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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左上: 星星之火燎原 

2007 年統計圖競賽社會組第 2 名，得獎者謝綺紋當時就讀環 

球技術學院，圖表設計採用台灣地區火災起火原因、次數及傷亡統

計，以簡潔細膩的表達方式呈現社會安全統計重要之一環。 

右上: 台灣水撲滿 

2007 年統計圖競賽社會組第 3 名，得獎者蕭勝源當時就讀南台 

科技大學，利用我國重要水庫有效蓄水量統計，反映環境時事，意

象清楚易懂，用色對比調和。 

左下: 高中生從事環保之比率 

2007 年統計圖競賽高中(職)組第 1 名，得獎者為當時就讀泰北 

高中的周意潔同學，利用該校同學為調查樣本，以自行蒐集的調查

資料，結合精巧成熟的插畫技巧，呼籲同儕對環保議題的關心。 

右下: 生活中做那些事可以增加你的幸福感 

2007 年統計圖競賽高中(職)組第 2 名，得獎者為當時就讀泰北

高中的徐聖雅同學，作者以自行調查結果，將高中生眼中幸福事項

--包括與家人相處各種休閒活動，以超現實手法將圓餅圖表概念與 

 

 

 

 

 

 

 

 

 

 

 

 

 

 

 

 

 

 

頭部造型結合，畫面單純簡潔，

資訊清晰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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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公務統計與統計資料庫系統之結合應用 

 

陳素芳 

(交通部統計處專員) 

交通部現行「交通統計資料庫系統」主要係輔助交通公務統計業務之執行，提供完

善統計資訊供各界查詢應用，並應交通業務需求逐年新增修訂各項系統應用功能，有效

增進交通部(以下稱本部)公務統計業務之效能，對交通統計業務之推展著有績效。 

近年來交通部統計處(以下稱本處)積極增修資料庫系統之重要功能，提升其與公務統

計業務之結合應用範疇，內容包括「公務統計報表編報考核」、「統計書刊資料上網」、「統

計資料大事紀」、「統計名詞定義」與「統計資料查詢應用」等功能，茲簡要說明如次： 

壹、公務統計報表編報考核 

一、緣由 

交通部「交通統計資料庫系統」所儲存各項統計資料，依其資料來源之不同，可分

成三大類：Ⅰ、本部所屬機關（構）定期報送之公務統計資料；Ⅱ、其他機關（構）（例

如行政院主計處、內政部警政署、經濟部工業局、縣市政府交通單位…等）所提供統計

資料；Ⅲ、本處自行產製之統計資料（例如由國際期刊與網站所蒐集之主要國家交通統

計資料）。 

「交通統計資料庫系統」自 89 年上線迄今，已建立統計資料筆數超過 2,500 萬筆，

其中最主要的資料來源為本部所屬機關（構）所報送之公務統計資料，目前各所屬機關

（構）透過資料庫系統介面，定期填送之公務統計報表約 250 種，資料庫每月新增資料

筆數約 17 萬筆，全年約新增 230 萬筆資料。 

為管理各所屬機關（構）定期報送之公務統計報表，訂有「交通部公務統計報表編

報考核要點」，考核各機關（構）所編報公務統計報表績效，本處為確實執行考核要點

所訂各項考核事宜，爰於「交通統計資料庫系統」開發報表考核作業功能，以即時掌握

各公務報表確度及時效。 

二、流程 

目前本部所屬機關（構）透過網際網路進入統計資料庫系統，定期報送公務統計報

表資料，其作業程序如次： 

(一) 各機關（構）報表承辦人員，執行「統計資料維護」功能，鍵入所負責類別之

公務統計報表統計資料。 

(二) 執行「統計報表列印」功能，該功能將輸出公務統計報表，並可檢核報表資料

是否正確。 

(三) 報表資料檢核確認後，最後再執行「報表傳送作業」功能（如圖 1），將該公務

統計報表正式傳輸至本部，統計資料庫系統並自動記錄該報表之傳送日期及時

間。 

【統計專載】 

 

