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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要聞  
本院余淑美、邢禹依榮獲花喇子模國際

科學獎 

本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余淑美教授與本

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邢禹依教授，日前榮獲

伊 朗 科 學 暨 科 技 研 究 組 織  ( Iranian Research 

Organiz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ROST) 第 22

屆「花喇子模國際科學獎」（Khwarizmi International 

Award, KIA），以肯定 2 位教授在水稻基因功能的研究

成果。余淑美教授亦於 2009 年 2 月 3 日代表邢禹依教

授前往德黑蘭領獎。 

二位教授長期致力於以 T-DNA 插入水稻基因的方

法，建立台灣水稻基因突變種原資料。目前已經完成 7

萬餘個水稻突變株品系的突變種原庫，以及 4 萬筆突變

基因的資料庫，可供篩選具有抗病蟲害和抗逆境(乾旱、

高鹽、高低溫等)能力的新品種水稻使用。這個全球四個

重要資料庫之一的台灣水稻突變種原資料庫，極具學術

與應用價值，素以高品質與方便搜尋使用，獲得國際信

賴。 

成立於 1987 年的「花喇子模國際科學獎」是國家

級獎項，隸屬於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科學研究暨科技部

( Ministry of Science,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1991 年

增設國際獎項，開放外國學者競逐。獎項係以擁有「代

數之父」美譽稱號的波斯第 8 世紀偉大數學家、天文學

家兼地理學家 Abu Jafar Mohammad Ibn Mousa 

Khwarizmi 為命名。數學家 Khwarizmi 於西元 820 年出

版「代數」一書，首度向全世界提出二次方程式的創新

數學概念。 

「花喇子模國際科學獎」並且獲得許多國際機構之

支持，贊助單位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伊斯蘭教科文組織( Islamic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ISESCO)、世界工業

與科技研究組織（World Association of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Organizations, WAITRO）、世界智

財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聯合國發展計畫(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以及第三世界科學院（Third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s, TWAS）等 13 個機構。 

余淑美教授與邢禹依教授是台灣第二次榮獲此獎

項，去年獲得此獎項的是台灣大學電機學系吳忠幟教

授。 

「世界工業與科技研究組織」是一個促進各國科技

交流與合作的國際組織，總部設在馬來西亞。為慶祝及

推崇女性學者在科學及科技研究上的成就與領導能

力，該組織亦在「花喇子模國際科學獎」的獲獎者（共

12 位）當中再選出一位頒予「最佳創新女性科學家」的

特別獎項，余淑美教授亦榮獲此獎，堪稱殊榮。 

參考網站 :http://khwarizmi.irost.org/English/Default. 

aspx/ 

 

人事動態 

數學研究所余家富副研究員奉核定為研究員，聘期自

98 年 2 月 5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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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學研究所詹瑜璋助研究員奉核定為副研究員，聘期自 98 年 2 月 5 日起。 

統計科學研究所丘政民副研究員奉核定為研究員，聘期自 98 年 2 月 5 日起。 

統計科學研究所黃信誠副研究員奉核定為研究員，聘期自 98 年 2 月 5 日起。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王明杰副研究員奉核定為研究員，聘期自 98 年 2 月 5 日起。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林仁良副研究員奉核定為研究員，聘期自 98 年 2 月 5 日起。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魏培坤副研究員奉核定為研究員，聘期自 98 年 2 月 5 日起。 

學術活動  
2 月份知識饗宴「當植物遇上病毒—透視病毒的神奇與智慧」 
主講人：林納生特聘研究員(本院植物暨微生物研究所) 

主持人：王惠鈞副院長 

時  間：98 年 2 月 24 日 (週二) 晚上 7 時起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2 樓 

餐  會：平面演講廳 (18:00 至 19:00) 

演  講：第 1 會議室 (19:00 至 21:00) 

請於 2 月 22 日前，以下列方式報名：  

1. 曾以網路報名本活動者，於接獲本院邀請函後，請按步驟進入網頁點選「確認」即可。 

2. 第 1 次參加者，請至網址： http://www.sinica.edu.tw/sc.html  報名。 

3. 參加餐會者，請於當日報到時繳付新臺幣 100 元，現場不受理臨時報名。 

★  凡參加本活動可獲得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時數 2 小時。 

洽詢專線：(02)2789-9875，本院總辦事處秘書組綜合科。 

「台越都市與工業發展經驗之比較」國際研討會 
時    間：98 年 2 月 20 日至 21 日(週五至週六) 

