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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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年環保施政意向調查 

環保感受面調查結果摘要分析 
吳玉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統計室科員 

為瞭解年滿 20 歲以上國民對環保施政與環境品質之感受，於本(99)年 4 月 23 日至 5 月

12 日進行電話調查，計完成有效樣本 5,701 人，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在 1.3 個百

分點以內。本調查之重要結果摘述如下： 

壹、對「空氣品質」感受 

五成六的民眾表示最近一年曾遭受戶外空氣污染的困擾，主要污染源為交通工具(占 52.2

％，包括「汽、機車排放廢氣或白煙」35.3％及「柴油車排放黑煙」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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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遭受戶外空氣污染困擾的頻率及其污染源 

貳、對「環境衛生問題」感受 

本次調查選擇 5 項環境衛生問題，來瞭解民眾感受。為利分析，調查結果依嚴重度高低

給予 5-1 分(不知道/拒答給予 3 分)，民眾認為各項環境衛生嚴重程度介於 2.6 分至 3.2 分之

間，其中「戶外狗大便未清除」、「違規張貼或噴漆廣告」及「水溝淤積或惡臭」等 3 項，

較 98 年微增 0.2至 0.3分。 

 

民眾對於生活周遭環境衛生問題的感受 

                                                            

          嚴重程度 

環境衛生問題 

總計 

嚴重程度(％) 
不知道 

/拒答 

嚴重度(分) 

非常 

嚴重 

有點 

嚴重 

不太 

嚴重 

不 

嚴重 
99年 98年 

1.飲料空杯亂丟 100.0  16.7  20.5  28.5  32.2   2.0  2.6  － 

2.戶外狗大便未清除 100.0  27.4  27.6  20.7  22.1   2.1  3.2  3.0 

3.違規張貼或噴漆廣告 100.0  26.0  24.3  23.2  23.3   3.2  3.1  2.8 

4.水溝淤積或惡臭 100.0  19.9  19.4  25.6  32.2   3.0  2.7  2.5 

柴油車

排放黑煙 16.9

沙塵暴 13.1

工廠(場)廢氣 10.5

燃燒廢棄物 5

營建工地揚塵 2.9

其他項 16.3

汽、機車排放

廢氣或白煙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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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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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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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

％

55.6 

項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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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廁髒亂 100.0  12.7  18.8  24.5  26.0  18.0  2.7  － 

註: ”－”表 98年無此調查項目。                       

參、對「居家安寧」感受 

近五成的民眾最近一年曾遭受過噪音的困擾，主要噪音源以交通噪音(占 37.1％)居首，

近鄰噪音(32.6％)次之。 

民眾遭受噪音困擾的頻率及主要噪音污染源 

 

 

肆、對「全球暖化」問題的關心 

經常 21.1

偶爾 20.2

很少 8.2

從來沒有

50.2

不知道

/拒答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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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建工地噪音

11.3

其他項 19.0

交通噪音 37.1

近鄰噪音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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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別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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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二的民眾表示對於全球暖化的關心程度較過去一年增加；若感受到全球暖化導致氣

候變遷，九成四的民眾願意在日常生活中落實節能減碳的行動。 

伍、對「清淨家園顧厝邊綠色生活網」的知悉情形 

僅一成四的民眾知道清淨家園顧厝邊綠色生活網（Eco Life 網），與 98 年比較，民眾知

道的比率增加 3.1 個百分點。 

民眾對清淨家園顧厝邊綠色生活網的知悉情形  

                                                                                                           

知悉情形 
99年 4-5月 

(％) 
98 年 4-5月 

(％) 
與 98 年比較 
(增減百分點) 

總計 100.0 100.0  -- 

知道  14.1  11.0  3.1 

不知道  85.9  88.9 -3.0 

拒答   0.1   0.1  0.0 

陸、對「環境品質」的感受 

本次調查選擇 7 項環境品質 ，來瞭解民眾對本署施政成效滿意度。滿意度由高至低依序

為：資源回收成效(85.7％)、垃圾清理成效(81.8％)、環境整潔及綠、美化(66.3％)、居家

生活安寧(64.6％)、戶外空氣品質(40.1％)、節能減碳成效 (37.4％)及河川水質(29.0％)。 

不知道/拒答

7.8% 

增加 82.3% 

差不多

7.3% 

減少 2.6% 
無意見 4.7% 

 
不願意 1.4% 

 

願意 93.9% 

民眾對全球暖化問題較過去 

一年關心程度的增減情形 
民眾願意在日常生活中 

落實節能減碳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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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政府推動環境品質成效滿意程度 