【統計專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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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報表傳送作業畫面 

 

 

 

 

 

 

 

 

 

 
本處收到各機關（構）所傳送之公務統計報表後，即辦理有關報表之考核，其作業

程序如次： 

(一) 由本處承辦人員進行報表資料之審核及彙整，若發現所送報表有錯漏之情況，

則通知該機關（構）查明補正，並執行統計資料庫系統「報表稽催作業」功能

（如圖 2），記錄該報表之報送確度。 

(二) 統計資料庫系統依各機關（構）報表報送日期及時間，自動計算有關報表之時

效，並對未符時效的單位適時提醒。 

(三) 本處於每年年終，彙整統計資料庫系統所記錄公務統計報表編送時效及確度，

核算各受考評機關（構）之全年編報成績，考核成績並函送各受考評機關（構）

憑以辦理獎懲事宜。 

圖 2  報表稽催作業畫面 

 

 

 

 

 

 

 
 
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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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統計資料庫系統考核作業功能的輔助，大幅降低本處承辦人辦理報表審核、紀

錄報表時效與確度之作業時間與人力，96 年本處執行「交通部公務統計報表編報考核要

點」，考核各機關（構）公務統計報表達 3,000 表次；另本處亦透過該考核作業功能，密

切與各機關（構）作充分業務溝通，有效促進公務統計報表之確度，公務統計品質與日

俱進。 

貳、統計書刊資料上網 

「交通統計資料庫系統」所建立之各項統計資料，除供本部政策擬定參據及相關業

務單位參用，並定期彙編統計書刊，提供各界應用，包括按月編製「交通統計月報」及

「交通統計重要參考指標」，按年編製「交通統計要覽」及「主要國家交通統計比較」等。 

目前本處出版之各項統計書刊，其資料彙整及統計表編印事宜，均已整合於「交通

統計資料庫系統」進行處理，由統計資料庫系統產製各項書刊統計表，大幅提升統計書

刊之印製品質及資料確度與時效。 

另為落實便民服務，本處出版之各項統計書刊，業均同步登載於本部網站，供各界

免費查詢參閱，以增進交通統計資料之應用範圍，同時本部網站公布之統計書刊電子檔，

均提供試算表 Excel 檔及可攜式文件 Word 檔兩種格式，以方便民眾下載應用。 

為辦理統計書刊上網事宜，本處於「交通統計資料庫系統」開發統計書刊電子檔產

製功能，供承辦人由系統直接輸出書刊電子檔，其產生之檔案格式及內容均與書面版本

一致，無須再進行檔案編排事宜，大幅降低承辦人員之作業時間，且各界亦可經由網際

網路即時取得最新的交通統計資料。本處統計書刊上網作業程序為： 

(一) 本處承辦人員於統計書刊書面版本編印完成後，同步透過統計資料庫系統書刊電子

檔產製功能，產生統計書刊電子檔，其所產生電子檔包括 Excel 檔及 Word 檔兩種格

式。 

(二) 該書刊電子檔產製完成後，由承辦人員查核檔案內容，確認資料正確無誤後，即將

該電子檔上傳至本部網站（如圖 3），有效增進統計書刊之應用，提升便民服務績效。 

圖 3  交通部網站統計書刊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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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計資料大事紀 

