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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網際網路及行動智慧裝置普及，帶動電子商務蓬勃發展，為確切掌握國內整

體電商發展情形及經營型態，爰擬借鏡日本電子商務調查實務作為我國推動相關調查

之參據。另外工業生產指數近年因產業變遷快速，創新智慧產品推陳出新，對工業生

產統計衡量的生產量與質的變動，更顯為重要，過去我國工業生產指數向以日本之編

算方法為主要參據，雖目前已改依聯合國最新建議採連鎖指數編算，惟然希藉此機會

進而瞭解日本方面的作法及其考量。 

隨著國際間循證決策（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的治理方針盛行，日本政府亦

積極在統計資料運用作推廣，除了提供一站式政府統計資料查詢和網路填報窗口，更

讓民眾可以利用「地區經濟分析系統（RESAS）」在各專業領域上運用，其將統計資料

利用視覺化的處理，讓使用者更容易判讀，進而提供地方政府在地方施政上的參考依

據，並擴大發展至金融機構、民間企業，和學術單位等使用；此外，2016 年 12 月日本

政府提出「統計改革基本方針」，其中明訂大數據活用為改革方向之一，因此研習日本

如何利用大數據資料輔助統計調查，俾減輕統計調查負荷及提升資料應用效能，亦為

本次研習重點。 

日本經濟產業省之工、商業統計調查種類齊備，電子商務統計涵蓋面向完整，本

次赴日研修，主要為了能汲取日本「電子商務調查」、「商業動態統計調查」、「商業統

計調查」、「經濟普查」及「礦工業指數」等相關統計的實務經驗，提供我國未來辦理

統計相關調查參考，並作為統計業務精進之參據。 

 

關鍵詞：工業、商業、經濟普查、電子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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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參訪目的 

隨著網際網路及行動智慧裝置普及，帶動電子商務蓬勃發展，亦改變了業者經營

模式，朝異界結合與虛實整合方向拓展，為確切掌握國內整體電商發展情形及經營型

態，有必要加強蒐集企業營運數位化程度、經營模式及電子商務等資料。而國內工業

生產指數衡量國內產業變動情形，是反映產業枯榮、景氣波動的重要指標，各國均高

度重視此項統計，我國自創編此項統計以來，即效法日本查編方式，以建構我國工業

生產統計。近年隨產業變遷快速，創新智慧產品推陳出新，對工業生產統計所欲衡量

之生產量與質的變動，更顯為重要，雖目前聯合國最新建議及主要國家多以連鎖指數

編製，惟日本卻仍以定基拉式公式編製指數，爰擬瞭解日本方面的考量。 

日本經濟產業省之工、商業統計調查種類齊備，涵蓋面向多元，電子商務統計發

布多年，汲取日本相關經驗可作為我國統計業務精進之參據。為此，經由學習日本統

計技術與方法，強化統計調查水準與精進統計業務為本研修目的。此次研修重點如下： 

一、研習「電子商務調查」、「電子商務交易之市場調查」之辦理方法，瞭解電子商

務市場界定、抽樣與問項設計、母體推估及統計結果之應用等。 

二、研習「礦工業指數」及「商業動態統計調查」之調查方式、抽樣推估、網路填報

及建立資料庫等相關實務經驗。 

三、瞭解日本政府有關大數據及公務統計資料之蒐集連結應用，及減少調查負荷之成

效。 

四、透過與業務承辦人直接研討，就我國實務案例請教其具體作法，深入瞭解日本政

府辦理調查及資料處理系統等運作經驗、困難及因應之道。 

藉由本次研修課程，可以參考日本工業及服務業調查之查編技術演進，檢討我國

相關調查問項及編算方法，俾精進各項統計之品質，切合時代脈動，適時反映正確資

訊，供為政府擬定施政計畫之參據。藉由觀摩與學習日本調查資料蒐集流程與最新之

編算方法，並透過案例分享汲取調查實務經驗，增進統計調查技術與資料品質，減少

未來調查推動過程中可能遭遇問題。另外，研習日本如何利用大數據資料輔助統計調

查，俾減輕統計調查負荷及提升資料應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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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行程表 

月日 時間 研修內容 接待單位／講師 研修內容概要 實施地點 地址 

1 7/29 日  
抵達日本 

(台北⇒羽田

機場) 
無接送服務  

2 7/30 一 

8:20 
集合在飯店

大廳 
     加藤協調員來接⇒徒步到車站 (約 5 分鐘) 

 <坐電車移動> 從目黑站⇒在惠比壽站換乘⇒到六本木站⇒日台交流協會 

9:20 － 9:50 說明日程等 日本國際協力中心 (JICE) 說明日程／簽名各文件等 

日台交流

協會 
小會議室 

〒 106-0032 
東京都港區

六 本 木

3-16-33 青

葉六本木大

樓 7 樓

03-5573-260
0 

10:00 － 12:00 ①【講座】 

株式會社大和總研 
亞洲事業開發本部 
亞洲事業開發小組 
部長 本谷知彥 

日本電子商務交易的實際情況及市場

調查方法 
- 日本電子商務的實際情況 
- 電子商務交易的調查方法論 
- 日本和台灣的現狀比較 
- 台灣對不配合者採取的措施等 
- 交換意見／互動答疑 

13:00 － 15:00 ②【講座】 

經濟產業省 
調查統計小組調查 

分析支援室 
參事官助理 齋藤 敬 

日本大數據的活用情況 
- 大數據的活用案例 
- 公務統計資料的收集方法以及應用

活用方法 
- 減輕調查負擔的方法 
- 統計的應用和高效化 

15:30 － 17:30 ③【講座】 

經濟產業省 
調查統計小組 
結構統計室 

專門官 中島幸惠子 

日本的商業統計調查 
- 處理狀況 
- 4 種調查表的區分方式 
- 非調查年資料的推算方法 
- 未來的處理計劃 

3 7/31 二 

10:00 － 12:00 ④【講座】 

經濟產業省 
調查統計小組 

服務動態統計室 
參事官助理 鈴木 實 

日本的商業動態統計調查 
- 日本商業動態統計調查的概要 
- 抽樣和推論方法 
- 母體的選定和新廠商的掌握方法 

日台交流

協會 
小會議室 

〒 106-0032 
東京都港區

六 本 木

3-16-33 青

葉六本木大

樓 7 樓

03-5573-260
0 

13:00 － 15:00 ⑤【講座】 經濟產業省 經濟分析室 
係長 星野 剛史 

日本的礦工業生產指數 
- 日本礦工業指數在統計學調查上的

難點及其解決方法 
- 礦工業指數的品目和計量單位的決

定方法 
- 未來是否在日本礦工業指數中使用

連鎖指數? 

15:30 － 17:00 ⑥【講座】 

總務省統計局 
統計編制支援課 

企劃係主查 
黑川 直紀 

經濟普查-基礎調查的概要 
- 概要說明和互動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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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時間 研修內容 接待單位／講師 研修內容概要 實施地點 地址 

4 8/1 三 

10:00 － 12:00 ⑦【講座】 
經濟產業省 

結構統計室參事官助理 
渡部 久美子 

經濟普查-活動調查的概要 
- 概要說明和互動答疑 
- 經濟普查對批發業和零售業的處理

狀況 

日台交流

協會 
小會議室 

〒 106-0032 
東京都港區

六 本 木

3-16-33 青

葉六本木大

樓 7 樓

03-5573-260
0 

14:00 － 16:00 ⑧【講座】 

獨立行政法人 統計中心 
①統計編製部經濟 

統計企劃課 
系統企劃負責人 

統計製表官 小高 敦 
②統計資訊・技術部 

共同利用系統課 
網路調查負責人職員 

山崎 卓也 

統計中心業務的概要 
①14：00-15：00  經濟普查的審核和彙

總概要／互動答疑 
 
②15：10-16：00  政府統計共同利用系

統的網路調查（e-survey）系統概要／

互動答疑 

5 8/2 四 

10:00 － 12:00 
⑨【講座】 
【交換意見】 

內閣官房 
社區・人・工作創生本部事 

 務局大數據小組 
（負責 RESAS）  

西鄉 誠 

大數據的活用案例 
- 地區經濟分析系統 RESAS 
- RESAS的活用案例- 交換意見／互動

答疑 

BIZ 新宿 
（產業會

館) 
研修室 B 

〒 160-0023
東京都新宿

區 西 新 宿

6-8-203-334
4-3011 

14:00 
15:45 

－ 15:30 
17:00 

⑩【講座】 
【實地考察】 

①東京都政府總務局統計部 
↓徒步移動 

②參觀都政府本部大樓 
(東京都政府大樓) 

①東京都政府總務局統計部的業務  
(14:00-15:30) 
- 東京都政府總務局統計部的定位及

職責 
- 統計部的體制和主管工作 
- 經濟普查‐活動調查的實施流程等 
②參觀政府本部大樓 (東京都政府大

樓)(15:45-17:00) 

東京都政

府總務局

統計部 
↓ 

東京都政

府大樓 

〒 163-0920 
東京都新宿

區 西 新 宿

2-3-1 新 宿

MONOLITH20
樓 

6 8/3 五 

10:00 － 12:00 
⑪【講座】 
【交換意見】 

一般社團法人特許加盟協會 
專務理事 伊藤 廣幸 

加盟連鎖店與便利店的調查方法 
- 加盟連鎖店的資料調查方法 
- 便利店的資料調查方法 
- 統計結果的具體應用 
- 交換意見／互動答疑 

一般社團

法人特許

加盟協會 

〒 105-0001 
東京都港區

虎之門 3-6-2 
第2秋山大樓

1 樓

03-5777-870
1（總機） 

14:00 － 16:00 
⑫【講座】 
【交換意見】 

法政大學經濟學部 
教授 菅 幹雄 

日本的產業統計 
- 互動答疑／交換意見／研修總結 

BIZ 新宿

（產業 
會館） 
洽談室 

〒 160-0023
東京都新宿

區 西 新 宿

6-8-203-334
4-3011 16:20 － 17:00 【結業式】 授予結業證書 分享研修的心得體會和感受 

7 8/4 六  
回國(羽田機

場⇒台北) 無接送服務 
 

  

