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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專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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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我國油料價格變動趨勢分析 
方劉信 

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科員 

壹、前言 

我國能源主要依賴國外進口，今（99）年第 1 季能源進口占總能源需求 99.3％。在能源

供給方面，以原油及石油產品為最大宗，占總能源供給逾 5 成。油價一旦飆漲，將對國內經

濟、貿易、產業和民生物資等方面造成衝擊。在民生方面，直接影響為交通運輸費用，另在

食物、居住等生活開銷亦受間接影響，本文將說明近年我國油價變動情形。 

貳、原油供需概況 

我國油源稀少，原油完全仰賴進口，依經濟部能源局資料，98 年原油總計進口 3 億

4,367 萬桶，較 97 年增 2.9％，8 成以上來自中東，99 年第 1 季更高達 85.1％，其中沙烏地

阿拉伯為主要進口國，98 年總計進口 1 億 1,734 萬桶，占 34.1％，科威特占 20.2％居次，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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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23.1% 4.8% 12.6% 12.3% 22.6%

30.8% 21.2% 3.5% 11.2% 12.1% 20.8%

32.2% 20.4% 8.4% 11.1% 8.7% 19.1%

33.2% 22.3% 6.3% 12.9% 8.2% 17.1%

34.1% 20.2% 9.8% 7.8% 9.7%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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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烏地阿拉伯 科威特 伊拉克 伊朗 中東其他國家 其他國家

343,674

333,896

361,268

365,362

381,741

千桶

國合占逾半。 

原油進口來源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說    明：中東其他國家為阿曼、阿聯和科沙中立區；其他國家為安哥拉、剛果、印尼、奈及利亞和其他。 

69 年全球發生第二次石油危機，我國原油進口值占總進口值比率為 20.1％，占 GDP 比率

為 9.7％，惟年底成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帶動國內傳統產業轉型，並加速工業技術升級，使

對原油需求較低的電子電機業，成為我國主要的產業，大大降低油價對經濟的衝擊，且隨著

經濟成長，進口貿易額不斷快速增加，80 年代原油進口值占總進口值比率平均為 4.3％，占

GDP 比率平均為 1.6％，均較先前兩次石油危機時明顯下降許多；90 年代隨產業發展及原油煉

製新產能開出，國內原油進口量亦呈上升趨勢，加上國際油價高漲，致 90～98 年原油進口值

占總進口值與 GDP 比率分別上升至 10.0％與 4.9％，且在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國家經濟快速發

展，對原油需求增加，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減產協議未見鬆綁，部分產油國政治不穩

定，及國際投資客刻意炒作等因素影響下，帶動國際油價攀升，致前述兩項指標在 97 年分別

達 13.7％和 8.1％，為第二次石油危機以來另一新高，顯示國際油價走高已帶給我國進

口極大壓力；99 年油價雖較 97 年高點大幅回跌，惟第 1季仍達 11.4％和 6.4％。 

原油進口概況 

單位：新台幣億元、％ 

  原油進口值   

占總進口值比率 占 GDP比率 

80～89年平均 1,214.7 4.3 1.6 

90～98年平均 5,636.7 10.0 4.9 

94年 5,865.9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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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 7,658.2 11.6 6.3 

96年 8,054.5 11.2 6.2 

97年 10,349.1 13.7 8.1 

98年 6,482.1 11.2 5.2 

99年 1-3月 2,071.8 11.4 6.4 

資料來源：財政部、行政院主計處。 

參、油價變動情形 

一、國際油價 

近年中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金磚四國經濟快速成長，石油需求大增，加上 96 年因美

國聯邦銀行為了控制次級房貸風暴，多次調降利率，使資金大舉撤出美國市場，造成美元巨

幅貶值，並帶動國際油價上揚，8 月起油價一路攀升，於 97 年 7 月締造歷史新高，美國西德

州（WTI）每桶 145.5 美元，杜拜（Dubai）每桶 140.7 美元，北海布蘭特（Brent）每桶

144.5 美元；惟同年 9 月中因雷曼兄弟銀行宣告破產、美林證券遭併及美國國際集團（AIG）

援助案，引發全球信貸危機，掀起全球金融海嘯，衝擊全世界經濟，原油需求驟降，油價反

轉直下一路重挫，12 月底西德州每桶 44.6 美元，杜拜每桶 36.5 美元，北海布蘭特每桶 36.6

美元，較 7月分別下跌 69.3％，74.1％和 74.7％。 

98 年 G20 就恢復全球經濟景氣的措施達成共識，以 1 兆美元資助方案恢復信貸、經濟成

長和就業，全球經濟亦漸次活絡，國際油價也隨之一路震盪走揚，惟歐美多國經濟狀況仍然

欠佳，再加上 11 月底杜拜爆發債信危機，油價在每桶 70～80 美元徘徊；99 年 4 月美國經濟

數據表現較預期為佳，油價再度衝破每桶 80 美元。惟近期因希臘等南歐五國發生債務問題，

造成原油需求下滑，5月底油價每桶約為 74美元。 

國際原油價格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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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州 杜拜 布蘭特美元/每桶

國際油價歷史新高97年7月：

1.7月14日西德州每桶145.5美元

2.7月4日杜拜每桶140.7美元

3.7月3日布蘭特每桶144.5美元

97年12月31日國際油價：

1.西德州每桶44.6美元

2.杜拜每桶36.5美元

3.布蘭特每桶36.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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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二、國內油價 

