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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探究民國 100 年時，當人力資源有限，而水及電力能充分供應假設的

情況下，台灣產業結構的變化，本研究試以行政院主計處所編製之 75年至 85

年間產業關聯表資料，再利用 RAS 等方法，據以推估民國 100 年台灣產業的

發展趨勢，獲知結果如下：（1）民國 85 年至 100 年，年平均經濟成長率將

達 5.14％；（2）服務業仍扮演經濟發展的主力，其附加價值占整體產業之附

加價值比重達 63.68％；工業占 34.55％，農業占 1.77％左右。（3）若將隸

屬服務業中之公共行政服務採與其他服務業相同成長率（5.62％）推算時，

服務業附加價值占整體產業之附加價值比重達 64.98％。。 

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及目的 

五十年來，台灣經濟的發展與產業結構的變遷，彼此積極朝

相輔相成的方向牽引，使台灣經濟的發展過程--由以佃農為主的農

業經濟，發展到以資訊、電子產業為主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進而

服務業取代農業及工業，成為台灣最重要的產業。這其間，科技發

展日新月異，帶動產業技術的改變。國民所得的增加，對產品水準

需求提高，產業結構也因勢調整，朝向高品質、高技術的方向邁進。 

猶記千禧年到來時歡欣慶祝的景像，轉眼間消失而不可複

得，也感嘆時間飛逝。不禁思及，到民國 100年時，台灣的產業將

會如何變遷？政府及民間應朝何種方向努力？在全球化、知識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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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的主軸下，屆時，人力資源若無法迅速且有效率的在區域間

流動，其供給量的多寡對我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影響影響程度為何？

國內預測模型甚多，本文乃試採產業關聯模型及資源利用模型作為

未來預測分析基礎，希望藉由不同的研究方法所獲致之研究結果，

提供作為進一步分析相關經濟問題之基礎。 

二、研究內容及方法 

產業關聯分析（Interindustry relations analysis）亦稱為

投入產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透過產業關聯表，可

陳示編表年次之產業結構及產業部門間相互依存關係，其投入結構

亦可顯示技術水準變動，藉由產業關聯的分析，可作為選擇產業或

制定產業政策之參考。此外亦可應用於推估一國之總體及各產業部

門之成長目標，並由各部門成長目標，進而分析所需各種資源之配

合情形，而據以採行各種資源發展計畫或配合措施，以達成總體及

部門發展目標。 

一個資源有限的經濟體，如何規劃利用現有資源，以達到資源

最有效使用，為釐訂經濟計畫先決條件。一般而言，資源運用規劃，

通常都利用產業的投入產出關係，建立投入產出模型，並以資源利

用規劃方法；模擬運算在既有資源下，如何以最有效分配方式，將

各種資源運用於各產業生產，以提供國內最終需要，或輸出以換取

外匯。其最終目標為創造最大國內生產毛額，獲致最高經濟成長

率，提高國民生活福祉。 

台灣自民國 50 年開始，每五年透過工商普查取得編表所需資

料，編製產業關聯基本表，於非普查年間另編製延長表，提供各界

從事時間數列分析之用。唯我國自民國 42 年實施經建計劃以來，

經濟突飛猛進，新產品日新月異，為使產業投入係數具代表性，本

研究以行政院主計處所編製之 75年、80年、83年、85年年次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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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關聯表中各產業投入係數及最終需要部門之金額及結構比，用趨

