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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研討會於 2024 年 9 月 11 日至 14 日於維也納經濟大學舉辦，

共計來自 22 個國家、逾 90 個與會者參加本次會議。除例行性之「經

濟趨勢調查與經濟政策」主題外，另本次研討會以「物價與通膨預期：

衡量與預測方法」作為研討專題。總計 3 天研討會共計發表逾 50 篇

文章，內容包含疫情前後通膨驅動因素、利用大數據衡量消費信心、

經濟即時預測方法、衡量供應鏈壓力等，討論議題相當多元。 

此次參加國際經濟趨勢調查研究中心(CIRET)舉辦之研討會，除

可汲取國際間與景氣相關的最新研究趨勢及方法，並有機會與其他國

家相同領域的學者或官員進行經驗交流，提升國際視野。綜合此次出

席會議心得，謹提出兩點建議： 

一、 嘗試編製觀測產業景氣變化之指標 

本次研討會多篇研究應用產能利用率、生產、銷售、存貨、供應

商交貨時間等調查數據，評估個別產業產出缺口、供應鏈壓力，並

預測未來產業景氣。另有研究也顯示，對小型開放經濟體而言，納

入主要貿易夥伴經濟變數，亦有助於提升即時預測能力。建議未來

可嘗試編製不同產業景氣指標，以掌握各產業景氣循環特性，具體

建議如下： 

1. 構成項目可納入企業調查指標：在篩選並評估具領先性之潛在構

成項目時，除工業生產、海關出口等傳統指標，亦可納入產業調

查資料（如製造業採購經理人調查之存貨、供應商交貨時間等）。 

2. 蒐集國際產業別指標以掌握國際產業景氣變化：我國出口型態以

中間財產品為主，產業景氣與下游終端需求密切相關。建議未來

可蒐集與測試與國內產業景氣相關性較高的全球指標，如全球半

導體產業銷售額、波羅的海乾散裝綜合指數（BDI）等，以掌握

國際產業景氣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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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持續應用人工智慧方法於經濟景氣研究 

近年國際間應用人工智慧監測景氣之方法快速發展，本次研

討會亦有多篇研究以機器學習演算法預測 GDP、產出價格等指

標。本會目前已嘗試運用學習向量量化法於景氣循環峰谷認定作

業，建議未來可再擴展至其他相關應用。例如，在景氣預測方面，

除常見的月頻率數據外，建議未來可蒐集頻率較高之日資料進行

測試，或綜合不同機器學習方法優勢進行預測，以期能提升模型

預測能力，提供更即時且精確的景氣監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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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目的 

一、 會議背景說明 

CIRET（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Economic Tendency 

Surveys）國際經濟趨勢調查研究中心，為主要國家經濟研究機構與

學者專家組成之國際研究交流團體，會員多為經濟趨勢調查機構、國

家統計發布機關，或分析經濟情勢之專業研究人員，研究議題包括景

氣循環發展、經濟趨勢調查與方法、當前經濟與公共政策相關議題等。 

為促進所有成員之間經驗與研究交流，該會每兩年定期舉辦研討

會，各國專家藉此平台發布最新景氣研究成果。第一屆 CIRET 研討

會於 1953 年於慕尼黑舉行，此後陸續在歐洲、美國、南美等會員國

城市舉辦，我國亦曾於 2002年與 CIRET共同合作辦理會議。 

二、 參與研討會目的 

本次研討會於 2024年 9月 11日至 14日於維也納經濟大學舉辦，

共計來自 22個國家、逾 90個與會者參加本次會議。除了例行性之「經

濟趨勢調查與經濟政策」主題外，另近年全球通膨因疫情、全球供應

鏈短缺、俄烏戰爭等因素呈現高漲，在高通膨環境下如何有效衡量消

費者通膨預期與經濟活動，成為經濟與統計學者挑戰之一，因次，本

次研討會以「物價與通膨預期：衡量與預測方法」作為研討專題。 

總計 3天研討會共計發表逾 50篇文章，內容包含疫情前後通膨

驅動因素、大宗商品價格對產業影響、利用大數據衡量消費信心、經

濟即時預測方法、衡量供應鏈壓力等，討論議題相當多元。 

有鑑於景氣指標之編製分析係本會重要業務，參與該研討會不僅

有助掌握國際重要景氣議題趨勢，亦可汲取最新分析技術與方法，尤

其在傳統經濟指標外，可學習國外在景氣調查與人工智慧之最新應

用，將有助於精進本會景氣指標系統與相關研析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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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過程 

