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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為例，提出建構精準趨勢模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由於

直接對消費者物價指數做時間趨勢分析在實務或應用上有其重要意義，而且實務上的趨

勢分析應能精準建模，並可識別較傳統迴歸之趨勢方向來得多的訊號，包含趨勢的持續

時間、力道和轉折點。本文經分析台灣物價指數總指數和分項指數後發現，消費者物價

指數的總指數長期趨勢為指數函數，會隨時間快速增長，但分項指數長期趨勢則不盡相

同。食物類和教養娛樂類的長期趨勢亦是指數函數；居住類則是時間的 3.5 次方如同指

數函數的增長。總指數之短期趨勢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發生整體期間內最大幅下降，之

後 2020 年 12 月到 2022 年 6 月期間的平均每月皆快速增長。2020 年 12 月到 2021 年 11

月趨勢平均值已經超過疫情前水平。新冠肺炎前和期間的分項指數的持續時間、趨勢方

向、趨勢力道和趨勢轉折則因分項類而有不同。顯然，總指數與分項指數趨勢各有不同

的發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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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物價指數是用於衡量總合商品市場的價格指標，代表一國境內的生活成本。多數情

況會將之轉換為年增率進行總合商品市場的價格水準變動之相關實務應用研究。通常代

表總合商品市場的價格指標為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price index, CPI)，其年增率被稱

為通貨膨脹率(Inflation rate)。一般官方機構公布消費者物價指數多著重在通貨膨脹率之

解讀。這導致在文獻上較少針對單一消費者物價指數做分析，較早期的文獻如李正源

(2006)以營造工程物價指數趨勢預測為主題，運用基因演算法和將物價指數轉換為股市

技術指標後，推估未來趨勢和趨勢反轉點。又如政府機關發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分

析則以折線圖來彰顯趨勢和變動情況。之後，不少文獻以物價指數主題進行分析，如物

價指數和其他相關經濟因素的關聯性分析(丁偉聯，2014；洪瑞成、張文一，2016；高秀

學、范筳筠，2010；王冠閔、李源明、李建強，2009；李祖福，2022；黃文傑，2010；

王志強，2014；劉宜學，2010；張呈徽、李仁耀、呂軒宇，2012)；物價指數的預測分析

(魏聰偉，2010；張慈恬，2010)；或數值穩定性分析(林金龍、蔡瑞胸，2005)。他們透過

其他相關經濟因素和物價指數(或通貨膨脹率)的關聯性以研究跨市場間相互影響效果。

然而這些文獻不是以間接方式了解物價指數，就是將物價指數或通貨膨脹率當作解釋變

數(Explainable variable)以做為分析模型的預測因子，但這種分析方法忽略了對了解消費

者物價指數的趨勢和其變動情況所隱含的經濟預測意涵。再者，本文亦觀察到實務性文

獻中仍缺乏對物價指數趨勢做精準趨勢分析，由於趨勢分析的結果不只是趨勢方向的解

讀，還能得到更多趨勢資訊訊號。此為本文研究動機之一。 

另一類文獻則是為物價指數建構模型，如 Lewis 在 2010 年提出以物理學的微分方程

為物價指數建立數學模型，並得到很好的配適結果。若能為物價指數建模，自然也能做

預測分析。通常預測就是數據分析的重點目的，因此，文獻上多使用 ARIMA 模型、支

援向量迴歸模型(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SVR)或神經網絡法(Neural network method, 

NN)等。雖然這些研究都獲得良好的結果，但我們能否有更為簡易且實用的方法為物價

指數建構出趨勢和了解趨勢變化的可能呢？此為本文研究動機之二。 

本文根據研究動機，試圖運用傳統線性迴歸分析方法，為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建構

簡易、直接且精準的短期趨勢模型，並從數學模型中發現更多趨勢訊號。本文選擇消費

者物價指數的總指數和 7 大分項指數進行分析，以了解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在十年長期

趨勢和短期趨勢上的不同和可識別出的趨勢訊息，做為政策參考資訊。本文的研究貢獻

在於加入內化樣本量為變數，與傳統迴歸分析產生創新和差異的研究發現。此差異需引

入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協助運算和判斷。因此，本文除能做到長期趨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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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外，亦能做到精準的短期趨勢分析，並從中獲得比趨勢方向還多的趨勢訊號，因此，

本文的研究結果可做為在判定物價相關政策時擁有更多元且可靠的資訊依據。 

貳、文獻綜述 

直接對消費者物價指數做為研究對象的文獻其實不多，多數文獻通常以其他經濟指

標為主，物價指數或通貨膨脹率只是其中之一的解釋變數。但是，即使想研究消費者物

價指數也因 Coimbra and Neves(1997)認為消費者物價指數是分析總體經濟的商品市場最

常見的指標，但有時無法反映價格的總體趨勢。他們指出的理由之一是，例如食品的價

格波動大，或有些商品或服務價格調整不頻繁卻對消費者物價指數產生顯著影響。雖然

趨勢可反映特定商品或服務價格的不規則情況，但不一定能正確反映通貨膨脹現象。兩

人提出使用與去年同期相比(Ratio from year ago)計算方式的通貨膨脹率，將月度的直方

圖認定為月度分布(Monthly distribution)，並對標準差、偏態和峰態係數進行說明。即使

他們使用主成分分析法針對由消費者物價指數得到的通貨膨脹率建立趨勢指標，但仍未

從趨勢指標和趨勢圖中建立任何表達趨勢的數學函數。 

其次，直接對物價指數做分析的文獻也有從公共衛生的食物營養角度出發，進行消

費者物價指數的食品細項做分類後，再和整體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做增幅上的差異比對。