勢法、RAS 法（參閱附錄）推估民國 100年產業投入係數及最終需

要部門之金額，再運用產業關聯分析法以及資源利用模型，在人力

資源限制的情況下，以 85 年固定價格，據以推估民國 100 年台灣

產業的發展趨勢。 

貳、模型簡介 

一、產業關聯模型簡介 

產業關聯表中所顯示者，為國民經濟體系內實物面貨品與勞務

之供需流量，其縱行表示產業部門之投入結構或最終需要結構，橫

列表示各商品之分配或去路。透過各產業間生產投入及產品分配去

路，提供各帳戶間相互聯繫的環節，環環相扣，最能反映全國經濟

發展之情形。 

以矩陣型式陳示各部門投入產出關係之產業關聯表，係由中間

交易(即中間投入或中間需要)、原始投入及最終需要三部分組成

(參見表一)。除將衡量國內生產毛額之生產面、所得面及支出面彙

於同一表中，並著重各產業間之交易狀況。 

表一 產業關聯架構表 
需要部門 

供給部門 中 間 需 求 最 終 需 求 總需要 = 總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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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 
合計 

國 內 生 產 總 額

 

中間交易係產業關聯表的主體，顯示整個經濟體系各種貨品與

勞務的來源與去路，以及各類產業在生產技術上相互依存的關係。

原始投入部分包括勞動報酬、經營盈餘、固定資本消耗與間接稅淨

額等項，為各產業對國民所得之貢獻，至於最終需要部分，含家計

消費、政府消費、固定資本形成、存貨變動及輸出等項，顯示消費

與投資部門對貨品與勞務之需求結構，以及輸出結構。產業關聯表

透過詳細分析各產業之生產投入及產品之分配去路，提供各帳戶間

相互聯繫的環節，並可分析各產業間之相互依存關係，反映全國經

濟發展之情形。 

二、資源利用模型簡介 

資源在各部門之分配利用情況不同，未來經濟成長與產業結構

型態亦異。若有某資源擴增不足而造成發展的瓶頸，亦有可能若干

資源因擴增過多而造成閒置情況，均不為我們所樂見。而運用規劃

得宜之資源利用模型，考慮各產業部門間的關聯，資源-產出間的

轉換關係，應用線型規劃（linear programming）方法，規劃資源

在各產業部門間作最有效的調配及利用，估算各產業部門的產出與

附加價值。而其規劃之結果，一方面能使經濟成長為極大，另方面

能滿足各資源供給與各部門產能的限制，同時也能滿足產業關聯所

引起的中間需求與最低最終需求之限制（minimum final demand）。

其目的即為以現有資源創造最大國內生產毛額，獲致最高經濟成長

率，並提高國民生活福祉為目標。 

資源利用模型構造： 

Max    GDP＝V'X                                                                           
 ^                               ^  

S u b j e c t  t o  [ I－（Ｉ－ｍ）Ａ］Ｘ≧（１－ｍ）Ｆd＋Ｅ 

 ＲＸ≦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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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Ｋ 

式中 ： 

Ｘ  為產業部門產出向量 Ｖ' 為各產業附加價值率之倒置向量

 ^
ｍ  為輸入係數對角矩陣 

Ａ  為產業投入係數矩陣 

Fd  國內最終需求向量 Ｅ  為輸出向量 

Ｒ  為資源需求係數向量 Ｂ  為可供使用資源向量 

Ｋ  為生產能量向量  

 

參、以產業關聯及資源利用模型推估民國 100 年產

業結構變化 

根據諾貝爾經濟得主顧志耐（Kuznets）經濟發展的理論，經

濟在發展的初期，通常都以農業為發展重點，但隨著工業化程度加

深，工業部門比重會逐漸增加；而工業部門比重增加之後，會產生

對服務業的引申需求，使服務業部門比重不斷上升，最終會使服務

業成為經濟發展的主力，我國也不例外（參見表二）。 

表二  三級產業國內生產毛額（GDP）比重 

單位：％ 

年 別 農業 工業 服務業 

40 年 32.28 21.33 46.39 
50 年 27.45 26.57 45.98 
51 年 24.97 28.22 46.81 
60 年 13.07 38.94 47.99 
70 年 7.30 45.47 47.23 
75 年 5.55 47.11 47.34 
80 年 3.79 41.07 55.14 
84 年 3.48 36.37 60.15 
85 年 3.29 35.47 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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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年 f 2.12  34.99  62.89  
註：以上數字均為 85年價格。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民國 40年，台灣農業之生產毛額占整體產業之比重達 32.28