（一）油價調整作業 

為使油價更透明化及讓國內油價能隨國際油價波動而調整，台灣中油公司於 95 年 9 月起

試辦浮動油價機制，以普氏（Platts）西德州現貨價格之變動幅度為調整依據；96 年 1 月浮

動油價機制正式實施，改為稅前價格以西德州現貨價格變動幅度 8 成計算，每週調整一次；

為貼近購油成本，自 96 年 9 月起改以 70％杜拜及 30％北海布蘭特之平均價格計算，取小數

二位，採四捨五入。政府為配合民情及政策之需，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其間乃經數度修正，目

前調價公布時間改為每週日中午 12 時，週一零時起生效；另考慮春節返鄉和拜年活動使用油

品機會增加，及避免民眾擔心油價漲跌影響年節氣氛，遇春節假期之價格檢討順延至過年後

之調價日辦理，若遭逢重大天然災害，亦同樣順延。 

（二）油價變動情形 

97 年 7 月國際油價飆漲到歷史新高價時，國內油價亦創新高，95 無鉛汽油每公升 36.1

元，高級柴油每公升 33.5 元，隨後因國際油價受經濟衰退影響而下跌，12 月底 95 無鉛汽油

每公升 21.1 元，高級柴油每公升 17.1 元；98 年油價再度回漲，8 月初 95 無鉛汽油每公升已

漲至 29.0 元，當時莫拉克颱風造成中南部地區重大災情，政府為減輕油價調漲對民生物價之

衝擊，連續兩週凍漲油價；99 年 2 月，中油為配合政府穩定物價政策，及避免油價漲跌影響

年節氣氛，未調漲油價；4 月隨國際油價持續走揚，95 無鉛汽油又衝破每公升 30.0 元，惟 5

月下旬受原油價格下跌影響，每公升降至 28.6元。 

在物價指數方面，97 年 7 月國際油價創歷史新高，推升石化原物料價格與運輸成本，致

躉售物價指數（WPI）為 119.0，其中原油 197.7，石油及煤製品 169.4，較 96 年同月分別漲

72.9％和 45.9％；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為 106.8，其中油料費 135.2，較 96 年同月漲

23.3％。99 年 1-5 月躉售物價指數 107.4，其中原油 123.6，石油及煤製品 120.2，較 98 年

同期分別漲 56.6％和 35.9％；消費者物價指數 104.9，其中油料費 112.3，較 98 年同期漲

23.7％。 

國內油品價格相關指標 

 

  

台灣石油公司油品價格 

(新台幣元/公升) 

 

 

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基期:民國 95年=100) 

躉售物價指數(WPI) 

(基期:民國 95年=100) 

95無鉛汽油 高級柴油   油料費  原油 石油及煤製品 

95 年 26.9 22.9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96 年 28.5 25.0 101.8 106.1 106.5 112.3 112.2 

97 年 30.1 26.9 105.4 113.5 112.0 145.7 135.1 

上半年 31.4 28.3 104.2 118.4 112.8 160.1 138.0 

下半年 28.9 25.6 106.6 108.7 111.1 131.3 132.3 

98 年 27.2 23.8 104.5 101.7 102.2 100.7 101.2 

上半年 24.8 21.3 103.7 93.2 100.0 84.3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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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 29.5 26.3 105.2 110.3 104.4 117.0 111.9 

99 年 1-5月 29.8 26.8 104.9 112.3 107.4 123.6 120.2 

油價歷史新高 

(97年 7月) 
36.1 33.5 106.8 135.2 119.0 197.7 169.4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行政院主計處。 

說    明：1.台灣中油公司油品價格係以平均價計算；油價歷史新高係以 97年 7月 2日公布價格為準。 

2.97 年 5 月 28 日至 97 年 11 月 27 日政府減徵汽、柴油貨物稅（汽油貨物稅減徵 1.3 元／公升，柴油貨

物稅減徵 

1.4元／公升）。        3.95無鉛汽油含營業稅 5％及貨物稅 6.8元／公升，高級柴油含營業稅 5％及貨物稅 4.0元／公升。 

4.WPI 石油及煤製品查價項目包括汽油、航空燃油、柴油、燃料油、潤滑油(含基礎油)、石油腦、柏油

和液化石油氣、焦炭、石油焦及石油瀝青等。 

國內油價相關指數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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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三、石油產品消費 

96 年石油產品國內消費為 5,306 萬公秉油當量，97 年國際油價飆漲，抑制用油需求，全

年減至 5,011 萬公秉油當量，98 年 4,950 萬公秉油當量，為近年新低；99 年第 1 季 1,325 萬

公秉油當量，較 98年同期增 18.7％。 

就消費成長幅度觀察，在高油價時代及各界所關切的地球暖化議題等因素影響下，加上

政府致力於節能減碳措施之執行，致 97 年燃料油、航空燃油、車用汽油、液化石油氣和柴油

之消費量均呈縮減，分別較 96 年減 13.5％、12.4％、5.1％、4.7％和 2.7％，98 年部分油品

消費量雖見回升，惟總消費量仍續呈減少。 

石油產品國內消費 

單位：公秉油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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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液化石油氣 石油腦 車用汽油 航空燃油 柴油 燃料油 其他 

94 年 50,079,190  2,899,062  13,416,956  9,168,402  2,700,497  5,882,766  10,503,877  5,507,630  

95 年 50,628,835  3,037,210  13,682,543  8,935,124  2,752,187  5,794,029  10,973,048  5,454,694  

