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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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資源配置以及各項重要決策所不可或缺的參酌資訊（如貧窮線[Poverty 

Line]）。惟以匯率換算各國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方

式，因匯率波動無法真實反映貨幣之購買力，致換算結果亦難真實反映各國經濟實

際概況。 

為能更客觀地比較各國物價及經濟概況，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的編算以及購買力平價國際比較計畫（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ICP）逐漸受到重視。聯合國自1968年發起此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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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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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COVID-19疫情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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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全球疫情反覆，亞銀將2021~22年之所有實體會議改

為線上視訊會議，本總處負責我國統計資料之提供，前述會議全數參加。本報告綜

整我國參與2022年亞銀辦理2021年回合ICP第10~19次線上討論會議（2/22~2/24、

3/10、3/23~3/24、5/10、5/12、5/24~5/25、6/28~6/30、9/27、9/29及10/18~10/20）

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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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參加緣由及目的 

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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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 等之國際比較。而國際比較計畫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ICP）則是為產製購買力平價，由聯合國

統計委員會（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Commission）統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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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屬於亞太地區（Asia and Pacific Region）經濟體，自 2005 年回合開始

獲邀參與 ICP，迄今已參與包括 2005、2011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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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濟體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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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若按原定計畫應於 2020 年舉行，惟受 COVID-19 疫情影響，順延一年，改訂為

2021 年回合2。然而全球疫情反覆，亞銀基於諸多考量，於 2020 年底召開第 1 次

線上區域研討會，並於會上表示，2021年採視訊研討會（virtual workshop），2022

年續以視訊方式辦理。 

往年因 ICP 會議常逢我國各月辦理物價統計作業之高峰期，故僅派員參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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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與會人員須請多日公假出國之狀況，故亞銀鼓勵各國

積極派員出席，我國亦全程出席所有會議，本報告係綜整參與 2022 年線上視訊會

議之重點。 

                                                 
1
 2018-Q1, ICP Newsletter, World Bank, https://mailchi.mp/e05a330bca23/international-

comparison-program-quarterly-update-1392861?e=f449f3ae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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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chi.mp/e05a330bca23/international-comparison-program-quarterly-update-1392861?e=f449f3ae3c
https://mailchi.mp/e05a330bca23/international-comparison-program-quarterly-update-1392861?e=f449f3ae3c
https://us10.campaign-archive.com/?u=743031b61a79359529362d6cc&id=1ad3c8ab70
https://us10.campaign-archive.com/?u=743031b61a79359529362d6cc&id=1ad3c8ab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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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2022年亞太地區線上研討會議日程  

第 10次區域研討會（2022年 2月 22日~2月 24日） 

第 11次區域研討會（2022年 3月 10日） 

第 12次區域研討會（2022年 3月 23日~3月 24日） 

第 13次區域研討會（2022年 5月 10日） 

第 14次區域研討會（2022年 5月 12日） 

第 15次區域研討會（2022年 5月 24日~5月 25日） 

第 16次區域研討會（2022年 6月 28日~6月 30日） 

第 17次區域研討會（2022年 9月 27日） 

第 18次區域研討會（2022年 9月 29日） 

第 19次區域研討會（2022年 10月 18日~10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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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會議過程摘要報告 

一、第 10次區域研討會（2022年 2月 22日~2月 24日） 

本次會議針對本回合第 1~3季家庭消費財價格做跨經濟體（inter-economy）

檢核。亞銀表示本(2021 年)回合平均每個查價項目之報價數(Quotations)較上

(2017 年)回合明顯減少，研判係受疫情影響，另請各國分享因疫情導致查價困難

之應對方法。 

亞銀針對我國之提問，及我方代表回復或相應作為如下： 

1.國際包裹寄送報價偏高之原因：受疫情影響致航運價格激增，除原本配送

資費，另加收緊急情況附加費。 

2.有氧運動中心費用較高之原因：我國依市場行情報價。 

3.我國手洗洗衣精報價高於機洗洗衣精之原因：我國標榜可手洗洗衣精之品

質較佳(如標榜不傷皮膚等功能)。 

亞銀提醒各國須注意或確認事項如下： 

1.電話及傳真服務報價之查價規格為市內電話基本方案，且不含其他多媒體

服務或商品。 

2.請各國附註說明是否因疫情改採視訊教學，導致教育服務相關報價有所變

動。 

3.影音修理、影像以及資訊處理設備之電池維修費，僅限筆記型電腦之電池。 

4.手機螢幕維修費之規格為在非專門店維修，但須為原廠材料。 

5.家事服務費之計價單位，部分工時者(Part-time)應以小時計價，全職者

(Full-time)應以月薪報價(月薪定義依各國法規規定)。 

6.金飾之規格應為基本款式(不花俏、不含寶石)，鐘錶之規格應敘明品牌及

型號。 

二、第 11次區域研討會（2022年 3月 10日） 

本次會議亞銀先簡述 ICP政府受僱人員薪資調查之概念及上(2017年)回合調

查 結 果 ， 再 說 明 政 府 消 費 支 出 (GFCE, Government Fi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占 GDP 比重及其重 要性(上回合 22 個參與國家的 GFCE 占 GDP 比重

