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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赴美國勞工部勞工統計局及商務部普查局研習廠商面現行統計調查狀

況，主要研習主題包含 QCEW─公務資料應用統計、多元化資料蒐集管道、限制

性資料應用以及 2017 年至 2022年經濟普查調查情形等，並了解於科技快速發展

及疫情挑戰下相關變革創新方案，冀做為我國辦理統計調查之重要參據。 

美國政府部門辦理調查統計，多朝紙本減量、提升網路填報比率為目標，以

EDI、網路申報方式執行調查，確實可降低調查表印製成本、減少資料登打與掃

描之人力負擔及降低登錄錯誤率，系統即時檢核功能亦可立即回饋填報問題，故

可參酌前揭作法，賡續優化我國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及相關專案調查網際網路填報

系統，以提升資料品質，並減輕各階段審核人員之負擔與時間成本；美國透過跨

部門資料整合應用，編布 QCEW 統計結果並迅速推展革新方案，建議我國於相

關法令規範前提下，建立行政查報及統計調查資料常川性申請應用機制。另外，

美國善用電子郵件、互動式語音系統（IVR）與語音自動撥號系統（Robocalls）

等資通訊技術輔助統計調查，有效提升聯繫效率及降低人力負擔，我國近年網路

及科技技術設備發展亦漸成熟，宜適度評估納入資通訊技術輔助統計調查之可行

性；為提升填報管道便利性，美國普查局針對各項經濟調查建立網路填報系統單

一入口網，降低記錄各種填報網址及帳號密碼之不便，並使各調查填報資料一致，

可參酌納入評估可行性，另我國業建置具親和性及便利性的動態查詢網站，並結

合視覺化及互動化方式呈現，以利外界應用；持續強化資料安全為各國辦理調查

的基礎，美國與我國皆訂定相關法律規範統計資料之蒐集與應用範疇，同時落實

員工訓練及考核，並強調資料重要性及保密責任，以維調查資料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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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目的 

我國按月辦理之受僱員工薪資調查，係蒐集各工商場所單位之受僱員工人數、

薪資、工時及進退狀況等資料，以即時掌握勞動市場需求面之相關資訊。另每 5

年辦理之工業及服務業普查，係針對事業單位經營概況、生產結構、資源分布及

各項營運特徵等經濟活動進行資料蒐集，掌握更細緻亦更廣泛之產業經營現況與

發展趨勢。前揭調查皆為政府制定各產業政策、規範勞動條件及衡量企業勞動成

本與生產效率之重要參考依據。 

為精進廠商面之調查，除賡續檢討我國現行辦理方式外，亦需參酌他國辦理

經驗。由於美國辦理統計調查歷史悠長且經驗豐富，亦對調查方式、統計技術及

行政作業程序等積極創新，故計畫赴美國勞工部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 U.S Department of Labor）及商務部普查局（Census Bureau,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研習，了解美國近年廠商面統計調查辦理情形及統計

創新技術，期作為精進我國統計調查之參據。 

本次研習有幸向各統計局處首長、技術部門主管及相關經濟專家學習調查統

計技術，勞工統計局執行長Mr. Willian J. Wiatrowski 親自出席，並由勞動力相關

部門針對受僱員工薪資季度統計（QCEW）進行說明，及其因應疫情之創新變革

方案；有關調查部門則針對 BLS 地區辦公室及電子資料交換中心（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Center，以下簡稱 EDIC）、資料蒐集中心（Data Collection Centers，以

下簡稱 DCCs）運作模式進行分享；另由行政管理系統部門針對資料應用及管理

方式進行說明，普查局相關部門就美國近期經濟普查之調查執行模式及創新變革

方案分享說明。 

因世界各國於本次赴美研習期間持續受新冠疫情影響，美國政府行政部門仍

有相當高比例之員工採遠距工作模式，致行程安排之困難度大幅提升，所幸有賴

勞工統計局生產力與技術室（Office of Productivity and Technology）國際技術合

作部門（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Cooperation）Mr. Mark Duma, Chief 及

普查局國際經濟合作部門（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Program）Mr. Godo Seri, 

Analyst 鼎力協助，竭力規劃豐富多元的研習內容，亦承蒙美國臺北經濟文化代

表處經濟組廖秘書貴燕、石秘書晴晴協助聯繫美方，終能使本次計畫順利圓滿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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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益良多，特申謝忱。 

本報告共分為六個章節，除本章外，第二章至第四章為勞工統計局簡介、受

僱員工薪資季度統計（QCEW）辦理情形與變革、勞工統計局資料收集管道與資

料管理應用，第五章則介紹商務部普查局經濟普查辦理情形與變革，第六章為心

得與建議。本報告內容資料來源為各研習單位提供之參考文件，以及勞工統計局

與普查局官方網站公開之各式說明手冊與統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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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統計局（BLS）簡介 

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以下簡稱 BLS）為美國勞工部（U.S 

Department of Labor）所屬統計單位，係聯邦政府衡量勞動市場、工作條件、物

價變化及生產力等經濟狀況之統計機構，負責產製統計資料供政府、企業、社會

大眾作為決策依據。BLS 重要任務在於維持其獨立執行業務，不受政黨利益影響，

確保統計資料之可靠性，並盡力產製多元、即時、客觀之資訊供不同需求者使用。

BLS 組織僅局長 1 人由總統直接任命並派任，其餘所有人員皆為事務性僱用人

員，以強調其中立超然之獨立性，且規定局長任期之 4年期間需橫跨 2任總統任

期，期能維持業務持續性運作，並降低因執政者異動而造成之影響。 

BLS 設置局長、副局長各 1人，轄下依業務項目設置 4個計畫執行單位，包

含就業及失業統計室（Office of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Statistics，OEUS）、

物價及生活條件室（Office of Prices and Living Condition, OPLC）、勞動報酬及工

作條件室（Office of Compensation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CWC）、生產力與技

術室（Office of Productivity and Technology，OPT），並設立技術與資料處理室

（ Office of Technology & Survey Processing ）、行政管理室（ Office of 

Administration）、出版及專題研究室（Office of Publications & Special Studies）、調

查方法研究室（Office of Survey Methods Research）4個輔助支持單位，另實地調

查室（Office of Field Operations，以下簡稱 OFO）負責管理波士頓、費城、亞特

蘭大、芝加哥、達拉斯、舊金山 6 個地區辦公室、紐約經濟分析與資訊辦公室

（Economic Analysis &Information Office），以及 4個資料蒐集中心（DCCs），分

別位於堪薩斯城、達拉斯、亞特蘭大、華爾頓堡灘，加上位於芝加哥之電子資料

交換中心（EDIC）。BLS 組織如圖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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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勞工統計局組織圖 

本次研習與 BLS 主要交流單位包含 1.就業及失業統計室（Office of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Statistics, OEUS）下之公務統計及勞動力流動情

形部門（Di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Statistics and Labor Turnover），負責辦理受僱

員工薪資季度統計（Quarterly Census of Employment and Wages，以下簡稱 QCEW）；

2.實地調查室（OFO）下之合作調查方案部門（Division of Cooperative Survey 

Programs）負責規劃及監督全國各式勞工統計調查；3.行政管理室（Office of 

Administration）下之管理系統部門（Division of Management Systems），負責制訂

管理調查統計之制度及規範。 

其中 OFO 擔任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協作辦理勞工統計調查之運管單位，針對

其組織架構及任務角色進一步詳述，作為國內辦理各式統計調查中央與地方協作

辦理模式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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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O 除了位於華盛頓 D.C.之總部辦公室外，並設置 6 個地區辦公室，分別

位於波士頓、費城、亞特蘭大、芝加哥、達拉斯、舊金山，各地區辦公室依所劃

分負責運管之州數、居住人口數等因素配置所需人力，6個地區辦公室負責區域

及人力配置如圖 2- 2。 

 

圖 2- 2、地區辦公室負責區域及人力配置  

位於華盛頓 D.C.之總部辦公室，依據業務項目設立 5 個部門，分別負責生

產者物價指數調查（Industrial Price Surveys）、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查（Consumer 

Price Surveys）、全國勞動報酬調查（National Compensation Surveys）、商業營運

（Business Operations）、合作性調查方案（Cooperative Survey Programs）等主要

業務。另 OFO亦負責管理設置於堪薩斯城（Kansas City, MO）、達拉斯（Dallas, 

TX）、亞特蘭大（Atlanta, GA）、華爾頓堡灘（Fort Walton Beach, FL）的 4 個 DCCs，

以及位於芝加哥的之 EDIC，組織如圖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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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實地調查室（OFO）組織圖 

OFO 總部辦公室加上地區辦公室員工總計約 924 人，包含全時及部分工時

員工。依負責之業務劃分統計，負責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查業務之部分工時員工人

數占最大宗，約占 35%，而處理全國勞動報酬調查業務員工人數次之，約占 25.6%，

如圖 2- 4。 

總部辦公室擔任之主要角色及負責之工作項目包含： 

 規劃及監督各項調查方案執行。 

 配置工作量及可取之資源。 

 統整相關技術指導文件及安排員工訓練方案。 

 依據各調查方案需求，連結資料蒐集相關專家資源。 

 蒐集專家及資料使用者意見回饋予全國各方案辦公室。 

地區辦公室的角色則為： 

 蒐集資料提供 4大主要經濟指標產製統計結果，包含消費者物價指數、

生產者物價指數、勞動成本指數、進出口物價指數。 

 管理聯邦及各州間之合作協議，並針對各州辦公室提供統計調查相關業

務之監督及支持，包含 QCEW、受僱員工現況調查（Current Employment 

Statistics，以下簡稱 CES）等調查業務。現行所有勞工統計調查皆 100%

由聯邦政府負擔所需經費，透過與各州政府與簽訂合作協議，由州政府

負擔調查執行責任。 

 管理 4個 DCCs 以及一處 EDIC。 

 由經濟分析及資訊辦公室（Economic Analysis & Information (EA&I) 

Offices）負責宣傳各式統計資料，提升大眾關注及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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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OFO 的責任包含了監管各州政府調查資料蒐集情形、檢視並確保資

料品質、持續推動系統性的發展及技術性支持方案、宣傳各式統計資料，並依據

行政管理室（Office of Administration）訂定之相關規定，執行落實員工教育訓練

與機敏資料管理。 

 

圖 2- 4、實地調查室（OFO）各方案人力配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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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資料應用統計─受僱員工薪資季度統計（QCEW） 

第一節、 沿革及簡介 

BLS 辦理 QCEW 按季發布受僱員工之人數及薪資資料，其涵蓋全美國超過

1 千萬個工作場所及 97%之受僱者（約 1 億 5 千萬人），並依據地區別（郡、都

會統計區、州及全國）及行業別統計。 

QCEW 前身為受僱員工安全保障計畫 202（Employment Security Report 202,  

ES-202）。1998 年更名為涵蓋的受僱員工及薪資統計（Covered Employment and 

Wages），以該名稱明確指出此調查涵蓋私部門之各州失業保險計畫

（Unemployment Insurance，以下簡稱 UI）及政府部門之聯邦受僱員工失業補助

計畫（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for Federal Employees，以下簡稱 UCFE）中

受僱員工就業、薪資資料。其後，在 2002年，再度更名為現行之 QCEW，冀以

具體描述該調查的完整內容。此外，起初該調查依照「行業標準分類」（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SIC），將場所單位進行行業分類，而 2002年後則改以「北

美行業標準分類」（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以下簡稱 NAICS）

作為行業分類之依據標準。 

ES-202 原為管理失業保險方案中其中一種表格，「ES」代表受僱員工服務

（Employment Services），ES-202從一頁表格發展至現行一整個統計方案。ES-202

方案原本由美國勞工部下員工訓練及管理部門（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dministration, ETA）負責執行，因其應用層面的擴展，於 1972年開始轉移至 BLS

監管執行，而員工訓練及管理部門現則負責監管失業保險計畫方案。 

第二節、 資料來源 

QCEW 由各州政府勞動市場資訊部門（State Labor Market Information，以下

簡稱 LMI）與 BLS 協力完成，主要資料來源分為公務資料及調查資料，公務資

料包含 UI、UCFE 計畫之申報資料，調查資料則為由 BLS 自行辦理的 2項調查，

分別為年度申報調查（Annual Refiling Survey，以下簡稱 ARS）及多營業場所報

告（Multiple Worksite Report，以下簡稱M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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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務資料 