％，隨著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之政策推行，工業快速的

發展，至民國 75年達到高峰，工業生產毛額占整體產業之比重達

47.11％，而隨著在政府陸續推動自由化、國際化等政策，逐步解

除各種服務業管制，並開放外人投資，引進國外技術，帶動服務業

的蓬勃發展，服務業取代工業，成為經濟成長的重要來源。至民國

84年起，服務業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達 6成以上。至於到民國

100年時，三級產業結構又如何？本文乃試採產業關聯模型及資源

利用模型來推估。 

一、資源限制條件下民國 100年產業發展趨勢 

在資源無國界的情況下，除了少數的資源如水、電力外，其他

各種資源的自由進出，對資源貧乏的國家將不再造成困擾。而資源

有限的台灣，其工業用水的問題，亦將隨著台灣加入 WTO 後，因陸

續開放農產品市場或降低農業保護，使約占用水量總量 70％之農業

用水，隨著預期釋出耕地面積六分之一後之用水需求減少而釋出，

使工業用水問題得以解決。電力不足問題也將因公、民營電廠陸續

興建；輸、配電等基礎建設工程陸續推動，以及核四確定復工後消

失。因此，影響我國經濟發展最可能的原因，將為人力資源的運用

問題。 

表三  基層人力與高級專業及管理人力不足狀況 
  單位：千人 

90-93年平均 94-100年平均 90-100年平均 
技術層次 

供給 需求 供需比較 供給 需求 供需比較 供給 需求 供需比較

總  計 395 710 -315 449 608 -158 430 645 -215

高級專業及管理人力 50 107 -52 74 113 -39 65 109 -44

中級人力 255 231 24 294 221 73 280 224 55

基層人力 90 377 -287 82 274 -192 85 312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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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經建會人力處推計。 

註:1.高級專業及管理人力包括：「主管與經理人員」及「專業人員」。 

2.中級人力包括：「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事務工作人員」、33％「服務工作人

員及售貨員」及 5％「農林漁牧工作人員」。另外，「生產工作人員」由於技術層次之

提升，將逐年增加中級人力之比例，由 89年之 0％增至 93年之 25％。 

3.基層人力包括：67％「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及 95％「農林漁牧工作人員」，而「生

產工作人員」由於技術層次之提升，將逐年減少基層人力之比例，由 89年之 100％減

至 93年之 75％，93年至 100年則維持 75％。 

臺灣教育的普及與提升，已累積雄厚的人力資本及科技研發能

力，在亞洲國家中僅次於日本。隨著人力素質的持續提升，以及海

外高科技人力的回流，已成為提升產業發展層次最珍貴的資產與優

勢。惟在人力運用方面，我國高級專業、管理人力以及基層人力不

足，為產業發展之隱憂（參見前表三）。 

本研究以水、電無缺，而以不同階層的人力供給資源限制情

況的假設下，並根據 75年、80年、83年及 85年年次之產業關聯

表中資料，據以推估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投入係數之變動。產業投

入係數的改變，除表示生產方式的改變外，亦含有技術進步的因素

在內。同樣的，最終需要的變動，為經濟進步的自然結果，故以近

年來最終需要的變動，來推估未來最終需要可能的變化。再利用 RAS

法、產業關聯分析法以及趨勢法，且在人力資源限制的假設下，以

85年固定價格推估得知：民國 100年時，服務業之附加價值占全體

產業結構之比重，將達 63.68％（參見表四），與先進國家類似，

磐居三級產業之冠，其次為工業（34.55％）及農業（1.77％）。 

表四  民國85年及100年各產業附加價值、結構及年平均成長率 
單位：新台幣億元；％ 

 85年    
附加價值 

85年附加   
價值結構 

100年    
附加價值 

100年附加   
價值結構 

年平均   
成長率 

農業 2,356  3.08 2,873 1.77  1.33  

工業 25,989  33.96 56,118 34.55  5.27  

製造業 20,316 26.54 43,647 26.87 5.23

服務業 48,189  62.96 103,444 63.68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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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76,534 100.00 162,435 100.00  5.14  
註：1.＊因隸屬服務業中之公共行政服務年平均成長率偏低（1.23％），為服務業附加價值

