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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左上：資源回收做的好，環境保護沒煩惱 

2009 統計圖競賽高中(職)組第 1 名，得獎者廖苑淨就讀南投

縣竹山高中，作者以「資源回收車」構圖，利用回收物資堆疊高

度呈現回收成果，「回」字設計與回收標章巧妙結合，深具巧思。 

右上：迎戰不景氣，你做了哪些改變? 

2009 統計圖競賽高中(職)組第 3 名，得獎者為就讀桃園縣育

達高中的張雅涵及陳藝文同學，運用活潑的插畫，表現出大眾迎

戰不景氣的各種方式與統計數據，使沉重的主題頓時呈現出樂觀

進取的視覺效果。 

左下：全球暖化加速北極融冰 

2009 統計圖競賽高中(職)組第 2 名，得獎者為就讀基隆市二

信高中許慧君同學，利用企鵝與冰山的大小，表達北極融冰面積

的狀況，並以經緯線代表年代，巧妙呈現統計圖之社教意義。 

右下：台灣東部國小學生飲食與口腔清潔習慣 

2009 統計圖競賽社會組第 1 名，得獎者老穎欣就讀銘傳大

學，作者以甜甜圈造型表現圓餅圖概念，結合國小學生口腔清潔

習慣之題材，使強調「口腔衛生」的主題更接近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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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專載】  

98年調查環保施政意向摘要分析 

吳玉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統計室科員 

壹、前言 

為蒐集年滿 20 歲以上國民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已推動的各項環保措

施贊同情形、正規劃的環保政策支持情況、工作表現滿意度及未來需要加強的環保工作等相

關資訊，於 98 年 10月 9日至 10 月 28日進行電話調查，計完成有效樣本 5,893 人，在 95%的

信心水準下，總體抽樣誤差在 1.3個百分點以內。以下各節分別摘述調查結果。 

貳、已推動之環保措施 

一、15 項已推動的環保措施(以下使用精簡後名稱)平均知悉率為 72.0%，其中「推動自備環

保餐具及環保杯」(92.9%)及「推動全民實踐節能減碳」(91.4%)等 2 項知悉率逾 90%，而

「推廣綠色商店及消費」(58.0%)、「推動賣場減少廣告型錄寄送」(54.7%)及「僱用美

化師，協助環境整潔」(53.9%)等 3項知悉率則不及 60%。 

民眾對已推動之環保措施知悉及贊同情形 

項目 知悉率(%) 

     贊同情形分析  

贊同率(%) 
  知道與否之 

贊同率差異(A-B) 

(百分點) 
知道者中贊 

同率(A)(%) 

不知道者中贊

同率(B)(%) 

整體平均 72.0 87.6 88.4 84.4 4.0 

節能減碳酷地球      

推廣使用低污染車輛 82.5 84.1 85.8 76.4 9.4 

逐期加嚴車輛之廢氣排放標準 64.3 85.5 88.4 80.1 8.3 

推動全民實踐節能減碳 91.4 89.7 91.2 74.5 16.7 

資源循環零廢棄      

推動回收廢行動電話、充電器 72.3 87.4 88.9 83.7 5.2 

推動巨大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79.6 89.6 89.6 89.7 -0.1 

推動賣場減少廣告型錄寄送 54.7 82.6 81.8 83.5 -1.7 

推動自備環保餐具及環保杯 92.9 87.1 87.7 80.3 7.4 

去污保育護生態      

整治污染河川 77.9 90.3 90.1 91.0 -0.9 

稽查管制事業廢水 78.3 90.5 90.9 89.1 1.8 

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66.7 91.1 91.4 90.3 1.1 

推廣綠色商店及消費 58.0 84.7 87.3 81.0 6.3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制度 70.4 87.7 89.3 83.8 5.5 