為 14.16％)。 

本回合政府受僱人員薪資調查共查 35 項職類，包括 21 項一般行政、9 項醫

療及 5項教育類。每個職類別又分初階(任職 1年)、任職滿 5年、任職滿 10年以

及任職滿 20年等 4 種年資(與上回合相同)。薪資應包括年薪及政府負擔之社會安

全捐。 



4 

 

 

三、第 12次區域研討會（2022年 3月 23日~24日） 

本次會議係亞銀說明計算 PPP 所需之 GDP 資料，請各國提交 GDP 基本項目資

料，及請各國分享 GDP編算概況，與疫情對編算 GDP之影響。 

各國針對 GDP 支出面統計之發布狀況、修正機制、資料來源及編算方法等面

向進行簡要報告(我國報告部分詳附錄 I)，我國並說明因疫情控制得宜，不但 GDP

編算作業未受衝擊，還能依統計結果分析疫情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例如民間消費中

的交通、休閒文化、國外淨購買等大類，即因疫情及邊境管制等防疫措施影響而明

顯下滑。主席及與會國家在簡報後互相提問討論，其中各國詢問我國 GDP 五年修

正機制，會上回復我國 GDP 五年修正係依據每 5 年舉辦一次的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結果，重新框定 GDP 規模值，其意義與一般年修正不同，並說明下次五年修正會依

據 2021年普查結果辦理，於 2024年底發布。 

四、第 13次區域研討會（2022年 5月 10日） 

本次會議主要由亞銀說明經濟體內房屋租金檢核概況，包括各國經濟體內資

料檢核原則，如同房型不同坪數之價格關係、城鄉租金差異，及較上回合租金變動

率是否過大等，另亦說明各國繳交資料進度，並就目前現有報價之 16 國資料做

2021年跨經濟體檢討。 

跨經濟體檢核中，主要針對租金較上回合變動率較大、查價區間或涵蓋範圍

有異動、樣本數不足或有違常理判斷者(如鄉村租金較首都高者)檢討。 

五、第 14次區域研討會（2022年 5月 12日） 

本次會議係檢核各國提交之房屋量指數（Housing Volume，如房屋間數、衛

浴設備、水電等可量化數值）資料。亞銀除說明編製房屋量指數目的、調查內容及

注意事項外，並說明本回合新增之房屋量指數的指標(本回合新增兩項住屋品質

(housing quality) 指 標 ， 包 括 「 每 戶 用 電 (per capita electricity 

consumption)」及「房屋建材(housing materials)」，有助於說明不同經濟體之租

屋價格差異)。由於部分指標通常透過各國人口普查或房屋類型調查時取得，但該

類調查時間落後，各國應尚無 2021年資料，故亞銀建議各國可運用最近一次的普

查/調查資料輔以外插法(extrapolation)設算得出。 

亞銀對我國之「居住空間」指標高於其他國家有疑義，會中回應係與我國居

住空間之統計定義有關，待確定後於下次(第 17次)會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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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 15次區域研討會（2022年 5月 24日~25日） 

本次會議主題係營造工程物價之跨經濟體檢討，及世銀專家介紹營造工程購

買力平價編算方法。 

亞銀先說明相近營造材料之間的價格關係，如「粒片板」價格通常低於「內

部用合板」等；接續檢討營建材料與三種營造工程類型(住宅建築、非住宅建築

及土木工程)之相關性(即材料是否投入各工程類型)；最後檢討三種營造工程類

別之投入權數結構。 

亞銀認為本回合投入權數結構應與上回合相當(營造技術大幅進步或產業結

構改變才會使權數結構有大幅變化)，並請各國依前述準則檢修提交資料。 

世銀專家介紹運用各國營造材料及勞務價格、相關性、投入權數結構資料編

算各國營造工程購買力平價之方法，並提供相關試算表給有興趣的與會者自行模

擬試算。 

七、第 16次區域研討會（2022年 6月 28日~30日） 

本次會議主題係機械設備物價之跨經濟體檢核。世銀專家說明查價清單中易

混淆或定義不明的項目，並分析各國報價差異較大之項目，逐一建議各國可改查

之型號及品牌。建議我國部分： 

我國「電子經緯儀(倍率 30)-不指定品牌」之原選查型號為「Nikon NE-

100」，但該型號的角度測量精準度遠高於其他多數國家之選查型號，世銀專家建

議我國改採「Nikon NE-102」報價。 

八、第 17次區域研討會（2022年 9月 27日） 

本次會議主題係房屋量資料之跨經濟體資料檢討。亞銀比較各國資料後，認

為我國居住空間偏大，因按 ICP查價定義，陽台(Balcony) 與露台(Terrace)屬戶

外，不納入居住空間。我國的陽台多有屋簷延伸，加上許多電梯大樓常有陽台外推

後成為室內坪數之情事，及相關統計無法拆分陽台坪數，故我國提交居住空間資料

會包含陽台。我國於會上解釋後，亞銀表示明白。另亞銀提醒各國房屋量指數係針

對國民所得中的自有住宅與租屋戶所居住的建物調查，不可將待售屋及無人居住

之建物納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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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第 18次區域研討會（2022年 9月 29日） 