年平均成長率僅為 5.22％之主要原因，若將公共行政服務採與其他服務業相同成長
率（5.62％）推算時，服務業附加價值占整體產業之附加價值達 64.98％。 
2.以上數字均為 85年價格。 

資料來源：85年資料-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 85年台灣地區產業關聯表編製報告。 
100年資料為本處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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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級產業發展趨勢分析 

（一）農業 

台灣早期以農立國，民國 40 年時，台灣農業之生產毛額占整

體產業之比重達 32.28％，工業僅占 21.33％。農業的發達，不但

提供國民充分的糧食，而且提供大量的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出口賺

取外匯，用以支付工業原料及設備的進口，帶動了工業的發展。隨

著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之政策的推行，工業的快速進

展，成為經濟成長的重要來源，相對而言，農業成長卻明顯的逐年

下降，至民國 66 年以後，其附加價值占整體產業附加價值結構之

比重不及一成，民國 85年降至 3.08％，民國 100年時，更降至 1.77

％（參見前表四），農業在台灣產業發展中經濟上的地位式微。 

農業雖其附加價值占整體產業之比重不大，惟其負有糧食供

應，以及兼顧生活與生態平衡之目標，其重要性永遠不會消失。經

濟發展雖然提高所得，但卻帶來生活緊張、忙亂及壓力。民眾憶起

恬靜田園生活，享受大自然，過簡樸的日子之生活方式，因此，農

村地區環境寬敞、空氣清新，符合自然休養及安養的理念，為將來

更忙碌的現代人提供另一種選擇。 

另，由於受到加入 WTO 的影響，農村地區的用地取得及人力資

源的機會成本均較以往更為低廉，基於整體社會資源運用的觀點，

在如何改進農業之生產技術，以提高農產品之品質，以及發展有特

色之農產品，並加強生態環境之保護，推廣精緻之休閒農業，提供

社會大眾觀光休閒渡假之場所外，同時鼓勵都會型安養設施及醫療

體系多往農村地區發展，以供高齡者能在具寧靜優美風光的農村地

區安享晚年，並安定農村人力的就業問題，均為農業未來應努力積

極開拓的方向。 

（二）工業 

臺灣的產業發展史，亦可說是一部工業發展史，隨著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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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不同而改變，從民國 42年的勞力密集工業進口替代時期開始，

