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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通報及專題統計分析
撰寫注意事項

花蓮縣政府主計處
陳盈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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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通報及專題統計分析撰寫之注意事項

壹、目標
 統計通報係為敘述性統計分析之應用，透過

簡要文字搭配層次分明之統計表及視覺化之
統計圖，以統計資料陳述特定社會經濟活動
的現況及變化情形，迅速提供⾸⻑及⺠眾瞭
解施政狀況。

貳、內容架構
 ⼀般⽽⾔，統計通報是⼀種簡要統計應用文

體，基本架構大致可分為標題、重點提要、
內容、統計表及統計圖等五部分：

-以統計通報為例



3

內容架構

 ⼀、標題
標題宜簡要明確，使讀者易於瞭解通報

內容。
標題之選定原則，以⾸⻑及外界關切之

議題，以及特殊節日或時事關注之議題
為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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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架構
 二、重點提要
（⼀）透過重點條列，並以粗體標⽰，俾利

讀者迅速掌握全篇統計通報之重點與
架構。

（二）將內容擇成重點摘述，其原則力求精
簡扼要，例如：

1.「○○市⼗⼤死因與全國相近，癌症名列第⼀。」

2.「○○縣平均每人負債○○元創新低，財務狀況顯著改善。」

3.「近3 年○○市都市土地平均每公頃公告現值以○○區及○○
區漲逾1成最高。」

4.「觀察六都○○○年○至○月當期新增拆除率，本市居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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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架構

 三、內容
（⼀）議題背景及問題：以簡要文字⽅便讀者

迅速瞭解該項議題背景、重要性及相關影響因
素。

（二）比較及探討：
 1.利用簡單敘述統計分析，如以結構比觀察同⼀時點之內容組成

比例及相互消減關係，探討各相關統計項目之現況，或透過時間
數列資料瞭解不同期間之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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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架構

 2.內容表達時，應注意段落的單⼀性與連貫性，引用統
計數字時，應適時輔以統計圖表提供更多資訊，俾利讀
者參用。

 3. 對立比率（關係比例）：
 (1) 指兩種統計並無總計與內容結構關係，而作比較
之比率，因兩種統計並無直接構成關係，故其比率
不稱「占」多少，⽽稱「對」○○之比例為多少，
或「平均每」○○有多少。例如：負債總額「對」
資產總額之比例為20%；「平均每」平方公里有
9,700 人。

 (2) 必須注意分⼦與分⺟的對應性（或同質性），如
以香煙銷售總量除以吸煙人口，就比除以總人口來
得好。



7

內容架構
 4.構成比（分配比率）：

 (1) 即全體統計數中，某⼀部分所占之比率，⼀般皆以百分比表⽰，
另各部分之構成比加總等於100%，故其比率應稱「占」多少。例
如：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男性「占」93%，女性「占」7%；人事費預算
「占」行政管理費預算25%。

 (2) 能簡明陳⽰所欲觀察群體內各部⾨的消⻑變化狀況，亦適⽤於地
區別分配比率。

 5. 百分比或百分點：
 (1) 百分比（%）：係指⽤⼀百做分⺟的分數。⼀般所稱增加率、成
⻑率、結構比，均⽤百分比表⽰。如勞動力人口1,187 千人，較10 年
前之1,161千人，增加2.24%。

 (2) 百分點：係指兩個百分比之比較，即兩個百分比相減，稱增加
（減少）多少個百分點。如失業率3.7%，較10 年前之2.9%增加0.8 個
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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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架構

 6. 增減比較之表達：
 (1)增減數：當期較上期增減數=當期數值－上期數值。

 (2)增減百分比：當期較上期增減百分比=（當期數值－上期
數值）÷上期數值×100%。

 (3)差距倍數：若當期數值「為」上期數值的「X」倍（即當
期數值÷上期數值＝X），⼀般用當期「較」上期增加「X－
1」倍表達。

 (4)兩數值相除時，若分⼦或分⺟為「-」（無數值）時，代
表其計算結果為無意義數值，⼀般以「--」表示。



9

內容架構

（三）結論
經由數據中發現了什麼問題，或展現施政具體績效，以簡
明扼要文字陳述結論。

「統計分析」
必須要有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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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表

（一）製表原則：

 1.不宜過度複雜化。

 2.統計數據宜注意其相互間順序及因果關係。

 3.表名置於統計表正上方，應指明統計範圍及對象，必要時
可顯示統計時間、地域及其特性，儘量簡單明瞭。

 4. 應註明資料之單位，另表內數字具相同單位者，單位置於
統計表右上方，各欄不同單位者可於各欄括號加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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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表
 5.資料時期：如屬靜態以○○○年底或○○○月底表示，如

