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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各國物價水準以及生活成本（Cost of Living）之比較一直是各跨國組織

進行資源配置以及重要決策所不可或缺的參考資訊（如貧窮線[Poverty Line]）。

而以匯率換算各國國內生產毛額（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因匯率波動

較大時，恐無法真實反映一國貨幣之購買力。為能更客觀地比較各國物價及經濟概

況，編算購買力平價（PP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以及購買力平價之國際比

較計畫（ICP,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逐漸受到重視。 

聯合國自1968年發起ICP，並委由世界銀行（World Bank，後簡稱世銀）主持，

從一開始單純的學術研究活動，逐步發展為常態性的全球統計計畫，目前全球分為

8個區域，包括我國所屬之亞太，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區、獨立國協、

西亞、太平洋諸島與OECD/歐盟等共同執行，共約200個經濟體為參與成員，編算結

果可用以換算各國之GDP，以比較與衡量區域內以及跨區域各國經濟相對發展狀

況。 

ICP前6個回合我國並未獲邀參加，自第7（2005年）回合開始，因亞洲開發銀

行（ADB, Asian Development Bank，後簡稱亞銀）受主辦方世銀委託成為亞太地

區的ICP統籌負責機構（Regional Implementing Agency），而我國以亞銀會員國參

與此全球統計盛事，至今已邁入第4個基準年回合。 

2020年初全球爆發COVID-19疫情，亞銀與參與國商討後決議，將原訂3年1期的

2020年回合延後1年，改為2021年回合，並將2021~22年之所有實體會議改為線上視

訊會議；後隨各國陸續解除邊境管制，今（2023）年下半年起恢復實體會議模式，

本總處考量業務運作，僅出席部分場次實體會議，餘場次採線上會議方式。本報告

係綜整我國參與2023年亞銀辦理2021年回合ICP第20、21次線上討論會議

（5/25~5/27，6/29~7/4）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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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參加緣由及目的 

購買力平價（PP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可用以衡量不同貨幣的實質

購買力，以進行各項重要經濟指標，如國內生產毛額（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等之國際比較。而 PPP國際比較計畫（ICP,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係由聯合國統計委員會（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Commission）統

籌、世界銀行（World Bank，後簡稱世銀）主持、近 200個經濟體1 在內之各地區

（region）參與的常川性國際統計活動。 

我國為亞太地區（Asia and Pacific Region）經濟體之一，自 2005年回合

起獲亞太地區 ICP統籌負責機構亞洲開發銀行（ADB, Asian Development Bank，

後簡稱亞銀）邀請參與 ICP，迄今已參與包括 2005、2011及 2017年 3個基準年回

合，以及 2009 與 2015-16 年亞太地區自行舉辦之 2 個非基準年回合。自 2017 年

回合起，ICP在亞太地區漸入軌道，同時也為了能跟其他地區如歐洲、美洲等已開

發國家經濟體進行比較，世銀將亞太地區 ICP 舉辦間距由每 6 年一次縮短為每 3

年一次。本回合原定計畫於 2020年舉行，惟 COVID-19疫情因素，順延一年，改為

2021年回合2。然全球疫情反覆，亞銀於 2020年底召開第 1次線上區域研討會時，

決定 2021年改採線上視訊研討會（virtual workshop），2022年續以視訊方式辦

理，2023年則隨各國邊境管制解除，逐步恢復實體會議模式。 

往年 ICP 會議若逢辦理物價統計之作業高峰時，我國僅派員參加日程較長或

較為重要之研討會（如家庭消費財各季檢討），餘則以電子郵件或電聯等方式溝通。

2021~22 年因 ICP 全數會議（2021 年為第 1~9 次會議，2022 年為第 10~19 次）改

採線上視訊辦理，與會人員除可免去出入境所需之隔離檢疫規定，亦可兼顧日常公

務，亞銀鼓勵各國派員出席，我國亦全程出席所有會議。隨疫情降溫，2023 年起

亞銀改採實體及線上會議雙軌並行，因 2023 年適逢本總處 CPI 之 2021 年基期改

編作業高峰，僅出席部分場次實體會議，其餘場次參加線上會議。本報告係綜整參

與 2023年線上視訊會議之重點。 

  

                                                 
1 Uses and applications of ICP data, World Bank, https://www.worldbank.org/en/programs/icp/uses  
2 2021 Dec, ICP Highlights, Issue 49, World Bank, https://us10.campaign-
archive.com/?u=743031b61a79359529362d6cc&id=1ad3c8ab70；參與本回合亞太地區 ICP共 21個經濟體，包括我國、孟

