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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購買力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統計之編製目的在於取代傳統

匯率，改以考慮各國同質產品相對價格水準之購買力平價指標，作為折算各

國GDP之依據，以衡量各國實質經濟規模。 

聯 合 國 自 1965 年 起 推 動 PPP 國 際 比 較 計 畫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ICP)，透過各國實地查價，以計算PPP。ICP至今已舉辦7個回合，

回顧以往，雖有IMD、IMF及美國賓州大學等發布我國購買力平價、物價水

準及實質GDP等指標，惟資料均係推估數值。以2005為基準年之第7回合ICP

計畫改由世界銀行推動，亞太地區統籌單位為亞洲開發銀行，因我國為亞銀

會員國，在中央銀行爭取下，首度獲邀參與此項大規模國際計畫，並由本處

（第三局）負責執行，亞銀與世銀並先後於2007年與2008年發布亞太地區與

全球ICP估計結果1。 

為使各國將2005年回合之作業經驗延續至下一回合(以2011為基準年)，

並提升統計資料精確度，亞銀乃邀請部分會員國參與「2009非基準年購買力

平價國際比較計畫」，藉此將以2005年為基準的亞太地區之ICP國際比較統計

結果，進一步更新為以2009年為基準，由於我國在上一回合之表現深獲亞銀

肯定，本次計畫亦在受邀之列。 

本次召開之「2009年回合初步統計結果檢視會議暨2011年回合購買力平

價國際比較計畫初始會議」，於2010年6月14日至6月26日在菲律賓馬尼拉舉

行。其中「2009年回合初步統計結果檢視會議」，會前亞銀已先以電子郵件寄

送相關資料予各參與國，會中主要討論價格資料有疑義之類別、首都PPP調

整為全國PPP之估計，並就先前各國所提書面意見充分討論，惟部分國家報

價內涵仍出現錯誤有待修正，為使購買力平價之計算能切實反應各國實況，

亞銀決議待各國重新提報正確資料後，修正初步計算結果，並將定案統計結

果之發布時程延至今(2010)年年底。 

                                                 
1 亞銀於 2007 年 7 月發布亞太地區初步統計結果，同年 12 月進一步發布定案統計結果；全球統

計結果則由世銀於 2008 年 2 月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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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年回合購買力平價國際比較計畫初始會議」邀請對象包括世銀代

表與亞太地區各參與國家及地區之國民所得統計人員及物價統計人員，會中

除介紹本回合ICP計畫執行架構外，各國亦於會中重點簡介CPI物價蒐集及編

製作業，並以亞太地區及各國執行實務之觀點，共同討論整合ICP與CPI資料

蒐集架構的可行性，期使未來執行ICP所需資源減至最低。會議最後則討論

近期各項作業時程之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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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參加緣由 

鑒於各國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在進行國際比較時，

通常以匯率作為換算依據，折算為同一貨幣單位方能比較，惟匯率係由外匯市

場對外交易之外幣供需所決定，若用於一國總體經濟實力展現之 GDP 上，並

非適當。經世界銀行(World Bank, WB)及 OECD 等國際機構客觀評估，咸認為

以購買力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衡量各國「實質」發展概況，具有

不可取代的地位，因此聯合國自 1965 年起推動以 PPP 為基準的國際比較計畫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ICP)，迄今業已完成 1970、1973、1975、1980、

