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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
（NMI）」首次發布

國發會經濟發展處

壹、 前言

採購經理人指數是判斷景氣概況的重要經濟指標之一，藉由每月對受訪企業經

理人進行生產、採購、銷售等調查，編製成指數，可反映整體與個別產業的景氣變

化。以製造業而言，通常由採購相關部門經理級以上高階主管填寫問卷，非製造業

因較無實體存貨概念，通常由商品企劃部、投資部，或財務部高階主管填寫。

現今全球約有 40 個國家編製、發布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PMI），服務業或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Non-Manufacturing 

Index, NMI）則約有 20 個國家。為提供各界更多景氣判斷依據，本會自 2011 年

底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編製台灣採購經理人指數，項目涵蓋製造業與非製造業；

其中製造業已於 2012 年 11 月起按月發布，非製造業則自今（2015）年 1 月起與

製造業 PMI 一起按月公布，為國內外首次編製台灣 NMI 的單位，也是繼美國、中

國大陸後，第三個編製 NMI 的國家。NMI 除發布總指數外，也按月發布產業別指

數，相較其他國家僅公布總指數，台灣的作法更為精進，可提供產業界更完整的

景氣資訊。

目前台灣採購經理人指數編製結果，已獲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nstitute for 

Supply Management, ISM）認可，並首次將其他國家的調查結果刊登在該機構

網站，大幅提高台灣國際能見度，同時顯示台灣採購經理人指數編製具有高度公

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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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編製方法

一、 抽樣方式

台灣 NMI 比照美國 ISM 的調查與編製方法，以國內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

天下雜誌 500 大非製造業、中華徵信營收淨額排名前 5000 大企業為調查抽樣母

體，並剔除重複名單。另考量台灣是以中小企業為主之經濟體，額外增加中小企業

樣本，反應台灣企業經營型態。

抽樣方法則採分層抽樣法，依照產業類別進行分層，並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將非製造業 18 個行業整併為 9 大產業，包括：「住宿

餐飲業」、「營造暨不動產業」、「教育暨專業科學業」、「金融保險業」、「資訊暨通訊

傳播業」、「零售業」、「運輸倉儲業」及「批發業」、「其他非製造業」等。

整體而言，台灣的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調查範圍，占整體非製造業名目

GDP 約 8 成，可充分反映非製造業景氣狀況。

表1 非製造業行業整併前後對照表

整併後產業別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之非製造業行業別

占非製造業 GDP 比重

（％）

營造暨不動產
F 營造業
L 不動產及住宅服務業

16.35

批發 GA.批發業 15.17
零售 GB.零售業 9.46

教育暨專業科學
P 教育服務業
M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9.90

金融保險 K 金融及保險業 9.39
資訊暨通訊傳播 J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4.48
運輸倉儲 H 運輸及倉儲業 4.09
住宿餐飲 I 住宿及餐飲業 3.63

其他非製造業

D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E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Q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N 支援服務業

9.46

總計 81.93

註：1.各產業占名目 GDP比重，已依照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4年 11月底公布之國民所得 5年修正結果調整。

2.「其他非製造業」因涵蓋細項業別過於廣泛，未公布該產業 N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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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訪廠商樣本家數

參考世界各國採購經理人指數調查經驗及抽樣預期誤差理論，台灣 NMI 調查

樣本家數規劃為 200 家，各產業別應抽樣家數則以各產業名目 GDP 占非製造業名

目 GDP 比重計算。截至 2015 年 1 月為止，非製造業樣本家數已達 260 家，超過

所規劃之應抽樣本數，且多數產業樣本回收數均達抽樣家數目標。

三、 問卷設計

美國 ISM 針對非製造業調查採單一問卷方式進行，但由於非製造業不同產業

特性差異甚大，籌編初期許多受訪廠商反應部分問項難以回答。故台灣 NMI 調查

在問卷設計方面，在掌握美國 ISM 各問項經濟意涵的基礎上，針對不同非製造業

設計符合該產業特性之問項，此乃全球之創舉。問卷包含 12 個問項，分別為：商

業活動（生產）、新增訂單、人力雇用、供應商交貨時間、存貨、原物料價格、未

完成訂單、出口、進口、服務收費價格、存貨觀感，以及未來 6 個月的景氣狀況預

期；受訪者針對每一問項將當月與上月比較，並勾選「上升」、「持平」或「下降」。

四、 NMI計算方式

台灣 NMI 以商業活動（生產）、新增訂單數量、人力雇用數量，以及供應商交

貨時間等 4 項擴散指數（Diffusion Index）綜合編製而成。詳細計算步驟如下：

（一） 計算各產業每一問項的擴散指數：

擴散指數＝（P1×1）＋（P2×0.5）＋（P3×0），

其中，P1：回答「上升」的比例

P2：回答「持平」的比例

P3：回答「下降」的比例

（二） 計算各產業別 NMI

計算出每一產業的各問項擴散指數後，再計算各產業別指數。

非製造業各產業別 NMI ＝該產業商業活動指數 ×0.25 ＋該產業新增訂單

指數 ×0.25 ＋該產業人力雇用指數 ×0.25 ＋該產業供應商交貨時間指數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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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將各產業別指數合成非製造業 NMI

