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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際經濟趨勢調查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Economic 

Tendency Surveys；CIRET）每兩年於各會員國家中舉辦一次大型國際研討會，

主要提供各會員國間意見交流與學術研究論文公開發表的溝通平台；CIRET 於

2014 年 10 月 9 日至 11 日於中國大陸杭州舉辦第 32 屆國際研討會，會中總共發

表 65 篇文章，主要來自美國、德國、韓國、中國大陸、瑞典、馬來西亞、印尼

等國家之相關學術研究人員共同參與，探討景氣趨勢調查與景氣指標相關研究，

主要討論議題涵蓋 3 大議題（共 12 項主題）與 1 個專題演講，包括：(一)短期

經濟調查與指標、(二)經濟結構面的相關調查、(三)特別議題：利用調查資料改

善經濟模型、(四)專題演講：利用製造業經理人採購指數(PMIs)進行多國家產出

成長之預測。依本會景氣指標相關業務提供心得與建議如下： 

一、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應用 

由於 PMI 被視為景氣的領先指標，加上能有效且即時地預測經濟趨勢，今年瑞士央

行首次利用主要出口貿易國家 PMI 來匯總編製單一出口指標，提升對瑞士出口預測的能

力，並強化對 GDP 成長率的預測。我國購經理人指數（PMI）於 2012 年底正式發布，

迄今約已編製 2 年，資料數列時間長度雖仍不充足；但本會仍可借鏡瑞士央行研究，嘗

試研究能否運用於景氣指標或對策信號中。 

二、 經濟成長支出面（消費、投資與出口）領先指標之應用 

消費、投資與出口為經濟成長的三大引擎，印尼央行嘗試建立各項的領先指標，以

針對內外需的景氣循環波動的特性，擬定相關策略。另外，消費、投資與出口的循環波

動亦可輔助景氣循環峰谷的認定，加上出口為我國經濟成長重要支柱，因此，本會可嘗

試建立相關的景氣領先指標，可望輔助與提升本會對經濟趨勢分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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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議目的 

一、 CIRET 會議背景說明 

CIRET（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Economic Tendency Surveys，國

際經濟趨勢調查研究中心）成立於 1953 年，目前 CIRET 秘書處設立於瑞士蘇黎

世理工大學 KOF 瑞士經濟研究所內，係各主要國家經濟景氣研究機構與學者專

家所組成之國際性研究中心，主要研究和預測經濟景氣、景氣循環波動及統計方

法對景氣研究與預測的影響； CIRET 的會員涵蓋各主要國家政府負責調查、經

濟統計分析之機構（如中央銀行、統計局）、各國經濟研究智庫、教育機構及國

際經貿組織（如 OECD）等機構。CIRET 於 2005 年更與 OECD 聯合出版景氣循

環衡量與分析（Journal of Business Cycl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CIRET 每兩年於各會員國家舉辦一次國際研討會，以提供研究學術交流平

台，公開發表與探討景氣趨勢調查、預測與景氣指標的相關研究成果。CIRET

曾於 2002 年在台北舉辦第 26 屆國際研討會，並由本會協助辦理。 

二、 參與會議目的 

CIRET 於 2014 年 10 月 9 日至 11 日於中國大陸杭州舉辦第 32 屆國際研討

會，主要討論經濟趨勢調查與景氣指標、經濟結構相關調查、調查（屬質性資料）

資料於經濟模型的應用與改善。 

全球經濟歷經金融海嘯後，經濟景氣變化迅速難測，由於景氣指標編製與分

析係本會重要業務，加上本會經濟發展處已加入 CIRET 會員多年，為即時掌握

國際經濟景氣趨勢調查與景氣指標研究之發展，汲取各國最新景氣研究成果，將

有助於提升本處研究能量，增進景氣指標編製效率與準確率。本處陳惠薇、徐志

宏、吳明蕙、劉欣姿等同仁，先後均出席 CIRET 舉辦之國際研討會，且獲益良

多，使本會於 2007 年與 2013 年景氣指標及燈號修正檢討工作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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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會議過程 

一、 議程 

此次研討會涵蓋 3 大議題（共 12 項主題）與 1 個專題演講，會議議程與學術文

章主題（詳如附件一）。 

(一) 短期經濟調查與指標（Short-term Economic Surveys and Indicators） 

1. 景氣趨勢調查(Business Tendency Surveys ) 