1985、1993、2005 等 7 個回合。 

由於前6回合ICP計畫均以聯合國為統籌單位，過去我國雖曾多次嘗試參

與，終因我國非聯合國會員國，自始被摒除在外，故2007年以前雖有IMD、

IMF及美國賓州大學發布我國物價水準、實質支出及購買力平價等總體經濟

指標，惟資料均係推估數值。2005年回合全球ICP改由聯合國授權世界銀行

推動，涵蓋亞太地區、非洲、拉丁美洲、獨立國協、西亞及OECD/歐盟共計6

個區域、146國參與，其中亞太地區由亞洲開發銀行(ADB)負責協調與整合。

由於我國為ADB會員，於2003年元月首度獲邀加入計畫，歷經查價規格訂

定、實地查價、資料檢核等階段，費時4年餘，其中查價項目涵括家庭消費財、

住宅、醫療、政府受僱人員薪資、機械設備及營建工程等各大GDP支出組成，

共計789項查價項目，亞銀與世銀並於2007與2008年發布亞太地區及全球第

7(2005年)回合統計結果2。 

由於下一回合全球 ICP 計畫將以 2011 年為基準年，為避免各國參與經驗

隨時間流逝，且為使各國在下回合 ICP 啟動時，可快速準備就緒，亞銀乃於 2008

年 7 月來函邀請我國加入其獨資籌辦之「2009 非基準年購買力平價國際比較計

畫」，希望將上回合所編製之 PPP 數值延續至僅有區域性計畫之 2009 基準年，

以使各國經驗得以有效維持並進一步提升參與國之統計知能。 

                                                 
2 亞銀於 2007 年 7 月發布亞太地區初步統計結果，同年 12 月進一步發布定案統計結果；全球統

計結果則由世銀於 2008 年 2 月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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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2009 年回合初步統計結果檢視會議暨 2011 年回合購買力平價國際

比較計畫初始會議」由亞銀主辦。其中 2009 年回合 ICP 計畫歷經一年多的資

料蒐集、檢核等階段，會中將執行概況及 PPP 初步計算結果提出討論，主要針

對價格資料有疑義之類別、首都 PPP 調整為全國 PPP 之估計及各國所提書面意

見，經充分討論後，發現部份國家報價內涵錯誤有待修正，亞銀決議待各國重

新提報正確資料後，修正初步計算結果，並將定案統計結果之發布時程延至今

(2010)年年底，期使購買力平價之計算能切實反應各國實況。 

2011 年回合 ICP 計畫將延續 2005 年回合之執行架構，會中除簡報本回合

執行時程，亦就技術議題、資料蒐集軟體及預期結果等項逐一說明，本次會議

主要著重於家庭消費財之編製架構，至於營造工程、機械設備及政府受僱人員

報酬等非家庭消費財類別，則留待日後另行討論。 

另依世銀規劃，希望 ICP 未來能成為常川性統計調查。亞太地區主辦單位

亞銀期能經由整合 ICP 與 CPI，減少編製 ICP 所需之額外資源。各國代表乃應

亞銀要求於會中重點簡介 CPI 資料蒐集及編製作業，並以亞太地區及各國查價

實務之綜合觀點，審視整合 ICP 與 CPI 資料蒐集架構的可行性，俾使 ICP 所需

經費及人力資源減至最低。會議最後討論未來各項作業預定時程，決議將視實

際執行情形彈性調整未來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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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席會議經過 

由於 2009 年回合ICP初步統計結果發布在即，且以 2011 年為基準年之全

球ICP計畫已展開，亞太地區之Regional Coordinator仍委由亞銀擔任，亞銀乃於

2010 年 4 月邀請亞銀會員國(或地區)以及澳門、緬甸共同與會3。 

一、會前準備 

1. 全球核心產品清單(Global Core List, GCL) 

 亞銀會前先 email 給各國 2011 年 PPP 更新計畫之家庭消費財全球

核心產品清單，初步提出 570 項函請各國提交可查性與重要性評

估結果，本次會議中則就 160 項優先項目進行討論，預計最終定

案之 GCL 涵蓋項目約為 600 至 800 項。 

 家庭消費財查價規模在我國並無明顯滯礙難行之處，可配合亞銀

需求規劃我國相關作業。 

2. 問卷填報及意見表達 

 資料使用(Data Access Questionnaire) 

 以往凡需使用 ICP 比較結果資料之學術研究單位，須先提出

其研究計畫，經亞銀審核後方允提供，且各參與國對資料提

供應用有程度不一之限制，為推廣 PPP 及符合使用者需求，

ICP 全球辦公室擬於 2011 年回合加以規範，故亞銀於會前

email 問卷徵詢各國對此問題之看法。 

 針對由世銀及亞銀編製之 PPP 與 PLI 結果資料，我國同意由

其公開應用，其餘細部查價資料則因我國統計法保護資料規

定，不予提供。 

 確保資料品質之檢核清單 

 世銀欲瞭解各參與國在執行 ICP 作業時，內部配合運作與編

算結果之應用推廣情況，提出問卷請全球各參與國回應，內

                                                 
3參與國包括孟加拉、不丹、汶萊、柬埔寨、中國、斐濟、香港、印度、印尼、寮國、澳門、馬

來西亞、馬爾地夫、蒙古、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菲律賓、新加坡、斯里蘭卡、我國、泰

