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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等主要國際組織共同發表《伊斯坦堡宣言》

（Istanbul Declaration），呼籲世界各國提出「高品質及以事實為基礎的資訊」來衡量社會

進步狀況，以促使形成社會福祉（Social Well-being）的共識與發展。

這種傳承自 1970 年代以降的「社會指標運動」精神，充分顯示國際社會對於推動社會

發展指標，以追蹤國家與社會發展狀況的重視。特別是近年來針對「什麼是社會進步」的認

知，涉及社會福祉與生活品質等內涵之衡量，正好提供各國反省經濟成長是否足代表人民福

祉提升等民眾切身攸關問題，而逐漸醞釀出一股「走出 GDP」（Beyond GDP）思潮。並更

進一步促使世界各國認知到經濟指標的有限性，及建構社會發展指標的必要性，希望透過相

關指標或指數體系的建構與推動，幫助政府在社會發展治理層面上，回歸到滿足民眾實際生

活及自我實現之基本政策價值。

因此，本期以「社會發展指標建構與應用」為題，透過人物專訪單元，專訪前行政院

政務委員，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薛承泰教授，從政策實務觀點，檢視我國建構社會發展指

標須考量面向，包括指標的數量、期程、屬性、施政運用之效益，以反映該項政策工具在政

府決策支援上之價值。

在專題報導單元部分，從國際發展趨勢、我國現況及指標運用三個主軸，論述社會發

展指標建構歷程與施政層面。除呈現 1970 年代肇始於歐美的「社會指標運動」，到近年國

際重視的「美好生活指數」（Your Better Life Index, BLI）評比發展歷程外，針對指標建構朝

向綜合指數發展趨勢，介紹「社會進步指數」（Social Progress Index）這項新興國際性評

比工具推動狀況。至於我國部分，則就社會指標統計發展歷程及指標統計問題進行分析，讓

讀者掌握我國政府推動社會指標調查與統計之發展脈絡，並嘗試從地方治理角度來論述相關

指標系統應用在地方施政的策略與模式。

此外，本期透過政策新知單元，具體分享國家發展委員會及行政院主計總處等業務機

關運用統計指標（如國民幸福指數）於政務推動的實踐情形，並從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

料庫之推動，呈現藉由地理資訊系統（GIS）跨域運用所展現的決策支援效益。另在系統性

建置調查統計上，介紹「長照保險重要基礎資料庫」、「勞動市場指標」、「社會經濟資料

庫」及「創造數位機會指標」等，分別扮演我國長期照顧、勞動及數位發展等相關政策之輔

助支援功能。 

如同《伊斯坦堡宣言》指出「經濟、社會及環境統計指標的建構與有效運用，有助於

促進政府良善治理循環，透過論辯與共識的建立，改進民主參與過程，強化公民影響政策能

力，並落實政策課責」。期待本期刊發行內容，能讓各界更瞭解社會發展指標在落實政府良

善治理所能發揮的支援角色，並增進各界對於社會發展指標應用於政府施政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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