                                                                  單位：％ 

           滿意程度 

環境品質 總計 

滿意 不滿意 
不知道

/拒答 小計 
非常 

滿意 

還算 

滿意 
小計 

不太

滿意 

非常 

不滿

意 

1.戶外空氣品質 100.0 40.1  2.8 37.3 53.6 43.0 10.6  6.3 

2.居家生活安寧 100.0 64.6  7.1 57.5 32.1 24.3  7.8  3.2 

3.河川水質 100.0 29.0  2.4 26.6 54.8 34.2 20.6 16.2 

4.垃圾清理成效 100.0 81.8 13.7 68.1 15.6 12.6  3.0  2.7 

5.資源回收成效 100.0 85.7 21.2 64.5 11.4  9.5  1.9  3.0 

6.環境整潔及綠、美化 100.0 66.3  8.9 57.4 28.4 24.0  4.4  5.4 

7.節能減碳成效 100.0 37.4  3.5 33.9 49.8 41.5  8.3 12.8 

 

柒、對過去與未來環保施政的綜合看法 

一、近五成八民眾對環保署過去一年推動環保工作表示滿意(包括非常滿意 5.9％及還算滿意

51.6％)。 

 民眾對環保署推動環保工作的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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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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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5.9

53.9

60.7

52.4

63.6

51.2

51.6

29.4

16.8

21.5

16.9

24.7

25.6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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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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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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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時間

％

非常滿意 還算滿意 不太滿意 非常不滿意 不知道/拒答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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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環境清潔(29.7％)、改善

空氣品質(29.2％)及淨化河川水質(18.7％)。 

民眾希望未來一年需要加強辦理的環保工作(複選) 

6.4

0.2

3.4

7.4

7.6

9.6

9.7

10.4

11.7

18.7

29.2

29.7

15.1

0 5 10 15 20 25 30 35

不知道/拒答

無需要加強者

其他

環保產品及綠色消費推廣

環境美化綠化

環保教育宣導

噪音防制

清理廢棄物

資源回收

節能減碳

淨化河川水質

改善空氣品質

維護環境清潔

項目別

％

 

捌、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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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發現，55.6％的民眾曾遭受戶外空氣污染的困擾，亦有近半數民眾曾遭受過噪

音的困擾，另民眾希望政府未來一年優先加強辦理的環保工作，其中改善空氣品質排名第

2(占 29.2％)、噪音防制排名第 7(9.6％)，而歷年來困擾民眾的戶外空氣污染源、噪音源均

以汽機車排放廢氣及交通噪音居首，故如能健全大眾運輸系統，鼓勵民眾多予搭乘，減少自

行開車或騎乘機車，應能有效降低戶外空氣污染及噪音對民眾的困擾。 

維護環境整潔是民眾希望政府未來一年優先加強辦理之首(占 29.7％)，且民眾對 5 項環

境問題的感受普通，雖然政府近年來推動清淨家園政策，鼓勵全民參與並建立清淨家園顧厝

邊綠色生活網（Eco Life 網）作為溝通平台，惟知道該網站的民眾僅一成四，其中學生知道

的比率最低(僅 6％)，如能透過學校環保教育，讓學生了解政府推動 

清淨家園全民運動的重要性，近而影響家長一起來維護我們的家園，則給自己一個乾淨

整潔美麗的新家園是指日可待。 

 

 

 

 

 

由學測社會考科談高中生須具備之政府統計知能 

第 7 回  國民所得統計 

                                              王翠華 

                                                    統計學術委員會 

壹、綜合說明 

本主題主要介紹衡量一國經濟活動總值的國民所得的指標意義，包括國民生產毛額

（GNP）及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意義，接著再介紹指標的限制與應用及我國經濟發展之

產業結構的變化。 

貳、GDP、GNP 的意義及差異 

國民所得最常用的指標包括國民生產毛額（GNP）及國內生產毛(GDP)。所謂國內生產為

在本國(或一定地區)疆域以內一切生產機構或生產者之生產成果，不論這些生產機構係本國人

所經營者，或外國人所經營者；而國民生產係本國常住居民經營之生產機構在國內及在國外

從事生產之結果。因此，如將國內生產減支付國外要素所得(生產結果之分配應歸屬外國常住

居民部分)支出，加來自國外要素所得收入即等於國民生產。即  

GDP＋國外要素所得收入－國外要素所得支出 ＝ GNP 

【校園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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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我國國民（為我國常住居民）在大陸的薪資所得屬於 GNP 範圍，不屬於 GDP，