2. 消費者趨勢調查(Consumer Tendency Surveys) 

3. 綜合及領先指標(Composite and Leading Indicators) 

4. 專項的調查(Ad hoc Surveys) 

5. 新方法論(New Methods) 

6. 即時監控與預測(Real-time monitoring and forecasting) 

7. 專家問卷調查(Surveys amongst experts) 

(二) 經濟結構面的相關調查（Surveys Related to Structural Aspects of the Economy） 

1. 創新活動(Innovative Activity) 

2. 資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 

3. 組織變革(Organizational Change ) 

4. 勞動市場分析(Labour Market Analysis ) 

(三) 特別議題（Special Topic）：利用調查資料改善經濟模型(Improving Economic 

Modelling with Survey Data) 

(四) 專題演講：利用製造業經理人採購指數(PMIs)進行多國家產出成長之預測(A 

multi-country approach to forecasting output growth using P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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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議重點 

(一) Composite Leading Indicator for GDP Expenditure Components in Indonesia 

報告人：Hendy Hadiyan（印尼央銀） 

本文主要探討如何建構印尼 GDP 各構成項目（支出面）的綜合領先指

標，希望透過各綜合領先指標能更充分瞭解和認識家庭消費支出、投資、出

口與進口等 GPD 支出面項目的景氣循環波動特性，以期望能先行捕捉 GDP

各支出項的景氣循環轉折點，提早擬定策略以因應消費、投資與出口變化的

趨勢。 

本研究運用 OECD 開發 CACIS（Cyclical Analysis and Composite 

Indicators System）系統，首先將 GDP 各支出項目做為基準循環數列，以判

定各支出項目的景氣循環轉折點之依據（Bry-Boschan 原則），並依此為辨識

各經濟數列為領先、同時或落後的基準，以利後續依景氣循環性、時間一致

性原則來挑選各支出項目的領先指標候選數列。 

1. 首先建立 GDP 各支出項目的基準循環數列 

(1) 家庭消費支出之景氣循環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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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含建築業)之景氣循環特性 

 

(3) 固定資本形成毛額(不含建築業)之景氣循環特性 

 

(4) 出口之景氣循環特性 

 

(5) 進口之景氣循環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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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基準數列挑選各支出項領先指標的候選數列 

 

 

3. 將候選數列編製合成領先指標並評估循環對應性 

(1) 家庭消費支出之領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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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含建築業)之領先指標 

 
(3) 固定資本形成毛額(不含建築業)之領先指標 

 

(4) 出口之領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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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進口之領先指標 

 

4. 結論 

(1) 實證結果顯示，GDP 各支出項的領先指標平均領先期數約 4~8 個月，

相關係數亦達 0.4~0.8。 

(2) 印尼央行表示，實證結果將有助於提升央行對於 GDP 各支出面成長率

的預測能力，加上印尼為外銷導向國家，因此相當重視出口的循環波

動，以檢視內外在的影響因素與下行風險，以做為央行政策研擬之依

據。 

(3) 近年全球經濟疲軟，需求減緩，加上美國 QE 退場，因此，政府期望印

尼經濟能朝向平衡成長模式發展，並強化內需市場，故消費與投資等

內需的循環波動將格外受到重視，以利央行掌握總體經濟（消費、投

資與出口）的成長趨勢，並檢視與提早擬定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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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Foreign PMIs: A reliable indicator for Swiss exports 

報告人：Sandra Hanslin and Rolf Scheufele （瑞士國家銀行） 

  因為瑞士國家出口主要集中於製造業，加上製造業亦是瑞士經濟成長的

主要支柱之一，所以國外經濟情勢的變化，將影響瑞士的出口動能與經濟成

長的表現，因此，本研究期望利用瑞士出口主要國家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

數（PMI），以各主要貿易伙伴國之出口占瑞士總出口的比重為權重，再編

製合成為單一指標，以建構一項可提高對瑞士出口預測能力的指標，並強化

GDP 成長率預測。 

1. 將各貿易國 PMI 匯編合單一出口指標（EI） 

本文先依據瑞士的 20 個主要貿易伙伴國家1，計算各出口占瑞士總出口

的比重，再依 9 個月加權移動平均2剔除離群值（Outliers）以得出各貿易國

PMI 之權重（圖 1）。最後，再依權重比率編製合成單一指標（EI）（方程式

1 與圖 2） 

𝐸𝐼𝑡 = ∑ 𝑤𝑖𝑡𝑃𝑀𝐼𝑖𝑡
20
𝑖=1 ，∑ 𝑊𝑖𝑡 = 120

𝑖=1             (1) 