經過 50年的勞力密集工業出口擴張時期，60年的重化工業進口替

代時期，70年的技術密集、高科技工業發展時期至今，雖然其重要

性在 75 年達到高峯，其所占整體經濟的比重逐漸下滑，然工業的

產業關聯效果大，較服務業能創造更多的就業機會，且其產業結構

的變化，代表該國技術進步及經濟發展的程度，因此，政府對於工

業的發展，從不掉以輕心。積極主導產業轉型、升級與創新，使工

業之附加價值占整體產業之比重，由民國 85年之 33.96％（參見前

表四），略增至民國 100年之 34.55％，成長率為 5.27％。 

工業分類中，民國 100年製造業仍占最重要角色，其附加價值

占整體工業之附加價值達 77.78％（參見表五）。而與民生息息相

關的內需型營建業、水電燃氣業、礦業等行業比重變動亦不大，僅

礦業降幅約為九分之一，居四分業之冠。惟當全球化競爭時代的來

臨，政府除積極主導產業轉型與創新外，提供優質的經營環境，良

好的基礎建設，以帶動經濟發展，為政府最重要的任務。隨著基礎

公共工程建設的持續推動，彌補民間建築工程的衰退，民國 100年

營造業的附加價值占整體工業之附加價值較民國 85 年略增至

13.97％。 

表五  民國85年及100年各類工業之附加價值、結構及年平均成長率 

單位：新台幣億元；％ 

 85年    

附加價值 

85年附加   

價值結構 

100年    

附加價值 

100年附加   

價值結構 

年平均   

成長率 

工業 25,989 100.00  56,118 100.00  5.27  
礦業 427 1.64  830 1.48  4.53  
製造業 20,316 78.17  43,647 77.78  5.23  
營造業 3,500 13.47  7,839 13.97  5.52  
水電燃氣業 1,746 6.72  3,802 6.78  5.32  

註：以上數字均為 85年價格。 

資料來源：85年資料-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 85年台灣地區產業關聯表編製報告。 

100年資料為本處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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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製造業 

80 年代經濟發展最重要之事，莫過於經濟的開放與電子產業

的萌芽，而 90 年代資訊電子產業之高速成長，為台灣產業發展之

轉型及升級奠定基礎。隨著匯率逐步上升，以及開放金融自由化及

國際化的環境下，台灣過去以低廉勞動力賺取外匯的時代不再，許

多低附加價值、勞力密集之產業因競爭優勢逐漸消失，而移到海外

生產，此時，配合政府的各項獎勵措施與輔導，資訊電子業隨之興

起，逐漸取代鋼鐵、石化產業，成為台灣經濟發展上重要磐石（參

見表六）。 

表六  製造業四大業別國內實質生產總值比重 
單位：％ 

資訊電子工業 
年 別 金屬機械工業 

合計 電力及電子機械
器材製造修配業

精密器械 
製造業 

化學工業 民生工業

70年 20.48  10.26 9.35 0.91 27.26  42.00 

71年 20.62  9.79 8.84 0.95 26.97  42.62 

75年 19.89  13.16 12.20 0.96 28.35  38.61 

80年 25.09  17.79 16.73 1.06 26.42  30.70 

85年 25.79  26.13 25.35 0.77 25.14  22.94 

89年 23.17  38.51 37.78 0.72 21.98  16.34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若將民國 85 年台灣地區產業關聯表中製造業業別粗分為：金

屬機械工業、資訊電子工業、化學工業、民生工業等四大業別來分

析，民國 85 年時，該四大業別中以金屬機械工業之附加價值為新

台幣 5千 5 百餘億元，占製造業附加價值之比重達 27.20％為最大

（參見表七），其次為化學工業（25.30％）、民生工業（24.47％）、

而資訊電子工業之附加價值占製造業附加價值之比重為 23.03％，

位居末位。綜觀製造業中各細業別結構之變化，可看出台灣各行業

發展之消長，尤其高科技產業之成長快速，更顯意義重大（參見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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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製造業四大業別之附加價值、結構及年平均成長率 
單位：新台幣億元；﹪ 

 85年    
附加價值

85年附加  
價值結構

100年   
附加價值

100年附加 
價值結構 

年平均   
成長率 

製 造 業 20,316 100.00 43,647 100.00 5.23 
金屬機械工業 5,527 27.20 11,176 25.61 4.81 

資訊電子工業＊ 4,678 23.03 14,222 32.59 7.69 
家用電子電器產品 615 3.03 1,335 3.06  5.31 

資訊產品 1,136 5.59 3,741 8.57  8.27 

通信產品 188 0.93 805 1.85  10.18 

電子零配件 2,026 9.97 6,426 14.72  8.00 

電機及其他電器 714 3.51 1,915 4.39  6.80 

化學工業 5,139 25.29 10,286 23.57 4.74 

民生工業 4,972 24.47 7,962 18.24 3.19 
註：＊產業關聯表中資訊電子工業未含精密器械製造業；以上數字均為 85年價格。 
資料來源：85年資料-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 85年台灣地區產業關聯表編製報告。 