清淨家園樂活化      

推動清淨家園全民運動 75.0 91.2 91.3 91.0 0.3 

僱用美化師，協助環境整潔 53.9 83.5 84.6 82.1 2.5 

對公廁進行評鑑與分級管理 61.4 89.0 88.3 89.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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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5 項已推動的環保措施之平均贊同率為 87.6%，其中贊同率逾 90%者，計有「推動清淨家

園全民運動」(91.2%)、「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91.1%)、「稽查管制事業廢

水」(90.5%)及「整治污染河川」(90.3%)等 4項，餘 11項之贊同率亦在 80%以上。 

三、就民眾是否知道已推動環保措施觀察其贊同情形，知道者的平均贊同率 88.4%較不知道者

84.4%高 4 個百分點，其中「推廣使用低污染車輛」、「逐期加嚴車輛之廢氣排放標

準」、「推動全民實踐節能減碳」、「推動回收廢行動電話、充電器」、「推動自備環

保餐具及環保杯」、「推廣綠色商店及消費」及「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等 7 項，知

道者較不知道者對已推動的環保措施的贊同度高 5個百分點以上。 

參、正規劃的環保政策 

民眾對正規劃的 8 項環保政策平均支持率為 87.4%，除「垃圾處理費改採隨袋徵收」

(75.9%)的支持率不及 80%外，餘 7 項均在 80%以上，並以「規定公共場所室內空氣品質」

95.1%、「推動減少二氧化碳排放」94.5%及「民眾可主動檢舉汽機車噪音」93.2%等 3 項支持

率居前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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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環保施政滿意度 

一、七成三民眾對目前住家附近環境整潔表示滿意(包括「非常滿意」12.4%、「還算滿意」

60.8%)，近二成五民眾表示不滿意(包括「非常不滿意」3.8%，「不太滿意」21.0%)。 

不知道/拒答

2.0%

非常不滿意

3.8%

非常滿意

12.4%

還算滿意

60.8%

不太滿意

21.0%

民眾對目前住家附近環境整潔滿意程度

 

二、五成八的民眾對環保署過去一年推動環境保護工作表示滿意(包括「非常滿意」6.9%、

「還算滿意」51.2%)，三成的民眾認為不滿意(包括「非常不滿意」5.4%，「不太滿意」

24.7%)。最近三年調查顯示，對環保署推動的各項環境保護工作的表現，有超過半數的

民眾給予滿意的評價，且上半年滿意度調查結果均較下半年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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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未來需加強之環保工作 

民眾希望未來一年優先加強辦理的環保工作前三項依序為改善空氣品質(33.2%)、維護環

境清潔(28.4%)及淨化河川水質 (23.8%)。 

6.5

8.1

10.9

14.3

15.7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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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28.4

33.2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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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環保教育宣導

噪音防制

節能減碳

清理廢棄物及回收資源

淨化河川水質

維護環境清潔

改善空氣品質

%

民眾希望未來一年需要加強辦理的環保工作(複選)

 

陸、結語 

民眾對目前環保署已推動的環保措施贊同率為 87.6%、對正規劃的環保政策平均支持率為

87.4%，顯見民眾已具有高度環保意識，對於保護環境相關政策均給予高度支持，惟民眾對已

推動的環保措施平均知悉率僅 72.0%，又民眾知道環保措施者的平均贊同率 88.4%相較不知道

者 84.4%高 4 個百分點，為落實政策推動，應加強相關環保措施宣傳，以提高民眾對環保措施

的關心度，使民眾有更正確和廣泛的認知。 

民眾希望環保署未來應加強推動與國民身心健康關係密切的空氣品質、環境清潔及河川

水質等之改善措施，提供民眾舒適及安全生活環境，政府應責無旁貸，惟環境的維護與保護

需要全民的參與，在過去四、五十年全民致力追求經濟發展下，台灣自然環境承受過度的負

荷，希望藉由政府與民間齊心合力，創造永續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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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環境會計建置情形 