96 年 53,060,363  3,193,477  17,261,967  8,688,495  2,669,974  5,341,857  9,982,734  5,921,859  

97 年 50,113,047  3,042,096  17,574,769  8,244,251  2,340,205  5,198,093  8,631,183  5,082,450  

98 年 49,498,779  3,147,960  18,436,868  8,410,462  2,219,515  4,927,504  6,918,659  5,437,811  

99 年 1-3月 13,254,675  690,247  5,440,709  2,045,591  581,453  1,160,873  1,907,886  1,427,916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說    明：各石油產品國內消費含發電汽電用、能源部門自用及最終消費。 

肆、結語 

我國初級能源高度仰賴進口，國內油價及原油相關產業或產品，易受國際原油行情所左

右，目前油價仍處於高水平，90 年代原油進口值占總進口值比率約 10％，占 GDP 比率介於 5

％至 8％間，對國內經濟衝擊雖已不若前兩次石油危機嚴峻，但能源逐漸枯竭是不爭的事實，

政府採取控制公用事業部門價格以穩定國內物價僅為短期之因應措施，長期而言，仍須致力

於改變生活習慣及生產模式，除執行節能減碳外，亦要加速開發替代能源，以降低高油價所

帶來的衝擊。 

 

 

 

 

 

99 年中國統計學社論文獎甄選 

王翠華 

                                                    統計學術委員會 

本社為鼓勵統計研究興趣、提高統計學術研究水準，設置「中國統計學社論文獎」。自民

國 76 年開辦以來，迄今共辦理 23 年，循例於每年下半年進行論文獎甄選活動。今(99)年度

之論文獎甄選已經開始囉！ 

 

 

【統計情報】 

 

 

【統計專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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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98 學年度為本社團體社員之國內各大學統計及相關系所碩士班在

學生或畢業生之論文，屬於統計方法之應用及統計理論研究，且未領有其

他獎學金者，均可申請。 

 

請各系(所)有意願且符合規定之碩士班在學生或畢業生，經由 2 位老

師推薦(含指導老師)，填妥申請書並檢附畢業論文及電子檔案（PDF 檔）

各乙份，自即日起至 7 月 31 日前函送本社統計學術委員會彙辦（請註明

參加「中國統計學社論文獎」甄選，地址：臺北市廣州街 2 號 6 樓，電

話：（02）23803529 王翠華小姐），相關檔案文件請逕至本社網站

（http://www.stat.org.tw）下載。 

 

論文獎採公開評審方式，優等至多 6 名，其中得以 1 名為最優，最優

發給獎金 3 萬元及獎牌；優等發給獎金 2 萬元及獎牌；另擇優選取佳作數

名，頒發獎牌，並於本社今（99）年底社員大會中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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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中華機率統計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中華機率統計學會 

第 7 屆海峽兩岸機率與

統計研討會暨 2010 年中華機

率統計學會年會及學術研討會

原訂於本（99）年 5 月 1-2 日

假國立東華大學舉辦。然而大

陸學者因簽證等問題無法如期

前來，致海峽兩岸機率與統計

研討會改延至 7 月 6-7 日併同

南區統計研討會假國立成功大

學舉行；而 2010 年中華機率

統計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則

仍依原訂日期 5 月 1-2 日召

開。 

本次會議共有國內外大學院校及研究機構約 120 餘位學者與會，發表 48 篇論文，其中包

括來自日本 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Mathematics 及加拿大 University of Manitoba, Canada 等國外學

者；此外，東華大學應數所的創所所長傅權教授亦撥冗共襄盛舉。論文涵蓋工業統計、生物

統計、生物資訊、貝氏統計、抽樣調查、品質管制、政府統計、財務統計、統計計算、數理

統計、環境統計、機率理論、應用機率、隨機過程、高維資料分析及統計機器學習等主題。 

中華機率統計學會為國

內非官方的重要機率統計學

術團體之一，而海峽兩岸機

率與統計研討會也是兩岸多

年輪替辦理，且具悠久傳承

的機率統計學術會議。雖然

辦理過程時因不可預期因

素，徒增會議辦理的困難

度，然在雙方學會及承辦單

位的努力斡旋下，迄今已舉

辦 7 屆，在增進兩岸機率統

計學者學術交流，以及推動

建立合作研究關係等方面，

有長遠而具前瞻性的影響。 

國立東華大學 

2010 年中華機率統計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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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率統計是東華應

數系重要的學術研究聚

焦，從事相關研究的教

師約 7-8 位，多年來除

了在相關領域有相當研

究發表貢獻之外，對於

培育機率統計新秀更是

不遺餘力。大學部畢業

生有相當高的比例進入

機率統計相關研究所深

造，學生紮實的數理與

統計訓練也獲得同儕學

者的肯定。該系自本年

9 月起將正式成立統計

碩士班，預計招收 12 名

碩士生；除了持續發展

機率統計研究，更讓學生對未來深造與就業有更清楚的定位。應數系向來積極參與國內機率

統計學術活動，並鼓勵學生參與研討會發表論文，也多次承辦大小型的機率統計研討會，善

盡作為機率統計學群一員的職責，同時讓師生藉由參與相關學術活動以拓展視野，並提升本

校/系在學群中的能見度。 

國立東華大學地處花蓮縣壽豐鄉，藍天綠地、秀水環繞，研討會晚宴席設花蓮市統帥大

飯店，國內外知名學者及與會同學均獲邀餐敘，校長也蒞臨與機率統計學者交流請益，並與

傅權教授、程爾觀教授等本系創系教師敘舊。席間與會人士相互舉杯言歡，氣氛至為熱絡，

為此次研討會畫下完美的句點。 

2010年中華機率統計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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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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回  經濟學基本概念及物價 

