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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為提振國內經濟，近年來積極推動公共建設投資，公共

建設效益評估常以總體計量模型及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推估，二

者之方程式數量龐大，變數估計繁多，卻仍不易估得細部門資料。

產業關聯模型不僅可模擬政策運作總體效果，更能衡量政策運作

對各細部門產出與投入影響。本文以 Leontief 之產業關聯模型及

半封閉模型，估算各產業部門之所得效果以及家計所得乘數，進

而利用 1999、2001、2004 三年產業關聯表推估各年各產業部門之

所得效果以及家計所得乘數，以公共投資建設為例，引用產業關

聯模型分析公共建設之政策效益，說明乘數效果之運用。 

本文發現公共及其他工程部門在 1999、2004 兩年間，家計所

得乘數對經濟之影響效果明顯大於所得效果。透過消費、所得及

生產之循環波及效果，所推得之所得乘數對經濟(GDP)之影響較為

明顯，即所得乘數值較所得效果值大。 
                                                 
∗ 經建會經研處稽核。本文承蒙李顧問高朝及張組長熙蕙之指導，洪處長瑞彬、朱副處長麗

慧及匿名審查學者審閱並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致謝。惟若有任何謬誤疏漏，當屬筆者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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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vitalize Taiwan’s domestic economy, the 
government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actively promoting investment in 
public construction.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such investment, 
government planners usually use the macroeconomic and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But though these two models together cover an 
extensive array of equations and variables, they cannot easily be used 
to generate detailed sectoral data. The input-output model, however, 
can be used not only to simulate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 of 
government policy, but also to measure the input and output effects of 
policy in each sector.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Leontief input-output 
model and semi-closed model to compute the household income 
multiplier and income effect for each industrial sector, using the 
input-output tables for 1999, 2001 and 2004 to analyze the policy 
effects of public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finds that, in the public and other construction sectors 
between 1999 and 2004, the household income multiplier on the 
economy was markedly greater than the income effect. Through the 
cycle waves and effects of consumption, income and production, the 
total income multiplier on the economy (GDP) was more conspicuous, 
or in other words, the total income multiplier value was greater than 
the incom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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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一、研究動機及方法 

為提振國內經濟，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公共建設投資，期冀

都市更新，帶動民間投資，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

藉由營建等關聯產業效果擴大，提升經濟成長；此外發展旅遊觀

光產業，加強國內的觀光旅遊，增加國內之消費，以擴大內需市

場，帶動國家經濟發展。都市更新可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

境，增進公共利益；促進觀光則可增加休閒產業之發展，此兩者

皆為政府當前發展經濟主要政策，其政策推動成效更是政府及全

國人民所關注，是故政府推動公共建設政策之效益評估更顯重

要。有關公共建設效益評估常以總體計量模型及可計算一般均衡

模型推估，但二模型方程式數量龐大，變數估計繁多，卻仍不易

估得細部門資料。相較之下，產業關聯模型不僅可模擬政策運作

總體效果，更能衡量政策運作對各細部門產出與投入影響。 

本文以 Leontief 之產業關聯模型為基礎，參考李高朝(2005)

之半封閉模型，估算各產業部門之所得效果以及家計所得乘數1，

                                                 
1 當最終需要需求增加時，經產業生產帶動 GDP 所得，如同產業間相互關聯之波及

效果。以產業與家計部門相互關聯之波及效果，推估最終需要實質投資支出增加

時，對經濟 GDP 所得影響程度，李高朝(2005)稱為所得乘數(income multiplier)。
本文係以與家計所得有直接相關之勞動報酬與營業盈餘視為所得與產業間相互關

聯之波及，在此稱之為家計所得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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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利用 1999、2001、2004 三年產業關聯表推估當年度各產業部

門之所得效果以及家計所得乘數，以公共投資建設為例，引用產

業關聯模型分析公共建設之政策效益，說明乘數效果之運用。 

二、文獻探討 

產業關聯分析之文獻歷年皆有，惟運用產業關聯分析探討公

共投資或公共政策的總體經濟效果並不多，約略整理如下： 

林芳一(1993)採用半封閉關聯模型，即原始投入列及家計部門

行均加入產業關聯矩陣方式，將各產業之勞動報酬納入關聯表，

使之與產業共同產生波及誘發效果。假設年經濟成長率 7%情況

下，以 1990 年價格為基礎，研究 1991 年至 1996 年間，評估政府

為加強推動六年國家建設計畫，六年期間累積公共投資 41,805 億

元，所誘發各業生產之附加價值約 25,553 億元，占六年 GDP 增加

額 71,569 億元之 35.7%，亦即公共投資之誘發效果貢獻三分之一

以上之經濟成長。 

倪安順、梁金樹(2003)以 1996 年產業關聯表之國產品交易

表，建立產業關聯模型，運用開放關聯模型2，即產業關聯矩陣僅

納入原始投入部門，而不包含家計部門。探討運輸部門增加投資

所創造之經濟效益。研究內容包括運輸部門各業之向前與向後關

                                                 
2 有關封閉及開放關聯模型定義可參考李高朝(2005)，即最終需求及原始投入不包

含於產業關聯矩陣為開放模型(Open Leontief Model)，最終需求及原始投入完全包

含於產業關聯矩陣為封閉模型(Closed Leontief Model)，部分最終需求及原始投入

進入產業關聯矩陣稱之為半封閉模型(Semi-closed Leontief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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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效果分析，及運輸部門建設對總體經濟之衝擊分析。結果顯示