公務資料包含UI方案中的Status Determination Form及Quarterly Contribution 

and Wage Report（以下簡稱 QCR）。Status Determination Form 為新公司設立時需

向州政府申報填報之表格，此為一稅務表格而非 BLS 設計的表格，所以申報表

樣式會因各州規定差異而不同，申報表可得資訊包含 UI 帳戶號碼（UI account 

number）、公司名稱（包含貿易用名稱、登記名稱）、公司地址（包含郵寄地址、

實際營運地址）、雇主身分號碼（Federal Emplo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FEIN)，

為一組 9碼數字）、所有權人狀態（Ownership status）、行業、多場所之各個雇主

資料（判定是否為MWR 調查對象）、前任者資訊（判定 UI帳戶號碼是否需變動

更新）。 

QCR亦同樣因各州政府需求，表格樣式各州有微小差異，圖 3- 1為加州（State 

of California）之 QCR 表式。QCR 為雇主須按季申報之表格，申報內容包含每月

受僱員工資料、全季支付之薪資總額、應稅薪資總額等，同時亦請雇主於申報資

料時同時確認是否需更新營業場所地址及營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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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加州 QCR申報表 

雇主身分號碼 

全季支付薪資總額 

應稅薪資總額 UI 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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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查資料 

調查資料部分，包含 ARS 調查及 MWR 調查。BLS 每年透過 ARS 調查方

案針對受僱員工人數超過 3人之私部門廠商抽選約三分之一樣本進行調查（調查

表式─BLS 3023，3023-NVS 為單場所廠商之調查表，3023-NVM 為多場所廠商

之調查表，如圖 3- 2、圖 3- 3、圖 3- 4所示），依行業就雇主之身分編號（FEIN）

進行隨機抽樣，3 年一個循環，每年計約 85 萬個受查樣本廠商。以場所為填報

單位，有多場所之廠商可將各場所資料共同填報於一份調查表中，內容包含公司

名稱及地址、郵遞區號、主要營業項目、所有權人狀態、多場所之各場所狀態，

主要目的為依據填報之資料進行行業判定及營業地址更新，並確認有無新增營業

場所，據以判定是否為 MWR 調查潛在受查對象。 

BLS 表示根據歷史資料，受僱人數 3 人以下之廠商其營業項目及廠址等基

本資料變動機會相對較小，故於確保資源最大利用與經費最大利益化下，決定

ARS 僅針對受僱人數超過 3 人之廠商進行調查，追蹤更新廠商相關營業資訊。

受僱人數 3人以下之廠商資訊，則依靠其他年度商業調查、公務登記等多元資料

庫持續精進應用更新。 

MWR 調查（調查表式─BLS 3020，如圖 3- 5）則為針對多營業場所廠商進

行之調查，而各營業場所中受僱員工人數最多者定義為主要營業場所，其他場所

則皆視為次要營業場所。調查之受查對象為除主要營業場所（primary location）

外，次要營業場所（secondary locations）受僱人數亦達 10 人以上者，調查樣本

計約 1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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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ARS單一場所廠商調查表 

公司名稱、聯絡地址 

實際營業地址 

主要營業項目 

敘明主要營業項目，並分別計

算該項目之營業額/收入占比 

(各項占比合計應為 100%) 

郵遞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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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ARS多場所廠商調查表 

公司名稱、聯絡地址 

依各營業場所分別填列主要營業項目及實際營業地址等資料(下頁) 

郵遞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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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ARS多場所廠商調查表（續）

多場所廠商需分別填列各營業場所資料→ 

營業場所名稱、營業場所地址、受僱人數、

開業日期、主要營業項目及各項目營收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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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MWR調查表 

BLS 針對多場所廠商進一步辦理 MWR 調查，主因透過 UI申報資料確實已

足夠掌握單場所廠商資訊，但多場所廠商則因其營業場所可能座落於不同地區，

且主要營業行業不同，僅透過廠商統一申報之 UI 資料無法明確掌握各場所之行

業分類、受僱人數規模、薪資水準。舉例如圖 3- 6顯示「ABC」為單場所廠商，

公司名稱、聯絡地址 

各場所名稱、實際營業

地址、地理位置編號等 

營業場所本季各

月受僱員工人數 

營業場

所本季

發放薪

資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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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於城市 123，獨立申報 UI資料；而「XYZ」為多場所廠商座落於城市 789，

共有三個營業場所，營業場所分別位於郡 111、222、333，營業行業實際上分別

為製造業、倉儲業及製造業，惟該廠商合併就整體企業人數及薪資申報 UI，並定

義整個企業主要營業行業為零售業。由此發現由 UI 申報資料僅能得到 XYZ 整

個企業的資訊，然無法獲取三個不同營業場所詳細資訊，故 BLS 認為須規劃

MWR 調查，以掌握廠商各營業場所完整正確之營運資訊。 

MWR 定義廠商各場所中受僱員工人數最多者為主要營業場所，而其他場所

皆視為次要營業場所。此調查的受查對象約涵蓋了全國 1.5%的雇主、17%的工作

場所、41%的受僱員工。雇主按季填報此表格，應確認各營業場所地址及營業項

目是否須更新，並填報各場所每月受僱員工人數及每季薪資總額資料。目前有 31

個州訂定法律將MWR調查列為雇主有責任須配合填報之調查。 

 

圖 3- 6、單場所及多場所廠商 UI 申報示意圖 

第三節、 統計項目及涵蓋範疇 

一、 統計項目 

    QCEW 發布之統計項目包含各月受僱員工人數、各季薪資水準、各季場所單

位數及各季平均週薪資，並依照地區別及行業別分類統計。場所單位通常指從事

一項（或主要一項）特定經濟活動的地點，並可歸類於單一行業分類，而一個企

業（廠商或公司）可能包含多個場所單位，且各場所單位可能從事不同項目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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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活動。 

QCEW為 BLS 多個調查方案的受僱員工人數基準值（employment benchmark）

與抽樣底冊（sample frames），亦為美國商務部（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個

人收入（Personal Income）統計中的薪資項目估計基礎。相關標準分類中，行業

依照北美行業分類系統（NAICS），地理區域編碼依照 Fede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tandards（FIPS），規模依照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以下針

對各資料項目定義說明： 

 場所單位數（Establishment count）：為場所單位的總計，依照地區、行

業或部門別（公、私部門）分類，並包含 3種分類之任意組合。 

 受僱人數（Employment）：為場所單位內之受僱員工人數，不論為全時、

部分工時、臨時或長期性員工。對象為當月包含 12 日之計薪週期中有

工作或領薪的受僱者。 

 薪資（Wages）：為雇主支付之各種薪資報酬，包含獎金、股票選擇權、

資遣費、紅利分配、供餐及住宿之現金價值、小費等；在部分州亦包含

由雇主提撥的退休計畫。多數州依照薪資發放時間填報，而非服務提供

時間。 

 場所單位規模（Establishment size）：依照該場所單位僱用人數分類。 

 行業（Industry）：依照場所單位的主要經濟活動項目分類。 

 郡（County）：場所單位所在地的第一級地理級別。 

 鄉（Township）：第二級地理級別，主要為新英格蘭地區（New England）

各州及紐澤西州（New Jersey）使用。 

 地理編碼（Geocode）：用來表示場所位置的經緯度座標。場所單位須提

供營業地址，經由 BLS 的科學及調查處理中心（Office of Technology and 

Survey Processing, OTSP）轉換為地理編碼後提供各州使用。地理編碼

透過地理資訊軟體（Geographic Information Software, GIS）產生包含場

所地點、營業項目及其他公務資訊的地圖。 

二、 統計項目涵蓋範疇 

(一) 受僱員工人數 

各月僱用人數資料為當月包含 12 日之計薪週期中有工作或領薪的受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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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部門受僱者包含大部分公司高階管理人員（corporate officials）、所有執行專員

（executives）、主管監督人員（supervisory personnel）、專業人員（professionals）、

事務人員（clerical workers）、農場工人（farmworkers）、固定薪資工人（wage 

earners）、按件計薪工人（piece workers）及部分工時員工（part-time workers）。

若員工該期間為有薪病假、有薪假日、有薪休假及其他類似情形仍須計入。同一

期間在多個場所工作者，若符合上述定義，則須分別計入不同場所的受僱者。即

使在已無須課 UI稅的月份，受僱者仍須計入該月的僱用人數。例如聯邦 UI應稅

薪資為每日曆年的前 7,000美元薪資，只要當年度累積薪資超過此數額，則後續

月份的薪資無須課稅。 

聯邦部門的政府僱用人數同樣為當月包含 12 日之計薪週期中有工作或領薪

的受僱者，其資料由 LMI 在執行社會保障法第 XV 篇（Title XV of the Social 

Security Act）規定的聯邦僱員失業補償計畫（UCFE）提供。聯邦部門每季提供

給 LMI 每月僱用人數及每季薪資，除部分國防部門因安全因素被排除以外，其

餘聯邦機構均須提供資料。 

除國防部門以外，QCEW 僱用人數亦不包含雇主、自營作業者、無酬家屬工

作者、農家、家事服務者，以及鐵路失業保險制度（railroa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所涵蓋的鐵路員工（railroad workers），其中因停工（work stoppages）、

暫時解僱（temporary layoffs）、無薪病假等，致整個計薪週期內沒有領取薪資者

也被排除在外。而 QCEW 的聯邦僱用人數不包括行政或立法部門的民選官員、

武裝部隊成員或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的委任軍團成員，發生火災、風暴、地震

或其他緊急情況時的臨時雇員，以及在聯邦救濟計畫下受僱以降低失業情形之受

僱者，完整的聯邦政府雇員排除清單可參考 UCFE 指引聯邦機構的附錄 A1。

QCEW 的州及地方政府僱用人數不包括民選官員、立法機構成員或司法機構成

員、州國民警衛隊或空軍國民警衛隊成員，以及在發生火災、風暴、雪、地震、

洪水或類似緊急情況時的臨時雇員，完整的州及地方政府雇員排除清單可參考美

國勞工部網站各州 UI法律比較相關涵蓋範圍章節2。 

                                                 

1 UCFE Instructions for Federal Agencies. U.S. Department of Labor, Employment & Training 

Administration (ETA). Website: https://www.dol.gov/agencies/eta/advisories/handbooks/ucfe-

instructions-federal-agencies 
2 UCFE Instructions for Federal Agencies. U.S. Department of Labor, Employment & Training 

Administration (ETA).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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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薪資 

多數州薪資包含日曆時間雇主支付的總薪資報酬，而不以服務提供時期為依

據，僅少部分的州法律規定，薪資依照服務提供時間而非實際發放時間計算。而

多數州法規規定，薪資包含獎金、股票選擇權、資遣費、紅利分配、供餐及住宿

之現金價值、小費等；在部分州亦包含由雇主提撥的某些遞延支付計畫（deferred 

compensation plans）金額，如 401(k)計畫。其中，雇主負擔之老年、遺屬和傷殘

保險、健康保險、失業保險、工傷賠償、私人養老及福利年金等不計入薪資。然

而，上述由員工負擔之保險、年金、預扣所得稅及工會會費等扣繳的款項，即使

已從給付予受僱者之薪資中扣除，填報時仍應計入薪資。 

三、 BLS各廠商面受僱員工調查比較 

BLS 發布 3 種廠商面受僱員工調查統計，包含 QCEW、企業受僱員工動態

調查（Business Employment Dynamics，以下簡稱 BED）及受僱員工現況調查（CES），

以補強及更新按季 UI 申報之資料內容。每項統計資料的涵蓋範圍、估計方法和

發布內容不同，而導致受僱人數統計結果之差異，故了解各項調查間差異才可適

當應用相關資料。以下針對 3種廠商面受僱員工調查進行比較。  

                                                 

https://wdr.doleta.gov/directives/attach/ETAH/ETHand391_Ch_3_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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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QCEW、BED及 CES調查比較 