陳志輝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統計室科員 

壹、前言 

近年來隨著環境活動日益複雜，環保法規漸趨嚴謹，為掌握商機、永續發展，環保支出

已成為產業及政府決策重要考量因素之一。惟現行之商業會計缺乏一套針對環境活動完整之

衡量方式，致產業環保支出在會計資訊顯示上，或隱而不顯，或化為不同項目、名稱，或重

複計算等，而無法得到正確資訊。因此各國開始發展產業環境會計制度，記錄企業環境活動

的各項資訊，作為企業經營者與外部利害關係人對企業經營成效判斷的參考。惟發展迄今，

各國尚未形成一致性準則，目前仍多採鼓勵企業自發性實施之方式，我國除由環保署於 91 年

研究完成產業環境會計成本面制度，並提出作業手冊供廠商應用。92 年開始推展，97 年修訂

完成產業環境會計指引並分送各界參考。此外，經濟部亦同步進行輔導廠商實施該制度之工

作。 

經過這幾年政府的規劃與推動，為瞭解企業實施環境會計制度的意願與情形，98 年環保

署於環保支出調查中，詢問廠商環境會計建置概況，計回收有效問卷 4,292 份，以下各節分

別摘述重要調查結果。 

貳、已建置環境會計概況 

就環保支出毛額(資本支出+經常支出)規模觀察，支出規模愈大，已建立環境會計的廠家

比率愈高，支出規模 1 億元以上的 64 家廠商中，計有 29 家，占 45.3%，高於１千萬元至未滿

1億元的 15.3%，其餘各組建置環境會計的比率均不及 6%。 

廠商建置環境會計情形-按環保支出毛額規模分 

 單位：家；% 

 總計 

 
已建立
環境會
計且詳
實記錄
環保活
動資料 

 
未建立
環境會
計 

 

未填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總計 4,292 100.0  181 4.2  3,922  91.4  189 4.4  

  無支出 1,565 100.0  10 0.6  1,459  93.2  96 6.1  

  未滿 1百萬 1,427 100.0  39 2.7  1,351  94.7  37 2.6  

  1百萬至未滿 1千萬 890 100.0  50 5.6  800  89.9  40 4.5  

  1千萬至未滿 1億元 346 100.0  53 15.3  282  81.5  11 3.2  

  1億元以上 64 100.0  29 45.3  30  46.9  5 7.8  

註：未建立環境會計包含曾建立已終止實施、有特別記錄環保活動財務資料以及未特別記錄環保財務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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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立環境會計之 181 家廠商中，113 家(62.4%)建置 3 年以上占大多數，其次為未滿 1

年 29家(16.0%)、2年至未滿 3年 18家(9.9%)。 

2年至未滿3年

9.9%

1年至未滿2年

5.5%

未滿1年

16.0%

未填答

6.1%

3年以上

62.4%

已建置環境會計廠商施行時間

 

就行業別觀察，已建立環境會計的 181 家廠商中，主要集中在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54 家

(占 29.8%)、化學材料製造業 37 家(20.4%)、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及基本金屬製造業各 10 家

(各占 5.5%)，四行業合占 61.3%；若以各行業已建立環境會計的比率觀察(回收不及 10 家的

行業不納入比較)，以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的 16.1%最高，其次為電力供應業 14.3%。 

廠商建置環境會計情形-按行業分 

 單位：家；% 

 總計 

 

已建立
環境會
計且詳
實記錄
環保活
動資料 

 未建立
環境會
計 

 

未填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總計 4,292 100.0  181 4.2 3,922 91.4 189 4.4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62 100.0  10 16.1 52 83.9 0 0.0 

  電力供應業 21 100.0  3 14.3 18 85.7 0 0.0 

  電力設備製造業 45 100.0  4 8.9 41 91.1 0 0.0 

  飲料製造業 29 100.0  2 6.9 23 79.3 4 13.8 

  氣體燃料供應業 142 100.0  9 6.3 131 92.3 2 1.4 

  化學製品製造業 127 100.0  8 6.3 114 89.8 5 3.9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33 100.0  2 6.1 28 84.8 3 9.1 

