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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ＣＩＲＥＴ為國際性經濟趨勢研究組織，會員遍及全球 51個國家，經建
會自 1983 年加入ＣＩＲＥＴ積極參與，與世界主要經濟景氣研究機構及政府單

位合作並交換經驗與意見，不僅汲取最新研究方法與技術，亦展現我國積極貢

獻國際專業社群之熱忱。本次會議，經建會葉副主任委員明峰當選執行委員會

委員，成為領導該組織決策與發展團隊一員。 

歐盟執行委員會（簡稱 EC）與 OECD 為改善調查資料的國際比較，而推

動歐盟企業及消費者調查調和系統（Harmonised system of business and consumer 
surveys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並將此系統推廣至轉型中國家及開發中國
家。自 2003 年起 EC與 OECD舉行一系列企業及消費者趨勢調查研習會。本次

聯合研習會由「回收率改善與問卷填寫人負擔最小化」及「調查運作與技術設

計之調和」任務小組報告改善調查業務之做法，並由其他專家報告如何應用調

查結果。EC 亦委託學術機構研究，評估三種季節調整方法之效能。各場會議
結論與建議均有助於實務之改善，將被納入新版的指導手冊中，最佳範例亦將

登載於入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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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CIRET（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Economic Tendency Surveys）會議暨 EC-OECD企

業及消費者趨勢調查研習會」 
報告 

（94 年 11月 14至 16日） 
 

壹、目的 

一、 ＣＩＲＥＴ會議背景 

ＣＩＲＥＴ（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Economic Tendency 
Surveys，國際經濟趨勢調查研究中心）係世界主要國家經濟景氣研究機構及學者
專家所組成之國際性研究交流團體，其會員係從事經濟趨勢調查，或利用調查之

結果從事應用或理論研究。趨勢調查為一屬質調查，與傳統屬量調查不同，乃調

查企業家或消費者對經濟變動方向之判斷、計畫或預期等，或為景氣調查、或為

投資或消費調查，近年來金融服務業調查應用日趨廣泛。 

ＣＩＲＥＴ成立於1953 年，原有約750個會員，遍及全球51個國家。自1982
年至1999年皆由德國Ｉｆｏ經濟研究院院長Dr. Karl Heinrich Oppenländer 擔任
會長，德國Darmstadt 大學法律經濟系教授Dr. Günter Poser 擔任顧問，秘書處則
合併附屬於Ｉｆｏ經濟研究院。1999年2月起Dr. Hans-Werner Sinn 接任第十五任
院長，1999年底，ＣＩＲＥＴ脫離Ｉｆｏ研究院，秘書處改設於瑞士聯邦技術學

院(Eidgenö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ＥＴＨ)之景氣研究所
(Konjunkturforschungsstelle，ＫＯＦ)，所長Dr. Bernd Schips擔任會長。ＣＩＲＥ
Ｔ現依比利時法律，設籍於布魯塞爾。 

ＣＩＲＥＴ每年舉行一次大會，兩年舉辦一次大型國際研討會。本會經濟

研究處自 1983 年加入ＣＩＲＥＴ為機構會員。1985 年李前副主任委員高朝以

會員代表身份首次參加ＣＩＲＥＴ第 17屆研討會，其後各屆會議本會多派員出
席，並曾於 2002 年負責主辦第 26屆研討會。 

ＣＩＲＥＴ組織運作、行政、重要工作係由執行委員會（Council）負責，
本會葉副主任委員明峰、胡參事仲英分別獲選於 2000-2003 年及 2003-2005 年

擔任執行委員會委員。本年ＣＩＲＥＴ會員大會暨執行委員會於 11月 15日在
比利時布魯塞爾舉行，會長 Schips博士會前表示歡迎葉副主委重回執行委員會

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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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ＲＥＴ會員包括各國政府負責調查、經濟統計分析機構（如中央銀

行、統計局）、金融機構、商工業總會，各國經濟智庫及教育機構、以及國際經

貿組織（如 OECD、歐盟經濟暨財政事務總署、歐洲中央銀行），且ＣＩＲＥＴ

在經濟趨勢調查研究領域居國際領導地位，本會因此得以透過參與ＣＩＲＥＴ

與各國政府部門互動並獲邀出席 OECD會議。 

二、 EC－OECD企業及消費者趨勢調查聯合研習會會議背景 

為能比較歐盟各經濟體景氣循環，並掌握歐盟各經濟體情勢與發展情況，

歐盟經濟暨財政事務總署（Directorate General fo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ffairs，DG ECFIN）設計並積極推動歐盟企業及消費者調查調和系統
（Harmonised system of business and consumer surveys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並與 OECD合作共同將此系統推廣至轉型中國家及開發中國家，期能
建立更準確之全球性趨勢指標。 