特性 QCEW BED CES 

資料

來源 

UI、UCFE公務資料；逾

1千萬個場所 

UI 公務資料長期追蹤

資料庫；約 8.7 百萬個

私部門雇主 

抽樣調查：約 69.7萬個

場所 

涵蓋

範圍 

UI及 UCFE範圍 UI 範圍，不含政府部

門、家事服務及自營作

業者等 

非農部門： 

 UI範圍；但不包含農

業部門、家事服務及

自營作業者等。 

 非 UI 範圍，包含鐵

路、宗教組織等。 

發布

頻率 

每季（於結束後 5 個月

內） 

每季（於結束後 7 個月

內） 

每月（包含每月 12日當

週結束後的第 3 個星期

五） 

使用

UI 

資料

方式 

直接計算總僱用人數 連結 UI追蹤資料，計算

僱用人數增減 

以 UI資料為抽樣母體，

並且每年校正僱用人數 

主要

發布

內容 

每季及每年場所數、僱

用人數及薪資（wages），

依照地區（郡、MSA、

州及全國）及行業分。 

每季雇主動態資料，包

含新設立、歇業、擴增或

縮減；全國依照規模及

行業分，各州則為全體

私部門。 

每月僱用人數、工時及

薪資（earnings），依地區

及行業分。 

主要

用途 

 詳細地區別統計資料 

 定期統計母體人數供

抽樣調查校正用 

 廠商面抽樣調查母體 

 分析廠商動態 

 分析按規模別之廠商

擴增及縮減情形 

 主要聯邦經濟指標 

 為受僱人數的官方時

間數列 

 其他經濟指標的變數 

網站 www.bls.gov/cew/ www.bls.gov/bdm/ www.bls.gov/ces/ 

第四節、 資料收集管道模式 

QCEW 所需資料透過多管道收集，最主要提供資料者為各州 LMI部門，LMI

負責執行 ARS、MWR 兩項調查，並向合作之 UI 稅務部門（UI tax department）

接收所需之 UI公務申報資料。另部分大規模廠商 MWR 資料同時也會透過 B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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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運管之 EDIC 以電子資料交換方式收集。故 QCEW 資料蒐集狀況會受到各

州 UI稅務部門承辦員工、各州 LMI員工、BLS 所屬資料蒐集中心員工以及受查

廠商填表人影響。 

自 2012年起，BLS 採購管理一項共同契約，處理全國 38個州之 MWR 紙本

調查表印製、寄送、回收，最後將回收之調查表掃描成電子檔案，再將所有資料

送回給各州 LMI，有效的降低州政府工作負擔，但仍有部分州政府維持自行處理

州內之調查表印製與郵寄及回收工作。 

由 QCEW 2022 年第 1 季調查資料觀察，包含 1 千 1 百多萬個受查廠商單

位，其中單場所及多場所單位填報分別占 82.1%及 17.9%，統計多場所單位數量

占總單位數比率未達 2 成卻涵蓋了將近 45%的員工人數。另以資料蒐集方式觀

察，由 BLS 負責蒐集之受查廠商單位數占 9.9%（受僱人數占 24.9%），其中透過

EDIC 交換資料之廠商單位數為 4.3%（受僱人數占 9.8%），以網路填報系統方式

蒐集資料則占 5.6%（受僱人數占 15.1%）；而由州政府 LMI負責蒐集之受查廠商

單位數占 90.1%（受僱人數占 75.1%），如表 3- 2。 

表 3- 2、2022年第 1季 QCEW資料類型及來源 

受查單位 單位場所數 
單位場所數 

占比 
受僱員工人數 

受僱員工人數

占比 

總受查單位數 11,351,426 100.0% 148,607,725 100.0% 

單場所單位 9,325,141 82.1% 81,744,971 55.0% 

多場所單位 2,026,285 17.9% 66,862,754 45.0% 

資料收集方式 

總受查單位數 11,351,426 100.0% 148,607,725 100.0% 

BLS收集 1,123,291 9.9% 36,976,213 24.9% 

EDIC 485,734 4.3% 14,561,345 9.8% 

網路填報系統 637,557 5.6% 22,414,868 15.1% 

州政府收集 10,228,135 90.1% 111,631,512 75.1% 

一、 公務資料收集機制 

QCEW 主要資料來源主要為 UI 及 UCFE 之申報公務資料，其中所需之 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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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申報之員工人數及薪資資料來自 QCR 報告，透過各州政府 LMI 部門向其合

作之 UI稅務部門拿取。而 UI計畫規定雇主必須按季申報 QCR 報告，每季資料

最晚應於該季結束之下月月底前完成申報，如 1至 3月（第一季）資料須於 4月

30日前完成申報3。 

表 3- 3、QCR申報時程 

季別 申報截止日 

1月至 3月 4月 30日 

4月至 6月 6月 31日 

 7月至 9月  10月 31日 

10月至 12 月 1月 31日 

BLS 收集 UI 資料目的主要作為整體統計應用，而因雇主申報之 UI 資料中

另包含許多其他機敏資訊，如提供予特定法律保障對象之補助等，為了確保相關

機敏性資料安全，UI計畫中之雇主不會直接將申報資料提供予與 BLS 關係較近

之各州 LMI 部門，而是透過各州政府 UI 稅務部門收集雇主申報之 UI 資料後，

再將所需資料傳送予州政府 LMI部門，此模式可降低雇主對於資料提供之疑慮。

而 ARS 及 MWR 兩項調查，雇主則直接向各州政府 LMI 部門提繳調查資料，

LMI彙總包含 UI申報資料、ARS 及MWR 調查資料後一併送交 BLS。資料提供

程序機制如圖 3- 7。 

 

圖 3- 7、資料提供程序機制 

                                                 

3 UInv, Quarterly Reporting Information. Website: 

https://ui.nv.gov/ESSHTML/reporting_specs.htm#Quarterly_Contribution_and_Wage_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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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查資料蒐集機制 

(一) ARS（Annual Refiling Survey） 

BLS每年透過 ARS方案針對受僱員工人數超過 3人之私部門廠商抽選約三

分之一樣本進行調查，主要目的為蒐集雇主的營業項目、地理位置、郵寄地址和

實際地址等資訊。該資訊將確保廠商可被歸類到正確之行業，並確認正確營業地

址以利進行地理編碼。另 ARS 同時要求雇主須主動申報於州內新設立之營業場

所地址，因此，ARS 亦作為識別潛在MWR受查對象之重要來源。 

ARS 調查現已全面廢除紙本調查表印製，改以 100%網路填報方式進行資料

蒐集，單一場所廠商使用 ARSWeb、多場所廠商使用之 NVMWeb，原本使用之

紙本調查表及現行網路填報頁面如圖 3- 8至圖 3- 11 所示。透過網路填報，可設

定自動檢核條件，快速檢核整理資料，且針對跨州且具多營運場所之廠商資料由

聯邦政府直接負責資料檢核確認，有效降低資料分散於各州檢核不全面、不一致

之問題。 

另除了透過既有郵寄信函通知廠商配合參與調查填報資料外，現再加入電子

郵件提醒通知「Email Blasts」受查廠商配合填報之措施，經統計確實可有效提升

資料蒐集效率。統計參與「Email Blasts」試行計畫之 23個州，於電子郵件通知

提醒後即有約 11萬筆資料主動回復，約占總受查對象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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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8、ARS過去使用之紙本調查表 

聯絡地址 

實際營業地址 

確認上述主要營業項目是否正
確，若不正確請自行列述正確
之營業項目並填列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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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9、ARSWeb網路填報畫面─登記聯絡及實際營業地址 

實際營業地址 

聯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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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0、ARSWeb網路填報畫面─確認主要營業項目 

確認上述主要營業項目是否
正確，若不正確則至下頁選
擇正確之營業項目 

系統帶入原先
留存之主要營
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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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1、ARSWeb 填報畫面─修改主要營業項目 

(二) MWR（Multiple Worksite Report） 

MWR調查進一步針對多營業場所廠商按季調查員工人數及薪資總額。WMR

輸入營業類型關鍵字，
再由下方列出選項選取
正確之主要營業項目 

說明輸入之關
鍵字相關營業
項目種類 

再次確認主要營業項目是否正確。 
若上方選項未能符合實際營業內容，
選擇否，並於下一題項中自行敘明營
業活動內容 

廠商可自行敘明主要營業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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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之資料蒐集方式目前仍包含紙本及網路填報方式，廠商可自行選擇其方便之

方式回復資料。但依循政府紙本減量政策目標，亦朝向減少印製紙本調查表方向

努力，如 BLS 持續透過認知分析（Cognitive Analysis），試驗不同溝通模式之影

響，冀使受查對象願意主動改以網路填報方式完成調查。圖 3- 12、圖 3- 13所示，

試驗透過精簡調查說明文件內容，可使受查對象更明確被引導以減少紙本資源模

式完成調查。 

 

圖 3- 12、原通知信函內容 

詳述網路填報方式、調查辦理目的、
應用層面、法規依據以及調查項目等 



 

29 

 

 

圖 3- 13、精簡後通知信函內容 

現行MWR 調查仍維持多元填報方式查填，包含紙本及電子方式填報，而電

子資料則透過MWRWeb網路填報系統（紙本調查表與網路填報系統畫面比較如

圖 3- 14至圖 3- 16所示）及 EDIC 電子資料交換模式進行資料收集，其中 EDIC

之服務對象為大規模多場所廠商。 

簡要邀請使用網路填報，並僅以最簡
要方式敘明法規依據及調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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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R 調查現亦加入「Email Blasts」措施，透過電子郵件通知受查廠商配合

填報。BLS 表示整體而言，改變資料蒐集管道（設計 E化填報管道）、增加「Email 

Blasts」等減少紙本使用量之精進方法，對於最終回表率無影響，但推動網路填

報及減少紙本郵件寄送等改善方案，可有效降低調查成本、提升調查效率，並減

少人力負擔，且讓資料檢核標準更為一致，終能提升資料品質，且因網路填報系

統之即時性、可變動性，針對調查問項增修、時程變更等皆可即時應對修改，故

持續推動網路填報、精進電子郵件提醒通知措施，為 BLS 持續努力的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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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4、MWR紙本調查表 

紙本調查表上亦邀請鼓勵廠商
使用網路填報系統填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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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5、MWRWeb 網路填報畫面─按月受僱人數、按季薪資總額 

 

圖 3- 16、MWR網路填報畫面─營業場所資訊、主要營業項目

請分別填列各場所
各所受僱員工人數
及當季薪資總額 

顯示上季填報之員
工人數及薪資總額 

分別確認更新
各場所名稱、
營業地址 

確認主要營業項目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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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品質維持計畫 

一、 確保資料回復率 

QCEW 主要資料來源為 UI計畫之 QCR 申報資料，UI計畫明定雇主負有按

時申報相關失業保險稅務資料之責。ARS 和 MWR 兩調查方案則由聯邦法律 29 

U.S.C.2.授權辦理，雖然聯邦法律中未強制要求雇主須配合查填，但其中有 28個

州，於其州法律訂定強制規定雇主必須配合 ARS 調查的規定，MWR 調查則有

31 個州強制規定雇主須配合。惟 BLS 表示經檢視是否具法律規定強制雇主配合

調查非影響回復率高低之因素，要維持高度回復率，仍需依靠提供簡易、順暢之

填報管道，與適時提醒通知及持續追蹤聯繫等基本工作。 

為了確保資料品質，並提升受查廠商填報意願，各州多配合聯邦政府提供受

查廠商多元性填報管道，希望依據受查廠商不同需求給予合適之填報方式，以減

輕填報者負擔。各州政府被要求其負責之受查廠商單位數回復率需達 70%，或回

復之總受僱員工人數必須達應查人數之 8成，故除了聯邦政府外，確保回復率達

一定標準之目標，亦為各州 LMI部門不斷關注及精進的議題。 

以下就 ARS 調查說明，BLS 為確保不會因改變資料收集方式（100%全面網

路填報）而降低回復率，持續精進改善資料收集之程序。有關通知提醒程序，改

以透過 ARSWeb 網路填報系統針對所有受查廠商全面性先寄送電子郵件通知提

醒，該通知為 1頁說明 ARS 相關調查內容之電子郵件（an ARS one-page letter），

其後再進行第一次實體信件郵寄作業，並針對後續未回表之廠商寄送第二次郵件，

同時透過網填系統持續以電子郵件方式提醒未如期回報資料之受查廠商應填報

資料。除此之外，針對重要且影響力大之廠商併以電話聯繫方式催請廠商填報，

以有效提高回復率。 

各州 LMI 部門透過持續追蹤聯繫受查廠商確保回復率，亦使用各式技巧將

原本未回復資料之廠商，轉成已回復資料者，如催請協助填報部分重要問項等方

式。而針對最終仍未回表之廠商，依據與該廠商相似特性之其他有回表廠商之行

業歸類，給定該廠商行業編碼，以利廠商名單資料庫之行業歸類整理。 

QCEW 資料回復率相當高，統計回表資料，實際回表之受僱人數占應回表受

僱人數達 97%，薪資部分資料回表率則達 96%，大多數未回表廠商為規模較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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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隨著透過 EDI 蒐集資料的方式持續成長，亦提升回表率及穩定性，目前