 

圖 1 依出口比率之各貿易國 PMI 權重 

                                                      
1
 瑞士主要貿易國家分別為：德國、義大利、法國、英國、澳地利、西班牙、荷蘭、俄羅斯、沙

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日本、中國、香港、新加坡、南韓、印度、美國、加拿大、巴

西、澳大利亞等 20 個貿易國家佔瑞士總出口約 80%。 
2
 9 個月加權移動平均公式為：(Xt-4+2Xt-3+3Xt-2+4Xt-1+5Xt+4Xt+1+3Xt+2+2Xt+3+Xt+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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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各主要貿易國 PMI 與合成指標 

2. 單一出口指標（EI）解釋能力 

首先，出口指標（EI）之月頻率資料以簡單加權平均方式轉換為季頻率

資料，並加以標準化後，再與瑞士實質出口年增率走勢（季資料）做檢視觀

察（圖 3），發現二者走勢具高度的相關性。最後，出口（商品與整體出口）

年增率、出口指標與二者之落後 1 期做簡單 OLS 測試（方程式 2），實證結

果，調整後判定係數(adjusted R
2
)均達 0.71~0.79，顯示出口年增率與指標間

具高度的關聯性（表 1）。 

△4 𝑋𝑡
𝑞 = 𝑐 + 𝛼∆4𝑋𝑡−1

𝑞 + 𝛽0𝐸𝐼𝑡
𝑞 + 𝛽1𝐸𝐼𝑡−1

𝑞 + 𝜇𝑡        (2) 

 

圖 3 出口指標與實質出口年增率之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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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出口指標與出口年增率之簡單迴歸分析 

 

(1) Granger 因果檢定(Granger causality test) 

本文以出口年增率與指標測試 Granger 因果檢定（方程式 3）欲

了解二者之間因果關係的方向，或是彼此之間有回饋（feedback）的

關係；由於瑞士屬於小型開放經濟體，其出口變動將無法影響其貿易

國的 PMI，故預期出口指標（EI）將單一方向影響瑞士的出口。實證

結果亦顯示，僅出口指標單一方向影響瑞士的出口具顯著性（表 2）。 

𝐸𝐼𝑡 = 𝛼 + ∑ 𝑏𝑗𝐸𝐼𝑡−𝑗
𝑝
𝑗=1 + ∑ ∁𝑗𝑋

𝑖𝑝
𝑗=1    

X𝑡
𝑖 = 𝛼′ + ∑ 𝑏𝑗

′𝐸𝐼𝑡−𝑗
𝑝
𝑗=1 + ∑ ∁𝑗

′𝑋𝑖𝑝
𝑗=1               (3) 

表 2 Granger causalit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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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樣本外預測（Out-of-sample excercisis） 

本文最後利用自我迴歸分配落後模型（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 ARDL），並以誤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d errors, RMSE），做

為衡量標準來評估模型樣本外的預測績效；並將製造業新增訂單

（ORDER）、製造業新增國外訂單（ORDERF）、ifo 預測未來 3 個月的

出口（IFOE）與瑞士 PMI（PMITT）等 4 項目前常用的出口相關指標

納入模型一起檢視預測能力；最後再將實質匯率變數納入模型，觀察

二組的預測績效是否有差異（表 3）。 

最後實證顯示，不考量實質匯率（Core model）的整體預測能力較

佳，且出口指標（EI）於當期與預測前 1 期（h=0, 1）的預測績效較其

它 4 項出口相關指標佳。另外，本文亦實證顯示低頻率資料（季）預

測能力較高頻率資料（月）預測能力佳。 

表 3 樣本外預測（R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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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論 