歷年公路建設投入資金最多，對產值、GDP 及就業之衝擊效果，

以鐵路較為顯著。 

王連常福(2006)利用 2001 年產業關聯表之各項附加價值與產

值，依據作者自行設計之問卷調查資料，在大陸人士來台每人平

均停留 6.3 天，平均每人來台期間消費支出金額為 5.8 萬元之假設

下，分別推算政府每天開放大陸人士 1000 人、3000 人、5000 人

來台觀光，將分別帶來 154.2 億元、499 億元、840 億元，所得效

果相對最大之部門為工商服務業；就業效果分別為 2.4 萬人、7.7

萬人、13.1 萬人。 

以上估算對 GDP 影響之研究方法，皆是先估算以產業間透過

產業關聯模型之直、間接生產所誘發增加之產值，再乘以各部門

之原始投入(附加價值)率來估算誘發增加之所得，亦即國內生產毛

額(GDP)，一般稱之為「所得效果」。 

本文參考李高朝(2005)之半封閉模型，修正林芳一(1993)之半

封閉模型，林芳一(1993)僅將勞動報酬納入產業關聯矩陣，然而原

始投入中除勞動報酬外，尚有其他投入，因此本文半封閉模型除

考量勞動報酬外再加入營業盈餘3。此外林芳一(1993)係將模型推

算出各部門之生產誘發效果，再乘上各部門之附加價值率後加總

                                                 
3 原始投入之勞動報酬及營業盈餘，營業盈餘雖屬企業，然部分分配與股東，可視

為產業人員實際收入，與家計所得有直接關係。對應於原始投入列，同時家計部

門增一行，建構成立半封閉產業關聯模型。 



經濟研究  
 

 
 

第 9 期 

Economic Research Volume 9 32

而得，本文採用總體模型中乘數概念，藉由邊際消費傾向推估產

業關聯模型中的家計所得乘數。本文除引用半封閉模型，估算之

各產業部門之家計所得乘數外，仍與傳統產業關模型所估得之所

得效果作一比較。 

貳、產業關聯模型 

產業關聯分析又稱投入產出分析，透過產業關聯表(投入產出

表)顯示之投入結構及產出分配關係，所計算之產業關聯波及效果

之關聯係數，一般常用於分析最終產品需求之變動，直、間接對

各產業及資源所誘發之需求程度。 

本研究係進一步探討將生產、所得與消費作連結之關聯效

果，亦即透過產業關聯模型求算各產業部門之所得效果。 

一、產業關聯模型 

產業關聯表分析之應用係基於兩個基本假設：一為均質假設

(homogeneity assumption)，每一部門僅生產一種產品，短期內沒有

投入替代性。二為比例假設(proportionality assumption)，及投入函

數呈線性，即某一特定部門各種投入量大小與其產出總量成比例

關係。 

由產業關聯表中間交易部分顯示產業相互關聯關係，投入係

數係為各產業生產一單位所需各產業產品及生產要素等作為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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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之單位數，即為各產業之生產技術係數。中間產業相互交易

之投入係數部分，以矩陣 A 表示，A 中之每一元素 aij表示 i、j 兩

產業直接關聯係數，即 j 產業生產一單位所需 i 產業產品投入數，

其關係為 aij＝Xij⁄Xj  ，Xij 即為第 i 產業用於生產第 j 產業之中間投

入，Xj為第 j 產業之總產出(生產總值)。以總投入必等於總產出之

特性，其若無輸出入之國際貿易活動，即經濟生產體系為封閉式

時，則某產業(i)之產出等於中間需要(Xij)與最終需要(Fi)之和，其

關係式可表示如下： 

Xi＝ΣXij ＋Fi (1) 

以矩陣表示 

X－AX＝F (2) 

X＝(I－A)-1＊ F (3) 

當(I－A)為非奇異(Non-Singular)矩陣時，X 方可求得。 

而利用(3)式，當最終需要 ∆F 變動時可推算出產值的變動值

∆X，此即本研究所運用之需求拉動之產業關聯分析。 

二、競爭模型 

我國為貿易開放經濟體系，輸出 E 及輸入 M 活動頻繁。輸入

品係由國外生產，並非透過本國中間投入產生，即輸入品無法產

生波及效果，故需縮小前述之波及效果。關於縮小輸入品影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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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李高朝(2005)4介紹六種模型，包括：完全競爭模型、輸出

獨立競爭模型、需求別競爭模型、中間需求競爭模型、完全非競

爭模型及半競爭模型等。其中完全非競爭模型採用之(I－D)-1表，

並無輸入品影響，純粹國內各產業間的投入產出關係。本研究使

用之半封閉模型，行政院主計處並無編製此表。六項模型中次理

想者為中間需求競爭模型模型，係將最終需求部分扣除輸入品部

分，模型 [ ] d
x

d FAmIIX ⋅−−= −1)ˆ( ，其中輸入係數係僅包含中間產品

部分，資料來源受限，編製不易。 

本文基於資料來源考量，採取主計處公布之扣除輸入影響之

產業關聯表，並延用其編製方法增編家計部門。該表編製方法假

設輸入(Mi)與國內需要(Xi－E i＋M i)係維持一定比例，即輸入係

數 mi＝Mi⁄(Xi－E i＋M i)；式中 Xi、E i 、M i 分別代表 i 產業部門

之生產總值、輸出、輸入。運用上述關係式，可推算出

[ ] dd FAmIIX ⋅−−= −1)ˆ( ，其中 m̂  為輸入矩陣， AmI )ˆ( − 將中間投入

中屬輸入品投入之部分縮減； [ ] dd FAmIIX ⋅−−= −1)ˆ( 即為本文所用

以計算波及效果之產業關聯模型。此模型近似於李高朝(2005)之中

間需求競爭模型，惟因輸入係數未將最終需要之輸入品扣除，故

其關聯效果將較中間需求競爭模型者略小，而略大於完全非競爭

模型(I－D)-1之關聯效果。 

 

                                                 
4 參見李高朝(2005)，第 31 頁及 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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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半封閉模型 

本文參考林芳一(1993)及李高朝(2005)模型，利用產業關聯模

型衍生之半封閉模型，據以分析產業關聯模型之生產乘數及總家

計所得乘數。 

(一) 生產乘數 

由產業關聯模型 ( ) FAIX 1−−= ，可分析當最終需要變動時，透

過產業間投入產出相互關聯關係，可產生整體產業生產之變動效

果。因此，當最終需要增加(或減少)一單位對各產業生產誘發之產

出效果，即為生產乘數。因此，由第(3)式可進一步導出下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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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 n

i ijij bQ
1 ，j=1…n (5) 

(4)式中，(I－A)-1 即為完全波及下之產業關聯程度或波及效

果，而(5)式中之 Qij即代表生產乘數，表示出當 j 產業每增加 1 單

位最終需要時，整體產業將增加 Qj的產出，此又稱向後關聯效果

或需求拉動之關聯效果。 

(二) 所得效果 

利用產業關聯投入係數表 A 係數矩陣，可以求算當最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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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一單位對各產業生產誘發之產出效果(∆X)。若進一步將各部