但外國人在台灣的薪資所得（為我國常住居民）屬於 GDP 範圍，不屬於我國的 GNP。一個經

濟體系的全球化程度越高，GDP 與 GNP 的差異就越大。 

97 年學測參考試卷裡，（A）外商銀行在我國的盈餘，屬於我國 GDP 不屬於 GNP 的範

圍；（B）、（C）為家務服務與地下經濟，實務上未經市場交易，無法將其列入 GDP 與 GNP 計

算。 

98 年學測第 49 題裡，（A）本國勞工在台灣工作所獲得的工資，屬於我國 GDP 與 GNP

的範圍；(B)本國勞工在美國工作所獲得的工資，屬於 GNP 不屬於 GDP 的範圍；(C)外籍勞工

在台灣工作所獲得的工資，屬於 GDP 不屬於 GNP 的範圍；(D)本國廠商在美國生產所獲得的

利潤，屬於 GNP 不屬於 GDP；(E)本國廠商在台灣生產所獲得的利潤，屬於 GDP 與 GNP。 

【97 年學測參考試卷】 

2.國民生產毛額（GNP）係指一國在特定期間內，所有國民所生產最終產品與勞務之市場價值的總

合。下列各項均是一定期間內之統計值，請問何者計入我國之 GNP？ （答案為框線所示） 

(A)外商銀行在我國的盈餘                     (B)阿洪給與媽媽帶小孩的費用 

(C)小明在台北市路邊擺地攤所賺得的收入 

(D)大雄在台中市專營二手車買賣公司所賺得的薪水。 

【98 年指考】 

49-50 為題組 

2008 年發生的美國次級房貸及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台灣經濟衰退。行政院主計處公布台灣在該年

第四季的經濟成長率為國內生產毛額（GDP）負成長-8.36%，並預測 2009 年負成長-2.97%。 

49.下列何者屬於國內生產毛額（GDP）之定義？（答案為框線所示） 

(A)本國勞工在台灣工作所獲得的工資  

(B)本國勞工在美國工作所獲得的工資 

(C)外籍勞工在台灣工作所獲得的工資  

(D)本國廠商在美國生產所獲得的利潤 

(E)本國廠商在台灣生產所獲得的利潤 

參、GDP 的編算方法 

GDP 可由生產面、支出面及所得面來計算，若無統計差異，結果必然相等。生產面計算

係以最終財貨及勞務之生產觀念表達的國內生產毛額，即 

GDP＝全國生產總額 － 中間投入(用來生產最終財貨和勞務的投入要素) 

從支出面來計算國內生產毛額，是指由「誰」來購買該體系所生產的最終財貨及勞務，

而「誰」就是個別部門的意思，家計單位購買最終財貨和勞務的支出稱為民間消費支出

（C）；企業部門的支出稱為投資（I），係指購買資本財貨來生產最終財貨和勞務；政府部門

為提供政府服務而產生的支出稱為政府消費支出（G）；國外部門對我國淨支出（X－M），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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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C＋I＋G＋（X－M） 

