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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評估進步－GDP 檢討及修正」對政府之建言 

 

台灣現行 GDP計算方式，僅表現經濟方面之成長，對社會及環境面向

欠缺評估機制，未納入民眾主觀的感受及環境成本之計算等，為達到永續

發展之目標，有需要針對現行 GDP指標，增加社會及環境之指標及計算。

財團法人中技社秉持公益法人立場，針對「如何評估進步－GDP檢討及修

正」之議題進行研究，與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共同共舉辦三場「GDP指標

檢討修正」封閉式論壇。共邀請 11位專家學者參與座談。第一次於 100年

7月 18日先針對「環境面與經濟面」召開；接著於 8月 22日針對「社會

面與經濟面」召開第二次；最後於 9月 9日針對「GDP之修正及建議」辦

理第 3次綜合論壇。針對台灣現行 GDP的計算方式，不能完整表現經濟永

續的現況，尚欠缺社會、環境面向的評估機制，以及民眾主觀的感受等有

諸多討論，茲彙整三次論壇重要觀點並提出下列建議： 

一、 GDP仍有其重要性，是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指標 

GDP 目前仍是世界各國最重要指標。GDP 不僅是一組數據，背後更

有其意涵， 隱含的意義包括：國家競爭力、軟實力和社會和諧。就經濟

發展而言，GDP仍是現階段最具代表性之指標。 

二、 可以先設定目標，再討論指標 

為避免指標取代目標，建議應該先設定目標，讓指標跟著目標走。而

且，創造指標時，政府應該告訴人們什麼才是重要的。 

世界經濟論壇（WEF）和洛桑管理學院（IMD）每年公佈的全球競

爭力排名，亦將台灣列入，因此，不論是被動參與國際評比或主動發展指

標，政府應該要有明確的目標和想法，知道欲將國家引向何方，接下來始

能制定政策，配合目標發展。奠定了基礎路線圖，指標技術操作即可迎刃

而解。 

三、 重視人民的主觀感受 

目前探討 GDP 有一個趨勢，就是需要加入主觀感受。創造一個讓老

百姓看得懂、有感的數據指標，是政府未來相當重要的議題。 

四、 增加環境永續指標，以補充 GDP之不足 

積極推動綠色 GDP，持續建立環境質損帳及資源折耗帳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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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增加環境效益評估計算方式。 

五、增加社會包容指標，以補充 GDP之不足 

為反應台灣城鄉差距、貧富差距、高齡化、少子化等趨勢，社會面指

標應包括社會成本、社會信任、社會包容、生活方式、社會壓力和消費安

全指標。 

六、建立一套獨立、全新超越 GDP的指標 

GDP的檢討和反思進行了將近 20年，仍未有定論，對民眾的意義為

何，都仍需要討論。總之，台灣需要一套獨立、全新的指標，足以全面反

映社會的發展，又能讓老百姓清楚了解指標的用意。在單純的 GDP 指標

上，必須加入新的社會與環境指標，才算完整。 

 

 

附件 

附件一「2011 GDP指標檢討修正」專家論壇－第一場及第二場論壇摘要 

附件二「2011 GDP指標檢討修正」專家論壇－第三場論壇摘要 

附件三「2011 GDP指標檢討修正」專家論壇第一場會議紀錄 

附件四「2011 GDP指標檢討修正」專家論壇第二場會議紀錄 

附件五「2011 GDP指標檢討修正」專家論壇第三場會議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