國、越南等 23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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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含統計資料管理、資料品質之確保、統計方法之完備

性、資料可信度與準確度、資料相關資訊之提供及最終資料

之推廣等六大主題。 

 由於問卷所詢面向頗廣，多達 150 項，部分內容又涉及亞銀

分工職掌，不易精確勾選，故我國採較寬鬆之標準回應，除

遵循亞銀規範提供各項資料外，亦參考其他相關資料以檢驗

合理性，歷次修正過程均予以保留，亦會將 PPP 最終統計結

果以新聞稿及刊載於主計月刊等方式告知國內使用者，雖未

建立資料庫、背景說明或發行刊物等，但仍將持續推廣 ICP

資料之應用。 

 家庭消費財及居住類之調查表格式 

 亞銀設計數種 2011 年回合調查表格式，於會前 email 請各國

針對記載欄位及使用方便性表示意見。 

 調查表格式之記載欄位相當繁複，我國雖無明顯滯礙難行之

處，惟為簡化查價人員之訓練，擬採 CPI 現行查價系統專用

報表格式因應，再配合提供所需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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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經過 

本次於馬尼拉舉行之「2009 年回合初步統計結果檢視會議暨 2011 年回合

購買力平價國際比較計畫初始會議」由亞銀主辦，舉行期間自今(2010)年 6 月

13 日至 6 月 27 日，邀請亞銀會員國(或地區)與會。會議除檢視 2009 年回合 ICP

統計資料外，主要係說明 2011 年回合之執行架構與調整之編製策略、即將採

行之家庭消費財查價品項修正草案，並安排各國簡報 CPI 資料蒐集架構及編製

方法，非家庭消費財則於日後 ICP 會議再行討論。 

2010 年 6 月 14 日「2011 年回合購買力平價國際比較計畫初始會議」由亞

銀經濟研究部(Economics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Assistant Chief Economist 

Mr. Douglas Brooks 及 ICP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ordinator Mrs. Chellam 

Palanyandy 二位致詞後，由各國代表逐一自我介紹。此外，亞銀特別邀請旗下

顧問 Dr. Arturo Pacificador, JR 參與本次 2011 年回合會議，協助界定查價規格及

廠商型態，以精進基本資料品質。緊接著為使初次與會人員能盡快進入狀況，

亞銀於正式討論前，介紹 ICP 計畫之主要歷程、執行架構及 PPP 編製概念。 

6 月 15 日，Mrs. Chellam Palanyandy 介紹 2011 年回合家庭消費財全球核心

產品清單(Global Core List, GCL)之決定背景，與未來所需國民所得層面相關資

料之支援。會中除介紹即將採行之家庭消費財資料編製方法，亦決議由亞太地

區分成四個子區域(Sub-region)討論表決 GCL 查價品項之重要性，再回報給世

銀檢討更新。 

6 月 16 日，應亞銀要求，各國代表重點簡介 CPI 資料蒐集及編製作業，由

Dr. Arturo Pacificador, JR 主持。會中與各國交流 CPI 編製細節，以進一步思考

利用 CPI 管理架構蒐集 ICP 物價資料之可行性。由於參與國數眾多，簡報至 6

月 17 日上午方結束。下午 Dr. Arturo Pacificador, JR 緊接著簡報查價原則，由於

世銀發現 2005 回合各國報價易產生「urban bias」，2011 年回合為避免偏誤發

生，要求各國提供報價地區等資料，建立 location /outlet mapping 以加強檢核。 

6 月 18 日上午，亞銀簡短回顧日前介紹之查價原則，旋即分成湄公河、東

南亞、南亞及高所得四個子區域(Sub-region)分組討論 2011 年回合 GCL，首先

提出 160 項優先項目就其「重要性」進行多數決表決，其餘 410 項則請各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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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檢視後，彙整回覆亞銀。討論至傍晚結束，由各區域分派代表，上台簡報各