 
研修企劃 地址／負責人 聯繫地點（TEL/FAX） 

一般財團法人 日本國際協力中心 
(JICE) 

〒163-0716東京都新宿區西新宿 2-7-1  小田急第一生命大樓 16樓  
負責人：研修事業部 國際研修課 森下・宇野 

Tel: 03-6838-2724 
Fax: 03-6838-2721 

期間/住宿地點 地址／負責人 聯繫地點（TEL/FAX） 

7/29～8/4 
HOTEL  PRINCESS GARDEN 

〒141-0021 東京都品川區上大崎 2-23-7 Tel: 03-3779-1010 
Fax:  03-3779-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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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日本電子商務交易實況及市場調查方法 

日本經濟產業省自 1998 年起，由商務情報政策局情報經濟課委託民間業者按年出

版電子商務市場實況調查結果，由於係屬委託研究，每年重新招標，因此例年得

標受託團隊不盡相同，歷年執行情形如下表： 

 

自 2014 年起迄今連續 5 年皆由大和總研得標負責本案之執行，且自該公司第一年

得標起，改變電子商務（EC，以下簡稱電商）資料分類方式，過去係按行業分（「綜

合商品零售業」、「食品零售業」…），該公司得標後改按產品別分，俾利了解

各種商品的電商交易規模，更切合業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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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市場規模區分為以下四大領域，分別是國內企業對個人（BtoC）、國內企業

對企業（CtoC）、國內個人對個人（CtoC，2016 年開始）及日美中跨境電商（2010

年開始）。 

 

    以下就 4 種電商交易規模推算方法分別說明： 

一、 國內企業對個人（BtoC） 

(一) 商品及服務分類： 

A.商品類(9 類) B.服務類(6 類) C.數位化產品(5 類) 

1 食品、飲料、酒類 1 旅行服務 1 電子出版 

2 生活家電、影音、電腦及周邊 2 餐飲服務 2 付費音樂發行 

3 書籍、影片、音樂光碟 3 門票販售 3 付費影片發行 

4 化妝品、醫藥品 4 理美容服務 4 線上遊戲 

5 雜貨、家具 5 金融服務 5 其他 

6 衣類、服裝雜貨 6 其他(醫療保險居住教育)  

7 汽機車及其零件  

8 事務用品、文具 

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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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品類電商規模推估方法： 

在本報告中，按商品和服務估

算BtoC的電商市場規模及銷售

趨勢是本研究的核心任務。推

估資料來源包括①文獻調查②

公司訪談③其他調查；至於銷

售趨勢則須審酌（1）總體經濟

趨勢（2）個人消費趨勢（3）

個別行業趨勢（4）網路使用趨

勢。如上所述，通過多方面調

查計算，確保市場規模估計的

客觀性。 

(三) 商品類電商化率（EC 化率）： 

為了掌握整個商業市場規模中，電子商務的盛行率，因此計算電商化率，以商品

最終消費當分母（資料來自總務省家計調查及內閣府 GDP 中的家庭最終消費支

出），BtoC - EC 市場規模當分子，計算各類別商品的電商化率，作為電商市場的

另一個指標。 

以食品，飲料，酒類商品市場

的規模為例，說明商業市場規

模的具體計算方法。首先根據

家庭調查，找出年平均食品支

出（包括飲料和酒精飲料）與

每戶家庭年平均消費支出的比

率，並將該比例乘以國內家庭

最終消費支出的 GDP 統計數

據，估計日本個人消費的食品，

即為食品飲料酒類的商業市場

規模總和，再就該類別商品電

子商務市場規模當分子，即可

計算該類商品 EC 化率。 

(四) 服務及數位產品推估： 

以調查機關、協會、媒體、企業、日本政府公開資料等來源推計，由於主要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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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數不多，赴企業訪談以了解各公司電商規模及其占比為主要資料來源。 

(五) BtoC 市場規模成長概況： 

將商品、服務及數位化產品根據相關資料推算後，2017 年日本國內 BtoC 電商規

模為 16.5 兆日圓，其中商品占 52.1%，EC 化率為 5.79%，較 2016 年成長 7.5%，整

體 BtoC 電商市場成長 9.1%。 

 

(六) 由行動裝置進行電商交易占比： 

利用 3 家民間市調公司的調查資料，加上樂天公司的訪談結果，估算出 2017 年商

品零售電商中，由智慧型手機進行交易者占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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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內企業對企業（BtoB） 

按行業別推計，應用財務省的「法人企業統計」取得各業別營業額、再利用總務

省「通信利用動向調查」、日本資訊系統用戶協會「IT 投資動向調查」及經濟產

業省「資訊處理時態調查」等企業資訊化相關資料計算各業 EC 化率，再乘以各

業營業額即得各業 BtoB 電商市場規模。 

 

 

 

三、 國內個人對個人（CtoC） 

(一) 日本 CtoC 電商主要以 1.跳蚤市場 APP 及 2.網路拍賣兩種市場進行交易，由於此

二市場均具寡占性，前者由メルカリ（Mercari）及樂天囊括八成市占、後者由日

本 YAHOO 最具代表性，因此市場規模推估方式乃藉由企業拜訪方式取得各該公

司平台的交易總額，再以市占率反推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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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7 年跳蚤市場 APP 的 CtoC 交易金額為 4,835 億日圓;2017 年網拍交易平台規模

雖達 1.12 兆日圓，為其中 7,631 億日圓為企業網拍交易，歸屬 BtoC，屬個人交易

網拍 CtoC 者僅 3,569 億日圓，由於跳蚤市場 APP 具方便使用優勢，交易規模後來

居上 2017 年已超越網拍競標的個人拍賣市場。 

 

四、 日美中跨境電商 

估算程序如下：首先，據對跨境 EC 等各種研究機構，文獻和 EC 業務的訪談，獲

取有關同比增長率的信息。利用蒐集跨國 EC 的文獻和 EC 運營商對收集的多個數

據值的每個數據進行加權，確定最終市場整體的最終年度增長率，並將 2016 年的

估算值乘以計算 2017 年的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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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所述，日本電子商務市場實況調查報告中，其各種電子商務交易規模實際上

為加工統計（即蒐集相關資料推估彙計）而非調查統計，故無母體抽樣、推估等

相關調查技術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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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商業動態統計調查 

一、 商業動態統計調查概要： 

(一) 統計目的：以瞭解全國經營商業行為的事業所及企業之販售活動動向為目的，其

中從批發業觀察，可掌握生產、輸入與消費、投資、輸出各流通階段之動向，也

就是瞭解商品之物流狀況；從零售業觀察則可透過商品供給層面的角度，來觀察

個人消費之動向。 

 

(二) 依據法規：基於平成 19 年所統計法中所規定之 56 項基幹統計調查辦理。 

(三) 統計範圍：日本標準分類 I 大類-批發業、零售業，不包含代理商及仲介。 

(四) 樣本設計：以「平成 26 年的商業統計調查」約 141 萬家事業所（批發業約 38 萬

家，零售業約 103 萬家）為母體，樣本分為個別樣本與地域樣本兩種，其中個別

樣本採隨機抽樣，地域樣本為指定調查區域內，採全查方式調查。 

(五) 調查表：分為甲、乙、丙、丁共四種，丁調查表於 2015 年開始調查，又按經營型

態分為丁 1、丁 2、丁 3 及丁 4 共四種調查表，調查表區分如下： 

區分 調查範圍 調查項目 調查指定 

甲調查 大型批發店：（全查層） 

1.員工人數100人以上的綜合商

品批發事業所。 

2.員工人數200人以上的批發事

業所。 

1.商品別銷售額 

2.銷售目的地別之商

品銷售額 

3.月底員工人數 

4.季底商品別存貨 

指定事業所 

乙調查 1.甲調查對象除外的批發事業

所。 

2.丙調查及丁調查除外的零售

事業所（其中指定調查區的對

象為員工人數 19 人以下的事業

所）。 

1.商品銷售額 

2 月底員工人數 

 

指定事業所 

指定調查區

（每月調查

143 個調查

區） 



 

12 

 

丙調查 員工人數達 50 人以上的百貨店

及超市，且分別符合以下標準： 

 百貨店；日本標準行業分

類 561（百貨店、綜合超

市），其中綜合超市賣場

面積需達到各地域所指定

面積以上。 

 超市：賣場面積達 1,500 平

方公尺，且賣場面積一半

以上需採自助服務的方式

銷售。 

1.商品別銷售額 

2.商品券銷售額 

3.季底商品別存貨 

4.月底員工人數 

5.賣場面積 

6.每月營業日數 

指定事業所 

丁 1 調查 連鎖便利商店的企業 1.每月商品別銷售額

及服務收入 

2.縣市別商品銷售額 

3.縣市別月底店鋪數 

指定企業 

丁 2 調查 家電大型專門店：擁有 10 家以

上歸屬日本標準行業分類 5931

「電器機械器具零售業」及

5932「電器事物機械器具零售

業」店鋪（賣場面積達 500 平

方公尺以上）的企業。  

1.每月商品別銷售額 

2.縣市別商品銷售額 

3.縣市別月底店鋪數 

4.季底商品別存貨 

指定企業 

丁 3 調查 藥妝店：擁有 50 家以上歸屬日

本標準行業分類 6031「藥妝業」

店鋪的企業，或者藥妝店年銷

售額達 100 億以上的企業。 

1.每月商品別銷售額 

2.縣市別商品銷售額 

3.縣市別月底店鋪數 

4.季底商品別存貨 

指定企業 

丁 4 調查 DIY 居家修繕工具與材料販賣

店：擁有 10 家以上歸屬日本標

準行業分類 6091「DIY 居家修

繕工具與材料販賣業」店鋪的

企業，或者 DIY 居家修繕工具

與材料販賣店年銷售額達 200

億以上的企業。 

1.每月商品別銷售額 

2.縣市別商品銷售額 

3.縣市別月底店鋪數 

4.季底商品別存貨 

指定企業 



 

