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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實務概要》
一、我國的統計業務最高主管機關為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人事制度有超然性及專業化的特質，請

分別論述此兩特質。另外，各級政府機關會設置統計專責單位，掌管相關統計業務，請以行政

院所屬二級機關為例，列出設有統計專責單位的部會，以及對應之統計專責單位的名稱。（28

分） 

試題評析 本題是考我國之統計制度，所有內容都已經為考生整理於講義第一章中。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統計實務講義》第一回，趙治勳編撰，第一章，頁1-2。
2.《高點‧高上統計實務講義》第一回，趙治勳編撰，第一章，頁1-5~1-6。

答： 

特質 論述 

超然性 

(1)組織：一方面是整個行政系統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超然於行政機關之外，意即全國各機關

之主計人員均隸屬於行政院主計總處（最高主計機關）。 

(2)職位：統計人員之設置、任免、遷調、訓練、考績概由主計總處負責，人員所在機關長官不

得干預。 

(3)職務：依統計法規定，各機關之統計人員得有超然行使其職務，使統計得以確實客觀，免於

以統計數據作隱瞞事實或誇張政績。 

專業化 統計業務工作人員必須具備專門之學識與技術，且任用之限制，遠較一般公務人員為嚴格。 

行政院所二級機關 統計專責單位 

內政部 統計處 

外交部 主計處 

國防部 主計室 

財政部 統計處 

教育部 統計處 

法務部 統計處 

經濟部 統計處 

交通部 統計處 

勞動部 統計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統計室 

衛生福利部 統計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統計室 

文化部 主計處 

科技部 主計處 

國家發展委員會 主計室 

大陸委員會 主計室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計室 

海洋委員會 主計處

僑務委員會 主計室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統計資訊處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主計室 

客家委員會 主計室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主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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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所二級機關 統計專責單位 

行政院主計總處 主計室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主計室 

中央銀行 會計處 

國立故宮博物院 主計室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主計室 

中央選舉委員會 主計室 

公平交易委員會 主計室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主計室 

 
二、民國110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的調查對象為何？應具備的要件為何？受訪對象場所單位如何認

定？固定場所的認定原則為何？（24分） 

試題評析 
本題是有關工業及服務業普查，部份內容已經為考生整理於講義第三章與總複習講義中。唯針對

固定場所之認定原則較無掌握。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統計實務講義》第一回，趙治勳編撰，第三章，頁3-5～3-6。 

 

答： 
(一)調查對象： 

凡民國110年12月31日普查標準日，於臺閩地區從事工業及服務業普查行業範圍經濟活動之場所單位，其設

有固定處所及從業人員者，均為本普查對象。若於110年內曾營業，而於普查標準日以前已停、歇業，或年

底尚在籌辦中之場所，如有從業人員可資查詢者，仍應列入本普查對象。 

(二)普查對象應具備下列3項要件： 

1.有固定營業場所。  

2.備有專用營業設備，並置有從業人員。  

3.於110年12月31日從事本普查行業範圍內之經濟活動。 

(三)場所單位的認定： 

指從事貨品生產、銷售或勞務提供之事業個別處所，例如：一家工廠、一家商店、一家旅館、一個營業

所、一家分公司、一家門市等。 

(四)固定場所之認定原則： 

凡場所符合以下兩種情形之一者，即視為固定場所： 

1.有明確之街道門牌號碼(含臨時門牌)者。  

2.未申設門牌，但具有與一般房屋相同之基本功能及外觀者，如鐵皮屋、頂樓加蓋之房屋等。 

 

三、原「社會指標統計年報」已於民國103年起改版為「國民幸福指標年報」，其中就業與收入領域

之國際及在地指標共有8個，請分別列出國際及在地指標各2個，並說明其定義內容、主／客

觀、正／負向及主辦機關。（24分） 

試題評析 
本題是有關國民幸福指標，所有考題內容已經為考生整理於講義第十章與補充電子檔案「國民幸

福指數報告2016年」中。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統計實務講義》第一回，趙治勳編撰，第十章，頁10-2。 
2.《國民幸福指數報告2016年》，趙治勳Facebook高普考統計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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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指標名稱 定義內容 主/客觀 正/負向 主辦機關 

國際指標 

就業率 
15~64歲就業者占該年齡層民

間人口之比率 
客觀 正向 主計總處 

長期失業率 
15~64歲勞動力中失業1年及

以上者所占之比率 
客觀 負向 主計總處 

在地指標 
青年失業率 

15~24歲失業者占該年齡層勞

動力之比率 
客觀 負向 主計總處 

實質薪資 剔除物價變動後之平均薪資 客觀 正向 主計總處 

 
四、人力資源調查的抽樣母體為何？其採用的「分層兩階段隨機抽樣」方法中各階段如何分層？各

層的樣本單位為何？樣本數如何配置？（24分） 

試題評析 
本題是有關人力資源調查，所有考題內容已經為考生整理於講義第六章與補充電子檔案「人力資

源調查統計年報109年」中。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統計實務講義》第一回，趙治勳編撰，第六章，頁6-17。 
2.《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109年》，趙治勳Facebook高普考統計社團。 

 

答： 
(一)抽樣母體： 

臺灣地區年終戶籍村里別統計資料檔。 

(二)抽樣方法： 

分層兩階段隨機抽樣法。 

(三)分層標準與各層樣本單位： 

縣市各為單一副母體，各依村里產業結構、年齡及教育程度分層。第一階段樣本單位定為村里，而第二階

段樣本單位定為戶。 

(四)樣本數配置： 

村里數約520個，樣本戶數約2萬戶(約6萬人)，依照臺灣地區的總抽出樣本按紐曼配置分配給20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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