  化學材料製造業 641 100.0  37 5.8 582 90.8 22 3.4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009 100.0  54 5.4 918 91.0 37 3.7 

  基本金屬製造業 803 100.0  10 1.2 724 90.2 69 8.6 

  其他 1,380 100.0  42 3.0 1,291 93.6 47 3.4 

註：公民營製造業及用水、電力及燃氣供應業僅列出建置比率較高之行業別，其餘業別則全部歸到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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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尚未建置環境會計廠商未來計劃建置概況 

對未建立環境會計的 3,922 家廠商，探詢其是否計劃建立環境會計制度，其中 2,986 家

(76.1%)無計畫、910家(23.2%)有計畫、26家(0.7%)未填答。 

就環保支出毛額(資本支出+經常支出)規模觀察，支出規模 1 億元以上的 30 家廠商中，

計劃建立環境會計制度者計有 14 家，占 46.7%，其餘各組分別為 1 百萬至未滿 1 千萬

35.0%、1 千萬至未滿 1 億元 33.3%、未滿 1 百萬 25.2%、無支出 12.4%，約略呈現支出規模

大，計劃建置的廠商比率也較高。 

尚未建立環境會計廠商未來建立此制度之意願-按環保支出毛額規模分 

 單位：家；% 

 總計 
 

有計畫 
 

無計畫 
 

未填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總計 3,922 100.0  910 23.2  2,986  76.1  26 0.7  

  無支出 1,459 100.0  181 12.4  1,268  86.9  10 0.7  

  未滿 1 百萬 1,351 100.0  341 25.2  1,005  74.4  5 0.4  

  1百萬至未滿 1千萬 800 100.0  280 35.0  514  64.3  6 0.8  

  1千萬至未滿 1億元 282 100.0  94 33.3  183  64.9  5 1.8  

  1億元以上 30 100.0  14 46.7  16  53.3  0 0.0  

註：有計畫包含「規劃中」及「有計畫，尚未進行規劃」。 

就行業別觀察，有計畫之 910 家廠商中，主要集中在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36 家(占

25.9%)、基本金屬製造業 152 家(16.7%)及化學材料製造業 136 家(14.9%)，三行業合占

57.6%。 

尚未建立環境會計廠商未來建立此制度之意願-按行業分 

 單位：家；% 

 總計 
 

有計畫 
 

無計畫 
 

未填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總計 3,922  100.0  910  100.0  2,986  100.0  26  100.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918  23.4  236  25.9  677  22.7  5  19.2  

基本金屬製造業 724  18.5  152  16.7  564  18.9  8  30.8  

化學材料製造業 582  14.8  136  14.9  440  14.7  6  23.1  

紡織業 247 6.3 50 5.5 196 6.6 1 3.8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146 3.7 42 4.6 104 3.5 0 0.0 

金屬製品製造業 161 4.1 41 4.5 119 4.0 1 3.8 

食品製造業 129 3.3 35 3.8 94 3.1 0 0.0 

其他 1,015 25.9 218 24.0 792 26.5 5 19.2 

註 1：有計畫包含「規劃中」及「有計畫，尚未進行規劃」。 

註 2：公民營製造業及用水、電力及燃氣供應業僅列出有計畫廠家數較高之行業別，其餘業別則全部歸到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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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產業環境會計指引需求情形 

在回卷的廠商中，有 2,070 家(48.2%)表示需要產業環境會計指引參考， 2,001 家(46.6%)

無需求、未填答 221家(5.1%)。 

就建置情形觀察，已建立環境會計之 181 家廠商中，對產業環境會計指引有需求為 136

家(75.1%)；規劃中之 223 家廠商中，有需求為 191 家(85.7%)；有計畫，尚未進行規劃之 687

家廠商中，有需求為 609 家(88.6%)；無計畫之 2,986 家廠商中，有需求為 1,101 家

(36.9%)。因此，除無計畫及未填答之廠商外，對產業環境會計指引皆有高度需求。 

產業環境會計指引需求情形-按建置情形分 

 單位：家；% 

           