一、 會議議程 

CIRET第 37屆研討會安排三場專題演講，特邀彭博高級經濟學

家 Ana Beatriz Galvão、奧地利供應鏈情報研究所（Supply Chain 

Intelligence Institute Austria）Peter Klimek教授、義大利米蘭 Bocconi

大學教授，分別分享「意外因素對利率與政府債券影響」、「企業與

糧食供應鏈網絡」、「預測義大利經濟的尾部風險」等研究成果。 

另 CIRET安排多場平行會議，將各國提交的研究論文歸類為「物

價與通膨預期」、「分析技術與方法」、「景氣趨勢調查」等三項主

題，本章節將聚焦於國際最新景氣編製方法與即時預測之相關論文，

另研討會議程詳如附件。 

二、 會議重點 

(一) 利用 Google 搜尋趨勢資料即時預測波蘭及匈牙利家庭消費

（Nowcasting the Polish and Hungarian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dexes Using Google Trends Data） 

報告人：Istvan Janos Toth（華沙經濟學院副教授） 

本篇研究運用汽車品牌的 Google Trends （以下簡稱 GT）搜

尋數據，估計 2005年第 1季至 2023年第 4季波蘭及匈牙利的家

庭消費趨勢，並評估 GT資料是否有助於提前識別 COVID-19對

民間消費之衝擊。 

結果顯示，GT搜尋數據有助於提升波蘭與匈牙利民間消費之

即時預測效果，但在面臨重大衝擊事件（如 COVID-19疫情）時，

不同國家的表現可能存在差異，顯示 GT數據可用於即時經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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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但模型仍需進一步優化。研究方法與結果說明如下： 

1. 數據資料 

- 民間消費：匈牙利 2004年第 1季至 2023年第 4季、波蘭

2010年第 1季至 2023年第 3季民間消費數據。 

- GT汽車品牌搜尋數據：作者選擇與民間消費相關性大於

0.3 的汽車品牌搜尋數據，包括波蘭 5 個汽車品牌數據

（Ford、Hyundai、Kia、Opel、Toyota），以及匈牙利 6

個汽車品牌（Ford、Opel、Skoda、Suzuki、Toyota、 

Volkswagen）數據。 

- GT指標變數：使用簡單平均、加權平均、主成分因子等

三種方法估計代表 GT搜尋數據的指標變數。 

2. 模型估計與比較 

- 作者使用 ARIMA 模型作為基準模型，1對比未使用 GT

搜尋數據方式下的估計效果，並以均方根誤差(RMSE)比

較 ARIMA與 GT搜尋數據兩模型準確度。 

- 另為模擬 GT數據在突發事件（如疫情）中的預測表現，

作者假設在 2020年 4月僅能取得 2019年第 3季之前的

民間消費數據，並以 ARIMA 模型預測 2019年第 4季與

2020 年第 1 季數據；另假設在 2020 年 4 月時點已取得

2019年第 4季至 2020年第 1季 GT搜尋數據，藉以評估

GT數據是否可即時反映疫情的衝擊。 

3. 實證結果 

- 相關性分析：GT 搜尋數據與民間消費指數相關性顯著，

特別是在特定品牌的搜尋量上（例如 Ford及 Toyota）。 

 
1 波蘭為 ARIMA（1,0,2）、匈牙利為 ARIMA（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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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T搜尋數據與民間消費相關係數 

 

 

 
 
 

圖 匈牙利汽車 GT搜尋數據與民間消費走勢 

 

 

圖 波蘭汽車 GT搜尋數據與民間消費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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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比較：GT 搜尋數據模型均優於基線模型（GT 搜尋