Burns, Sacks, and Gold(2008)對消費者物價指數之食物品項分類出在營養飲食是重要的組

成部分與非必需的部分。他們對前述兩部分各自建立線性趨勢，再以 Wald 檢定每種食

品支出類別項在每季度價格(Seasonal price)的平均增長百分比和整體食品相比是否有顯

著差異。Jones 等人(2014)利用英國數據，運用 t 檢定探討健康食品與不健康食品的價格

是否有顯著差異。Kim 等人(2018)使用韓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內的食品價格和整體消費者

物價指數進行時間序列分析，他們檢定實質價格變動和其價格增幅是否與消費者物價指

數增幅有顯著差異。 

再者，最為明顯使用迴歸分析方法分析消費者物價指數趨勢的文獻有 Kitov and 

Kitov (2008)。他們使用線性迴歸方法，撰寫一系列消費者物價指數的長期線性趨勢分析

結果。Burridge 等人(2015)以美國 19 個城市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年資料，將之轉為 log 函

數和變動率，以了解在區域間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是否存在隱含收斂的均衡速度。

Lambsdorff (2016)公布對公開資料庫取得之十年消費者物價指數進行趨勢的檢定和系列

分析。李玫郁(2023)以美國(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為例，運用多線段法的 AI 精準建模方

法得到趨勢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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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分析方法來看，Riofrío 等人(2020)和 Editya 等人(2021)分別對厄瓜多和印

尼的消費者物價指數為例，運用支援向量迴歸和神經網絡法訓練樣本去預測消費者物價

指數。Shinkarenko 等人(2021)則運用 Additive ARIMA*ARIMAS 模型對消費者物價指數

進行建模和預測。Mohamed (2020)同樣使用消費者物價指數比較 ARIMA 模型和有

ARIMA 誤差的迴歸模型之差異。Kostić 等人(2016)以塞爾維亞共和國消費者物價指數為

例，運用季節性調整的 ARIMA 模型和 Holt-Winters 平滑法建模後得到預測值。Wang 等

人(2009)則使用要素分析法對中國消費者物價指數進行分析。Fullerton and Ikhide(1998)

則從貨幣交易方程式建構出消費者物價指數的迴歸方程式，並以奈及利亞的數據估計與

分析。Singla 等人(2019)以 SPSS 專家建模器為消費者物價指數建模並預測。 

以上文獻無論是使用哪種研究方法分析消費者物價指數，他們的目的皆為了從消費

者物價指數得到更多與政策性有關的經濟資訊。而他們建模的研究基礎在於建立模型並

期望得到精準的預測，以避免發生高通膨或通貨緊縮，做到穩定物價增長。但是，本文

認為上述分析方法的文獻目的在於預測，或將原始數據做轉換以符合分析方法，並非直

接對原始數據進行分析，此外，他們缺乏原始數據上的建模做到「精準」(Accurate)目的，

而精準目的可為消費者物價指數建模獲得更多的訊號和分析比較資訊，更有利於相關單

位在執行物價相關之實務決策時擁有可靠且精準的決策所需資訊。 

參、研究方法 

一、分析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使用非線性迴歸(Nonlinear regression)建構消費者物價指數的長期

趨勢模型，並使用加入內化樣本數的線性迴歸(多線段 AI 精準建模技術，以下稱精準線

性迴歸法)建構短期趨勢。首先，本文以傳統線性迴歸為基礎模型，建立式 1。 

 

Yt=β0+β1X + εt (1) 

 

其中，Yt 為第 t 期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月數字，t = X 從 1 到 124。β0 為截距，做為線

性迴歸的調整項。β1 為斜率。當解釋變數為時間代號且線性迴歸估計式能達到最精準的

數學模型，則斜率代表在該時間代號形成之期間內可信任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增長率。此

處第 t 期誤差為 εt，並不跟隨迴歸的三個基本假設，而是設定為微積分泰勒展開式誤差意

義。截距和斜率的迴歸係數以最小平方法得到估計值，同時計算出判定係數(Coeffici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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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以 R2 表示。 

長期趨勢建模的另一個方法為非線性模式(Nonlinear pattern)。跟隨王冠先和李玫郁

(2019)的非線性模式，將解釋變數做不同之函數轉換，再建立迴歸模式，如式 2。 

 

Yt=β0+β1 H(X) + εt (2) 

 