王翠華 

                                                    統計學術委員會 

壹、綜合說明 

本主題主要介紹經濟學「需求和供給」的供需基礎概念及均衡價格的決定，與衡量俗稱

「通貨膨脹率」、「通貨緊縮」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包括其定義、內涵及用途。此範圍

於 98 年才含括於學測及指考範圍，為充實題材，內容併入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公布之參考試卷

及指考試題。 

貳、供需機能 

「一只看不見的手」是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描述的市場神祕力

量，即通稱的市場機能（或價格機能）。 

經濟學稱買賣為供給與需求，並用供需圖分析買賣雙方的互動；

換句話說，所謂的市場機能，就是產品的價格與數量是由雙買賣方的

「需求」和「供給」共同所決定。生產可能曲線(PPC)是指在一段時

間內，將國家（地區）所有資源用來生產不同產品時，不同產量間的

產品組合所繪出的軌跡；右圖為用來生產兩種產品時的產品組合生產

可能曲線。 

91年學測第75-76題，主要考供需機能的概念；97年指考參考試卷第23題則是說明自由經

濟市場的意義；98年學測第16題的生產可能曲線圖的不同組合，描繪出在既定的資源限制條

件下，兩產品的最大產量組合，可用來解釋機會成本的概念，也就是在有限資源的限制之

下，甲組合的農產品若要增加至乙組合的產量，增加農產品生產的機會成本就是因此而減少

的工業產品產量；而99 年學測第18 題也是生產可能曲線的概念。 

【91年學測】 

第75-76題為題組 

◎ 有一本書上說：「每一個人都是他自己經濟事務的最佳裁判者，自由競爭和致富的慾望可以導

致社會整體財富的增加。儘管每個人都是自私的、而且常常不顧及共同的利益，但是他們的共同

活動，卻自然地趨於全體的共同經濟福祉。這種情況，就如同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調節一切一

樣。」請根據這段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75.這種理論符合下列何者的主張或政策？（答案為框線所示） 

(A)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 

(B)魏勃夫婦(Sidney and Beatrice Webb)的「費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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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凱因斯(John Keynes)的經濟學說 

(D)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新政」(New Deal) 

 

76.文中所謂「一隻看不見的手」，指的是甚麼？（答案為框線所示） 

(A)資本家的幕後操控                      (B)市場的自然運作 

(C)上帝的特別天祐                        (D)政府無所不在的影響力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97 年指定科目考試參考試卷】 

23.近來國際油價變動頻繁，成為台灣社會關注的焦點。但當台灣中油公司採行(甲)低油價政策來

平抑物價卻導致虧損的時候，民意代表批評中油缺乏(乙)經營效率；而當油價政策採行(丙)浮動油

價，國際油價大漲的時候，社會大眾又要求中油負起(丁)平抑物價的責任。上述畫線部分的敘述，

哪些符合自由主義經濟制度的主張？ 

（答案為框線所示）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98 年學測】 

16.假設某國的資源全部投入農產品和工業產品的生產上，若我們觀察到甲、乙兩個不同的生產組

合，那麼依據經濟學上的「生產可能曲線」概念分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答案為框線所示） 

 農產品 工業產品 

甲 1000 萬公噸 4000 萬單位 

乙 1200 萬公噸 3500 萬單位 

(A) 甲組合生產總量較乙組合多，較有效率  (B) 甲生產組合符合工業化進程，較有效率 

(C) 乙農產品生產不需機會成本，較有效率  (D) 甲與乙組合有取捨關係，兩者皆有效率 

【99年學測】 

16-18 為題組 

◎民國 98 年 8 月上旬，莫拉克颱風造成我國 50 年來傷亡最慘重的水患，農業損失嚴重，工業基

礎設施亦遭破壞，經濟損失甚鉅。風災發生之後，國內某些知名的非營利組織，於第一時間即投

入救災行列，積極募集賑災物資並迅速發放，其執行效率受到高度肯定。至於政府的救災表現則

頗受社會議論，部分媒體出現內閣改組的聲音。 

18.若以農業產品為橫軸，工業產品為縱軸，此次風災可能造成「生產可能曲線」如何變動？ 

(A)整條生產可能曲線往外移動 

(B)整條生產可能曲線往內移動 

(C)生產組合點沿著原來的生產可能曲線往右移動 

(D)生產組合點沿著原來的生產可能曲線往左移動 

參、均衡價格 

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產品的價格與需求量呈反向關係，即價格上升，需求量下降；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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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下降，需求量上升；簡單的說，就是需求線為負斜率。同樣地，產品的價格與供給量呈