100年資料為本處編算。 

然隨著政府各項獎勵措施的推出，加速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至

民國 100 年時，資訊電子工業之附加價值約達新台幣 1.4 兆餘億

元，占製造業附加價值之比重達 32.59％，為四大業別最大者，15

年間年平均成長率達 7.69％。又其中，電子零配件業之附加價值占

製造業附加價值之比重由民國 85年之 9.97％，增至民國 100年之

14.72％（年平均成長率為 8.00％），其比重占製造業細分類比重

之冠（詳附表）。而民生工業卻因許多產業在台生產已不符經濟效

益，或減產或外移而退居末位，附加價值約為新台幣 8千億元，年

平均成長率僅為 3.19％。由以上分析顯示，台灣製造業的發展，已

逐漸走向高科技及高附加價值之產業。 

（三）服務業 

全球化競爭時代的來臨，國民所得的增加，均使人們對服務

業的品質與速度要求更為嚴苛與多樣化，而隨著銀行、保險、證券

跨業經營的金融控股公司制之實施，全球運籌、財務諮詢、網際網

路服務、自動化或電子工程服務、節省能源之工程及技術服務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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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服務業的興起，再再改變服務業的型態，服務業附加價值之比重

由民國 85年之 62.96％，增至民國 100年之 63.68％，年平均成長

率為 5.22％（參見表八）。 

表八  民國 85年至 100年服務業附加價值成長率 

單位:：新台幣億元；﹪ 

產 業 別 
85年國內    
生產價值 

85年       
附加價值 

100年國內  
生產價值 

100年      
附加價值 

85年至100年附
加價值成長率

服  務  業 69,674 48,189 153,106 103,444 5.22  
服 務 業(不含
公共行政服務) 61,144 42,557 142,603 96,683 5.62  
運輸倉儲通信 8,656 5,259 22,531 13,050 6.25  
商品買賣 15,610 10,593 31,961 21,657 4.88  
金融保險服務 7,657 5,613 17,426 12,001 5.20  
不動產服務 10,109 8,120 25,783 20,539 6.38 ＊

飲食及旅館服務 2,152 1,462 4,966 3,207 5.38  
工商服務 4,005 2,190 10,919 5,571 6.42  
公共行政服務 8,529 5,632 10,504 6,761 1.23  
教育醫療服務 5,965 4,952 13,722 11,248 5.62  
其他服務 6,990 4,367 15,296 9,410 5.25  
註：1.不動產服務中，其產值包括自有住宅之住宅服務設算及廠房租金。 

2.以上數字均為 85年價格。 

資料來源：85年資料-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 85年台灣地區產業關聯表編製報告。 

100年資料為本處編算。 

隨著政府公共預算的縮減，公共行政服務附價價值的年平均

成長率僅為 1.23％，若將隸屬服務業之公共行政服務的附加價值年

平均成長率，採與其他服務業相同（5.62％）推算時，則服務業附

加價值占整體產業之附加價值比重達 64.98％。 

因電子化、數位化及網路化的快數發展，法制化、投資理財

觀念普及，環境保護工程、生物技術與製藥業服務等需求增加，使

工商服務業年平均成長率達 6.42％。而國民所得的增加，提高人民

生活品質的意念，使得新市鎮、新社區的開發案逐一展開，而買屋、

換屋的意願的增加亦使不動產服務業因而高度成長，過去（民國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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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至 88年）年平均成長率曾高達 9.52％，民國 85年至 100年時亦