組討論結果與建議。 

6 月 19 日，拜訪菲律賓 Region Ⅲ中部統計辦公室，交流統計調查之技術

與心得，另為加強各國對查價商品及廠商型態的認知，亞銀首度安排前往鄉村

地區之傳統市場實地訪查。 

6 月 21 日上午，各國分組接續上台完成 GCL 討論結果之簡報後，針對各

子區域有表示意見的項目逐項進行討論。下午則再次分組，針對 2011 年回合

48 項區域產品清單(Regional List)及 58 項子區域產品清單(Sub-regional List)優

先討論，其餘亦請各國回國檢視後，彙整回覆亞銀，做為未來編製亞太區域 PPP

之用。 

6 月 22 日上午，亞銀安排前往首都(Metro Manila)之傳統市場、超市、大賣

場及百貨公司等實地訪查行程，以加強對城鄉廠商型態與價格差異的認知。下

午則繼續針對尚未討論之子區域產品清單逐項討論。 

6 月 23 日，「2009 年回合初步統計結果檢視會議」由 ICP 計畫負責人 Mrs. 

Chellam Palanyandy 代表致辭，正式揭開序幕，世銀經濟學家 Mr. Yuri Dikhanov

緊接著簡報 PPP 之意涵、用途、資料蒐集架構、查編時遭遇之困難及 2009 年

非 ICP 基準年 PPP 估算方式等技術議題。 

6 月 24 日上午至 25 日下午，由 Mr. Yuri Dikhanov 介紹利用核心清單推算

全體資料及用首都資料推估全國資料的方法，再依國別逐一檢視，將 2009 年

回合利用首都 PPP 推算全國 PPP (capital – national PPP)之極端項目提出討論，

部份項目於會中當場修正資料，惟少數國家報價內涵仍有錯誤，有待修正，亞

銀於會中宣布將編製結果之發布時程順延，未來另外召開會議因應。 

6 月 26 日最後一天除討論各項作業時程規畫外，由於亞銀尚未取得多數國

家之 2011 年回合 GCL 提報資料，Mrs. Chellam Palanyandy 再三請各國提供所

需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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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會議重點 

本章第一節就 2009 非基準年回合 ICP 執行概況作一簡要陳述；第二節為

全球 2011 基準年回合 ICP 執行重點；第三節為權數來源。 

一、2009 非基準年回合 ICP 執行概況 

(一) ICP 基本統計資料之檢視 

本次會議原訂檢視 2009 非基準年回合之各國整體 PPP 初步統計結果，惟

亞銀認為部份國家報價資料仍需仔細檢視，故分為家庭消費財、營造、機械設

備、政府受僱人員報酬等分類逐一討論。 

1. 家庭消費財 

本次會議中，查錯規格或誤報售價的情況已大幅減少，顯示各國報價品質

已有提升，惟仍有少數價格有待各國確認。亞銀希望各國提交資料前，應確認

查價標的必須符合產品清單的要求，並與 2005 年之查價品質相符。其中「多

媒體播放器 multiple-media player」僅印度及我國報價，且所報規格為 MP3 

player，而非原先要求之 CD player，會中決議刪除此項目。 

2. 營造類 

本次馬尼拉會議參酌各國實際報價情況，回國後逐一審視我國報價內涵，

檢討原則列示如下： 

營造工程部份有碎石、粗砂、鋼筋及型鋼 4 項產品，原採營建院或本處營

造工程物價相近項目之增率推估，經本次與各國比較後，我國報價水準低於亞

太地區或高所得國家平均值，衡酌跨國比較之合理性，改以營建院「營建物價」

平均含稅價格報價，其中 Aggregate Concrete 因全省各區碎石價格差異甚大，

故僅採需求量較大之北區為代表；惟營造類權重僅約占 8%，對整體 PLI 影響

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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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機械設備類 