計算出各產業別指數後，非製造業 NMI 以九大產業占非製造業名目 GDP 中

之比重為權數，加權平均計算而得。

一般而言，NMI 介於 0％∼ 100％之間，並以 50％為分水嶺，若高於 50％表

示非製造業景氣處於擴張期（Expansion），若低於 50％則表示處於緊縮期

（Contraction）。

叁、 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調查結果

一、 NMI總指數

台灣 NMI 自 2014 年 8 月創編以來，已連續 7 個月呈現擴張。去年 8 月至 10

月，NMI 處於 55％左右擴張速度，但 11 月以後擴張力道略有減緩，今年 1 月 NMI

回升 0.3 個百分點至 53.9％，但 2 月下滑 3.1 個百分點至 50.8，主要受到農曆春節

及 228 連假使營業天數減少，商業活動與新增訂單指數大幅下滑所致（圖 1）。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經濟研究院

圖1 台灣NMI指數走勢

40.0

50.0

60.0

％

8
2014

9 10 11 12 1
2015

2 月份

54.6 55.2 55.9

52.8 53.6 53.9

50.8

126 台灣經濟論衡

2015年 春季號



政
策
焦
點

政
策
紀
實

特
別
報
導

經
建
專
論

政
策
快
遞

活
動
紀
實

台
灣
景
氣
概
況

創
業
拔
萃
專
輯

經
濟
統
計

二、 4項組成指數

（一） 商業活動（生產）指數

商業活動指數主要衡量非製造業生產狀況。由於多數服務業並無生產實體商

品，故衡量方式主要以受訪廠商當月營業收入變化為主。2014 年 8 月至 10

月，商業活動（生產）指數大致呈現上升走勢（圖 2），惟自 11 月起，指數

擴張力道略微趨緩。而受到 2 月連續假期致工作天數較少影響，今年 2 月商

業活動指數較前月下滑 7.2 個百分點至 45.6％，由擴張轉為緊縮。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經濟研究院

圖2 商業活動（生產）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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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在接獲訂單後開始生產或提供服務，並投入所需人力或原物料，故新增

訂單可視為採購經理人調查中，較具領先性質之項目。自 2014 年 10 月起，

非製造業新增訂單（新增簽約客戶或業務）指數呈現下滑走勢，但仍持續擴

張，惟今年 2 月受到多天連續假期影響，指數下跌 4.5 個百分點至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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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力雇用指數

相較於商業活動及新增訂單指數，人力雇用指數走勢相對平穩。2014 年 9 月

至 2015 年 2 月，指數大致處於 54％至 58％擴張速度，顯示國內非製造業勞

動市場尚屬穩健（圖 4）。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經濟研究院

圖3 新增訂單指數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經濟研究院

圖4 人力雇用指數

％

54.1
57.0

55.4

51.8
52.9

51.5

47.0

40.0

50.0

60.0

8
2014

9 10 11 12 1
2015

2 月份

％
59.6

54.0

57.5

54.0

56.9 56.9 56.2

40.0

50.0

60.0

8
2014

9 10 11 12 1
2015

2 月份

128 台灣經濟論衡

2015年 春季號



政
策
焦
點

政
策
紀
實

特
別
報
導

經
建
專
論

政
策
快
遞

活
動
紀
實

台
灣
景
氣
概
況

創
業
拔
萃
專
輯

經
濟
統
計

（四） 供應商交貨時間指數

非製造業供應商交貨時間通常指企業受託工作或服務完成所需時間（Lead 

time）。一般而言，景氣熱絡訂單需求增加，廠商工作完成時間將拉長（亦即

工作或服務速度變慢）；反之，景氣不佳訂單需求減少，廠商完成受託工作所

需時間將縮短（亦即工作或服務速度變快）。但有時供應商交貨時間上升，可

能來自成本面因素，例如：原物料短缺等。

2014 年 8 月至 11 月，供應商交貨時間（受託工作完成時間）指數大致處於

52％至 54％上升（高於 50％）速度，惟 12 月下滑至 50.3％，2015 年 1 至

2 月則回升至 54％以上水準（圖 5）。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經濟研究院

圖5 供應商交貨時間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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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為看壞未來六個月景氣，惟 12 月以來再度轉為看好。今年 2 月，雖然商業活動

及新增訂單指數因春節因素而大幅下滑，但廠商看好未來景氣程度上升，指數增加

5.1 個百分點至 57.2％（圖 6）。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經濟研究院

圖6 未來6個月景氣狀況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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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台灣採購經理人指數相關資訊查詢

一、 今年1月1日起，本會景氣指標查詢網站已重新改版上線，並針對手機、平版

電腦等行動裝置，設計專屬查詢頁面，提供台灣採購經理人指數相關資訊查

詢，包括製造業PMI與非製造業NMI總指數、各細項指數、各產業別指數，以

及常見問答等。網址為：http://index.ndc.gov.tw。

二、 本會及中華經濟研究院竭誠歡迎國內企業加入台灣採購經理人調查。為回饋

參與調查的廠商，將主動按月寄送製造業PMI與非製造業NMI調查結果，提供

受訪企業即時的整體經濟及產業景氣判斷。有意參與台灣採購經理人調查之

企業，可至中華經濟研究院網站點選報名，網址為http://pmi.cier.edu.tw。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經濟研究院

圖7 產業別NMI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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