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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前我國勞動市場正值經濟結構快速變遷階段，各縣市

之勞動市場現況遂成為中央部會擬定相關財經、社會政策與

各縣市政府施政參考之重要指標之一。惟目前我國發布之縣

市別勞動市場重要指標（如勞動力、就業人數、失業人數、

失業率等），係由行政院主計處按月辦理之人力資源調查產

生，該調查每月均由台灣地區抽取約二萬住戶接受訪問，而

各縣市分配之樣本則因縣市大小區域不一，以致產生部分縣

市樣本數較少之限制，因此，目前由人力資源調查產生之縣

市別資料易造成月資料間較大之波動。由於美國目前辦理之

地區別失業統計(LAUS)，係按全美各地區域大小分別採取

「時間數列迴歸模型」(州)、「參考手冊法」(勞動市場區域)

以及「分散法」(郡及市)等模型估計，本文主要內容即在介

紹美國勞工統計局辦理地區別失業統計之技術與方法，並比

較我國與美國地區別失業統計之估計方法，俾供我國縣市別

勞動統計改進之參考。此外，本文亦介紹美國普查局現住人

口調查(CPS)自1994年以後執行電腦輔助面訪(CAPI)系統之

情形與利弊得失，期能提供我國刻正發展人力資源調查電腦

輔助面訪系統之參考與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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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當前我國勞動市場正值經濟結構快速變遷階段，各縣市

之勞動市場現況遂成為中央部會擬定相關財經、社會政策與

各縣市政府施政參考之重要指標之一。惟目前我國發布之縣

市別勞動市場重要指標(如勞動力、就業人數、失業人數、失

業率等)，係由行政院主計處按月辦理之人力資源調查產生，

該調查每月均由台灣地區抽取約二萬住戶接受訪問，而各縣

市分配之樣本則因縣市大小區域不一，以致產生部分縣市樣

本數較少之限制，因此，目前由人力資源調查產生之縣市別

資料易造成月資料間較大之波動。為使縣市別勞動統計突破

現狀，能夠更客觀且精確反映各縣市勞動市場真正變化，亟

需汲取國外經驗與技術，俾供我國借鏡，增進勞動統計確度。 

由於美國勞工部勞工統計局辦理之地區別失業統計非

但歷史悠久，經驗豐富，更是執世界之牛耳，技術精良，本

次赴美國考察之目的，即為了解勞工統計局辦理地區別失業

統計之技術與方法，俾供我國縣市別勞動統計改進之參考。

此外，此行亦為了解美國普查局現住人口調查(CPS)自1994

年以後執行電腦輔助面訪 (CAPI) 系統之情形與利弊得失，

期能提供我國刻正發展人力資源調查電腦輔助面訪系統之

參考與借鏡。 

在美期間承蒙美國勞工部勞工統計局地區別失業統計

計畫部部長Sharon P. Brown女士, 資深數理統計學家 

Richard Tiller博士, 資深經濟學家Kenneth D. LeVasseur

先生、Sandra L. Mason女士與Deborah Olsen女士，國際經

濟合作處Brian Graf先生與資訊技術部門Wen-chyi Liu女

士，以及美國商務部普查局人口統計方法部門之現住人口調

查組組長Harland H. Shoemaker,Jr.先生、人口統計方法部

門之Jan Brown女士與Tim J. Marshall先生，以及國際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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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處Eugene.J.Vandrovec先生等人於工作繁忙中，撥冗安

排會議或整理相關議題，在此謹表誠摯謝意。 

本報告共分為五個章節，第一章為前言，第二章為美國

地區別失業統計之辦理情形，第三章為我國與美國地區別失

業統計方法之比較，第四章為美國電腦輔助面訪系統之辦理

情形，第五章為考察心得與建議，最後則為附錄部分。 



 3

第二章   美國地區別失業統計之辦理情形 

壹、簡介 

美 國 地 區 別 失 業 統 計 計 畫 (The Local Area 

Unemployment Statistics（LAUS）Program)主要係聯邦

與州(Federal-State)政府間之合作計畫。目前由各州就

業安全局分別利用現住人口調查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CPS) 、 當 期 就 業 統 計 (Current Employment 

Statistics, CES)調查及失業保險(Unemployment Insurance, 

UI)給付等資料，以「時間數列迴歸模型」或「參考手冊

（Handbook Method）」等估計方法按月估計約6,900個地理

區域（包括普查區、州、哥倫比亞特區、波多黎各、大都會區

域（MAs）1、較小之勞動市場區域(LMAs)2、郡、人口大於25,000

人以上城市與新英格蘭地區之城市與鄉鎮等區域）之勞動力、

就業人數、失業人數及失業率等四項勞動市場重要指標，並

由勞工統計局發布按月與按年資料 ( 資料儲存於

「LABSTAT」資料庫內之「LA」數列內提供各界參用)，

該資料不僅為地區性經濟情況之主要參考數據，亦是各

州政府及地方政府規劃預算、決定各地區職業訓練計畫

和各項聯邦政府補助計畫之參考依據。 

貳、辦理機構與任務分工 

一、辦理機構 

                                                 
1 大都會區域(MAs)係指一個郡或數個郡集合體，且符合：（1）人口大於50,000人之城市；或（2）

普查局所定義人口大於50,000人之都市化區域。 
2 勞動市場區域（LMAs）係屬經濟性之集合區，即該區域之居民可於可通勤之距離內找到就業

機會或轉換工作而毋需變換居住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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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別失業統計(LAUS)之主要負責機構為勞工

統計局（BLS）。美國勞工統計局為勞動部(Dept. of 

Labor)所屬統計機構，負責蒐集、整理、分析及發布

基礎統計資料予社會大眾、企業單位、參眾議員，與

其他聯邦機構、州及地方政府參用，同時，該機構亦

為美國勞動部之資料庫，發布符合現今社經議題的統

計資料，並適時反映變遷快速的經濟情勢。 

勞工統計局置有局長(Commissioner)與副局長

（Deputy Commissioner）各一人，下設數個計畫處

(Program offices)，主要係就業與失業統計處

(Office of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Statistics)、物價與生活條件處(Office of Prices 

and Living Condition)、勞動報酬與工作條件處

(Office of Compensation and Working 

Conditions) 、 生 產 力 與 技 術 處 (Office of 

Productivity and Technology) 、 就 業 預 測 處

（Office of Employment Projections）等五大計

畫處，以及國際計畫處（International Programs）

等，另設數個輔助辦公處（Support Offices），如

研 究 與 評 估 處 （ Office of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 實 地 調 查 處 (Office of Field 