從所得面來計算國內生產毛額，是每一個部門必須用所得來支付它的支出，而所得就是

勞動力、資本、土地、企業精神等生產要素的報酬，包括工資（W）、利息（I）、地租（R）

和利潤（Π）。工資是提供勞動的所得，利息是企業部門使用家計單位儲蓄而給予家計單位的

利息報酬，地租是出售實質財產使用所支付的報酬，利潤則是指企業精神的報酬；換言之，

工資是勞動所得，利息是利息所得，地租是租賃所得，利潤是公司所得，即 

GDP＝W＋I＋R＋Π＋折舊＋間接稅淨額 

此外，沒有透過市場的交易行為，例如：家計單位的煮飯、打掃等等家務服務沒納入計

算；逃避政府控管的非法地下經濟，如販毒也沒納入計算；人們的工作勞動付出被計入

GDP，但休閒時間的價值則不被計入 GDP，而污染造成的環境破壞，使得生活水準降低，也

未包含在實質 GDP 內。 

學測參考試卷第 71 題是從所得面來計算國內生產毛額，張三為勞務收入，屬勞動力的工

資所得，列入 GDP 的範圍計算。勞動的素質屬人力資本，非社會資本。 

98 年學測第 13 題是從支出面來計算國內生產毛額，張先生買了一部車當然會增加「消

費」，屬家計單位購買最終財貨和勞務的支出。 

98 年指考第 36 題，若時間銀行交易擴大，會造成市場交易減少，因此國內生產毛額會減

少。市場交易減少又會造成產品需求降低，影響企業勞動需求，故失業率增加、平均薪資下

降。 

99 年學測第 13 題金融商品的超高價格，使得用一國附加價值來計算國內的生產價值的

GDP 會大幅成長，但金融產業商品的價格可能會帶動國內物價水準提升，因而社會福址或民

眾生活水準不一定隨著 GDP 會的成長而提升，甚至有時會有相對降低的情形，這些都無法由

GDP 的趨勢來反映。 

【學測參考試卷】 

第 71-72 題為題組 

張三的職業為保險經紀人，代售各家壽險公司的保單。他以家為辦公室，通常與客戶約在速食店

或咖啡廳推銷其代售之保險產品，事成得以抽取佣金。 

71. 請問張三的主要生產要素投入為何？（答案為框線所示） 

(A)土地      (B)勞力      (C)資本      (D)企業家精神 

72.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答案為框線所示） 

(A)佣金不是薪資所得，不列入國民所得的計算 

(B)速食店與咖啡廰功能多元，可視為社會資本 

(C)保險推銷沒有實質生產行為，不具市場價值 

(D)保險為服務業的一環，人力資本為重要支柱 

【98 年學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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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張先生新車遭竊，在獲得保險公司竊盜險全額理賠之後，買了一輛一模一樣的新車。下列何者

正確？（答案為框線所示） 

(A) 張先生沒有多花錢買新車，因此對 GDP 沒有影響 

(B) 張先生擁有的汽車價值不變，故對 GDP 沒有影響 

(C) 雖然是竊盜案，但因有新車交易，會使 GDP 增加 

(D) 竊盜案敗壞治安、影響生活品質，會使 GDP 降低 

【98 年指考】 

36-37 為題組 

依據「時間銀行」的運作概念，參與者只要花時間提供勞務，即可獲得「時間貨幣」存起來。例

如，我幫某甲修車，所賺取的不是金錢，而是時間貨幣，透過時數的儲存及提領，在未來得以交

換某乙的剪髮服務。「時間銀行」在全球發展了近 30 年，結果發現以社區為架構來推動最為容

易，除了打破了勞務交換傳統上以金錢衡量的藩籬，也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互助合作。 

36.假設其他條件不變，若一個國家「時間銀行」的機制持續擴大，以現行各種經濟指標的計算方

式，則最可能出現下列何種結果？（答案為框線所示） 

(A)失業率降低                   (B)平均薪資上升   

(C)所得不均程度增加              (D)國內生產毛額降低  

 

【99 年學測】 

13.有經濟學者認為，金融產業的膨脹並未帶來社會福祉，但金融商品的超高價格的確使得一國的

GDP 大幅成長。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生活水準降低，GDP 也無法反映出實際情況。上述問題產生

的原因，主要是由於 GDP 計算方式的何種缺失所引起？（答案為框線所示） 

(A)只考慮「市場交易」的部分 

(B)只計算「一段期間內」的經濟成果 

(C)以價格來衡量「附加價值」有時失準 

(D)無法正確反映出生產過程的「外部性」 

肆、GDP 的應用及我國經濟發展之產業結構的變化 

估計 GDP 的主要目的有二，包括比較跨期的生活水準及不同國家的生活水準。比較跨期

的生活水準可以根據不同時期的 每人 GDP ＝ （GDP / 人口數）來比較；而不同國家生活水

準的比較也可以根據每人 GDP，但必須將其他國家的幣值轉換成相同的貨幣，例如美元。也

可利用共同的價格，計算全世界各個國家的 GDP，稱為購買力評價 GDP。 

 93 年學測第 62 題，由圖可知，歐洲各國的指標值普遍比非洲各國大，且人口數較少的

歐洲國家（如盧森堡、丹麥、瑞士、愛爾蘭）指標值相對較大，加上瑞士較其他歐洲國家的

平均壽命、15 歲以上人口識字率的差距不會太顯著，因此可知該指標為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

額。 

91 年補考學測第 9 題，中國大陸近 13 億的人口數，其消費市場規模可觀，表示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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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很大，但是平均每人 GDP 仍低。 