其中，H()來自 37 種函數(王冠先和李玫郁，2019；李玫郁等人，2020)，式(1)亦是

H 函數的形式之一。如同線性迴歸運算方法，式(2)可得到係數估計值和判定係數。上述

模型稱為傳統迴歸分析法，文獻主題都是在探討解釋變數的選擇(George, 2000；Heinze 

and Dunkler, 2017, Heinze 等人，2018；Mehmood 等人，2012)，應變數的數值特徵(Sperandei, 

2014)，以及模型形式配適(Hsiao 等人，2021；Motulskyand Ransnas, 1987)。另一類文獻

則以線性迴歸後的誤差特徵進行討論和分析，涵蓋變異數異質性、波動性分析、穩定性

分析、誤差分配、自我相關(序列相關)等。最後一類和迴歸分析有關的是和樣本數有關

之數值結構改變，以 Chow 檢定(Chow, 1960；Dufour, 1982)為主。然而，這類的文獻作

者通常都以個人經驗、觀察法，或主題需要，在分析前設定好樣本數，因此，文獻上甚

少在迴歸運算時考量內生化樣本數之決策。 

本文的短期趨勢建構分析法不同於傳統迴歸分析方法，本文是以 AI 協助內生化樣本

數決策為方法之一，在減少人為認定和識別樣本數量的影響下，跟隨 Wang 等人(2023)

的多線段法 AI 精準建模技術，以線性迴歸方法加上 AI 運算和判斷用於內生化樣本數，

為消費者物價指數建構精準的趨勢模型。此方法的最大特點在於若想得到精準的短期趨

勢數學模型，除依循迴歸分析法，還需輔以 AI 進行運算和判斷。Lin 等人(2023)對歐元

19 國的通貨膨脹率建構最佳的趨勢模型，已說明上述短期趨勢方法的分析流程。其文章

內的分析流程重點在於(1)AI 運算隨著時間排序的數字，逐一加入進行迴歸分析，(2)因迴

歸運算時一開始至少需要特定的樣本數才有意義，所以 AI 運算每次新趨勢需設定好開始

的「至少樣本數」情境，最終以整體數據期間內的判定係數最高，做為整體期間最佳結

果，(3)AI 以第一點的運算過程中，以尋找判定係數最大原則，持續增加樣本，直到不滿

足判斷原則後，才產生新趨勢的起點，與(4)新趨勢的發生仍需要等待第二點成立後，才

能有新趨勢。基於上述四點，多線段法的 AI 精準建模技術即可產出在特定期間下的精準

趨勢模型(即精準線性迴歸)。 

 

本文的研究方法可針對消費者物價指數之總指數和分項指數的時間特徵提取出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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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化下的趨勢訊號，其分別為「持續時間」(Duration)、「趨勢方向」(Direction)、「趨

勢力道」(Growth rate)，和「趨勢轉折」(Turn-around time point)。相較於傳統線性迴歸或

非線性迴歸之長期趨勢分析方法，短期趨勢的優勢在於單一指標即可提取出更多的趨勢

訊號，提供政府在決策判斷時所需的資訊。 

二、資料說明 

本文將前述的分析方法應用於台灣的消費者物價指數。資料來自主計總處的台灣經

濟統計資料庫，取得從 2013 年 1 月到 2023 年 4 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包含總指數和七

大分項指數，計 124 筆月資料。表 1 為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的敘述統計係數表，可初步

了解總指數和分項指數之數值特徵。 

表 1 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的總指數和分項指數之敘述統計表 

係數 總指數 食物類 衣著類 居住類 交通及通訊類 醫藥保健類 教養娛樂類 雜項類 

平均數 97.4817 94.9518 98.4286 98.5252 99.2875 97.5192 99.3185 95.6154 

中位數 97.2950 95.0600 98.8000 98.1550 98.7700 97.7600 98.9500 97.3650 

眾數 93.4100 88.3500 97.3100 97.2100 103.5200 94.3800 98.1000 90.4100 

標準差 3.0016 6.6013 4.2347 2.0160 3.4556 2.6605 1.4479 4.6911 

峰態 -0.1069 -0.3885 -1.0489 0.4058 -0.8518 -1.3194 2.4988 -1.5094 

偏態 0.7066 0.0382 -0.0640 0.9038 -0.0748 0.0365 1.3363 -0.0684 

平均絕對離差 2.3538 5.0744 3.6078 1.5411 2.9148 2.3456 1.0856 4.2698 

範圍 12.6100 27.5500 17.1300 8.8000 15.0900 9.5300 7.8600 16.7700 

最小值 92.5000 81.2600 89.9200 94.8700 90.6200 93.2400 97.1600 88.2800 

最大值 105.1100 108.8100 107.0500 103.6700 105.7100 102.7700 105.0200 105.0500 

變異係數(平均值) 0.0308 0.0695 0.0430 0.0205 0.0348 0.0273 0.0146 0.0491 

變異係數(中位數) 0.0242 0.0534 0.0365 0.0157 0.0295 0.0240 0.0110 0.0439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總體統計資料庫 

表 1 可看到總指數和七大分項指數的平均值、中位數和眾數從小到大排序不盡相

同。離散趨勢上，無論是以平均值為集中趨勢的標準差，或以中位數為集中趨勢的平均

絕對離差，或是兩變異係數，均可發現食物類指數標準差最大，其次是其他類，次之為

衣著類。偏態係數中負偏態發生在衣著類、交通及通訊類，和雜項類。峰態係數已經扣

除常態分配的 3，高狹峰發生在居住類和教養娛樂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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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總指數趨勢和變動之分析 

消費者物價指數總指數是所有分項指數的加權總和結果。本節說明總指數的長短期

趨勢。經過分析後得到圖 1-1 的長期趨勢結果，其中空心三角點為消費者物價指數觀察

值，實心圓點為估計值。長期趨勢估計後得到式 3： 

 