正向關係，即價格上升，供給量上升；反之價格下降，供給量下降；簡單的說，就是供給線

為正斜率。 

當市場達到均衡時，供給量等於需求量；以供需圖來看，供

給線與需求線相交於一點時，市場達到均衡，對應的價格就是均

衡價格。 

97 年學測參考試卷說明均衡價格的意義；而指考參考試卷以

白米解釋正常財的價格變化，其需求量會隨著消費者所得降低而

減少。反之，違反「需求法則」的地瓜消費行為，在地瓜價格上

漲後，地瓜的消費不減反增，因而造成違反需求法則的現象。至於第 21 題天氣異常下，空心

菜供給減少、價格大幅上漲的現象，表示原因為供給曲線左移，才會導致商品價格大幅上

漲，所以只有(A)空心菜的單位成本大幅增加會造成供給曲線左移。 

99 年學測第 20 題因國內口罩需求增加造成價格上揚，政府出面與廠商協商，讓供給增加

才使得口罩價格回穩，其供需變動的原因同(D)研究指出蒜頭有益健康使得蒜價高漲；農民因

而搶種蒜頭，價格回跌的原理一樣。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測參考試卷】 

例題G：有關供給與需求的概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答案為框線所示） 

(A)若其他條件不變，價格提高則供給量會減少 

(B)若其他條件不變，價格提高則需求量會增加 

(C)若需求量大於供給量，則均衡價格會下降 

(D)若需求量等於供給量，則價格不會再調整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指考參考試卷】 

例題H：『日據時代末期，因戰爭而導致資源缺乏，白米昂貴，而人們普遍貧窮，所以白飯中都摻

了很多價格較為便宜的地瓜，才能吃得飽。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___時，人們整體購買能

力下降，所以反而購買更多的地瓜摻入較少的白米之中。』這樣的消費行為完全違背了經濟學上

所謂的「需求法則」。 

1.上文空格當中最適當的詞語應為下列何者？（答案為框線所示） 

(A)地瓜價格下降                         (B)地瓜價格上升 

(C)白米價格下降                         (D)白米價格上升 

2.『當人們所得增加時消費數量隨之增加、所得減少時消費數量隨之減少之物稱之為正常財（答案

為框線所示） 

(A)白米與地瓜皆為正常財                 (B)白米與地瓜皆非正常財 

(C)白米為正常財，地瓜則否               (D)地瓜為正常財，白米則否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97 年指定科目考試參考試卷】 

21.由於天氣持續酷寒，導致空心菜生長緩慢、價格大幅上漲。請問下列何者是造成此現象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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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答案為框線所示） 

(A)空心菜的單位成本大幅增加              (B)空心菜的生產技術無法改善 

(C)消費者對空心菜的嗜好提高              (D)替代品不足致使空心菜漲價 

【99 年學測】 

19-20 為題組 

◎H1N1 病毒引發的新型流感快速蔓延，引起各國關注，並建立防範機制。首先我國政府針對受感

染之入境旅客檢疫隔離，其後國內口罩因需求增加造成價格上揚，引發社會議論，政府因此協調

廠商緊急調度資源，24 小時生產線不停工，供給增加才使得口罩價格回穩。隨著疫情加溫，政府

已針對學校感染情況發布停課標準，並逐步展開全面性的疫苗注射。 

20.下列何者價格上升而後回跌的供需變動原因與上述口罩的例子一樣？（答案為框線所示） 

(A)颱風過後，蔥價爆漲；其後產地氣候大致穩定，蔥價因此回跌 

(B)油價飆升，國道客運車票價格調升；但因高鐡的競爭，車票價格隨後調降 

(C)澎湖的地價因離島博奕條例之施行而急揚；但公投沒過使得地價下滑 

(D)研究指出蒜頭有益健康使得蒜價高漲；農民因此搶種蒜頭，價格回跌 

肆、消費者物價指數 

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 簡稱 CPI）用以衡量一般家庭購買消費性商品及

服務價格水準的變動情形。將基期年（目前為民國 95 年）指數定為 100，做為比較之基準。

例如目前消費者物價總指數為 120，代表基期年用 100 元買到的商品及服務，現在必須花 120

元才能買到相同的商品及服務，表示目前需用較多的貨幣才能購得與基期年相當之商品及服

務，亦即貨幣購買力下降。 

消費者物價指數用以衡量「一般家庭購買消費性商品及服務價格水準之變化」，故凡「非

一般家庭」，如宗教機構、醫院、監獄及企業等，均不在範圍內。另「消費性商品及服務」，

舉凡食、衣、住、行、育、樂等消費性商品（如手機）及服務（如美髮）均包含在內；非以

消費性為目的的商品及服務均不包括，如健保費、所得稅（支出與享用無對等報償關係）、房

地產、股票、債券（具投資或儲蓄性質）等。另房價雖不列入查價範圍，但住宅用房租及住

宅修繕費用等消費性支出，則包括在內。 

97 年指考參考試卷第 39 題，說明消費者物價指數的內涵、指數變動意義，及政府採取抑

價措施對國內汽油、水電等價格變動影響。第 40 題則解釋日常生活中互補品及替代品的價格

變動，如兩商品為互補品的定義，係一商品價格上漲導致另一商品需求量減少，如咖啡與奶

精。反之，當某項商品價格上漲，導致另一商品需求量增加，則這兩個商品為替代品，如可

口可樂與百事可樂。所以米與麵粉為替代品，當麵粉價格飛漲，造成消費者對米的需求增

加，連帶使米價上揚。第 41 題以抑制米價取代釋出公糧政策，將價格訂在均衡價格之下，造

成需求量大於供給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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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指考參考試卷第 43 題因政府對小汽車開徵擁擠稅，所以開小汽車上路的駕駛人會減

少，對小汽車的需求會減少，對停車位、汽油等互補品的需求會減少，但對公車、捷運、腳

踏車、機車等替代品的需求會增加。 

99 年學測第 12 題因生產技術不斷進步且全球化的生產方式，所以供給量大增，高於需求

量，因而造成同一品牌同一性能的產品價格產生持續下降的現象。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97 年指定科目考試參考試卷】  