BLS 透過 EDI 方式蒐集將近 100 間（約 8 萬份報告）大規模公司資料，涵蓋總

受僱員工人數逾 1千萬人。 

二、 網路填報系統資料檢核設計及員工訓練 

QCEW 資料除了來自 UI、UCFE 公務資料，另包含 ARS 及 MWR 調查所得

之調查資料，為確保資料品質，須訂定各式資料品質控制程序，如持續跟進所有

未回復廠商，以及針對未通過檢核條件的資料進行確認。近年隨紙本減量政策，

加以電腦網路使用普及率高，BLS 建置網路填報系統目的除供廠商填報資料外，

亦將檢核條件設計於系統中，當廠商填報資料送出後系統可立即檢核，判定是否

需廠商進一步敘明資料數據原因。各州政府負責檢核資料之員工亦必須人工判定

這些資料之正確性及合理性，並決定應退回廠商修正或判定該筆資料確實合理通

過檢核。 

透過網路填報回復資料，系統將自動檢核廠商填報之資料是否合理，當薪資

金額過高或過低、員工人數與上月或上一季相比變動幅度太大，系統會自動要求

填表人確認，若確實正確應說明原因，系統畫面如圖 3- 17所示。當填報之資料

出現未通過檢核條件訊息時，填表人無法儲存資料，應針對資料修正或說明原因

後才被視為完成填報。為使廠商更容易完成填報說明，針對變動原因亦以過往經

驗設計出 11 種原因選項供選擇，包含季節性暫時停業、短期方案結束、員工移

轉至其他營業場所等，若非於該 11 種原因中，廠商可另於文字框詳述原因（如

圖 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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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7、網路填報系統檢核設計─資料變動幅度大需說明 

 

圖 3- 18、網路填報系統檢核設計─選擇資料變動幅度大之原因 

雖然自動檢核資料程序持續改善並更精確細緻，但分析人員之專業判斷仍為

最終且重要之防護線。分析人員會依據其過去經驗，依據不同行業、廠商過去歷

年資料，決定未通過檢核標準之警示訊息，是否可被接受或需修正。分析人員於

系統即時檢核→上下月人數變動大時即要求說明原因 

針對變動原因設計 11 種
原因選項供選擇，若皆
不適用，即於開放欄位
自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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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資料檢核過程會針對以下面向考量： 

 季節性事件，如收成季節、旅遊旺季、節慶假日、捕獵季等 

 不同行業之員工及薪資特性 

 地理位置 

 行業發展趨勢為成長或衰退 

 是否為新興產業 

 相關產業間關係 

 特定場所新設立或結束營運 

 相同產業中其他填報人的經驗 

 整體經濟趨勢 

檢視各季及全年填報之資料時，分析人員被要求應需了解及關注全球、全國

之經濟發展趨勢，並隨時掌控勞動市場現況。而隨著每一季檢核資料的經驗，得

同時累積分析人員整體經濟背景知識，於此正循環過程，最終可確保資料品質的

維護及提升。 

而針對所有參與調查之員工，包含各州政府辦公室及 BLS 地區辦公室，皆

被規定必須接受行業編碼判定及相關處理程序機制的訓練，其中行業編碼判定訓

練，目的是為了使所有工作人員之編碼作業有一致的標準；程序處理機制訓練則

包含如何提升回表率（例如制定電訪對話指引，使訪問員電訪過程中引導廠商由

原本拒絕填報轉為同意配合），以及維持資料品質（包含如何處理未通過檢核之

資料）。針對行業判定困難之廠商，亦訂定相關指引參考（如無法聯繫廠商了解

詳細營業項目者，可查詢廠商官方網站內容說明，若無官方網站或營業項目模糊

不明，則可再透過徵才之職位、工作內容推論）。 

三、 資料品質監管機制 

為了維持資料品質，監管資料蒐集機制十分重要，因資料蒐集單位包含了

BLS 各地區辦公室、各州政府 LMI部門、DCCs 及 EDIC，OFO辦公室分別依據

各單位負責項目制定監督管理程序，各地區辦公室則被賦予權力每年針對州政府

辦公室進行考評。 

監管資料蒐集機制主要為確保資料品質，品質管理面向包含填報資料之完整

性、相關性、即時性及精準性，BLS 針對資料品質標準設定各項標準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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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項目標準經OFO辦公室與各地區辦公室、州政府相關單位討論溝通後訂定。

為達設定之目標，從 BLS 聯邦辦公室、BLS 地方辦公室及各州政府 LMI部門皆

須一起合作。有關資料品質之評鑑報告包含即時報告（Flash report）、公司登記指

標報告（Business Register Metrics Report）、歷史資料追蹤報告（Historical Tracking）

等。 

即時報告（Flash report）由各州政府提交，於繳交初步及修正更新之資料時

分別統計提交，就其收集資料統計相關項目，包含總資料筆數（Number of reported 

units）、插補筆數（Number of imputations）、各資料類型比例（Number of prorations）、

遺漏值筆數（Number of missing units）、無效的地區及行業編號筆數（Number of 

records with invalid area/county and industry codes）。 

公司登記指標報告（Business Register Metrics Report）則透過與其他公務調

查資料串接比對予以評分，以程式軟體及分析員人工審定方式併行。項目包含分

割及合併廠商數、新納入 QCEW 對象之廠商數、成立或歇業廠商數等，將各項

成功配對筆數經加權統計後得最終分數。 

歷史資料追蹤報告（Historical Tracking）則針對各州資料表現進行長期分析

評估，如針對行業編碼部分，會統計近年各季各州行業編碼品質狀況（計算未經

行業編碼之受僱人數比率），與全國平均及目標值比較，如圖 3- 19。 

 

圖 3- 19、某州未經行業分類之受僱員工人數比率─與全國及目標值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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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料檢核標準及流程 

QCEW 的資料乃加總自各特徵別的廠商資料而得，包含了地區、行業、經營

型態、廠商規模等，亦即 QCEW 的統計結果並無估計程序。然必要時，當單一

廠商回報的資料品質堪憂，或未於期限內回報資料，則可能須進行資料插補。當

多場所單位的廠商只回報整體受僱人數及薪資的總和，但沒有提供各個場所單位

的人數及薪資分布時，亦會藉由比例法（Proration）去處理。 

受查廠商提繳資料後，各州政府先針對提繳之資料約 1千多萬筆紀錄彙整檢

核，負責第一線審核確認後再送交 QCEW 聯邦政府辦公室。當場所單位的經濟

資料包含受僱人數、薪資、行業別、地區郡別層級之加總結果變動幅度小，或是

沒有統計上的顯著變化，則可初步通過。 

資料的檢核是為了確認場所單位填報資料應於一合理的範圍內，以確保細部

郡級資料之加總的正確性。QCEW 聯邦政府辦公室分析人員進一步再次檢視受

僱員工及薪資的變動是否超過某一標準，標準根據每一受查場所單位受僱員工人

數規模以及薪資水準相對於其所在地區的總受僱員工的每季變化趨勢而定。分析

人員於資料中發現任何顯著的變動，都需要與各州政府負責人員聯繫了解該變動

的原因決定是否需更正資料。 

州政府負責人員確認廠商填報資料方式包括透過雇主申報之相關薪資紀錄，

惟資料可得性隨各州的規範有所不同，故須進一步與 UI 稅務單位聯繫以獲取廠

商相關補充資訊，抑或使用多場所雇主的相似場所單位資料、同一層級相似廠商

資料作為參考依據，以及直接聯繫填表者確認等。資料檢核後使 QCR 申報資料

以及MWR 填報之數據一致性相當重要。 

以 QCEW 受僱員工人數資料之檢核標準及程序為例，其設定共 6 個步驟，

如檢定每月變動、跨年度變動、12 個月的變異性之資料檢定，包含了多種 t 檢

定。有些檢定為針對絕對值檢核，而有些則是確認成長率的變動。表 3- 4為初步

及第 1至 2步驟檢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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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QCEW受僱員工人數資料檢核條件 

檢核條件 說明 

初步檢核：上下

月人數變動檢核

條件 

當兩個條件皆不

成立，則通過檢

核；若條件其一

成立，則進入第

1步驟檢核。 

(1) |MC – MP| ≥ EMPL-DIFF-SPL-AME × 

EMPL-CHECK-MULTIPLIER  

上下月受僱人數變動之絕對值大於某參

數值，而該參數由兩個參數相乘而得：

（EMPL-DIFF-SPL-AME，設為 20）乘以

（ EMPL-CHECK-MULTIPLIER ， 設 為

10）。 

(2) LOW-EMPL-MAX-DIFF < |MC-MP| < 

EMPL-DIFF-SPL-AME × EMPL-CHECK-

MULTIPLIER 

上下月受僱人數變動之絕對值介於 LOW-

EMPL-MAX-DIFF（設為 15），及 EMPL-

DIFF-SPL-AME × EMPL-CHECK-

MULTIPLIER（20*10） 

第 1步驟檢核：上

下季人數變動檢

核條件 

當兩個條件皆不

成立，則通過檢

核；當兩條件之

一者成立，則須

前往第 2步驟檢

核。 

(1)-1 AMEp < EMPL-DIFF-SPL-AME 

上一季的每月平均受僱人數小於 EMPL-

DIFF-SPL-AME（設為 20） 

(1)-2 |MC – MP|> LOW-EMPL-MAX-DIFF 

上下月受僱人數變動之絕對值大於

LOW-EMPL-MAX-DIFF（設為 15） 

(2)-1 AMEp ≥ EMPL-DIFF-SPL-AME 

上一季的每月平均受僱人數大於等於

EMPL-DIFF-SPL-AME（設為 20） 

(2)-2 |MC – MP| > HIGH-EMPL-MAX-DIFF 

上下月受僱人數變動之絕對值大於

HIGH-EMPL-MAX-DIFF（設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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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條件 說明 

第 2步驟檢核： 

上下月人數百分

比檢核條件 

當兩個條件皆不

成立，則通過檢

核；當第一個條

件成立時，則須

再進行第 3步驟

t 檢定檢核；當

第二個條件成立

時，則前往第 4

步驟與上年同月

變動情況比較之

檢核。 

Number of months where M1-IND, M2-IND, and 

M3-IND ≠ M, N, or X and STATUS = 1 from 

the four prior quarters ≥ 6, and 

首先該廠商前 4季中 (前 1年內)至少需有 6

個月的資料受僱人數不為缺漏、未回表、或

回報資料非數字，且廠商為正常營業狀況 

(1) |MC – MP| > HIGH-REPORTING-PCT-

CHG × MP 

上下月受僱人數變動百分比之絕對值大

於 HIGH-REPORTING-PCT-CHG（設為

15） 

(2) |MC – MP| > REPORTING-PCT-CHG × MP 

上下月受僱人數變動百分比之絕對值大

於 REPORTING-PCT-CHG（設為 30） 

在資料檢核過程，QCEW 聯邦辦公室分析人員及各州政府負責人員持續確

認、修正資料。每一年第一季資料於第一次發布後，還可再修訂 4 次，如 2021

年第 1 季資料於 2021 年 9 月第一次發布，隨後於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3 月、

6月、9月共可修訂發布 4次，而第二季資料共發布 4次，第三季資料發布 3次，

第四季資料則發布 2 次。當年第一季資料第一次發布時即確定上一年度整年度資

料。 

第六節、 COVID-19影響下之資料處理方法變革創新 

一、 QCEW 資料插補方法變革 

(一) QCEW 資料插補率歷史統計 

雖然 BLS 自 53 個機構收取 QCEW 的資料已規劃一固定時程，且透過法律

規範、持續多元化填報管道及優化追蹤通知程序下，資料回復比率相當高。但資

料檔中仍會存在較晚回復或缺漏資訊的可能性。針對晚於規定時程回復、拒絕回

復以及填報資料中有部分遺漏值之受查廠商資料，需進行統計插補作業處理。 

觀察近年資料，約有 3%至 4%的受查單位未於規定之時限內完成資料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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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關資料須以插補方式產製，受僱員工人數及薪資資料插補之比率約 2至 3%。

歷年插補資料比率如表 3- 5至表 3- 7。 

表 3- 5、2010-2019年各月受查單位數插補比率 

單位：% 

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 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0 4.85 4.87 4.89 4.22 4.22 4.42 4.33 4.34 4.56 3.83 3.87 4.02 

2011 4.76 4.80 4.88 5.02 5.02 5.21 3.44 3.46 3.59 2.93 3.00 3.12 

2012 3.73 3.73 3.79 3.71 3.70 3.84 3.38 3.38 3.52 4.00 4.03 4.14 

2013 4.28 4.19 4.27 3.43 3.43 3.58 3.01 2.95 3.06 2.95 2.90 3.04 

2014 4.11 4.04 4.11 2.89 2.81 2.95 2.74 2.74 2.87 2.65 2.68 2.77 

2015 3.38 3.38 3.41 2.78 2.74 2.84 3.36 3.36 3.49 2.52 2.56 2.68 

2016 4.46 4.46 4.54 3.16 3.16 3.33 2.77 2.78 2.87 3.16 3.20 3.31 

2017 3.87 3.87 3.89 2.95 2.94 3.04 2.36 2.39 2.47 2.31 2.35 2.47 

2018 3.97 3.96 4.02 2.72 2.72 2.82 2.43 2.46 2.57 2.33 2.37 2.51 

2019 3.29 3.26 3.34 2.93 2.94 3.05 2.76 2.77 2.90 2.25 2.29 2.43 

表 3- 6、2010-2019年各月受僱員工人數插補比率 

單位：% 

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 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0 2.85 2.81 2.79 2.32 2.25 2.43 2.70 2.67 3.09 2.42 2.44 2.57 