 
總計 

 
有需求 

 
無需求 

 
未填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總計 4,292 100.0 2,070  48.2  2,001  46.6  221  5.1  

已建立環境會計且詳實記錄

環保活動資料 
181 100.0  136 75.1  33 18.2  12 6.6  

未建立環境會計 3,922 100.0  1,915 48.8  1,930 49.2  77 2.0  

規劃中 223 100.0  191 85.7  27 12.1  5 2.2  

有計畫，尚未進行規劃 687 100.0 609 88.6  63 9.2  15 2.2  

無計畫 2,986 100.0 1,101 36.9  1,832 61.4  53 1.8  

未填答 26 100.0 14 53.8  8 30.8  4 15.4  

未填答 189 100.0  19 10.1  38 20.1  132 69.8  

就環保支出毛額(資本支出+經常支出)規模觀察，支出規模愈大，有需求的廠家比率愈

高，支出規模 1 億元以上的 64 家廠商中，計有 48 家，占 75.0%，其餘各組需求率分別為 1 千

萬至未滿 1億元 74.3%、1百萬至未滿 1千萬 64.8%、未滿 1百萬 52.3%、無支出 28.2%。 

產業環境會計指引需求情形-按環保支出毛額規模分 

 單位：家；% 

           

 總計 
 

有需求 
 

無需求 
 

未填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總計 4,292  100.0  2,070  48.2  2,001  46.6  221  5.1  

  無支出 1,565  100.0  442  28.2  1,035  66.1  88  5.6  

  未滿 1 百萬 1,427  100.0  746  52.3  630  44.1  51  3.6  

  1百萬至未滿 1千萬 890  100.0  577  64.8  255  28.7  58  6.5  

  1千萬至未滿 1億元 346  100.0  257  74.3  71  20.5  18  5.2  

  1億元以上 64  100.0  48  75.0  10  15.6  6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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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業別觀察，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537 家(25.9%)最多，其次為化學材料製造業 335 家

(16.2%)、基本金屬製造業 326家(15.7%)。 

產業環境會計指引需求情形-按行業分 

 單位：家；% 

 

 
總計 

 
有需求 

 
無需求 

 
未填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總計 4,292 100.0  2,070 100.0  2,001 100.0  221 100.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009 23.5  537 25.9  423 21.1  49 22.2  

  化學材料製造業 641 14.9  335 16.2  279 13.9  27 12.2  

  基本金屬製造業 803 18.7  326 15.7  403 20.1  74 33.5  

  紡織業 259 6.0  130 6.3  127 6.3  2 0.9  

  金屬製品製造業 167 3.9  81 3.9  81 4.0  5 2.3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154 3.6  77 3.7  75 3.7  2 0.9  

  食品製造業 136 3.2  70 3.4  64 3.2  2 0.9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122 2.8  69 3.3  39 1.9  14 6.3  

  化學製品製造業 127 3.0  66 3.2  55 2.7  6 2.7  

  其他 874 20.4  379 18.3  455 22.7  40 18.1  

註：公民營製造業及用水、電力及燃氣供應業僅列出有需求廠家數較高之行業別，其餘業別則全部歸到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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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精選】 
                                                         

由學測社會考科談高中生須具備之政府統計知能  

第 1回  全文架構介紹 

                                                            王翠華 

                                                    統計學術委員會 

壹、前言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簡稱「學測」)及「指定科目考試」(簡稱「指考」)為目前高中生

進入大學的升學管道。自 98 年起，學測社會考科以「公民與社會」取代「三民主義與現代社

會」，納入考試範圍；同年，指考也將「公民與社會」納為選考科目，致涉及政府統計的試題

數大幅增加，以 98、99 年社會考科學測為例，約占 1/5，如下表。本社為推廣統計教育，遂

配合評量學生是否具備應有基本學科知能的歷年學測內容，挑選有關政府統計指標試題，策

劃此一系列專題。 

學測社會考科與政府統計相關題號及題數 

 年 85    90 95 97 98 99 

 