達 6.38％。在速度決定競爭力的時代，產品的傳送要求速度更快、

品質更好，國人旅遊風氣盛行，以及網路、通信業的快速發展，均

使運輸倉儲通信業快速發展。 

因服務業之附加價值率高，故其高成長率使服務業之附加價

值至民國 100 年時將達新台幣 10 兆餘億元，磐居三級產業之冠。

然其附加價值占整體產業的比重，亦隨著經濟成熟化的發展維持穩

定狀態，與主要國家類似（參見表九）。 

表九  主要國家服務業占國民生產毛額比例 

單位：％ 

國別 80年 84年 86年 87年 88年 

法國 67 71 71 72 72 

德國 34 - - 44 36 

日本 56 60 60 - 61 

韓國 48 50 51 51 51 

美國 70 72 - 71 72 

資料來源：經建會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2001。 

 

肆、檢討與建議 

台灣產業經過五十多年之整合發展，已臻成熟，多項產品品質

深具國際競爭力，為台灣經濟持續成長最主要的力量。89年全世界

經濟的不景氣，使 90 年台灣的經濟成長率首度呈現負成長，讓人

不禁憂心未來台灣經濟的前景為何？何時能步出景氣衰退的谷

底？幸而經濟循環發展有一定的定律，當衰退愈大時，待其反彈時

其反作用力愈高，惟在其等待反彈的過程中，必先有充分的準備，

才可在反彈時創造佳績。 

台灣過去靠著旺盛的出口，創造出台灣經濟的奇蹟，而現今中

國大陸的快速崛起，其耀眼的經濟成長（近 5年的經濟成長率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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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以上）及大量出口，對所有的東亞地區國家造成從未有的挑戰。

更警惕我們，惟有不斷創造新的需求（包括新產品及原有產品中上

游零件、原料與設備），擴大兩地出口產品技術密集度之差距，並

主導兩岸產業分工，才能確保台灣產品優勢。 

台灣已於民國 91 年元旦正式加入 WTO，外國地區（包括中國

大陸）的技術人員來台，我方均已放寬，理論上，將對產業的轉型

與升級有所助益。然事實上，人力運用在媒和上會有落差，而此落

差將會導致台灣失業問題及高級技術人才供給不足的現象同時存

在，而知識服務業的崛起，及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均有賴國內充

足的優良技術人力才，方可克竟其功，否之，產業的轉型與升級均

將受限。 

在速度贏得競爭的時代，國際貿易的遊戲規則，是建立在國與

國間的相對優勢上，而在地小人稠自然資源缺乏的台灣，高等教育

的普及，使台灣與他國相比占有相對優勢，故除了主導高等教育系

科所走向技術密集產業人才的培養外，建立一優良之居住環境，減

少人員進出的障礙，吸引科技人才流入，使台灣成為高科技人才聚

集中心，主導知識密集產業的發展，以及放寬各項法令規章的限

制，倡導終生學習理念，才能迅速跟上知識經濟的發展方向及趨勢。 

在可見的未來，台灣產業的發展，仍將以服務業為經濟發展的

主力，而繼續維持工業的榮景，以創造就業機會，且農業更是必須

維持其基本的競爭力以繫國本，再再說明，在不進則退的競爭法則

下，三級產業必須努力轉型朝向更具全球競爭力的發展方向邁進，

台灣方可在 21 世紀知識經濟時代占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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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R.A.S.簡介 