13 

 

(六) 結果表：每月確報共分 7 部分，第 1 部分以行業別方式、第 2~7 部分以經營型態

方式分別呈現各月銷售額、銷售額指數、增減率、商品存貨、員工人數等資料。 

 

二、 商業銷售額的彙總方式 

(一) 統計結果表第 1 部商業銷售額：部分按比例推算、部分以實際金額計算，兩者合

計，其中： 

 批發業各業別銷售額＝甲調查表按比例推算的銷售額※ 

＋乙調查表中按比例推算的批發業銷售額 

※甲調查為全查層，理論上應按實際銷售額計算，但由於基準為商業統計調

查，故在彙總推算時仍需按一定比例去推算整體銷售額。 

 零售業各業別銷售額＝乙調查表中按比例推算的零售業銷售額 

＋丁 1~4 調查表按比例推算的銷售額 

＋丙調查表的實際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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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的屬性範圍 

 商業 

批發業（代理商、仲介除外）  

 指定事業所甲【甲調查表】 員工人數 200 人以上 

指定事業所乙 

【乙調查表】 

綜合商品批發業 

【甲調查表】 

員工人數 199 人以下 

員工人數 100 人以上 

 員工人數 99 人以下 

 

零售業 

 

指定企業丁

1~4 

【丁調查表】 

指定事業所丙 

【丙調查表】  

員工人數 50 人以上 百貨店 超市 

指定事業所乙 

【乙調查表】 
 

員工人數 49 人以下 

員工人數 20 人以上 

指定調查區事業所乙 

【乙調查表】 

汽車零售業 

機械器具零售業 

燃料零售業 

無店面零售業 

員工人數 19 人以下 

     

 推算方式：採相同樣本月增率滾推，例如：服飾品零售業 11 月份銷售額以員

工人數區分為 50 人以上、20~49 人及 1~19 人三部計算，其中員工人數為 20~49

人的部分，12月份從調查表抽出的事業所，在 11月份銷售額合計為 200億元，

推估值為 1,000 億日圓，12 月份銷售額為 230 億日圓，月增率 15%，因此 12

月推估值以相同月增率滾推為 1,150（1,000×1.15）億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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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統計結果表第 2~7 部為各類經營型態銷售額：不做推估，採實際數加總。 

三、 商業動態統計利用上的注意事項 

(一) 行業別判定方式：依平成 26 年（2014 年）商業統計調查結果，以主要經營項目來

判斷所屬行業別，商業動態調查並不會去改變行業歸屬。 

例 1：野菜店 2014 年銷售額 3,000 萬日圓，所販售商品全部為野菜，因此行業判

定為「飲食料品零售業」。 

例 2：照相館 2014 年銷售額 1,000 萬日圓，其中相機相關商品銷售額為 300 萬日

圓，照片沖洗等服務收入 700 萬日圓，雖有商業行為，但由於主要經濟活動為服

務業，因此此照相館不屬於商業動態調查範圍。 

例 3：超市 2014 年銷售額 18 億日圓，其中衣服銷售額 6 億日圓，行業別為「織物、

衣服、服飾品零售業」，飲食料品 12 億日圓，行業別為「飲食料品零售業」，因

此行業判斷為「飲食料品零售業」。此超市分別呈現在商業動態統計調查的結果

表方式為：第 1 部分為行業別的統計結果，因此 18 億日圓全部歸在「飲食料品零

售業」的銷售額中，第 2~7 部為經營型態別的統計結果，此超市各商品的銷售額

則分別歸屬於第 3 部的超市中所對應的商品別分類。 

(二) 各部結果表並無直接對應關係：因統計結果表呈現的方式不同，統計結果表第 1

部與第 2~7 部統計結果無法相互比對，例如：第 1 部商業銷售額中的各種商品零

售業是歸屬於日本標準行業分類的 56 中分類，而第 3 部的百貨店、超市的銷售額

是調查表丙實際銷售額之加總，若單看結果表名稱，會誤以為第 3 部分是行業歸

類中的 561 的百貨店、綜合超市，進而認為 56 中分類的銷售額居然比 561 的銷售

額小？（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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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丙調查而言，雖名稱是百貨店、超市，但在超市部分的定義是涵蓋員工人

數達 50 人以上、賣場面積達 1500 平方公尺且自助服務銷售面積達一半以上的店

家，如下圖「小売業」（零售業）所示，因此丙調查除 56 業別外，也包含其他非

超市的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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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經濟普查—基礎調查 

一、 經濟普查概要： 

(一) 創立背景：因以產業為對象的調查年度與週期不同，加上整合既存的大規模統計

調查結果，也無法得到產業的統計調查全貌，另外由於服務業等第三次產業範圍

統計掌握不足，以及調查員難以確切掌握 SOHO 之類的事業所的數量持續增加，

因此於平成 17 年（2005 年）開始籌辦經濟普查，以瞭解在同一時點全國經濟活動

的基本統計資料。 

(二) 調查週期：經濟普查每五年辦理兩次，以基礎調查與活動調查兩種調查交互實施，

目前僅辦理 4 次，下次將於平成 31 年（2019 年）辦理基礎調查。 

平 成

21 年 

(2009) 

平成

22 年 

平成

23 年 

平 成

24 年 

(2012) 

平 成

25 年 

平 成

26 年 

(2014) 

平 成

27 年 

平 成

28 年 

(2016) 

平 成

29 年 

平 成

30 年 

平 成

31 年 

(2019) 

基礎

調查 
  

活動

調查 
 

基礎

調查 
 

活動

調查 
  

基礎

調查 

(三) 調查目的：廢除「事業所、企業統計調查」與「服務業基本調查」，暫停辦理「商

業統計調查」、「工業統計調查」與「特定服務業實態調查」，以全國事業所為

調查對象（農林漁家除外）進行經濟普查。基礎調查以掌握事業所與企業為重點，

調查事業所正確的名稱、住址、產業分類等資訊，作為辦理活動調查的母體名冊；

活動調查以掌握經濟活動為重點，著重於事業所與企業的會計科目，瞭解企業銷

售、支出項目等經濟活動情況。 

基礎調查 活動調查 

 重點在掌握事業所與企業存廢情況 

 收集母體資訊供各種經濟統計調查使

用 

 調查事業所數量、員工人數、經營內

容等 

 重點在事業所與企業的會計項目 

 掌握事業所與企業的經濟活動狀況 

 調查銷售額、費用、附加價值等項目 

二、 平成 26 年基礎調查概要 

(一) 調查對象：甲調查以全國民營事業所（約 600 萬家）為對象，乙調查以全國公營

事業所（約 15 萬家）為對象，公營事業所不屬於活動調查的調查對象，因此僅有

5 年 1 次的基礎調查可掌握公營事業所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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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查方法： 

1. 甲調查：分「調查員調查」與「本社等一括調查」兩種方式，前者以單獨事業所

及新設立事業所為調查對象，由調查員配送及回收調查表，後者以擁有分支機構

的企業為調查對象，調查表的寄送與回收則委託民間調查公司進行，上述兩者對

象亦可採用網路填報調查表。 

 

2. 乙調查：調查表以 Excel 方式透過電子信箱郵寄與回收。  

 

三、 平成 31 年基礎調查的計畫及方向 

(一) 現狀與未來方向： 

1. 正確掌握事業所母體資料庫：目前雖可透過法人登記、勞工保險等行政記錄資料

掌握新設立或廢止的事業所，但仍因某些事業所並未辦理法人登記或歇業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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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與實際營業地點不同、勞工保險資料無法捕捉個人經營或未雇用員工的公司、

以及目前母體資料庫仍含有歇業企業或事業所等情況，以致無法正確掌握母體資

訊，因此平成 31 年的基礎調查將增加事業所母體的法人編號，以求公司統一編號

與稅籍編號一致，更有效率的活用行政記錄資訊，正確的掌握旗下事業所的經濟

情況。 

2. 提供基礎調查中間年編製經濟結構統計的必要資料。 

3. 導入新的調查方法以減輕調查負擔：既存事業所以外觀等外部資訊來確認活動狀

態，新成立的事業所則分發調查表調查，以減輕受查者的負擔。 

4. 調查期間：從原來的 2 個月原拉長為 10 個月。 

5. ICT 化：將調查區地圖、調查名冊等 ICT 化，調查員利用平板設備來蒐集全部的

資訊。 

6. 減少調查員數量：透過延長調查期間、新的調查方法及 ICT 等方式提高調查效率，

因此調查員數從上次調查的 7 萬人減少至 1 萬人以下。 

(二) 調查方式（甲調查）： 

1. 調查員就既有的事務所以外觀確

認是否存在，將其活動狀態輸入至

平板設備。 

2. 新成立的事業所配送調查表，若既

存的事務所更名或行業變動較大

者，則視為新成立的廠商。 

3. 受查者利用網路或郵寄方式回覆

調查表，以減輕調查員負擔，增進

實施調查的效率。 

4. 未回覆調查表的事業所由國家郵

寄或電話等方式催促受查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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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調查概要： 

項目 
平成 26 年 

基礎調查 

平成 31 年 

基礎調查 

調查對象

事業所 

約 610 萬家 約 770 萬家（透過法人編號追加約 160 萬家新

成立的事業所） 

調查方法 透過調查表掌握事業

所、企業相關的基本項

目 

既存事業所：透過外觀觀察等方式確認名

稱、所在地及活動狀態等 

新成立的事業所：除原本的調查項目外，追

加法人編號。 

※法人編號於調查實施前，就事業所母體資

料庫上的全部事業所給予法人編號，以正確

的掌握總公司與分支機構的資訊及行政記錄

等資料。 

調查期間 平成 26 年 7 月 平成 31 年 6 月~32 年 3 月，每兩個月為 1 期，

共 5 期。 

四、 引進 Profiling 法 

(一) 平成 29 年統計改革推進會決議由「獨立行政法人統計中心」開始籌備採用 Profiling

的方式進行統計調查。 

(二) 成立緣由：因日本近年來企業重組、合併情況較多，而調查期程約 2~3 年一次，

對於企業及事業所的成立、廢止，名稱與所在地的變更等情形，無法即時掌握並

反應在統計調查名冊中必要的基本資料，為了提升母體資料庫的精確度，引進

Profiling 的調查方式。 

(三) 進行方式：由統計中心的職員作為企業的專任負責人，提供調查資訊、配送調查

表、接受與回答調查相關提問，以減輕大型企業填報的負擔並正確的編製報告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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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施對象：以填報負擔較大且統計影響力較高的企業約 5,000 家為對象： 