 

題 

 

 

 

號 

性別統計   43  1 1、42 

人口    3 3、54、63、64 68、69、70 

婚姻   49    

社區營造     4 4 

總體經濟指標  4  11、61、62 13、14、16、56 
12、13、14、

18、20、57 

永續發展     23、24  

綜合題及其他 64   54、57 26、57、71 
5、7、15、

16、21 

題數和 / 總題數 1 / 88 1 / 78 2 / 72 6 / 72 15 / 72 17/72 

貳、編排原則 

目前學測的出題原則係以九五課綱為依據，因此本專題的編排以教育部核定之普通高級

中學必修科目「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為主，包括第一單元的「性別差異與性別平等」、「婚

姻與家庭」、「公共性與社會生活」、「多元文化」；第二單元的「教育、公民素養與終身學

習」；第三單元的「選舉」、「兩岸關係」、「我國外交」；第四單元的「經濟學基本概念」、「市

場經濟制度」、「經濟與環境的永續發展」、「總體經濟指標」、「總體經濟政策」、「國際貿易與

國際金融」等主題。 

現階段編修尚未包含指考之高三選修單元及其試題，但高中歷史學測範圍的所得、人

口、家庭結構、兩性關係的變化、全球化下區域間的社經差異、環境意識，及地理課程的各

級產業發展與結構、人口組成與人口成長、都市聚落與都市化、區域之經濟發展及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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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章節則會併入相關專題一起探討。 

再者，為培養學生運用統計數字與分析圖表能力，近幾年試題圖表化趨勢越趨明顯，因

此增添統計表及圖觀念解析等2個章節。 

學測社會考科圖表題號及題數 

年 85 90 95 97 98 99 

題

號 

地圖 

及 

示意圖 

16、25  

27、76-80 

7、12 

32、38 

61-63 76-

80 

40、41  

42、58  

63、70-72 

 1、8-10 

12-15 

43、47 

51、52、

62 

32、38  

59、62-67 

71-72 

統

計

圖 

表 

 

人口 

金字塔 
- - - - 54 70 

雷達圖 - - - - 71、72 - 

線形圖

或點圖 
- - 

28、37  

38、39  

66、67 

3、54、57 
3、36  

49、70 
52、61 

圓形圖 - - - 11 - - 

長條圖 20 - - - - - 

統計表 64 17、25 

23、35  

36、49  

52、68 

69 

 2、29  

38、50  

59、60 

11、16  

21、22  

57、63  

64、69 

41、47  

48、55 68-

70 

統計圖題數 1 0 6 4 7 3 

統計表題數 1 2 7 6 8 7 

參、架構 

全文除統計表、統計圖外，依統計指標性質分社會指標及經濟統計指標兩類，前者含人

口、婚姻家庭、性別統計、教育與科技、就業與失業、所得分配、文化休閒、社會安全、公

共安全、永續發展、社會參與、兩岸統計等 12 個單元，其中健康醫療因試題性質併入社會安

全單元。 

經濟統計則包含經濟學理論與物價、總體經濟指標、產業結構、租稅財政、貿易金融等 5

個單元，分別自 99 年 4 月起刊登，歡迎參考與指教。 

肆、參考資料 

配合政府統計之試題均來自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測歷年試題、研究用試卷及 98

年公民與社會指考。至於解說之定義儘量延用高中課本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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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測社會考科談高中生須具備之政府統計知能 