39-41 為題組 

◎ 今年 2 月我國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年增率為 3.89%，其中食物類物價漲了 13.84%，長期穩定的米

價也連番上漲，麵粉批發價格則較去年同期漲了一倍以上。面臨國際原物料價格飛漲，我國政府

採取了所多項的抑價措施，汽油、水電等價格皆較其他國家低廉，另外政府也開始釋出公糧，使

米價回穩。 

39.依據上文內容推測，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答案為框線所示） 

(A)消費者物價指數只採計食物的零售價格漲幅 

(B)去年間消費者比批發商承受更大的物價上漲壓力 

(C)國際原油及燃煤價格變動較國內汽油、水電等價格變動大 

(D)由於我國加入WTO， 使得進口麵粉價格高漲， 連帶使米價上揚 

40.下列何者正確？（答案為框線所示） 

(A)米與麵粉為互補品， 故兩者價格常呈現同漲或同跌 

(B)米與麵粉為替代品， 麵粉價格飛漲將使米價連帶上揚 

(C)麵粉為奢侈品、米為必需品， 故政府只執行米價的平抑措施 

(D)麵粉為進口品、米為國產品， 故政府抑制米價時，有利於進口商 

41.政府若非釋出公糧，而以直接限價來抑制米價，下列有關稻米市場之敘述何者正確？（答案為

框線所示） 

(A)供給數量大於需求數量， 稻米價格較均衡價格低 

(B)供給數量大於需求數量， 稻米價格較均衡價格高 

(C)需求數量大於供給數量， 稻米價格較均衡價格低 

(D)需求數量大於供給數量， 稻米價格較均衡價格高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97 年指定科目考試參考試卷】 

◎ 2003年倫敦市長克服許多人的反對並贏得市議會的同意，宣布開徵交通「擁擠稅」，針對週一

至週五上午七點到下午六點半時段，進入倫敦市中心的小汽車以電子技術進行課稅，其稅收則用

於大眾運輸系統的改善。鑑於倫敦的成功，世界各大都市開始嘗試效法。2006年，瑞典首都斯德

哥爾摩市舉行公民投票，最後以1%的微幅差距通過擁擠稅的課徵。2007年，我國相關單位曾就台

北市信義計畫區試辦擁擠稅的課徵進行討論，但未達成共識。 

43.假設其他條件不變， 政府亦不進行任何的價格管制， 依據市場供需原理， 擁擠稅的開徵最可

能引發下列何種結果？（答案為框線所示） 

(A)信義區停車需求增加                     (B)小汽車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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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汽油需求減少                           (D)公車需求減少 

【99 年學測】 

12.在賣場中我們經常會發現到同一品牌同一性能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其價格有持續下降的現象，

其可能原因為何？（答案為框線所示） 

甲、所得提高  乙、供過於求    丙、需求上升   丁、技術進步   戊、全球化生產 

(A)甲乙丁   (B)乙丁戊   (C)甲丙丁     (D)乙丙戊 

伍、通貨膨脹及通貨緊縮 

一國物價水準的漲跌一般係以消費者物價指數來衡量。「通貨緊縮」的意義依國際貨幣基

金(IMF)定義，為「因需求減少致物價持續兩年下跌現象」，始視為通貨緊縮。相反地，通貨

膨脹的定義為「一般物價水準在某一時期內，連續性地以相當的幅度上漲」。 

在生活中，只有某一種或某一類商品價格上漲，而其他商品的價格沒有發生變化，不算

通貨膨脹；或是很多商品的價格都上漲了，卻是一次調升就停下來，也不算是通貨膨脹；同

樣地，漲幅不大，更不稱通貨膨脹。至於漲多少「相當幅度」呢？則沒有一定的標準。不同

的經濟結構下，各國對通貨膨脹的容忍程度也不同。有時候，通貨膨脹只是一個相對的觀

念。有些國家，譬如墨西哥，它的物價上漲率經常是 20%以上，有時甚至於超過 100%；如果

能把它降到 15%以下，物價或許就算是穩定了。 

但是，對一些國家而言，譬如歐美國家及我國，近年來物價平穩，上漲率都在 5%以下，

故對物價漲幅的要求也較嚴格。因此，關於物價上漲幅度多少才算通貨膨脹，只能粗略地以

“超過正常的上漲幅度”界定之。 

通貨膨脹對領取固定薪資的人而言，物價上漲使得購買力下降，生活水準下降；但對擁

有股票和房地產的人而言，「財富」隨物價上升而增值，對不同所得的人會產生不同的所得

分配影響。影響所及，一般民眾基於「保值」心理，可能會把儲蓄轉投入黃金或房地產；廠

商基於預期心理，會設法先提高「產品」或「勞務」的價格或改變投資的決策；而物價上升

速度快時，連帶波及利息走升。 

反之，通貨緊縮就是物價水準下降現象；若消費者期待物價會下降，就會延遲消費，進

一步逼使廠商因需求減少或庫存增加而降價，如此惡性循環，將導致產出減少、投資意願

低、廠商庫存增加、百姓失業的問題。 

下列學測研究用試題即測試學生對通貨膨脹現象的了解，92 年學測則是通貨緊縮的影

響。 

【大考中心學測研究用試題】 

 4.通貨膨脹是指整體物價水準出現全面性的持續上揚現象。以下有關通貨膨脹之敘述何者正確？

（答案為框線所示） 

(Ａ)通貨膨脹是指人們可以用的錢變少了 

(Ｂ)通貨膨脹是指人們可以買的商品種類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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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通貨膨脹是指人們必須付出更多的錢來購買既有的商品 