EC（歐盟執行委員會）－OECD企業及消費者趨勢調查聯合研習會，第一

次係於 2003 年在布魯塞爾舉行，討論調查的編製、呈現及發布、各國調查結果

之調和、企業與消費者調查之應用、訂定優先工作項目。2004 年 9月ＣＩＲＥ
Ｔ研討會於華沙舉行，OECD配合該會亦舉辦企業與消費者調查研習會，討論

推動調查調和系統的入口網站、資料規格說明（metadata）標準、針對優先工
作項目成立有關改善回收率、季節調整及調查運作等任務小組、以及舉辦第二

次聯合研習會，本次即為第二次 EC－OECD 聯合研習會。我國目前已參與華沙

與第二次聯合研習會，但尚未有具體成果提出論文發表。 

三、 出席會議目的 

本（2005）年ＣＩＲＥＴ會員大會暨執行委員會於 11月 15日在比利時布

魯塞爾舉行，同時，歐盟執行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及 OECD企
業及消費者趨勢調查聯合研習會配合於 11月 14-16日舉行。ＣＩＲＥＴ會員大

會主要議程包括：2004 年華沙大會、財務及預算、執行委員選舉、ＣＩＲＥＴ

與OECD共同發行之期刊 Journal of Business Cycl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報
告。EC 及 OECD 聯合研習會主要討論：如何改進調查回收率以及受訪者填寫

負擔、調和各國調查作業與設計、OECD企業／消費趨勢調查（BTS/COS）入
口網站、企業及消費者趨勢調查結果之季節調整、其他有關調查議題與未來發

展等。 

為掌握經濟趨勢調查發展、汲取最新研究方法與技術，並積極參與國際經

貿事務，本會派經濟研究處專門委員秦羽翔代表出席ＣＩＲＥＴ與 OECD相關
會議。



 3

貳、會議過程 

一、 ＣＩＲＥＴ執行委員會 

11 月 14 日晚上 6 時ＣＩＲＥＴ執行委員會會議於比利時中央銀行召

開，由ＣＩＲＥＴ會長 Schips 主持，出席委員包括ＩＦＯ研究院 Nerb 博士、
OECD 統計局 Nilsson 先生、比利時央行 Vanhaelen 先生、法國統計經濟研究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and Economic Studies, INSEE）院 Erkel-Rousse
女士、義大利研究與經濟分析研究院（Institute for Studies and Economic Analysis, 
ISAE）Malgarini先生、匈牙利 GKI經濟研究所 Vétes博士、拉托維亞統計研究

院（Latvian Statistics）Vanags 先生、波蘭華沙經濟學院（Warsaw School of 
Economics）Adamovics教授、ＣＩＲＥＴ財務委員 Bloch 女士及本會代表秦羽

翔專門委員等。列席者包括ＣＩＲＥＴ資訊中心 Bloesch先生、28屆研討會共
同主辦單位義大利中央銀行 Parigi先生等。 

主席首先報告請假不克出席委員，並指出本會葉副主委去函向各委員致意。 

本次會議除通過 2004 年於華沙舉行之執行委員會會議紀錄，主要討論 28
屆（2006 年）ＣＩＲＥＴ研討會。要點如下： 

(一) 研討會主辦國義大利報告會議訂於 2006 年 9月 20-23 日於羅馬 La 
Sapienza大學舉行。 

(二) 主辦單位為義大利研究與經濟分析研究院（Institute for Studies and 
Economic Analyses, ISAE）、中央銀行及 La Sapienza大學。 

(三) 會議主題為「景氣指標與經濟決策（Cyclical Indicators and Economic 
Policy Decisions）」，專題為「區域型與在地型調查（Regional and Local 
Surveys）」。 

(四) 請委員廣邀論文，並預定明年 3月召開執行委員會審查論文。 
 

二、 ＣＩＲＥＴ會員大會 

11月 14日晚上 7時ＣＩＲＥＴ執行委員會於比利時中央銀行召開，

由ＣＩＲＥＴ會長 Schips主持，出席委員除執行委員會委員外，尚有其他

會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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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除通過 2004 年於華沙舉行之大會紀錄、2004 年財務報告與

2006 年預算計畫外，並報告、討論重要工作、進行選舉新任執行委員。討

論要點如下： 

1. 組織人事與重要工作 

(1) 主席報告其即將退休，繼任主席為瑞士ＥＴＨ及ＫＯＦ研究所新
任所長。ＣＩＲＥＴ與 OECD 聯合出版學術期刊 Journal of 
Business Cycl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JBCMA）主編 Günter 
Poser亦將請辭。 