第 2 回  統計表觀念及解析 

王翠華 

                                                    統計學術委員會                                                                               

壹、綜合說明 

本主題主要介紹不需過多專業領域知識，即可運用表格數值、趨勢、關係來解釋、分析

社經現象及其問題，若涉及專業領域進階知識的圖表則置於相關專題內討論。 

統計表判讀能力，首先須先確立資料的型態及統計單位，了解數值意義；接著分析數字

變動趨勢、相關性及解釋為判讀一般表格的重點，且近幾年大學學測的圖表判讀試題已由單

一社經現象演變成多領域現象的分析。上述重點將配合試題類型分段說明如下。 

貳、表格數值意義 

表格內的數值除特別註明為較複雜的指數、係數、變異數外，一般不外乎絕對數值，如

96 年學測裡的國民平均壽命（即零歲平均餘命）；或相對數值，如 92 年補考學測之全球傳播

媒體分布比例、95 年學測適齡兒童就學比率、91 年補考學測失業率等。 

判讀表格首先須先確立資料的型態以及統計單位，如 95 年學測第 52 題，由數值可知屬

於相對數值，所以為一數值與另一數值的比例。在 1926 年台灣光復前的日本殖民地時代，只

有適齡兒童就學比例（適齡學生數 / 適齡兒童人口數）的數字符合台、日差異，在 96 年學測

第 11 題也有類似的觀念。 

【95 年學測】 

52.下表是 1926 年時台灣的一項統計數字，這個表最適當的主題為何？(答案為框線所示) 

(A)台灣適齡兒童就學情況統計 

(B)台灣地區神道信徒人口統計 

(C)台灣地區成年人口就業統計               

(D)台灣地區醫療照護保險統計 

【96 年學測】 

11.表一是 1912 年到 1921 年間有關臺灣的一項統計。這個表的主題應當為何？ 

（答案為框線所示） 

表一 

年度 1 9 1 2  1 9 1 3  1 9 1 4  1 9 1 5  1 9 1 6  1 9 1 7  1 9 1 8  1 9 1 9  1 9 2 0  1 9 2 1  

百分比 6 .6 3  8 .3 2  9 .0 9  9 .6 3  1 1 .0 6  1 3 .1 4  1 5 .7 1  2 0 .6 9  2 5 .1 1  2 7 .2 2  

(A) 適齡學童的就學率                    (B) 家用電話的普及 

(C) 人口成長的年增率                    (D) 日人佔臺灣人口比 

 男  女  平均  

日本人  98 .3% 98 .1% 98 .2% 

台灣人  43 .0% 12 .3% 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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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字高低的解讀 

分析僅能就數值變動所傳達的訊息來說明，不可想當然的過度延伸，如 96 年學測第 71

題僅是我國區域別之不同性別的平均壽命時間數列，不涉及死亡率、健康情況、生活條件的

資訊。 

相對數值的表格也有類似的分析技巧，如 92 年補考學測第 47 題，確定縱向欄位為構成

比的比率分配，就可依數值高低說明各洲傳播媒體的分布情形。  

【96 年學測】 

71.表二是台閩地區最近幾年國民平均壽命之變動。根據表中資料，下列哪一項針對 1993 至 1999

年的敘述，係直接根據表二資料觀察而來？（答案為框線所示）  

表二 

年別 
台閩地區 台灣省 台北市 高雄市 

平均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993 74.28 71.61 77.52 71.16 77.14 75.99 80.83 71.81 77.03 

1995 74.53 71.85 77.74 71.47 77.44 76.18 81.08 72.44 77.27 

1997 74.58 71.93 77.81 71.16 77.63 76.51 80.96 72.33 77.37 

1999 75.04 72.46 78.12 71.52 77.81 76.84 81.55 72.76 77.65 

(A)台灣省居民的死亡率比台北市高 

(B)台閩地區女性比男性健康 

(C)台閩地區國民平均壽命有增加的趨勢 

(D)台北市生活條件比高好 

【92 年補考學測】 

47.表二是某一年代全球傳播媒體分布比例。根據表中數據，下列何者正確？（答案為框線所示） 

       表二                                (單位：%) 