Operations)、出版品與專題研究處(Office of 

Publications & Special Studies)、行政管理處

(Office of Administration)，以及技術與資料處

理處(Office of Technology & Survey Processing)

等。此外，勞工統計局亦於全美七大城市（波士頓

（Boston）、紐約(New York)、費城（Philadelphia）、

亞特蘭大（Atlanta）、芝加哥（Chicago）、達拉斯

（Dallas）與舊金山（San Francisco））設置區域

辦公室(regional offices)，二十個大都會區域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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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全職經濟學家，以及九十個城市聘用部分時間工

作者，共同協助辦理勞工統計相關事務。而地區別

失業統計計畫 (The Local Area Unemployment 

Statistics(LAUS) program) 部門，則隸屬於就業

及失業統計處下，其中除部長一人外，另有二位秘

書、三位組長（諮詢組、研究訓練組與軟體開發維

護組）、九位資深經濟學家、十二位經濟學家與二位

電腦專家共計29人。 

 

 

圖2-1  美國勞工統計局組織圖 

 

 

二、任務分工 

地區別失業統計(LAUS)計畫係由三大單位，即勞

工統計局國家辦公室、勞工統計局區域辦公室與州政

府等，共同負責計畫之制定與執行，茲將其任務分工

歸納如下： 

（一）勞工統計局國家辦公室(BLS national office) 

1. 掌管地區別失業統計(LAUS)計畫於各區域

間（五十州、哥倫比亞特區與波多黎各等）

之預算分配。 



 6

2. 定義勞動力、就業者、失業者及失業率等各

項指標。 

3. 提供資料估計之技術與方法。 

4. 擬定資料輸入、傳送及公布之時程表。 

5. 發展、提供與維護資料處理之軟體。 

6. 訓練勞工統計局區域辦公室與州政府之員

工。 

7. 監督州政府之作業操作系統。 

8. 檢查與更新地區別失業統計(LAUS)之估計

結果。 

9. 分析地區別失業統計(LAUS)資料。 

10. 公布地區別失業統計(LAUS)資料及估計方

法。 

11. 檢討與改進地區別失業統計(LAUS)之估計

方法。 

（二）勞工統計局區域辦公室（BLS regional office） 

1. 提供勞工統計局國家辦公室與州政府間之

連絡管道。 

2. 執行勞工統計局國家辦公室訂定之政策。 

3. 提供州政府之必要支援。 

4. 監督州政府之作業流程。 

（三）州政府（State government） 

1. 設置與維護地區別失業統計(LAUS)計畫作

業架構以提供勞工統計局所需資料。 

2. 遴選、訓練員工並購置計畫所需之設備。 

3. 蒐集、產生與檢誤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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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傳遞按月地區別失業統計(LAUS)資料至勞

工統計局。 

5. 公布地區別失業統計(LAUS)之資料。 

 

參、辦理沿革 

一、計畫源起 

美國之地區別失業統計計畫自辦理迄今已約有五

十年之悠久歷史，該計畫起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

當 時 之 戰 時 人 力 資 源 小 組 (the War Manpower 

Commission)為了解勞動市場失衡下所產生之勞動供給

失衡、物資短缺、及運輸困難等問題，遂開始著手於區

域性之失業統計。戰爭結束後，該計畫重點則轉移至有

關過剩之勞動供給或失業等區域之統計工作。在1950

年，勞工部之就業安全機構(現為就業與訓練管理局)

出版一本名為「估計失業方法」之參考手冊，日後由此

方法產生之各州失業率即享有共通之比較基準。一直到

1950年代末期，所謂「參考手冊法(Handbook Method)」

正式成型，該法包括一系列為產生區域性就業與失業估

計之計算流程，而此方法之主要輸入變數則為失業保險

(UI)資料。 

二、勞工統計局正式接辦 

在1972年，勞工統計局接下地區別失業統計計畫

有關技術方面工作，並重新定義各州所通稱之勞動力、

就業者與失業者。直到1973年，由勞工統計局委託普查

局實際辦理調查之全新勞動力估計系統終於發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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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該系統係結合「參考手冊法」與現住人口調查(CPS)

所使用之各項概念、定義及估計模式。現住人口調查

(CPS)資料係來自住戶面抽樣調查資料，該抽樣調查可

提供全國性之按月失業估計，以及各州（共五十州）與

哥倫比亞特區之按年失業估計。 

自1976年以後，現住人口調查(CPS)曾多次以增加

樣本或重新設計等方式試圖提升各州之勞動力相關資

料估計品質。為使按月現住人口調查(CPS)資料符合官

方勞動力估計之標準，勞工統計局在假設失業率維持於

6%水準下，建立一失業之最大期望變異數(maximum 

expected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CV)為10%(CV

可定義為估計值之標準差/估計值)。基於該標準，自

1978年以後，按月現住人口調查(CPS)資料即成為全美

十大州（加州、佛羅里達州、伊利諾州、麻州、密西根

州、紐澤西州、紐約州、俄亥俄州、賓州以及德州）與

僅次於州之兩大區域（洛杉磯長灘（Long-Beach）主要

大都會統計區（PMSAs）3與紐約市）之官方地區（州）

別勞動力估計來源。 

為配合1980年戶口普查資料，以州為基礎之現住

人口調查(CPS)抽樣設計於1985年正式實施。該設計大

幅提高全美五十州與哥倫比亞特區勞動力估計之資料

品質，因此，北卡蘿萊納州亦成為按月直接估計勞動力

相關資料之一州，同時，全美按月直接估計勞動力相關

資料之十一大州的CV值亦降為8%。至於其他三十九小州

（非直接估計勞動力相關資料）與哥倫比亞特區，在假

設失業率為6%前提下，估計而得之年資料信賴度亦建立

                                                 
3 PMSAs係指以1990年戶口普查資料為基礎且位於 MAs（大都會區）以內之主要大都會統計區

(primary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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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8%之CV值下。 