(2) 注重維持 JBCMA期刊之高學術水準。 
(3) 近年財務有緊縮情形，希望會員宣導ＣＩＲＥＴ工作，邀請相關

專業人士加入。 

2. 執行委員請辭與選舉 

本次會議確定本會胡參事仲英之請辭執行委員案，並選舉新任執行委

員。主席請本會代表報告胡參事因職務調動請辭及葉副主委資歷後主持選

舉，由本會葉副主委及法國 INSEE研究院 Philippe Scherrer先生當選。 

大會約於晚間 8點結束，會後並由比利時中央銀行預備簡單茶會，多

位執行委員與會員向本會代表祝賀葉副主委當選，並請轉達致意。 

三、 EC－OECD企業及消費者趨勢調查聯合研習會* 

(一) 推動企業及消費者調查調和系統 

歐盟經濟暨財政事務總署（簡稱 DG ECFIN）與 OECD為合作推動歐盟企
業及消費者調查調和系統，並將此系統推廣至轉型中國家及開發中國家，定期

在歐盟各國及歐盟申請國進行製造、服務、零售及營建等產業調查與消費者調

查，綜合許多經理人與消費者意願與判斷，而建立指標。調查種類包括： 

 經濟信心指標（Economic sentiment indicator，簡稱 ESIN）目的在於觀測景
氣循環動向，係每月由歐盟各國編製。 

                                                 
*本次會議討論議題與發表論文眾多，可自 OECD網站
http://www.oecd.org/document/6/0,2340,en_2649_34249_35515718_1_1_1_1,00.html下載。 
 



 5

 部門別信心指標（confidence indicator）：工業（製造業）、服務業、零售業、

營建業以及消費者，每月進行一次。 
 投資調查：產業的投資動向調查，每兩年進行一次。 
 世界經濟調查：訪查全球 91國 1,100多位專家對本國經濟情勢所做判斷，
每季進行一次。此調查由德國 Ifo 研究院執行，本會負責彙整台灣專家調

查。 
 特別調查：針對特殊目的調查，例如 1989、1994及 2000所做的 EU 勞動

市場景氣調查（Performance）。 
 歐盟申請國信心調查：目前已進行工業及消費者調查，其他調查也即將開

始。 

就提供短期經濟訊息而言，企業與消費者調查比較傳統的量化統計調查有

許多的優點。因為所要求的回答不需要精確的紀錄，對企業來及消費者來說較

為簡易，且可更迅速的回覆。趨勢調查涵蓋許多可以觀測景氣循環的變數以及

量化統計沒有做到的變數（如設備利用率、對整體經濟景氣的看法）。因此在歐

盟及 OECD國家均應用趨勢調查來觀測景氣。 

(二) 討論要點 

本次聯合會議，共有 58機構之 90位代表出席，分別屬於歐盟、歐盟申請
國、非歐盟之 OECD會員、其他國家、歐洲中央銀行及部分歐盟會員中央銀行。

主要在討論「回收率改善與問卷填寫人負擔最小化」及「調查運作與技術設計

之調和」任務小組之建議，以及歐盟執委會針對目前主要三種季節調整方法之

研究。主要結論如下： 

第一場次 「回收率改善與問卷填寫負擔最小化」任務小組 

1. 回收率之計算方法應列在各國的資料規格說明－任務小組推薦兩種回

收率之計算方法，一種適合單一抽樣比率與單一權數，另一種適合不

等抽樣比率與不等權數。 
2. 邀請參與調查並獲合作的策略－依受調單位特色而設計第一次聯絡方

式、必須與該單位中適合填寫的人聯絡、解說調查的效益與應用以加

強印象、加強受調者對調查及調查機關的認識、盡量在第一次聯絡時

有個人接觸、解說本調查的特色及其與其他調查的差異、調查的資訊

應該是回答者容易取得的。 
3. 體會受調查單位立場提供多種回覆方式，由受調單位選擇其所偏好方

式，以提高回收作業成效並減少調查失誤。另，定期詢問回答者偏好

何種資料收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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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針對不同資料收集方式設計有效的追蹤策略，包括宣導資料、免費詢

問電話。為避免完全拒答，宜向受訪者說明可以僅填寫重要變數資料，

也接受估計值或替代變數值。 
5. 加權方法應求權數能確切代表母體。 
6. 注意企業回覆行為是否有偏倚－本任務小組研究顯示，所有的調查機

構或多或少都假設無回應（non response）現象是隨機的（missing at 
random, MAR），也就是假設，回收答案的統計分配可代表抽樣群體。
如果此項假設不符事實，則可能誤導景氣預測。 