2011 2.80 2.79 2.89 3.04 2.99 3.25 2.32 2.33 2.41 2.22 2.23 2.27 

2012 2.49 2.41 2.45 2.37 2.30 2.45 2.31 2.18 2.29 2.71 2.53 2.64 

2013 2.72 2.54 2.62 2.17 2.13 2.28 2.34 2.14 2.26 2.21 1.97 2.13 

2014 2.46 2.31 2.37 1.88 1.80 1.92 1.91 1.84 1.96 2.13 2.09 2.19 

2015 2.07 2.03 2.07 1.78 1.71 1.83 1.96 1.89 2.05 1.73 1.73 1.87 

2016 2.17 2.14 2.23 1.56 1.56 1.87 1.72 1.67 1.84 1.94 1.90 2.00 

2017 1.90 1.90 1.91 1.58 1.58 1.71 1.47 1.47 1.58 1.48 1.52 1.60 

2018 1.98 1.96 2.05 1.55 1.55 1.64 1.50 1.47 1.62 1.57 1.61 1.71 

2019 1.91 1.87 1.93 1.65 1.63 1.77 1.65 1.62 1.83 1.64 1.63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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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7、2016-2019年 QCEW 各季薪資資料插補單位數比率 

年份/季度 總受查單位數 插補單位數比率 

2016年第 1季 9,320,160 3.88% 

2016年第 2季 9,371,351 2.72% 

2016年第 3季 9,432,306 2.35% 

2016年第 4季 9,489,189 2.76% 

2017年第 1季 9,472,782 3.18% 

2017年第 2季 9,527,202 2.47% 

2017年第 3季 9,532,898 1.89% 

2017年第 4季 9,591,535 1.81% 

2018年第 1季 9,618,757 2.80% 

2018年第 2季 9,663,973 2.07% 

2018年第 3季 9,731,525 1.83% 

2018年第 4季 9,781,919 1.78% 

2019年第 1季 9,815,176 2.81% 

2019年第 2季 9,857,279 2.45% 

2019年第 3季 9,926,960 2.28% 

2019年第 4季 9,990,093 1.77%  

(二)  “Ratio Method”─資料插補方法變革 

BLS 面對 COVID-19 疫情影響，創新 3 項針對原本統計作業程序之改善方

案，其中資料插補計算方式變革即為其一。新的方式第一次被使用於修正 2020

年第 1季資料時，2020年第 2季資料發布時開始即全面使用新的方式統計執行。 

2019 年以前 BLS 針對 QCEW 未回復資料插補方法，以未回表或缺漏值之

受查廠商上年上個月（薪資為上一季）資料與上年同月（薪資為同季）之變動狀

況為依據。本月缺漏之受僱員工人數以上月受僱人數乘上前述上一年同期人數變

動率而得；本季缺漏之薪資為上季薪資乘上前述上一年同期上下兩季變動率而得。 

當受查廠商連續 2 季皆未回復填報資料，BLS 才會先將此受查廠商自受查

對象名單中剔除，亦即不針對此廠商資料進行插補，並請州政府 LMI 負責催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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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之員工確認此廠商是否仍存續營運再決定後續是否繼續插補其資料，而針對

大規模且重要性高之廠商，於當季資料未回復時即須密切聯繫催促回復。 

過去此種插補方式確實存在缺點，即面對社經情勢變化大或發展快速之行業，

上年度的變動狀況恐不適合代表新年度的變動狀況。於面對 2020 年 COVID-19

疫情嚴重影響整體經濟情勢下，BLS 即認為原有之插補方式不再適合繼續使用，

因上一年度變動狀況已難以反應當前疫情影響下之實際狀況。故 BLS 就人數、

薪資資料以不同插補方法進行研究，最終選擇以比率法（ratio method）作為新的

插補方法。 

插補方法必須針對未回復資料廠商給定相關數據，而該數據應可反映疫情經

濟下之現況。經研究後，BLS 以比率法取代舊的插補方法，其認為以比率法認定

相似群體（similar businesses）當下期間的狀況表現可代表特定估計單位（particular 

estimation cell）的狀況，特定估計單位也就是未回復廠商。相似群體選定與未回

復廠商具相似規模、相同行業、相同區域等特徵，且完整回復資料之受查單位。

依據此種方法，特定群體插補資料，等於其所屬相似群體的平均狀態。某未回表

廠商當月員工人數，等於其所有相似群體當月受僱員工人數之平均數；薪資亦同，

未回表廠商當季薪資總額等於相似群體該季薪資總額之平均值。 

此種插補計算方式已完成系統設置，BLS 將納入此新的插補方法的檢核估

計系統稱為”QUEST”，取代了原本的”WIN”、”EXPO”檢核估計系統。此檢核系

統除了使用新的插補方法，且更自動化，期能有效提升州政府的估計程序品質。

因新舊系統轉換，QCEW 辦公室負責將前一季的資料以新的方式估計插補產製

統計結果，同時，協助各州政府將舊的系統更新為新的”QUEST”系統，接下來

QCEW 毋須再負責重新依新的方法產製統計結果，所有資料處理程序回歸州政

府開始處理。 

二、 ＂Inactivation Process＂─停業廠商判定程序變革 

於 COVID-19 影響下，BLS 亦意識到若無法即時有效的判定廠商是否仍持

續營運，恐無法反映實際市場狀況。因依上述處理模式，針對未回復廠商，BLS

會以插補方式補齊廠商資料，直到連續兩季廠商都未回復資料後，才會將廠商視

為停止營運停止插補作業。但在疫情影響下，若等到 2 季後才判定廠商停止營

運，將難以反映即時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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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州政府檢核程序要求工作人員須針對 100人以上廠商逐筆確認資料，但疫

情對小規模廠商影響更大，然因受限人力、資源，不可能要求州政府工作人員將

所有小規模廠商資料逐一檢核，故擬定新的判定方法實為重要。 

BLS 為了解決此停止營運廠商判定問題，透過 Local Area Unemployment 

Statistics（LAUS）方案，取得 UI 申請失業補助之資料。BLS 將 UI 請領補助之

資料與 QCEW 未回復廠商名單進行串接比對，當未回復廠商其下申請失業補助

的員工人數比例相當高時，即可視該廠商停止營業。此方式透過歷史資料進行試

驗，確認了 UI申請補助資料可有效反映廠商是否持續營運。 

經試驗，產生了兩個模型針對廠商是否停止營運進行預測判定，兩模型分別

為 The Evans model（Kathryn Evans, CDA）及 The Thompson Model（Trend 

Thompson, CDA），The Evans model針對人數規模為 1至 99人之廠商進行檢視，

The Thompson Model 則針對人數及薪資資料為 0 之廠商進行檢視，此兩模型即

為”Inactivation Process”。而州政府工作人員則維持針對受僱人數 100 人以上之廠

商人工確認。 

於此停業判定程序下，BLS 為了確保資料正確，會持續檢核廠商是否確實停

業。QCEW 會將該季預測停止營運廠商的名單彙總整理，依各州負責範圍請各州

政府工作人員嘗試聯繫廠商或透過其他管道確認廠商是否確實停業，各州政府會

將確認後的資料再提供給 QCEW 辦公室，不斷持續的資料反饋確認以維持資料

品質。 

三、 統計資料產製程序精進改善 

QCEW 至最終統計結果發布前之工作包含資料收集、檢核、估計等程序，以

上所有工作需透過州政府及聯邦政府共同協作分工。BLS 為確保各州政府處理

資料檢核與估計具一致化標準，建置並持續改善資料處理系統，目前已將原本資

料處理系統＂EXPO-202＂及＂WIN-202＂轉換至＂QUEST＂系統，納入新的插

補估計方法，並隨時修正更新檢核相關條件設定。 

由圖 3- 20 可了解 QCEW 資料檢核估計處理程序。QCEW 資料由州政府蒐

集後，各州政府分別先進行州內資料處理，包含資料檢核及插補估計工作，完成

後將資料（State Micro File）打包送予 QCEW 聯邦辦公室，QCEW 收到資料彙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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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gregator）後分兩部分處理分析資料，其一為 Macro Data程序，包含產製各

式不同特徵別分類之統計結果，如各鄉郡、各行業、及各類規模別之統計資料等；

其二為Micro Data程序，包含彙總同一企業各場所資料（亦含場所跨不同州政府

之廠商）。 

經處理分析並透過 Filter程序後，QCEW 分析人員開始針對產製之各細分類

之統計結果進行檢視分析。當認為統計結果未變動或變動太大，且與其他相關經

濟、市場狀況不一致時，即進一步回到Micro Data找出影響大的廠商名單，確認

各廠商當期數據及長期變動趨勢決定是否合理。若認為需再次確認廠商填報資料

正確性時，即聯繫各州政府要求負責人員確認並回復說明原因，當資料有誤即修

訂後再次提繳審核。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之間的詢問反饋機制是不斷循環進行，直

至當期資料完整確認後才進入最終資料發布階段。 

因 QCEW 發布時間約較資料時間落後 5 個月，故於 2020年 COVID-19發生

後，即開始著手思考評估相關統計程序與方法是否仍可適用，最終訂定上述 2大

變革。其一“Ratio Method”─資料插補方法變革，完成系統移轉設置，各州政

府資料處理系統更新為“QUEST”，使各州繳交之 Micro Data File即依新的方式插

補後之檔案；其二 ＂Inactivation Process＂─停業廠商判定程序變革，應用於州

政府將Micro File提繳後即開始進行，QCEW 辦公室進行停業判定後即時將資訊

回饋予州政府，通知停止插補判定為停業之廠商資料，以確實反映當下市場狀況

（此兩變革執行時點如圖 3- 20 藍色箭號框所示）。BLS 表示持續研究與改善資

料處理程序、檢核差補方法為維持資料品質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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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QCEW資料檢核估計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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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S資料收集管道及資料管理應用 

第一節、 BLS資料收集管道─DCCs、EDIC 

勞工統計局負責之各式勞工統計中，資料蒐集方式除透過與各州政府協作方

式運行外，亦有部份透過勞工統計局自行設置管理之資料蒐集中心（DCCs）及

電子資料交換中心（EDIC）直接收取資料，以下就 DCCs 及 EDIC 運作狀況分別

說明。 

一、 資料蒐集中心（DCCs） 

勞工統計局設置 4個地區資料蒐集中心，分別位於堪薩斯城、達拉斯、亞特

蘭大、華爾頓堡灘，總計聘僱約 400 名契約員工，負責執行當前受僱員工統計

（CES）及職缺與員工進退調查（Job Openings and Labor Turnover Survey）之資

料蒐集工作。 

DCCs 每月約負責收集 7萬 7千份資料，包含了 14萬 7千名雇主（約 63萬

4千個場所單位）資料，資料收集時間每月約為期 2週。 

此處以 CES 為例說明 DCCs 員工的工作模式：員工針對首次填報之廠商，

全面先行以電訪（CATI）方式聯繫受查對象，針對每個受查單位填表人皆分別詳

細說明此調查之目的、時程及各式調查項目的定義及填報計算方法。經幾個月檢

核廠商填報之資料後，確認填報人確實瞭解調查表項目內容即鼓勵廠商改以透過

網路填報系統 Web 填報。而針對大規模受查廠商則將討論以建置電子資料交換

（EDI）方式收集資料。 

統計 2022年 CES 調查之受查廠商回復資料管道，以受僱員工人數計算，約

53%之人數以電子資料交換（EDI）方式回報，27%以網路填報系統（Web）填報，

而電訪方式則占約 9%，各管道蒐集之受僱員工人數占比如圖 4-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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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CES各蒐集管道受僱員工人數占比 

