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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財務統計資訊查詢網資訊

內容暨運用

詹惠茹 /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徵信部

前言

無論是大眾進行股票投資、公司自我財務

診斷、公司首次公開募股時，經常需要了解標

的公司的財務現況與未來發展性，並根據其產

業特性，透過與同業的比較，了解標的公司的

財務健全性。過去若想了解特定產業特性、趨

勢或標的公司的財務狀況時，常見的方式是透

過公開資訊觀測站上公司提供的財務報告書及

財務比較e點通或台灣經濟新報（TEJ）⋯等

專業資料庫與書報，再自行進行整理與分析，

得出產業別的平均財務比率。

聯徵中心自104年6月起陸續於聯徵中心

網站之「資料開放專區」公布「運用大數據分

析資訊」、「產業財務統計資訊」及「產業財

務統計查詢網」，提供中業別之財務比率、會

計項目及授信統計資訊等供大眾利用，因此投

資大眾如需取得產業別財務比率，不必再自行

判斷及計算，可省去專業或計算上判斷錯誤的

風險。

至於聯徵中心之「產業別財務比率」與上

述公開資訊觀測站或TEJ之差異為何？茲簡要

分述如下。

(一) 樣本內涵

相較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或TEJ，其樣本為

公開發行以上之公司，聯徵中心之樣本涵蓋公

開發行以上與非公開發行公司，雖尚無法涵蓋

台灣全數財務報表，但亦達到約32,000本，

其中非公開發行之公司樣本數約28,000本，

公開發行公司個體/個別報表樣本數約為2,000

本（計算產業別財務比率時會再剔除部分如設

立未滿一年、營業收入為負值、淨值為負值、

查核報告書之簽證意見為否定意見或無法表

示意見等，以107年財務報表為例，剔樣後約

28,000本）。

(二) 行業分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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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銀行間徵信資料處理交換服務事業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二十六條蒐集。
2   詳細內容及相關操作說明於聯徵中心「產業財務統計資訊」中可供下載。h t tps : / /www. j c i c .o rg . tw /ma in_ch /docDe ta i l .

aspx?uid=218&pid=218&docid=334中之「產業財務統計資訊內容說明」及「常見問題」檔案。

聯徵中心之「產業別財務比率」係採用行

政院主計總處編印«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為

基本架構，依當年度刊冊編製作業截稿時之建

置行業樣本數，呈現行業財務比率資訊。現行

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為第10版，共分

19大類、88中類；以聯徵中心106年度收件後

統計揭示之86項中類為例，已涵蓋多數產業。

相較於106 年 12 月 27 日公布之「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公司產業類別劃

分暨調整要點」28類為多。

產業財務統計資訊／查詢網資訊內容

聯徵中心之「產業財務統計資訊」及「產

業財務統計查詢網」除前述產業別財務比率

外，另依據金融機構按月報送聯徵中心約16萬

企業戶授信餘額1，可擷取統計各產業之授信餘

額、授信類別、用途別、擔保品徵提與否及違

約率等相關資料，產出產業別授信彙總資訊 。

即產業別財務比率、財務結構及授信彙總共三

項資訊，提供民眾運用。復就其不同資訊內容

簡述如下2。

(一) 產業別財務比率

為利使用者取得具比較性、客觀性之產業

財務比率，以瞭解各產業之財務概況，或作為

欲分析之標的公司各項財務比率之適當比較標

準。聯徵中心所提供之財務比率，參考IFRSs

會計項目之實質變動，歷經102年公開發行公

司由上市/櫃公司開始逐步由原ROC GAAP轉

換至IFRSs(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後為會計一

致性目標，於資料年度105年推動非公開發行

公司由原ROC GAAP轉換至EAS(企業會計準

則)，聯徵中心近年來亦步亦趨多次召開專家

諮詢會，亦同步更新財務比率內容。惟因我

國推動IFRSs目標為跟隨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IASB)的腳步，故自 106 年起採逐號公報認

可制。聯徵中心所提供之產業別財務比率資

訊配合我國自107年財報起適用新公報IFRSs 

15「客戶合約之收入」及IFRSs 9「金融工

具」，及108年度財務報表適用IFRS16「租

賃」，經與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討論

後，除進行原公式內涵調整，亦為衡平一致性

與比率內涵間之矛盾，新增「速動比率(不含合

約資產)」比率及「應收款項週轉率(淨額)_不

含合約資產」，即IFRSs財務比率自資料年度

107年起由58項變成60項。

因不同會計編製基礎不適宜並列比較與分

析，配合前述我國會計編製準則之異動，聯徵

中心復依樣本分群進行統計，共分為

1.「一般公認會計原則ROC GAAP」：90年起

至104年止之45項財務比率；

2.「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s」：102年起至

106年之58項財務比率，及自107年起之60

項財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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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業會計準則EAS」：105年起之57項財