1. 上市櫃企業約 4,000 家。 

2. 上市櫃企業之外的企業在平成 28 年（2016 年）經濟普查活動調查結果中，銷售額

1,000 億日圓以上且企業資本額 2 億元以上的企業，約 650 家。 

3. 平成 28 年經濟活動普查活動調查實施時的 5 家相互保險公司。 

(五) 涵蓋範圍：以平成 28 年經濟普查活動調查結果觀察，Profiling 對象企業數為 4,641

家，銷售額約 675 兆日圓，相當於企業全體的一半銷售額，員工人數約 900 萬人，

占全體的 25%，事業所數約 24 萬家。 

 

(六) 採用 Profiling 進行的調查：目前僅於經濟構造實態調查，約 3,000 家企業、經濟普

查活動調查，約 5,000 家企業作為實施對象，適運用情況考量是否未來於其他調

查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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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經濟普查—活動調查 

一、 2016 年活動調查概要： 

(一) 調查目的：以全國全體事業所、企業為對象，瞭解在同一時點全國經濟活動的基

本統計調查。 

(二) 調查時期：2016 年 6 月 1 日開始，實施期間約 5~7 個月。 

(三) 調查對象：事業所、企業約 600 萬家。 

(四) 調查名冊：由 2014 年經濟普查-基礎調查、各種行政記錄等建立事業所母體資料

庫，其中資本額 1 億日圓以下之單獨事業所，由調查員進行調查，資本額 1 億日

圓以上及有分支機構的企業採直轄調查，在直轄調查前，先辦理「企業構造的事

前確認」（涵蓋 2012 年調查結果的銷售額約 74%）調查，確認企業旗下事業所的

存廢及產業變動情形，事先掌握企業基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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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調查表的構成：2016 年的活動調查共有 23 種調查表。 

 

(六) 調查方法：由經濟產業省與總務省一同辦理調查，分工如下： 

 調查員調查 直轄調查 

負責機關 總務省 經濟產業省 

調查對象 單獨事業所（資本額 1 億日圓以上

除外）、新設立的事業所 

設有分支機構的企業所、資本額 1

億日圓以上的單獨事業所 

填報單位 事業所（企業） 由企業總公司負責填報旗下所有

事業所的資料 

調查流程 

 
由調查員配送、回收調查表，原

則上不採用郵寄的方式，由調查

員直接交付給受查者，受查者亦

可用網路填報。 

 

 
委託民間業者郵寄、回收及催報

調查表，主要由國家（經濟產業

者）直接負責調查企業，但若資

本額在 1 億日圓以上的單獨事業

所，則由都道府縣或市來調查。

受查者亦可採網路填報方式或使

用 Excel將填報資料寄送給經濟產

業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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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調查員面訪原因：雖基礎調查以建立受查廠商名冊，但由於小規模公司變化

較大，故仍須由調查員面訪以直接掌握事業所情況，另由於可直接對受查者說明

調查內容，受查者配合度也較高。 

(七) 調查結果：2017 年 5 月 31 日發布速報，9 月以後依次發布確報。 

(八) 此次調查特徵：全部的事業所、企業導入網路填報作業。 

(九) 調查表審查流程：調查表審核由調查員（調查員調查）或民間業者（直轄調查）

負責，調查表若有未填報的問項、各問項間有矛盾之處，或與上次活動調查資料

比對有疑慮的問項，主要以電話方式確認，最後將結果交由國家，做最後一次審

核。 

 

(十) 外部資料的運用；由於調查資料與稅務資料都具有保密義務，因此國家禁止活動

調查與稅務資料等行政記錄進行比對，僅可使用上市櫃企業所公開的財務資料。 

(十一)調查表回答情況：總銷售額、個別品項銷售額等會計資料未回答者居多，另外

就企業與事務所填報相比較，事務所未填報的比率較高。 

二、 活動調查統計結果—批發及零售業部分 

(一) 2016 年 6 月 1 日的企業數為 385 萬家，事業所數為 557 萬家，以批發及零售業（卸

売業，小売業）企業數 84 萬家，占 21.8%最多，其次為住宿及餐飲服務業（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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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業，飲食サービス業）51 萬家，占 13.3%，第三為營造業（建設業）43 萬

家，占 11.2%。 

 

(二) 2015 年批發業、零售業銷售額約 544 兆日圓，批發業占 74.7%，零售業占 25.3%，

若與 2011 年銷售額相比，批發及零售業年增 20.8%，主要是因為消費稅從 5%調升

至 8%，且 2015 年若填報者勾選未稅金額，會將銷售額×1.08 做處理，2011 年則未

做處理。 

 

(三) 活動調查統計結果並不會與商業動態調查結果相比對，因活動調查的目的是瞭解

一個時點的經濟狀態，動態調查是觀察各月的波動，兩者調查的目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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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業別判斷：基礎調查先判斷較粗的行業別，活動調查再根據個別商品銷售額最

高的來判斷細行業別，另外在特殊經營型態業者，如綜合商社、百貨店、超級市

場等行業，除先符合行業分類的標準外，需再符合賣場面積、營業時間、自行銷

售等其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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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商業統計調查 

一、 調查概要： 

(一) 調查目的：瞭解全國商業事業所的分布情況、販賣活動等商業狀態。 

(二) 調查週期： 

 昭和 27 年（1952 年）開辦至昭和 54 年（1976 年）間，每 2 年辦理一次，共

辦理 13 次。 

 昭和 54 年至平成 9 年（1997 年）間，每 3 年辦理一次，共辦理 10 次。 

 平成 9 年以後採不定期辦理調查。 

 平成 26 年（2014 年）為減輕受查者與地方政府人力及經費的負擔，與經濟普

查整合，一同辦理。 

 

(三) 調查內容沿革： 

 昭和 27 年掌握以事業所為單位的資料。 

 昭和 43 年追加企業單位的資料。 

 昭和 57 年及平成 14 年以後，增加零售業有無加盟連鎖店的調查問項。 

 昭和 63 年增加登門拜訪、購物目錄等無店面銷售型態問項。 

 平成 14 年增加企業電子商務調查問項。 

 平成 26 年在售貨付款方式上增加電子錢包，零售業於在售管道上增加網路銷

售，另外在存貨部分為減輕事務所的負擔，改由企業為單位填報年初及年底



 

28 

 

存貨。 

(四) 調查對象：歸屬於日本標準行業分類大分類 I-批發業、零售業的事業所，約 140

萬家。 

(五) 調查表：2014 年與經濟普查基礎調查一同辦理，分為調查表 A、調查表 B、調查

表 C-企業調查表及調查表 C-事業所調查表共 4 種。 

調查表名 

單獨、複

數事業

所企業 

調查方法 調查表概要 

調查表 A 
單 獨 事

業所 

調查員調

查 

未於調查名冊上的新

設立事務所調查表 

全行業共通的調查表 

調查表 B 
調查名冊上的事業所

調查表 

商業（批發、零售）

事業所調查表 

調查表 C 

企業調查表 有 多 個

事 業 所

的企業 

郵寄調查 

掌握企業全體的調查

表 

全行業共通的調查表 

調查表 C 

事業所調查 

企業旗下事業所的調

查表 

全行業共通的調查表

（裡面記載商業的調

查項目） 

(六) 調查項目：詳調查表。 

(七) 調查方法： 

 調查員調查：單獨事業所由調查員面訪，發配及回收調查表，受查者亦可採

用網路方式填報資料。（商業調查員約 6 萬 1 千人，商業調查指導員約 1,900

人） 

 

 郵寄調查：企業及旗下事業所的調查表委託民間業者郵寄及回收，受查者亦

可採用網路填報。 

經濟產業省 市區町村都道府縣

商業
調查指導員

商業
調查員

受查者
（事業所）

(網路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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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發布時間：速報於調查實施後 12 個月後發布，確報於調查實施後 18 個月發布，

另外於調查實施後 20 個月發布零售業的業態別與批發業流通階段及路徑的二次

加工統計資料，調查實施後 24 個月再發布零售業依地區別特性的二次加工統計資

料。 

二、 未來的調查計畫 

(一) 目的：由於商業統計調查在非調查年是不進行推估，因此為提升國民經濟統計的

精確度、編製非調查年的經濟結構統計，以及提供各種行政政策所需之完整基礎

情報，因此規劃於非經濟普查年，按年辦理調查。 

(二) 實施機關：總務省級經濟產業省共同辦理。 

(三) 調查表（暫訂）：  

甲調查表：掌握產業的附加價值結構。 

乙調查表：掌握特定服務業的特性事項，相當於現行的特定服務業實態調查。 

 甲調查 乙調查 

調查表 調查表第 1 面 調查表第 2 面 按業種特性

分 19 種調查

表 

 旗下事業所調

查表 

調查對象 以企業為單位的製

造業及服務業 

以企業為單位的製造業及服務

業 

以事業所、企

業為單位的

特定服務業 

調查家數 約 20 萬家企業（涵

蓋 80%以上的銷售

額） 

約 3 萬家企業 

（涵蓋 50%以

上的銷售額） 

約 3 千家企業

（15 萬家事業

所） 

約 4 千家企

業、4 萬 8 千

家事業所 

調查目的 掌握產業的附加價

值結構 

掌握投入結構 提升都道府縣

結果的精確度 

掌握特定服

務業的特性

經濟產業省 民間事業者

企業等旗下調查
對象事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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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調查 乙調查 