二、 電子資料交換中心（EDIC） 

電子資料交換中心（EDIC）建置於 1995 年，位於芝加哥。目前大約有 35名

員工，其中 30 名為契約員工。主要負責當前受僱員工統計（CES）及受僱員工

薪資季度統計（QCEW─MWR 調查）兩方案之大規模廠商資料收取。透過電子

資料交換方式，可有效提升擁有許多不同營業場所的大規模公司回表率，大幅降

低雇主填報負擔，並減少資料蒐集成本。 

勞工統計局負責之 CES、MWR 兩項調查，針對全國雇主蒐集其受僱員工人

數及薪資資料，其中 CES 為按月調查非農業受查廠商單位之員工人數、工時及

薪資；MWR 則為按月針對大規模多場所廠商進行調查，蒐集之資料用於補充各

州 UI 方案中按季申報之 QCR 內容不足處。CES 快速地於資料月份的下月第一

週五發布，為重要的當前經濟指標，MWR 則可獲取全面而精確的廠商各場所員

工人數及薪資資料。 

而 BLS 為了達成減輕雇主填報負擔，同時又可產製即時、正確的統計資料

的目標，1995年開始成立 EDIC。過去 CES 和 MWR 資料蒐集為透過郵件（mail）

回復，耗時且費工，而 EDIC 可透過集中式電子資料上傳方式來蒐集這些資料，

直接由各廠商之薪資系統產生電子文件，毋須手動登打建製，大幅減輕雇主負擔，

且此模式可將多場所廠商於各場所之電子文件統一交換至 EDIC，不須依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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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州分別向各州政府傳輸文件，將雇主之聯繫窗口從多達 50 個州、哥倫比亞

特區、波多黎各及維爾京群島減少到只有一個，即 EDIC，效率大幅提升。 

惟廠商是否可以 EDI方式完成調查資料繳交，EDIC 會針對廠商受僱員工人

數、場所數量及分布於多少個州政府等多面向評估是否以適合以此方式進行資料

交換，若為合適之對象即會主動與廠商聯繫討論建置 EDI交換系統之可能性。 

EDI 方式填報資料亦對 BLS 及各州政府有助益，當資料改以電子型態接收後，

毋須再經人工登打資料，可大幅度降低人力與經費負擔，且因排除填報者於輸入登

打資料可能產生誤植之人為因素，亦可提升資料精確性。同時也加快資料收集速

度，減少因廠商業務繁忙延遲回復資料之障礙，故可更快速將調查資料產製統計

結果提供各界使用。對雇主而言，透過既有公司內部薪資人事系統產製電子資料

檔案，並以 EDI方式申報，有效率、低成本，同時又兼顧品質、可靠性。 

EDI最基本的形式為於電腦間以電子方式傳輸資訊，這種資訊轉移包含兩個

主要面向，其一是方法，其二個是資料格式。BLS 選擇以平面文件格式（Flat File 

Format）傳輸資訊，各受查廠商透過標準的 File Transfer Protocol（以下簡稱 FTP）、

Secure File Transfer Protocol（以下簡稱 SFTP）或安全網絡傳輸將其資料傳送至

BLS，為了確保資料安全性，BLS 會要求對文件進行加密。而於廠商要執行 EDI

程序登入 BLS 電子交換系統需輸入使用者名稱及密碼，故廠商應要求僅有被授

權處理此工作項目者可取得使用者名稱及密碼資訊。 

為了確保資料品質無虞，針對要開始使用 EDI方式提繳資料之廠商，需要求

廠商先以其他方式提報重疊週期的資料，BLS 才可將透過 EDI 方式獲取之資料

與先前提報之資料進行比對確認，確認 EDI 機制沒有問題。如 MWR 需要至少

一季的重疊週期資料，CES 則至少需要 2個月的重疊週期，若發現資料有不一致

或缺漏問題，會延長以不同方式提繳資料之時程。 

CES 及MWR 兩項調查蒐集之資料約有 17種基本項目相同，BLS 針對這些

基本項目加以標準化，包含其格式規定及描述，最終這些項目在不同的標準資料

文件中會具相同長度，標準化資料格式可有效減少一開始的編程成本並且大幅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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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產製檔案的程序（詳見 Electronic Data Reporting文件附錄 A、B4）。而資料項

目可分為三種型態─必要的（Required）、有條件下之必要的（Conditional）、可選

擇的（Optional），依據該項目之必要與重要性分類。必要的項目如 UI帳戶號碼、

雇主身分號碼（EIN）、員工人數、薪資等，有條件下必要的項目例如填報工時數

據，同時必須填上計算週期；可選擇的則為非必要但對於確保資料品質很有幫助，

故只要廠商具備該資料亦會請廠商提供，如解釋資料變動原因的開放性備註說明。

以 CES 調查為例，如圖 4- 2顯示必要項目隨行業不同而有差異，”X”表示該項目

於該行業為必須蒐集之項目，如製造業需填報加班工時，其他行業則不需填報此

項目。 

 

圖 4- 2、CES各行業所需項目列表 

                                                 

4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Electronic Data Reporting. Website: https://www.bls.gov/respo

ndents/mwr/electronic-data-interchange/file-forma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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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 2022年 CES 調查之受查廠商回復資料方式，以 EDIC 方式取得之資料

約包含 32萬名雇主，涵蓋 80間企業以及 750 萬名員工，即占了超過半數的受僱

員工人數。而 2019 年第 1 季 MWR 資料收集狀況檢視，總員工數約 6 成資料透

過非紙本方式傳送申報，其中透過 EDI方式占 24%，網路填報系統則占 36%。 

在全球 Covid-19 影響下，DCCs 及 EDIC 自 2020年起已全面遠距辦公 2年，

原本集中於中心進行電話訪問之工作型態，須轉變成遠距辦公，其設備、程序、

人員配置皆須重新安排。隨疫情趨緩，DCCs目前會視員工表現狀況決定是否可

遠距辦公，表現較差的員工需要較多指導及其他資深人員監督，表現較佳的員工

可以有更多彈性選擇遠距辦公。觀察 EDIC 因員工表現良好，有高比例人員持續

遠距辦公。 

第二節、 資料管理及應用 

一、 法律規範 

依據 2002 年修訂之機密資訊保護和統計效率法案（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Statistical Efficiency Act of 2002，以下簡稱 CIPSEA），

確保所有依循保密承諾獲得的個人資料訊息之保密性，且任何蒐集之資料皆僅用

於統計目的，不供其他公務使用。 

CIPSEA 將可查閱這些資料的個人身分加以限制，僅確實有需要了解資料者

才授權予以查閱資料的權限，並規定當任何具權限之 BLS 員工及代理人故意洩

漏資料將處以罰則及罰款，處罰規則包含解僱違反規定之員工。BLS 並針對受查

者可識別訊息（respondent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RII）加以制定管制規定，說

明由 BLS 獲取或管理僅用於統計目的之資料，應確保資料僅供被授權者才可查

閱，且僅可使用於統計目的。然而，因每個州的保密程度根據該州的法律而有所

不同，如 ARS 和 MWR 表格上並無直接敘明資料受以上承諾保障，但當這些

QCEW 的資料提供至 BLS，由 BLS 擁有管理，則資料即被視為受保密承諾之資

料，屬 CIPSEA 涵蓋範疇，此對 QCEW 計畫可順利執行相當重要，讓所有資料

提供者（受查廠商）放心提供資料。 

面對機敏性資料管理，OFO 辦公室提供了包含各州政府及各地區辦公室員

工訓練、監管系統與伺服器設備安全性維護、依循告知後同意蒐集利用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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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機敏資料保護及統計效能法案（CIPSEA）、並規劃 BLS 辦公室的監管規定

程序。 

二、 BLS限制性資料使用規定 

BLS 提供許多公開資料供大眾使用，但針對具個人資料等機敏性資料，BLS

規定僅提供有資格的研究者至指定地點才可獲取相關特定統計計畫的保密性資

料，指定地點包含華盛頓 D.C.辦公室（Onsite at BLS）、聯邦統計研究中心（Federal 

Statistical Research Data Center，FSRDC）、以及指定的辦公室（Offsite）透過 Virtual 

Data Enclave（VDE）方式，圖 4- 3說明不同方案調查之資料獲取管道限制規定。 

因 BLS 有責任保護受查對象的資料，針對欲取得調查保密資料之研究者，

在核定允許前，BLS 須審慎審核確認研究者的特定統計用途及需求，並確認研究

者了解須遵循之所有資料保密規定，故研究者必須提交研究申請表。當收到研究

申請表之後，BLS 將基於數個有無可能的披露風險來評估研究之可行性。 

 

圖 4- 3、BLS各方案及調查限制性資料取得管道5 

BLS 希望研究者可以在提出資料申請書之前，透過適當的 BLS 聯繫管道說

                                                 

5 Website: https://www.bls.gov/rda/what-datasets-are-availabl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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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研究計畫，研究者若有申請程序上的問題也可以聯繫 BLS 協助。一旦申請

通過後，BLS 將提供研究者針對其研究主題所需的資料，而申請模式與時間則取

決於研究所需的資料性質而定。 

BLS 依照不同的資料機敏程度，有不同取得資料的方式，研究者可能會被限

制於某些特定的取得方式，以提高資料保密性，如僅能至聯邦統計研究中心管制

室中進行資料分析。針對可獲取資料的身分亦有相關規定，BLS 針對不同身分者

分別規範不同資格條件加以審核，研究提案也應依循相關規範提出，表 4- 1說明

限制性資料使用簡要規定。 

表 4- 1、限制性資料使用規定 

資料提供管道 

 BLS的內網 

 聯邦統計研究中心 

 遠端網路 

可申請使用資料之身分 

 美國統計機構 

 美國聯邦機構的研究辦公室或部門 

 美國高等教育機構 

 符合資格的美國非營利組織 

 各州、地方或印地安部落政府 

 州與地方政府官方協會 

 代表成員州或地方政府的機構 

 聯邦資助的研究及發展中心 

研究計畫提供應符合準則 

 只限定用於統計使用之研究 

 具有技術上的優點之研究 

 BLS有高度興趣者之研究 

 有關 BLS未來發展之計畫 

三、 BLS─QCEW資料應用 

BLS各方案與調查之統計結果，皆於 BLS官方網站上公開供大眾使用查詢，

如透過 Open Data Access6與 BLS Database7，皆可查詢到各式調查統計結果，並

                                                 

6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Quarterly Census of Employment and Wages: QCEW Open Data 

Access. Website: https://www.bls.gov/cew/additional-resources/open-data/home.htm 
7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Quarterly Census of Employment and Wages: QCEW Searchable 

Databases. Website: https://www.bls.gov/cew/data.htm 

https://www.bls.gov/cew/additional-resources/open-data/home.htm


 

54 

 

可透過依使用者所需產製相關 CSV檔案下載編輯。 

 

圖 4- 4、QCEW資料應用層面 

其中以 QCEW 為例，其統計結果應用層面即相當廣泛（如圖 4- 4），各應用

層面分述如下： 

 基準校正（Benchmarking）：為許多 BLS 其他調查方案之受僱員工人數

基準值（Employment Benchmark），包含 CES、職類別受僱員工調查

（Occupational Employment Statistics）、職缺與員工進退調查（Jobs 

Openings & Labor Turnover Survey）等。 

 抽樣（Sampling）：為許多抽樣調查之抽樣底冊（sample frames），如 CES、

工業生產價格方案（Industrial Price Program）、勞動報酬調查（National 

Compensation Survey）等。 

 一般經濟目的（General Economic Uses）：提供予相關經濟部門產製各式

經濟統計指標參用，如美國經濟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產製消費者物價指數（Personal Income）、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等指標。 

 其他政府方案使用（Programmatic Uses）：設定 UI方案之稅率及精算方

案（UI Tax Rate & Actuarial Analysis）、評估 UI受僱員工涵蓋範圍（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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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ed Employment）、大量解僱統計（Mass Layoff Statistics）等。 

 分析人員使用（Analytical Uses）：如普查局分析人員會使用 QCEW 資

料確認檢核相關資訊，以提升資料品質及降低成本支出，包含商業登記、

行業編碼、多場所單位資訊等，亦於非普查年使用 QCEW 人數資料作

為現住人口調查抽樣設計參考。 

QCEW 資料被廣泛使用於各公私立單位，供做統計、研究及發布用，包含經

濟分析局、普查局、BLS 各調查方案、其他政府組織、學術單位及私人經濟預測

單位、媒體及社會大眾。如經濟分析局應用 QCEW 資料於國民所得、國家所得

與生產帳戶等統計數據；UI稅務單位除做為資料提供者，亦應用 QCEW 統計結

果於訂定各行業的失業補助計畫稅率；私人單位如銀行經濟預測、保險公司設定

保險費率等亦以 QCEW 統計結果作為依據，各單位使用資料情況如表 4- 2。 

表 4- 2、QCEW資料應用─使用單位及目的 

資料使用者 資料使用目的 

經 濟 分 析 局 （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國民所得（Personal Income） 