門產出效果乘以各部門原始投入係數(附加價值率 V)，即可推估

直、間接誘發產出效果對 GDP(∆GDP＝V∆X)之影響5，此即倪安

順、梁金樹(2003)、王連常福(2006)所採用之研究方法。惟此方法

無法計算因新增投資，使得各產業部門生產增加，繼而帶動所得

增加，及後續對商品消費需求增加之後續連環效果。 

(三) 所得乘數 

總體經濟理論之所得乘數，係指自發性之投資支出增加一個

單位，最後將引起全體經濟所得增加多少單位，其計算係透過邊

際消費傾向逐步反覆推論6。求算乘數過程中，邊際消費傾向β之

外，尚需邊際消費的部門結構 CS，由βCS即可得明細商品或勞務

之邊際消費結構。如此，新投資所引起直間接所得之增加 ∆GDPi

＝V∆Xi，所帶動消費之增加 ∆Ci＝β∆GDPi CS，及因應之產出增

加 ∆Xi+1＝(I－A)-1∆Ci，經反覆推算，將此等各回合所產生之 ∆GDPi

加總，李高朝(2005)稱為所得乘數7。 

在此，將繁雜反覆過程運用於產業關聯表模型，亦即將代表

家計部門之邊際消費傾向，從開放之產業關聯模型中予以內生

化，亦即由原矩陣 A 擴充為矩陣 A ，此即為半封閉性關聯模型

                                                 
5 其產生之直間接所得效果，本文簡稱為所得效果。 
6 Y(所得)＝C(消費)＋I(投資)，消費函數 C=α+βY，β為邊際消費傾向， 

 ＝>  Y＝α+βY＋I  ＝>  Y(1－β)＝α＋I  ＝> I
Y

∂
∂

＝1/(1－β)  即最簡單之投

資乘數。 
7 李高朝(2005)所稱之所得乘數，實為總體經濟中之投資乘數(investment multip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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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d FAmIIX ⋅−−= −1)ˆ( 。此模型將邊際消費傾向、所得(GDP)及生產

之循環波及效果均納入，故可求得所得乘數。 

參、家計所得乘數之推估 

根據前述產業關聯模型，本文擬嘗試利用產業關聯模型推估

每產業部門增加投資支出一單位所誘發增加所得增加數，即所得

乘數。惟本文係以勞動報酬及營業盈餘視為家計所得，在此，所

推得之乘數結果稱之為家計所得乘數。 

一、資料處理 

為建立家計消費及所得內生化之半封閉性關聯模型 A 矩陣，

首先依據總體消費之乘數理論，以邊際消費傾向作為內生家計消

費部門係數，其次將勞動報酬及營業盈餘代表所得部門，將勞動

報酬及營業盈餘之合計占產值比重稱之為家計所得係數。而為配

合我國高度依賴外貿之生產型態，需進一步將進口剔除，因而須

將半封閉模型修正為競爭型半封閉模型，進而精確估計我國產業

之部門別家計所得乘數。 

以下即依序說明邊際消費傾向、輸入係數等相關資料之處理

及模型運用：  

(一) 邊際消費傾向之推算 

在產業關聯投入係數表中，家計部門之投入係數相當於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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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分析中之平均消費傾向 (average propensity to consume, 

APC)，惟總體經濟之乘數效果是以邊際消費傾向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MPC)來推估，故理論上應以邊際消費傾向

取代平均消費傾向。 

為估算各產業部門之邊際消費傾向，本研究利用國民所得統

計中國內生產毛額與民間最終消費8等之歷年資料，分別以當期及

2001 年為基期之固定價格資料進行迴歸分析，廻歸方程式為 Cti=

α 0i+α 1iYt＋ε t，求算其斜率α 1i，i=1,…13，即為 MPC。為避

免短期變動太劇，並因本研究係定位於一般狀況而非特定年分

析，故原則上取 20 年以上年期之長期趨勢值；即利用 20 年期資

料，在 95%之信賴度條件下做迴歸分析，取其斜率以為邊際消費

傾向；並另計算以 2001 年為基期之固定價格邊際傾向，俾於分析

時與取當期消費與所得計算之邊際傾向作比較分析。 

(二) 半封閉性產業關聯模型中 A 之推算 

如前所述，為編製本研究所需之半封閉性產業關聯模型，需

將最終需要之家計消費部門欄及原始投入之勞動報酬及營業盈餘

列擴充包含入產業關聯表。故資料處理分別包括三部分，左上角

49×49 之部分矩陣，係為原產業關聯投入係數表 aij(= A i,j)，

i,j=1…49；最右一欄係家計部門對 49 個產業部門各別之邊際消費

                                                 
8 包括食品、飲料、菸絲及捲菸、衣著鞋襪及服飾用品、燃料及燈光、租金及水費、

家庭器具及設備、家庭管理、醫療及保健、娛樂消遣教育及文化服務、運輸交通

及通訊以及其他等 12 項消費支出。 



產業關聯表家計所得乘數之推估及其應用 

 

 
 

Economic ResearchVolume 9 39 

傾向 ai,50(= A i,50)，i=1…49；最後一列則為 49 個產業部門各別之

家計所得係數 a50,j(= A 50,j)，j=1…49。 

半封閉性關聯模型之 A 矩陣 

















 −

0aa
aaa

aaa

50,4950,1

49,5049,4949,1

1,501,11,1

L

L

MMOM

L n

 (6) 

(6)式右邊欄位代表家計部門資料之處理，家計部門各產業部

門邊際消費傾向，係依據前述迴歸方法所推得之 12 項商品邊際消

費傾向，參考主計處每五年編算之家計部門 12 項商品消費內涵之

產業部門分攤表，將 12 項商品邊際消費傾向按組成部門結構攤提

至各產業部門，再將攤提後之各產業部門邊際消費傾向值橫向加

總，即為各產業部門之邊際消費傾向值。 

在模型最下方列即與家計部門對應之所得收入，本研究以各

產業部門之勞動報酬及營業盈餘加總數占其產值之比重，作為各

部門之家計所得係數。 

(三) 輸入係數之推算 

前述半封閉性產業關聯矩陣 A 須修正為去掉輸入品的競爭型

模型。為便於資料處理，本研究採用主計處編製定義，輸入係數

指各部門產品輸入值占國內需求值(即國內生產總值－輸出＋輸入)