第二場次 「調和調查運作與技術設計」任務小組 

 2003 年 OECD為非會員國出版一本有關如何建立企業趨勢調查（BTS）手
冊，其中所推薦的程序步驟係官方統計調查使用，本任務小組並以此為基礎，

研發調查作業與技術設計，達到四方面結論： 

1. 有效率的樣本設計與加權方法基本要求 

(1) 企業調查 
樣本架構（sample frame）：廠商整體名冊宜盡量完整，並隨普查更新，

官方註冊名冊優於民間商業工會名冊。為維持分類組之穩定並精準顯示

調查目標，宜建立裁減（cut off）策略。 
抽樣方法（sampling method）：類組宜固定，並定期更換固定比例的受訪

單位。強力推薦機率樣本方法（probability sample selection）。 
資料缺項（missing data）：資料說明中應該記載如何處理項目別及受調

單位之無回應。調查機構應密切注意資料缺項的影響並設計使無回應率

最小化之策略。可考慮設算缺項資料但需謹慎避免扭曲。為避免誤差，

宜重新加權。 
加權方法（weighting method）：必須使用權數以改善估計的準確性，至

少做到簡單一階加權方法；如果母體具異質性（heterogeneous），則建議
用二階或多階加權法。權數需能代表母體中企業大小分配。 

(2) 消費者調查 
樣本架構（sample frame）：抽樣群體名冊應盡量包含所有成人人口，並

建議每年更新。政府普查較電話註冊理想，若係使用後者，應處裡取樣

範圍偏差（coverage bias）。 
抽樣方法（sampling method）：建議使用隨機抽樣以確保調查的代表性，
如果母體具異質性（heterogeneous），則分組抽樣較簡單隨機抽樣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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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權方法（weighting method）：可以按人口結構特性（如年齡、性別、

區域、市鎮大小）或社會經濟特色（如職業、教育水準、市鎮類型）加

權，以改善樣本代表性。 

2. 網路調查的設計 

近年來，經由網路收集資料的趨勢快速發展，而網路環境較其他調查

方法為獨特，因此何為進行網路調查的最佳方式，學界目前尚未達成共識。

「調和調查運作與技術設計」任務小組彙整各式網路調查的特色、優點與

困難，並推薦各種最佳範例，目前初步研究成果如下： 
(1) 期初作業 

 鑒於參與調查者會評估主辦機構的網路專業能力，機構應講究其

網頁呈現之專業性。 
 蒐集有關參與者之特性及人口統計資料。 
 鑒於部份企業限制員工使用網際網路，應先調查有電子郵件帳號

者是否可使用網際網路。 
 提供回答問卷者之個人認證碼（PIN），最好可以不必輸入帳號與

密碼而直接聯結。 
 提供資訊技術服務聯絡。 
 為尊重倫理，不可未經同意而擷取回答者之相關資訊（如

cookies）。 
 確保資料安全及機密。 
 詢查問卷在不同螢幕結構、作業系統、螢幕呈現之畫面差異。 
 第一次邀請參與網路調查時，應以正式書面函邀請。 
 進行志願試答，並將志願參與業者之意見列入考量。 

(2) 電子郵件邀請 E-mail 
 鑒於帶有附件或 HTML 格式的電子郵件可能為防毒緣故而被拒
收，電子郵件邀請邀請應採普通文字格式。 

 請參與調查業者將調查機構電子郵件帳號設為「安全」或「許可」

寄件者，因此，調查單位應該提供不會因職務變動而改變的機構

電子郵件帳號。 
 避免使用付費名冊，以免被誤以為是寄發垃圾郵件者。 
 避免使用類似垃圾郵件的文字。 
 使用易於辨認、簡短且具長久性之電子郵件帳號。 
 應先試寄測試是否專用電子郵件帳號被部分 ISP機構誤認為垃圾
郵件。 

 應該加入回條機制，以掌握實際收信率。 
(3) 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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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詢查多數問卷回答者網際網路連線速度。 
 設計吸引人的歡迎網頁，並強調填寫網路問卷的輕鬆特性。 
 為避免讓人感覺電腦媒介的互動比較傳統方式冷漠，宜用親切的