事項 

調查內容 企業的屬性 

銷售總額及商品

銷售額 

費用總額及主要

費用金額 

事業活動別的銷

售額 

以下僅在批發業

及零售業 

 年初及年底商

品存貨 

 商品進貨金額 

費用項目 事業活動 

銷售總額 

以下僅批發業

及零售業： 

零售業的銷

售面積 

批發業的本

店與分店間相

互移動的銷售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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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礦工業指數 

一、 指數概要： 

日本礦工業指數為利用經濟產業省「生產動態統計調查」資料，所編製的指數。

礦工業指數為掌握國內事業所工業產品的生產、出貨、庫存等活動，以及瞭解製

造業生產設備的運行狀況及生產能力等之指標。每月礦工業指數速報結果為次月

底公布，並同時公布製造業生產預測指數，用以掌握未來兩個月製造業生產動向，

而確報結果則於二個月後中旬公布。 

二、 指數的種類： 

(一) 生產及出貨指數： 

1. 生產指數：用以衡量工業生產活動變化之指標。 

2. 出貨指數：用以衡量生產活動中出貨動向之指標，可用來觀察工業產品的需求情

況。 

3. 基期年：西元 2010 年，基期年指數=100。 

4. 調查品項：生產、出貨指數採用 487 項產品計算。其中 447 項產品為利用經濟產

業省「生產動態統計調查」所得到的數據；其他 40 項產品則是利用國土交通省、

厚生勞動省、農林水產省等其他統計機構的統計調查，取得食品、煙草製品、醫

藥品、造船等產品的統計資料。 

5. 指數公式： 

𝑄t𝐿 = �
𝑃𝑖0𝑞𝑖0
∑ 𝑃𝑖0𝑞𝑖0𝑖𝑖

× �
𝑞𝑖𝑖
𝑞𝑖0
� 

Qt
L：t 時期（計算期）生產（出貨）總指數 

Pi0：基期年第 i 項產品淨值單價（單位附加價值） 

qi0：基期年第 i 項產品生產量（出貨量） 

qit：t 時期（計算期）第 i 項產品生產量（出貨量） 

6. 季調指數：採用 X-12-ARIMA 進行季節調整，除了季節因素，還要考慮假日、閏

年等因素。 

(二) 庫存及庫存率指數 

1. 庫存指數：用以衡量生產活動中產品沒有出貨，形成庫存情況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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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庫存率指數：利用庫存和出貨比率變化計算所得之指標，可顯示生產活動中產品

的供需狀態。 

3. 基期年：西元 2010 年，基期年指數=100。 

4. 調查品項：庫存、庫存率指數分別採用 348 及 336 項產品計算，而庫存較不穩定

及受季節因素影響較大的產品，則剔除不納入庫存指數之計算。 

5. 庫存指數公式： 

𝑄t𝐿 = �
𝑃𝑖0𝑞𝑖0
∑ 𝑃𝑖0𝑞𝑖0𝑖𝑖

× �
𝑞𝑖𝑖
𝑞𝑖0
� 

𝑄t𝐿：t 時期（計算期）庫存總指數 

𝑃𝑖0：基期年第 i 項產品單價 

𝑞𝑖0：基期年第 i 項產品庫存量 

𝑞𝑖𝑖：t 時期（計算期）第 i 項產品庫存量 

6. 庫存率指數公式： 

𝐼𝐼t𝐿 = �
𝑃𝑖0𝑞𝑖0𝐼

∑ 𝑃𝑖0𝑞𝑖0𝐼𝑖𝑖

×

⎝

⎜
⎛
𝑞𝑖𝑖𝐼

𝑞𝑖𝑖𝑆

𝑞𝑖0𝐼

𝑞𝑖0𝑆 ⎠

⎟
⎞

 

𝐼𝐼t𝐿：t 時期（計算期）庫存率總指數 

𝑃𝑖0：基期年第 i 項產品單價 

𝑞𝑖0𝐼 ：基期年第 i 項產品庫存量 

𝑞𝑖0𝑆 ：基期年第 i 項產品出貨量 

𝑞𝑖𝑖𝐼 ：t 時期（計算期）第 i 項產品庫存量 

𝑞𝑖𝑖𝑆：t 時期（計算期）第 i 項產品出貨量 

7. 季節調整：採用 X-12-ARIMA 進行季節調整，另沒有考慮假日、閏年等因素的調

整。 

(三) 生產能力指數 

1. .生產能力指數：用以衡量製造業產品在工廠設備、勞動力等一定的標準條件下，

所能生產最大數量之指標。 

2. 基期年：西元 2010 年，基期年指數=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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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查品項：因生產能力調查困難，故調查品項僅有 160 項產品。 

4. 指數公式： 

𝑄t𝐿 = �
𝑃𝑖0𝑞𝑖0
∑ 𝑃𝑖0𝑞𝑖0𝑖𝑖

× �
𝑞𝑖𝑖
𝑞𝑖0
� 

𝑄t𝐿：t 時期（計算期）生產能力總指數 

𝑃𝑖0：基期年第 i 項產品淨值單價（單位附加價值） 

𝑞𝑖0：基期年第 i 項產品產能（生產能力量） 

𝑞𝑖𝑖：t 時期（計算期）第 i 項產品產能（生產能力量） 

5. 季節調整：因生產能力調查沒有季節因素，故生產能力指數不受季節性影響，故

不需要作季節調整 

(四) 稼動率指數 

1. 稼動率指數：利用生產量和生產能力之比率計算所得之指標，可顯示製造設備的

運轉能力。 

2. 基期年：西元 2010 年，基期年指數=100。 

3. 調查品項：與生產能力指數相同，計 160 項產品。 

4. 指數公式： 

𝑂𝐼t𝐿 = �

⎩
⎪
⎨

⎪
⎧

𝑃𝑖0𝑞𝑖0
𝑄

∑ 𝑃𝑖0𝑞𝑖0
𝑄

𝑖
×

⎝

⎜
⎛
𝑞𝑖𝑖
𝑄

𝑞𝑖𝑖𝐶

𝑞𝑖0
𝑄

𝑞𝑖0𝐶 ⎠

⎟
⎞

⎭
⎪
⎬

⎪
⎫

𝑖

 

𝑂𝐼t𝐿：t 時期（計算期）稼動率總指數 

𝑃𝑖0：基期年第 i 項產品淨值單價（單位附加價值） 

𝑞𝑖0
𝑄
：基期年第 i 項產品生產量 

𝑞𝑖0𝐶：基期年第 i 項產品產能（生產能力量） 

𝑞𝑖𝑖
𝑄
：t 時期（計算期）第 i 項產品生產量 

𝑞𝑖𝑖𝐶：t 時期（計算期）第 i 項產品產能（生產能力量） 

5. 季節調整：採用 X-12-ARIMA 進行季節調整，除了季節因素，還要考慮假日、閏

年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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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製造業生產預測指數 

1. 製造業生產預測指數：為掌握製造業未來 2 個月之生產情況，編製製造業生產預

測指數作為景氣動向判斷的指標。 

2. 基期年：西元 2010 年，基期年指數=100。 

3. 調查品項：其資料來自「製造業生產預測調查」，採用 186 項產品。 

4. 指數公式： 

𝑄t𝐿 = �
𝑃𝑖0𝑞𝑖0
∑ 𝑃𝑖0𝑞𝑖0𝑖𝑖

× �
𝑞𝑖𝑖
𝑞𝑖0
� 

  𝑄t𝐿：t 時期（計算期，上月實積、本月及下月預測）生產總指數 

  𝑃𝑖0：基期年第 i 項產品淨值單價（單位附加價值） 

  𝑞𝑖0：基期年第 i 項產品生產量 

  𝑞𝑖𝑖：t 時期（計算期，上月實績、本月及下月預測）第 i 項產品生產量 

5. 季節調整：採用 X-12-ARIMA 進行季節調整，除了季節因素，還要考慮假日、閏

年等因素。 

6. 實現率與預測修正率：因為預測為生產計畫，故有實現率。透過連續 2 個月的本

月及下月預測生產變化，瞭解上月生產實現狀況（實現率），與本月預測變化情

況做修正幅度（預測修正率）。例： 

 上月實績 本月預測 下月預測 實現率 預測修正率 

4 月調查 108.8 112.2 110.4 1.0 0.2 

5 月調查 108.8 109.1 108.2 -3.0 -1.2 

6 月調查 107.6 108.0 108.9 -1.4 -0.2 

實現率=(107.6⁄109.4-1)×100=-1.4% 

預測修正率=(108.0⁄108.2-1)×100=-0.2% 

三、 基期改編作業的必要性 

因礦工業指數使用拉氏公式計算，如指數資料距離基期年時間越遠，會產生的偏

誤結果會越大，故目前日本採用每五年進行一次基期改編（西元末數為 0 或 5 時

進行基期改編），並重新選定代表性的工業產品，以及調整各產品之權重，進而

重新計算礦工業指數及更新時間數列資料，以讓統計資料偏差不會擴大。而目前

日本礦工業指數基期年為 2010 年，2015 年新基期修正結果將於今年編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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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本目前未導入連鎖指數的原因 

關於日本礦工業指數目前採用定基指數作編製，聯合國建議日本礦工業指數改採

用連鎖指數，故日方匯集學術界專家成立研究會探討導入的可能性，目前所遇到

下列問題故還未能導入。 

(一) 目前礦工業指數權重採用「工業統計調查」或「經濟普查」的年度調查，因該調

查都是年度調查，但是聯合國要求編製每月的連鎖指數，故日方探討以年度的權

重來編製月度的連鎖指數，初期編製結果發現偏誤較大，故對月度連鎖計算再進

行改進。新的改進方法以拉氏公式計算編製月度指數，改進後利用每年的連鎖指

數來計算月度的連鎖指數，驗證後此月度連鎖指數數據是可靠的，但是日方仍遇

到其他技術和工作上的問題。 

(二) 因「生產動態統計調查」的彙總結果於次月底公布速報，次次月中旬公布確報、

次年 4 月公布年度補充資料，年報資料於次年 6 月發布。如導入月度的連鎖指數

後，要公布完整資料還要再延後半年，將影響資料的時效性。 

(三) 日本礦工業指數以速報資料最為重要，確報資料較不會引起外界關注，故認為沒

有必要導入連鎖指數，因導入連鎖指數資料產製時間將延後。 

(四) 若改為連鎖指數，時間數列處理調整較為麻煩。 

(五) 目前季節調整採用間接法，因應連鎖指數導入季節調整將改為直接法，針對改變

季節調整作法，日方召開民眾會議，卻遭到民眾反對意見，希望不要改變作法。 

(六) )因目前電腦系統是採用定基指數的計算方式，若改為連鎖指數的計算方式，電腦

系統轉換的問題也是相當麻煩，加上系統操作人員的問題也相當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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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統計中心業務的概要-經濟普查的審核及彙總之概要 

