，取

而代之的是國內生產比重於

107年再度成為最大生產地，

鄰近東協和美歐等地區之生

產比重亦逐年增加，其中東

表 3　外銷訂單在各地生產比率

單位：％

國家／地區別 102 年 106 年 107 年 109 年 較 106 年

增減百分點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

　我國 47.5 46.5 47.6 46.0 -0.5

　中國大陸及香港 48.0 48.2 46.9 45.5 -2.7

　東協 1.4 1.6 1.6 2.9 1.3

　其他亞洲地區 1.7 1.8 2.2 1.6 -0.2

　美洲 1.0 1.2 0.9 2.1 0.9

　歐洲 0.3 0.5 0.7 1.3 0.8

　其他地區 0.1 0.2 0.2 0.6 0.4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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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由 106 年 1.6％升至 109 年

2.9％，提高 1.3 個百分點；

美、歐 109 年各占 2.1 ％、

1.3％，較 106 年各升 0.9 個

及 0.8個百分點。（上頁表 3）

調查 109 年有自行生產

外銷廠商中，有 5％業者進

行產線移轉或擴增，其中高

科技貨品之業者多選擇返臺

擴增（或新設）產線；傳產

貨品則多轉進東協或移回臺

灣。（表 4）

隨生產基地轉移，我國在

海外生產之產品，109 年 7 成

「轉銷第三國」，2 成 4 於「當

地銷售」，較 106 年分別減少

7.6 個百分點，及增加 6.2 個百

分點，顯示我國供應鏈愈趨在

地化，提供就近服務。（圖 1）

（二）全球運籌管理重要性日增

長期以來，臺商企業

採取臺灣公司接單，中國大

陸進行生產製造後銷往全球

之營運模式，根據本處調查

顯示，我國廠商選擇在海外

生產原因，以「配合客戶要

求」、「生產成本低廉」居

前二位，然面對全球經貿市

場多變，企業愈趨重視全球

表 4　產線進行跨國移轉或擴增（縮減）之地區

單位：％

貨品類別

產線有跨國

移轉或擴增

（縮減）之

比率

擴充或新設產線地點之家數比率

我國
中國大陸

及香港
東協

其他亞

洲地區
美洲地區

總計 5.0 42.1 17.8 47.7 6.5 3.7

高科技貨品 13.1 60.0 13.3 33.3 4.4 2.2

　資訊通信 28.0 61.9 - 38.1 4.8 4.8

　電子產品 8.4 50.0 31.3 25.0 6.3 -

　光學器材 10.3 75.0 12.5 37.5 - -

傳產貨品 3.5 29.0 21.0 58.1 8.1 4.8

　紡織品 3.4 28.6 14.3 71.4 14.3 -

　電機產品 8.2 30.8 23.1 61.5 15.4 7.7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圖 1　國內接單海外生產之貨品銷售流向

註：國內接單海外生產原因為複選。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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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國內接單海外生產原因

註：國內接單海外生產原因為複選。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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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分配，上下游供應鏈整

合，致「全球運籌管理」因

素漸受企業重視，109 年較

100 年提高 7.3 個百分點。

（圖 2）

（三）製造技術智慧化發展

隨著物聯網、3D 列印、

人工智慧、機器人、生物科

技等新興科技發展，後以疫

情造成廠商勞動力短缺，及

帶動「零接觸」需求爆發，

全球製造業加速朝向自動化

與數位轉型，帶動近 2 年晶

圓代工、構裝 IC、IC 測試、

網路連接器、印刷電路板、

工業機器人等產值增加，亦

成為未來發展之重點產業。

（圖 3）

本處配合我國重點產業

及產業結構調整之需求，將

具前瞻性新興產品增訂納入

「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調

查，另為了解我國產業智慧

化推動情形，特於「工廠校

正及營運調查」增加「智慧

製造」相關問項，俾利掌握

相關發展趨勢。

二、零售業

（一）實體業者加速數位轉型

COVID-19 疫情改變了

消費者的行為模式，致實體

零售業營業額大幅衰退，進

而醞釀零售業數位轉型熱

潮，原先以實體店經營為主

的零售業者，紛紛積極建構

網路購物服務平台，根據統

計，零售業有提供線上銷售

管道之家數占比由 109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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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之 40.1 ％ 提 高 至 110 年