數據之 RMSE小於 ARIMA 模型），顯示 GT 搜尋數據

可即時並有效預測民間消費變化。 

- 疫情衝擊分析：在匈牙利，GT 數據能準確反映 

COVID-19 對消費的負面影響；但在波蘭，模型卻預測

消費將呈現增加，與實際情況不符，顯示模型無法穩定

預測疫情影響。 

(二) 以個體資料衡量波蘭製造業、建築業及服務業產出缺口

（Micro-founded Output Gaps in Manufacturing,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Sectors in Poland） 

報告人：Mariusz Gorajski（波蘭Lodz大學計量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本研究提出一種基於企業層面的產出缺口估算方法，運用企

業調查數據估計波蘭產出缺口。結果顯示，以企業調查數據估算

的產能利用率具顯著預測產出缺口能力；在波蘭的製造業中，產

能利用率及勞動力的影響在大多數時期主導總產出缺口的形

成。研究方法及結果重點說明如下： 

1. 產出缺口衡量方式 

- 產出缺口為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之差距。潛在產出係指在

長期內，經濟體在充分利用所有生產要素（如勞動和資本）

的情況下所能達到的產出水平。 

- 過去經濟文獻衡量產出缺口，多以特定計量方式從實際產

出中萃取而出，例如單變數篩檢方式，或以大型動態隨機

一般均衡（DSGE）模型中的大量數據估計潛在產出。 

- 本篇研究則以企業對其生產能力判斷的個體調查數據來定

義幾種新的產出缺口指標，藉以評估使用來自商業趨勢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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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BTS） 數據的產能利用率變數是否有助於預測產出

缺口。 

2. 資料來源與評估方法 

- 本研究使用 2009 年至 2021 年涵蓋約 75,000 家企業的

ANFES(Annual Nation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Survey)數

據，2以及 10,000 家企業的波蘭全國商業調查數據，3樣本

涵蓋波蘭約 16.78%總產值，以及 20.31%全職就業人數。 

- 其次，以 Cobb-Douglas生產函數（考慮勞動力、資本及產

能利用率等因素）估算企業的總產出（Gross Value Added, 

GVA）。作者利用 HP filter捕捉每家企業的勞動力、資本

存量企業產能利用率潛在水準，據以將企業層面的產出缺

口分解為產能利用率、資本及勞動力三個部分，最後將個

別企業估計結果彙總為不同行業、區域的產出缺口。 

3. 實證結果及建議 

(1) 不同產業在生產效率及資源利用存在顯著差異 

在波蘭的製造業中，產能利用率及勞動力對產出缺口

具明顯影響。若比較不同產業的產出彈性，產能利用率對

產出水準的影響在製造業中最為明顯，大於服務及營建

業。在資本投入部份，製造業的資本彈性最高，顯示資本

對製造業產出的影響較大。在勞動力方面，營建業的勞動

彈性最高，顯示勞動力在營建業的重要性。 

(2) 產能利用率具顯著預測產出缺口能力 

- 本文證實產能利用率係生產函數中的一個重要解釋變

數；以企業層面所估算的產出缺口與 GDP成長率及通

 
2 ANFES 提供有關波蘭企業的總產出、資本及勞動力數據，受訪對象為僱用 10 位員工以上的企

業，並涵蓋製造業、營建業及服務業。 
3 BTS 調查提供企業的產能利用率數據，並且涵蓋大型企業及中小型企業，但不包括微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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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率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顯示企業產能利用率變

化對於政策制定者在調整經濟政策時具重要意義。 

- 除 2011年及 2016年外，製造業幾乎在所有時期均對

總產出缺口影響最大。由於產業及區域的產出缺口呈

現不同特徵，建議政策制定者可以根據不同產業及區

域特性調整總體經濟政策工具。 

 

表 各產業平均產出彈性 

 

 

 

 

 

 

 

 

 

註：產出彈性係指產出變動對生產要素投入量變動的敏感程度，可用以

評價資源投入的轉化效果。 

圖 波蘭產出缺口-依產業別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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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能利用率有助即時觀測產業短期景氣變化 

與傳統估計產出缺口模型相比，透過企業層面所估計的產

出缺口優點為即時且不會追溯修正，因此對於短期分析特

別有用。但結果取決於調查數據品質，主因產能利用率並

非官方客觀數據，而係企業對產能利用率的主觀評估。 

(三) 運用商業趨勢調查探索韓國的非線性存貨動態（Exploring 

Nonlinear Inventory Dynamics in Korea: A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Approach Using Business Tendency Surveys） 