為因應交通業務變革或新興業務之執行，及考量國家政策、法令更迭及社經發展趨

向，交通公務統計之統計項目內容及分類方式，經常需要配合辦理增刪修訂作業；同一

統計項目之資料內容，亦會因某些特殊事件或統計基準改變，而造成資料時間序列具有

轉折點、資料變動幅度較大之情形，在應用此大幅異動之統計資料時，必須留意該統計

數字隱含之意義。 

本處為瞭解特殊統計資料之意涵及其編製方法，充實交通各業統計項目背景說明，

佐證統計資料之變動實況，並增強交通各業重要歷史查詢，完整保存統計數字背後之重

要歷史陳述，積極辦理交通公務統計方案「交通事業大事紀」之彙編，以延伸資料運用

觸角。 

經函請本部所屬機關（構）配合提供歷年相關交通業務大事紀資料，其內容包含資

料發生時點之業務政策陳示、重大建設興辦、資料定義說明、資料轉折計算方式及業務

範圍變動等，並參酌相關網站及書刊，另蒐集報章相關交通各業資料，依公務統計報表

屬性分類，彙整完成「交通事業大事紀」。 

為完整保存「交通事業大事紀」資料內容，本處於「交通統計資料庫系統」新增「統

計資料大事紀」功能，將彙編完成之公務統計報表大事紀，逐表建置於統計資料庫內；

並依公務統計報表記載之大事紀，著手細分各統計項目重要記事，逐項匯入資料庫。 

為方便使用者查詢應用，「交通統計資料庫系統」之大事紀，並開發增列檢索查詢功

能（如圖 4 及圖 5）；本處將賡續辦理大事紀資料內容擴充及增列事宜，並規劃修訂統計

資料大事紀整合功能，調整大事紀資料的儲存架構，持續強化統計資料大事紀的應用範

圍。 

圖 4  公務統計報表大事紀查詢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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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公務統計報表大事紀內容畫面 

 

 

 

 

 

 

 

 

 

 

肆、統計名詞定義 

為增進各界對交通統計名詞定義之認識，藉以提高統計品質，增進統計效用，本處

編印「交通統計名詞定義」一書，並將中英文名詞及定義內容登載於本部網站，供各界

應用。 

由於交通業務及相關法令陸續增刪修訂，且各交通單位建議加強其統計範圍之釋

義，本處為呈現交通業務現況，爰著手修編「交通統計名詞定義」內容，首先檢視交通

各業公務統計報表項目，擬定交通統計名詞定義增刪修訂建議內容（稿），函請本部所屬

機關（構）協助檢視所轄業別統計項目之名詞、英譯及定義。 

經彙整各機關（構）所提修正意見，同時查閱相關書刊、國內外網站資料，並就疑

義之處與相關業務單位充分討論，完成「交通統計名詞定義」之研修事宜，並印製成冊，

分送各相關機關（構）參用。 

為方便「交通統計名詞定義」之查詢應用，完整保存各項統計名詞內容，並進行「交

通統計資料庫系統」之「統計名詞定義」功能增修，將「交通統計名詞定義」內容，逐

筆建置於統計資料庫內；另開發新版統計名詞定義查詢功能，供本處同仁以全文檢索方

式查詢各項統計名詞（如圖 6 及圖 7）。 

本處亦將「交通統計名詞定義」內容掛置於本部網站，供社會各界查詢應用；另因

應交通新興業務需求，將隨時增刪修訂統計名詞定義，並同步更新統計資料庫系統內容，

適時辦理書刊改版事宜，使「交通統計名詞定義」的應用更為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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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交通統計名詞定義查詢目錄 

 

 

 

 

 

 

 

 

 

圖 7  交通統計名詞定義內容畫面 

 

 

 

 

 

 

 

伍、統計資料查詢應用 

為發揮統計資訊輔佐決策之功能，本處積極應用「交通統計資料庫系統」建立之各

項統計資料，撰寫「重要交通統計研析」，提報部務會報或簽陳部次長，以提供政策及業

務擬定之參據；另隨時配合部內長官及業務單位之需求，彈性產製各種交通統計資料，

推展統計資料之應用範圍。 

為輔助本處同仁查詢應用統計資料庫所儲存之資料內容，「交通統計資料庫系統」開

發有多種統計資料查詢功能，包括「統計項目查詢」、「條件查詢」、「圖表查詢」等（如

圖 8 至圖 10），提供使用者多種查詢資料管道。 

藉由統計資料庫系統查詢功能的輔助，本處同仁可依需要，彈性產製各種統計表，

並可輸出至 Excel 進行應用，大幅提升公務統計資料之使用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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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統計項目查詢」功能畫面 

 

 

 

 

 

 

 

 