地    點：本院民族所大樓第 3 會議室 

主辦單位：本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合辦單位：越南社會科學研究院東北亞研究所 Vietnam Institute for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ietnam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VASS)  

參考網址：http://www.rchss.sinica.edu.tw/capas  

臺灣磁共振學會 97 年學術研討會暨會員大會 

2009 Taiwan Magnetic Resonance Society Members Meeting and Conference  

時    間：98 年 2 月 21 日 (週六) 10 時至 15 時 

地    點：本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1 樓 103 大講堂及 114 研討室 

參考網址：http://proj3.sinica.edu.tw/~tmrs/ 

公布欄  
春美歌劇團演出「古鏡奇緣」歌仔戲 

時間：98 年 2 月 20 日 (週五) 晚上 7 時至 9 時 

地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1 樓大禮堂  

以歌仔戲詮釋穿梭時空的劇情，將科幻點子帶入傳統藝術戲曲之中。劇情敘述男主

角意外獲得一面有神秘力量的古鏡，受其牽引而往來古今的奇遇。透過劇中人的愛戀情

緣與時空距離，表達「古」、「今」隱約的牽連寓意；同時利用古鏡的玄異，透過聲光、

魔術，營造出嶄新的戲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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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中心(調研) 

一、「臺灣原住民社會變遷與政策評估調查研究」資料釋出 

「臺灣原住民社會變遷與政策評估調查研究」係由本院民族學研究所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共同規劃執行之

調查研究計畫，主要是對全臺原住民進行政治、就業、文化、教育與語言等政策與現況的調查研究。研究母體為臺

灣地區 18 歲至 65 歲的中華民國國籍之原住民，透過臺灣地區戶籍資料建立抽樣名冊（sampling frame），再利用分層

等機率二階段隨機抽樣法（two stage random sampling）抽出受訪對象。調查對象不僅包含原鄉的山地鄉與平地鄉，

同時亦包含非原鄉的鄉鎮市區。調查內容涵蓋個人與家庭背景、工作狀況與異動、地方產業、社會與醫療福利、教

育與人才培育、文化政策、土地政策以及政治評估等。 

該項調查計畫釋出的資料計有：問卷檔、過錄編碼簿、SPSS 資料檔、SA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ASCII 資料

檔和次數分配表等。 

二、「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二次：家庭組（問卷一）」資料更新 

「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二次：家庭組(問卷一)」新增數項邏輯檢核，所發現之問題已經由

原計畫確認後代為修正，有修正過之變項含 b21a、b21b、b21d、b21e、b21g、b22a、b22d、b22g、b23g、b24d、b24g、

b25g、b26b、b26d、b26g、、b5dau、b61a、b61d、c4、c4a、k7。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SPSS 資料檔、STATA 資料檔、欄位定義程式、次數分配表、與研

究報告書。 

如欲更進一步瞭解以上更新資料的相關訊息或申請辦法，請洽邱亦秀小姐，電話：(02)2787-1829，E-mail: 

srda@gate.sinica.edu.tw。 

知識天地  

從糧價上漲談我國消費者物價指數之計算 

張靜貞研究員（經濟研究所） 

近年來由於國際油價與糧食價格持續大幅上漲，使得消費者物價（CPI）年增率頻創歷史新高，也讓已經深受

低迷經濟打擊的民心雪上加霜。CPI 是由消費者的立場來衡量財貨及勞務的價格水準，由於食物及能源價格容易受

到季節性及供需的影響而發生劇烈波動，遮蓋掉實際的通膨趨勢，故扣除食物及能源後的核心物價指數經常被政府

用來判斷物價的真正走勢。不過，若是食物或能源價格上揚的情況持續一段期間，則極有可能會影響到中長期物價

水準，進而造成通膨現象。 

CPI 所反映的物價都是民生消費的必需用品，包括食品，服裝，住屋，燃料，交通，醫療，藥品等財貨與勞務，

故各類別之組成、查價項目、加權方式、權數大小等等，都會與 CPI 之準確性息息相關。由於 CPI 是國人相當重視

的通膨指標，也經常被政府與企業界用來作為調薪的參考依據，因此數據的公布與準確與否一向都受到很大之矚

目。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所公布的編製說明，基本上 CPI 的編製涉及三個層面：第一是查價之項目是否能夠充分反映