(1) 由於製造業 PMI 調查涵蓋企業生產、採購、庫存、銷售與價格等多面向，

藉由衡量企業整體的商業活動，以反映當前的經濟情勢走向，更具有領

先景氣循環的特性，因此，近年 PMI 相關研究與應用亦愈來愈廣泛。 

(2) 由於製造業 PMI 能全面刻劃製造業的商業活動，加上製造業出口為瑞士

經濟成長主要來源， 且目前仍沒有文獻探討利用國家出口主要貿易伙伴

PMI 來預測該國出口與經濟成長率，因此，本文嘗試匯總主要貿易伙伴

PMI 為單一出口指標，並考量實質匯率的影響，分別測試低頻資料與高

頻資料的預測能力；實證結果顯示，實質匯率將降低出口指標的預測績

效，且低頻率資料（季）的預測能力表現較高頻（月）資料佳。 

(三) Forecasting recessions in real time 

報告人：Knut Are Aastveity, Anne Soe Jore, Francesco Ravazzolo（挪威銀行） 

本文運用 Bry-Boschan（BB）轉折點確認原則和馬可夫轉換模型（Markov 

Switching model，MS)兩種統計方法，再次檢視挪威古典景氣循環的轉折點

認定與預測能力。 

因此，本研究以挪威 GDP 成長率做為經濟景氣循環的比較基準，分別

以 Bry-Boschan 原則和馬可夫轉換模型（MS）捕捉景氣轉折點，實證結果

發現，在景氣衰退期間，馬可夫轉換模型（MS）將落後認定景氣高峰，並

過早認定景氣谷底，無法即時反映經濟情勢的變化，認定的景氣收縮期過短，

例如 BB 原則於 1987 年 Q3 認定為景氣高峰，而 MS 模型則落後 2 季於 1988

年 Q1 才捕捉到高峰轉折點；另，BB 原則於 1989 年 Q3 認定為景氣谷底，

而 MS 模型則提早於 2 季於 1989 年 Q1 即認定谷底，故認為 Bry-Boschan 原

則所捕捉到景氣循環轉折點較馬可夫轉換模型為佳（詳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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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挪威景氣循環轉折點分析 

最後，本文進一步在兩個模型中分別加入調查類（製造業經濟信心調

查、消費者信心、局部網絡調查）與金融類指標（金融情勢指數與股市價

差），實證結果，二模型對於 GDP 的預測效果中，加入消費者信心指數或

金融情勢指數後的 Bry-Boschan 轉折點認定原則對經濟景氣循環高峰的預

測效果，相對馬可夫轉換模型（MS）則較具領先性；惟加入調查指標與金

融指標後的二種模型對景氣谷底的預測效果均沒有提高（表 1、2）。 

表 1 景氣高峰轉折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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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景氣谷底轉折點分析 

 

(四) Towards a monthly indicator of economic growth 

報告人：Leendert Hoven, Geert Schreurs（荷蘭統計局） 

由於 GDP 屬季頻率統計資料，因此較難即時回饋經濟活動情勢，加上

景氣循環峰谷認定方法採月頻率資料，故較難直接運用於景氣峰谷認定，

缺乏資料及時性。因此，荷蘭統計局最近建置月頻率的 GDP 成長率，以期

望反映短期經濟趨勢的訊息，但卻缺乏反映整體經濟活動訊息的測量方法；

惟月頻率的經濟成長率的優點在於： 

1. 提供快速、及時與最新的經濟活動之訊息 

2. 有助於及時與確實地認定景氣循環轉折點 

以往荷蘭統計局計算 GDP 時，均以國民所得之生產面與支出面建構與

估計；因此，月頻率 GDP 亦建構於經濟供給面，利用國民所得帳與其各產

業月資料的年增率估算得之，但部份產業（例如商業服務業）無法完全獲

得月頻率的數據，因而改以運用計量方法將部份月、季頻率資料混合編製

成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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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 2005 年~2013 年實際數據模擬結果顯示，所編製的月頻率

GDP 數據以簡單平均加權成季 GDP 後，與最終季度 GDP 成長率的估計值

相比，僅具微小的向下偏差（詳圖 1）。最後，本文透過簡易統計方法，測

量月、季 GDP 與最終數據的修正誤差之比較，即透過下列方法： 

1. 平均修正（mean revision；MR），MR =
∑ （Lt−Pt）
n
t=1

ｎ
 

2. 平均絶對修正（mean absolute revision；MAR），MAR =
∑ |𝐿𝑡−𝑃𝑡|
𝑛
𝑡=1

𝑛
 

3. 均方根修正（root mean square revision；RMSR），RMSR = √
∑ (𝐿𝑡−𝑃𝑡)2
𝑛
𝑡=1

𝑛
 

最後，實證發現，月頻率 GDP 數據表現較季 GDP 預測值佳（詳表 1），

其修正誤差範圍均小於季 GDP 估計值、終值與年增率，尤其自 2006 年第

3 季~2010 年期間，月 GDP 數據與實際 GDP 終值之間修正誤差達最小。另

外，由於月頻率資料具有較大變動的特性，因此，本文將剔除交易日、假

期與季節效應（詳圖 2），利於月頻率 GDP 成長率能清楚捕捉經濟走勢。 

 

