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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地方政府公務統計制度

※ 公務統計意涵

※ 地方公務統計制度建構理念

※ 地方公務統計制度內涵

公務統計意涵

彙管地方政府各局處在公務執行過程中所產
製的資料，並建置推動統計應用業務所需相
關資料。

公務統計在統計的相關法規均有研訂，若要
達成相關目標，須依規範重新建構。

由中央到地方的資料，方可正確、常川建立

各地方政府方能用其掌握的資料，提供施政
決策應用。

資料面

應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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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法施行細則統計法

地方公務統計制度建構理念

應用業務規範訂定

統計基礎制度建置

統計檢核制度建立

評
審
委
員

統計範圍劃分方案

公務統計方案

劃分局處統計分工範圍

建立局處統計資料彙管機制

基
礎
制
度

統計業務實施計畫訂定

統計資料彙集管理

統計資料發布

書刊及指標研編

通報及專題分析

資訊化導入

規劃年度統計業務推展目標及期程

依方案內容及時程彙管局處統計資料

依預告機制及各界需求發布資料

擇選重要統計資料研編各類書刊及指標

建立運作機制，綜整分析施政決策所需資訊

將公務統計制度運作流程以資訊化處理

內部資
料稽核

統計業
務稽核

辦理公務統計資料與原始表冊資料之確度檢核

檢核整體業務實際運作情形及成效

應
用
業
務

檢
核
制
度

地方公務統計制度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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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與功能

公務統
計制度

以施政
為導向

支援

決策

貳、應用統計分析推動及輔導

研訂流程
注意事項

機關決策需求思惟

1.地方社經發展現況
2.民眾關注施政議題
3.機關施政決策需求

整合各部會產
製區域別重要
統計資料

引用全國或跨
域性統計資料

建立地方政府
完整施政成果
統計資料

訂定議題 探索式資料分析 闡釋分析結果 支援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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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應用統計分析推動策略

應用統計
分析實施
計畫範例

統計通報
專題分析
範例

研撰
注意事項

設置
學習專區

召開
研討會議

增進
經驗交流

輔
導
措
施

推動策略（一）

推動專題分析及統計通報之事先規劃

輔導就施政重要議題規劃年度專題分析及

統計通報議題，並建立推動及管理機制。

規劃及研擬相關範例及作業規範供參

研擬實施計畫範例及研撰注意事項，供地

方政府參用。

1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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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年推動應用統計分析實施計畫（範例） 

一、計畫依據 

依據統計法施行細則第51及52條。 

二、計畫目的 

為強化統計資料應用價值，發揮統計服務效能，本處以統計專業的角度，

運用本縣（市）之重要施政成果資料，研撰應用統計分析，針對不同面向探討

及剖析問題並提出建議，俾提供機關長官擬訂施政決策之參據。 

三、推動內容 

（一）統計通報（以下簡稱通報）： 

1.統計通報內容大致包含標題、重點提要、內容、統計表及統計圖等，屬

短篇幅敍述性統計分析，著重於即時呈現本府施政現況及服務績效。 

2.若遇即時之縣（市）政議題，應於議題發布當日或即時撰寫臨時性通

報並簽辦，例如：媒體報導本縣（市）統計相關新聞，或中央部會發

布本縣（市）公務統計資料或調查統計資料之分析結果等。 

3.○○○年規劃之通報題目、撰寫人及發布期程（詳附件1）。 

（二）專題統計分析（以下簡稱專題分析）： 

1.專題分析屬長篇幅分析（以3,000至5,000字為原則），將縣（市）政建

設及各機關業務重點資料，應用敍述或推論統計方法，從不同面向深

入探討問題及現況，並依據研究及分析結果，提出具體結論及建議，

俾供本府各機關施政決策參考及統計應用研究。 

2.擇選具特色或成效之專題分析，投稿主計月刊或研討會等發表。 

3.○○○年規劃之專題分析題目、撰寫人及發布期程（詳附件2）。 

四、撰寫人員 

    由本處統計科同仁分別依通報及專題分析規劃期程研撰。 

五、管理期程 

（一）通報：依年度規劃之題目於發布時間20日前，針對通報內容之周延及妥

適性進行內部研討，發布時間10日前將通報簽陳機關首長，並依核示結

果辦理後續事宜。 

（二）專題分析：依年度規劃之題目於發布時間2個月前完成初稿，並與科室主

管討論及修正，發布時間1個月前將專題分析簽陳機關首長，並依核示結

果辦理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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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通報與專題分析之差異