出物價變化，第二是編製方法（包括計算公式與權數設定等），第三是查價之詳實程度。 

CPI 的權數一旦決定後，數年都維持固定不變，每五年更新基期時方會調整一次，如此才能作跨年之比較。它

背後隱含各類別商品或勞務之消費數量為固定的假設，無法及時反映出消費者在價格發生變化時消費數量的改變，

也無法考慮新產品的推出與產品品質的進步，故經常有被高估或低估之嫌疑。 

同時，當某類產品之價格上漲幅度高於所有類別平均之上漲幅度時，其重要性必然會隨之增加，但事實上，消

費者會因價格上漲而減少該商品之消費數量，改以其他商品去替代，這些替代效果如果無法真實地反映在 CPI 的固

定權數當中，將會產生某種程度之偏誤。 

mailto:srda@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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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大型零售量販業的高度成長，與傳統零售市場之競爭日漸激烈，消費者享有越來越多的折扣與低價

促銷活動，尤其是生鮮的農產品多半被用來當作促銷的對象。而隨著婦女就業、高齡化、與餐飲速食業的發展，國

人外食比例或是購買熟食的習慣迅速成長，外食與加工食品的結構性轉變也有可能會讓傳統生鮮農產品或原材料之

權重被高估。因此，我國 CPI 計算方式與查價項目是否能正確反映出消費者購買行為之改變？很值得深入探討。 

一、權重組成之國際比較 

世界各國 CPI 的統計都是以該國居民之家庭消費支出抽樣調查作為計算權重的基本資料，由於不同國家的經濟

發展水準、居民之消費習性、恩格爾係數等不同，故 CPI 中各類商品和服務之權重也有很大的差異。 

以各國的大項權重分配而言（如圖 1 所示），日本的權重分配前三名依序為食物類、居住類、交通類，而美國

CPI-U 與 CPI-W（註 1）的前三名則分別為：居住類、交通類、食物類，台灣 CPI 權重分配的前三名為居住類、食

物類、以及交通類。因此，食品、居住、交通類是三國 CPI 構成中權重最大的三類，只是排列順序不同而已，且三

者權數之和都超過 50%，所以穩定此三類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將可有效地控制 CPI。 

 

 

 

 

 

 

 

 

 

 

 

 

 

 

 

從食物類的權重與內部組成來看，台灣與日本較為相似，但與美國差異較大。如進一步分析日本與台灣之異同，

主要包括： 

1. 以大分類來看，台灣與日本之食物類佔 CPI 總指數之權重分別為 26.08％與 25.86％，極為相近。但是就大分類

之排名來看，食物類在日本是權重最高之項目，而台灣則以居住類之排名最高，食物類居次。 

2. 以中分類而言，日本之食物類當中，生鮮食物之權重為 6.41％，僅佔食物類的 25％，但台灣生鮮食物之 CPI 權

重高達 10.47％，大約佔食物類的 4 成。 

3. 如果單以新鮮蔬菜與水果兩中分類來看，台灣兩者合計之權重大約佔食物類的 20％，但日本僅佔 10％。故相較

之下，台灣生鮮蔬果因季節性與天災因素所造成之價格波動比較容易影響到食物類與 CPI 之價格走勢。 

註 1:美國因美國幅員廣大，人口組成結構多元化，消費型態差異大，故 CPI 分為兩大類別，並編製地區別指數，方能真實地

反映出城鄉差異及其變化。第一類為都市消費者之物價指數計算(CPI for All Urban Consumers, CPI-U)，此一指數之計算

對象包含 87%之美國消費者總人口，但不包括農村消費者；第二類指數則以神職人員及勞動階層為計算對象(CPI for Urban 

Wage Earners and Clerical Workers, CPI-W)，這兩類人員大約納入 32%之美國人口。每兩年就會調整一次基本分類的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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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灣、美國、及日本之 CPI 各大項權重分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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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及日本 CPI 食物類之中分類指數權重之比較(單位：％) 