問候語。 
 問題應易懂並盡量與書面問卷類似。 
 避免太多色彩以及會分散注意力的版面設計。依經驗法則，建議

3種顏色，並考慮色盲者的困難。 
 應該確認字體大小設計在各種螢幕結構下看都夠大。 
 瀏覽器相容問題可能導致下載時間長久，而增加回答者的負擔。

因此，應避免遷就樣式而犧牲實用性，例如使用許多圖形、自動

圈選等。 
 鑒於使用者可能解除 Java, JavaScript, Cookies, Active X等網際網

路功能，應該盡量使用最基本的標準語言。  
 避免設計使用多個同時進行的滑鼠動作。 
 鑒於網路讀者閱讀速度較快且較無耐心，應將易遭誤解部分強調

註明。 
 重要訊息應能使讀者一目了然，並且不宜佔據整個畫面。 
 頁面設計，應做到使回答者只需上下移動畫面一題接一題地閱

讀，避免左右移動畫面。 
 使用多頁面（multi-page）設計應該只限於子題或方便讀者跳頁的

情形，且使用時應該標明與最後一頁的距離。 
 網路與書面問卷的版面與格式應盡量相同。 
 提供「重填（reset）」的選項。 
 容許回答者半途中斷，並在其他時間接續作答。 
 越來越多的網路使用者拒絕接受跳出畫面（pop-up）。 
 不同形式的問題搭配不同的格式，如：複選題以方格的選答，單

選題用圓扣。 
 容許回答者從網頁列印問題及其回答結果。 
 三級判斷（變好、不變、變壞）模式在趨勢不明時提供較少的選

擇，因此多數回答者在能夠確定趨勢扭轉前，傾向維持先前判斷。

透過網路使用視覺化類比分級（visual analog scales, VAS），回答
者可以逐漸改變其判斷，而調查機構可透過預期判斷的微調情

形，偵測趨勢的潛在變動。 
(4) 結果分析 

 分析問卷回答是否因無回應、有效性及可靠性而有否差異，及其

差異原因（如：問卷設計、問題範圍、選取偏差）。 
 探討網路回答者與傳統書面回答者的樣本特性是否可比較。 

(5)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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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網路與回答者聯繫（如：節期問候），提供額外訊息（如：問

題回答）以及精美的報告等。 
 若可行，提供內部網路給回答者專享。 
 定時查訪使用者滿意度。 
 注意網際網路環境的變化及使用者的需求變化。 

(6) 資訊安全：提醒參與調查者妥善處理使用帳號與密碼，並定期更新機

構防毒軟體 

3. 其他 

有關電話調查，需考慮手機使用率的激增。而隨機數位撥號並非理想

的樣本建立方式，未來應該討論樣本循環（sample rotation）及如何建立最

貼切的樣本。 

4. 未來工作 

(1) 以上有關樣本設計、加權方法、網路調查建議將納入 OECD與 EC未
來企業與消費者（BTS/COS）調查指南。OECD 並將先行納入其

BTS/COS入口網站，EC將在其修正 1977版指南時納入。 
(2) 比較目前各國樣本設計與加權方法與小組建議之差異。 
(3) 研究網路調查有關資訊安全、問卷設計與網頁呈現的理想做法。 
(4) 研究在企業調查使用 VAS之設計與發展。 

第三場次 OECD工作進度 

1. 企業與消費者調查（BTS/COS）入口網站 

(1) BTS/COS入口網站的設立為推動調查調和，並透過國際組織及各國機

構之分享，推廣有關企業與消費者信心調查範例。目前該入口網站提

供現有國際指南與範例、各國問卷、各國調查主要項目標準與定義說

明、各國範例連結、格式相同的資料以供區域或國家間合計、以及

OECD、歐盟執委會及ＣＩＲＥＴ會議論文連結等。  
(2) 與會者支持本網站的建置並肯定 OECD、歐盟執委會及ＣＩＲＥＴ之

間的密切合作，使網站上的資訊能保持一致性與互補性。與會者亦希

望網站提供工具促進使用者之間資料（data）與資料說明（metada）
之交流。 

(3) 未來工作方面，OECD 將提供部分國家的標準化指標以及區域合計
值；同時，OECD 統計網站 OECD.stat 將提供國家別所有部門的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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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資料。非歐盟會員國的標準格式化資料說明所涵蓋範圍亦將逐漸