Y=93.260812+ 0.9472216075e0.02X (3) 

 

其中，Y 為總指數數值，X 為時間代號，從 1 到 124。上式判定係數為 0.9302。估

計式顯示為指數函數，代表有指數函數特性，即隨時間增長速度愈快。此特徵對物價指

數而言並非好事。因資料期間涵蓋新冠肺炎疫情前和期間，本文選擇 2013 年到 2019 年

之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月資料，得到非線性估計式仍為指數函數，但其次方的係數為 0.007

乘以時間代號，如式 4 所示。 

 

Y=86.502775+ 6.8948788715e0.007X (4) 

 

本文發現式 3 和 4 顯示台灣的消費者物價指數長期趨勢本身即為指數函數，並且新

冠肺炎疫情顯著影響台灣消費者物價水準的增長情況。我們運用式 4，再依時間的自然

增長下，得到圖 1-2 的未發生新冠肺炎事件趨勢點(見實心三角點)。比較式 3 的實心圓點

估計趨勢與使用式 4 加上時間代號的自然增長所得之未發生新冠肺炎事件趨勢，發現未

發生新冠肺炎事件之指數次方係數和斜率讓消費者物價指數增長速度減緩，形成自然且

較緩和地推高物價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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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短期趨勢能顯現下降趨勢發生的時期和持續時間長度，為實務上帶來良好的參考依

據。至於新冠肺炎疫情對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影響可從短期趨勢的各階段看出變化。圖 1-3

亦能發現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除了 2020 年初期發生物價下降外，隨著時間持續加速增長，

直到最後一條趨勢相比疫情期間的 2021 年和 2022 年都還來得緩和增長。 

表 2 總指數 CPI 的趨勢特徵表 

代號 持續時間(月) 起始月 結束月 趨勢方向 趨勢力道 平均值 

1 5 2019/08 2019/12 下降 0.072 98.56 

2 5 2020/01 2020/05 下降 0.424 97.79 

3 6 2020/06 2020/11 上升 0.097 98.24 

4 12 2020/12 2021/11 上升 0.251 99.78 

5 7 2021/12 2022/06 上升 0.383 102.17 

6 10 2022/07 2023/04 上升 0.179 103.94 

 

本文在表 2 歸納新冠肺炎事件對經濟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之趨勢影響，並發現自 2020

年 6 月後的總指數產生 4 條上升趨勢線(見表 2 的代號 3 至 6)，觀察代號 3 至 5 趨勢線的

力道發現，上升速度增快，從平均每月增加 0.097 點、0.251 點，到 0.383 點。平均值則

反映代號 4 和 5 趨勢時期增加 2.39(=102.17 – 99.78)點，較其他時期增加更高。此研究結

果證實從 2020 年 12 月開始，消費者物價指數以前所未有的上升速度反映經濟遭到衝擊

後的影響。直到 2022 年 7 月開始的代號 6 趨勢，消費者物價指數隨時間增長的速度才開

始趨緩。同時，表 2 證實新冠肺炎發生的第一年對台灣總體經濟的價格指標只能說是回

到 2019 年的物價水準，但其後時間下的物價水準從趨勢力道的增長來看，證明台灣物價

水準在新冠肺炎第二年開始發生更快速增長。而表 2 的代號 3 至 5 線性趨勢是將長期趨

勢的指數增長轉換為短期的線性趨勢表現，更能發現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總指數在新冠

肺炎疫情第二和第三年，相比先前並非穩定增長，而是更快速增長。 

直到代號 6 的趨勢時期，從 2022 年 7 月開始到 2023 年 4 月，可見總指數仍是上升

趨勢，但上升的速度已經趨緩。即便如此，總指數的絕對數字已經被 19 個月的趨勢增長

帶上了相對的高點。圖 1-4 顯示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的短期趨勢和未發生新冠肺炎事件

趨勢(實心三角點)之比對，並可從其中發現，2022 年 1 月開始的短期趨勢估計值高於未

發生新冠肺炎事件趨勢的估計值。我們可以將後者視為台灣經濟能承受的時間自然增長

下，消費者能承受的物價水準。不過，當實際的物價高於此水準，意味著物價絕對數字

已超過時間自然增長下物價該有的程度，台灣的消費者也面對著高出能承受的隨時間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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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之物價水準，亦即消費者的實質購買力下跌了。 

伍、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分項指數趨勢解讀 

觀察 124 個月消費者物價指數的七大分類項趨勢圖中的觀察值散布情況，本文發現

衣著類 CPI 呈現帶狀的散布情況；居住類 CPI 則呈現上下界的散布情況；交通及通訊類

CPI 呈現週期型態的 W 形式。至於教養娛樂類則在近期有更高且陡的物價水準。本節同

樣分為長期趨勢和短期趨勢分述研究結果。 

一、分項指數的長期趨勢 

長期趨勢以 124 個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分項指數值進行估計後，得到圖 2 和表 3。