直到1989年以前，以非直接方法產生官方按月估

計資料的三十九小州，係採用經過現住人口調查控制

（CPS control）並以六個月期移動平均值調整後之「參

考手冊法」。惟自1989年以後，這三十九小州與哥倫比

亞特區開始採用由勞工統計局發展，州就業安全機構

（state employment security agencies）測試通過之

「時間數列迴歸模型」，而州以下之各區域則採用「參

考手冊法」，惟該法仍需調整各區域加總數目與州相

當。1994年時，則引進更先進之時間數列迴歸模型於三

十九小州與哥倫比亞特區。至於各州估計值之季節調整

則起始於1992年。 

三、大規模採用時間數列迴歸模型（小區域除外） 

1996年時，現住人口調查(CPS)之受訪戶數因預算

限制而刪減（由56,000戶減少至50,000戶），導致前述

之十一大州、洛杉磯長灘（Long-Beach）主要大都會統

計區（PMSAs）與紐約市等地區不再直接使用現住人口

調查(CPS)資料估計，因此，自1996年1月以後，全美各

五十州、哥倫比亞特區、洛杉磯長灘（Long-Beach）主

要大都會統計區(PMSAs)以及紐約市等區域之勞動力估

計即全面採用前述之「時間數列迴歸模型」，至於州以

下之各地區仍沿用非直接估計之「參考手冊法」。 

各州失業保險（UI）系統所提供之被保險人資料，

係各州、區域勞動力估計之主要輸入變數。經過數年研

發，失業保險（UI）系統已建立相當完善之資料庫。失

業保險（UI）資料庫計畫開始於1976-1978年，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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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透過電腦檔案將各州、區域之失業登記資料標準化，

並確認登記者於該月含12號之當週仍處於失業狀態，以

便符合現住人口調查(CPS)之失業者定義。 

 

圖2-2  美國地區別失業統計辦理之沿革 

 

1940年                  

1946年 

1950年 

1960年  

1972年 

1978年 

 

1989年 

 

1992年 

1994年 

 

1996年 

 

 

引進全國性住戶面調查 

公布估計就業之技術 

公布「參考手冊（Handbook Method）」估計法

勞工部勞工統計局開始負責估計之技術性工作 

直接使用現住人口調查(CPS)資料按月估計全美十大州與主要大都會統計區

PMSAs 

引進「時間數列迴歸模型」於非直接使用現住人口調查(CPS)之39小州與哥倫

比亞特區 

引進季節調整於模型估計之各州 

勞工部就業安全機構(現為就業與訓練管理局)負責勞動力估計 

改進模型—訊號與干擾模型（Singal-Plus-Noise Model） 

1不再直接使用現住人口調查(CPS)資料，因此

全美50州、哥倫比亞特區及主要大都會統計區

PMSAs等區域均使用「時間數列迴歸模型」估

計 
2「參考手冊」估計法仍使用於州以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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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估計方法(methodology) 

地區別失業統計(LAUS)計畫之估計方法可依估計

地區之不同歸納為三大層次（詳圖2-3）： 

 

 

一、州或與州相當之區域資料—時間數列迴歸模型 

（一）背景介紹 

由於現住人口調查(CPS)之樣本分布，僅可

產生可信賴之全國性資料，卻不足以產生可信賴

之小地區（各州）資料，美國勞工統計局遂發展

出「時間數列迴歸模型」以估計各州或與州相當

區域（哥倫比亞特區、洛杉磯長灘（Long-Beach）

主要大都會統計區（PMSAs）、紐約市）之就業與

失業相關資料。該模型緣起於1986年之一項持續

進行中的研究計畫，截至目前為止，該計畫所研

圖 2-3地 區 別 失 業 統 計 計 畫 之 估 計 方 法

時 間 數 列 迴 歸 模 型
(T im e Series R egression  M ode l)

參 考 手 冊 法
(H andbook  M ethod)

分 散 法
(D isaggregation)

州 (sta te)

勞 動 市 場 區 域
(L M A s)

郡 與 市
(C ounty、  C ity )

LA 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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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之模型不僅已經歷數次之改進，且未來仍將持

續研究改進。研究計畫小組成員包括3人，其責

任與義務不僅包含模型研究部分，尚包括以下領

域： 

 發展與維護一套各州可簡易操作，並產生按

月估計之核心軟體系統。 

 持續監督時間數列迴歸模型使用於新資料

之表現。 

 訓練各州員工了解地區別失業統計(LAUS)

時間數列迴歸模型並編製講義與操作手冊。 

 支援各州對時間數列迴歸模型提出之技術

性問題。 

 支援地區別失業統計(LAUS)員工之年度性

重新估計與基準校正(benchmarking)。 

除此之外，研究計畫小組更重要之任務即是

與學術界保持良好互動，即透過與學術界之諮

詢、溝通及其他相關研究等管道或於學術性質

研討會發表論文等方式達成。 

由於地區別失業統計(LAUS)計畫為一聯邦

與州政府間之合作計畫，因此需要彼此間相當之

溝通與配合。在初次引介該計畫之前期作業，即

1986~1988年期間，一群由美國勞工統計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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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員所組成之工作團隊，為評估與實施此新技

術，便合力建置其標準作業流程。直到1989年，

全美三十九小州與哥倫比亞特區即開始使用第

一代「地區別失業統計(LAUS)時間數列迴歸模

型」，接下來之第二代模型係於1994年引介於上

述各地，而自1996年起，第二代模型則進一步應

用於全美十一大州。至於目前仍持續發展中之第

三代模型，則預計於2005年全面使用於各州。 

（二）模型架構 

早在1974年，Scott與Smith即提出以時間數

列模型應用於抽樣調查資料之概念，直到1990

年與1992年，Bell、Hillmer以及Tiller亦分別

提出以重覆調查資料與美國現住人口調查（CPS）

資料建立時間數列模型之相關概念。 

根據時間數列模型理論，按月現住人口調查

（ CPS ） 估 計 值 可 以 「 訊 號 與 干 擾

（Signal-Plus-Noise）」模型呈現，亦即抽樣調

查估計值係隨機（stochastic）變動實際勞動力

數列（訊號）與誤差（干擾）之總合。換言之，

即假設可觀察之現住人口調查（CPS）勞動力估

計值 tY ，可表示為實際勞動力（訊號） t 與調查

誤差（干擾） te 之總合，即 

tY  = t  +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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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訊號部分（Signal Component） 