 
圖 9  「條件查詢」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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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圖表查詢」功能畫面 

 

 

 

 

 

 

 

 

 

 

 

陸、結語 

近年來，本處積極應用「交通統計資料庫系統」，建立完整交通統計項目及時間序列

資料，並開發多種應用系統功能，提供本部所屬機關（構）及相關同仁使用，有效輔助

交通公務統計業務之推展。 

為配合交通業務之變革，並回應使用者的需求與建議，以建構完善作業環境，本處

持續辦理「交通統計資料庫系統」統計項目增修事宜，95 年至 96 年辦理公務統計報表增

刪修訂達 199 表次，範圍涵括交通各業別，並同步調整統計資料庫相關之儲存檔案及輸

入輸出格式，大幅增進統計應用效能。 

未來，本處仍將秉持精實交通各項統計之確度及效度目標，並積極與各交通相關單

位溝通協調公務統計資料之產製內容，以建立更完整交通統計資訊提供各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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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情報】 

統計圖競賽參賽情況分析 
林雪娟 

行政院主計處科員 

自民國 78 年創辦統計圖競賽至今，中國統計學社、行政院主計處及教育部已先後

合辦 19 屆統計圖競賽，成效雖已普獲各界佳評與支持，惟主辦單位仍稟持著精益求精

的精神，為普及國人統計知識及推廣統計應用之目標而努力。 

統計乃是對複雜的社會或自然現象作觀察，並藉由資料蒐集、整理、分析及解釋之

科學方法，以明瞭各種現象之變動趨勢及因果關係。處於當前知識與資訊爆炸的時代，

不論公、私部門，若想掌握時勢所趨及市場潮流，提升競爭力，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善

用「數字管理」，亦即活用統計資訊。而統計圖結合統計指標與美術設計的創意表現，

透過色彩分明的圖像及獨特的構思佈局，令視覺感官第一眼就很想與它親近，進而探尋

統計所傳達的訊息。因此統計圖是陳示統計結果最為通俗、易懂的方法。 

本項競賽累計各屆已有 16,873 件作品參賽，獲獎作品超過 1 千幅。近 5 屆(93~97

年)計有 556 所學校參賽，其中社會組有 50 所大專校院參賽，高中(職)組 146 所、國中

及國小組 360 所學校共襄盛舉。就近 5 年參賽學校之參賽次數分析，參賽 3 屆以上者合

占 10%，其中社會組有 20%的學校參加 3 次以上，高中(職)組 18%，國中及國小組則僅

占 5%，仍有努力空間(詳附表)。如按參賽者就讀科系觀察，高中(職)組以廣告設計、美

工電腦、圖文傳播或動畫等相關科系為主，社會組亦多為視覺傳達設計或廣告設計等相

關系所，顯示參賽者多能結合所學及重要統計資訊，發揮創意，可見經由參賽人數穩定

增加及參賽作品之取材、製作技巧日益精進，統計圖競賽已漸收推廣統計教育及統計生

活化之效。 

雖然參賽作品逐年遞增，惟我國平均每萬人約 0.6 件(2008 年)參賽，與臨近之日本

2.0 件(2007 年)相較，仍屬偏低，顯示國內未來仍有相當大的推廣與發展空間。在此，

歡迎各位主計同仁踴躍參加爾後各年的比賽，並鼓勵親朋好友一起參與這項融合統計、

美學及創意的活動，為您的休閒生活增添新的樂趣。 

 

 

 

 

 

 

 

 

結構比 結構比 結構比 結構比

參賽學校 100 100 100 360 100

參賽5屆 1 4 2 3 1

參賽4屆 3 8 5 4 1

參賽3屆 6 8 11 11 3

參賽2屆 17 14 18 63 18

參賽1屆 73 66 64 279 78

附表  93~97年統計圖競賽參賽學校統計(依參賽次數別)

405 33 93

97 7 27

31 4 16

15 4 7

8 2 3

556 50 146

合計 社會組 高中(職)組 國中及國小組

單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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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學社。 