之比重，亦即 mi＝Mi⁄(Xi－E i＋M i)，i=1,…49，式中 Xi、E i 、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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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代表 i 產業部門之生產總值、輸出、輸入。各部門輸入係數即

依據上述定義計算得出，惟需特別處理的是 m50，係指家計部門之

所得輸入係數。本研究係計算外人在台薪資占生產表中原始投入

下之勞動報酬及營業盈餘總計之比率。 

為便利矩陣計算，將前述各部門輸入係數(mi)擴充為輸入矩陣

m̂ 9，其中對角線之值為 mi，i=1…50，非對角線之值為 0。 

輸入矩陣 m̂  



















50

49

1

00
00

000

m
m

m

L

L

MMOM
 (7) 

二、家計所得乘數之推算 

由(6)式，(7)式可進而計算得到 [ ] dd FAmIIX ⋅−−= −1)ˆ( 。由產業

關聯模型分析 [ ] dd FAmIIX ⋅−−= −1)ˆ( ，代表當國內各產業部門最終

需要之投資增加一單位，國內總產出會被誘發增加之單位數。其

中，逆矩陣第 50 列之數字，即表示增加投資支出一單位所創造之

家計所得乘數值，其代表意義為：若該年對某一產業部門增加投

資，則投資帶動生產，生產增加表示所得成長，所得成長再繼續

帶動消費成長，如此將刺激生產以因應消費增加，此生產增加將

帶動下一波所得增加，並循環反應直到收斂為止，其所誘發之所

                                                 
9 Imm iij ⋅=ˆ , iii mm ×= 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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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總和，即家計所得乘數。惟此反應期約為一年，故分年投資會

對不同年期產生各自之所得效果，可分年計算再合計，如建設計

畫，其與整個投資計畫投資全數計算於一年計算結果不同。 

利用國民所得統計中國內生產毛額與民間最終消費之歷年資

料，分別以當期及 2001 年為基期之固定價格資料進行迴歸分析，

估算 12 項消費項目之邊際消費傾向(詳附表 1)。再估算 49 個產業

部門之邊際消費傾向及所需之各項參數。最後，分別運用 1999 年、

2001 年以及 2004 年半封閉性關聯模型，透過個別年度的邊際消費

傾向，計算各年各部門所誘發之家計所得乘數。 

模型推估結果顯示，各產業部門每增加支出一單位經由生

產、所得與消費間誘發產生之家計所得乘數結果，其間差異頗大(表
1 及附表 2)。重要結果說明如下： 

(一) 三年家計所得乘數皆大於 1 之產業部門有：1.農產、3.林產、

4.漁產、1013 紙、紙製品及印刷出版，以及服務業(不包括 36

水、34 電、35 燃氣等公用事業及 37 運輸倉儲部門)等。前述

部門之最終需求增加 1 單位時，將引起全體經濟大於 1 單位

之所得增加。 

(二) 比較 2004 年與 1999 年模型(當期價格)分析的結果：家計所得

乘數增大的部門計有：1.農產、3.林產、8.菸、40.金融保險服

務、41.不動產服務、45 公共行政服務，及 46.教育服務等 7
                                                 
10 紙、紙製品及印刷出版部門 2004 年當期價格之家計所得乘數值為 1，但固定價格

之家計所得乘數值為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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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部門。其中家計所得乘數值增加最大之部門為菸，其次為

金融保險服務。惟若以 2004 年與 1999 年固定價格模型分析

(詳見附表 3)，結果顯示增加的部門僅有：8.菸、40.金融保險

服務，及 41.不動產服務等 3 部門。 

(三) 大多數產業部門之家計所得乘數呈現下降趨勢，家計所得乘

數降低幅度最大的部門為自來水、其次為電力部門。 

表 1 1999 年、2004 年家計所得乘數變化較大之部門(當期) 

家計所得乘數呈增加部門 家計所得乘數呈降低部門 

編號 部門名稱 1999 年 2004 年 編號 部門名稱 1999 年 2004 年 

08 菸 0.33 0.43 36 自來水 1.06 0.82 

40 金融保險服務 1.31 1.39 34 電力 0.71 0.48 

41 不動產服務 1.37 1.43 35 燃氣 0.70 0.51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三、家計所得乘數與家計所得係數 

由產業關聯表的附加價值，分離屬於所得部分，是為本研究

對於所得的定義範圍，包括原始投入(附加價值)項下之勞動報酬及

營業盈餘。1999 年整體產業平均所得占總產值比重為 40.5%；2004
年因國際原物料價格上漲，部分產業中間投入比重增加，致勞動

報酬與營業盈餘受到影響，整體產業家計所得係數下降為 35.5%。

比較 2004 年表與 1999 年表，顯示在 49 個產業部門中，有 9 個產

業部門的家計所得係數增加(表 2 及附表 4)；增幅較大之部門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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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45.公共行政服務以及 41.不動產服務；家計所得係數減少之產

業計有 40 個部門，降幅最大的部門包括：43.資訊服務、38.通信

服務、48.傳播及娛樂文化服務。 

表 2 1999 年、2004 年家計所得係數變化較大之部門 

家計所得係數呈增加部門 家計所得係數呈降低部門 

編號 部門名稱 1999 年 2004 年 編號 部門名稱 1999 年 2004 年

08 菸 0.11 0.18 43 資訊服務 0.69 0.54 

45 公共行政服務 0.62 0.68 38 通信服務 0.60 0.47 

41 不動產服務 0.72 0.76 48 傳播及娛樂文化服務 0.54 0.42 

1 農產 0.55 0.59 36 自來水 0.42 0.31 

35 燃氣 0.12 0.16 37 運輸倉儲 0.43 0.33 

19 石油煉製品 0.08 0.11 34 電力 0.28 0.1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產業關聯表編製報告。 

 

以 2004 年及 1999 年家計所得係數與家計所得乘數之比較，

可發現下列幾項： 

(一) 以當期價格之邊際消費傾向觀察(詳圖 1)： 

1. 落在第 1 象限者，為家計所得係數與家計所得乘數皆呈增加之

產業部門計有 6 個部門，包括：8.菸、45.公共行政服務、41.不
動產服務、1 農產、46.教育服務、47.醫療服務，2004 年此 6 部

門產值占總生產總值約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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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04 年較 1999 年家計所得係數與家計所得乘數之比較(當期) 