訊號部分為一結合迴歸、趨勢項、季節項

與不規則項之實際勞動力時間數列模型。迴歸

部分建立於各州過去與當前之經濟情勢，並反

映此情勢於各州之三大資料來源－現住人口調

查(CPS)、當前就業統計(CES)調查，以及失業

保險(UI)系統資料。此時間數列模型亦結合干

擾模型以反映現住人口調查(CPS)之抽樣誤差

特徵值，此外，此模型亦可辨識與消除現住人口

調查(CPS)歷史資料之極端值(outliers)。 

每州之就業率（就業/人口數）與失業率數

列係分屬兩個有解釋變數之結構性時間數列模

型（Harvey,1989）。在此模型假設條件下，訊

號可分解為四大基本部分： 

 tttttt S    

其中 t 為一組帶有 t 向量係數值之可觀察解釋

變數(迴歸部分)； t 、 tS 與 t 則分別為趨勢項、

季節項與不規則部分。用於就業率（就業/人口

數）模型之主要解釋變數為按月由當前就業統

計（CES）調查產生之非農部門受雇者(經調整

罷工因素)資料，除以各州工作年齡人口數之估

計值；而失業率模型則使用各州請領失業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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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勞工人數，除以當前就業統計（CES）調查

之受雇者估計值。迴歸係數值 t 可隨時間變

動，以反映現住人口調查(CPS)資料與解釋變數

間關係之改變。至於趨勢項與季節項則隨時間

緩慢改變，以控制現住人口調查(CPS)資料中未

能 被 解 釋 變 數 t 解 釋 之 系 統 化 變 異

(systematic variation)。至於不規則部分則

為不被模型各部分解釋之短暫性殘差變異

(transitory residual variation)。  

迴歸係數與時間數列模型各部分(趨勢、季

節與不規則項)隨時間改變之程度係決定於各

州實證結果。趨勢項偶而會是一固定常數，有

如一固定之截距；季節部分有時則呈現年與年

間之固定關係；對大部分的模型來說，不規則

項通常為零。有時一些突發之短期或長期改變

並無法由現住人口調查(CPS)之歷史資料預

測，因此需加入虛擬變數(dummy variables)於

模型內。至於估計水準值之改變則表現於趨勢

項與不規則項之短暫性改變。 

2. 調查誤差部分（Survey Error Component） 

   現住人口調查（CPS）之抽樣誤差僅是

調查誤差之一部分，事實上，由於現住人口

調查（CPS）之抽樣設計與人口特質，導致

估計值與實際值產生差距。現住人口調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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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制度，係採連續4個月接受訪問後，休

息8個月，再於隔年相同4個月份再接受訪

問，此種「4-8-4」樣本輪換設計，使得75

％樣本於月與月間重覆；50％樣本於年與年

間重覆，因此產生調查誤差 te 高度自我相關

性(autocorrelated)。此外，當一受訪戶全

部訪問完畢而不再納入輪換樣本後，新樣本

係由鄰近居住單位抽取替換。因同一居住區

域住戶之社經特質常趨一致，致同一組輪換

樣本中之不同受訪戶仍呈現高度相關性。此

外，由於現住人口調查(CPS)亦歷經數次改

革，如：(1)樣本重新設計；(2)樣本數大小

之改變；(3)人口特徵值之改變等，使其影

響樣本變異數(sample variance )。其實即

使是抽樣之設計與戶數均固定不變，誤差變

異數(error variance )仍將隨實際勞動力

人數之變遷而改變。 

3. 季節調整（Seasonal Adjustment） 

   由於資料使用者大多關心勞動力相關

估計值之潛在趨勢，且由時間數列迴歸模型

產生之資料並非季調後資料，因此需採二步

驟消除季節變動因素。首先，估計訊號部分

時，需建立一抽樣誤差濾器(Sampling 

error filter) 消 除 調 查 誤 差 (survey 

error )。其次使用X-12 ARIMA季節調整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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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於前述已消除調查誤差後之現住人口調

查(CPS)資料，以獲得最終季調數列。 

（三）操作流程 

每月各州政府員工利用勞工統計局發展之

「各州時間數列分析與檢核」系統 (State Time 

Series Analysis and Review System，STARS)

產生該州之官方按月勞動力估計值。由於此系統

具有重覆處理資料特性，因此毋需儲存先前已處

理過之資料，另當新樣本觀察值產生時亦不必重

覆同樣操作步驟。此系統之電腦介面具互動特

性，可產生、檢查與傳遞資料，即當各卅使用者

輸入失業保險(UI)與當前就業統計(CES) 調查資

料後，這些資料將與現住人口調查(CPS)資料合

併以產生模型之基本估計值，  

二、次於州之各區域資料－參考手冊法(The Handbook 

Method) 

一直到1973年以前，參考手冊法係唯一可產

生各州與地區別勞動力與失業統計之估計方法。

除洛杉磯長灘主要大都會統計區與紐約市外，此

法持續用來估計僅次於州之2,440個勞動市場區

域(LMAs)。地區別失業統計(LAUS)之參考手冊法

係利用各區已知訊息產生與隨機抽樣調查相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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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值，卻毋需花費如現住人口調查(CPS)之大規

模成本。參考手冊法係估計一系列之「積木塊

(building blocks)」，其中失業者可依其失業前

特徵歸納為二大類別：(1)失業者之失業前職包含

於州失業保險法(State UI laws)以內者4，與(2)

初次尋職者或離開勞動市場一段時間後之重新找

尋工作者。 

(一)就業者估計方法 

總就業人數之估計係建立於下述各項資料來

源，其中對大部分大都會區域(MAs)而言，最主要

項目為「聯邦－州」政府之當前就業統計(CES)調

查資料，該調查資料主要是為產生非農部門受雇

者人數。至於較小之勞動市場區域(LMAs)與其餘

大都會區域(MAs)，廠商面受雇者資料則來自失業

補 償 計 畫 （ the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programs）下之「就業與薪資季報(Quarterly 

Report of Covered Employmet and Wages）」。 

上述這些按場所面估計之就業者必需依居住

地調整(如現住人口調查(CPS)一般)，估計調整因

子則為最近一次戶口普查已存在之就業關係，利

用這些調整因子於當期場所面之就業估計，可得

                                                 
41990年以前，失業前職不屬於州失業保險法範圍者，如自營作業者、無酬家屬工作者、農事工

作者、非營利事業工作者、州政府與地方政府受雇者等亦包括於估計範圍之內，然而上述工作

者僅占整體就業者之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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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經調整後之就業人數，如此一來，即可納入未