第 19 屆統計圖競賽評審結果 

王瑞郁 

行政院主計處專員 

為普及統計知識，引導國人熟悉統計指標內涵及用途，中國統計學社與教育部及

行政院主計處合辦第 19 屆統計圖競賽，於今（97）年 5 月 1 日假行政院主計處廣博大

樓舉行評選，由中國統計學社許理事長璋瑤主持；競賽組別依例分社會組（含大專校院

學生）、高中（職）組及國中國小組等 3 組，總計收到 1,354 件作品，其中國中國小組 387

件、高中（職）組 886 件、社會組 81 件。 

本次競賽由台灣藝術大學視覺傳

達設計系許副教授杏蓉、台北藝術大學

美術學院趙副教授國宗、育達商業技術

學院劉校長三錡、許主計長璋瑤、蔡局長鴻

坤、羅局長昌南及教育部統計處辜統計長炳

珍等 7 位學者專家，以圖形取材之創意程

度、資料蒐集整理方法、製作精確合理程

度、視覺美觀及表達效果等為評審標準，

經評選獲獎作品計 114 件（含佳作 44 件、入選作品 61 件），分別為國中國小組 32 件、

高中（職）組 67 件及社會組 15 件。獲獎前 3 名及佳作者除獲頒 2 萬元至 3 千元不等獎

金外，並頒發獎狀乙紙。 

本屆參賽作品琳瑯滿目，極富創意與趣味。依組別觀察，國中國小組選擇之題材

多以觀察自己週遭的家庭、學校生活及喜好厭惡的事物為主，如「最常和父母做的事」、

「最喜歡的昆蟲」、「小學生喜歡喝的飲料」、「小學生書包過重的原因」、「小學生壓力知

多少」等，充分展露小朋友細緻觀察及活潑的想像力。今年國中國小組第 1 名是屏東縣

仙吉國小四年級郭名軒及郭名訓（2 人共同創作），作品主題為「小學生壓力知多少」。

第 2 名為桃園縣草漯國小五年級許瑀庭同學之作品「各國網友觀賞線上影片比較圖」。

第 3 名為彰化市精誠中學國中部一年級鄭佳真之作品「國一生壓歲錢用那去？」。 

 至於高中(職)組及社會組之參賽者略具社會經驗，題材多元，反映社會關切，諸

如生態及環境、物價、公共安全、社會治安、休閒旅遊、教育、人口、醫療及網路資訊

等，均能以生動的統計圖表反映社經脈動，達到統計生活化目標。高中（職）組第 1 名

為台中市台中高工圖文傳播科二年級陳彥妤，作品題目「誰是製造 CO2 的大元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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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國小組第 1 名 
小學生壓力知多少 

社會組第 2名 
96 年國人與大陸和外籍人士 

結婚國別統計 

高中職組第 1名 
誰是製造 CO2的大元兇？ 

第 2 名為台北市育達商職平面動畫科二年級王子柔所作「今年的煙火秀你打幾分呢？」。

第 3 名為台北市泰北高中廣告設計科二年級呂柏勳之作品「近年台灣黑鮪魚之生產地

區」。 

社會組第 1 名從缺。第 2 名由台北縣徐薇涵獲獎，作品為「96 年國人與大陸和外

籍人士結緍國別統計」。第 3 名有兩幅，一幅為台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在職碩士

班一年級鄭文正之「台灣八年來的結婚率與離婚率」；另一幅為嶺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

設計系三年級莊佳蓉之「95 年台灣重要河川汙染現況」。 

本次獲獎名單依循往例公布於教育部統計處、行政院主計處及中國統計學社網

站。獲獎作品將輯印成冊，並製成電子書上載於行政院主計處網站，歡迎各界上網觀賞。 

 

 

 

 

 

 

 

 

 

 

 

 

 

 

 

 

 

 

 

 

 

 

 

 

圖 8 
社會組第 2名 
星星之火可燎原 

圖 8 
社會組第 2名 
星星之火可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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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精選】 