一、 統計中心在統計編製上的角色 

公統計中心成立於 2003 年，原為總務省統計局的一部份，目前為一個獨立的行政

法人，是日本的中央統計組織之一。統計中心、總務省統計局等單位實施統計調

查時，是採用互相協力合作的機制進行。其統計資料編製流程如下圖，流程主要

分為企劃設計、實地調查、製表、分析公布等，而主要工作又可以分為上下兩個

區塊，其中上方藍色部分為總務省統計局負責之工作，而下方綠色部分為統計中

心負責之工作。由圖可知，統計中心最主要業務在於負責統計製表的工作，製表

為透過統計調查結果，對統計數據進行處理彙總之工作，除製表外，統計中心亦

處理企劃設計、實地調查、分析公布等各階段的部分工作。 

編製統計資料的流程 

 

二、 經濟普查審核及彙總之概況 

(一) 速報製表工作主要流程 

日本經濟普查速報期間為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4 月，共約 10 個月時間完成速報

工作，其中製表工作流程如下： 

1. 都道府縣政府向民間業者提交調查表及事業所名冊。 

2. 民間業者將調查表做數位圖象化處理、輸入資料，以及將處理好的資料提交給統

計中心。 

3. 統計中心經資料接收檢查、名冊檢查、提交狀況確認檢查、產業分類符號、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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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速報重複審核、速報最終檢查、速報結果表審核等工作。 

速報製表的主要流程 

 

(二) 確報製表工作主要流程 

經濟普查確報時間為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5 月，約 1 年 4 個月時間完成經濟普

查確報工作，其中確報審核至確報結果表審查等工作，統計中心都要負責，確報

彙總工作亦由統計中心進行處理。 

確報製表的主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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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統計中心於速報製表作業的具體內容 

1. 接收檢查：都道府縣委託民間業者來處理調查文件的整理、掃描以及資料輸入等

工作後，統計中心接收圖象化數位的資料來進行檢查，檢查該資料是否可以由電

腦正確讀取。 

2. 名冊檢查和審核：對事業所及企業的名冊進行檢查，其工作分兩階段進行，第一

階段為檢查確認關鍵項目正確性，關鍵項目包含市區町村編碼、事業所編號等；

第二階段為確認名冊資訊的正確性，檢查名稱、所在地、電話等資訊。 

3. 提交狀況的確認審核工作：對調查表狀況進行檢查，並檢查事業所編碼是否存在

於資料庫內，並確認編碼的正確性。有關企業調查表，則需檢查經營組織屬性劃

分的適當性。 

4. 產業分類符號：經濟普查的產業分類符號工作分為兩種，第一種分類方法為根據

主要內容劃分賦予符號，將數碼化資料用「分類支援系統」劃分產業分類。第二

種方法是利用「機器邏輯方法」來分類，即根據事業所自行填寫的分類號碼，以

及銷售金額來劃分產業分類。 

5. 速報的檢查及審核：其資料要經過兩階段審核工作，第一次審核工作為審核速報

資料必要調查項目的正確性，第二次審核針對其他調查項目有誤的調查表進行審

查。 

6. 重複審核工作：因經濟普查調查主要分為兩種方式調查，一種是調查員調查，為

調查員訪問事業所進行調查；另一種為直轄調查，為採用調查表直接郵寄給企業

進行調查。而事業所通常會擇一方式進行調查，除了新開設的事業所則可能會有

兩種重複調查的情形發生，因此需利用重複審核工作發現此重複調查的情況。 

7. 速報最終檢查審核：為速報統計進行最後確認的工作，對必要的調查項目進行無

效值的檢查，此階段檢查對象還包括存在的事業所但還未提交調查表，並檢查調

查表填寫內容不完整的事業所。 

(四) 結果表審核工作 

1. 形式審查（初審）：檢誤數據的合計值，檢查確認資料數值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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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審查的範例 

 

2. 分析審查：檢查數值的妥當性，檢查是否有異常的變動數據，並進行時間數列及

地域間的審查及分析。 

分析審查的範例 

 

3. 結果表的審核流程：如下圖所示，利用結果表及結果數值的彙總結果，與過去調

查結果表及其他調查的結果表等資料，來編製審核表內容，進行結果表間的比較、

時間數列比較、其他調查比較、地域間的比較、特異值的檢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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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表審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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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統計中心業務的概要-政府統計共同利用系統與網路調查系統概要 

一、 政府統計共同利用系統概要 

日本的統計制度採用分散型，以前日本各部會統計單位都有自己的統計調查系統，

為提高業務效率，故總務省建立一個整合系統為「政府統計共同利用系統」，並

於 2008 年開始由統計中心負責管理。其共同利用系統各部會可以共同使用，其系

統由多個子系統組成，系統可藉由三個入口（政府統計綜合窗口、政府統計網路

調查綜合窗口、利用機關綜合窗口）進入使用。 

政府統計共同利用系統結構圖 

 

(一) 政府統計綜合窗口（e-Stat） 

此入口透過網際網路進入，所有使用者都可以檢索日本國內各種統計表並下載使

用。 

政府統計綜合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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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府統計網路調查綜合窗口 

此入口透過網際網路進入，且專為填表人專門設計的，透過此統一入口，填表人

可以填報各種政府統計調查之調查表。 

政府統計網路調查綜合窗口 

 

(三) 利用機關綜合窗口 

此入口未對外開放，只有國家機關和地方政府人員可以進入，並需透過各單位專

用網路才能進入此網站下載統計調查的結果，各相關政府人員亦可以透過此窗口

設計調查表和填表期限等相關網路填報之設定。 

利用機關綜合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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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路調查系統的概要 

網路調查系統適用於各種統計調查，除了調查員調查、郵寄調查外的調查方式，

日本網路調查系統為通用的調查系統，可以填寫各種政府的統計調查。實際上使

用網路調查系統的使用者，可以分為三類，1.統計調查企劃、實施的機關，實施

機關可以設計統計相關問項，以及可以取得受查者填表的資料；2.地方政府等調

查機關，根據調查實施機關的指示，來針對受查者填表的狀況進行進度確認；3.

統計調查的受查者，受查者可以下載電子調查表，並填寫相關問項並傳送結果至

實施單位。 

(一) 網路調查系統的運作流程及結構 

網路調查系統流程如下圖所示，首先實施單位對受查者進行統計調查，並通知帳

號、密碼等資訊，調查對象透過網路調查系統可以下載調查表，填寫完加密傳送，

其資料儲存於網路調查系統內，地方政府機關再利用專用網路來進行蒐集和審核

其調查資料，最後調查實施機關可在此系統下載調查表。 

網路調查系統的運作流程 

 

(二) 網路調查系統的好處 

1. 對受查者的好處： 

 24 小時都可以填表。 

 受查單位不用透用調查員交表、填報資料可透過網路加密傳送，可以確保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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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資料受到保護。 

 系統有自動審核功能，可以避免受查者填報資料輸入錯誤，且關鍵項目沒有

填寫將不能傳送資料。 

2. 對調查實施機關的好處： 

 沒有使用調查員，可以減輕單位負擔及降低調查成本。 

 系統有檢誤功能，故可以減少填報的錯誤率。 

 減輕地方政府審核調查表，及修訂資料的負擔。 

 不用再從紙本調查表轉換為電子資料格式，亦可以提高統計調查效率，以及

提早公布統計調查結果。 

(三) 網路調查實施的流程 

如下圖所示，網路調查實施流程分為六個階段，1.企畫、檢討；2.電子調查票的開

發，即將紙件調查表電子化；3.實際調查準備階段；4.實際調查階段；5.資料審核

階段，即將填報之調查表進行審核；6.調查完畢整理資料。 

網路調查實施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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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經濟產業省大數據利用的情況：利用大數據開發新指標 

一、 經產省大數據的措施 

日本經濟產業省大數據研究從 2014 年開始，為委託三菱公司進行調查研究，2015

年則委託 NTT 經營研究所進行調查研究，以及委託東京工業大學進行建構平台以

及新指標的開發，因此 2014 至 2015 年階段為經濟產業省大數據指標開發前之準

備期間。2016 年開始經濟產業省進行大數據新指標的開發，用來掌握新的經濟活

動，2017 年延續 2016 年進行 IoT 相關指標開發，此指標開發目的為商業化運作，

將結果實現給民間做商業活動運用。2018 年啟動新項目，利用大數據進行商業動

態統計調查並進行結果驗證，以及利用大數據開發新的指標。此大數據指標主要

運用於政府的統計工作，用以掌握經濟活動，並將成果用於民間的商業活動。 

經產省大數據指標開發進度 

 

二、 利用大數據開發新指標的開發項目 

利用 2016 至 2017 年兩年開發新指標的具體內容，為快速掌握經濟活動及動向，

並運用大數據資料，利用民間企業商品條碼之 POS 資料、網路空間儲存 SNS 資料

等，其中網路資料主要利用 Twitter、部落格等資料，以及運用人工智慧 AI 的技術，

利用大數據新的方法來推動統計調查，用以減輕受查者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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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BigData-STATS 情況 