R.A.S.方法之基礎為石通氏（Stone）有關投入產出一文中所

推薦，其內容包括尋求一組乘數用為調整舊矩陣之各橫列，以及另

一組乘數，用以調整各縱行，使調整後之矩陣各行列合計數符合現

年所要求之縱行及橫列總數。假定原投入產出係數矩陣（A）之各

元素為 Aij，受兩種效果之影響；（a）替代效果（effect of 

substitution）－以商品之在產業生產中為其他商品所替代，或替

代其他商品之程度為衡量標準。（b）構造效果（effect of 

fabrication）－以生產商品 j 所吸收之中間投入，佔其總投入之

比率大小程度為衡量標準。並假定每種效果對各部門之作用相同，

例如假設商品 i投入各產業的數量，以同一比率增加或減少，並假

設某一商品中間投入對總投入之比率有任何變動，對所有投入用商

品均發生同樣之效果。沿橫列作用之替代乘數，以 r向量表示，沿

縱行作用之構造乘數，以 s向量表示，基期矩陣（A0）之每一元素，

均受該兩種效果影響，而新矩陣（A1）可寫如下式： 

^   ^  
A1＝rＡ0s 

^   ^
其中ｒ及ｓ分別為以ｒ，ｓ為主對角線值之矩陣。 

^ 
X1＝Ａ１ｑ１                               X1代表投入產出流量矩陣 

^   ^ ^ 
＝（rＡ0s）ｑ１．．．．．．．．．．．．．．．．．．．．．（1） 

矩陣之橫列與縱行總數分別為： 

^      ^ 
ｕ１＝X1ｉ＝r（Ａ0ｑ１）s 

ｖ１＝X1’ｉ 

^    ^ 
ｖ１’＝ｉ’X1 ＝r’（Ａ0ｑ１）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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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組方程式（1）與（2）包括所有可獲得之資料－基期矩陣

（A0）、新橫列縱行各限制條件（u1與v1）、及現行產出水準q1等。

若聯立求解上述兩組方程式，則可求得r及s兩向量，進而可計算 

^  ^
A1（＝rA0s）與X1。 

求解上列方程式，最方便且經常採用之方法為反覆法

（iterative），由X0估算X1之程序，其最後結果實係沿基本矩陣X0之

橫列及縱行反覆調整，收歛至符合限制條件為止。 

 

 

＊詳細解說請參閱經建會綜合計畫處 70年 10 月再版之「投入產出

表及分析」第 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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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民國 85年至 100年製造業附加價值成長率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產    業    別 
85年國內  
生產價值

85年    
附加價值

100年國內
生產價值 

100年   
附加價值 

85年至100
年附加價
值成長率 

製 造 業  7,413,696 2,031,579 15,210,549 4,364,698 5.23  
加工食品 525,673 81,497 986,897 229,441 7.14  
飲料 96,959 52,004 178,486 90,960 3.80  
菸 29,495 21,581 44,236 31,407 2.53  
紡織品 434,060 104,839 546,481 154,923 2.64  
成衣及服飾品 177,133 53,170 99,977 32,114 -3.31  
皮革及皮製品 51,002 12,006 23,091 4,446 -6.41  
木材及木製品 81,586 29,957 48,873 18,173 -3.28  
紙、紙製品及印刷出版 294,901 100,874 634,391 235,611 5.82  
化工原料 224,751 62,985 505,250 150,180 5.96  
人造纖維 122,534 25,048 134,952 25,490 0.12  
塑膠 218,223 44,016 418,731 82,044 4.24  
塑膠製品 343,798 100,749 618,952 185,110 4.14  
其他化學製品 248,251 74,133 566,627 149,669 4.80  
石油煉製品 263,053 94,054 566,290 196,068 5.02  
非金屬礦物製品 242,143 91,239 499,907 179,015 4.60  
鋼鐵 543,260 117,809 1,159,567 269,342 5.67  
其他金屬 111,093 24,438 228,727 58,433 5.98  
金屬製品 399,866 126,478 780,918 267,599 5.12  
機械 447,361 134,858 915,335 258,381 4.43  
家用電子電器產品 239,103 61,476 503,999 133,533 5.31  
資訊產品 604,467 113,568 1,468,351 374,075 8.27  
通信產品 79,011 18,803 339,981 80,548 10.18  
電子零配件 637,817 202,556 2,317,485 642,585 8.00  
電機及其他電器 275,625 71,409 598,183 191,499 6.80  
運輸工具 500,722 149,102 802,846 263,872 3.88  
其他製品 221,809 62,930 222,016 60,180 -0.30  
註：以上數字均為 85年價格。 

資料來源：85年資料-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 85年台灣地區產業關聯表編製報告。 

100年資料為本處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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