圖 1 月 GDP 與季 GDP 比較 



19 
 

表 1 月 GDP 與季 GDP 比較 

 

 

圖 2 季調後月 GDP 走勢 

(五) The procedure of business cycle turning points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hidden 

Markov models 

報告人:Michal Bernardelli （波蘭華沙經濟學院） 

隱藏式馬可夫模型是用來描述具有隱含變數的隨機過程模型，此方法

已經被廣泛地運用在人工智慧、語音辨識與手勢辨識等不同地領域。因此，

本文將試著利用隱藏式馬可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s；HMM）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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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波蘭產業景氣趨勢調查的循環轉折點；隱藏式馬可夫系原本的馬可夫模型

的延伸，馬可夫模型所描述的是同類型的事（不同的狀態）依序發生的機率，

運用於景氣循環即描述景氣擴張與衰退所發生的機率，但景氣循環系指經濟

體系中不同經濟變數之間的共移現象，較難以單一經濟變數的波動來捕捉，

但二者之間必然有相關性，因此，即可運用隱藏式馬可夫模型的特性，將馬

可夫模型改為雙層式的隨機程序，其中包含隱藏狀態的內層與可觀察序列的

外層，並利用「看得到的」連續現象去探究或預測另一個「看不到的」連續

現象，因此，本文將嘗試運用已知且與景氣高度相關性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

資料來探討波蘭景氣循環轉折點的可行性。 

首先，本文利用波蘭的生產數量、訂單數量、出口訂單數量、最終財

貨存貨數量、財貨生產價格、就業水準、財務狀況與經濟情勢等 8 項景氣

趨勢調查資料，先進行時間數列分解，以剔除長期趨勢、季調性與不規則

項的干擾（詳圖 1），透過 Baum-Welch 與 Viterbi 演算法估計隱馬可夫模型

的參數與最高可能性的路徑，並利用 AIC、BIC 與最大概似估計等方法選

取 HMM 階 層 ， 最 後 再 利 用 ρ(ｘ, 𝑟) = ∑ |𝑟𝑡 − 𝑥𝑡|
𝑇
𝑡=1 、 𝜌′(ｘ, 𝑟, 𝑠) =

1

𝑇−|𝑆|
∑ |𝑟𝑡 − 𝑥𝑡+𝑠|
𝑛2
𝑡=𝑛1

，衡量 HMM 路徑ｘ
ｔ
與基準數列𝑟𝑡的誤差（詳表 1）。 

實證結果顯示，隱馬可夫模型（HMM）所刻劃的路徑與基準數列的誤

差（𝜌′）接近於 0，顯示隱馬可夫模型能明確地描述景氣循環的波動，並能

正確或較優於基準數列，捕捉景氣循環轉點（詳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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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時間數列拆解 

 

表 1 HMM 實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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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 階 HMM（生產水準與財務狀況） 

 

圖 3  3 階 HMM（生產水準與財務狀況） 

 

圖 4  4 階 HMM（生產水準與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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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Predicting the US Recessions: Does a “Wishful” Bias Exist? 