報告人：Byeongseon Seo（韓國大學食品與資源經濟系教授） 

本篇研究運用商業信心調查資料，研究生產、銷售與存貨之

間關係，並運用門檻共整合模型預測未來存貨及產量變化。結果

顯示，存貨投資與銷售、生產關係模式並非線性，取決於商業信

心週期變化。另本文使用之門檻共整合模型（考慮商業信心週期

的增強型存貨投資）顯著提高預測未來存貨及產量的準確性。研

究方法及重點結果說明如下： 

1. 避免缺貨與生產平滑假說 

避免缺貨假說係企業透過擴大存貨投資以避免存貨短缺風

險，在經濟繁榮時期最為普遍。相比之下，生產平滑假說主

要假設企業可以透過調整存貨水準以緩衝需求波動，並假設

生產成本函數具凸性（生產波動較銷售變動小），惟凸性程

度可能隨經濟狀況發生變化，使得生產成本可能變為非凸性。 

2. 資料來源與評估方法 

- 本文依據二次存貨模型（Linear-quadratic inventory model）

推導生產及銷售關係，運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

來分析短期動態調整及長期均衡關係，並進一步運用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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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整合模型（Threshold Cointegration Model）評估商業信

心週期與存貨變化的非線性特徵。 

- 本文運用韓國央行發布的 1992年 1月至 2023年 12月存

貨、生產及出貨量指數，以及商業信心指數作為關鍵變

數，並使用 Hodrick-Prescott 過濾器析離出循環成分。另

本文也應用來自商業趨勢調查的其他潛在變數，例如商業

狀況、生產、訂單、銷售價格及產能利用率等指標。 

3. 實證結果 

(1) 存貨投資動態具非線性特徵 

存貨投資模式為動態且非線性，明顯受商業信心週期影

響，在景氣擴張階段，當商業信心高漲時，企業往往增加

存貨投資以避免缺貨，從而減少對生產平穩行為的重視。

相反，在商業信心低迷時期，由於生產成本的非凸性，存

貨投資波動性將上升，導致生產週期的波動更大，此與傳

統的生產平滑假設相矛盾。 

(2) 增強模型的有效性 

透過納入商業信心週期的影響，本文所運用的增強存貨

投資模型在預測未來存貨及生產準確性上顯著優於傳統自

我迴歸（AR）及誤差修正（ECM）模型，顯示商業信心的

變化對於存貨與生產決策具關鍵影響。 

(3) 政策建議 

本文檢視傳統存貨投資理論，並以新的視角理解存貨動態

與經濟週期之間的關係。根據研究結果，政策制定者及企

業應考慮商業信心變化，以更好地預測及管理存貨投資，

從而提高經濟穩定性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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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型開放經濟體的 GDP即時預測（Nowcasting GDP for a Small 

Open Economy :Does the National Account Side Approach 

Matter?） 

報告人：Alejo Estavillo（烏拉圭共和國大學研究助理） 

本篇文章嘗試從直接供給面方法及間接需求側方法構建

GDP即時預測模型。研究結果顯示，即時預測模型較單變數GDP

模型預測更為準確，並成功預測 Covid-19 疫情危機期間的景氣

谷底轉折點。研究方法及主要結果謹說明如下： 

1. 研究方法 

GDP係監測一國整體經濟狀況最主要指標之一，但 GDP

發布時間通常落後 80天至 90天，因此，許多國際研究試圖

利用高頻統計數據獲取 GDP即時預測。本文研究方法採取兩

種模型如下： 

- 第一種係基於橋接方程式（Bridge Equation, BE）的 GDP 

即時預測，並採用 GETS（General-to-Specific）方法估計

的 ARDL（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Stationarity 

model）模型，4這種方法的優勢在於能夠有效整合不同頻

率的數據，且允許模型僅選擇最相關的變數。 

- 本文採用的第二模型，係利用烏拉圭中央銀行近期發布的

經濟活動月指標 Monthly Economic Activity Indicator

（IMAE），結合 GETS與 ARIMA模型進行預測。 

- 最後，將第一種 GET模型納入經濟活動月指標(IMAE)資

訊，同時結合第一種與第二種模型方法進行預測。 

2. 資料數據 

 
4 ARDL 係一種用於分析不同時間序列變數之間的長期和短期關係的計量經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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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供給面部分，應變數部分採取每季 GDP量指數，此外，