區域  書籍  報紙  電影  廣播  電視  

非洲  1.8 1.0 0.5 2.7 0.7 

阿拉伯國家  0.9 1.2 3.5 2.6 1.9 

亞洲  22.3 31.4 49.3 20.7 16.6 

歐洲  54.3 45.6 27.9 27.3 40.3 

拉丁美洲  6.1 6.4 6.5 8.1 7.3 

大洋洲  1.0 1.2 0.5 1.7 1.2 

北美洲  13.6 13.2 11.8 36.9 32.0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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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北美洲是視訊影像媒體最發達的地區 

(B)亞洲是出版業成長速度最快的地區 

(C)非洲是擁有媒體資源最少的地區 

(D)歐洲是出版業最發達的地區 

肆、變數關係之判讀 

二維以上的表格意義較難解釋，如 95 年學測第 49 題的表格為學歷、婚前工作狀況及平

均初婚年齡的統計表。整體而言，不管學歷高低，女性婚前有工作比率均多於婚前無工作比

率，且學歷越高平均初婚年齡也越高。所以只有答案 D 較符合表格的訊息。 

變數趨勢相同或相反顯示該變數具有正或負相關，如 96 年學測第 59 題的社會抗爭事件

次數、國民平均受教育年數、失業率及國內實質生產毛額等 4 個變數裡，僅有社會抗爭事件

次數及失業率的增減趨勢較一致。此外，92 年學測第 45 題也是類似的題型，只是總生育率與

平均每人 GDP 呈反方向增減的關係。 

【95 年學測】 

49.表三是某國十六至六十五歲已婚女性之平均初婚年齡、婚前工作狀況與教育程度。 

                           表三                     單位：歲  

婚前工作狀況 小學及以下 中學 大學及以上 

婚前有工作者 21.66 23.59 26.47 

婚前無工作者 20.85 22.11 23.92 

平均初婚年齡 21.42 23.25 26.28 

根據表中的資訊可以獲得下列哪一項結論？（答案為框線所示） 

(A)年齡愈高且婚前無工作者的初婚年齡愈早 

(B)婚前工作的比例隨著年齡增加而逐漸降低 

(C)婚前是否有工作對低教育程度者的初婚年齡影響較顯著 

(D)教育程度愈高且婚前具有工作之女性，愈有晚婚之傾向 

【96 年學測】 

59.表四為某國近十餘年來社會變遷的相關統計資料。 

表四 

年代 1990 1995 2000 2005 

社會抗爭事件次數 152 358 1012 748 

國民平均受教育年數 3.8 6.2 10.7 13.8 

失業率（%） 2.9 3.0 5.1 4.8 

國內實質生產毛額（美元/人） 5,000 8,000 13,00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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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中的資料，對於該國經濟、教育因素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下列推論何者最正確？（答

案為框線所示） 

(A) 失業率的驟升可能使社會抗爭事件激增 

(B) 低國民所得是產生社會抗爭事件的主因 

(C) 社會抗爭隨著國內生產毛額提高而加劇 

(D) 社會抗爭事件隨著教育水準提高而增加 

【92 年學測】 

45.下表為五個國家的人口增長率、都市人口比率、總生育率、以及按購買力修正後之國內生產毛

額（GDP），請由表中資料作出正確的關係解讀。（答案為框線所示） 

國家  

或  

地區  

人口增長率

1995-2000  

單位：千分比  

都市人口率

1995  

單位：百分比  

總生育率  

1995-2000  

單位：千分比  

平均每人 GDP 

1998  

單位：美元  

德國  1  87  1 .30  22 ,026  

阿根廷  13  88  2 .62  11 ,728  

哥斯達黎加  25  50  2 .83  5 ,812  

瓜地馬拉  26  41  4 .93  3 ,474  

衣索匹亞  25  13  6 .30  566  

(A)都市人口比例，與人口的增長率呈正相關 

(B)都市人口比例較高，平均每人 GDP 也會較高 

(C)總生育率愈低的國家，平均每人 GDP 則愈高 

(D)人口增長率相同的國家，平均每人 GDP 也會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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