報告人：Sergey V. Smirnov, Alexander D. Gromov 

歷次景氣經濟衰退前，各經濟專家均無法提前預知，英國女王亦曾公

開詢問過學界專家，為什麼沒有人能預見危機發生，導致經濟陷入衰退，

英國官員曾指出真正的問題可能出在「自滿」。現實狀況中，不論於經濟擴

張期或收縮期，經濟專家對於 GDP 成長率的預測，確實存在較大的差異；

過去亦有經濟文獻表示，經濟專家在預測 GDP 成長率時，有時會存在過於

樂觀的傾向，以至於有一種假設，即學者專家們存有「過度樂觀」的偏誤，

使其無法及時認知到經濟衰退的來臨。 

本文利用美國專家預測調查資料（ the Surveys of Professional 

Forecasters；SPF），期間為 1968 年 Q4 至 2013 年 Q4，共 181 筆季資料，

歷經 7 次景氣循環週期（包含 154 季擴張期與 27 季收縮期），嘗試探討專

家預測與實際 GDP 是否存在過度樂觀的偏誤 (𝐻0: 𝐷 = 𝑚𝑒𝑎𝑛(𝑓𝑡) −

𝑚𝑒𝑎𝑛(𝑎𝑡);預測值 ft,實際值𝑎𝑡)。 

實證結果顯示，於全期間分析中，專家預測當期與未來 1 期的 GDP 較

無偏誤，惟未來第 2 期或更長期的預測就存在明顯地樂觀偏誤（即預測 GDP

成長率偏高）；於景氣擴張期間，專家預測當期 GDP 明顯較保守與謹慎（預

測偏低），對未來 1 期較沒有偏誤，惟更長期的預測亦明顯存在樂觀偏誤；

景氣收縮期間則自當期預測就開始存在樂觀偏誤，長期的預測則偏誤愈大

（詳表 1）。 

最後，本文將依各景氣循環週期做探討，於景氣高峰時點，景氣即將

轉向衰退，但專家預測 GDP 仍明顯地過度樂觀，在 7 個景氣高峰時點，就

有 5 個預測偏向樂觀，僅於 1974 年與 1980 年預測未來 2 期 GDP 將下滑，

其中，惟 1980 年專家預測經濟可能面臨衰退，顯示當經濟循環處高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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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們存在過度樂觀的情況最為嚴重，專家們通常會認為經濟只是處於逐

漸放緩，並非進入收縮期。於景氣谷低時點，景氣即將轉向擴張，此時專

家預測差異較小，僅於 1974 年與 1980 年時期，僅落後 1 期預測經濟即將

成長，整體而言，此時專家一致預測 GDP 將好轉（詳表 2）。 

總體而言，專家對美國經濟衰退的預測中（於景氣高峰時預測），專家

預測結果與實際相反，可能的原因為，首先是專家預測時過於仰賴趨勢預

估，從而忽視中長期趨勢的變化；最後可能是專家對經濟衰退的預測，存

在過度樂觀的情況，即專家在主觀意識上不願承認經濟即將面臨景氣衰退，

可能源自於心理因素。本文對以上兩個原因進行了探討，認為第 2 個原因

更為重要。 

 

表 1  GDP 預測與實際平均差異（全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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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GDP 預測與實際平均差異（景氣高峰與谷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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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與建議 

一、 積極參與研討會，學習相關研究新知識 

由於本處按月發布臺灣景氣領先指標、同時指標、落後指標與景氣對

策信號，因此，往年 CIRET 舉辦國際研討會，本會同仁先後出席研討會，

汲取當前景氣經濟趨勢，並學習景氣相關研究新知，因而受益良多，使 2007

年與 2013 年景氣指標與對策信號修正檢討工作更臻完善。 

二、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應用 

由於PMI被視為景氣的領先指標，加上能有效且即時地預測經濟趨勢，

因此，PMI 漸漸深受各國央行、投資人與企業決策者的重視，今年研討會即

有二篇文章探討 PMI 的應用，其中，瑞士央行首次利用主要出口貿易國家

PMI 來匯總編製單一出口指標，提升對瑞士出口預測的能力，並強化對 GDP

成長率的預測；其次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利用 48

個國家 PMI 預測全球產出成長率。本會於 2011 年底正式委託中華經濟研究

院進行臺灣採購經理人指數（PMI）試編計畫，於 2012 年底正式發布，迄

今約已編製 2 年，資料數列時間長度雖仍不充足；但本會可借鏡瑞士央行的

研究，嘗試編製出口指標，研究能否運用於景氣指標或對策信號中。 

三、 經濟成長支出面（消費、投資與出口）領先指標之應用 

消費、投資與出口為經濟成長的三大引擎，因此，印尼央行嘗試建立

各項的領先指標，以針對內外需的景氣循環波動的特性，擬定相關策略。

另外，消費、投資與出口的循環波動亦可輔助景氣循環峰谷的認定，加上

出口為我國經濟成長重要支柱，因此，本會可以嘗試建立相關的景氣領先

指標，可望輔助與提升本會對經濟趨勢分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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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CIRET 會議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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