並將不同組成部分也視為應變數，包含政府消費、民間

消費、固定資本形成及凈出口。在自變數的部分，包括

進出口、製造業生產量指數、屠宰牛隻、新車銷售、稅

收、商業及服務部門的電費、工業企業預期指數（來自

烏拉圭工業商會調查，CIU）、來訪旅客、實質工資指數、

就業率及國家風險指數（由 Repu'blica AFAP 編製）。 

- 在需求面部分，民間消費的變數包括：貨幣總計數 M1、

實質工資、就業率，以及與阿根廷與巴西的雙邊實際匯

率。政府消費部分，包括公部門支出及國家風險。固定資

本形成部分，包括：機械及設備進口、公共投資及水泥生

產。最後，對於凈出口：包含出口、全球實質匯率指標（由

作者根據各國的官方數據彙編）。 

- 上述數據時間為自 1999年 1月至 2023年 9月，若頻率為

月資料，則彙整為季資料，以利執行 GDP即時預測。 

- 本文應用 GET方法篩選最相關的變數包括：GDP的落後

期、新車銷售、GDP 的 IVF（非經季節調整的按季 GDP

指數）、來訪旅客人數等。 

3. 主要研究結果 

- 本文以供給面方法及間接需求側方法構建 GDP即時預測

模型，結果顯示供給面與需求面推估結果相近。 

- 預測準確性方面，本文採用的即時預測模型在預測準確性

上優於單變量模型，特別是在景氣收縮期。 

- 在 COVID-19大流行期間，本文的即時預測模型準確預測

2020 年第 2 季經濟谷底，但誤差值較大，反映出在不穩

定時期準確預測的難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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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建議，未來研究可綜合即時預測模型與單變量預測模

型，結合兩模型預測優勢。其次，本文考慮大型鄰國經濟

體對小型經濟體影響的相關變數，可做為其他小型開放經

濟體的即時預測參考。 

圖 即時預測模型、綜合模型與 GDP單變量模型預測結果 

 

圖 即時預測模型估計之 GDP預測值與實際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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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應用 AI方法於商業趨勢調查分析（Business Tendency Survey 

Analysis Using AI Methods） 

報告人：Michał Bernardelli（華沙經濟學院教授） 

近年機器學習演算法在經濟預測方面的應用益趨普及，本

篇研究旨在驗證長短期記憶（LSTM）模型是否適用於預測波蘭

行業銷售產品價格指數。研究結果顯示，每月波蘭製造業商業

趨勢調查結果與波蘭工業銷售價格指數之間存在密切關係。研

究方法與結果說明如下： 

1. 研究方法 

- 經濟預測中最常採用的兩種方法，包括傳統計量經濟模型及

基於調查的專家預測，例如 ARIMA 模型或時間序列分解模

型等。近年研究逐漸應用機器學習演算法，例如 Facebook 開

發的 Prophet演算法、長短期記憶（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模型等。 

- 本文採用 LSTM模型進行預測，LSTM係一種特定類型的遞

歸神經網絡（RNN），優點在於輸入新數據時，仍可以記憶

先前長時間跨度內的訊息。由於經濟數據具有長期週期性，

因此，LSTM模型是將長期記憶與短期趨勢相結合的適當預

測工具。 

- 本文第一種測試方法為單變數預測，僅使用相同時間序列的

歷史值進行預測。第二種則為多變數方法，輸入多項時間數

列數據。 

2. 資料來源 

本文採用華沙經濟學院經濟發展研究所調查資料，透過調

查中有關波蘭產量、總訂單和出口訂單、成品存貨、銷售價

格、就業、財務狀況及總體經濟狀況等 8 項問題，評估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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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領域的變化。並計算每項回答（分為兩個版本：關於現