 國家所得與生產帳戶（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郡人均所得（ County Personal and Per Capita 

Income） 

   

普查局（Bureau of the Census） 
 行業編碼（Industry Coding） 

 抽樣底冊（Possible Future Sampling） 

員 工 訓 練 及 管 理 部 門

（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dministration） 

 精算及信託基金分析（Actuarial and Trust Fund 

Analysis） 

 失業保險費率（Insured Unemployment Rate） 

 擴大失業福利觸發因子（Extended Benefit Trigger） 

BLS 調查蒐集（BLS Directly 

Collected Surveys） 

 生產者物價指數抽樣（ Producer Price Index 

Sampling） 

 NCS抽樣（NCS Sampling） 

職業安全及健康統計方案

（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tatistics Program） 

抽樣及基準校正（Sampling and Benchmarking） 

就業及失業統計室方案（Office  CES基準校正及估計研究（CES Benchmark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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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使用者 資料使用目的 

of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Statistics Programs） 

Estimation Research） 

 地方失業統計計畫（Local Area Unemployment 

Statistics） 

 小型區域受僱員工方案（Program's Small Area 

Employment） 

 估計（Estimates） 

 OES 抽樣及基準校正（ OES Sampling and 

Benchmarking） 

 JOLTS 抽樣及基準校正（JOLTS Sampling and 

Benchmarking） 

QCEW 方案辦公室（QCEW 

Program Office） 

 新聞發布（Publication and Press Releases） 

 出生/死亡與成長性研究（Birth/Death and Gross 

Flow Studies） 

 其他長期研究（Other Longitudinal Analysis） 

州政府勞動機構研究單位（非

就業及失業統計室方案）（SWA 

Research Units (Non-OEUS 

Programs) ） 

 薪資調查抽樣（Wage Survey Sampling） 

 出生/死亡研究（Birth/Death Studies） 

州政府勞動機構受僱員工安全

單 位 （ SWA Employment 

Security Units） 

職缺抽樣─審計人員（ Job Service Sampling for 

Audits） 

州政府勞動機構UI單位（SWA 

UI Unit） 

 計算 UI一般稅率（Computation of General UI Tax 

Rates） 

 設定各行業新雇主之 UI稅率（Setting UI Tax Rates 

for New Employers by Industry） 

 決定每週補助金額上限（ Determination of 

Maximum Weekly Benefit） 

 設算數量（Amounts） 

其他州政府單位（Other State 

Government） 

 收入部門擬定預算模型（Revenue Department 

Budget Modeling） 

 監管用途（如各行業雇主之調查）（Regulatory Use 

(e.g., Survey Employers by industry)） 

 交通運輸需求評估（ Measuring Demand for 

Transportation） 

地方經濟規劃（Local Economic 

Planners） 

學校、道路等需求預測（Forecasting Demand for 

Schools, Roads, et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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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使用者 資料使用目的 

私人部門規劃（Private Sector 

Planning） 

 各銀行之經濟預測（Economic Forecasting by 

Banks） 

 各行業公用資源使用需求估算（Utilities Measuring 

Demand by Industry） 

保險公司設定各行業保險費用） 

私人顧問（Private Consultants） 
計量經濟模型與預測（Econometric Modeling and 

Forecasting） 

學術單位（Academics） 各式研究項目（Assorted Research） 

媒體（Media） 文章與出版物（Articles and Publications） 

一般大眾（General Public） 各式應用目的（Miscellan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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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普查辦理情形與變革 

美國每 5年辦理 1 次經濟普查（Economic Census），分別於西元年結尾為 2和 7的

年度進行調查，針對全國企業蒐集美國經濟至關重要的企業詳細統計數據，提供國家、

州和地方政府全面性的統計資料，為衡量美國企業及其經濟影響的基礎。經濟普查結

果依 NAICS 分類統計，發布包含企業家數、受僱員工人數、薪資及產量（銷售額、出

貨價值或收入）等資料。 

經濟普查以場所為調查單位，為了減輕廠商填報負擔，並非每個場所單位都為受

查對象。調查對象經抽樣選擇約 420 萬個場所，包含大型、中型、小型各規模場所、各

行業、各地區廠商，依其主要營業項目填報不同的調查表式。未被抽取之小規模場所，

以相關公務資料來替代作為數據報告。 

第一節、 2017年經濟普查執行情形 

2017年經濟普查即全面使用網路填報方式進行調查，廠商透過網路填報問項資料，

大規模有多場所單位之廠商另可透過下載及上傳試算表來幫助填報相關資料。惟考量

特定島嶼區域因基礎電信網路設備受限與不足，無法以網路填報方式提供資料，故針

對特定島嶼區域的廠商，專案提供紙本調查表資源供廠商使用，但仍鼓勵廠商改以網

路填報。 

一、 應用研究調查結果 

為了針對經濟普查持續精進改善，主要目標即為在適當的成本效率下，提升參與

率（Check-In Rate）及全面品質回復率（Total Quality Response Rate），普查局使用焦點

團體、認知測試以及隨機試驗等方式了解不同調查方式、策略下對調查造成的影響。 

其中隨機試驗為於非普查年度，持續透過其他年度性、針對特定行業以及跨行業

等不同的強制性經濟調查中進行試驗，如零售業調查（Annual Retail Trade Survey）、製

造業調查（Annual Survey of Manufactures）、服務業調查（Service Annual Survey）等。

試驗以隨機方式分派不同調查方法，並透過控制部分調查因素，以判定特定策略方法

產生的影響，如試驗於填報到期日前提醒對於廠商回復率、回復時間是否有影響。針對

試驗中顯著顯示有效之方式，會持續於不同調查重複試驗，以確認其影響力。透過各式

於年度調查試驗之結果，2017年經濟普查應用了以下有效的資料蒐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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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網路填報系統資料收集，不再印製紙本調查表：觀察 2007 年與 2012年

經濟普查回復方式，電子填報率由 28.6%提升至 53.4%，其他年度經濟調查亦

明確顯示廠商透過網路填報方式之偏好，如圖 5- 1、圖 5- 2所示。 

 

圖 5- 1、2007年與 2012年經濟普查網路填報比率 

 

圖 5- 2、2010年 2013年各式經濟調查網路填報回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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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件通知僅附上信函說明（letter-only mailing）：郵件通知中僅包含信函文件，

內容強調經濟普查之強制性及雇主責任、說明電子式填報方式，並說明經濟

普查之設置目的及其應用性。郵件信封上使用紅色墨印強調資料填報截止日

期。 

 採行填報到期日前之提醒，以及加速後續跟進追蹤的時程：經試驗透過到期

日前的提醒，可有效提升回復率及縮短回復時間；加速後續跟進追蹤時程則

能有效縮短回復時間。 

 使用壓封式信函（Pressure-sealed envelopes）：針對到期前提醒以及後續追蹤郵

件通知，使用壓封式信函可有效減輕郵件組裝及封膠之成本耗費（相比函文

與信封分開），且經研究不會降低參與率。 

 針對特定回復率較低之行業，以掛號郵件（certified mail）方式執行跟進追蹤

催報。 

二、 由年度經濟調查中學習之調查策略 

 新年度開始後再開始進行郵件寄送通知：過去經濟普查於前一年底開始郵寄

通知信函，希望提前通知廠商即將辦理經濟普查，惟於年底通知會增高廠商

心理上填報負擔，故改於新年度開始後再執行。 

 直接訂定明確填報截止日期，取代過往多以收到通知後多久時間內應回復的

敘述，可有效讓廠商於應回復期限內填報。 

 標準化公式決定填報期限及聯繫期程。 

 針對拒填廠商，使用最密集、最高成本之聯繫策略處理。 

 最後一次的郵件通知，由法務部辦公室（Office of General Counsel，OGC）發

出，強調配合填報之法律責任。 

 針對回復率較低之行業，以及影響力較大之廠商，使用電話聯繫之跟進追蹤

策略，以提升回收資料之涵蓋範圍，有效降低成本。 

三、 顧客服務策略（Customer Service Strategy）方案 

2017年經濟普查執行顧客服務策略，包含： 

(一) 設置帳戶管理員（Account Managers） 

針對特定挑選出的廠商清單，指派專人完成整個資料收集程序，包含調查執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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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繫、第一次郵寄通知、填報期限前提醒、適當調整填報期限，以及完成填報後的感

謝聯繫。 

(二) 電話及電子郵件併行協助資料蒐集 

 使用互動式語音系統（Interactive Voice Recognition，IVR），提供填表人選擇

問題類型，語音系統可自動依所選問題回復應答。此系統可有效降低填表人

對於專人回復的需求，降低人力負擔。 

 客服中心僅須就 IVR 無法處理的問題進一步解決，包含延長填報期限、諮詢

澄清，以及相關系統技術協助。 

 客服中心支援多國語言，如西班牙語。 

 客服中心人員面對無法回應填表人問題及需求之情形時，可轉予本調查之分

析人員處理。 

(三) 持續精進改善單一入口網（Respondent Portal）功能 

各項經濟調查網路填報系統整合供使用者透過單一入口網登入，使用者登入後即

可檢視所有須填報之調查項目。政府整合各網路填報系統以減少廠商記憶填報網址、

各式帳號與密碼等負擔，且因受查者可同時檢視各項調查項目資料，有效使填報之資

料更趨一致，並確保品質。2017 年經濟普查時，此入口網新增訊息留言功能，供填報

人便利提出問題諮詢，亦增設線上延長填報期限申請功能。 

(四) 申請重新郵寄驗證碼（Authentication code） 

此服務因應於 COVID-19 影響下許多員工改以遠距方式處理公務，故可向普查局

提出將驗證碼資訊郵寄至負責人員之聯絡地址，而非公司之登記地址。當原本登記地

址錯誤亦可透過此方式申請再次寄送驗證碼。 

四、 執行情形 

2017 年經濟普查使用上述應用研究調查結果之項目、年度經濟調查學得之策略以

及新推行之顧客服務策略方案完成調查，執行過程程序詳見圖 5- 3，統計最終資料回復

方式，網路回復方式由 56.4%提升至 98.19%（如圖 5- 4），僅餘非常少數受限環境設備

者未以網路方式完成調查。 

因 2017年經濟普查面臨意外的預算審查卡關未過情況，故整體調查期程及內容作

部分調整，包含 1.調查開始期程延後約 5個月；2.單一場所廠商樣本數刪減；3.預算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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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前僅針對多場所及大規模廠商寄送填報期限截止前之郵件通知；4.針對特定對象之

掛號信函通知延後處理；5.因政府停止運作（government shutdown）延長最終資料收集

期限至 2019年 3月 29 日。 

 

圖 5- 3、2017年經濟普查執行程序 

 

圖 5- 4、2017年與 2012年經濟普查資料各蒐集模式占比 

第二節、 2022年經濟普查執行情形與變革 

同樣的，於 2017年經濟普查結束後，普查局持續透過年度各式經濟抽樣調查中試

驗更多不同的調查方式與策略，期能精進改善 2022 年經濟普查調查。以下就 2022 年

使用之調查方式及策略說明。 

一、 擴展電子郵件通知，增加語音自動撥號系統（Roboc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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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早開始使用電子郵件通知（Earlier use of email） 

 透過前期調查（Pre-canvass），針對中、大規模之多場所單位廠商，透過電子

郵件方式聯繫廠商，先請廠商更新相關聯絡資訊包含郵寄地址、電話等項目。 

 於第一次郵件通知廠商 2022 年經濟普查將開始辦理時，同時透過電子郵件方

式通知廠商。此方式主要為因應 COVID-19 後許多公司持續使用遠距辦公工

作模式，故電子郵件通知可讓未進辦公室之負責人員更容易獲取相關資訊。 

(二) 使用電子郵件通知模式以降低成本 

 於後續追蹤催報郵件前，先以電子郵件方式提醒廠商，可有效使部分廠商於

該時間主動完成填報，減少需再郵寄催報的廠商數量，故顯著降低成本支出。 

 當廠商首次依驗證碼登入系統時，即跳出詢問廠商是否同意減少紙量政策＂

Would you prefer to go Paperless？＂，當廠商選擇同意，後續第一、二次跟進

提醒郵件則不會郵寄寄送，皆改以電子郵件方式提醒通知，大幅減少紙本郵

寄成本。經試驗調查結果顯示，選擇同意紙本減量政策之廠商其最終回復率

維持與選擇郵寄方式提醒之廠商一樣。 

(三) 電子郵件與電話同步執行 

 以語音自動撥號系統（Robocalls）執行後續追蹤提醒工作：此方法為面對

COVID-19挑戰下推行之方法，因受 COVID-19影響，員工無法至客服中心上

班，難以執行帳戶專員電話聯繫方案。故設計語音自動撥號系統，透過自動撥

號聯繫廠商，提醒調查填報截止期間及相關訊息。此方式目前被視為成本效

益高之策略，可進行大範圍、高數量之聯繫提醒，現亦持續應用於部分經濟調

查中，將持續追蹤其效益影響。 

 電話追蹤聯繫輔以同步寄送電子郵件通知，有效增強電話聯繫的效果。尤其

語音自動撥號部分，因效果仍無法與真人電話聯繫相近，透過語音聯繫後同

步寄送電子郵件催報通知，可提升語音訊息的效果。 

二、 公務資料蒐集應用 

(一) 尋找其他公務資料之聯繫資訊 

當受查廠商於第一次追蹤聯繫後仍未觸發使用其驗證碼（Authcode），即視為該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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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尚未被聯繫且未得知相關普查資訊。故會尋找其他公務資料中廠商其他聯繫資訊，