為動態則以○○○年○○月或○○月至○○月表示。

 6. 統計項目及分類：分類順序由上而下、由左而右依序排
列； 統計項目應符合一致性、周延及互斥原則。

 7. 統計表內同性質之數字，小數點後之位數應一致。

 8.總計、合計、計、小計四層併用時應有層次分別。

 9.資料來源應列於統計表下方，並視需要加註說明或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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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表

（二）資料排列：

 1. 統計表內各欄位排列，一般依時間先後、地域順序或特
性，由上而下、由左而右依序排列。

 2.時間資料：依資料時間先後排列，或呈現當年最近一期
（月、季、半年）資料及上年同期資料，並儘量列示較上年
同期資料比較增減數（或增減率）。

 3. 縣市別資料：一般情形下，本縣（市）放置第一列，其餘
縣市依北至南排列，若特別針對某統計項目資料作比較時，
為顯示其重要性及本縣（市）位居順位，宜以該統計項目資
料大小依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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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表

（三）統計表格範例：



14

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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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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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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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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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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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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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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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表

○○縣新移民人口

○○縣政府民政處

錯誤範例1

 缺點：

 (1)資料時間錯誤，應為靜態「年底」資料，誤植為動態「全年」資料。

 (2)每一欄位之單位均為「人」，不用逐一欄位註明，可於表之右上角註明
即可。

 (3) 應依欄位間關係， 正確使用「總計」、「合計」、「計」、「小
計」；本處應為「總計」，誤植為「合 計」。

 (4)「合計」欄置於表之最右方，較不易讓人了解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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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表
修正範例1

 優點：

 (1)正確資料時間表達，方可避免數字誤用。

 (2)共同單位於表之右上角註明，可以簡化表之內容。

 (3)正確使用「總計」、「合計」、「計」、「小計」， 可清楚表
達欄位間之關係；如「總計」為「大陸港澳配偶」、「其他外籍配
偶」之合計，「合計」為「越南」、「印尼」、「泰國」及「其
他」之合計。

 (4)總計在表之最前方，較易優先了解資料全體情形。

○○縣新移民人口

○○縣政府民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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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圖

（一）製圖原則：

 1.應以適當方式傳達正確的資訊，不宜太過花俏。

 2.為使研究對象所蘊含特質得以充分顯現，指標不宜太多。

 3.圖名置於統計圖正上方，應指明統計範圍及對象，必要時
可顯示統計時間、地域及其特性，儘量簡單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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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圖

（二） 長條圖：
 1. 以條狀圖示之長短，表示指標數值之大小。

 2. 各條排列次序如沒有特定順序，以資料數量大小依序排
列，更能清楚顯示其重要程度。若為時間序列則依時間先後
依序排列。

○○縣出生人數

○○縣政府民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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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圖

○○縣十大死亡原因標準死亡率

○○縣性別失業率

○○縣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縣衛生局

○○縣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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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圖

3. 採用堆疊長條圖，除有年齡分層等需考量其順序性外，習
慣上將數量大或變動少的資料放置於最下層。

○○縣各行政區每戶平均可支配所得○○縣老年人口數

○○縣政府民政處
○○縣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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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圖

（二） 折線圖：
 1. 適用於時間序列資料，一般以橫軸表示時間，縱軸表示指

標數值。

 2. 習慣上按時間先後由左而右依序繪製（越靠右側資料越近
期）。

 3. 如要呈現數值，以不遮住線為原則，儘量標示在曲線上
方。

○○縣幼年及老年人口

○○縣政府民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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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圖
 （三） 面積圖（圓餅圖）：

 1. 以面積大小表示統計資料大小，通常顯示各項目占總體的百分
比，所有面積百分比加總必為100％。

 2. 原則上，以12 點鐘方向為基準，依順時鐘方向，將資料百分比
由大到小順序標示，「其他」項為例外，通常置於最後且比重不宜
過高。

 3. 類別名稱文字過多時，可往外拖曳。

○○縣○○局電腦設備故障類別

○○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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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圖
錯誤範例2

 缺點：

 (1)沒有標題名稱。

 (2)缺少單位、分位點。

 (3)圖例未註明左右標。

 (4)座標軸應以零為基線。

 (5)「年度」與「年」混淆，且資料期間不一致，未以 格線分隔。

○○縣文化局



30

統計圖
修正範例2

優點：

 不同資料期間加以區隔，可避免資料直接比較。

○○縣文化局

○○縣藝文活動參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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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圖
錯誤範例3

 缺點：

 (1)圓形圖未依慣例以 12 點鐘方向為基準，依順時鐘方向由大到小依序排
列。

 (2)「其他」資料項不須依序排列，通常列於最後表達。

 (3)圓形圖各項目類別名稱已標示，可不須再以圖例說明。

 (4)圓形圖主要用於表示結構比，標示不宜呈現數值， 或以括號加註。

○○縣新移民依國籍別分

○○縣政府民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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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圖
修正範例3

優點：可清楚了解各項目間大小順序關係。

○○縣新移民依國籍別分

○○縣政府民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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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報告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