 

 

 

 

 

 

 
 

2. 落在第 2 象限者，為家計所得係數雖減少，家計所得乘數仍呈

增加之產業部門，計有 3 個部門，包括：40.金融保險服務、3.
林產、39.商品買賣，2004 年此 3 部門產值占總生產總值約

15.4%。 

3. 落在第 3 象限者，為兩者皆呈減少，計有 37 個部門， 2004 年

此 37 部門產值占總生產總值約 66.2%。 

4. 落在第 4 象限者，為家計所得係數雖增加，家計所得乘數則呈

減少之產業部門，計有 3 個部門，包括：35.燃氣、19.石油煉

製品、42.餐飲及旅館服務，2004 年此 3 部門產值占總生產總值

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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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固定價格之邊際消費傾向觀察(詳圖 2)： 

1. 落在第 1 象限者，為兩者皆呈增加之產業部門僅有 2 個部門，

包括：8.菸、41.不動產服務，2004 年此 2 部門產值占總生產總

值約 5.1%。 

2. 落在第 2 象限者，為家計所得係數雖減少，家計所得乘數仍呈

增加之產業部門，僅有 40.金融保險服務部門，2004 年此部門

產值占總生產總值約 6.1%。 

3. 落在第 3 象限者，為兩者皆呈減少，計有 37 個部門， 2004 年

此 37 部門產值占總生產總值約 62.6%。 

圖 2 2004 年較 1999 年家計所得係數與家計所得乘數之比較(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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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落在第 4 象限者，為家計所得係數雖增加，家計所得乘數則呈

減少之產業部門，計有 7 個部門，包括： 35.燃氣、19.石油煉

製品、42.餐飲及旅館服務、45.公共行政服務、1 農產、46.教育

服務、47.醫療服務，2004 年此 7 部門產值占總生產總值約

26.2%。 

四、所得效果與家計所得乘數 

投入產出表原始投入部分包括勞動報酬、營業盈餘、資本消

耗及間接稅淨額等項，此亦從所得面衡量之國內生產毛額；若就

各產業原始投入而言，其為各產業對國民所得之貢獻，表示從生

產面衡量之國內生產毛額。故一般常以產業關聯模型計算得之各

部門之直、間接生產乘數再乘上附加價值率，以推估所得效果。

今以產業關聯模型 [ ] 1)ˆ( −−− AmII 計算得出各部門之生產乘數再乘

上附加價值率為所得效果(附表 5)，與家計所得乘數相較，歸納以

下幾點： 

(一) 各產業部門大都以家計所得乘數之值為高，僅有 6 個產業部

門除外，其中依其要素分配之不同，可分為以下兩類： 

1. 飲料、菸及石油煉製品等 3 部門係因其間接稅較所得(勞動報酬

及營業盈餘之和)為大，1999、2001、2004 年所推估之所得效果

皆較家計所得乘數為大； 

2. 2001 年電子零組件部門係因全球景氣低迷影響，其資本設備利

用率降低，但該部門須運用龐大資本設備進行生產，故於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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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其資本消耗之值較所得為大；2004 年電力部門、自來水部門

亦因資本消耗大幅增加、所得下降，在彼此消長後，所推估之

所得效果較家計所得乘數為大。 

(二) 1999 年至 2004 年間整體產業之附加價值率由 48.1%降至

42.3%，各產業附加價值率(附表 6)增加之部門計有 6 個部門，

包括：8.菸、45.公共行政服務、35.燃氣、1.農產、7.飲料以及

41.不動產服務；進一步與所得效果之交叉變化(圖 3)觀察： 

1. 當附加價值率增加時，所得效果呈現增加之部門有 7.飲料、8.
菸、45.公共行政服務及等 3 個部門； 

圖 3 2004 年較 1999 年附加價值率與所得效果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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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附加價值率增加時，所得效果呈現減少則有 35.燃氣、1.農產

及 41.不動產服務等 3 個部門； 

3. 當附加價值率減少時，所得效果則全然呈現減少現象。 

五、公共工程家計所得乘數效果 

政府推動重大工程及公共建設政策效果如何？以與重大工程

有關之公共及其他工程部門觀察，其家計所得係數由 1999 年 0.34

降至 2004 年 0.25，以固定價格資料推算之家計所得乘數 1999 年、

2004 年分別約由 1.05 降至 0.85。若在 1999 年、2004 年分別對公

共及其他工程部門各增加 100 億元之投資，透過消費、所得及生

產之循環波及效果，在 1999 年可誘發約 105 億元之家計所得，而

在 2004 年僅可誘發約 85 億元之家計所得。 

觀察公共及其他工程部門之所得效果，其附加價值率由 1999
年 0.36 降至 2004 年 0.27，所得效果分別由 1999 年 0.72 降至 2004

年 0.61，係表示若在 1999 年、2004 年分別對公共及其他工程部門

各增加 100 億元之投資，透過生產投入之循環波及效果對所得(附
加價值)之誘發，在 1999 年可誘發約 72 億元之 GDP，而在 2004

年僅可誘發約 61 億元之 GDP。 

以公共及其他工程部門在 1999、2004 兩年間，家計所得係數

下降幅度與附加價值率雖相當，透過消費等循環效果，家計所得

乘數對經濟之影響效果明顯大於所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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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說明應用家計所得乘數評估公共建設效果。今利用家

計所得乘數結果評估對 GDP 之影響時，需依各部門勞動報酬與營

業盈餘之合計部分占附加價值之比重，推估其所得乘數。以 2009
年度政府重大公共建設先期作業審議結果，各部會共核列 2,075
億元為例11，今假設其不包括對土地的購買，以 2004 年產業關聯