92 年學測第 11 題，敘述我國經濟發展是由農業→輕工業→重工業→服務業；96 年學測

第 32 題，都市常為二、三級產業集中的地區，因此，都市化程度愈高的區域，二、三級產業

占總就業人口比例就愈高，故(D)正確，應是台灣北部。 

99 年學測第 57 題，日本各項經濟指標在達到最高點後，卻因地價高昂，土地買賣有行無

市，股票也一落千丈，全國經濟進入蕭條時期，正為經濟泡沫化的概念。 

【93 年學測】 

62.下圖為歐、非二洲國家某種社會發展指標的統計地圖，圖中各國家的面積代表該項指標值的大

小。該項指標最有可能為下列哪一項？（答案為框線所示）          

(A)國民平均壽命                      (B)平均國民生產毛額 

(C)15 歲以上人口識字率               (D)平均每人水資源擁有量。 

【91 年學測補考】 

9.一般認為當今的中國大陸已經是一個區域強權，但還不算是一個富裕的國家，主要是基於下列哪

一項理由？（答案為框線所示）  

(A)人口數雖為世界第一，但是男女人口數差異大  

(B)總體經濟規模大，但是平均每人收入仍低  

(C)古代科技昌明，但當今科技水準落後  

(D)國土面積雖大， 但是自然資源種類和數量不夠豐富。 

【92 年學測】 

11.台灣地區天然資源有限，因此政府在民國四十至七十年間，曾陸續推動經濟發展計畫，請問下

述發展順序何者正確？（答案為框線所示） 

(A)畜牧業→輕工業→重工業→電子業 

(B)農業→輕工業→重工業→服務業 

(C)石化業→輕工業→重工業→電子業 

(D)農業→畜牧業→輕工業→重工業 

【96 年學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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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4 為題組 

◎ 表三是 2004 年臺灣北、中、南、東四大區域的一些基本資料。請問： 

表三  

區
域 

土地面積 

（平方公里） 

二級產業就業人口
佔總就業人口比例

（%） 

三級產業就業人口
佔總就業人口比例

（%） 

耕地率 

（%） 

水田率 

（%） 

甲 10506 38.6 50.8 28.5 57.4 

乙 10002 34.1 55.5 30.5 48.7 

丙 8143 23.1 57.8 11.6 28.0 

丁 7353 34.7 63.6 18.6 59.1 

32.哪個區域的都市化程度最高？（答案為框線所示）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99 年學測】 

57.1985 年前後，日本人民普遍認為「土地不會貶值」，只要土地需求依舊，經濟就不會衰退，因

而掀起一波波買賣股票與土地的熱潮。1989 年，日本各項經濟指標達到最高點。但在 1990 年代，

日本卻因地價高昂，土地買賣有行無市，股票也一落千丈，進入蕭條時期。上述現象可用哪個概

念解釋？（答案為框線所示） 

(A)產業轉型    (B)社會梯度     (C)產業空洞化     (D)經濟泡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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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中、日、韓統計學術研討會之本社代表 

－黃士峰老師專訪 
                                       王翠華 

學術委員會 

為促進國際統計學術交流，

中國統計學社、南韓統計學會、

日本統計學會等三方，將於 99 年

11 月 4~5 日韓國首爾市近郊 Kyon

ggi University 舉行中、日、韓

(CSA-KSS-JSS)統計學術研討會。

論文主題包括 1.Biostatistics/

Bioinformatics 2. Time Series

Analysis/Inference for Stoch-

astic Processes 3. Nonparamt-

ric Inference 等領域，經公開

甄選論文後，由本社學術及出版

委員會召集委員及副召集委員共

同推舉黃士峰、蔡恆修、嚴明芳

等三人為我方發表者，以下為黃

士峰代表之專訪。 

問：黃老師，恭喜您代表本社擔任 Nonparamtric Inference 的發表者，可否簡介老師的學經

歷讓我們社員認識？ 

答：我出生於台東，高中畢業以前都在這個民風純樸、風景秀麗的小城市度過。民國 81 年進

入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就讀，並於四年後通過推甄直升碩士班，碩士班畢業後進入軍中

服役，退伍後在高雄市明誠中學擔任一年的實習教師。民國 91 年進入中山大學應用數學

系博士班，在郭美惠教授的指導下於民國 97 年取得博士學位，在攻讀博士學位的最後一

年，獲得國科會千里馬計畫補助到美國 Rutgers 大學訪問張純惠教授。畢業之後到中正

大學數學系統計科學研究所任教，一年之後來到目前服務的高雄大學應用數學系。 

問：黃老師是發表「衍生性金融商品定價的動態半參數方法： Financial Derivative 

Valuation - A Dynamic Semi-parametric Approach」，可否以淺顯易懂方式談這方面的

應用？及您在這方面的研究歷程或心得？ 

答：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定價是目前財務市場上的重要課題，不適當的商品價格會使得買方