加拉、不丹、汶萊、柬埔寨、中國大陸、斐濟、香港、印度、印尼、寮國、馬來西亞、馬爾地夫、蒙古、尼泊爾、巴基斯

坦、菲律賓、新加坡、斯里蘭卡、泰國及越南。 

https://www.worldbank.org/en/programs/icp/uses
https://us10.campaign-archive.com/?u=743031b61a79359529362d6cc&id=1ad3c8ab70
https://us10.campaign-archive.com/?u=743031b61a79359529362d6cc&id=1ad3c8ab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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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ICP 簡要介紹 

考量本回合期間長達 3 年之久，各國參與團隊偶有人員異動之情事，亞銀皆

於每次區域訓練及技術檢核會議前段重新介紹 ICP 與其相關查價核心概念，以便

加深各國參與人員在相關作業上的了解。本段落效法亞銀之精神，稍作簡要說明，

為第一次閱讀接觸 ICP之讀者揭露其神秘面紗。 

ICP 最主要之目的為編製購買力平價，雖常以大麥克指數作為比較範例，但

實務上非僅比較大麥克而已。因各國民俗風情、消費習慣不同，要建置一個可以互

相比較的基準（查價籃子，item basket）著實困難。為此，ICP將國內生產毛額

（GDP）依照聯合國統計委員會所建置之中央產品分類（CPC）下的其他分類目錄如

COICOP（個人消費用途別分類）、COPNI（對家庭服務之非營利組織用途別分類）、

COFOG（政府職能別分類）、CC（營建型態分類）等再細分為共計 155 項的基本分類

（BH, Basic Heading），包含之 BH計有家庭消費 110項、非營利組織對家庭消費

5項、政府個體消費（如醫療、教育等）21項、政府集體消費（如國防等公共財）

5 項、資本形成毛額 12 項及淨出口 2 項。上述基本分類係國際統計標準下之最細

項分類。 

各國依照各 BH 可查之項目蒐集國內價格資訊，最後以共同參考貨幣

（Reference Currency，亞太地區以港幣為參考貨幣）產製該 BH之價格並進行比

價。劃分 BH之目的係彌平各國查價項目之間的差異性，以「食用米類」這個 BH為

例，我國查台梗 9號之短梗米、泰國查香米、印度查小米，分開來看這些項目無從

比較，但彙整後，依照一價法則（The Law of One Price），各國作為食用米類的

（港幣）價格應趨近相同。針對這些 BH價格，ICP會透過經濟體內（Intra-Economy）

與跨經濟體（Inter-Economy）之價格檢核，來確保資料的品質。檢核方法有查價

項目樣本中變異係數（應小於 30）以及最小/最大比值（MMR, Min/Max Ratio，應

大於 0.33，意即該查價項目樣本中，最便宜與最昂貴的項目不應價差甚鉅）。價格

經過檢核後，再以國家商品虛擬法3（Country Product Dummy Method）計算出各

項基本分類之購買力平價。如果要計算 BH更上層分類的購買力平價，則須配合國

民經濟會計帳戶（National Accounts）之支出面（Expenditure）資料分配權重，

方能計算該國之購買力平價。最後透過費雪指數法（Fisher Index）以配對方式將

國與國之間的資料串接起來，計算出全球各國的購買力平價。 

由此可見 ICP 工程浩大，實為須各國、各組織共同戮力合作之計畫；其編算

結果用於換算各國之 GDP，比較與衡量區域內以及跨區域各國經濟相對發展狀況，

亦可作為聯合國用於人道救援或經濟支援重要參考指標之一。 

  

                                                 
3 更細部關於國家虛擬商品法解說，讀者可搜尋《Elementary Aggregate Using Country Product Dummy （CPD） Method》 

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900561487094190462-0050022017/original/OGch23.pdf 

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900561487094190462-0050022017/original/OGch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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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2023年亞太地區線上研討會議日程 