國立台北大學統計學系所簡介 

王笙美 

行政院主計處科員 

國立台北大學統計學系以訓練學生統計分析能力，為社會培育優質統計專業人才為

目標，座落於三峽校區商學大樓及台北民生校區教學大樓。該系前身為台灣省地方行政

專科學校「行政科」，成立於民國 38 年。歷經省立法商學院，省立中興大學，國立中

興大學，及國立台北大學等數次之改制。目前計有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及碩士

在職專班等四個學制。該系學士班與碩士班於 92 年 8 月遷至台北大學三峽校區，寬敞

優美的環境，提供了該系持續發展的空間；而進修學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仍留在台北，

大台北的環境優勢提供了該系師生應用統計於各行各業及與產、官、學、研各界合作交

流的機會。因應社會需求之學程導向課程設計使其畢業生成為各行各業企業主的最愛，

而其強大的師資陣容也具備提升國內應用統計專業技術水準之潛力。 

壹、學程導向的課程設計 

台北大學統計系學士班畢業學分為 142 學分，含校訂必修 28 學分，該系專業必修

67 學分，該系專業選修至少 34學分，其餘可至外系選修。該系專業必修涵蓋統計學、

微積分、線性代數、機率概論、統計推論、統計套用程式、迴歸分析、數理統計、實驗

設計、抽樣調查、計算機概論、經濟學、資料處理、會計學及企業管理等課程。 

進修學士班畢業學分為 142 學分，含校訂必修 28 學分，該系專業必修 63 學分，該

系專業選修至少 32 學分，其餘為外系選修；專業必修課程除計算機概論為選修外，其

他皆與學士班相同。 

碩士班畢業學分為 39 學分，含該系專業必修 9 學分，該系專業選修至少 18 學分，

畢業論文 6 學分，其餘可至外系選修。該系專業必修有統計應用數學與計算、數理統計、

專題討論；該系專業選修有迴歸分析、多變量分析、時間數列分析、抽樣調查、實驗設

計、類別資料分析等近 20 個課程。 

碩士在職專班畢業學分為 36 學分，含該系專業必修 3 學分，該系專業選修 21 學分，

畢業論文 6 學分，其餘可至外系選修。專業必修為統計方法；該系專業選修有迴歸分析、

多變量分析、時間數列分析、抽樣調查、實驗設計、類別資料分析等近 20 課程。 

為了增加畢業生的職場競爭力，該系學士班與碩士班皆分別規畫了醫學統計、商業

統計、財務統計、及數理統計等四個學分學程供學生選讀，修滿系必修課程與該學程核

心選修課程者，可同時取得學程證書，學程內容可參考網站: 

http://www.ntpu.edu.tw/~stat/class/index.htm。 

 

http://www.ntpu.edu.tw/~stat/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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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多元而強大的師資陣容 

北大統計學系師資除了系主任許玉雪副教授外，另有 18 位專任教師及 3 位資訊工

程學系支援師資。教師陣容涵蓋四大學程(醫學統計、商業統計、財務統計、及數理統

計)所需之師資，是目前國內統計領域師資最齊全、陣容最強大的統計系所。詳細師資

內容如下表所示： 

系內專任教師 

姓名 職稱 學歷 專長 

許玉雪  
副教授兼系主

任  
美國史丹佛大學統計碩士  

多變量分析、抽樣調查、環保統

計、經濟預測  

林協宗  副教授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博士  
最佳控制理論、最佳化管理、空間

經濟學、統計學 

王念孫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工業統計、多變量分析  

施葦  副教授  
美國德州理工大學商學院 

統計學博士  
迴歸分析、決策理論  

李孟峰  副教授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 

統計博士  
可靠度分析、線性模型  

宋文昌  副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統計博士  
實驗設計、多重比較  

王鴻龍  副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統計博士  

統計推論、多重比較、 

重覆測度分析  

林財川  副教授  
美國北伊利諾州立大學 

統計博士  

時間數列分析、非參數估計、統計

資料分析  

黃怡婷  副教授  
美國馬里蘭大學 

統計博士  

類別資料分析、存活分析、統計計

算  

鍾麗英  副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 

統計博士  

生物統計、金融風險管理、公司理

財 、精算  

歐士田  副教授  
德州農工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博士  
線性模型、生物統計  