經濟產業省主要有三項指標運用大數據方法，分別為礦工業生產預測指數、商業

信心指數、POS 家電量販店動用指標。說明分述如下：  

(一) 礦工業生產指數（IIP）預測：此預測指數為委託野村證券公司來完成，其利用電

腦選取約 40 個與 IIP 相關度高，加上與製造業預測指數、日本東証股價指數

（TOPIX）、匯率等相關性低的關鍵詞，再透過學習模型讓 AI 機器人學習訓練並

判斷結果。目前利用 SNS 和 AI 的技術預測礦工業生產指數，可以進行預測未來

兩個月指數，其預測能力反應快，如有突發事件（如暴雨災害）預測過程亦可以

即時反應出來，因此目前礦工業生產指數預測結果和實際指數相當接近，其預測

精準度相當高。 

礦工業指數預測流程及結果 

 

(二) 商業信心指數：此指標為委託野村證券公司來完成，該指標也是利用 SNS 和 AI

的技術來完成，主要是利用 Twitter 資料，人工方式選定約 50 個關鍵詞。其流程

如下圖所示，左邊綠色機器人是利用中小企業景況調查、景氣觀測調查等學習訓

練的機器人，右邊紅色機器人也是透過此兩個調查學習情感評估，透過 AI 機器人

學習的方式，讓 AI 機器人判斷結果，並得到商業信心指數（中小 AI 指數、watcher 

AI 指數），以判斷景氣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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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信心指數評估流程及結果 

 

AI 機器人學習方式 

 

(三) POS 家電量販店動向指數：：此動向指數為委託 GfK 公司辦理蒐集 POS 資料（資

料來源為 25 家企業、約 3500 家店鋪），利用店家之商品條碼來統計各商品銷售

情況，並配合商業動態統計調查（丁 2：家電大型專賣店），其調查對象為 2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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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約 2500 家店鋪，再利用 GfK 公司的商品資料庫，和調查企業之 POS 資料

比對，便可瞭解店家商品販賣的種類、規格、數量、價格等資訊。如下圖所示，

其 POS 家電量販店和商業動態統計中，家電大型專賣店調查對象和地區別都是一

致，但分類上是更加詳細，且統計調查週期為每週進行一次更加密集，另資料公

布時間更迅速（每週公布一次、每月 3 日公布一次），其 POS 家電量販店動向指

標推算的結果和商業動態調查的趨勢結果是一致的。 

POS 家電量販店動向指數統計流程及結果 

 

四、 目前及未來的發展方向 

以下針對商業動態統計調查（丁二：家電大型專門店用）為例，使用大數據資料

後，調查方式的改進發展如下列說明： 

(一) 調查方法的改進：如下圖左方標示為原先的調查流程，經濟產業省向受查者發出

調查票，受查者完成調查表後再提交給經濟產業省。而右方為新的調查流程作法，

由國家委託受查者完成調查，提交調查表改經由民營業者（GfK 公司）提交，而

不是由受查者提交，經濟產業省委託 Gfk 公司替代受查者填寫調查表，而受查者

只需提供 Gfk 公司商品銷售之 POS 資料即可，Gfk 公司接收資料後，並轉換格式

及錯誤檢查，再利用 230 萬個商品的資料庫核對商品明細資料，並藉此 POS 明細

資料填寫調查表。民營業者代替受查者填寫調查表，並進行資料彙總、分析，並

將最後結果提交給經濟產業省。新的調查流程方式可以減輕受查者的負擔，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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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經濟產業省審核工作的負擔，亦可以藉此提高統計調查結果的廣度和精度。 

調查方法的流程改進 

 

(二) 商品分類結果更細緻：如下圖所示，在原來調查中，主要分為 6 分類來進行調查，

新的調查商品分類則增為 12 分類。以前的商品劃分方式是由受查者為主進行分類，

新的作法是以 POS 資料庫資料為主進行分類，其中 AV 家電、資訊家電、生活家

電等分類都細分更多商品分類，過去如果要以受查者為主進行商品劃分，會造成

受查者負擔並難以細分商品，現在利用 POS 資料庫資料劃分則更容易進行，商品

細分後統計分析和結果也可以做到更細緻化。 

新舊調查方式商品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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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調查方式統計結果 

 

(三) 未來努力方向：日本目前 POS 應用資料以家電量販店為主，而百貨公司、超市、

藥妝店、DIY 店等都有其商品條碼資料，未來日本將持續擴展努力，盡力將其他

類型店面發展 POS 統計應用，讓統計資料更加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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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地區經濟分析系統（RESAS）及利用案例 

一、 RESAS 系統概要： 

日本 RESAS 系統是 Regional Economy Society Analyzing System 的縮寫，為地區經濟

分析系統，RESAS 系統於 2015 年 4 月開始啟用，此系統為內閣官房創生本部事務

局負責營運和管理，其系統將各地區統計資料進行視覺化的處理，讓使用者可以

清楚判讀相關統計資訊。RESAS 系統內有儲存官方及民間資料，其中官方資料是

利用政府統計調查的結果獲得，而民間資料則是購買取得。其系統在網際網路上

是公開的查詢網站，供所有使用者使用。藉由RESAS系統可以分析各地區的優勢、

劣勢，地方政府可針對地區上經濟、人口發展等問題，提出相關解決對策及檢討

方案，用以振興各地區的發展，因此 RESAS 系統可以幫助地方政府制訂更科學的

決策方案。 

(一) RESAS 現況：RESAS 系統 2015 年 4 月剛開始啟用時，只有 25 個選單地圖可以查

詢，其後系統逐步增加資料，至 2017 年 2 月，選單地圖已增加至 81 個，且用戶

使用量也漸次增加，2015 年只有約 358 萬頁面瀏覽量、約 42 萬用戶，2017 年增

加至約 832 萬頁面瀏覽量、約 69 萬用戶。RESAS 系統常配合用戶需求改進並新增

功能，今年有增加地圖檢索功能，即在地圖上輸入地址或地名，地圖上即會顯示

大頭針圖案，可讓使用者明顯看出所在位置，另新增合計、地區對比登錄功能，

此功能可利於地方政府分析資料時，可與其他地區相互比較。 

(二) RESAS 系統操作畫面：主選單功能內有 8 個主要選單，有人口地圖、地區經濟循

環圖、產業結構圖、企業活動地圖、觀光旅遊地圖、城鎮發展地圖、就業/醫療/

福利地圖、地方財政地圖等。此 RESAS 系統將官方和民間資料透過視覺化，以地

圖或圖示的方式來清楚表達統計相關資訊。 

RESAS 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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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口地圖：此地圖查詢可以選擇以全國、都道府縣，或市區町村為單位顯示人口

相關統計資訊，亦可以查詢未來人口變化情況，供政府各單位制訂相關人口及福

利措施之參考。 

人口地圖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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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區經濟循環圖：可以查詢各地區間現金流向情況，以及查詢各地區收入、支出，

及所創造的附加價值金額等資訊。 

地區經濟循環圖查詢畫面 

 

3. 產業結構圖：用以瞭解各地區產業結構之情況，並可顯示各產業別事業所數、從

業員工數、銷售額等資訊，利用產業結構圖可以知道各地區的產業結構，並可分

析該地區的產業優勢和工作地點等資訊。 

產業結構圖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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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業活動地圖：可以查詢各地區企業的創業比率、研究費用、專利數量等資訊。 

企業活動地圖查詢畫面 

 

5. 觀光旅遊地圖：可以瞭解日本各地區旅遊人數，以及本國和外國遊客之比例，亦

可知道各地區本國遊客及外國遊客的來源，因此地方政府可以針對比較少遊客的

地區加強觀光規劃。 

觀光旅遊地圖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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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城鎮發展地圖：可知日本各地區居住人口、活動人口等情形。 

城鎮發展地圖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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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就業/醫療/福利地圖：可知日本地區人均薪資、就業率，以及醫療、護理供需狀況 

就業/醫療/福利地圖查詢畫面 

 

8. 地方財政地圖：可知各地方政府財政之情況。 

二、 RESAS 系統利用實際案例 

(一) 地方政府的案例：地方政府要制訂自己地方版的綜合策略，要知道人口變化、產

業結構等統計資料，有些地區是委託民間公司來制訂，而福岡縣浮羽市，則是自

行利用 RESAS 系統來分析及制訂相關政策，並結合問卷調查同步分析，並於政策

的實施階段亦利用 RESAS 系統驗證政策的成果。以下為日本福岡縣浮羽市之使用

案例： 

1. 創業支援：利用 RESAS 系統的產業結構分析，可以瞭解該地區企業逐漸減少，且

可知老闆普遍年紀較輕，故地方政府辦理創業支援培訓班，幫助地方年輕人創業，

亦可以同步幫助該地方企業增加，進而使該地區經濟發展。 

2. 觀光策略：利用 RESAS 系統可以知道福岡縣的主要遊客來源之區域，因此宣傳觀

光活動重點則可以放在這些主要來源的地區。 

3. 學校地理課程：浮羽市立浮羽中學，教導學生利用 RESAS 系統來分析浮羽市農業

的情況。 

(二) 工商會議所的案例：工商會議所是以市區町村為單位而設立的工商團體，工商會

議所的主要目的為振興地區經濟，除了地區的振興方案建議，另提供中小企業改

進經營的幫助。日本一關市為提振遊客人數利用 RESAS 系統分析，可得知一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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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旅遊景點人數不多，工商會議所便利用當地吃年糕文化，舉辦一關市飲食推

進會議，推動後當地很多餐廳推出年糕餐，以促進當地旅遊人數。 

(三) 金融機構的案例：日本除銀行外還有信用金庫等金融機構，地方信用金庫積極推

進振興該地方經濟，因如果地區經濟衰退，地區金融機構經營狀況也會較差。日

本多摩地區的信用金庫為提振地方經濟，和民營企業共同舉辦 RESAS 學習會活動，

並和首都大學合作並共同舉辦「地區創生學校 2017」學習會，讓地方政府學員前

來參加並學習 RESAS 系統。 

(四) 民間企業的案例：日本H.I.S.旅遊公司網站有優惠券頁面可以連結至RESAS網站，

利用 RESAS 系統可以得知某些地區的人氣景點、外國遊客人數，及各地區來訪分

析等資訊，可以促進瀏覽者的旅遊動機。 

(五) 學校的使用案例：日本金沢大學利用 RESAS 系統開設相關課程，讓學生利用

RESAS 系統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地區和主題，制訂相關方案當成報告。日本長野縣