務比率。

因非公開發行之公司樣本數佔總產業別財

務比率樣本數約87%，故同一產業別下，其樣本

數相對於採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者多，為利使用者

精準判別標的公司或分析不同規模下之財務比率

變化，聯徵中心復於106年12月4日起提供大眾

得以查詢資料年度100年(含)以上、按營業收入

金額大小劃分為7個級距之財務比率資訊。

(二) 產業財務結構資訊查詢

提供各產業之財務結構（包括資產負債

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之會計項目平均金

額）資訊，同財務比率所述，依會計編製準則

之不同，將樣本分群進行統計，並視新公報適

用之會計項目公版調整聯徵中心之會計項目，

如資料年度為107年新增適用IFRS 15 「客戶

合約之收入」及IFRS 9「金融工具」之相關會

計項目。

(三) 產業授信彙總資訊

主係揭露產業別與金融機構之授信往來變

化，瞭解不同產業間資金運用特性、各產業資

本投資之變動趨勢及透過貸款之變化了解各產

業於不同年度之榮枯及未來可能發展潛力。

應用釋例

聯徵中心之「產業財務統計資訊」主係提供

整檔下載原始資料之取得利用管道；而「產業財

務統計查詢網」則可依使用者欲比較或觀察之財

務報表類型選擇其所需財務比率，依使用者目的

透過簡易方式查得資訊，或利用圖型化資訊做一

簡易分析。透過此二種管道，可令使用者依其使

用目的，便捷取得開放之資料內容。

因查詢網之操作手冊已置於聯徵中心網站之

「資料開放專區」中，故不在本文中贅述，以下

就「產業財務統計資訊」中之產業別財務比率查

詢結果匯出後可進行之運用提供釋例如下。

圖 1  按查詢條件選取後，按下查詢鍵後再予以匯出 Excel表（紅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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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106年EAS 行業大類之毛利率及純益

率(稅後)之Excel表後，可進一步進行分析，以

上述案例，可得到訊息如下。

(一)各行業樣本佔比(台灣行業發展現況)：利用

其行業大類樣本數(圖1藍框)進行統計後，

由大至小排序如下表。

C 製造業 31.31%

G 批發及零售業 28.68%

L 不動產業 12.68%

K 金融及保險業 7.91%

F 營建工程業 7.13%

I 住宿及餐飲業 2.09%

J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2.09%

H 運輸及倉儲業 1.99%

N 支援服務業 1.77%

M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70%

E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0.63%

A 農、林、漁、牧業 0.59%

D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46%

R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0.41%

S 其他服務業 0.35%

B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17%

P 教育業 0.04%

(二)各產業大類毛利率與純益率(稅後)之表現：

同樣利用匯出之Excel表，觀察各產業大類

其之毛利率與純益率(稅後)，可看到以下現

象：

1.毛利率VS.純益率(稅後)在產業別上的差異

如：雖然「其他服務業」佔樣本比只有

0.35%，但以毛利率觀之，卻是所有業別

中的第一名(48.1%)；「住宿及餐飲業」為

47.1%次之(佔樣本2.09%)。

但若以純益率(稅後)觀之，就又不同了，以

「金融及保險業」35.2%最高，與次高的

「不動產業」14%差距極大。

2.營收規模不同下的產業分布與差異

(1)營收規模不同之樣本分布：

以樣本最多的非公開發行公司製造業為

例，以1~5億佔比48.36%最多；0.4~1億

佔比23.85%次之，共佔全製造業72.2%。

再看製造業中，以「金屬製品製造業」

佔18.24%最多；「機械設備製造業」佔

12.01%次之⋯亦可看出各大業別下之樣

本分佈。

(2)營收規模不同之財務比率差異：

另再實際應用於106年度非公開發行公

司製造業下之獲利率(毛利率、純益率(稅

後)、權益報酬率(稅後))與週轉率(應收款

項週轉率、存貨週轉率、總資產週轉率)

後，發現有下列幾點特性：

1在排除大於100億之公司後，毛利率與

公司營收規模大小大致呈反比，然稅後

之獲利表現則與公司營收規模大小呈正

比。

b營收規模大公司之週轉率表現較小規模

者佳，顯示大規模公司可能確有規模效

益反映於週轉率上。

c在不分營收級距下，所查得之財務比率

有平均化之效果。故使用者可利用營收

級距查詢其對應之財務比率，以增加查

詢標的之精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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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對於一般於公開發行市場交易之投資人而

言，公開發行公司之相關資訊於公開資訊觀測

站已有不少揭露、其資訊亦持續增加。然對於

處理非公開發行公司之交易或評估，如購併或

首次公開募股、金融機構進行徵信評估、學術

研究⋯等，過去多因僅能取得公開發行公司或

同業之客戶財務資訊進行比較，於學術研究之

圖 2  製造業在不同營收級距下的獲利表現（單位：億；％）

圖 3  製造業在不同營收級距下的週轉率表現（單位：億；％）

樣本廣泛性亦受限，經由產業財務統計查詢網

中涵蓋非公開發行公司財務資訊，將有利增加

上述評估事項之廣度與便利性。

另對個別公司而言，聯徵中心所提供之

產業別財務比率可做為其財務分析工具，使用

者拿到財務報表進行分析時，除計算其財務比

率，若能酌以行業內之水準，善用聯徵中心所

提供之相關統計值，了解公司位於行業內之表

現，當能有所助益4。

4 注意事項：使用者需注意財務報表屬落後資訊，且無法涵蓋樣本公司之所有質化與非質化資訊(如管理能力、技術能力等)，故有其使用限
制。不宜作為投資或其他決策之唯一依據。且使用者仍需關注公報或準則異動對財務比率之影響，以完整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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