日本 台灣 

 食物類 25.86  食物類 26.08 

 生鮮食物 6.41  生鮮食物 10.47 

 加工食物 19.45  加工食物 15.61 

 穀類 2.19  穀類及其製品 1.97 

 肉類 1.98  肉類及肉類製品 2.98 

 魚類及貝類 2.46  水產品及加工水產品 2.04 

 奶製品及蛋類 1.09  蛋類及乳類 1.25 

 蔬菜及昆布 2.73  蔬菜及加工蔬菜 2.70 

 水果水果 1.03  水果及加工水果 2.86 

 酒精類飲料 1.36  酒 0.87 

 飲料 1.45  非酒精性飲料及材料 0.92 

 調理食品 2.83  調理食品 0.18 

 家外食物 5.55  家外食物 8.87 

 油脂類及調味料 1.01  食用油及調味品 0.43 

 蛋糕及糖果 2.17  其他食品 1.0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http://www.dgbas.gov.tw/mp.asp?mp=1 

日本總務省統計局 http://www.stat.go.jp/index.htm 

二、計算公式之國際比較 

各國在計算總合物價指數時，過去一直是以拉氏算術平均加權公式來進行加總。根據 2004 年的 OECD 報告中

指出拉氏算術平均公式最為普遍，主要原因是此公式具有三個優點：（1）計算方式較為簡易，民眾較能廣泛接受；

（2）在計算過程中，部分數據可重複使用歷史資料，而不需於每次計算時，重新蒐集所有數據；（3）拉氏物價指

數的建構中，從最基本的指數，到最終的全國性指標都屬於一致的計算方式，亦即假設權數為已知，則可立即由基

本指數推估出小類、中類、大類、及全國性 CPI。目前我國及日本也都是一直使用拉氏算術平均公式作為 CPI 的計

算工具。 

美國勞工局曾在 1990 年代針對 CPI 指數是否能合理反映出消費物價受到新興產品、品質改善、消費者替代行

為等因素進行總體檢，以減少偏誤。針對消費者替代行為，當時美國所提出的解決之道是在計算基本分類之平均價

格時改用幾何平均法來代替傳統之拉氏算術平均，所減少之偏誤估計平均每年大約為 0.4％。目前仍維持使用拉氏

算術平均公式的查價商品包括居住類、公營事業及政府費用（如水電費）、以及醫療保健類中的特定幾項查價商品，

除了上述商品以外，其餘商品（大約佔總項數的 6 成以上）均已改為幾何平均公式。 

日本政府的檢討結果發現（Shiratsuka，1999），因日本近十年來一直處於景氣低迷與低通膨的停滯狀態

（Stagflation），拉式公式所造成之 CPI 高估誤差平均每年為 0.114％，比美國低，且 1990 年代的偏誤平均每年只有

0.025％，明顯低於 70 與 80 年代，因此其消費替代行為所造成之誤差並不大，故日本政府並未將計算公式予以修正。

不過日本仍建立了 CPI 環比指數，將 CPI 權重逐年更新，藉以修正因新產品與新零售通路等因素所產生之統計誤差。 

我國政府尚未針對消費替代行為來進行檢討，我們嘗試利用主計處 2008 年 1 至 8 月與去年同期之實際價比資

料，來進行幾何平均與拉氏算術平均公式之差異比較，結果發現當中以蔬菜、水果類以及衣著類之誤差最大，顯示

出這些類別內的各商品間之消費替代行為較為顯著，且有較多的極端值（亦即較大之價格比值變化）出現。如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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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此偏誤，將會造成 CPI 指數之變動被高估之問題。這三個類別中又以蔬菜之差異最具持續性，每個月份均很顯

著，最高的絕對差異達 6.28％，最低也有 1.66％，水果之絕對差異為 0.74～3.05％，以致於食物類指數之相對或絕

對差異都高於 0.5％或接近 1％，而整體 CPI 之差異也都明顯高於美國的 0.4％。 

 