（或賣方）蒙受損失，嚴重者甚至會導致市場失序。由於衍生性商品的價格決定於標的

物（如股票）的價值，因此無論在實務上與學術上都大量採用數學模型來描述標的物價

【統計情報】 

黃士峰老師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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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然而隨著數學模型的複雜化以及衍生性商品的多元化發展，其價格的封閉解並不易

（甚至無法）求得，因此，文獻上有大量在不同數學模型假設下對於不同衍生性商品定

價逼近解的探討。然而每一個方法對於模型的假設與衍生性商品的型態都有相當程度的

依賴，倘若實務操作者並未理解每一個方法背後的精神，將導致在數學模型改變或是商

品收益函數變動時，發生誤用或是無法推廣原方法的情形。本研究的主要動機即在於處

理此一問題，研究中我們提出一個適用於任何數學模型的動態半參數方法計算市場上常

見的衍生性商品價格，如：歐式選擇權、美式選擇權、可轉換債券、彩虹選擇權等。為

因應衍生性商品的複雜度，此方法為一動態計算方法，且在其動態操作過程中，由於引

進無母數的方法，因此不會因為數學模型改變而有大幅度的變化，而數學模型的角色主

要扮演於加速操作過程的計算速度，因此我們稱之為動態半參數方法。我們推導了此一

方法在理論上的逼近誤差，模擬研究也顯示此一方法在許多文獻上常見的數學模型上，

對於上述衍生性商品都有良好的逼近效果。因此，我們認為此一方法有極大的潛力可以

幫助實務操作者在面臨複雜衍生性商品與採用複雜數學模型時，仍能計算出精確的價

格。 

問：對有興趣從事這方面的年輕學子，老師有什麼建議或金玉良言勉勵他（她）們？ 

答：金玉良言不敢當，僅有些許心得與大家互勉。對於自己的研究領域，除了廣泛地研讀相

關的書籍與學術論文外，多與從事相關研究領域的學者交流甚至於合作也很重要。每個

人對於問題的看法，往往會因為背景知識的不同與文化的差異，而有不一樣的解讀與切

入點，而透過彼此的交流與討論，正可提供我們學習由不同的觀點看問題。因此，除了

孜孜不倦地埋頭苦幹之外，有機會多參加學術研討會，多了解別人關心的問題，多想想

自己的研究主題與別人關心問題之間的關聯性，相信對於提升自己研究的深度與廣度會

有很大的幫助。 

問：最後謝謝老師接受我們的訪問，也祝老師研究工作順利，有個豐碩的韓國之旅。 

答：很高興也很榮幸能有這次機會代表中國統計學社參加這次大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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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專題演講」林正福教授主講 

2010 兩岸應用統計研討會於台北大學舉行 

2010 兩岸應用統計學術研討會，由國立台北大學統計學系主辦，於本(99)年 5 月 28 日在

台北大學三峽校區商學大樓舉行，共有來自國內外各大學院校及研究機構約 240 多位學者與

會，發表 60 多篇論文。本屆研討會不論是報名人數或發表論文數，均創歷屆新高。論文內容

涵蓋理論統計、醫學統計、財務統計、經濟統計、資料採礦、抽樣調查、時間序列、線性模

式與其他應用統計等 9個主題。 

為了提升應用統計的學術發

展，強化統計在各領域的應用，並

為了促進應用統計領域的學術交

流，提供全國統計專家學者與碩、

博士生，發表其研究成果及相互切

磋之機會。本系遂於 2008 年起，於

每年 5 月底主辦『應用統計學術研

討會』。今年(2010 年)邁入第三

屆，為了擴大參與，遂定名為「兩

岸應用統計學術研討會」，邀請兩

岸統計專家學者與會，參與本次研

討會的大陸學者有廈門大學、上海

復旦大學與上海財經大學共五位學

者。明年（2011 年）希望能將此研

討會邁向國際性化，更擴大舉辦為

「國際應用統計學術研討會」。 

本次大會專題演講邀請到國際著名統

計學者，美國 Rutgers University 財務

金融系傑出教授林正福博士（現為交通大

學財務金融學系客座教授）主講，演講主

題 為 「 Over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Frontiers」。林

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公司財務管理、財務

計量與統計、期貨與選擇權、不動產証券

化、資產配置管理、財報分析、金融政

策、金融機構與市場，並有許多重要著

作，成果斐然。 

參加 2010兩岸應用統計研討會人員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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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發表會場 