12 月之 45.1％，增加 5.0 個

百分點，其中以藥品及化粧

品零售業增加 10.7 個百分

點最多，布疋及服飾品零售

業、資通訊及家電設備零售

業 各 增 8.2 個、7.5 個 百 分

點，分居 2、3 名。110 年零

售業網路銷售額為 4,303 億

元， 年 增 24.5 ％， 明 顯 優

於全體零售業營業額（年增

3.3％），占整體零售業營業

額 10.8％，較上年之 9.0％，

提高 1.8 個百分點，顯示消

費者開始習慣將各種日常購

物轉移至線上。（表 5）

（二）多角化跨業布局產業界

線模糊化

綜合商品零售業之下，

分為百貨公司業、超級市場

業、便利商店業、量販店業、

其他綜合商品零售業等五個

細分類。綜觀各產業自 100

年至 109 年之發展，超級市

場與便利商店之占比各增加

3.4 個及 2.8 個百分點，其

中便利商店透過設立大型店

及複合店，並導入生鮮食品

及異業合作增加商品的多元

表 5　零售業有提供線上銷售服務之家數占比及
網路銷售額年增率

行業

110 年 12 月

線上銷售之

家數占比

（％）

110 年網路銷售額

較 109 年 3 月

變動百分點

年增率

（％）

占總營收

比率

（％）

零售業 45.1 5.0 24.5 10.8

　藥品及化粧品零售業 64.3 10.7 32.5 7.5

　布疋及服飾品零售業 58.7 8.2 18.3 5.8

　資通訊及家電設備零售業 54.5 7.5 37.0 8.0

　綜合商品零售業 42.6 6.5 48.5 2.2

　家庭器具及用品零售業 44.4 5.6 38.9 4.2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表 6　綜合商品零售業各細業概況

總計 百貨公司 超級市場 便利商店 量販業 其他

營業額（億元）

100 年 9,577 2,702 1,374 2,401 1,656 1,444

109 年 12,921 3,541 2,299 3,610 2,287 1,183

110 年 13,026 3,426 2,482 3,614 2,439 1,064

年增率（％）

100 年 6.3 7.6 6.4 6.2 6.4 3.7

109 年 1.5 -0.3 10.7 8.9 8.9 -29.5

110 年 0.8 -3.2 8.0 0.1 6.6 -10.1

100-110 年平均

成長率（％）
3.4 2.9 6.1 4.4 4.2 -2.4

占比（％）

100 年 100.0 28.2 14.4 25.1 17.3 15.1

109 年 100.0 27.4 17.8 27.9 17.7 9.2

110 年 100.0 26.3 19.1 27.7 18.7 8.2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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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使得超商銷售品類界線

模糊，亦推升營業額於 109

年超越百貨公司，成為第 1

大綜合零售通路；超級市場

透過展店、併購及因應不同

地點客群需求，彈性調整超

市的規模，為成長最快速產

業，營業額亦在 109 年超越

量販店；量販店隨家庭結構

及消費行為改變，加上同業

競爭激烈，促使業者除大型

購物中心外，亦逐步開設中

型社區店來深入社區，往光

譜中間發展，打破消費者對

於量販及超市之認知界線。

（上頁表 6）

（三）跨業併購和策略結盟，

快速擴張營收規模

近年我國零售業者為

強化自身的競爭力，擴大市

場版圖，除採取展店策略

外，亦紛紛採取跨業併購及

策略結盟方式，例如：家樂

福併購惠康，全聯亦宣布併

購大潤發，美廉社與蝦皮、

Tomod's 藥妝店與山崎麵包

店、全國電子與正官庄等亦

展開跨界合作，顯示零售業

透過併購壯大自己，運用策

略結盟，吸引新客群及滿足

社區客群需求，以快速擴張

版圖，增加業績。

肆、結語

隨科技快速發展，新應用

為這世界帶來各項新產品及新

商業模式，同時也考驗抽樣調

查的推估確度，惟透過工商普

查完整蒐集全體廠商營運概況

及產業發展趨勢，重新校正相

關調查之抽樣設計、推估及應

用，藉以提高常川性抽樣調查

之品質，並提供高質量之時間

數列統計數據，做為政府及業

者規劃產業經濟發展計畫之重

要參據。本部是所屬國營事業

及所有工商企業的權責機關，

兼負著政策制定及推行，對於

工商普查作業，除協助主管事

業單位之資料查填作業外，亦

提供最新經濟統計資訊，以利

普查整編底冊、精簡業務及資

料檢核，建立分工及相輔相成

統計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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