高中則於課堂上推廣 RESAS 系統，去年有 13 所學校約 3000 名學生使用該系統，

今年則增加至約有 28 所學校開設 RESAS 課程，另文部科學省於 2017 年 3 月公告

的「中學校學習指導要領解說—社會編」中，有關地區性資料之蒐集與處理技能，

載明應介紹 RESAS 及 e-Stat 的應用，預計 2021 年全面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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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日本的產業統計 

本課程由日本法政大學經濟系教授菅幹雄授課，介紹日本經濟普查的源起以及日

本統計改革方針決定編布 SUT 表的相關歷程。 

日本產業統計係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美國協助建立的統計系統，因此日本政

府統計跟美國一樣採分散制，由各府省廳辦理所轄產業統計，俾利呈現施政成果，調

查目的明確，且由產業主管機關負責辦理調查的好處是回收率高，更由於對產業熟稔，

所以統計品質較好，但實施多年之後，問題逐漸浮現，包括各產業無法整合，未能呈

現產業統計全貌，加上各府省廳分別辦理，造成企業填表負擔過重，此外各政府機關

間相互爭取資源，各行其是，致分散型統計制度問題逐漸浮現。 

早期日本產業以製造業為主，因此日本製造業統計建構完整而健全，但隨亞洲新

興國家逐漸發展，加上日圓升值，製造業遂逐漸外移，服務業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逐

漸升高，但國內缺乏服務業相關調查，最主要原因是服務業調查難度高，雖然經濟產

業省自 1973 年起開辦特定服務業實態調查，但也僅侷限於經濟產業省所轄產業；總務

省統計局曾於 1989-2001 年間辦理服務業基本調查，但最後亦因調查結果不理想而停

辦。 

過去日本國人一直認為日本的統計調查很完整先進，然經深入研究美國的經濟普

查後，才知道日本在這方面遠不及美國，菅幹雄及宮川幸三教授於 2008 出版「美國經

普查之研究」，指出美國經濟普查驚人的基礎資料應用，包括： 

1. 活用行政紀錄（包括稅務資料）：用於普查母體補強、特異值及缺失修正。 

2. 商業登記制度：多功能的母體名冊。 

3. 企業組織調查：調查統計與行政紀錄連結。 

4. 超過 500 種的產業調查表：站在受查者的立場設計調查表。 

5. 生產導向的北美行業標準分類：經濟活動為分類基礎，且將總公司獨立一個行業，

以利場所單位為資料蒐集基礎的執行。 

惟有透過像美國這樣辦理的經濟普查，才有辦法完全掌握整個國家的產業全貌，

因此日本效仿美國普查制度，自 2009 年起開辦經濟普查（2009 年辦理經濟普查-基礎

調查，2012 年進行經濟普查-活動調查），並且汲取美國普查特點，開始應用行政紀錄，

包括商業法人登記情報、勞動保險記錄、上市櫃公司財報等資訊，並且以場所單位及

企業單位兩種併行調查（成本資料自企業調查取得，雇用資料及地區別資料則以場所

單位資料較可靠），依各產業特色設計 24 種調查表。經過第一次經濟普查，得知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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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本全體產業附加價值為 245 兆日圓，並且更加確立日本經濟已經服務化，工業社

會已經終止，未來政府相關統計更需加強服務業相關資料的蒐集。 

為掌握總體經濟實況，日本統計改革方針也明訂日本將跟歐美各國一樣編布供給

使用表（SUT）。日本過去僅編製產業關聯表，惟產業關聯表的部門分類係按經濟活

動劃分產品別，通常以 CxC（商品 x 商品）陳示，而供給使用表按行業別劃分以 CxI

（商品 x 行業），若就服務業產品不易界定、中間投入不易區分的特性來說，編製 SUT

表（可由企業營業資訊取得）反而是有利於 GDP 確度的提升。 

過去日本由於工業生產調查非常完整，所以日本所編製的產業關連表部門分類很

細（518 個部門），不過大部分多屬製造業部門產品，服務業部門產品分類僅 117 部門，

目前針對日本經濟服務化的事實，未來服務業的產品分類勢必加細，特別是智慧財產

的分類，目前服務業的產品分類正在研訂中，產品分類訂妥好才能據以調查蒐集相關

資料，預計 2019 年完成服務部門產品分類修訂、2021 年進行調查、2024 年完成 SUT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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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肆、研修心得與建議 

一、 「電子商取引に関する市場調査」係屬加工統計 

日本經濟產業省按年出版的「電子商取引に関する市場調査」係屬委託民間機構

的研究，雖名為市場調查，實際上為利用民間市調機構資料及相關政府統計加以

推算之加工統計，而非調查統計；近年受託執行團隊為市場研究公司─大和總研，

由於該公司為日本第二大證券公司（大和證券）之關係企業，該集團也經營金融

授信相關業務，可藉產業研究拜訪公司之便，親赴電商龍頭企業深度訪談電商市

場相關資訊，為其優勢，且該報告目前已轉型為以業者需求的角度出發，呈現電

商販售商品類別及商品最終消費中的電商化比率為主要目的，BtoC 電商已不再以

行業別做為分類方式，由於係屬民間機構所完成之報告，其屬性與官方調查統不

同，若由我國政府統計單位比照類似做法，似乎較不可行。 

二、 工業生產指數改採連鎖方式編製，將是未來各國的趨勢 

我國的工業生產指數於 2018 年 5 月已完成以 2016 年為基期的基期改編作業，我

國為了工業生產指數更符合品質考量，對於品質規格快速變遷之產品，將實質產

出由原來以「產量」改為採用「產值平減法」衡量，並為提升指數之靈敏度，將

各產品項目權數結構之修訂週期由過去「每 5 年」改為「每年」，生產指數則按

連鎖方式銜接各年指數。本次研修課程中，瞭解日本目前對礦工業指數也正在配

合聯合國的建議，對連鎖指數的編製方式進行研究和探討，但是目前日本因遇到

技術和工作上的困難，故日本 2015 新基期年資料還是採用定基指數做編製。 

三、 運用大數據及 AI 技術協助統計調查，進而提升資料應用效能 

此次研修課程發現日本已經使用大數據資料在建構更完整的統計資料，使用商品

條碼資料運用在家電大型專門店的商業動態調查上，如此對受查者、政府都是雙

贏的局面，受查者提供銷售商品之 POS資料，由委託的民間公司協助填寫調查表，

進而減輕受查者負擔，加上因 POS 資料讓銷售商品明細更完整，因此讓政府統計

結果更細緻化，進而提升資料應用效能。並且在礦工業生產指數預測、中小企業

景況調查、景氣觀測調查等統計資料，都已經利用 AI 機器人協助分析，致經濟景

氣動向趨勢更能即時掌握變化。 

四、 政府統計查詢及填報窗口統一化，使政府統計應用更便民 

日本政府鑑於政府統計資料分散在各部會，造成民眾使用和查詢上的不便，因此

建立「政府統計綜合窗口（e-Stat）」，讓政府統計資料可以藉此網站統一查詢。

另外「政府統計網路調查綜合窗口」亦可以讓統計調查的網路填報人員，可以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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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填報各種政府統計調查資料，進而讓民眾在查詢資料或受查者網路填報資料，

都能有更便利的環境，讓政府統計應用更具親和力。 

五、 與民間合作，提升調查品質與效率 

日本調查的企業與事業所家數眾多，且能呈現細緻的統計結果，此次研討中得知，

日本除了調查表寄送外，回收調查表，甚至資料審核部分，均有委託民間業者進

行，另外在商業動態調查中，依經營型態別的調查，呈現商品別的銷售額，此商

品分類也是透過各協會，與各業者溝通找出最適合的分類方式，以利各業者按月

提供商品分類的銷售額。我國目前的調查作業僅調查表之印製與寄送委託民間業

者進行，如何與民間業者合作，提高調查品質與效率，可作為未來努力的方向。 

六、 精進調查方式，減輕受查者與調查者的負擔 

日本由於受查者家數眾多，所需調查員數量也多，為減輕雙方的負擔，近來嘗試

不同的調查方式，如在經濟普查的基礎調查中，對於既存的廠商僅以外觀、行政

記錄等方式判斷是否存續，將調查資料 ICT 化，調查員利用平板設備進行調查，

另外也引進美國 Profiling 的調查方式，對於規模較大的企業設置專任負責人，以

減輕受查者與調查員雙方負擔，並可減少調查人力與經費。 

七、 地區經濟分析系統 

日本所建置的 RESAS 地區經濟分析系統網站，令人印象深刻，該系統可稱之為運

用大數據科技之整合系統，不但可助地方瞭解各自的區域優勢，亦可訓練地方自

主思考及擔當責任之能力，達到地方永續創生之關係，值得我國相關單位效法及

推動。 

八、 日本細緻化服務業投入及產出相關統計之方向值得借鏡 

日本產業關連過去側重製造業部門的完備性，惟隨服務業成為日本經濟重心，服

務業產品部門分類細緻化為其目前相關部門（例如經濟產業省）檢討重點，我國

產業關聯統計亦有偏重製造業，簡化服務業部門分類的情況，日本的發展方向值

得借鏡。 

九、日本目前面臨到少子化與高齡化、城鄉發展的落差及企業人手不足等問題，上述

相關的調查研究及地方經濟分析系統網站建置，皆是日本目前為了因應這些問題

而投入的政府資源，而台灣從社會經濟的環境背景來看，也正面臨人口結構高齡

化、城鄉發展落差不均及企業缺工等問題，因此台灣或可借鏡日本的做法，結合

資訊、人力與經濟三方面的整體規劃，並基於各地方實態與分析，整體評估以將

政府資源有效投入及發揮，達到國家永續發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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