統計通報 專題分析

目標
即時呈現施政現況及

績效，提供長官參考。

從不同面向深入探討問題及現

況，並提出結論及建議，作為

未來政策擬訂之參考。

篇幅
長短

短篇性質 長篇性質

內容
架構

標題、重點提要

內容、統計圖表

標題、重點提要、目錄

前言、現況描述、統計分析

結論與建議、參考文獻

研撰
方式

敘述性統計分析 敘述性或推論性統計分析

統計通報之撰寫注意事項

標題
一、簡要明確

二、以機關長官及外界關切議題為主

內容

一、議題背景及問題

二、比較及探討

三、結論

期程
管理

一、時效性

二、作業時間妥善規劃

公布
應用

一、網站公布

二、送相關機關或業務單位參用

三、僅供內部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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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分析之撰寫注意事項

探討分析主題之現況及問題

蒐集相關資料

檢視資料特性

依據資料進行研析

提出建議與結論
精簡扼要

易於解讀

資料類型

資料定義及範圍

資料產生方式

資料背景及限制

探究資料,發掘問題

掌握機關施政動向

觀察相關發展趨勢

瞭解國際研究報告

縱看動向趨勢

横觀內涵架構

善用對立比率

層層深度剖析

輔
導
措
施

推動策略（二）

檢討地方政府推動情形

部分縣市未訂定實施計畫或未簽陳機關首長。

除直轄市外，其餘縣市較缺乏創新精進。

部分縣市研撰之專題分析未提出具體結論建議。

規劃設置學習專區

各縣市應用統計分析專區。

心智圖(Mind Map)專區。

好樣文房專區。

應用統計分析作業規範。

推動交流園地。

105年

應用統計分析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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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統計分析園地

應用統計
分析園地

各縣市
應用統計
分析專區

好樣
文房

推動
交流園地

作業
規範心智圖

新
北
市

高
雄
市

………

擇選各縣市
具特色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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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圖專區

心智圖(Mind Map)：

以平面上的一個主題出發，畫出相關的對象。

心智圖(Mind Map)：

以平面上的一個主題出發，畫出相關的對象。

運用心智圖

整理各分析主題之完整面向

蒐集參考文獻及相關資料來源

強化統計分析廣度及深度

應用統計分析心智圖

參考文獻

心智圖

網路資源

資料來源

研撰目的 邁向高齡化社會之社經發展趨勢

邁向高齡化社會已為全球趨勢，隨高齡人
口增加，除影響人口結構改變外，扶養比、勞
動力參與、老人安養照護等問題亦隨之而來，
如何在維護老人尊嚴與提供友善社會環境間達
成平衡，亦為重要課題之一。

本報告將蒐集人口概況、經濟來源、福利
津貼、勞動就業與社會參與，以及高齡照護等
相關統計資料，探討邁向高齡化之社經發展情
形，以協助地方政府掌握高齡化社會所帶來之
挑戰與衝擊，並支援相關政策之推動，提升銀
髮動能效益，建構完善社會支持系統，進而打
造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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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統計分析心智圖

參考文獻

網路資源

資料來源

研撰目的

說明：圖中(數字)係指對應「資料來源」之項次。

心智圖

應用統計分析心智圖

網路資源

資料來源

研撰目的

心智圖

項次 分類 分析名稱或書名 著作者
出版社、期刊名

(或校系所) 出版年

1 總類 台灣人口高齡化的社經衝擊 范光中、許永河
台灣老年醫學老年學
雜誌

2010

2 由統計資料看人口老化問題 黃財丁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
中心

2014

3 創建臺北市高齡統計指標體
系

臺北市政府主計處
王家偉

2016

4 從統計探索新北市高齡社會
新北市政府主計處
朱宜寧

2016

5 勞動
就業

老有所為：高齡者勞動與就
業之國際趨勢及我國現況探
討

楊培珊
臺灣因應高齡社會來
臨的政策研討會

2012

6 臺北市就業者退休年齡概況
臺北市政府主計處
王家偉

2016

7 從人力資源調查看新北市中
高齡人力運用情形

新北市政府主計處
曾婷鈺

2016

8 新北市中高齡女性勞動概況 新北市政府主計處 2016

參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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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統計分析心智圖

資料來源

研撰目的

心智圖

參考文獻

網路資源

應用統計分析心智圖

研撰目的

心智圖

參考文獻

網路資源

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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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導
措
施

推動策略（三）

依心智圖研擬分析範例供參

運用心智圖所列面向，製作分析範例及範例

應用說明，提供地方政府參用。

召開實務經驗分享及研討會議

規劃於11月份辦理，促進經驗交流。

106年

定期公布心智圖供參

擇選10類資料研擬心智圖(12篇) 定期公布，

並提供參考文獻及相關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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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主題名稱 發布月份