據亞銀表示，2009 年回合機械設備類之初步編製結果與 2005 回合類似，

相當接近各國匯率水準。由於機械設備報價，易受各國經濟發展程度及品質差

異影響，無法同時兼顧可比較性(Comparability)及代表性(Representativity)，致

估計結果受到質疑，例如各國實際查價時，若無原同型機種，則允許以類似機

種替代，導致各國提報價格水準差異過大，會中嘗試將極端值移除，則僅剩 30

多筆價格資料，不足以進行比較及估計各國 PPP。因此本回合雖仍存在若干編

算上之問題，短期內亦無法提出更具體易行之改進措施。 

4. 政府受僱人員報酬 

其他各國有很多異常高數值，尤其以廚師、護士等職業，報酬水準差異較

大，亞銀會將結果摘要 email 給各國，請各國檢視後提出意見。我國「家庭佣

人」報酬則因受基本工資保障，水準雖較其他各國為高，但報價不予修改。 

(二) 首都 VS 全國 PPP 

由於 2009 年回合亞太地區 PPP 更新計畫為亞銀獨資舉辦，故無法同 2005

年回合規模，僅能挑選較重要之約 200 項核心清單，且查價區域皆為各國首都，

因此必須利用 2005 年回合相關資料，按下列 2 步驟推估 2009 年全國各基本分

類 PPP(Basic heading PPP, BH-PPP)。 

1. 首都之 BH-PPP： 

由 2005 年回合約 200 項核心清單與全部查價清單之相關性，推得各國首

都之 BH 調整係數(表 1)，且利用該調整係數與核心清單所計算而得之 2005 年

PPP 與實際 PPP 之差異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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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BH 調整係數 

 
 

表2 2005年推估PPP/整體PPP 
 
 
 

2. 全國之 BH-PPP： 

接下來由首都之 BH-PPP 推估全國之 BH-PPP，惟我國與香港、新加坡、

汶萊因腹地較小，首都與全國價格差異並不顯著，故首都價格即能代表全國價

格，不需推估，僅以簡單例示(表 3)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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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由首都 BH 之 PPP 推估至全國 BH 之 PPP 

 
 
 
 
 
 
 
 
 
 
 
 
 
 
 

 

 

A(基準國) B C D
A1(首都) 10 22 12 1
A2(非首都) 5 10 8

幾何平均(各國) =7.0711  =14.8324  =9.7980   =70.7107

幾何平均(A國=1) 1 2.0976 1.3856 10
2005年

PPP for A1 and A2② 1 2.0976 1.3856 10

2005年

價格 A1(首都) 10 22 12
PPP for A1 ① 1 2.2 1.2

BH(A)之調整項④=①/② 1 1.0488 0.8661 1

2009年

價格 A1(首都) 11 23 14 1
PPP-首都③ 1 2.0909 1.2727 10.9091

PPP-全國⑤=③/④ 1 1.9936 1.4696 10.9091

國家別

2005年價格

BH(A) 查價產品

00
50

100
10

20

510×= 1022×= 812×= 50100×=

綜上可知，由 2009 年回合所查之核心清單推估全國 PPP 必須經過上述 2

步驟，但會中許多國家對利用這 2 個調整係數所推出之 BH-PPP 仍有諸多意見，

因為部份國家並未保留 2005 年回合的所有查價價格資料，故在 2009 年查價時

未考慮到首都與全國的價格差異，僅針對 2 回合之間的合理性做評估，故若 2005

年之首都與全國價格差異甚大時，將使調整後之 BH-PPP 甚不合理。惟 Mr. Yuri 

Dikhanov 表示，目前僅能以此方式作為推估的依據，但會針對較為特別的離群

值做特殊處理，也請各國回去再度檢視 2009 年的報價資料，期使 PPP 結果更

加準確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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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1 基準年回合 ICP 執行重點 

(一) 家庭消費財查編架構及作業規畫 

1. 價格蒐集 

以下摘自亞銀顧問 Dr. Arturo Pacificador, JR 之簡報內容及會議討論之相關

事項。 

 因各國風俗、經濟發展程度及品質差異等影響，2011 年回合仍遷就各

國之可比較性，而無法同時兼顧報價品項之代表性。 

 依規定應蒐集全國價格，家庭消費財下細分成 155 個項目群(basic 

headings)。 

 廠商型態及城鄉分配(Outlet type & location)：首先可以參考各國 CPI

架構，選定查價地區後，視個別產品不同(product-by-product)，再依銷

售量挑選廠商型態，而非依「查價容易」來決定廠商型態，期將各式

各樣廠商型態(表 4)盡可能納入查價範圍。 
 

表 4 廠商型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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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世銀發現 2005 年回合各國報價容易出現「urban bias」及