表中之公共及其他工程部門之中間投入結構，主要增加部門為： 
鋼鐵部門增加 439 億元、其次為非金屬礦物製品 313 億元，電機

及其他電器 206 億元等逐次推算…；依不同年之產業結構，參照

相關產業部門之所得效果以及所得乘數，進而推估其對 GDP 之貢

獻(表 3)，結果如下： 

(一) 以 2004 年產業關聯表資料推估，當 2009 年增加 2,075 億元之

重大公共建設，且完全執行完畢，依所得效果估算時，將帶

動 GDP 增加 1,304 億元，對經濟成長將增加 1.0 個百分點；

若依所得乘數估算，則將帶動 GDP 增加 2,161 億元，對經濟

成長將增加 1.6 個百分點，  

(二) 以 1999 年產業關聯表資料推估，當 2009 年各業之家計所得

係數提升，增加 2,075 億元之重大公共建設，完全執行完畢，

依所得效果估算時，將帶動 GDP 增加 1,500 億元，對經濟成

長將增加 1.1 個百分點，若依家計所得乘數估算，則將帶動

GDP 增加 2,510 億元，對經濟成長將增加 1.8 個百分點。 

                                                 
11 行政院經建會網站資料(http://www.cepd.gov.tw)，2009 年度重大公共建設經費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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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重大公共建設對 GDP 成長之貢獻 

 所得效果 所得乘數 

年  別 1999 年 2001 年 2004 年 1999 年 2001 年 2004 年 

GDP 貢獻值(億元) 1,500 1,455 1,304 2,510 2,566 2,161 

對經濟成長率貢獻(%) 1.1 1.1 1.0 1.8 1.9 1.6 

肆、結 語 

本文參考林芳一(1993)及李高朝(2005)模型，利用產業關聯表

衍生之半封閉模型，估算各產業部門之家計所得乘數，進而利用

1999、2001、2004 三年產業關聯表推估當年度之家計所得乘數。

依家計所得乘數、直間接所得效果不同方式，以公共工程投資為

例，推估最終需求之支出所誘發之經濟效益。本文推算結果可歸

類以下結論： 

一、 大部分之產業部門透過消費、所得及生產之循環波及效果，

所推得之家計所得乘數對經濟之影響較為明顯，亦即家計所

得乘數值較所得效果值大。 

二、 少數產業部門有特殊之原因，如菸、飲料及石油煉製品等部

門因其間接稅比重大，以及 2001 年之電子零組件、2004 年之

電力部門、自來水部門因資本消耗大幅增加、所得下降，以

致在計算所得效果時，會提高其所得效果。 

三、 由於近年來進口原物料上漲因素，以 1999 年與 2004 年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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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比較，少部分產業部門其 2004 年家計所得係數、附加價值

率雖較 1999 年增加，家計所得乘數、所得效果卻未必增加，

在所有產業部門中僅有金融保險服務業，家計所得係數雖減

少，家計所得乘數卻明顯呈增加；大部分產業之家計所得係

數、附加價值率呈現下降，顯示在進口原物料上漲以及微利

競爭下，造成營業盈餘比重下降，受雇人員報酬比重亦明顯

下降，影響附加價值率無法提升，其家計所得乘數、所得效

果大都呈現下降。 

四、 無論是家計所得乘數或是所得效果，服務業皆遠高於工業，

若能發展各項服務業，以增強工業之研發技術，協助國內工

業提高其附加價值，進而提升國內整體經濟之成長。 

五、 本文所推導之家計所得乘數，應用於政府推動重大投資案

時，可據以評估政策效益。以 2009 年度政府重大公共建設先

期作業審議結果之投資金額為例，透過重大公共建設的投資

(不包括對土地的購買)，若家計部門為外生時，則對經濟成長

(GDP)可能增加約 1 個百分點左右；考慮將家計部門內生化之

波及效果，對經濟成長將可能增加約 1.6 個百分點~1.8 個百分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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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民間最終消費與 12 項消費支出之邊際消費傾向 

年別 
民間

最終

消費 
食品 飲料 

菸絲

及捲

菸 

衣著

鞋襪

及服

飾用

品

燃料

及燈

光

租金

及水

費

家庭

器具

及設

備

家庭

管理

醫療

及保

健

娛樂

消遣

教育

及文

化服

務 

運輸

交通

及通

訊 

其他

1984 
︱ 

2004 
0.65 0.12 0.01 0.00 0.03 0.01 0.11 0.02 0.02 0.06 0.13 0.08 0.06 

1981 
︱ 

2001 
0.63 0.11 0.02 0.00 0.03 0.01 0.11 0.02 0.02 0.06 0.12 0.07 0.07 

當

期

價

格 

1979 
︱ 

1999 
0.61 0.11 0.02 0.00 0.03 0.01 0.11 0.02 0.02 0.05 0.11 0.07 0.06 

1984 
︱ 

2004 
0.64 0.10 0.01 0.00 0.03 0.01 0.10 0.02 0.02 0.07 0.12 0.09 0.06 

1981 
︱ 

2001 
0.65 0.10 0.02 0.00 0.03 0.01 0.11 0.02 0.02 0.06 0.12 0.09 0.07 

固

定

價

格 

1979 
︱ 

1999 
0.64 0.10 0.02 0.00 0.03 0.01 0.11 0.02 0.02 0.06 0.12 0.08 0.07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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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1999-2001-2004 年家計所得乘數之比較(當期) 

家計所得乘數 家計所得乘數
編

號 部門名稱 1999
年

2001
年

2004
年

編

號
部門名稱 1999 

年 
2001 
年 

2004
年 

1 農產 1.25 1.31 1.28 26 資訊產品 0.58 0.54 0.50
2 畜產 1.03 0.92 0.96 27 通信器材 0.64 0.63 0.60
3 林產 1.28 1.35 1.29 28 電子零組件 0.66 0.52 0.58
4 漁產 1.19 1.20 1.07 29 電機及其他電器 0.79 0.82 0.68
5 礦產 1.03 1.00 0.87 30 運輸工具 0.82 0.80 0.70
6 加工食品 1.02 0.98 0.94 31 其他製品 0.85 0.83 0.75
7 飲料 0.65 0.73 0.62 32 房屋工程 1.01 1.00 0.87
8 菸 0.33 0.38 0.43 33 公共及其他工程 1.03 1.00 0.86
9 紡織品 0.87 0.85 0.74 34 電力 0.71 0.68 0.48

10 成衣及服飾品 1.00 1.00 0.92 35 燃氣 0.70 0.56 0.51
11 皮革及其製品 0.83 0.82 0.74 36 自來水 1.06 0.98 0.82
12 木材及其製品 1.00 1.00 0.87 37 運輸倉儲 1.04 1.01 0.95

