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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統計 

科 目：統計實務 

吳迪老師解題 

一、請回答下列問題： 

請說明「消費者物價指數」的編製目的與用途。（10 分） 

請說明「躉售物價指數」的編製目的與用途。（10 分） 

下表為 106 年到 111 年 9 月份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請問民國 106 年 9 月新臺幣 100 萬元，

如依消費者物價指數進行購買力換算，相當於 111 年 9 月新臺幣金額為何？（10 分） 

年(月)份 消費者物價指數 

106 年 9 月 100.84 

107 年 9 月 102.57 

108 年 9 月 103.00 

109 年 9 月 102.40 

110 年 9 月 105.06 

111 年 9 月 107.95 

 

《考題難易》：★★(最難 5 顆★) 

《解題關鍵》：考物價指數，常考題 

《命中特區》：吳迪著”統計實務”P178~P182 

【擬答】： 

 

 

用以衡量一般家庭購買消費性商品及服務價格水準的變動情形。 

 

 

 

 

 

 

 

衡量生產廠商出售原材料、半成品及製成品等價格之變動情形。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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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 p1 與 q1 為 t1 期的商品數量與價格，p2 與 q2 為 t2 期的商品數量及價格。請以 L 式

（Laspeyres），P 式（Paasche），以及 F 式（Fisher），計算下表 t2 期之經濟成長率。（30

分） 

t1及 t2期生產數量與市場價格 

商品 
數量 價格 價值 

q1 q2 p1 p2 p1q1 p2q2 p1q2 p2q1 

A 10 15 7 4 70 60 105 40 

B 12 12 10 11 120 132 120 132 

C 20 18 3 5 60 90 54 100 

合計 - - - - 250 282 279 272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解題關鍵》：考物價指數公式，基本題 

《命中特區》：吳迪著”統計實務”P191，例題 12 

【擬答】： 

式=
∑    

∑    
     

   

   
           

P 式=
∑    

∑    
     

   

   
            

F 式=√    √                    

t2 期之經濟成長率=
     

   
              

 

三、請詳細說明「個人所得」與「國民所得」有何不同?(20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 顆★) 

《解題關鍵》：考「個人所得」與「國民所得」的定義 

《命中特區》：吳迪著”統計實務”P213，例題 14 

【擬答】：(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國民所得分按要素成本計算及按市價計算兩種，按要素成本計算之國民所得為一國（或一

定地區）全體常住居民提供生產要素從事生產，在一定期間內獲得報酬之總額；凡非由生

產而發生之所得、資產重估之增值、國際間之贈與、公債利息收入等均不可計入國民所得

之內；按市價計算之國民所得則尚包括生產及進口稅淨額。 

而國民所得經實行分配之後，其中一部分以政府之財產與企業所得型態分配為政府之收入，

一部分以提撥公積金及未分配盈餘型態成為公司儲蓄，惟有流入家庭收入者，始可由個人

支配與享用，成為個人所得。 

 

四、何謂 rM 型社會 J?請由下圓之平均每人可支自己所得人數分配，詳述說明我國之所得分配是

否 M 型化。(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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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難易》：★★★(最難 5顆★) 

《解題關鍵》：考 M型社會的定義 

《命中特區》：吳迪著”統計實務”P213，例題 15 

【擬答】：(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M 型社會」係指所得階層的分布往低層階級和上層階級兩邊移動，所得分配呈現左右兩

端高峰，而中產階級代表的中間人口卻減少之「M」型現象。 

根據歷年家庭收支調查結果資料顯示，無論按每戶或每人所得分配觀察，低所得階層所得

均逐年增加，高所得亦然，惟中所得階層之人數仍屬最多，我國所得分布呈現右偏型態，

並無 M 型化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