在的回顧和對未來的展望）肯定與否定答案比例之差值。 

3. 研究結果 

- 在單變數預測結果方面，由於數列的高度變化性，故在預測

準確性較低。 

- 與單變數方法相比，使用來自商業趨勢調查的多變量數據以

及 LSTM 模型，可以有效預測波蘭工業時間序列的銷售價

格指數。證明每月波蘭製造業商業趨勢調查中受訪者表達的

意見與波蘭官方統計的工業銷售價格指數存在密切關係。 

- 上述研究顯示，AI 模型有助於提前預測景氣循環轉折點，

為提高預測品質，本文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擴增更多直接或

間接相關的數據集。 

圖 單變數 LSTM 模型預測結果與波蘭行業銷售產品實際

價格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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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多變數 LSTM模型預測結果與波蘭行業銷售產品實際

價格指數 

(六) 運用領先指標預測俄羅斯景氣循環轉折點（Forecasting Turning 

Points of the Russian Economic Cycle with Leading Indicators） 

報告人：Sergey V. Smirnov（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大學） 

近幾十年來，使用領先指標預測景氣循環峰谷已成為一種簡

單、清晰且可靠的方法。然而，全球經驗也顯示，任何領先指

標系統需要定期修訂。本篇研究利用美國經濟諮商會（The 

Conference Board）及主成分分析法，將 8項較具領先性的指標

彙總為一個綜合領先指標，不僅更易於使用及更新，並且具良

好的預測特性。編製方法及主要結果說明如下： 

1. 編製方法 

(1) 捕捉俄羅斯景氣循環峰谷 

俄羅斯使用古典景氣循環概念，而非成長循環或成長率

循環概念。本文採用 Smirnov 等人（2017、2023）所認定之

景氣峰谷日期，而對於 2020年及 2022年的景氣衰退，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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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經濟智庫協會（ARETT）所組成的景氣轉折點認定特

別委員會所認定。 

表 俄羅斯景氣峰谷日期及擴張緊縮期持續期間 

(2) 篩選領先指標構成項目 

良好的領先指標構成項目應具備明確的週期性波動、領

先基準循環、易於更新、發布時間不宜過晚等特性。作者依

據上述特性篩選出 8個指標，包括：新車銷售量、預期產品

銷售變化（來自信心調查）、烏爾原油價格、布蘭特原油（期

貨與現貨價差）、俄羅斯公司債 IFX-Cbonds指數、盧布匯率、

RTS股票市場指數、俄羅斯市場波動指數（Market Volatility 

Index） 

(3) 編製領先指標綜合指數 

為編製綜合指數，作者採用美國經濟諮商會（The Conference 

Board）、主成分分析法（第一主成分因子）等兩種方式進行

彙總。 

2. 編製結果 

(1) 不論採美國經濟諮商會編製方法（以下簡稱 CLI），或主成

分分析法（以下簡稱 M1PC），兩者均可以做為合適的領先

指標，兩者轉折點略為領先歷史峰谷日期及同時指標（以俄

羅斯產出指數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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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紅線表示高峰日期、綠色虛線則為谷底；CLI 代表採美國經濟諮
商會編製方法之領先指標、M1PC 則為主成分分析法；IO 代表俄羅斯
產出指數。 

圖 俄羅斯領先指標 

(2) 新構建兩種領先指標均在 2020 年和 2022 年衰退前顯示轉折

點，兩者領先 2020年 5月谷底 1個月，2022年 6月則領先 3

個月。 

(3) 採主成分分析方法編製的領先指標波動性較大，例如 2018年

錯誤預測經濟衰退期（實際衰退日期為 2020年），美國經濟

諮商會編製方法則較為平滑，且易於更換構成項目。 

表 兩種領先指標編製方法所出現之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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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建構奧地利供應鏈壓力指數（The Austrian Supply Chain 