13 
紙、紙製品及印刷出

版 1.03 1.02 1.00 38 通信服務 1.20 1.09 1.09

14 化工原料 0.61 0.47 0.47 39 商品買賣 1.34 1.40 1.34
15 人造纖維 0.60 0.54 0.49 40 金融保險服務 1.31 1.42 1.39
16 塑膠 0.58 0.56 0.46 41 不動產服務 1.37 1.45 1.43
17 塑、橡膠製品 0.86 0.86 0.76 42 餐飲及旅館服務 1.31 1.35 1.31
18 其他化學製品 0.86 0.86 0.78 43 資訊服務 1.32 1.27 1.22
19 石油煉製品 0.34 0.32 0.32 44 其他工商服務 1.23 1.21 1.13
20 非金屬礦物製品 0.88 0.80 0.74 45 公共行政服務 1.25 1.33 1.29
21 鋼鐵 0.83 0.77 0.70 46 教育服務 1.48 1.52 1.51
22 其他金屬 0.75 0.76 0.58 47 醫療服務 1.32 1.41 1.32

23 金屬製品 0.95 0.94 0.81 48
傳播及娛樂文化服

務 1.22 1.23 1.14

24 機械 0.90 0.91 0.76 49 其他服務 1.31 1.54 1.30
25 家用電器產品 0.76 0.76 0.64      
資料來源：同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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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1999-2001-2004 年家計所得乘數之比較(固定) 

家計所得乘數 家計所得乘數
編

號 部門名稱 1999
年

2001
年

2004
年

編

號
部門名稱 1999 

年 
2001 
年 

2004
年 

1 農產 1.28 1.32 1.26 26 資訊產品 0.60 0.55 0.49 
2 畜產 1.05 0.93 0.94 27 通信器材 0.66 0.64 0.59 
3 林產 1.32 1.36 1.27 28 電子零組件 0.68 0.53 0.57 
4 漁產 1.22 1.21 1.05 29 電機及其他電器 0.80 0.83 0.67 
5 礦產 1.05 1.01 0.86 30 運輸工具 0.84 0.81 0.69 
6 加工食品 1.05 1.00 0.93 31 其他製品 0.87 0.84 0.74 
7 飲料 0.66 0.74 0.61 32 房屋工程 1.04 1.02 0.85 
8 菸 0.34 0.39 0.42 33 公共及其他工程 1.05 1.01 0.85 
9 紡織品 0.89 0.86 0.73 34 電力 0.73 0.68 0.47 

10 成衣及服飾品 1.02 1.01 0.90 35 燃氣 0.72 0.56 0.50 
11 皮革及其製品 0.85 0.82 0.73 36 自來水 1.09 0.99 0.81 
12 木材及其製品 1.02 1.02 0.86 37 運輸倉儲 1.07 1.02 0.93 

13 
紙、紙製品及印刷出

版 1.05 1.03 0.98 38 通信服務 1.23 1.10 1.07 

14 化工原料 0.63 0.47 0.47 39 商品買賣 1.37 1.42 1.32 
15 人造纖維 0.61 0.54 0.48 40 金融保險服務 1.34 1.44 1.37 
16 塑膠 0.59 0.56 0.45 41 不動產服務 1.40 1.47 1.41 
17 塑、橡膠製品 0.88 0.87 0.75 42 餐飲及旅館服務 1.35 1.37 1.29 
18 其他化學製品 0.88 0.87 0.77 43 資訊服務 1.36 1.28 1.20 
19 石油煉製品 0.35 0.33 0.31 44 其他工商服務 1.26 1.23 1.11 
20 非金屬礦物製品 0.90 0.81 0.73 45 公共行政服務 1.28 1.35 1.28 
21 鋼鐵 0.85 0.78 0.69 46 教育服務 1.51 1.54 1.48 
22 其他金屬 0.77 0.77 0.57 47 醫療服務 1.35 1.42 1.30 

23 金屬製品 0.97 0.95 0.79 48
傳播及娛樂文化服

務 1.25 1.25 1.13 

24 機械 0.92 0.92 0.74 49 其他服務 1.34 1.56 1.28 
25 家用電器產品 0.78 0.77 0.64         

資料來源：同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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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1999-2001-2004 年家計所得係數之比較 

家計所得係數 家計所得係數
編

號 部門名稱 1999
年

2001
年

2004
年

編

號
部門名稱 1999 

年 
2001 
年 

2004
年 

1 農產 0.55 0.58 0.59 26 資訊產品 0.16 0.13 0.11
2 畜產 0.19 0.07 0.18 27 通信器材 0.19 0.17 0.16
3 林產 0.73 0.73 0.72 28 電子零組件 0.22 0.10 0.16
4 漁產 0.52 0.51 0.44 29 電機及其他電器 0.20 0.19 0.15
5 礦產 0.51 0.49 0.44 30 運輸工具 0.20 0.20 0.16
6 加工食品 0.15 0.14 0.12 31 其他製品 0.27 0.25 0.24
7 飲料 0.15 0.20 0.14 32 房屋工程 0.30 0.29 0.23
8 菸 0.11 0.13 0.18 33 公共及其他工程 0.34 0.32 0.25
9 紡織品 0.19 0.17 0.14 34 電力 0.28 0.26 0.18

10 成衣及服飾品 0.27 0.26 0.25 35 燃氣 0.12 0.14 0.16
11 皮革及其製品 0.19 0.19 0.16 36 自來水 0.42 0.35 0.31
12 木材及其製品 0.33 0.31 0.26 37 運輸倉儲 0.43 0.37 0.33

13 
紙、紙製品及印刷出

版 0.29 0.26 0.27 38 通信服務 0.60 0.46 0.47

14 化工原料 0.17 0.08 0.11 39 商品買賣 0.62 0.65 0.62
15 人造纖維 0.13 0.09 0.09 40 金融保險服務 0.62 0.59 0.54
16 塑膠 0.13 0.12 0.08 41 不動產服務 0.72 0.77 0.76
17 塑、橡膠製品 0.26 0.24 0.21 42 餐飲及旅館服務 0.63 0.64 0.63
18 其他化學製品 0.25 0.25 0.23 43 資訊服務 0.69 0.55 0.54
19 石油煉製品 0.08 0.08 0.11 44 其他工商服務 0.50 0.48 0.45
20 非金屬礦物製品 0.28 0.21 0.23 45 公共行政服務 0.62 0.66 0.68
21 鋼鐵 0.15 0.10 0.13 46 教育服務 0.85 0.86 0.87
22 其他金屬 0.17 0.16 0.08 47 醫療服務 0.71 0.74 0.71