「department store bias」等情況，2011 年回合為避免偏誤發生，要求

各國提供報價地區等資料，建立 location /outlet mapping 以加強檢核。 

2. 全球核心產品清單(Global Core List, GCL)之擬定 

 2005 年之完整產品清單涵蓋 656 個家庭消費財查價項目，並以全國平

均報價進行 PPP 估計，然在檢視串連全球 5 大區域之估計結果後，各

國意識到 Ring Comparison 的估計複雜度以及依賴少數 ring country 連

結各區資料對整體資料穩健度的影響。因此 2011 年回合計畫雖整體

延續上回合查編架構，世銀為提升全球物價資料的整合程度，本次計

畫研擬取消原先以 Ring Country 連結各區域資料的作法，改以全球所

有參與國家針對同一套核心產品清單報價，以估計全球 PPP 結果。 

 2011 年回合的 GCL 主要係由 2005 年回合的 Ring List 彙整而成，為

提高區域代表性及反應消費型態的改變，亞銀之前於 Regional 

coordinator 會議中提報 2009 年回合亞太地區查價產品清單，希望世銀

能採納加入，然截至目前整理出約 570 項的產品清單，主要係反映

OECD 地區的消費模式，無法充分反映亞太地區各國風俗民情及經濟

體系之差異，因此亞銀特別要求各國仔細逐項檢視 GCL，審慎填報重

要性(Important /Less Important)，以提報世銀，建議增加亞太地區具代

表性的重要規格。 

 本次會中分成湄公河、東南亞、南亞及高所得四個子區域(Sub-region)

分組進行討論 GCL，亞銀提出 160 項優先項目就其「重要性」進行多

數決表決，其餘 410 項則請各國回國檢視後，彙整回覆亞銀。 

 由於我國所屬之高所得國家子區域消費模式與 OECD 較為接近，大多

數報價項目已包含在 GCL 及 Regional List 內，亦未有其他應納入項目

需提出建議，因此針對亞太地區擬增列其他子區域具特色及代表性的

產品清單僅需表示可否查價。 

3. 區域產品清單(Regional List, RL)之擬定 

 2011 年回合亞銀仍擬發布以港幣為計價單位的亞太地區 PPP 統計結

果，RL 將以本回合 GCL 為基礎，並從 2005 年回合及 2009 年回合報

價產品中挑選具特色及代表性者納入查價範圍，初步估計最終定案之

報價品項將達上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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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中提出 58 項產品清單逐項討論，其餘 RL 則請各國回去檢視後，再

行回覆亞銀。 

(二) 資料檢核 

 將比照上回合按季舉辦之資料檢核會議，擬於明(2011)年 5、8、11 月

及 2012 年 3、9 月共舉辦 5 次。全年估計結果，將於最後一次資料檢

核會議同時檢視；正式對外發布資料前，亦將邀請各國統計機關主管

與會。 

 因我國重啟查價機制前仍需前置作業，除全國價格一致之公共費率查

價項目可立即取得價格，多數項目仍需實地訪查，經亞銀考量各國作

業限制，將視實際執行情形彈性調整時程規畫。 

三、GDP 資料規範 

GDP 為國內生產單位在一定期間生產的總成果，生產結果經分配而構成所

得，所得再用於消費、投資等最終需求，故 GDP 可自生產面(production)、支

出面(expenditure)或所得面(income)進行統計。 

本次會議有關 GDP 部分，除要求參與國能依照 1993 SNA 的定義及分類提

供支出面相關資料外，Mrs. Chellam Palanyandy 亦解說為何 ICP 所需權數資料

是從 GDP 支出面資料計算，而不是從生產面或所得面。其主要原因可歸納以

下幾點： 

 若從生產面計算，則需中間投入及生產總額的物價，並透過雙面平減

方法才能算出實質 GDP，在資料蒐集及比較上均皆較支出面困難。 

 若從所得面計算，則因所得分配的內涵，有些是很難計算出有意義的

價或量指標(如盈餘 surplus)。 

 支出面的計算本質就是「價格」與「量」的關係，即 Price x Volume = 

Value，所以在資料蒐集或計算皆較容易。 

 在經濟研究或相關的政策分析上，經常使用支出面的資料來做國際比

較(如貧窮線、勞動生產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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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銀希望各國能將支出面分成 7 大類，而在大類下再細分成 155 個項目群