第 20次區域研討會（2023年 5月 25日~5月 27日） 

第 21次區域研討會（2023年 6月 29日~7月 4日） 

肆、各會議過程摘要報告 

一、第 20次區域研討會（2023年 5月 25日~5月 27日） 

本次會議主題係營造工程及機械設備物價之跨經濟體檢討。營造工程物價方

面，由 Kaushal Joshi 主席（後簡稱為主席）與 Aaron Wright世銀專家共同主

持，會中針對住宅、非住宅及土木工程等 3類 BHs之材料、工資及設備租金等提報

資料進行檢視。Wright 專家提醒各經濟體務必留意查價項目的計價單位，避免報

價錯誤；另部分查價項目之間的價格有關聯性，報價時也須留意，例如水泥為預拌

混泥土的投入原料之一，其價格應低於預拌混泥土。與會中我國僅被提問「面磚」

項目，主因我國價格相對其他亞太地區國家高，會中向亞銀說明我國報價單位、價

格及單位換算等資訊，經與會專家評估，亞銀接受我國報價。 

機械設備檢核過程由 Peter Tabor世銀專家檢核各國提報資料差異較大之項

目，逐一說明清單中定義易致疑義之處。針對各國報價差異大的項目，特別是「非

指定品牌及型號」項目之報價，Tabor專家也在會議中逐一建議各國可改查或替代

之型號與品牌。本次會議中提問有關我國項目共計 2項，說明如下: 

(一)「小型履帶裝載機-黑貓（美國）-T590」（指定項目） 

亞銀請我國說明報價低於其他經濟體之原因：我國於會議中說明報價型號

與指定型號相同，惟重要規格（PDC4, Price Determining Characteristics）

6項中僅符合 2項，提供報價型錄資料供參，與會專家推論可能各國各地因

地方法規限制，導致品質規格異動，後經評估回復接受我國報價。 

(二)「DC焊接機-Esab（瑞典）-Origo Mig 4004i」（指定項目） 

亞銀請我國確認報價是否包含冷卻裝置：經查未包含冷卻裝置。 

本次會議的另一個重點為探討利用網路爬梳相關技術取代人工查價之可行

性，主因係機械設備類項目相對專業，各國在查報時無法自行判斷該項目正確性或

可比性，致每次檢核仍需投入大量時間逐一重新審查。而各大廠牌如黑貓、本田以

                                                 
4 Price Determining Characteristics 直譯為「決定價格要素」，我方簡譯為「重要規格」，一般來說

機械類查價項目規格繁雜，故將部分重要規格標明（如油罐的重要規格是容量、載具類重要規格

為引擎排氣量等），方便查價人員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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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BMW 等會配合經銷商所在國家規範調整，且多有架設網頁供客戶查詢，故先前

會議中有代表提案何不以各廠牌在各國官網所公布之資訊爬梳，既節時省力又可

免去審查資料可比性，一石二鳥，亞銀對此方案表示認同。會場上亞銀展示內部人

員自行開發的 APSS（Asia Pacific Software Suite）報價軟體套件，擬新增網路

爬梳功能，透過各國網路商城網址，自動抓取價格以及其他相關資訊。會議上有不

少代表對網路爬梳之未來趨勢深感興趣，惟有代表對於爬梳之道德與合法性提出

疑義。亞銀表示在爬梳方面，雖無法律強制性規範，但建議各國應先徵求受查企業

的同意。此外，有部分代表認為爬梳之價格，因取得成本低，可更頻繁蒐集，但常

發現價格波動大，價格代表性似待商榷，因此對於是否採用仍保持觀望態度。 

二、第 21次區域研討會（2023年 6月 29日~7月 4日） 

本次會議亞銀規劃 2 個時段（6 月 29~30 日及 7 月 3~4 日），首先 6月 29~30

日會議依主題區分 2個場次，分別為「檢核 2021年回合跨經濟體房屋租金價格」

及「政府受僱人員報酬」，其次 7月 3~4日會議著重於 GDP方面資料檢核，各述如

下： 

(一)房屋租金價格檢核會議 

1.會議首先由澳洲昆士蘭大學教授 Prasada Rao博士說明房屋租金對 ICP之

重要性。因居住類消費資料蒐集不易，且購屋屬投資，租屋屬消費，二者

性質不同，房屋價格不適用於計算購買力平價，加上各國常因房東、租客

資訊不對等，致租屋市場不透明且資訊參差不齊，故 ICP參考各國居住類

價格面向數據（如坪數、房間數、房型等與價格之關係），再配合房屋量指

標（Housing Volume）提供品質（Quality，如水電、建材、可用空間等）

資料，方能從國民所得資料中更  客觀地剖析與衡量各國在居住面的實質

購買力，以期計算居住類別的購買力平價時，更能貼近並反映現實。 

2.房屋租金資料檢核中，我國「公寓套房房型（無隔間）15-35M2」與「公寓

1房型 20-40M2」每平方年租金平均價格與亞銀預期設算不同，主因我國所

屬高所得組別中，僅有我國與香港報價；房屋量指標中，亞銀再次對我國

一般可用居住面積提出偏高之疑義，雖已於前次資料檢核答復，會場上再

次向亞銀表達我國資料已確認無誤。 

(二)政府受僱人員報酬檢核會議 

亞銀表示各經濟體之「法官」報價差異甚大，係因各國報價規格不同。本項

職類應為一般法庭法官報酬，但有部分經濟體提交類比我國最高法院法官、

高等法官及地方法官等，對此亞銀表示將會在未來查價清單中明文訂定。我

國係報送一般普通法院法官之報酬，符合亞銀規範。 

(三)GDP與相關資料檢核 

會議主要檢核各經濟體間、經濟體內 2017 及 2021 年回合 GDP 及其 15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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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拆分結果之合理性。主席感謝與會者參加本回合首場 GDP 實體討論會議，