能在場所面調查中所獲得之就業者資料(含：農事

工作人員、非農部門自營作業者、無酬家屬工作

者及自營作業者等)。 

(二)失業者估計方法 

失業者之估計範圍係包括二塊「積木

(building blocks)」，即：(1)目前持續領取失業

保險給付者，與已領完失業保險給付者--目前持

續領有失業保險給付者可由資料標準週之失業保

險請領資料直接獲得，至於那些已不再領取失業

保險給付者，則需使用現住人口調查(CPS)資料並

以「條件機率法」(Conditional Probability 

Approach)估計其值；(2)「新進及重新進入勞動

市場者」--無法直接由失業保險給付資料取得，

利用進入者係「有經驗失業者」或「有經驗勞動

力」間之長期關係來估計其值。 

為估計參考手冊法之勞動市場進入人數，除

需設定一年中某一特定月份外，仍需利用：(1) 有

經驗失業者人數；(2)有經驗勞動力人數；以及(3)

工作年齡人口中之青少年所占比率(16-19歲者占

20歲及以上者比率)等資料套入函數計算。以某一

特定月份而言，可以下列式子表示上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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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A(X+E)+BX 

其中ENT表示進入失業者(entrant unemployment) 

E  表示總就業者 

X  表示有經驗失業者總數 

A,B  表示結合：（1）季節變動因素；（2）青

少年人口占總工作年齡人口之比率與進入者

係有經驗失業者(B因子)或有經驗勞動力(A

因子)間歷史關係之綜合因子。 

(三)調整資料 

每個月由「參考手冊法（Handbook Method）」

所估計之勞動市場區域係包括州以下之所有地

區，為使各區域資料符合一致性與加總性，必需

先計算所謂「參考手冊比率(Handbook Share)」，

即以該區域之參考手冊法估計結果，除以州以下

之所有勞動市場區域(LMAs)之參考手冊法估計結

果，然後再以此「參考手冊比率（Handbood Share）」

乘上目前之各州之估計結果，以獲得最後經調整

後之勞動市場區域(LMAs)估計數，即 

]
)(

)([)()( 
tUHB

tUHBtUtU
a

a
sa  

其中U   表示總失業人數 

UHB 表示依「參考手冊法」估計之失業人數 

a   表示區域 

s   表示州 

t   表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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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勞動市場區域(Parts of LMAs)資料－分散法

(Disaggregation Method)  

目前次勞動市場區域(sub-LMAs )之勞動力估

計主要來自聯邦政府之數項計畫資料。「分散法」

是目前位於多個郡組成之勞動市場區域(LMAs)以

下各郡，以及郡以下之各城鎮等區域估計就業與

失業方法。主要又包含以下二種方式： 

(1) 人 口 登 記 法 (The Population-Claims 

method)：係最主要之估計法。如果可取得以

居住地為基礎之失業保險請領(UI claims 

data) 資 料 ， 則 可 由 次 勞 動 市 場 區 域

(Sub-LMAs)之失業保險請領人數，除以全部

勞動市場區域失業保險請領人數之比率，推

估該區域「非初次尋職失業者」之分散程度，

至於「初次尋職失業者」估計數係根據最近

一期戶口普查資料內之成年人口與青少年人

口比率計算，「就業者」估計值則為目前普查

局提供之當前總人口分配數，經過以每地區

戶口普查就業率(就業/總人口)加權平均後

之估計值。大部分分散的各郡與新英格蘭區

域城鎮均採用此估計方法。   

 (2)普查比率法(The Census-share method)：如

果相關之失業保險請領資料無法取得，則改採

普查比率法。此法係分別計算每個小區域在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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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中對整個勞動市場區域(LMAs)之就業與失

業比率，以估算其就業與失業人數。大部分之

非 新 英 格 蘭 區 域 城 市 (non-New England 

cities)亦採用此估計方法。  

四、年度更新與調整  

為反映即時之輸入變數資料、普查局人口控

制計畫(population controls)資料，與現住人口

調查(CPS)之各州年平均估計值，由地區別失業統

計計畫產生之相關資料需做年度性更新，或稱為

「基準校正(benchmarking)」。而包含於這項作業

流程之一部分，則是各州之模型均需檢討並做必

要之修正，然後再重新估計，這種重新估計過程

又稱為平滑化(smoothing)。換言之，年度更新與

調整過程包括模型評估、估計值檢討，以及配合

現住人口調查（CPS）與人口控制計畫，檢視模型

之各項輸入變數以重新估計各州（地區）之勞動

力相關數據，並進行「基準校正（benchmarking）」。 

每 當 最 新 人 口 控 制 計 畫 (population 

controls)之人口估計值於每年一月份由普查局

產生時，現住人口調查(CPS)之各州、哥倫比亞特

區、洛杉磯長灘及紐約市等估計值均需依其資料

調整。此外，使用時間數列迴歸模型之各州(區域)

資料亦需依據最新輸入變數之全年資料重新估

計，並調整按月產生之估計值，或將資料調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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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最新人口控制計畫(population controls)下之

現住人口調查(CPS)年平均值相當。基準校正

(benchmarking)採用之技術為「丹騰法(Denton 

Method)」(Denton，1997)，透過此方法，可將模

型產生之年平均資料調整至與現住人口調查(CPS)

之年平均資料相等，但仍儘量保有原始按月季節

調整後之模型估計值。 

至於僅次於州之區域(參考手冊估計法)的前

一年估計值亦需做年度修正。更新方式係包括輸

入變數全年資料之即時更新，如場所面之就業估

計值或失業保險給付請領資料之更新，與二者間

最新之歷史關係資料估計，再將已修正之估計值

調整至與最新(基點)之各州就業與失業估計值相

當。 

五、估計方法之限制  

現住人口調查(CPS)之年平均估計值，是用來

校 正 各 州 、 哥 倫 比 亞 特 區 、 洛 杉 磯 長 灘

（long-beach）主要大都會統計區與紐約市等估

計資料，惟因係住戶面之抽樣調查資料，所以難

免產生抽樣與非抽樣誤差。 

目前現住人口調查(CPS)之年平均區域估計

值 誤 差 係 公 布 於 「 就 業 與 失 業 地 理 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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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 Profile of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標準差之估計則是透過一般化

變異函數(generalized variance funtions)進

行，至於由非直接抽樣調查產生之估計值，則常

因估計過程而產生誤差，同時亦有資料來源使用

上之限制，由於其誤差結構十分複雜，因此整體

誤差規模尚不得而知。 

六、時間數列迴歸模型與現住人口調查（CPS）資料之比

較 

以時間數列迴歸模型估計之各區域勞動力相

關資料與現住人口調查(CPS)資料相較，可發現模

型估計具有以下優點： 

(1)低變異數 

(2)可將現住人口調查(CPS)之抽樣誤差因素

納入模型 

相反地，現住人口調查(CPS)之估計結果則具以下

缺點： 

(1)高變異數 

(2)具抽樣誤差 

因此，目前大規模採用之時間數列迴歸模型

應為地區別勞動力相關資料較佳之估計方法。 

七、估計模型使用之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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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州時間數列分析及檢核系統(STARS) 」：