(basic headings)，這 7 大類分別為： 

 家庭消費支出(individu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by households) 

 對 家 庭 服 務 之 民 間 非 營 利 團 體 消 費 支 出 (individu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by NPISHs) 

 政府個體消費支出(individu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by government) 

 政府集體消費支出(collectiv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by households) 

 固定資本形成毛額(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存貨變動(change in inventories & valuables) 

 商品及服務淨輸出(net exports of goods & services) 

由於 1993 和 1968 SNA 之分類標準不同，導致編製之 GDP 權數結構亦不

同。2005 年回合 2 種標準皆有會員國採用，造成估計結果產生差異，為使各國

比較基礎趨於一致，亞銀希望各國能統一朝 1993 SNA 之編製標準來努力(我國

提交之 GDP 資料已依 1993 SNA 進行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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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論 

亞銀邀請部分會員國參與其獨資籌畫之 2009 年回合 ICP 計畫，目的在於

將 2005 年回合所建立之 ICP 架構延續至 2009 非基準年，並將上回合亞太地區

ICP 統計結果，進一步更新為以 2009 基準年之數值。 

本次召開「2009 年回合初步統計結果檢視會議暨 2011 年回合購買力平價

國際比較計畫初始會議」，其中 2009 年回合 PPP 統計結果發布時程雖日益逼

近，然部份國家報價內涵仍有錯誤，亞銀呼籲各國審慎檢視 2009 年報價資料，

期使 PPP 結果能更加準確合理。 

此外，2011 年回合全球 ICP 計畫亦已展開，亞銀為減輕作業負擔，希望各

國整合 ICP 與 CPI 資料蒐集架構。然因我國國情與亞太地區多數參與國(如印

度、巴基斯坦、中國等)差異極大，在蒐集可與亞太地區多數國家比較之產品時，

常需選查非主流商品，為避免 CPI 無法反映代表性產品之價格變動，不足之處

擬以增查方式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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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r Price Index
in Taiwan

Yen-Ping Ho
2010/6/16

Bureau of Statistics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Base Year

The current Base year is 2006. And the 
prices of 2006 basket were collected since 
January 2007.
The base period was changed once every 
5 years. 

•Items Priced, 
Geographic coverage

According to the family consumption 
pattern in 2006 in Taiwan Area, 424 items
of commodities and services are selected 
for pricing in 16 surveyed cities or 
counties.

‧Red: 8 Cities

‧Green: 8 Counties

•Date of Pricing

For the 8 surveyed cities, it may be priced 
9 times or 3 times a month.
For the 8 surveyed counties, it may be 
priced once a month or 3 times a month.

•Weights 

Area Weights and Item Weights of the 
priced item are mainly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average expenditures per 
household in 2006 obtained from the 
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 and registe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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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et selection 

Representative outlet selections are also 
determined from the 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
We ask the surveyed households where 
they buy the household consumption 
goods to select the popular outlets.

•Computation
Price relatives by items for each pricing locality 
are  calculated, and then averaged with its area 
weights to obtain the whole country’s price 
relatives.
Index is computed according to the derived form 
of Laspeyres weighted aggregate formula.
Index is the average of the Price relatives, which 
valued at December 2007 price. By using the link 
period, December 2007, the index is  transferred 
into the chain price index with 2006 basket and 
2006 as the base period.

•Publication

The monthly index is published on the 5th 
each month in news release.
"Price Statistics Monthly” with the 
detailed figures is available electronically 
on the internet website 
(http://eng.dgbas.gov.tw or  
http://eng.stat.gov.tw).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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