三、農產價格與 CPI 關聯性之國際比較 

根據 FAO 與 OECD 共同發表的最新全球農業展望報告(OECD/FAO，2008)，近年來農產品價格上漲所造成之通

膨問題引起全世界諸多關注。從國際比較之角度來看，農產品價格對於某國 CPI 的影響大小，除了要看該國食物支

出佔可支配所得之比重與食物類價格之變化幅度外，而該國之農產運銷效率與成本（從農場到民眾餐桌過程中所投

入之成本）亦具有決定性之關係。 

對進口國（如我國）而言，國內物價的上升不僅是商品本身的供需問題，也反映了進口成本的提高，當中包括

匯率、關稅、交易成本、及邊境管理政策等。因此，有些政府會透過調整關稅或邊境管制來抑制食品價格的上漲。

而出口國在面對國內重要商品的價格上漲時，也同樣可能會採取限制出口或者是課徵出口稅等措施，如印度及越南

即以限制稻米出口來因應其國內稻米價格之上漲。 

 其次，食物價格改變背後所反映的不只是農產品價格的改變，運銷成本之改變亦會影響到食物價格，特別是

加工、運輸、儲存等成本，加工程序愈複雜，農場價格(Farm-gate price)相對於最終零售價格的比例就會愈小。一般

而言，在已開發國家中，農場價格大約占最終零售價格的 25~35%，比重雖然不輕，但當中生鮮產品的比重要比加

工食品小。而就開發中國家而言，加工食物占市場比例較已開發國家小得多，再加上其可支配所得用於食品消費的

比重偏高，因此相對上，農場價格的上漲比較會直接傳遞並反映在消費者的最終零售物價上。 

第三，食物類在 CPI 中的權重反映了家計單位的消費結構，隨著各國情況不同而有所差異。例如：美國的 CPI

中食物類權重小於 10%，而 OECD 大部分會員國之食物類權重介於 13%至 20%之間。開發中國家的食物類權重較

高，如中國 28%、印度 33%、肯亞 51%、海地 52%、馬拉威 58%、孟加拉 62%。 

表 2 摘錄自 FAO/OECD（2008）報告的表 2-1，此表顯示出從 2007 年 2 月至 2008 年 2 月一年之間，無論是已

開發或開發中國家，平均食物價格的上漲幅度都超過 CPI 之上漲幅度，但是開發中國家的食物價格上漲幅度遠超過

已開發國家，再加上開發中國家的食物佔總消費之比重多在 30％以上，故最後計算之相對貢獻度平均高於為 62.3

％，明顯超過已開發國家的平均值 27.7％甚多。 

表 2  食物價格對 CPI 之貢獻之跨國比較-2007 年 2 月至 2008 年 2 月(單位：％) 

 
總 CPI 變化 

（A） 

食物價格上漲 

（B） 

食物消費比例 

（C） 

食物對總 CPI 之貢獻 

絕對貢獻 

（D=B×C/100） 

相對貢獻 

（D/A×100） 

台灣 3.9 9.7 26.1 2.5 64.1 

開發中國家：      

瓜地馬拉 8.0 11.6 38.9 4.5 56.3 

斯里蘭卡 1 19.4 25.6 62.0 15.9 82.0 

波札那 7.7 18.3 21.8 4.0 51.9 

印度 2 4.6 5.8 33.4 1.9 41.3 

印尼 6.8 11.4 26.7 3.0 44.1 

巴基斯坦 1 10.6 18.2 41.5 7.6 71.7 

南非 8.6 13.6 21.0 2.9 33.7 

約旦 5.4 9.1 39.7 3.6 66.7 

祕魯 4.0 6.4 29.6 1.9 47.5 

塞內加爾 5.8 10.9 40.3 4.4 75.9 

埃及 9.5 13.5 41.5 5.6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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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 9.9 11.8 50.3 5.9 59.6 

肯亞 15.4 24.6 50.5 12.4 80.5 

孟加拉共和國 10.3 14.2 64.5 9.2 89.3 

中國 8.7 23.3 27.8 6.5 74.7 

平均值 9.0 14.6 39.3 6.0 62.3 

已開發國家：      

美國 4.0 5.1 9.8 0.5 12.5 

法國 2.8 5.0 16.3 0.8 28.6 

德國 2.8 7.4 10.4 0.8 28.6 

英國 2.5 5.6 11.8 0.7 28.0 

日本 1.0 1.4 19.0 0.3 30.0 

希臘 4.4 6.6 17.8 1.2 27.3 

西班牙 4.4 7.1 21.9 1.6 36.4 

瑞士 2.4 2.2 11.0 0.2 8.3 

波蘭 4.3 7.1 30.4 2.2 51.2 

瑞典 3.1 5.9 13.4 0.8 25.8 

平均值 3.2 5.3 16.2 0.9 27.7 

資料來源：國外資料來自 OECD/FAO(2008), OECD-FAO Agricultural Outlook 2008-2017,表 2-1。 

台灣部分為本研究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 CPI 資料 http://www.dgbas.gov.tw/mp.asp?mp=1 自行計算而得。 