(Ｄ)通貨膨脹是指人們所購買商品的品質變差了 

【92 年學測】 

8.自 2001 年美國股市重跌以來，全球經濟跟著疲軟，各國央行接連調降利率；然而經濟表現依舊

不振，學者擔心「通貨緊縮」的現象將來臨。下列現象中，何者屬於「通貨緊縮」的表徵？（答

案為框線所示） 

(A)銀行逾期放款增加，呆帳居高不下          (B)廠商庫存增加，人民失業率提高 

(C)銀行調降利率，人民貸款意願增加          (D)股市持續下跌，吸引長期性投資 

我國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原因分析 

單位：％ 

     年     增     率 

60年代平均 70年代平均 80年代平均 90-98年平均 99年 

1-5月①  63年 69年  70年  80年  98年 

CPI 10.4 47.5 19.0 3.1 16.3 2.6 3.6 0.9 -0.9 1.2 

 食物類 11.4 57.3 16.1 3.1 17.0 3.0 1.0 2.2 -0.4 0.6 

 衣著類 9.0 34.0 14.5 0.4 6.6 -0.2 -0.1 0.6 -0.1 2.5 

 居住類 9.5 36.3 19.9 3.0 13.6 2.6 5.7 0.1 -0.3 0.3 

 交通類 9.8 35.3 24.6 0.8 9.7 1.2 6.1 0.5 -4.0 5.3 

  油料費 － － 57.9 -3.5 16.7 2.1 -10.4 3.9 -10.4 23.7 

 教養娛樂類 10.2 23.4 31.6 5.4 15.2 5.1 8.0 0.1 -1.8 -1.1 

 商品類 － 53.0 17.5 2.0 15.4 1.7 1.1 1.4 -1.6 2.8 

 服務類 － 28.1 22.0 5.3 21.5 3.6 7.1 0.6 -0.3 -0.1 

經濟成長率 9.7 1.9 7.3 7.6 6.5 6.2 7.9 3.1 -1.9 13.3 

平均薪資年增率 － － － 10.6 20.7 5.6 10.5 0.1 -5.1 9.4 

失業率 － － 1.2 2.1 1.4 2.2 1.5 4.6 5.9 5.6 
 

 

資料來源： 

說    明： 

 