並強調 GDP 估算與 155 項 BHs 拆分結果對 ICP 之重要性，隨後 Rao 博士講

授 ICP 基本概念及原理，並說明以 GDP 支出面衡量最終產品及服務價格之

優點等重要觀念；另亞銀 ICP 國民所得專家 Mr. Kar 則建議各國藉由簡報

及文獻資料學習他國的經驗並掌握數據背後變動的原因，以瞭解疫情期間

的估計結果與結構的變化，並簡述各國提報資料之完整性與一致性檢核結

果。接著由各國簡報 GDP編製所使用的資料來源、最新年度、推估方式，並

說明 COVID-19對 GDP編算之挑戰與編算結果之影響。多數國家 2020、2021

年交通、娛樂與文化、餐廳及旅館等類別消費支出及占比均受疫情影響而大

幅度衰退，少部分國家卻無此類變化，主因缺乏最新數據拆分，故亞銀建議

或可借用其他生產面指標來估算，期能呈現 COVID-19對經濟的影響，惟討

論進度因時間限制，各年度之比較止於總體層面，無法就細項資料逐一檢

視。 

伍、心得及建議 

因考量 2023年下半年亞銀仍有召開線上會議之可能，本報告提交時已接近年

末，雖今年度以視訊會議方式參與的會議僅為 2場，為求完整一致性，仍撰擬本報

告供後進參用。回顧過去，本回合多數是以視訊會議辦理（截至本報告撰寫時間，

ICP 2021年回合共計舉行了 22場區域訓練及技術檢核會議，其中僅 2場為實體會

議）。過去 3 年間所有 ICP 舉辦之檢討會議皆全數出席，出席次數為我國參加 ICP

以來最多的一次。 

在先前回合中，ICP 會議會期常與我國辦理物價統計作業之高峰期重疊，故

僅派員參加日程較長或較為重要之研討會（如查價規劃、家庭消費財各季檢討或是

初步結果檢討等），餘則以非即時性之電子郵件溝通，惟可能衍生時效落後，或通

訊時間過於密集，郵件交疊導致錯失重要訊息回復時間等缺點。在回合尾聲，亞銀

準備彙整資料提交給世界銀行之際，需要各國提供即時檢核的資料或說明，以視訊

會議方式檢討相形之下較無效率，加以視訊會議常受亞太地區跨多時區之時差影

響，每次視訊會議時間有限，遇到像是機械設備類等較費時的檢核作業時，往往會

議無法如期結束或達成開會目的。綜上所述，視訊會議在疫情期間仍提供了較為彈

性的參與方式，免去同仁出國相關手續，也可透過目前微軟視訊會議軟體 Teams內

建轉錄字幕方式，讓同仁可以更能理解會場上諸位代表之陳述內容，視訊會議仍具

優勢，未來期盼亞銀在時效允許的情況下，對於部分小型會議如政府報酬、營造類

等應盡可能採實體線上會議雙軌進行，可以讓更多對 ICP 有興趣的同仁以線上方

式「實習」國際會議。 

對於參與本回合整體 ICP 計畫之心得，在實際參與接觸後，發現各查價面向

皆有其困難處，如每月彙整及檢核家庭消費財價格資料相對費時、調查機械設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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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面臨不熟悉項目對價格較無概念，以及彙整政府受僱人員報酬資料須另外再調

整（如加上政府負擔之健保、公保費及退休撫恤金等）或處理（計算國定假日數及

各職類別不同年資之休假天數）等。經過一回合 ICP洗禮後，相較於當初進來總處

時接手 ICP 的認識更深、感觸良多，同時亦發現我國在統計資料品質方面著實較

多數國家用心與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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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各研討會議程 

附錄 A RW20: Technical Evaluation and Review Workshop for CNS, MEQ, HHC, and 

other data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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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RW21: Technical Evaluation and Review Workshop for HOU, GOV, GDP, and 

other data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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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我國 GDP 在 COVID-19影響下的彙編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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