汪群超  助理教授  
美國范德堡大學 

電機博士  

訊號處理、數值參數估計、多變量

分析  

雷淑儀  助理教授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統計博士  迴歸分析、缺失資料分析  

林定香  助理教授  美國馬里蘭大學統計博士  類別資料分析、應用統計  

林建甫  助理教授   
美國密西根大學 

生物統計博士 

生物統計、存活分析、臨床試驗、

統計諮詢  

蔡旻曉  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統計博士  最適實驗設計  

白惠明 助理教授  
美國布朗大學 

應用數學博士  
隨機過程、機率論、等候網路  

吳庭斌 助理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財務金融博士  
財務工程與金融創新、衍生性金融

商品定價與避險  

李美杏  講師  
國立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博士  
統計、財務管理  

http://web.ntpu.edu.tw/~hsu/
mailto:sclin@mail.ntpu.edu.tw
http://web.ntpu.edu.tw/~wangns/
http://web.ntpu.edu.tw/~shihwei/
http://web.ntpu.edu.tw/~edmund
http://web.ntpu.edu.tw/~wcs/
http://web.ntpu.edu.tw/~hlw/
http://web.ntpu.edu.tw/~tsair/
http://web.ntpu.edu.tw/~hwangyt/
http://web.ntpu.edu.tw/~lchung/
http://web.ntpu.edu.tw/~stou/
http://web.ntpu.edu.tw/~ccw/
http://web.ntpu.edu.tw/~clairele/
http://web.ntpu.edu.tw/~tinghlin/
http://web.ntpu.edu.tw/~cflin/
http://web.ntpu.edu.tw/~mhtsai
mailto:hpai@mail.ntpu.edu.tw
mailto:tpwu@mail.ntpu.edu.tw
http://web.ntpu.edu.tw/~m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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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支援師資 

姓名 職稱 學歷 專長 

呂嘉榖  教授  
美國辛辛那提大學電機及計算機

工程博士  
圖訊識別、影像處理、資料庫系統  

莊東穎  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校區 電腦科

學博士  

行動計算、電腦網路、分散式及平行系

統  

張玉山  副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科學博士  

資訊檢索、網際網路應用、分散式計

算、分散式物件、資料整合  

參、發展與前瞻 

以往該系畢業生以進入政府機構擔任統計專業人員為主，近年來結合學程導向的課

程設計，其畢業生的職場競爭力逐年提升，就業市場也愈趨多元，涵蓋金融、保險、醫

統及工商業界、資訊、研究、市場調查及行銷等公私部門。未來教學方面仍將配合就業

市場需求因應調整，培育社會所需之統計專業人才。今年「國立臺北大學統計學系系友

會」正式成立為社團組織，未來更將凝聚系友力量加速該系的發展，詳見該系系友會網

站 http://www.ntpu.edu.tw/~stat/alumni/index.htm。 

此外，學術研究水準的提升亦為該系的主要發展方向之一。該系自 2008 年起，於

每年五月份舉辦「應用統計學術研討會」，而朝 TSSCI 為目標出版的「統計與資訊評論」

期刊亦將定期出刊。未來將結合「中華應用統計學會」的功能，期能整合應用統計學界

的學術資源，以提升國內應用統計的學術研究水準、推廣統計在各個領域的應用為其目

標。 

圖 1  全體教師合影 

 

 

 

 

 

 

 

 

http://web.ntpu.edu.tw/~leu/
http://web.ntpu.edu.tw/~juang/
http://web.ntpu.edu.tw/~y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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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 

國際經濟情勢簡析 
單位：％ 

 經濟成長率 CPI 上漲率 

 2007年 2008年 2007年 2008年 

  第1季 全年(f)  第1季 全年(f) 