圖 2 中的空心點代表觀察值，實心點代表趨勢的估計值，橫軸為時間年月，縱軸為物價

指數值和估計值。七大分項指數中，食物類 CPI 則是有前期較快速增長，近期增長緩慢

的長期趨勢。衣著類 CPI、居住類 CPI 和教養娛樂類 CPI 有前期平緩增長，近期快速增

長的趨勢型態；交通及通訊類 CPI 的趨勢則是 W 型態；醫療保健類 CPI 和雜項 CPI 有類

似線性的長期趨勢。 

從表 3 的估計式可發現，衣著類和教養娛樂類 CPI 為指數函數，和總指數的式 3 是

相同函數形式，代表這兩分項指數隨時間增長的情況和總指數相同。我們可認定衣著類

和教養娛樂類 CPI 貼合消費者物價指數的長期趨勢。從主計總處對消費者物價指數權重

描述上來看，占 5%和 13.7%的衣著類和教養娛樂類反而更與消費者物價指數總指數的長

期趨勢貼近，並隨時間發生指數增長變化。另外，居住類的 CPI 長期趨勢亦近似總指數

的特徵，表 3 估計式顯示其為時間變數絕對值的 3.5 次方函數，此函數有與指數函數近

似相同的性質。 

其次，表 3 的估計式為時間絕對值函數特徵的 CPI 有食物類、居住類、醫療保健類

與雜項類。其中後二者皆為時間變數有 1.1 次方絕對值函數，近似直線。不過，食物類

CPI 則呈現增長速度減緩的長期趨勢特徵，這意味著食物類 CPI 在 124 個月的長期趨勢

有數值增長逐漸緩慢現象。但長期趨勢並無法解釋近期的食物類 CPI 數值，因為食物類

CPI 數值高於估計值，並且最近的數值看似有更快速上漲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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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週期函數特徵的交通及通訊類 CPI。無論是觀察值或長期趨勢皆反映 124 個

月以來交通及通訊類的 CPI 有明顯兩段時期發生下降趨勢。但非線性迴歸一次估計 124

個月，以一條估計式表示很難得到合適週期震盪幅度所對應之函數，因此，整體而言非

線性迴歸只能配適出週期變化的 cosine 函數，做為代表其在 124 個月內發生週期震盪的

物價水準變化。 

表 3  分項指數之長期趨勢估計式與判定係數 

CPI 估計式 判定係數 

食物類 Y=82.232632+ 0.4806899199|X|0.8 0.902861 

衣著類 Y=97.086241+ 0.0460955057e0.04X 0.153442 

居住類 Y=97.022613+ 0.0000003128|X|3.5 0.851703 

交通及通訊類 Y=99.324131+ 2.7337295529cos(0.1X) 0.311144 

醫療保健類 Y=93.229122+ 0.0444892475|X|1.1 0.976695 

教養娛樂類 Y=98.683975+ 0.0009041331e0.07X 0.646589 

雜項類 Y=88.356841+ 0.0752733255|X|1.1 0.899302 
 

分項指數的長期趨勢雖說能夠顯示比線性迴歸更優質的趨勢情況，如衣著類或交通

及通訊類 CPI 的觀察值散布狀態都能用非線性迴歸顯示其趨勢特徵，也有如食物類 CPI

的近期數值而言，估計結果有所低估且趨勢上升方向更加向上，因此，本文接下來對分

項指數進行短期趨勢分析，得到比趨勢方向更多的趨勢特徵訊號。 

二、分項指數的短期趨勢 

短期趨勢和長期趨勢不同之處在於短期趨勢需要檢測每新增一筆消費者物價指數就

需估計一次，並進行新增該筆數值造成的影響。雖然研究者可運用個人經驗和趨勢改變

的 Chow 檢定，其中更細緻的趨勢改變轉折點仍需要逐一檢定才能確定，亦有可能發生

數個時間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記錄都能滿足 Chow 檢定的模糊空間。對此，本文採用研

究方法所述之精準迴歸建模方法，能有效避免人為認定和識別過程中的瑕疵。本文得到

分項指數的短期趨勢圖，並歸納為圖 3。 

(一) 分項指數的短期趨勢圖 

短期趨勢圖中出現週期特性的有衣著類和教養娛樂類 CPI 趨勢。衣著類 CPI 因原數

值的帶狀特性，產生類似季節性的週期特性：整體期間內，除頭尾的趨勢外，其他趨勢

皆為 12 個月形成趨勢。其中，頭尾趨勢有不足 12 個月成為趨勢的可能是整體期間的人

為設定所致。而這樣的週期特性顯示每年 10 月成為衣著類 CPI 最高值，然後隨著時間而

下降，直到來年的 10 月再次跳高。至於為何每年 10 月的衣著類 CPI 會有拉高情況發生，

其原因可能有二。第一，一般的冬季衣物較夏季用料多，所以相對價格高。到了第四季

添購冬裝時造成衣著類 CPI 值提高，形成趨勢的起點。第二，台灣海運的運費有「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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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娛樂類 CPI 則有如同衣著類 CPI 一般的週期特性：整體期間內，多數的趨勢起