本研討會共有 11 篇邀

請論文，國內部份邀請到東

華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林金龍

教授、輔仁大學統計資訊學

系暨應用統計研究所謝邦昌

教授、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洪

永泰教授、國家衛生研究院

蕭金福副研究員以及本系許

玉雪主任等 5 位學者做論文

發表，大陸部分邀請到廈門

大學醫學院預防醫學系方亞

教授、上海復旦大學鄭明教

授、張新生教授、金曙松講

師、上海財經大學何其祥副

教授以及美國 FDA 莊易博士

等 6 位學者做論文發表。另外接受了 51 篇投稿主題論文進行研討，研討領域涵蓋醫學統計、

財務金融統計、數理統計、資料採礦、時間序列、線性模式、經濟統計與其他應用統計。藉

此研討會，希望能促進兩岸的學術

溝通及交流，提升應用統計的研究

與發展。 

 

    研討會晚宴設席於三峽福容大

飯店，兩岸學者及貴賓均獲邀共襄

盛舉，主辦單位更是展現出無比的

熱情接待大家，席間與會人士互相

舉杯言歡，氣氛至為熱絡。 

 

 

 

 

 

 

 

 

 

 

 

 

 

晚宴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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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主要國家 GDP 規模及每人 GDP 概況 

 

 1998 2008  1998 2008 

 GDP規模 排名 GDP規模 排名  每人GDP 排名 每人GDP 排名 

 (億美元)  (億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國 a 87,935  1 143,691  1 盧森堡 b 45,045 1 120,078 1 

日本 a 38,570  2 49,002  2 挪威 34,095 3 94,533 2 

中國大陸 a 10,195  7 45,195  3 瑞士 38,232 2 66,538 3 

德國 b 21,864  3 36,558  4 丹麥 b 32,851 4 62,516 4 

法國 b 14,731  4 28,542  5 愛爾蘭 b 23,749 18 59,983 5 

英國 b 14,556  5 26,592  6 瑞典 b 28,743 8 53,157 6 

義大利 b 12,177  6 22,966  7 荷蘭 b 25,606 13 52,804 7 

俄羅斯 2,650  20 16,802  8 冰島 29,534 7 52,503 8 

巴西 8,442  8 16,420  9 芬蘭 b 25,191 15 51,033 9 

西班牙 b 6,013  10 15,944  10 科威特 13,378 31 50,466 10 

加拿大 6,182  9 14,976  11 奧地利 b 26,604 11 49,506 11 

印度 4,244  11 12,812  12 澳大利亞德

國 a 

20,390 22 49,407 12 

墨西哥 4,208 12 10,881 13 新加坡 a 22,193 19 41,840 19 

南韓 a 3,582  15 9,309 15 香港 a 25,637 12 30,845 26 

中華民國 a 2,751  17 4,026  26 南韓 a 7,828 44 19,333 38 

香港 a 1,669  28 2,153  39 中華民國 a 12,598 32 17,507 43 

新加坡 a 850  42 1,933  43 中國大陸 a 818 122

3,3

79 

3,379 87 

資料來源： 1.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IFS），IMF；June 2010。 

2.a.係根據各國官方網站發布之最新資料彙編。 

3.b.資料來自歐盟統計局。  
說明：1. 國內生產毛額（GDP）為國際間普遍用於代表一國總體經濟現況之綜合指標，而將 GDP

除以人口數後計算之平均每人 GDP，則可反映人民平均之生產與所得水準高低。為利
於國際比較，通常折算成美元方式表達，故各國貨幣兌美元的價位與波動幅度，為影
響 GDP及平均每人 GDP排名之重要因素。 

 
2. 各國經濟規模受幅員與人口影響，差異相對懸殊，多數國家 GDP 排名變化不大，但若

干新興經濟體排名則大幅躍升。2008 年排名前二名與 1998 年相同，第 1為美國，GDP
達 14 兆 3,691 億美元（為 10 年前之 1.6 倍）；日本以 4 兆 9,002 億美元居次（1.3
倍）；另中國大陸因經濟快速起飛，2008 年達 4 兆 5,195 億美元（4.4 倍），排名由
1998 年第 7 名躍居第 3名，前三者合計占全球 GDP 比重逾四成。其他國家方面，俄羅
斯由第 20 名，進步到第 8 名；亞洲四小龍除南韓 GDP 排名維持在第 15 名外，其餘國
家（地區）排名均滑落，其中香港由第 28 名退至 39 名，倒退 11 名；我國則由第 17
名退至 26名，倒退 9名，新加坡則倒退 1 名。 