目前各州所使用之時間數列迴歸模型估計

軟體，主要功能包括產生、檢核、傳遞估計

值，以及年度之更新與調整。  

（二）「地區別失業統計系統(LSS) 」：包括參考手

冊估計法、加總法(Additivity)、分散法

(Disaggregation) 與 年 度 「 基 準 校 正

(benchmarking)」等功能 

伍、資料公布方式、起始時間與用途  

一、資料公布方式 

(一)按月新聞稿：（1）「區域與州就業及失業

（Regional and State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發布時間為現住人口

調查（CPS）發布後二週之週五；（2）「大

都會區域就業及失業（Metropolitan 

Area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發布時間為「區域與州就業及失業」新聞

稿發布後一週半之週三（詳附錄一與附錄

二）。 

(二)按年新聞稿--州與區域失業統計（State 

and Regional Unemployment）（詳附錄

三）。。 

(三)就業與薪資月報(Employment & Earnings 

Report)。 

(四)就業與失業地理檔案(Geographic 



 26

Profile of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五)特別報告、圖表與地圖。     

(六)勞工統計局網站：網址為 

http：//www.bls.gov/lau/home.htm 

二、資料起始時間  

(一)各州資料起始於1978年1月(加州為1980

年1月) 

(二)普查區資料起始於1978年1月(除西部與

太平洋區域) 

(三)各州年平均資料起始於1976年(或1970

年) 

(四)次於州之各區域資料起始於1990年1月

(少數例外為紐約市、洛杉磯長灘

（long-beach）主要大都會統計區與新

的地區) 

三、資料用途  

地區別失業統計資料係提供予： 

(一)經濟分析師－分析地區性經濟狀況。 

(二)聯邦政府－分配聯邦政府預算補助參考

依據（詳附錄四）。 

(三)各州政府與地方政府－（1）規劃與預算

編製之參考依據；（2）提供各式訓練計

畫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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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與美國地區別失業統計方法之比較 

壹、我國地區(縣市)別失業統計方法之簡介 

目前我國地區別失業統計係由行政院主計處按月

辦理之「人力資源調查」產生，該調查旨在蒐集全國性

（臺灣地區）與區域性（台北市、高雄市及臺北縣等二

十一個縣市）年滿十五歲、自由從事經濟活動之本國籍

民間人口（武裝勞動力與監管人口除外）數量、品質、

地區分布、就（失）業及行（職）業狀況5，以供經社發

展、人力規劃、職業訓練及就業服務等施政決策之參據。 

人力資源調查辦理方式採分層二段隨機抽樣設

計，第一段樣本單位為村里，第二段樣本單位為戶，每

月調查約2萬戶（6萬人），抽出率3‰，按人口比率與相

關變數之變異分配各縣市調查戶數，並逐月辦理訪查。

以九十二年為例，台灣地區平均抽出率為2.98‰，然人

口總數較少之縣市抽出率較高，如澎湖縣、台東縣等，

抽出率分別為11.24‰與6.83‰。樣本係採輪換方式，每

一樣本戶須連續查填兩個月，隔年同期再查填兩次，共

查填四次。 

調查方式係兼採派員面訪與電話訪問方式，由台北

市、高雄市及各縣市政府遴選調查員擔任。訪問內容為

資料標準週（各月含十五日之一週）內發生之事件。至

於資料發布內容，全國性（臺灣地區）係按性別、年齡、

教育程度、行業、職業、從業身分與失業原因等分類於

                                                 
5 行政院主計處亦協助金門縣政府與連江縣（馬祖）政府各自辦理其人力資源調查工作（連江

縣政府為普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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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二十二日（遇週六提前一日，遇週日則延後一日）

發布，北、高兩市及各縣市統計結果則自九十二年一月

起改採按季發布。 

表3-1  我國地區別失業統計（人力資源調查）辦理之沿革 

時      間 主   辦   機   關 工      作      重      點 

民國五十一

年四月 

臺灣省勞動力調查統計

研究發展小組 

1.吸收先進國家人力發展經驗，蒐集

有關研究資料。 
2.籌辦勞動力實驗調查，建立勞動力

調查制度。 
民國五十二

年七月 

臺灣省社會處勞動力調

查研究小組 

1.規劃調查作業，籌設正式組織。 
2.正式辦理勞動力調查研究工作，每

年按季舉辦四次。 

民國五十五

年七月 

臺灣省勞動力調查研究

所 

1.加強組織功能，提高勞動力調查工

作效率。 
2.進行國際勞動力調查之比較研究。

民國六十七

年一月 

行政院主計處勞工統計

調查評審委員會 

1.改按季調查為按月調查。 
2.改進抽樣設計，提高資料確度。 

民國七十二

年七月 

行政院主計處（第四局）1.持續辦理「臺灣地區勞動力調

查」。 
2.修訂我國勞動力、就業、失業定

義。 

民國七十七

年七月 
行政院主計處（第四局）將原「臺灣地區勞動力調查」更名為

「人力資源調查」。 
民國八十年

八月 
行政院主計處（第四局）辦理人力資源調查地區(縣市)別抽樣

之試查工作。 
民國八十二

年一月 
行政院主計處（第四局）1.改變抽樣設計（改採二十三縣市副

母體予以抽樣），按月產生地區 (縣
市)別勞動力統計資料。 

2.加強利用電子處理資料提高編布

時效。 
民國八十九

年六月 
行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連江縣（馬祖）政府主計

室 

首次辦理人力資源調查（普查方

式），日後採按年辦理方式。 

民國九十年

七月 
行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金門縣政府主計室 
辦理人力資源調查試查工作，日後每

年將辦理二次正式調查工作（五月、

11月） 
民國九十二

年一月 
行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地區（縣市）別勞動力統計資料由按

月改為按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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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與美國地區別失業統計之比較 