改進。 

2. 區域信心指標的合計與計算 

(1) 由於調查資料本身不僅是趨勢指標，亦是領先指標的重要構成項目，

調查資料將愈來愈受重視。同時，巴西、中國、印度、俄羅斯等新興

國家的調查資料對建立區域性與全球性企業與消費者信心指標亦相當

重要。OECD已試算一些區域性與全球性製造業及消費者信心指標，
並提供其編製方法。OECD指出，這些指標係用以進行國別比較，並

可評估全球景氣。其他與會者則指出，也可用來比較個別國家景氣循

環與歐盟及全球景氣關係。 
(2) 未來工作包括：為沒有類似指標的非歐盟 OECD會員國計算企業信心

調查；計算印度、印尼、俄羅斯等國的消費者信心指標；計算歐洲四

大、OECD歐洲會員、歐盟 15國、NAFTA等區域總合指標；研究編
製區域的非製造業部門信心指標（目前僅有美國與韓國的資料）；試編

不同的權數以反映各國在區域中的相對重要性，例如出口與進口占世

界貿易比重。 

第四場次 企業與消費者趨勢調查（BTS/COS）之應用 

比利時、歐盟、土耳其等國中央銀行簡報如何運用企業與消費者調查進

行分析，並討論各種調查資料之特性，擔任報告機構咸認為調查資料應具時效

性、可供跨國比較、並且有完整而長久的時間序列。未來需要針對新趨勢而在

問卷一般問題以外增加特別問題，例如有關人口老化、勞動力、福利、及金融

市場等，可能的方式之一是輪流使用一組特殊問題。另外，應發展服務業及其

他部門的調查，並提供更多種的資料分類，例如部門別、地區別、人口結構別、

技術層級別等。為發展服務業調查，先著手彙整現有服務業調查，比較調查項

目所涵蓋的活動，並確認各機構未來調查計畫。 

鑒於資料修訂的最小化對銀行非常重要，未來將探討如何修訂意見調查

資料、修定資料的機構數目、修訂幅度、能否改善時效。 

第五場次 企業與消費者調查資料季節調整方法之效能 

歐盟執委會委託鹿特丹 Erasmus 大學經濟學院評估 Census 
X12-ARIMA、TRAMO/SEATS及 Dainties三種季節調整方法，結論指出前二者

在整理原始資料時間序列方面功能最穩健，而 Dainties對於已確定季節特性（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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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模型）的時間序列表現較佳。該報告亦指出，線性離群值（additive outliers）
對季節調整功能無顯著影響（亦即，此種歧異值的存在與否，不會影響季節調

整的效能），但是季節調整方法對於非線性離群值（innovation outliers）則特別
敏感，三種方法均不能充分清除這類雜訊。對企業與消費者調查資料而言，三

種方法的表現均佳，但是因為 Dainties 不考量離群值，所以將研究於此方法中

納入剔除離群值步驟的可行性。 

未來，將進一步以國別及多國資料研究季節調整方法，並匯整各國之模

型方法及偵測、處理雜訊的步驟。 

第六場次 其他報告 

歐盟執委會及部分國家代表以個案報告指出未來發展方向包括：運用企

業信心調查進行製造業產出預測、分析有關價格預期的屬「量」問題、服務業

信心調查、企業趨勢調查的綜合指標、探討各國與歐盟之信心指標差異來源。 

第七場次 結論 

EC 與 OECD 將把本次會議建議納入新版的指導手冊中，並將最佳範例登

載於入口網站。兩個任務小組既已大致完成基礎工作，編組即將結束，EC 與
OECD將於與會人士就會議報告提出意見後，規劃未來各國參與工作及特定議

題之研究。因此，任何與任務小組成員之間的研商均將視為非正式雙邊互動。

EC與 OECD對於任務小組成員投入的時間與努力，表示熱忱的感謝。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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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心得與建議 