23 金屬製品 0.28 0.26 0.21 48
傳播及娛樂文化服

務 0.54 0.42 0.42

24 機械 0.26 0.26 0.20 49 其他服務 0.58 0.68 0.52
25 家用電器產品 0.18 0.17 0.1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歷年產業關聯表編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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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1999-2001-2004 年所得效果之比較 

所得效果 所得效果 
編

號 部門名稱 1999
年

2001
年

2004
年

編

號
部門名稱 1999 

年 
2001 
年 

2004
年 

1 農產 0.86 0.85 0.84 26 資訊產品 0.42 0.42 0.38
2 畜產 0.77 0.69 0.70 27 通信器材 0.46 0.47 0.43
3 林產 0.89 0.89 0.86 28 電子零組件 0.55 0.56 0.51
4 漁產 0.86 0.81 0.75 29 電機及其他電器 0.59 0.60 0.50
5 礦產 0.77 0.74 0.69 30 運輸工具 0.69 0.67 0.59
6 加工食品 0.76 0.72 0.69 31 其他製品 0.62 0.61 0.54
7 飲料 0.76 0.79 0.77 32 房屋工程 0.71 0.69 0.60
8 菸 0.73 0.83 0.87 33 公共及其他工程 0.72 0.70 0.61
9 紡織品 0.68 0.68 0.59 34 電力 0.73 0.69 0.55

10 成衣及服飾品 0.72 0.72 0.65 35 燃氣 0.57 0.49 0.44
11 皮革及其製品 0.60 0.59 0.53 36 自來水 0.89 0.89 0.87
12 木材及其製品 0.73 0.70 0.60 37 運輸倉儲 0.84 0.79 0.74

13 
紙、紙製品及印刷出

版 0.78 0.75 0.72 38 通信服務 0.93 0.90 0.90

14 化工原料 0.55 0.47 0.41 39 商品買賣 0.93 0.93 0.91
15 人造纖維 0.51 0.51 0.41 40 金融保險服務 0.95 0.95 0.93
16 塑膠 0.47 0.47 0.37 41 不動產服務 0.96 0.96 0.95
17 塑、橡膠製品 0.65 0.64 0.57 42 餐飲及旅館服務 0.91 0.91 0.89
18 其他化學製品 0.63 0.63 0.58 43 資訊服務 0.90 0.87 0.86
19 石油煉製品 0.52 0.45 0.38 44 其他工商服務 0.85 0.83 0.79
20 非金屬礦物製品 0.71 0.67 0.59 45 公共行政服務 0.90 0.94 0.93
21 鋼鐵 0.65 0.62 0.52 46 教育服務 0.95 0.95 0.94
22 其他金屬 0.55 0.56 0.44 47 醫療服務 0.90 0.90 0.87

23 金屬製品 0.69 0.68 0.58 48
傳播及娛樂文化服

務 0.89 0.87 0.84

24 機械 0.66 0.65 0.54 49 其他服務 0.88 0.99 0.87
25 家用電器產品 0.59 0.59 0.49      
資料來源：同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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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1999-2001-2004 年附加價值率之比較 

附加價值率 附加價值率 
編

號 部門名稱 1999
年 

2001
年

2004
年

編

號
部門名稱 1999 

年 
2001 
年 

2004
年 

1 農產 0.61 0.61 0.63 26 資訊產品 0.18 0.15 0.14
2 畜產 0.24 0.11 0.22 27 通信器材 0.21 0.19 0.18
3 林產 0.81 0.80 0.79 28 電子零組件 0.31 0.28 0.28
4 漁產 0.59 0.54 0.49 29 電機及其他電器 0.25 0.23 0.19
5 礦產 0.61 0.59 0.56 30 運輸工具 0.31 0.31 0.26
6 加工食品 0.19 0.18 0.16 31 其他製品 0.31 0.29 0.27
7 飲料 0.45 0.51 0.48 32 房屋工程 0.32 0.31 0.24
8 菸 0.59 0.69 0.75 33 公共及其他工程 0.36 0.35 0.27
9 紡織品 0.24 0.24 0.19 34 電力 0.49 0.48 0.38

10 成衣及服飾品 0.30 0.29 0.27 35 燃氣 0.14 0.20 0.21
11 皮革及其製品 0.22 0.22 0.18 36 自來水 0.59 0.57 0.59
12 木材及其製品 0.39 0.35 0.29 37 運輸倉儲 0.56 0.48 0.43

13 
紙、紙製品及印刷出

版 0.36 0.33 0.32 38 通信服務 0.76 0.66 0.66

14 化工原料 0.24 0.15 0.15 39 商品買賣 0.69 0.70 0.68
15 人造纖維 0.19 0.18 0.13 40 金融保險服務 0.73 0.64 0.58
16 塑膠 0.17 0.17 0.10 41 不動產服務 0.82 0.84 0.83
17 塑、橡膠製品 0.31 0.29 0.26 42 餐飲及旅館服務 0.70 0.70 0.70
18 其他化學製品 0.29 0.30 0.27 43 資訊服務 0.76 0.61 0.61
19 石油煉製品 0.35 0.30 0.26 44 其他工商服務 0.55 0.54 0.51
20 非金屬礦物製品 0.37 0.32 0.31 45 公共行政服務 0.71 0.78 0.80
21 鋼鐵 0.20 0.17 0.16 46 教育服務 0.88 0.89 0.88
22 其他金屬 0.21 0.20 0.12 47 醫療服務 0.78 0.77 0.76

23 金屬製品 0.32 0.31 0.25 48
傳播及娛樂文化

服務 0.64 0.50 0.51

24 機械 0.30 0.30 0.23 49 其他服務 0.61 0.71 0.55
25 家用電器產品 0.24 0.23 0.20      
資料來源：同附表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