點發生在年初和年中。究其原因應該是學校每學期開學的週期特性。每當學校開學前的

繳費潮自然算在教育類 CPI 內，也讓開學成為教養娛樂類 CPI 的趨勢起點。 

兩個較為特殊分項指數則是居住類和交通及通訊類 CPI 趨勢。居住類 CPI 短期趨

勢，明顯可見 V 型趨勢特徵，並在 V 型特徵中逐漸拉高居住類的 CPI 絕對數字。另一為

交通及通訊類 CPI 短期趨勢，出現類似股價走勢特性，形成 W 打底的特徵。觀察短期趨

勢發現，第一次的兩次大幅下降趨勢發生在 2014 年 6 月到 2015 年 2 月(平均每月下降

1.069 點)、以及 2015 年 8 月到 2016 年 2 月(平均每月下降 0.580 點)。第二次的大幅下降

趨勢發生在 2020 年 1 月到 5 月(平均每月下降 2.037 點)，此期間正是人類對新冠肺炎未

知初期，以減少出行與居家隔離所造成的結果。 

(二) 新冠肺炎事件影響分項指數短期趨勢說明 

短期趨勢的分析結果還能發現新冠肺炎前後台灣分項指數的消費者物價指數趨勢差

異。我們能由此結果了解新冠肺炎對商品市場的物價影響。因各分項指數的趨勢持續時

間不同，表 4 歸納的代號 1 趨勢線代表新冠肺炎前的趨勢，代號 2 開始為新冠肺炎影響

下的趨勢線。本文透過趨勢線個數、起始/結束月、趨勢方向和趨勢力道解析新冠肺炎對

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之分項指數影響。 

表 4-1 為食物類 CPI 的趨勢特徵結果。本文以新冠肺炎初期以 2020 年 2 月起算，所

以，第一條趨勢線從 2019 年 7 月到 2019 年 11 月，持續 5 個月的食物類物價以平均每月

0.315 點的速度上升。進入新冠肺炎初期影響台灣經濟時，2019 年到 2020 年 4 月反而持

續 5 個月以平均每月 0.180 點的速度下降。從平均值來看，剛受到新冠肺炎影響下，食

物類 CPI 平均值反而是下降的。即使到了第三條上升趨勢的食物類 CPI 平均值也仍未回

到新冠肺炎前的物價水準。 

表 4-2 為衣著類 CPI 的短期趨勢特徵結果並為七大分項指數中最具有週期性物價特

性。從表內觀察可發現除第五條趨勢仍在發展外，過去的每條趨勢持續時間皆為 12 個

月，並且起始月為 10 月，結束月為 9 月。這意味著衣著類 CPI 的短期趨勢有非常穩定的

趨勢持續時間，同時前四條趨勢的趨勢方向皆為下降，趨勢力道的平均每月速度趨緩。 

表 4-3 為居住類 CPI 的短期趨勢特徵結果，並且其起始月多落在 1 月和 6 月，僅有

第五條趨勢落在 2021 年 8 月為起始月。持續時間多為持續 5 個月或 7 個月，但最新趨勢

則持續 11 個月。即使表內所見的下降的趨勢方向有些微多數–占比約 57.14%，但從圖 3

和表 4 內的平均值皆顯示物價絕對數字的持續推高。針對新冠肺炎對居住類 CPI 從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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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影響，第三條的下降趨勢，即發生在 2020 年 6 月到 12 月，發現平均值已經高過疫

情前(見圖 2 居住類 CPI 趨勢圖上的箭頭)。這意味著 2020 年 6 到 12 月的台灣居住類 CPI

趨勢內的更多消費者物價指數值維持較高值，加上第三條的下降趨勢較第一條趨勢更為

緩和，這導致我們所見的第三條趨勢期間之平均值高於第一條趨勢，也代表居住類 CPI

在新冠肺炎政策的影響下仍在往上增加。 

表 4 CPI 的趨勢特徵表 

1.食物類 

代號 持續時間(月) 起始月 結束月 趨勢方向 趨勢力道 平均值 

1 5 2019/07 2019/11 上升 0.315 97.88 

2 5 2019/12 2020/04 下降 0.180 97.37 

3 6 2020/05 2020/10 上升 0.270 97.69 

4 6 2020/11 2021/04 下降 0.117 97.98 

5 7 2021/05 2021/11 上升 0.691 100.86 

6 5 2021/12 2022/04 上升 0.538 103.06 

7 6 2022/05 2022/10 上升 0.238 103.79 

8 6 2022/11 2023/04 上升 0.366 107.75 

2.衣著類 

代號 持續時間(月) 起始月 結束月 趨勢方向 趨勢力道 平均值 

1 12 2018/10 2019/09 下降 0.627 96.91 

2 12 2019/10 2020/09 下降 0.554 98.12 

3 12 2020/10 2021/09 下降 0.413 99.67 

4 12 2021/10 2022/09 下降 0.213 102.00 

5 7 2022/10 2023/04 下降 0.755 103.14 

3.居住類 

代號 持續時間(月) 起始月 結束月 趨勢方向 趨勢力道 平均值 

1 7 2019/06 2019/12 下降 0.226 99.12 

2 5 2020/01 2020/05 下降 0.039 98.72 

3 7 2020/06 2020/12 下降 0.182 99.36 

4 7 2021/01 2021/07 上升 0.146 99.55 

5 5 2021/08 2021/12 下降 0.169 100.62 

6 5 2022/01 2022/05 上升 0.220 101.09 

7 11 2022/06 2023/04 上升 0.024 1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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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通及通訊類 