Pressure Index，ASCPI） 

報告人：Klaus Friesenbichler（奧地利經濟研究所「工業、創

新和國際經濟」小組高級經濟學家） 

COVID-19 大流行衝擊、持續的地緣政治衝突及貿易戰及其

引發的物流中斷，凸顯衡量全球供應鏈脆弱指標的重要性。本

篇研究基於美國聯準會所編製的全球供應鏈壓力指數（GSCPI， 

Benigno et al. 2022），編製奧地利供應鏈壓力指數，以量化分

析奧地利企業供應鏈瓶頸情況。主要編製方法及結果說明如下： 

1. 編製方法 

- 本文採用數據蒐集有關供應商交貨時間、存貨，以及影響

奧地利製造業與營建業原材料及設備短缺的相關調查數

據（如購經理人指數 PMI、歐盟商業及消費者調查、WIFO 

Konjunkturtest 數據），以及全球貨運價格指標（波羅的

海乾散貨指數、HARPEX 價格指數、BLS 及 TCA 空運

價格、區域運輸價格指標等）。 

- 利用即時預測、插值及回溯等回歸模型進行填補，以利將

所有數據建構為一個時間及頻率相等的數據資料。 

- 其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的主要因子做為供應鏈壓力指

數。並以三種顏色區分壓力程度，綠色顯示較低的供應

鏈壓力、黃色代表中高程度、紅色則為高度及極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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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奧地利供應鏈壓力指數構成項目 

2. 主要結果 

奧地利供應鏈壓力指數（ASCPI）可即時顯示供應鏈瓶頸

狀態，係評估及監測壓力水準的有用工具。作者根據向量自

我回歸（VAR）分析結果證實，較高的 ASCPI 值將導致生

產者價格上漲，進而衝擊消費者價格，並對工業生產及 GDP

造成明顯的負面衝擊。相比之下，奧地利製造業的就業反應

相對溫和。上述結果顯示，近期的通膨壓力與跨境供應鏈的

緊張局勢密切相關。 

圖 奧地利供應鏈壓力指數（AS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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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專題演講：繪製與分析供應網絡：從企業層面的依賴性到全球

糧食供應衝擊（Mapping and Analyzing Supply Networks: From 

Firm-level Dependencies to Global Food Supply Shocks） 

演講者：Peter Klimek（奧地利供應鏈情報研究所教授） 

 本次專題講座分享在半導體供應鏈網絡的相關研究成果。

Peter Klimek 教授團隊利用全球貿易數據，並採用資料探勘技

術，將全球 2 萬多家半導體企業進行分類，確定每家企業在半

導體供應鏈位置。結果顯示，主要製造流程（如晶圓製造）集

中於日本、臺灣和韓國等亞洲國家。然而，這些國家在工業應

用領域通常不強大，歐盟的比較優勢與美國在很大程度上重

疊，主要集中半導體生產設備及幾種中間及最終產業應用中。

研究方法及主要結果說明如下： 

1. 資料與研究方法 

團隊從三個不同的角度分析區域半導體價值鏈： 

(1) 貿易統計分析 

- 透過海關貿易數據分析各國出口產品在全球市場的競爭

優勢，聚焦於晶圓與半導體生產設備、原材料及相關產品

的貿易流量。 

- 使用顯示性比較優勢 (RCA) 指標，5衡量各國在某類產品

上的相對出口優勢。 

(2) 主題模型分析（語意分析） 

- 使用自然語言處理 (NLP) 技術，分析公司層面資訊，提

取產業相關活動及產品應用領域。 

 
5 RCA 指數代表一國的某一產品占該國總出口的比重，相對於 該產品占全球總出口的比重。 如

果一國的某一產品出口占該國總 出口的比重高於世界的平均比重，亦即該產品的 RCA 值大於

1， 代表該國在該項產品上具有比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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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 模型，建立語意主題

（如汽車應用、晶圓製造設備）。 

(3) 企業網絡分析 

- 通過大規模網頁數據分析，構建企業間合作、持股、供應

鏈等網絡關係。 

2. 主要研究結果 

(1) 基於貿易數據的價值鏈分析 

以 RCA 指標觀察，中國在消費性電子、中間產品方面具

出口實力，其 RCA 值普遍大於 2。美國則是半導體生產設

備的重要出口國，歐盟則是許多用於半導體製造設備、中間

及最終工業應用產品的重要出口國，但在其他類別中，多數

RCA 值都小於 1，顯示不具出口優勢。 

 

 

 

 

 

 

 

 

 

 

 

 

 

 

註：藍色框的範圍是第 25 個百分位數到第 75 個百分位數，紅線表示中位數。

紅點表示離群值。 

圖 美國、歐盟與中國在不同領域的 RCA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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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業網絡分析 