 
3. 從平均每人 GDP 觀察，由於物價上漲與匯率升值導致折算為美元之名目 GDP 增幅較

大，加上人口數增幅趨緩，前 10 名國家平均每人 GDP 10 年來均見大幅成長，其中前
三名依次為盧森堡 12 萬 78 美元、挪威 9 萬 4,533 美元及瑞士 6 萬 6,538 美元。近十
年排名變動較明顯者，愛爾蘭由第 18 名前進為第 5 名，荷蘭由第 13 名躍為第 7 名，
芬蘭由第 15 名躍為第 9 名，科威特由第 31 名躍為第 10 名。亞洲四小龍中，南韓因
10 年前遭逢亞洲金融風暴重創，2008 年平均每人 GDP 1 萬 9,333 美元較 1998 年增
1.5 倍，由第 44 名前進至 38 名；我國 1 萬 7,507 美元，排名由 32 名降為 43 名，香
港 3 萬 845 美元，排名亦由 12 名倒退至 26 名；新加坡 4 萬 1,840 美元，排名維持第
19 名。另中國大陸每人 GDP 3,379 美元較 10 年前增 3.1 倍，排名則由第 122 名上升
為第 87 名。 

【專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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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 2009 年主要國家 GDP支出結構比較 
單位：％ 

 中華民國 美國 日本 英國 德國 法國 香港 新加坡 南韓 

國內生產毛額(a)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民間消費(b) 59.7 70.1 57.6 64.4 57.8 57.2 60.0 39.1 54.3 

政府消費(c ) 12.3 19.5 18.4 21.8 18.6 23.5 8.4 10.6 14.9 

固定資本形成毛額(d) 21.3 15.3 22.7 16.7 18.3 21.0 20.7 24.9 29.0 

存貨增加(e) 0.2 -0.0 0.3 0.0 -0.4 0.0 0.5 -0.8 0.2 

商品及服務輸出(f) 67.7 11.5 15.7 27.7 44.3 25.7 203.9 221.8 45.1 

商品及服務輸入(g) 61.2 16.3 14.7 30.7 38.6 27.4 193.6 195.4 43.5 

相關指標          

投資率(d)+(e) 21.5 15.3 23.0 16.8 17.8 21.0 21.3 24.1 29.1 

儲蓄率(a)-(b)-(c) 28.0 10.5 24.0 13.7 23.6 19.3 31.6 50.4 30.7 

貿易順(逆)差(f)-(g) 6.5 -4.8 1.0 -2.9 5.8 -1.7 10.3 26.4 1.7 

貿易依存度(f)+(g) 128.8 27.7 30.4 58.4 82.9 53.1 397.5 417.2 88.6 

資料來源： 行政院主計處、美國經濟分析局、香港政府統計處及韓國銀行網站、國際貨幣基金國際金

融統計(2010)、新加坡統計年刊(2010)。 

附    註： 英國、新加坡及南韓因支出面列有統計誤差項，故加總結果不必然等於 100。 
 

說  明： 1. 國內生產毛額（GDP）為一定期間於國境內所生產最終產品之市場價值。按支出之

用途可分為民間消費、政府消費、國內投資（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加存貨變動）及淨

輸出（輸出減輸入），其占 GDP 的比重可用以顯示各國經濟發展結構及資源配置之

差異。 

2. 民間消費主要受消費習慣、所得及財富等因素影響。我國民間消費占 GDP 比重在民

國 70 年代約為 51.3％，之後隨財富累積與經濟發展愈趨成熟而逐漸上升，80 年代

升至 57.3％，90 年代以後維持在六成上下，近五年（2005-2009）平均值為 59.7

％，低於美國 70.1％及英國 64.4％，較德、法、韓、星為高。至於政府消費支出

占 GDP 比重，我國近五年平均為 12.3％，較民國 80 年高峰 17.6％大幅下降。除城

市國家香港及新加坡外，我國政府消費比重明顯低於其他主要國家。 

3. 與亞洲四小龍相較，我國國民消費（民間與政府消費）占 GDP 比率相對較高，致

2005-2009 年平均儲蓄率僅為 28.0％，低於韓、星、港。再由投資率觀察（國內投

資占 GDP 比率），亞洲國家製造業投資趨向資本密集產業，投資率多較歐美先進國

家為高，我國近五年平均為 21.5％，低於日本 23.0％、新加坡 24.1％及南韓 29.1

％，美國則僅 15.3%。  

4. 在貿易依存度方面，由於全球化帶動貿易快速擴增，近五年除美、日分別為 27.7

％及 30.4％外，其餘主要國家皆在 50％以上，其中轉口貿易頻繁之新加坡、香

港，分別高達 417.2％及 397.5％。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 128.8％，亦屬較高水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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