代號 持續時間(月) 起始月 結束月 趨勢方向 趨勢力道 平均值 

1 5 2019/08 2019/12 下降 0.214 97.34 

2 5 2020/01 2020/05 下降 2.037 93.88 

3 15 2020/06 2021/08 上升 0.586 97.08 

4 8 2021/09 2022/04 上升 0.499 102.51 

5 7 2022/05 2022/11 下降 0.135 103.42 

6 5 2022/12 2023/04 上升 0.171 103.69 

5.醫療保健類 

代號 持續時間(月) 起始月 結束月 趨勢方向 趨勢力道 平均值 

1 6 2019/04 2019/09 上升 0.167 98.98 

2 7 2019/10 2020/04 上升 0.075 99.41 

3 5 2020/05 2020/09 上升 0.084 99.94 

4 7 2020/10 2021/04 上升 0.046 99.90 

5 5 2021/05 2021/09 上升 0.164 99.91 

6 13 2021/10 2022/10 上升 0.150 100.89 

7 6 2022/11 2023/04 上升 0.223 102.19 

6.教養娛樂類 

代號 持續時間(月) 起始月 結束月 趨勢方向 趨勢力道 平均值 

1 5 2019/09 2020/01 上升 0.215 99.93 

2 5 2020/02 2020/06 下降 0.120 98.39 

3 7 2020/07 2021/01 下降 0.112 98.72 

4 5 2021/02 2021/06 下降 0.208 99.78 

5 5 2021/07 2021/11 上升 0.083 100.42 

6 5 2021/12 2022/04 上升 0.112 100.81 

7 12 2022/05 2023/04 上升 0.394 102.24 

7.雜項類 

代號 持續時間(月) 起始月 結束月 趨勢方向 趨勢力道 平均值 

1 6 2019/06 2019/11 下降 0.029 98.47 

2 6 2019/12 2020/05 下降 0.046 99.45 

3 7 2020/06 2020/12 下降 0.081 99.61 

4 11 2021/01 2021/11 下降 0.113 99.99 

5 6 2021/12 2022/05 上升 0.108 101.27 

6 11 2022/06 2023/04 上升 0.316 1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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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居住類 CPI 短期趨勢，從 2022 年 1 月到 5 月的第六條趨勢以及從 2022 年 6

月到 2023 年 4 月的第七條趨勢顯示上升方向，但從第六條趨勢到第七條趨勢發生向上跳

空，快速拉高消費者物價指數值，形成第七條趨勢。即使第七條趨勢的力道較為緩和，

但平均值仍高於前期。若說央行升息最直接的影響應指居住類的 CPI。而央行從 2022 年

3 月開始持續升息，第七條趨勢的 CPI 值含兩段錯落的趨勢。此因 2022 年 10 月的消費

者物價指數值低於前月，不滿足每條趨勢最少所需的樣本數，如此才會有所見的平緩趨

勢力道結果。 

表 4-4 為交通及通訊類 CPI 的短期趨勢特徵結果，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台灣

的交通因建議居家減少接觸，多數民眾自發性減少外出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這才在第

二條趨勢線上反映出所有分類指標各趨勢的趨勢力道中，數字下降最大的結果。CPI 值

從 2020 年 1 月到 5 月以平均每月 2.037 點的速度快速減少。例如遊覽車業者、市內客運

和鐵路、高鐵等都受到嚴重的衝擊。以台鐵的月營收為例，2020 年 2 月收入有新台幣 11

億 1,482 萬元，到了 3 月下降到新台幣 9 億 6,480 萬元；4 月則到新台幣 8 億 4,451 萬元(交

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旅客列車客運概況)。其後月營收金額開始增加，5 月又回到接近

2 月的營收數字。另外一次則是台灣在 2022 年遭遇 Omicron 的侵襲，交通及通訊類 CPI

受疫情影響反映在第五條的下降趨勢期間，下降力道已不若新冠肺炎首次衝擊來得嚴重。 

不過，本文觀察到 2021 年台灣四、五月爆發新冠病毒社區感染，對應到第三條趨勢

期間卻呈現上升方向，並且持續 15 個月之久。此段趨勢期間的交通及通訊類 CPI 並無反

映出該次的新冠病毒侵襲台灣的影響。究其原因可能是台灣衛生福利部從 2020 年首次遭

遇新冠肺炎衝擊並有效讓境內的感染人數歸零。隔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讓民眾對衛生福利

部的政策和措施有信心，並已養成出門戴口罩、噴酒精、自我健康管理、平時減少外出，

和保持社交距離等。在民眾自發性自我管理和自律，以及對當局措施的認可，交通及通

訊類 CPI 反而維持上漲趨勢。若觀察台鐵的 2021 年 5 到 9 月營收，反而看到比 2020 年

更低的月營收水平。同時，台鐵的平均每日人數(人次)在同時間也是比 2020 年更低。 

表 4-5 為醫療保健類 CPI 的短期趨勢特徵結果，第二到五條趨勢呈現週期特性：起

始月為 10 月和 5 月，結束月則為 9 月和 4 月。無論有無發生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台灣的

醫療保健類 CPI 趨勢呈現上升方向，趨勢力道則不盡相同，不過，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第四條趨勢力道最弱，以平均每月 0.046 點速度上升，而後第五到七條趨勢分別以平均