本次會議主題係政府受僱人員薪資報酬之跨經濟體檢討。 

亞銀對我國之詢問及我國之回應： 

1.本回合醫療職務類報價較上回合下跌(亞銀推算本回合我國政府受僱報酬

平均要較上回合增 3％)：受 COVID-19 疫情影響，醫療業分紅獎金減少所

致。 

2.亞銀認為我國「資料庫管理員」與「數據處理主管」報價落差太大：國外

(尤其是歐洲)資料庫管理員需要證照與相關資歷，故其薪資與數據處理主

管差距不大，然在我國，資料庫管理員並非管理職，亦非以證照認定，故

以 6-7 職等非主管級薪資報價，而數據處理主管則以 12 職等主管級薪資

報價所致。 

十、第 19次區域研討會（2022年 10月 18日~20日） 

本次會議主題係本回合各季家庭消費財價格之跨經濟體檢討。可觀察亞太地

區各經濟體家庭消費財之價格走勢。我國提交之報價資料皆符合亞銀每項目的變

異係數(小於 30)及最小/最大比值(MMR，需大於 0.33)之檢核條件。 

部分項目因亞銀未明定查價規格，致各國報價落差不小，另有多數國家反映

部分項目不合時宜，經亞銀綜整檢討，包括： 

1.教育類：為「一學年」之學費，而非一整個學程(如大學四年、高中三年)。 

2.通訊類：考量智慧手機普及，未來考慮刪除「市話，月費」；多數國家反映

「平信」已漸式微，亞銀表示未來可能改查「國際郵件」。 

3.教養娛樂類：「吉他課程，1堂」定義為 1 堂課程包含 4-6節課，1節課約

40 至 60 分鐘，但部分國家提交 1 節課報價，致報價偏低。「游泳池入場

費」應查「公共泳池，1次」，但部分國家提交私人健身房或飯店之泳池使

用費，致報價偏高。 

4.個人隨身用品：「女用手提包，知名品牌」因種類數量眾多且價格範圍較大，

本回合各國報價從奢侈品牌到平價品牌都有，導致價格落差甚大。亞銀表

示應查一般民眾會購買的中低階價位品牌。 

最後由世銀統計專家分享「電腦輔助面訪(CAPI，Computer 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可供各國未來精進查價之用。會後主席表示隨著疫情和

緩，2023年可能改為實體會議(face-to-face)，但仍視世銀的最終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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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 

目前 ICP進度進入尾聲，預計 2023年第 4季發布 2021年回合全球購買力平

價報告。 

職連續 2年代表本總處全程參與 2021年回合所有亞太地區 ICP 會議(2021-

22年)，參與家庭消費財跨經濟體檢核時，發現我國依亞銀最低規範，每個查價

項目提報 5個樣本價格，係考量調查資源有限且不增加太多縣市物價調查員工作

負荷，但與其他國家相較，中國大陸平均每個查價項目逾 50個樣本，新加坡約 8

個，香港約 7個，我國樣本數較少，建議下回合或可增加樣本數。另世銀研擬推

廣電腦輔助面訪(CAPI)，係物價調查員查價時，透過網路及智慧手機即時報價，

不僅提高效率，亦可透過定位，確保調查員至正確查價點查價。惟職認為實務上

仍有窒礙難行之處，例如各國網路連線、傳輸品質不一，世銀是否分擔各國調查

員查價所使用的公用智慧手機、上網等費用，均增添實務推展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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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第12次區域研討會簡報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附錄 II、各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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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Tenth Virtual Regional Workshop –Household Consumption Price Data 

Validation (Revised Q1-Q2 2021 and Q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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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Eleventh Regional Workshop – Government Compensation 

  



24 

 

 

附錄 C Twelfth Virtual Regional Workshop – National Accounts Framework and 

Data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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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Thirteenth Virtual Regional Workshop – Technical Evaluation and 

Review of Housing Rental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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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Fourteenth Regional Workshop – Technical Evaluation and Review of 

Housing Volum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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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F Fifteenth Virtual Regional Workshop – Technical Evaluation and Review 

of Construction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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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G Sixteenth Virtual Regional Workshop – Technical Evaluation and Review 

of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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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H Seventeenth Regional Workshop – Technical Evaluation and Review of 

Housing Volum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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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Eighteenth Regional Workshop – Technical Evaluation and Review 

of Government Compensatio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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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J Nineteenth Regional Workshop – Technical Evaluation and Review 

of Q1 to Q4 2021 Household Consumption Pr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