我國與美國地區（縣市）別失業統計主要之不同處

係在於估計之方法。由前述美國地區別失業統計（LAUS）

計畫之辦理沿革觀察，全美各大州之失業統計係由早期

之「參考手冊法」（若干計算方程式），歷經現住人口調

查（CPS）抽樣設計不斷改進階段，轉變為直接使用調

查資料之估計方式；惟受限於部分區域抽樣戶數不足，

造成月資料間大幅波動，致進一步改採現行之「時間數

列迴歸模型」（或稱「訊號與干擾模型」）估計法，其後

隨模型之不斷研究與改進，除逐步克服模型估計之各項

限制外，並達到提升資料品質，與降低估計成本之雙重

目的。反觀我國現行之地區（縣市）別失業統計，係直

接採用按月人力資源調查結果，雖然其抽樣設計係採二

十三縣市分別為單一副母體，惟受限調查經費有限，亦

存在若干縣市因樣本數不足而產生月資料間較大波動

之缺點，縣市別勞動力資料因此改採按季發布，而有別

於美國之按月發布方式。 

其次之不同是估計之範圍與內容。由於美國國土幅

員廣大，地區別失業統計之範圍涵括全美約6,900個區

域，並隨地區之大小不同而分別採行「時間數列迴歸模

型」、「參考手冊法」與「分散法」等按月產生勞動力、

就業、失業、失業率等四項主要指標；我國之地區別失

業統計，僅採用單一估計方法--人力資源抽樣調查，按

月產生臺灣地區二十三縣市之勞動力相關資料（金門、

馬祖地區則於每年分別產生二次與一次資料），估計之

內容除上述四大指標外，尚包括勞動力參與率與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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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年齡、教育程度、行業、職業、從業身分與失業原

因等之各縣市就業及失業資料。目前縣市別資料係採按

季發布，內容僅包括十五歲以上民間人口、勞動力、就

業、失業、非勞動力與勞動力參與率等指標（北、高兩

市尚包括上述各項指標與教育程度、年齡、婚姻狀況、

行職業與從業身分等之交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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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我國與美國地區別失業統計比較表 

項目別 中華民國(人力資源統計) 美國(LAUS計畫) 

1.辦理單位 

1. 行政院主計處(主辦) 
2. 臺北市、高雄市政府主計

處(執行) 
3. 各縣市政府主計室與金門

縣政府主計室、連江縣政
府主計室(執行) 

1. 勞工部勞工統計局國家辦
公室(主辦) 

2. 勞工部勞工統計局區域辦
公室(協辦) 

3. 州政府就業安全機構(執
行) 

2.辦理方式★ 

(主要不同點) 
抽樣調查(馬祖為普查)： 
人力資源調查 

模型估計法： 
1. 時間數列迴歸模型(訊號

與干擾模型) 
2. 參考手冊法 
3. 分散法 

3.統計範圍 臺灣地區23縣市與金、馬地區

全美各普查區、50州、哥倫比
亞特區、波多黎各、大都會區
域 (MAs) 、 勞 動 市 場 區 域
(LMAs)、郡、人口大於25,000
人以上城市、新英格蘭地區之
城鎮，共計約6,900個地理區
域。  

4.辦理週期 
按月(金門為每年5月與11月二

次；馬祖每年9月一次) 
按月 

5.資料公布週期 按季、按年 按月、按年 

6.資料公布方式 
1. 人力資源統計月報 
2. 人力資源統計年報 
3. 行政院主計處網站 

1. 新聞稿 
2. 各州出版品 
3. 就業與薪資統計月報 
4. 勞工統計局網站 
5. 就業與失業地理檔案 

7.資料公布內容 

按年－15歲以上民間人口、勞
動力、就業、失業、非
勞動力、失業率、勞動
力參與率，及上述各項
指標與教育程度、年
齡、婚姻狀況、行職業、
從業身分等交叉資料。

按季－北、高兩市如上述資
料；餘僅為15歲以上民
間人口、勞動力、就業、
失業、非勞動力、勞動
力參與率等指標 

勞動力、就業、失業、失業率
等四項指標 

8.資料分析、發
布機構 

行政院主計處 勞工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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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國電腦輔助面訪(CAPI)系統之辦理情形 

壹、簡介 

自1994年開始，美國商務部普查局所辦理之現住人口

調查(CPS)開始採行「電腦輔助面訪(Computer 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ing，CAPI)」系統。藉由該系統之

引進，不但大幅提高調查資料品質，亦節省資料傳輸與

處理時間。由於現住人口調查(CPS)之樣本設計係採取

「4-8-4」樣本輪換制度，即樣本抽出戶需於第一年連續

接受訪問4 個月後，於隔年相同月份再連續接受訪問四

次，因此受訪戶之第一次與隔年第五次訪問多採實地面

訪方式，即由電腦輔助面訪(CAPI)系統完成，其餘訪問

則藉由電話訪問或全美三大「電腦輔助電話調查

(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CATI）」

中心完成。 

貳、辦理情形 

美國電腦輔助面訪系統歷經二年之規劃、試查，最

後於1994年起全面實施。實施初期，由普查局規劃辦理

數次講習與內部訓練，至於普查局於全美各區域辦公室

則負責新進人員之訓練與講習工作。通常新進訪問員每

月以此系統實際面訪之家數約為三戶左右，且需由所屬

指導員陪問調查，至於有經驗訪問員每月則以此系統訪

問約二十五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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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1994年現住人口調查全面採用電腦輔助面訪系統

時，係使用名為「Cases」之第一代軟體；目前則已改用

名為「Blaise」之第二代軟體，此二種軟體均由軟體公

司開發、設計，以期符合調查訪問之需求。每月於包含

十二號(資料標準週)之隔週的週日至週六，由訪問員攜

帶筆記型電腦赴需要實地面訪之受訪戶家中進行訪問，

而「Blaise」系統之介面則將訪問表設計為一頁一問項

之模式，並將整份訪問表電腦化。問項內容大致分為二

大部分：第一部分為住戶與個人基本資料，旨在建立受

訪者名冊，通常僅在第一個月面訪時才需要詢問；第二

部分則為勞動力相關問項。此外，「Blaise」軟體系統將

依受訪者回答之答項內容，自動轉接至適當接續問項(介

面)以利訪問之進行。 

目前電腦化之行業註號係採最新之北美行業標準分

類代碼，並註記至四位數，至於行業、職業之判定則由

電腦輔助電話調查中心之資料處理部門完成。由於軟體

之功能設計使得訪問員可於訪問同時進行簡單之線上核

對工作(檢誤工作)，包括問項回答之一致性，與上月資

料之檢核等；而普查局之中央辦公室則負責資料處理與

進一步檢誤工作，同時訪問員每傳輸完成一筆資料後，

該筆受訪者資料即從電腦中清除以維護受訪資料之隱密

性。此外，由於普查局係受勞工統計局委託辦理現住人

口調查(CPS)，因此當全部資料處理完畢後即送至勞工統

計局完成後續分析工作，並於每月第一個週五發布現住

人口調查（CPS）資料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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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電腦輔助面訪系統之應用成果 