全球 3.9 3.6(f) 3.1 3.5 4.7(f) 5.8 

美國 2.2 2.5 1.2 2.8 4.1 3.8 

歐元區 2.6 2.2 1.4 2.1 3.4 2.9 

日本 2.1 1.0 1.4 0.0 1.0 0.8 

亞太(不含日本) 8.2 7.5(f) 7.2 4.4 6.5(f) 6.3 

中國大陸 11.9 10.6 10.2 4.8 8.0 7.2 

資料來源：各國官方網站及 Global Insight 2008年5月預測值；f 表示預測數。 
 

說明：1.受美國次級房貸(sub-prime mortgage)後續效應，以及原油與農工原料續處高檔

影響，今（2008）年主要國家或區域普遍出現景氣趨緩與物價上升的不利局面，根

據環球透視機構(Global Insight)預測，全球經濟成長率將由去年3.9％大幅降為3.1％

（較2月預測下修0.1個百分點），平均 CPI 漲幅則由3.5％攀升至5.8％，惟停滯性通

膨(stagflation，指成長停滯 stagnation 與物價上漲 inflation 併存的總體經濟現象)

風險仍低，除非油價長期處於每桶150美元高檔(目前約130美元)。 

2.美國：由於物價上漲、房市低迷，致個人消費支出減緩，加以企業投資縮減，

美國今年經濟前景並不樂觀；雖聯準會(Fed)連續大幅調降聯邦資金利率，以及

布希總統簽署1,680億美元振興經濟法案，以減緩次級房貸衍生的衝擊，惟激勵

效果尚待觀察，預測今年經濟成長率降為1.2％(較2月預測下修0.2個百分點)。 

3.歐元區：受美國經濟趨緩波及，復因匯率升值與房價下修風險等負面因素，今

年經濟成長由2.6％降為1.4％（下修0.2個百分點）。 

4.日本：在民間消費與出口支撐下，第1季經濟成長1.0％；雖面臨全球景氣走緩及

日圓升值影響，惟來自亞洲及歐元區的需求仍佳，今年出口可望持續擴增，民

間消費隨勞動情勢穩定亦呈溫和增加，預測全年經濟成長率為1.4％，反較3個月

前預測上修0.2個百分點。 

5.亞太(不含日本)：雖近年區域內貿易比重大幅上升，經濟表現相對出色，但經由

直接貿易連結、匯率及股市等三個傳遞管道，亞太國家無法自外於美歐經濟趨

緩的影響；惟因近年亞太國家之國際收支及財政狀況已較從前改善，經濟抵擋

景氣波動的能力提升，預測今年經濟成長率為7.2％(與3個月前之預測相同)，但

其中之南韓、新加坡及印尼經濟成長分別下修0.5、0.9及0.1個百分點。 

6.中國大陸︰第一季在投資及出口穩健擴張帶動下，經濟成長率達10.6％，惟 CPI

因雪災與食物價格攀升等因素，由去年同期漲幅2.7％大幅上升為8.0％。近期四

川強震損及財富存量，但重建投入則可激勵需求，預測今年經濟成長率為10.2

％(上修0.3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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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統 計 通 訊 稿 約  

一、刊登原則：本刊所登文章所需稿件為統計專載（針對某特定

專題所發表之工作成果及研究心得）。  

二、文字應流暢精確，以不超過 3,000 字為原則。  

三、翻譯稿請附原文，註明詳細出處，並請取得原著作所有權人同

意授權。 

四、來稿請註明作者姓名、職稱、服務機關。  

五、來稿檔案格式為 word 檔，圖表請附原 excel 格式，以利統

一修正格式。  

六、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被刪改者請先註明，未能刊登

者，稿件恕不退還。  

七、稿件一經發表，版權即本刊所有，如需保留版權者請預先註

明。  

八、來稿請註明「中國統計通訊投稿」逕寄：臺北市廣州街 2

號 5 樓，中國統計學報社編輯部陳國大先生 (E-Mail：

gwaudar@dgbas. gov.tw)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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