每月 0.164 點、0.150 點，和 0.223 點。第七條趨勢已經是整體研究期間中第二高的上升

趨勢(最快上升發生在 2017 年 2 月到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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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自 2023 年 3 月 20 日起，新冠肺炎陽性輕症的確診者免通報與免隔離，並且自主

健康管理，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制度及部分負擔，此政策影響最新兩個月的醫療保健類

物價水準。此情況如同 2017 年為健保財務調漲部分負擔金額，反映在圖 4 的短期趨勢變

化上。只是新冠肺炎對醫療保健類 CPI 短期趨勢影響不只是醫療變成部分負擔，從衛生

福利部醫療給付之總點數年資料可知 2019 年為 773,169 點，到 2020 年的 780,382 點，而

後 2021 年的 784,253 點到 2022 年的 822,746 點。後者從 2021 年到 2022 年增加的總點數

多於各年之差。 

表 4-6 為教養娛樂類 CPI 的短期趨勢特徵結果。第二到五條趨勢的起始月穩定分別

發生在 2 月和 7 月；第一和第四條趨勢的結束月穩定分別發生在 1 月和 6 月。觀察起始

月和結束月可發現約半年(5 或 7 個月)為一週期。這符合學校教育上下學期制或娛樂類也

會有寒暑假檔期特性。不過，2021 年 7 月開始的第五條趨勢則開始改變結束月，代表趨

勢規律發生改變。除此之外，第五條趨勢也從之前下降趨勢轉為上升，並在之後的趨勢

線也都發生物價上升趨勢。特別是從2022 年5 月開始的趨勢持續12 個月以平均每月0.394

點速度上升，反映在圖 3 的教養娛樂類 CPI 短期趨勢，最右邊的趨勢線明顯更為陡峭上

升。 

表 4-7 雜項類 CPI 的短期趨勢特徵結果。新冠肺炎疫情發生的初期對雜項類 CPI 雖

表現出短期的下降趨勢(第二條趨勢線)，下降力道也超過第一條趨勢，但絕對數字卻高

於第一條趨勢期間的 CPI，這導致了第二條趨勢的平均值高於第一條趨勢。而趨勢力道

反映在圖 3 的雜項類 CPI 趨勢從 2019 年 6 月到 2020 年 11 月呈現較為平緩的下降變化，

不過，我們要注意到即使是下降趨勢，每條趨勢期間內的 CPI 平均值仍在逐漸增加中。

原本第五條趨勢從前期下降趨勢轉為上升，但只持續 6 個月，從圖 3 可看出雜項類 CPI

從最右邊數來第二條線段，可推測 2021 年 12 月到 2022 年 5 月的雜項類 CPI 從向上跳空

後持續上升，但 2022 年 6 月雜項類 CPI 向下跳空，造成此月成為另一趨勢的起始。 

綜合上述分項指數的短期趨勢解讀，本文可歸納出因分項指數本身觀察值隨時間記

錄下的散布狀態不同，影響到短期趨勢的規律和訊號，同時也反映出分項指數數值本身

短期趨勢轉折發生的週期特徵，例如衣著類 CPI、居住類 CPI、教養娛樂類 CPI 等。這

三個分項指數的短期趨勢明顯有清晰的改變前趨勢規律之年月，形成不連續的負斜率直

線段或向上跳空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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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文分析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的總指數和分項指數之長期和短期趨勢後，得到以下

四點結論。第一，長期趨勢在趨勢訊號識別上僅能顯示趨勢方向和趨勢力道。若改以不

同的模式，則非線性模式結果的函數可與線性迴歸進行模式比對，產生新的趨勢力道訊

號。而本文採用非線性模式即是使用其函數做為比對和了解趨勢變化用。第二，以判斷

係數最大化為原則，傳統迴歸分析同樣依循此原則，但加入內化樣本數後，每增加樣本

進入運算迴歸，並應用人工智慧進行運算和判斷，解決短期趨勢建模，獲得更多的趨勢

訊號，包含因精準建模目的而產生趨勢能持續時間長度、趨勢方向、趨勢力道、趨勢轉

折等訊號。第三，總指數為基準，分項指數的長期趨勢和短期趨勢模型產生比對，可觀

察出分項指數的趨勢更加接近總指數。第四，相比於長期趨勢的穩定狀態，短期趨勢的

趨勢轉折時間點能更明顯識別出新冠肺炎疫情對物價指數的影響和效果。 

經過本文對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之總指數和七大分項指數的趨勢分析後，本文發現

短期趨勢的精準迴歸建模方法因每次有新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數字公布後即可重新運算，

重複本文之分析過程後了解趨勢是否改變或發生趨勢轉折，此可成為消費者物價指數觀

察之即時趨勢資訊和政策參考依據。 

未來研究方向可擴展到通貨膨脹率的趨勢、消費者物價指數和年增率之關聯性等相

關主題，為消費者物價指數做一系列之分析研究。此外，本文之研究方法亦可應用於其

他物價指數，如生產者物價指數或工業生產指數等的趨勢分析，為台灣經濟指標趨勢訊

號做一典型分析。此分析方法亦可在每月消費者物價指數出現後，重新進行迴歸，做長

時間的趨勢記錄和比較，形成更具實務和政策性的有效趨勢訊號工具，幫助政策決策者

和研究人員更了解消費者物價指數或其他指數之趨勢及其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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