自1994年普查局引進電腦輔助面訪系統後，不但可

將訪問表的問項擴增，亦可針對受訪者個別答填狀況發

展適合之檢查(誤)問項，以期符合一致性與合理性。電

腦輔助面訪(CAPI)系統實施迄今，主要優點可歸納如下： 

1.電腦化問卷之設計可精細至配合特殊之訪問技巧，並

標準化各種狀況之接續問項。 

2.電腦化問卷之設計可使受訪者充分了解每一問項內

容。 

3.電腦化問卷具即時檢誤功能，包括自動檢查答案之一

致性與提示不可能之答案。 

4.電腦化問卷可自動使用先前調查已獲得之相關資訊。 

5.電腦化問卷大幅降低受訪者與訪問員之負擔，同時增

進月資料間一致性。 

6.電腦輔助面訪系統可確認受訪者先前回答之行、職業

狀況，及自動計算失業期間，對於非勞動力部分，亦可

確認他們的身分(屬退休或身心障礙者)。 



 35

第五章   考察心得與建議 

本次赴美考察，主要目的係了解美國地區別失業統計

（LAUS）之技術與方法，以及電腦輔助面訪(CAPI)系統之執

行情形，俾供我國辦理縣市別勞動力統計與人力資源調查訪

問方法之參考與借鏡，考察期間先後赴商務部普查局、勞工

部勞工統計局聽取相關業務之簡報，及討論其中之技術與方

法，得以了解美國地區別失業統計（LAUS）計畫之整體架構

與技術，以及目前執行電腦輔助面訪（CAPI）系統實際情形，

茲將考察心得與建議臚列如下： 

壹、考察心得 

一、美國地區別失業統計源起於1950年代之二次大戰期間，

自發展迄今已約有五十年之悠久歷史，其中經歷數次變

革與改進，尤其自1996年以後大幅改採時間數列迴歸模

型(訊號與干擾模型，Signal-Plus-Noise Model)，而

不再直接使用現住人口調查（CPS）資料後，不僅克服

小地區資料於抽樣調查中易產生月資料間大幅波動之

缺點，亦節省大量統計成本。 

二、美國地區別失業統計計畫各依地區大小與地理特性，利

用不同估計模型產生勞動力相關資料，其中之輸入變數

多為各地區現有之公務登記資料，因而其估計結果不僅

可確切反映各地勞動現況，亦能提供地方政府作為規劃

財經政策重要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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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前美國地區別失業統計之估計方式，主要係採時間數

列迴歸模型，因涉及經濟計量模型中較新技術與方法，

因此勞工統計局仍不斷投入大量心力致力研究改進方

法，預計2005年實施之「第三代模型」，即納入自動「基

準校正」（benchmarking）與「季節調整」功能，以期

按月之估計值與現住人口調查（CPS）資料一致，並可

使二者資料相互參照比較。未來若「第三代模型」能圓

滿試驗成功並上線作業，將為地區別失業統計寫下歷史

性的一頁。 

四、美國地區別失業統計計畫係由各州政府就業安全機構人

員執行，因此勞工部勞工統計局各區域辦公室均於每年

施予各項講習與訓練；勞工統計局國家辦公室亦於每年

邀集該計畫所屬全部員工舉辦數次有關地區別失業統計

(LAUS)技術與方法之講習與測驗，以期各地工作人員都

能藉由不斷的在職訓練提升工作所需技能，並順利執行

任務。 

五、雖然美國地區別失業統計之估計過程嚴謹繁複，估計結

果亦需符合理論模型之預期並通過各項檢定，然而全美

各州與其他區域就業與失業統計結果仍能於現住人口

調查（CPS）結果（地區別失業統計模型之主要輸入變

數）公布後之一個月內產生並公布數據，顯示聯邦與州

政府間均能密切合作，共同推動地區別失業統計計畫，

其執行效率殊值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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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目前現住人口調查(CPS)採用之電腦輔助面訪(CAPI)系

統，其問卷設計方式非但大量節省資料處理時間，且該

系統亦對受訪者答填資料採行完備之保密措施，值得我

國參考與借鏡。 

貳、考察建議 

一、目前我國公布之縣市別勞動力統計資料受限於直接

採用人力資源抽樣調查資料，因此產生月資料較大

變異；未來應可考慮發展合適之經濟計量模型，並

配合使用相關之公務登記資料，以期提高資料之穩

定性並降低估計成本。 

二、由於美國國土幅員廣大，各區域特性差異極大，因

此地區別失業統計係依各地區特性而發展出不同

估計方法；反觀我國雖統計範圍較小，惟因城鄉發

展速度不一，各區域之差距仍持續擴大。未來若改

採模型估計時，需同時考慮各縣市之差距，以發展

最適估計模型。 

三、由於我國人力資源調查即將採用電腦輔助面訪

（CAPI）系統，因此對訪問人員宜施以密集之講習

訓練，並使其充分了解實施該系統之效益，及熟悉

電腦系統操作流程，以期提高使用效率。 

四、目前我國電腦輔助面訪系統使用之問卷設計仍處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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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開發階段，未來可參照美國現行模式持續改進其

問卷設計內容，以利訪問之進行並增進資料確度。  



 39

參考文獻 

1. Bell,W.R. and Hillmer,S.C.(1990),＂The Time Series 

Approach to Estimation for Repeated Surveys＂. Survey 

Methodology,16,195-215 

2. Harvey,A.C.(1989),Forecasting Structural Time Series 

Models and the Kalman Filt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Scott,A.J. and Smith,T.M.F.(1974),＂Analysis of 

Repeated Surveys Using Time Series Method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69,674-678 

4. Tiller,R.(1992),＂Time Series Modeling of Sample Survey 

Data from the U.S.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Journal 

of Official Statistics,8,149-166 



 40

附錄 
 

一、 2003年9月份「區域與州就業及失業」新聞稿。 

二、 2003年9月份「大都會區域就業及失業」新聞稿。 

三、 2002年「州與區域就業及失業」新聞稿。 

四、 聯邦政府使用地區別失業統計（LAUS）預算補助分配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