台灣的資料雖不在 OECD/FAO 報告中，但經過我們自行推算，在 2007-2008 的一年間食物價格對於 CPI 之絕對

貢獻大約是 2.6％，比日本 0.3％、美國 0.5％、德法 0.8％等已開發國家高，但仍比大多數的開發中國家來得低，故

算是介於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之間，但相對之貢獻度卻高達 64.1％，與表 2 所列之開發中國家的平均值頗為相近，

主要是因為我國食物價格之上漲率雖僅略高於已開發國家，但是因為食物消費比例為 26％，高於美國與德國的 10

％、法國的 16％、日本的 19％，故相較之下食物類對於 CPI 之相對貢獻度還是偏高。 

圖 2 與 3 進一步比較我國與日本近十年來 CPI 月別指數之變化，對照之下可發現，雖然日本的食物類之變動幅

度略高於 CPI 之變動幅度，但日本無論是 CPI 總指數或是食物類指數之月別變化都明顯遠低小於我國。如果進一步

比較中分類如：穀類、肉類、蔬菜、水果之變化可發現，我國的穀類、肉類、與水果零售價格之變動幅度與日本相

去不遠，但是蔬菜類卻遠遠高於日本之變動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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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近十年（1997～2007）日本 CPI 與食物類之月別指數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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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農業部的一份報告（Ito and Dyck, 2002），日本長期以來的蔬菜政策是選定 14 種種重要蔬菜與 28 種特

別蔬菜，成立全國性的蔬菜供需與價格穩定基金，透過農民組織（包括農協與合作社等），限制農民的種植面積與

供應量，但相對上也提供價差、保險等補貼。自 2002 年起，日本政府為了因應餐館與加工廠大量進口便宜的中國

大陸與韓國的蔬菜，進行了一次蔬菜政策之改革，主要是為了穩定菜農之收益，提供農民與大型連鎖餐廳與加工廠

的契作補貼，鼓勵日本農民與餐館與加工廠合作，以增加其國產蔬菜之競爭力。 

雖然日本對蔬菜所課徵的進口關稅並不高，但因為採用防疫檢疫、出口設限、特別防衛條款等邊境措施來減少

進口之衝擊，結果雖然可讓日本蔬菜價格變得非常穩定，但相對上也造成日本國內之蔬菜價格高於鄰近國家數倍之

多。換言之，日本蔬菜價格雖獲得穩定，但相對上消費者付出的代價也相當高。 

四、小結  

在國際能源與糧食價格步步高漲的帶動下，我國也同樣面臨空前的通貨膨脹壓力。根據行政院主計處之公布，

2007 年 CPI 全年年增率為 1.8％，扣除新鮮蔬果魚介及能源後的核心物價年增率為 1.35％，均創下自 1997 年以來的

新高。本文嘗試透過國際比較，分析 CPI 食物類指數之計算是否有高估以及農產品價格是否是造成 CPI 上漲之主要

原因。根據初步分析結果，提出以下幾點淺見。 

首先，有鑑於我國消費型態近年來因人口老化、婦女就業、家庭結構改變等因素變化很大，外食人口比例迅速

增加，消費者在傳統菜市場之採購量不斷降低中，逐漸被新的大型量販店、連鎖便利商店及超市所取代。因此，建

議政府應按照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資料來調整生鮮食物（尤其是蔬菜與水果等易腐且庫存成本高之產品）之權重，

以減少權重所造成之偏誤。 

其次，雖然拉氏算術平均公式有簡單便利之優點，但無法反映消費者之替代行為，會導致 CPI 有高估之現象，

尤其對 CPI 小分類之計算上偏誤較為嚴重，故希望政府能夠針對此類型的偏誤作全面性之檢討，研究中小分類指數

改用幾何平均方式來加權之可行性。 

最後，有鑑於台灣近年來之農產品價格波動之幅度持續擴大，對於消費端之 CPI 與食物類物價指數都造成顯著

之影響，與鄰近之日本相比，明顯有產銷不穩定之問題存在，且此現象以蔬菜類較為嚴重。因蔬菜是國人纖維素、

維他命與礦物質之主要來源，已是國人每日消費必需品，蔬菜價格的不穩定不但攸關民生所需，對於餐飲業者與農

民之收益穩定性也都造成重大衝擊，因此，現有之蔬菜運銷通路似乎仍很大的改進空間，而政府的產銷調節機制之

效率與功能也需檢討。 

※  本文「參考文獻」請詳見本院第 203 期電子報 (98 年 2 月 19 日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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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演講  
日期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2/19(四) 