社會福利 推動婦女福利─增進婦女權益及保障
2月底

人口及家庭 邁向高齡化社會之社經發展趨勢

社會福利 長期照顧之現況及因應作為
3月底

工商經濟 地方產業發展與變動趨勢

環保及綠能 綠色產業之發展現況及推動趨勢
4月底

觀光及運輸 發展觀光產業─帶動地方發展

勞動及就業 勞動力及就業問題之探討
5月底

財政及稅收 地價稅、土地增值稅及房屋稅之探討

環保及綠能 優質空氣品質，健康人生
6月底

家庭收支 家戶所得之探討

農林漁牧 農產品競爭力分析─發揮在地優勢
7月底

警政及消防 即刻救援必先利其器

106年公布之心智圖主題106年公布之心智圖主題



心智圖所列分析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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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圖所列分析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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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範例之
能源轉型 一場全民參與的活動 

許一個低碳非核電力目標(心智圖之發電現況、再生能源政策方向) 
我國缺乏自產能源，能源高度依賴進口，在臺灣能源總消費中約

50%用於發電，「電」除帶給人民生活便利與舒適外，電力供應與經濟

發展和國家建設亦息息相關。 
105 年我國總發電量為 2,641.1 億度，其中化石燃料發電(燃煤、

燃氣、燃油)占 82.0%，核能發電 12.0%，再生能源(慣常水力、風力、

太陽光電、生質能、廢棄物能)則占 4.8%，整體發電結構高度倚賴化

石能源，所造成的影響除了增加溫室氣體排放，加劇全球氣候變遷，

空氣污染亦將影響國人健康及生活品質。 
近年來，燃燒生煤的火力發電造成空氣污染，一直是民眾關注的

焦點，禁燒生煤與石油焦的爭議不斷，燃煤發電占總發電量比重有減

少趨勢；燃氣發電占比於 104 年首次突破 30%，而核能發電自 99 年

占總發電 16.8%穏健減少至 105 年 12.0%，且 105 年核能發電 316.6
億度，亦較 104 年減 13.2% (詳表 1、圖 1) 。 

發
電
現
況

分析範例之

相較化石燃料，利用再生能源發電，除可減少空氣污染外，亦可

顯著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以全球刻正處於能源轉型的關鍵時代，

再生能源將是驅動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國際上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逐漸

上升(周桂田等，2017)，依經濟部能源局統計，我國再生能源發電比

例自 99 年 3.5%增至 105 年 4.8%，105 年再生能源發電量 126.0 億

度，亦較 104 年増 21.6%。 
無論採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或再生能源發電，都存在著成本、

環境污染、安全及是否能穩定供應的複雜排列組合問題。為達非核家

園與減碳需求，未來電力結構將隨著政府積極推動再生能源設置，以

及擴大天然氣使用之政策方向，再生能源及燃氣發電比例將提高，至

114 年時，期達成燃煤 30%、天然氣 50%、再生能源 20%之目標。 

nh
e

發
電
現
況

再
生
能
源
政
策
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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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範例之

再生能源發電願景 

(心智圖之再生能源種類、再生能源政策方向及再生能源資料現況) 
我國再生能源發電占總發電量比例一直在 3%至 5%之間，距 114 年 20%之

目標，仍有一段不小的距離。  
再生能源發電以慣常水力、風力、太陽光電、生質能、廢棄物能及地熱等 6

類為主，其中慣常水力發電為我國開發最早之再生能源，目前再生能源發電係以

水力發電為主。以 105 年資料觀之，再生能源總發電量 126 億度，其中以慣常水

力發電 65.6 億度(52.1％)為大宗，其次為廢棄物發電 32.6 億度(25.8％)，風力發

電 14.6 億度(11.6%)及太陽能發電 11.3億度(9.0%)分居三、四(詳圖 2)。 

資料來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月報(106 年 5 月版)。 

分析範例之

我國於 98 年公布施行「再生能源發展條例」後，持續通過其相關子法

與措施，以能源安全、綠色經濟及環境永續為願景，積極擴大再生能源推動，

其中以太陽光電成長幅度為最大，從 99 年占再生能源發電 0.3%，成長至

105 年 9.0%；太陽光電之發電量，亦從 99 年約 2,600 萬度，增加至 105 年

11 億度，平均年增率達 88.1%。 

年 總計 慣常水力 風力 太陽光電 生質能 廢棄物能 地熱

99 8,554.3 4,194.1 1,026.3 25.6 272.1 3,036.1 0.0
100 8,891.9 3,999.7 1,492.7 70.3 237.3 3,091.9 0.0