一、 鼓勵國內機構積極參與ＣＩＲＥＴ 

ＣＩＲＥＴ集合全球從事趨勢調查之專家、學者、政府與研究機構，係為

運用調查結果或理論研究之個人或機構意見與成果之交流平台。雖然ＣＩＲＥ

Ｔ為非政府組織，但與各國政府經濟、統計單位互動頻繁，尤其，歐盟與 OECD
積極推動使用趨勢調查，與ＣＩＲＥＴ有極密切合作關係，並邀請ＣＩＲＥＴ

會員出席相關會議。鑑於我國加入國際組織困難，應鼓勵國內趨勢調查研究及

經濟預測機構積極參與ＣＩＲＥＴ，透過此平台與國際同一領域之精英互相切

磋，改進我國趨勢調查及預測效能，並提升我國在 OECD等國際經濟組織的能
見度。 

經調查，目前我國ＣＩＲＥＴ機構會員有中央銀行、經建會、主計處等，

經建會除參與會議，亦與主席、執行委員及其他會員保持聯絡。會後，本會與

國內其他從事趨勢調查研究機構如：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動向調查）、中央

大學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消費者信心調查），以及從事經濟預測機構如：

中華經濟研究院、中研院經濟研究所等機構聯絡，鼓勵參與ＣＩＲＥＴ，已獲

大多數主事者正面回應，其中部份人士限於經費，將申請個人會員資格＊。 

二、 加強發展國內經濟趨勢調查 

由於調查資料本身不僅是趨勢指標，亦是領先指標重要的構成項目，國際

經濟組織均愈來愈重視調查資料，並且愈來愈需要使用新興國家調查結果算出

區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經濟趨勢指標，因此我國應加強發展經濟趨勢調查，以

建立可靠的指標，俾與國際社會分享成果與經驗，加強國際合作，並避免在國

際機構評估國際經濟趨勢時遺漏我國資料。 

雖然我國景氣指標已可由 OECD 網站「Leading Indicators and Tendency 
Surveys」下「Business Tendency and Consumer Survey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ork and Co-ordination」之「Business Tendency and Consumer Surveys: National 
Survey Institutes and Relevant International Bodies 」 網 頁

（ http://www.oecd.org/document/53/0,2340,en_2649_34249_33660853_1_1_1_1,0
0.html）連結，但已運作 30餘年之經建會「製造業景氣調查」因結構變遷且回

                                                 
＊ ＣＩＲＥＴ團體會員會費為 800歐元，個人會員會費為 80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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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率屢降，樣本結構不足代表實際產業結構，加以回覆內容不夠完整，調查結

果難具代表性與參考價值，亟需尋求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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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 

一、ＣＩＲＥＴ執行委員會議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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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年 9月ＣＩＲＥＴ執行委員會會議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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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屆ＣＩＲＥＴ研討會及論文邀請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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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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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委員辭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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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委員候選人簡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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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委員候選人簡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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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CIRET主席與財務委員致葉副主委當選執行委員賀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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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C－OECD研習會議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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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Joint European Commission - OECD Workshop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and Consumer Tendency Surveys 

 
Brussels, 14-15 November 2005 

 
Agenda 

 
Workshop objective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e two day workshop will be to discuss work carried out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OECD task forces on the priority tasks identified at the joint 
European Commission - OECD Workshop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and Consumer Tendency Surveys held in Brussels in November 2003 and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work defined at the 2004 OECD workshop in Warsaw. 
 

Monday, 14 November 
 

09.30 – 09.50 Welcome and introduction 
 

EC and OECD 

 
 
Session 1 –  Presentation of work by the OECD Task Force on “Improvement 

of Response Rates and Minimization of Respondent Load” 
 
Improvement of response rates and minimization of respondent load are of high 
priority for all national institutes. The specific aim of the task force was to identify 
good national practice and to make recommendations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Presentation by taskforce leaders:  
   
09.50 – 10.25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ponse rates and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 Analysis of key issues and main 
findings   

Bianca Martelli, ISAE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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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 11.15 Business Surveys in South Africa: Testing the ground 
for internet-based surveys keeping the impact of 
response rates in mind 

Pieter Laubscher, BER 
South Africa 

   
 Why is the response rate of the TANKAN high? Kenichiro Tahara, 

Bank of Japan 
   
 Discussion  
   

 
 

11.15 – 
11.35 

Coffee break 

 
 

11.35 – 12.10 Assessing and minimising the impact of 
non-response of survey estimates – Analysis of key 
issues and main findings 

Richard McKenzie, 
OECD 

   
 Discussion  
   
12.10 – 12.50 Adjusting for non-response: constant-sample method 

in the French business surveys 
 

Philippe Scherrer, 
INSEE  

 Analysis of non-response patterns in South African 
business tendency surveys 

Pieter Laubscher, BER 
South Africa  

   
 Discussion  
   
12:50 – 
13:00 

Session 1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13.00 – 
14.20  

Lunch 

 
 
Session 2 –  Presentation of work by OECD Task Force on ‘Harmonisation of 

Survey Operation and Technical Design” 
 
There are at present no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and recommendations outlining best 
pract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tendency surveys. However, in 2003 the 
OECD published a Handbook aimed at helping non-member countries to implement 
and/or develop their business tendency surveys. The survey procedures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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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commended in the handbook are procedures which are used for official 
statistical surveys. These recommendations could, however, be used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further discussion on development of standards for survey operation and 
technical design.  
 