14:00 
地球所 

3 樓演講廳 

Dr. Donna 

Eberhart-Phillips 

 (U. C. Davis, USA) 

3-D Imaging of Marlborough, New Zealand, 

Subducted Plate and Strike-Slip Fault 

Systems 

李憲忠 

助研究員 

15:00 

數學所演講廳 
林正洪教授 

(成功大學) 

Som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Moonshine 

Vertex Operator Algebra 
 

物理所舊大樓
332 會議室 

Dr. Mahn-Soo Choi 

(Korea Univ., Korea) 

Geometrical Quantum Computation with 

Josephson Junctions 

葉崇傑 

研究員 

15:30 

化學所 

A108 會議室 

Prof. Dage Sundholm 

(Univ. of Helsinki, 

Finland) 

Computational Studies of Excited States of 

Polyenes, Protonated Schiff Bases, and 

Retinals 

許昭萍 

副研究員 

原分所 4 樓 

張昭鼎紀念講堂
(臺大校區) 

林志民副研究員 

(原分所) 
Photochemistry of ClOOCl and Ozone Hole 

陳應誠 

助研究員 

2/20(五) 

10:30 數學所演講廳 
Prof. Tong Yang (City 

Univ. of Hong Kong) 

Existence and Regularity of Boltzmann 

Equation without Angular Cutoff (Seminar 

on PDE) 

 

14:00 

臺大凝態科學
與物理學館 716

室 

Prof. Keiichi Wada 

(NAOJ) 

Intrinsic Structures of "Galactic Shocks" and 

Origin of Spiral Arms Origin of Spiral Arms 
 

14:10 
人文館南棟 11F 

1101 演講室 

Prof. Keh-Young Cheng 

(Univ.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Hyper-Uniform Site-Controlled 

Quantum-Dots for Device Applications 

張亞中 

主任 

15:00 數學所演講廳 

Prof. Jaroslav Nesetril 

(Charles University, 

Prague, Czech Republic) 

Classification of Sparse Structures with 

Applications 
 

15:30 
化學所 

A108 會議室 

莊大賢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The Applications of Organic Synthesis in 

Pharmacy and Optoelectronics 

周大新 

研究員 

2/23(一) 

10:00 數學所會議室 
吳恭儉先生 

(交通大學) 
Stability of Multi-Dimensional Shock Waves  

10:30 

統計所蔡元培
館 2 樓 208 演講
廳 

鄭中平助理教授 

（政治大學) 

A Mixed-Effects Expectancy-Valence Model 

for the Iowa Gambling Task 

楊欣洲 

助研究員 

14:00 

原分所 4 樓 

張昭鼎紀念講
堂(臺大校區) 

Dr. Yuan-Chung Cheng 

(U. C, Berkeley, USA) 

Theory of Excitation Energy Transfer and 

Three-Pulse Photon-Echo Spectroscopy for 

Photosynthetic Complexes 

王偉華 

助研究員 

環變中心演講
廳(人文館南棟
11 樓) 

Dr. Tangdong Qu  

(Univ. of Hawaii, USA)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Low-Latitude 

Western Boundary Current in the Pacific 
 

15:30 
化學所 

A108 會議室 

Prof. Vincent L. 

Pecoraro (Univ. of 

Michigan, USA) 

Controlling Metal Coordination Chemistry 

Using de Novo Protein Design 

俞聖法 

助研究員 

2/25(三) 14:00 

環變中心演講
廳(人文館南棟
11 樓) 

山本芳正博士後 

 (環變中心) 

Environ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Recruitment 

of Bloom - Forming Cyanobacteria from the 

Sediment 

 

2/26(四) 

10:30 
化學所 

A108 會議室 

Dr. Sarh Tohomas 

(RSC Publishing, UK) 

Chemistry Publishing in Taiwan and How 

and Why to Publish with the RSC 

陶雨台 

所長 

14:00 

原分所 4 樓 

張昭鼎紀念講
堂(臺大校區) 

Dr. Jeng-Da Chai  

(U. C. Berkeley, USA) 
Advances in Density Functionals 

王偉華 

助研究員 

14:10 
人文館南棟 11F 

1101 演講室 

張仕欣博士 (Univ. of 

Hamburg, Germany) 