- 儘管中國公司數量眾多，但美國、日本及韓國企業主導大

多數價值鏈領域，而非中國。總體而言，2013 年至 2023 年

期間，價值鏈強度幾乎沒有重大變化。 

- 臺灣在晶圓製造、封裝及測試方面表現突出。截至 2019 

年，台積電的內部光掩模生產使其在先進光罩領域占有約 

7% 的市場占比，使臺灣成為更廣泛光罩領域重要參與者。 

- 觀察 2013 年至 2023 年區域價值鏈強度變化，不論美國、

中國或歐盟，晶片設計的核心 IP 價值鏈強度均有所增加，

顯示各自領先企業在所有這些地區的企業網絡中變得越來

越重要。另在晶圓製造部份，歐盟的價值鏈強度增幅較美

國及中國小，且在組裝、封裝及測試領域有所減少，而此

部分在美國及中國則有所增加。 

- 過去十年中，美國及中國在企業間網絡中的關係越來越緊

密。自 2013 年至 2021 年，美國對中國的半導體出口成長 4

倍，但隨美中競爭加劇，兩國間的企業網絡應將有所改變。 

圖 2013至 2023年期間歐盟、美國及中國價值鏈強度的百分比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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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 

此次參加國際經濟趨勢調查研究中心(CIRET)舉辦之研討會，除

可汲取國際間與景氣相關的最新研究趨勢及方法，並有機會與其他國

家相同領域的學者或官員進行經驗交流，提升國際視野。綜合此次出

席會議心得，謹提出以下建議： 

一、 嘗試編製觀測產業景氣變化之指標 

目前本會所發布之景氣指標及對策信號，為各界常用以觀

測國內經濟變化的主要指標，但景氣指標與燈號主要反映總體

景氣變化，較無法反映個別產業資訊。有鑑於我國自 2023年下

半年以來，資通訊及電子業與傳統產業復甦步調不一，若能即

時觀測不同產業景氣變化，將有助於本會更深入掌握景氣脈動。 

本次參加 CIRET研討會，多篇研究均應用企業層面調查資

料，藉由產能利用率、生產、銷售、存貨、供應商交貨時間等

調查數據，評估整體及個別產業產出缺口、供應鏈壓力，以及

未來產業景氣預測等。另有研究也顯示，對小型開放經濟體而

言，納入主要貿易夥伴經濟變數，亦有助於提升即時預測能力。

借鏡上述國際研究經驗，建議未來可嘗試編製不同產業景氣指

標，以掌握各產業景氣循環特性。具體建議如下： 

1. 構成項目可納入企業調查指標：在篩選並評估具領先性之潛

在構成項目時，除工業生產、海關出口、GDP等傳統官方發

布統計指標，亦可納入產業調查資料（如製造業採購經理人

調查之存貨、供應商交貨時間等）。 

2. 蒐集國際產業別指標：我國出口型態以中間財產品為主，多

負責上游之零組件生產，因此，產業景氣與下游終端需求密

切相關。建議未來可蒐集與測試與國內產業景氣相關性較高

的全球指標，如主要國家產業別 PMI、全球半導體產業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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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波羅的海乾散裝綜合指數（BDI）等，以掌握國際產業

景氣變化。 

二、 持續應用人工智慧方法於經濟景氣研究 

近年國際間應用人工智慧監測景氣之方法快速發展，本次

研討會亦有多篇研究以機器學習演算法預測 GDP、產出價格等

指標。本會目前已嘗試運用學習向量量化法於景氣循環峰谷認

定作業，建議未來可再擴展至其他相關應用。例如，在景氣預

測方面，雖然過去本會委託研究經驗顯示，6由於傳統官方按月

發布之統計資料觀察值較少，演算法訓練及驗證受限，難以突

顯機器學習方法的預測優勢，致預測精確度不一定高於傳統計

量模型，但建議未來仍可再蒐集頻率較高之日資料進行測試，

或綜合不同機器學習方法優勢，或有助於提高模型預測能力，

提供更即時且精確的景氣監測方法。 

 
6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112 年度「5G 及 AIoT 趨勢下經濟景氣及產業發展之研究」，國家發

展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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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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