附    註： 

行政院主計處。 

1.CPI油料費自 64年 1月起增查。2. CPI自 60年起增編按商品性質別分類指數。 

3.工業及服務業薪資自 69年 1月起發布。4.失業率自 67年 1月起發布。  

①經濟成長率與薪資均係第 1季資料；失業率係 1-4月資料。 
 

說 明：1. 民國 62 年 10 月爆發中東戰爭，OPEC 會員國實施石油減產與禁運，使得 63 年

OPEC 油價由 62 年每桶 3.1 美元狂飆至 10.7 美元，引發第一次石油危機；而世界

經濟在遭受嚴重的供給面衝擊下，產生了高通膨與低經濟成長之停滯性通貨膨

脹，影響所及，我國 63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高達 47.5％，創歷年新

高；其中又以食物類在預期心理及原料、人工成本提高下上漲 57.3％最大。 

2. 民國 68 年 9 月受到伊朗政局不穩定影響，導致石油市場供需失衡，OPEC 油價由

68 年每桶 17.3 美元飆升至 70 年 32.5 美元，漲幅近 9 成，進而引發第二次石油

危機；與第一次石油危機相較，政府採行貨幣緊縮政策，物價波動程度相對較

小，69 年 CPI 上漲 19.0％，其中油料費漲 57.9％，70 年 CPI 仍上漲 16.3％，惟

油料費漲幅已縮小至 16.7％；另教養娛樂類受學雜費調漲影響漲幅較大，69 年與

70年分別漲 31.6％與 15.2％。 

【專題分析】 



中國統計通訊 21 卷 7 期   18 

3. 70 年代後期至 80 年代初期，因薪資大幅調升，陸續帶動服務類價格上揚，以民

國 80 年 CPI 為例，總指數上漲 3.6％，其中服務類受房租、學雜費、公用費率調

漲影響，漲 7.1％，商品類則因食物與能源等價格相對穩定，僅漲 1.1％。 

4. 民國 98 年受全球性金融海嘯影響，國際原油及多數農工原料皆由 97 年高檔回

跌，雖下半年全球經濟衰退幅度減緩，但在比較基數相對偏高情況下，CPI 跌幅

高達 0.9％，創歷年新低；其中以交通類受國際油價反轉下挫影響，跌 4.0％最

大。今(99)年 1-5 月景氣逐漸回穩，油料費隨國際油價漸次走揚（漲 23.7％），

加以去年比較基數偏低，致 CPI較去年同期漲 1.2％。 

5. 景氣活絡，勢必帶動物價上揚，70 年代經濟成長率 7.6％，CPI 年增率 3.1％，薪

資年增率 10.6％，而 80 年代，我國經濟轉趨中度成長，平均 6.2％，即便 CPI 年

增率 2.6％，但因薪資仍有 5.6％成長，民眾尚不致感受物價上揚壓力。90 年代

CPI 年增率尚稱穩定，惟就業市場嚴峻，失業率上升至 4.6％，薪資調幅有限，僅

0.1％，民眾購買力相對降低，對物價波動之敏感度更甚於以往。 

2010年 1-5月亞洲主要國家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比較 

單位：％ 

項目 中華民國 南韓 中國大陸 香港 新加坡 日本 

總指數 1.2 2.7 2.4 2.0 1.5 -1.2 

 食物類 0.6 2.8 5.3 1.3 0.9 -1.4 

  蔬菜 3.3 15.0 21.5 15.3 2.8 5.4 

  水果 3.3 -3.6 16.1 6.9 0.6 -6.1 

 居住類 0.3   
(不含家庭設備 

用品及服務)3.3 
     

  水電燃氣 4.0 (電力及燃料)4.5   61.9 4.7 (瓦斯)-6.0 

   燃氣 17.3 (瓦斯)6.8  
(石油氣及 

其他燃料)19.8 
 

(其他燃料) 

 11.0 

 交通類 5.3  -0.1  9.5 1.7 

  交通設備 2.9      

   通訊設備 -15.8 -2.0   (通訊)-3.2 (通訊)-1.3 

  油料費 23.7 
(運輸設備燃料) 

12.9 
 (汽油)10.7  (汽油)17.5 

 教養娛樂 -1.1  0.1    

  可攜式電腦 -21.1 
(資訊處理設備) 

 -15.1 
   

(個人電腦) 

 -40.5 

 其他電腦設備 -9.0      

資料來源： 行政院主計處、南韓統計局、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香港政府統計處、新加坡統計局、日本統計局。 

  附  註： 除我國外其他國家皆係 2010年 1-4月資料。 

說  明：1. 今(2010)年 1-5 月我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平均漲 1.2％，南韓漲 2.7％，中國大陸漲

2.4％，香港漲 2.0％，新加坡漲 1.5％，日本則跌 1.2％。就主要項目觀察，蔬菜、水果

易受天候影響，短期供給缺乏彈性，以我國而言，近年因全球暖化造成氣候異常，2009

年 8 月莫拉克颱風重創南部農產地區，加以 2010 年初寒害影響蔬果收成，1-5 月蔬菜平

均漲 3.3％，水果漲 3.3％；南韓蔬菜亦漲 15.0％；中國大陸則受 2009 年底的旱災影

響，蔬菜、水果分別漲 21.5％、16.1％；香港蔬菜漲 15.3％，水果漲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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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原油及燃氣等能源價格除受市場供需影響外，亦受產油國政局左右。2008 年 7 月國際油價

創歷史新高，之後受全球經濟衰退影響，一路下滑，至 2009 年初始逐漸回穩，並隨國際經

濟情勢好轉而止跌走揚，影響所及，我國 2010 年 1-5 月燃氣漲 17.3％，油料費漲 23.7

％；南韓瓦斯漲 6.8％，運輸設備燃料漲 12.9％；香港水電燃氣漲 61.9％，主要係因部分

住戶已用完政府提供之ㄧ次性電費補貼，另石油氣及其他燃料漲 19.8％，汽油漲 10.7％；

新加坡水電燃氣漲 4.7％；日本瓦斯除外之其他燃料漲 11.0％，汽油漲 17.5％。 

3. 

 

隨資訊科技快速發展及生產技術不斷提升，輕盈、容量超大以及功能日益多樣的消費性電

子產品不斷推陳出新，並大量生產，加以全球分工態勢形成，促使電子產品價格迅速滑

落。2010 年 1-5 月我國通訊設備跌 15.8％，可攜式電腦及其週邊設備亦分別下跌 21.1％

及 9.0％；南韓資料處理設備跌 15.1％；日本個人電腦跌幅更高達 40.5％。 

4. 各國物價波動程度除受其經社發展背景影響外，亦與各國政府採行之穩定物價政策有關。

諸如南韓自 2008 年 10 月起之一年內深受韓元對美元大幅貶值影響，進口物價高漲，推升

國內 CPI 漲幅，惟近半年來韓元轉呈升值，加以部份公共費率採行凍漲措施，CPI 漲幅已

漸趨緩和；中國大陸則在全球貨幣政策普遍寬鬆及景氣逐漸復甦之環境下，面臨熱錢流入

引發通貨膨脹疑慮；日本經濟雖已緩慢回穩，惟消費動能上升有限，尚未擺脫通貨緊縮陰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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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統計學社 

第 34 屆理事暨監事 

 

理 事 長：石 素 梅 

常 務 理 事：李 克 昭  黃 文 璋  蔡 鴻 坤  羅 昌 南 

常 務 監 事：王 維 漢 

理 事：于 宗 先  王 秀 瑛  石 素 梅  吳 鐵 肩  李 克 昭  林 麗 貞 

邵 曰 仁  韋 伯 韜  許 璋 瑤  陳    宏  陳 昌 雄  陳 珍 信 

陳 婉 淑  陳 敬 宏  鹿 篤 瑾  傅 承 德  曾 勝 滄  辜 炳 珍 

黃 文 璋  黃 吉 實  黃 提 源  黃 登 源  劉 三 錡  劉 惠 美 

蔡 宗 儒  蔡 鴻 坤  鄭 光 甫  蕭 興 富  謝 邦 昌  羅 昌 南 

蘇 媛 瓊 

監 事：王 維 漢  吳 惠 鶯  沈 金 祥  張 惠 菁  許 玉 雪  黃 建 中 

黃 壽 椿  劉 天 賜  鄭 瑞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