如透過商業登記資料庫 Business Register (BR)，及其他持續按年辦理之經濟調查資料。

近期普查局亦執行一方案針對約 1 百萬家單一場所廠商，收集其最新的聯絡電話、地

址及電子郵件，希望保持聯絡資訊有效狀態。 

(二) 針對不同對象寄送不同催報郵件 

篩選出之特定多場所廠商、優先的單場所廠商寄送法務部辦公室（OGC)郵件信函；

其他多場所廠商則寄送 OGC Lite letters（內含明確法律責任之郵件，但非 OGC 名義寄

出）；其他單場所廠商寄送 CEO郵件，為普查局首長名義之郵件信函。 

(三) 評估經濟普查及年度商業調查（Annual Business Survey，ABS）優先性 

當廠商同時為兩調查之受查廠商，經濟普查最後一次郵件通知時間會與商業調查

第一次通知時間重疊，為了降低廠商同時收到兩項不同調查之混亂狀況，針對需同時

填報兩項調查之廠商，將經濟普查最終通知時間往前挪移，使廠商不會同時收到不同

調查之郵件通知，以降低廠商困擾。 

(四) 引進新的 Tableau dashboards 顯示每日即時填報狀況 

將 Unified Tracking System 報告套入 Tableau 軟體中，使工作人員可於 Tableau 

dashboards看到各行業、規模等較細分類之填報狀況統計分析圖，有效決定需針對哪一

類族群更積極聯繫催報。 

三、 顧客服務策略方案 

(一) 2022年經濟普查擴大了帳戶管理員方案（Account Manager Program），將中型規

模的廠商納入此方案對象，將有專人聯繫、追蹤並提供廠商所需之支援服務。 

(二) 強化 IVR 系統，透過不斷更新普查局所得之公務資料，可將近期來電諮詢問題、

項目設定於語音回應系統中，使多數問題得以於 IVR 系統中處理完畢，減少須轉

接專人之需求。 

(三) 填報單一入口網增設客製化功能，包含針對各受查廠商不同的歡迎、感謝等客製

化郵件內容，並提升訊息傳送安全性等。 

(四) 透過即時數據統計，每日即時處理重新寄送驗證碼之郵件。 

四、 2022年經濟普查執行程序規劃與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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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精進、新創之方法及策略，2022 年經濟普查規劃執行程序如圖 5- 5，其

中主要幾項重要變革包含 1.中、大規模廠商透過前期調查 Pre-canvass 更新聯絡資訊；

2.第一次郵件通知包含了信函（letter）及宣傳單張（flyer）;3.電子郵件提醒次數增加，

並加入語音自動撥號電話（Robocalls）聯繫系統於追蹤催報程序；4.當第一次追蹤聯繫

後廠商仍未啟用其驗證碼（Authcode），即透過所擁有之各式公務資料找出廠商其他聯

絡資訊。 

除了以上 4 點重要變革，另針對第一次郵件通知工作，規劃為期一週針對不同對

象不同時間點寄送郵件的執行模式，期能降低電話客服中心尖峰使用期間之狀況。至

於在第一次郵件通知加入宣傳單張，主要因透過試驗調查及焦點團體研究，顯示宣傳

單張說明普查資料應用之層面以及簡述調查結果，可增加受查對象填報意願，且更了

解自身之責任，故嘗試加入宣傳單張期能帶來正向影響（宣傳單張如圖 5- 6所示）。 

 



 

66 

 

 

圖 5- 5、2022年經濟普查作業程序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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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6、2022年經濟普查宣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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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得與建議 

本次赴美國 BLS 及普查局研習廠商面統計調查辦理情形，包含 QCEW 調查

與公務統計整合模式、多元化蒐集管道、資料應用管理等議題，以及 2017 年至

2022 年經濟普查調查情形等，同時亦了解該國因應當前疫情挑戰相關變革創新

方案，冀做為我國辦理統計調查之重要參據。本次研習心得與建議列述如下： 

一、 賡續優化相關調查網填系統，達紙本減量與低碳目標 

美國各政府部門辦理統計調查，多朝紙本減量、提升網路填報率為目標，

QCEW的ARS調查現已全面改為網路填報方式蒐集資料，不再印製紙本調查表，

MWR 調查部分則持續鼓勵受查對象改以網路方式回復調查資料，經濟普查亦自

2017年首次推動全面網路填報後持續努力提升網路填報之便利性與友善性。 

以 EDI、網路申報方式執行調查，確實可降低紙本調查表印製成本、減少紙

本資料登打與掃描之人力負擔及降低登錄錯誤率，系統即時檢核功能於受查廠商

填報時立即反饋填表人填報內容是否合理。透過相關檢核條件設定，當填報上下

月資料變動差異過大時，系統即提醒填報人確認數據加以修正或說明原因，使資

料品質更穩定，減輕分析人員後續資料檢核負擔。另因縮減紙本資料寄送、登打、

掃描等時程，使資料回收效率提升，BLS 表示 QCEW 統計結果由過去資料時間

9個月後發布提前為 5個月後，即為增加電子資料回復率之成果。除此之外，BLS

亦透過系統設計使填報人於輸入主要營業項目關鍵字時，同步陳示相關行業內涵

說明，有效協助填報人正確選擇符合實際營運狀況之行業。 

我國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及附帶專案調查皆已建置網際網路填報系統，其中受

僱員工薪資調查受查廠商每月以網路填報方式回復比率達 7成，且針對特定行業

或特定營業地區之受查廠商，甚已完成推動全面網路填報，如金融及保險業及各

科技產業園區內之受查廠商。未來將持續評估合適之受查對象範圍推動全面網路

填報，逐步增加網路填報比率，以提升調查效率。另將賡續優化網路填報系統功

能，如增設相關檢核功能即時提醒受查廠商填報人及各市縣負責調查人員資料之

合理性行業判定，以提升資料品質並減輕後續各階段審核負責人員之負擔與時間

成本，並評估於系統加入營業項目引導選填功能，以利行業之判定。 

二、 合於相關法令規範，增進資料整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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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EW 為 BLS 以 UI、UCFE計畫之申報資料為基礎，再加以自行辦理 ARS

及 WMR 兩項調查而完備資料來源以完成之統計方案。除 BLS 聯邦辦公室與其

轄下各地區辦公室、DCCs、EDIC 共同合作執行此調查方案，另跨部門間協作更

為完成此統計調查重要關鍵，包含各州政府 LMI 部門、UI 稅務部門、UCFE 聯

邦部門等各依其權責蒐集資料再整合應用。 

為因應社會、經濟、科技與自然環境等各項快速變化，統計調查亦須變革創

新，如面對 2020年突發之疫情影響，QCEW針對資料插補方式、停業廠商判定

程序與資料編製流程擬定改善精進方案。以停業廠商判定程序變革項目說明，

BLS 利用 Local Area Unemployment Statistics（LAUS）方案之 UI申請失業補助

之資料，並以模型預測後即時判定廠商營運狀況，顯示連結應用相關資料之重要

性。 

面對社會情勢快速變動及統計資料需求擴展，我國已運用財政部、勞動部及

衛生福利部等各單位相關行政查報或公務登記資料，編製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

全年總薪資中位數及分布統計結果。我國現行依統計法規定，為統計目的需要或

減輕統計調查受查者負擔，得向各級政府機關要求提供相關行政查報及統計調查

資料，故為因應長期且多元需求，建議於相關法規及個資保護前提下，建立常川

性申請應用機制。 

三、 善用資通訊技術輔助統計調查 

美國近年包含經濟普查、各項年度性經濟調查及 QCEW 的 ARS、MWR 等

調查皆認為電子郵件通知─「Email Blasts」具高度成效，包含調查執行前說明通

知，以及後續追蹤催報皆可有效提醒受查對象完成調查，且疫情後遠距辦工成為

未來工作模式之一，電子郵件相較紙本郵件更可有效及時聯繫受查對象。為掌握

足夠廠商的 Email 資訊，美國於新公司設立之申報登記將 Email 資訊納為必須提

供之項目，並透過各年度性經濟調查持續更新資訊。 

近期經濟普查開始推動互動式語音系統（ IVR）及語音自動撥號系統

（Robocalls），其中互動式語音系統提供填表人選擇問題類型，系統自動依所選

問題回復應答，有效降低填表人對於專人回復的需求，客服中心專員僅須就 IVR

無法處理的問題進一步解決，包含延長填報期限、諮詢澄清，以及相關系統技術

協助，有效降低人力負擔。而語音自動撥號系統（Robocalls）則應用於後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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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工作，透過語音自動撥號系統自動撥號聯繫廠商，提醒調查填報截止期間及

相關訊息，可進行大範圍、高數量之聯繫工作，若再輔以同步寄送電子郵件通知，

更有效增強聯繫效果。 

疫情後許多國內企業改變原有固定辦公處所之工作模式，而我國同為網路及

科技技術、設備發展相當成熟之國家，為有效提升我國統計調查辦理效率及降低

調查人力負擔，宜適度評估納入資通訊技術輔助統計調查之可行性。 

四、 優化調查管道及統計結果公開平台 

BLS 表示 ARS 或 MWR 調查之回復率雖然相當高，惟外界仍認為可能是許

多州政府明定法規要求廠商配合查填，經其了解相關調查執行情形，認知到法律

強制責任與裁罰規定非維持高度回復率及資料品質之主因。建立合理之調查程序，

持續提升填報管道便利性與友善性，優化與受查對象間之聯繫、追蹤方式，重視

受查廠商意見回饋，並主動分享調查統計結果才是關鍵。舉例來說，普查局為提

升填報管道便利性，針對各項經濟調查建立網路填報系統單一入口網，使用者透

過單一入口網登入後即可檢視所須填報之調查，不再需要記錄多組填報網址、帳

號與密碼，且因得以同時檢視各項調查項目資料，降低各項調查資料間的不一致

情形。另針對統計結果，除不斷擴展公開資料應用類型及管道，亦主動於辦理調

查時分享上期統計成果，如 2022年經濟普查即提供宣傳單說明 2017 年經濟普查

辦理成果。 

目前本總處辦理各項廠商面調查之網路填報系統係以設置超連結方式供填

報人自行點選連結至不同調查之登入頁面，實有帳號密碼易遺忘或錯置情形，且

較難以核對不同調查項目間填報之資料是否一致，故可參酌美國作法持續評估系

統整合之可行性。另本總處業建置具親和性及便利性的動態查詢網站，並結合視

覺化及互動化方式呈現，以利外界應用。 

五、 強化資料安全及人員訓練 

美國機密資訊保護和統計效率法案（CIPSEA）保障所有依循保密承諾獲得

的個人資料訊息，規定任何蒐集之資料皆僅用於統計目的，不供其他公務使用。

CIPSEA 將可查閱資料的個人身分加以限制，並經授權後才有查閱資料的權限，

並規定當任何具權限之 BLS 員工故意洩漏資料將處以罰責及罰款。除相關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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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外，BLS 落實所有員工教育訓練，無論員工為長期、臨時性、全職或兼職型

態，到職後皆須受訓後才可參與調查，以確保資料安全，使資料提供者（受查廠

商）放心提供資料。 

我國訂定之統計法，規範所有蒐集之統計資料應妥善保管，且個別資料應予

保密，除統計目的外不得作為其他用途。本總處為增進普抽查資料應用效益並兼

顧資訊安全，訂定「提供普（抽）查資料管制作業要點」，將調查資料依機敏程

度分級管理，並設立資料管制室，提供機敏性資料處理之臨場作業環境，同時持

續精進去除個別識別碼及敏感性資料之方法。另針對各調查定期辦理相關講習訓

練及考核，供所有參與調查人員了解調查知識，並強調資料重要性及保密責任，

以維調查資料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