What We Can Learn from Molecules: A STM 

Approach 

張亞中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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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生   命   科   學   組 

2/23(一) 

10:00 植微所 106 室 

Dr. Chung-Ju Rachel 

Wang (U.C. Berkeley, 

USA) 

Meiosis Initiation and Homologous Synapsis 

of Maize 

邢禹依 

研究員 

11:00 
生醫所地下室
B1C 演講廳 

Prof. Jo Rae Wright 

(Duke Univ., USA) 

Surfactant - A First Line of Immune Defense 

in the Lung 

陳垣崇 

所長 

16:00 

生化所 114 室  
Dr. Frank Sobott 

(Univ. of Oxford) 

Protein Conformations and Ligand Binding 

Studied by Lon-Mobilit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邱繼輝 

研究員 

化學所 

A207 會議室 

葉國楨助研究員 

(農生中心) 
Heavy Metals in Plants and Applications 

邱子珍 

副研究員 

2/24(二) 

10:30 
生化所 

114 室 

Dr. Koichi Kato  

(Nagoya City Univ.) 

NMR and Sugar Library Approaches to 

Structural Glycobiology 
 

11:00 
分生所 

1 樓演講廳 

Dr. Huck Hui Ng 

( Genome Inst. of 

Singapore) 

Decipher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Embryonic Stem Cell Transcriptional 

Regulatory Network 

沈哲鯤 

特聘研究員 

15:00 

多樣中心 1 樓 

演講廳（原動物
所大樓） 

林立虹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Self-Sustainable Life Deep with Earth 

湯森林 

助研究員 

2/25(三) 

10:00 生化所 114 室 
林怡欣女士 

(GE Healthcare) 

儀器中心 M102 Training 

Course: Introduction of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Biacore T100). 

饒淑娟研究
助技師 

16:00 植微所 106 室 
Prof. John Schiefelbein 

(Univ. of Michigan) 

Molecular Genetics of Cell Type Pattern 

Formation: How the Arabidopsis Root Gets 

its Stripes 

Dr. 

Wolfgang 

Schmidt 

2/26(四) 16:00 植微所 106 室 

Dr. Yoko Tanaka 

(RIKEN Plant Science 

Center) 

Abscisic Acid Regulates Stomatal 

Development in Arabidopsis Leaves 

Dr. Paul E. 

Verslues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2/19(四) 14:00 
史語所研究大
樓 701 會議室 

戴麗娟助研究員 

(史語所) 
從法國公共救濟博物館藏品看醫療史   

2/20(五) 

14:00 
史語所研究大
樓 704 會議室 

劉序楓副研究員 

（人社中心） 

清代外銷商品的市場流通：以輸日商品的
「商標」與「廣告」為線索 

 

14:30 
人社中心 

B202 會議室 

Prof. Paul Jobin 

法國巴黎狄德羅大學 

L'affaire de la dioxine a Anshun (Tainan) et 

autres cas de pollution industrielle a Taiwan 

Dr. Frank 

Muyard 

2/23(一) 14:30 
民族所新大樓 3

樓 2319 會議室 

陳文德副研究員 

(民族所) 

什麼是 karuma(H)an?兼論卑南族族群與部
落的構成 

  

2/24(二) 

10:00 

人文館法律所 

第 2 會議室 

(北棟 9 樓) 

張憲初教授 

(香港大學) 

區際民商事司法協助實證研究:臺灣與香港
和大陸間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司法判決
的實踐和啟示 

 

10:30 
經濟所 B棟 1樓
B110 會議室 

Prof. Yan Chen  

(美國密西根大學) 

Behavioral Spillovers in Multiple Gam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14:30 

經濟所 B棟 1樓
B110 會議室 

胡台威先生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Complexity and Mixed Strategy Equilibria  

歐美所研究大
樓 1 樓會議室 

蔡勇美教授(美國德州
科技大學) 

Transport Network Infrastructure and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15:30 
經濟所 B棟 1樓
B110 會議室 

紀怡嘉女士 (美國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 

Does File Sharing Crowd Out Copyrighted 

Goods? Evidence from the Music Recording 

Industry 

 

※  最新演講訊息請逕於本院網頁：http://www.sinica.edu.tw/ 「年度行事曆」項下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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