 

 Presentations by taskforce leaders:  
   
14.20 – 14.50 Efficient sample design and weighting methods – 

Analysis of key issues and recommendations 
Marco Malgarini, 
ISAE 

   
 Discussion  
   
14.50 - 15.20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Recommended 

Practices for the Design of Internet Surveys 
Anna Stangl,  Ifo 
Institute 

   
 Discussion  
   
15.20  – 
15.30 

Session 2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15.20  – 15.30 

   
 
 
Session 3 – Recent developments of the OECD Business Tendency and 

Consumer Opinion Surveys Portal   
 
To promote harmonization and facilitate best practice through th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on business tendency and consumer opinion surveys betwee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national institutes. The OECD web-portal provides 
access to the following: 
 
• existing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and recommendations; 
• questionnaires used by national institutes; 
• summary metadata describing key elements of national institute surveys; 
• links to selected examples of good national practice; 
• data presented in a common format for countries and regional aggregates; 
• links to papers from meetings organized by the OECD,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CI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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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 – 16.00 Brief overview on recent improvements to the portal 
including developments in the colle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etadata   
 

Ronny Nilsson, 
OECD 

 Discussion  
   

 
16.00 – 
16.20  

Coffee break 

 
16.20 – 16.50 
 

Calculation of normalised business and consumer 
confidence indicators and OECD and Non-OECD 
area aggregates (OECD Total, Major 7, Big 6 
Non-OECD, World proxy)    
 

Olivier Brunet, OECD

 Discussion  
   
16.50 – 17.00 Session 3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Denis Ward, OECD 
   

 
 
Session 4 –  Uses of business and consumer opinion survey data, implications 

for data producers 
 
This session outlines the uses of business and consumer opinion survey data in the 
analytical work of several central banks. The presentations also touch briefly on 
issues / implications of interest to producers of survey data. 
 
17.00 – 17.20 Use of business and consumer opinion survey 

data in business cycle analyses from a user 
perspective. 

Giuseppe Parigi, 
Bank of Italy 

   
17.20 – 17.40 Use of business and consumer opinion survey 

data in business cycle analyses from a user 
perspective. 

Ece Oral, Central 
Bank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17.40 – 17.50 Discussion  
   
 

Tuesday, 15 November 
 
Session 4 –  Uses of business and consumer opinion survey data, implications 

for data producers (cont.) 
 
09.30 – 09.45 Use of business and consumer opinion survey Benoît Ro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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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in business cycle analyses from a user 
perspective. 

National Bank of 
Belgium 

   
09.45 – 10.05 The usefulness of survey measures from a 

research and policy perspective 
Ricardo Mestre, 
European Central 
Bank 

   
10.05 – 10.15 Discussion  
   
10.15 – 10.25 Session 5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ECD 
   
 
 
Session 5 –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easonal Adjustment of Business 

Tendency and Consumer Opinion Data   
 
10.25 – 10.55 Performance of Seasonal Adjustment Procedures: 

Simulations and Empirical Results  
Philip Hans Franses, 
Econometric Institute –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Discussion  
   
10.55 – 11.10 Session 4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European Commission 
   
 
11.10 – 11.30 Coffee break 
 
Session 6 –  Presentation of studies on other topics  
 
This session presents recent work of a number of national agencies an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in particular, identifies avenues / issues for possible 
future work by the Workshop in the evolution of business and consumer opinion 
surveys.  
 
11.30 – 12.00 Individual responses to BTS and the forecasting of 

manufactured production 
Hélène Erkel-Rousse, 
INSEE 

   
 Discussion  
   
12.00 – 12.30 Analysis of Quantitative Questions on Price 

Perceptions / Expectations in the EU  
Staffan Lindén, 
European Commission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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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 14.00  Lunch 
 
 
14.00 – 14.25 ESI and services confidence indicator in Slovak 

Republic 
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Slovak Republic 

   
 Discussion  
   
14.25 – 14.50 Differences between GUS survey and the EU 

standardised survey -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harmonisation of national surveys with the EU 
standardised indicator 

Katarzyna Walkowska, 
CSO, Poland 

   
 Discussion  
   
14.50 – 15.15 Comparison of national versus European 

Commission confidence indicators 
Maarten van de Stadt, 
European Commission 

   
 Discussion  
   
15.15 – 15.40 Consumer and entrepreneurs confidence and 

inflation perception from perspectives of 
Estonian entry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oining the EMU 

Marje Josing, EKI, 
Estonia 

   
 Discussion  
   
15.40 – 15.50 Session 6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ECD 
   
 
Session 7 – Meeting conclusions and future work 
 
15.50 – 16.20 Review of meeting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Denis Ward, OECD 

   
 Task Force on “Improvement of Response Rates  

and Minimization of Respondent Load” 
 

   
 Task Force on ‘Harmonisation of Survey Operation 

and 
Technical Design” 

 

   
 Future work on priority areas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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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ture meetings (back to back with CIRET, Rome, in 
2006) 

 

   
 Other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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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C－OECD研習會出席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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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EC－OECD研習會會議摘要報告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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