101 10,581.8 5,669.6 1,413.5 173.1 243.4 3,082.4 0.0

102 10,769.0 5,422.9 1,640.0 337.9 219.4 3,148.9 0.0

103 9,816.9 4,317.9 1,500.5 551.7 242.5 3,204.3 0.0

104 10,365.4 4,470.1 1,525.2 875.5 235.8 3,258.8 0.0

105 12,602.7 6,562.0 1,457.1 1,132.2 193.8 3,257.6 0.0

平均

年增率

(%)
6.7 7.8 6.0 88.1 -5.5 1.2 -

資料來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月報(106年5月版)。

表2  再生能源發電概況
單位：百萬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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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範例之

再生能源的推廣應用，除了可善用本土的自產資源，促進資源多元化，

提供具成本效益且符合環保的永續發展所需能源外，在環境方面，則可有效

地減少全球及區域的溫室氣體排放與酸雨等環境污染，在經濟方面，亦可創

造投資機會，促進產業發展與創造眾多的就業機會，我國已推動綠能科技產

業創新方案，以國內綠色需求為基礎，引進國內外大型投資，增加優質就業

並帶動我國綠能科技及產業的躍升。   
近年來，考慮國際技術成熟度及健全再生能源的發展環境，逐步調整再

生能源推動目標，各類再生能源推廣目標裝置容量及其發電量如表 3 所示，

其中太陽光電長期目標為 114 年達成 20GW，其中屋頂型 3GW，地面型

17GW(太陽光電 2 年推動計畫，2016)。 

再生能源裝置容量(千瓩MW) 再生能源發電量(億度)

105年 109年 114年 105年 109年 114年

合計 4,929 11,261 27,423 135 244 515
太陽光電 1,342 6,500 20,000 17 81 250
陸域風力 747 1,200 1,200 18 29 29
離岸風力 8 520 3,000 － 19 111
地熱能 1 150 200 － 10 13
生質能 742 768 813 54 56 59
水力 2,089 2,100 2,150 46 47 48
燃料電池 － 22.5 60 － 2 5

表 3  各類型再生能源推廣目標 

資料來源:太陽光電 2 年推動計畫(2016)。 

參考範例應用說明

主題 主要內容 地方政府可延伸之論述內容

許一個低碳非
核電力目標

1.電的重要性

2.我國發電概況

3.非核家園及減碳之國

家政策目標

為配合國家114年之非核及減碳目

標，各地方政府訂下之目標。

以宜蘭縣之乾淨能源三年倍增計

畫為例，從目前的40MW，倍增為

80MW。

再生能源發電
願景

1.我國再生能源發電現況

2.98年公布施行「再生能

源發展條例」後之發展

3.各類再生能源推廣目標

介紹各地方政府具特色之再生能

源發電(慣常水力、風力、太陽光

電、生質能、廢棄物能及地熱等)

如:苗栗縣竹南龍鳳漁港之離岸風

力、高雄市之生質能廢棄物能發

電、宜蘭清水地熱發電，以及相

關之近遠程目標。

 
 

103



參考範例應用說明(續)

主題 主要內容 地方政府可延伸之論述內容

縣(市)民就是
能源

縣(市)民參與太陽光電裝設，並
參與電能躉購。

介紹具特色之成功案例。

打造綠能家園
中央聯手地方

介紹政府提出之相關計畫及措施

1.各地方政府「綠能辦公室」之辦理業務及特
色，以及相關成效。

2.相關補助計畫及補助金額。
3.以宜蘭縣為例，研擬「宜蘭縣再生能源與綠
色產業自治條例」、成立「宜蘭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之現況

1.介紹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作
業步驟。

2.近年來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發
展趨勢。

3.各縣市同意備案情形。

1.以本總處所提供之99至105年資料，探討趨
勢及現況，以及位在全國之情形。

2.以臺南市研撰之「104年臺南市太陽光電核
准設置概況」統計通報為例，分析內容包
括行政區之探討。

3.以雲林縣為例，106年4月22日新聞「雲林
縣好「風、光」太陽電設置容量全國第一」

再生能源購入
電量分布情形

台電向各縣市購入電量情形。 以台電資料分析售電情形。

再生能源發電
效益

再生能源發電節能、減碳之效益。
以各地方政府再生能源發電目標，敍述可節能
減碳之效益。

參、期許及展望

提供施政
決策應用

配合施政
需求進行
統計分析

蒐集建置
統計資料

符合業務單位
推動政務資料

符合首長決
策需求資料

符合地方推動重
大政策需求資料

統計通報或
專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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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地方政府
主計處

主計總處
地統中心

地方政府
所屬機關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行政院主計總處地方統計行政資訊網
http://winsta.dgbas.gov.tw/statweb/page/defaultpro.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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