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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民國９８年７月２日，行政院正式通過「高雄縣市合併改制

直轄市」案，高雄市與高雄縣並於民國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合

併改制成為大高雄都。高雄因擁有良好的港埠，在過去台灣經

濟起飛時代扮演領頭羊的角色，鋼鐵、化工、造船及金屬加工

等高度依賴海運的產業也集中於高雄，在創造龐大產值與就業

機會背後，卻讓高雄留下「高污染城市」的形象。近年來，高

雄市法令政策走向，以逐漸擺脫傳統重工業與高汙染產業，轉

而發展「綠色」、「生態」、「科技」、「文化」及「自然」的方向

邁進，持續推廣觀光、文化與科技等綠色產業，並提出七大策

略，包含國營事業總部南遷、設立新材料循環經濟研究專區、

興建國際會議中心及新南向總部、建構體感科技園區發展軟體

產業、強化跨領域創新、建立區域產業發展基金、發展人才為

主軸的獎勵方案，以積極打造「宜居城市，幸福高雄」為目標。

本文擬以財政部「營利事業家數及銷售額統計（第七次修訂）」

與「赫芬達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探討全台灣１

０２年至１０６年五年間之產業集中度變化，據以分析高雄市

相對於各縣市產業聚集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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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一）赫芬達指數 

  赫芬達指數簡稱ＨＨＩ，為一種測量產業集中度的綜合指

標，指一個行業中各市場競爭廠商佔行業總收入或總資產百分

比的平方和，用來計量市場份額的變化，即市場中廠商規模的

離散度。傳統赫芬達指數計算方法如下： 

1. 計算市場總規模，令其為Ｘ  

2. 計算第ｉ個企業的規模，令其為ｘ
ｉ

 

3. 計算第ｉ個企業的市場佔有率，令其為Ｓ
ｉ
， 

即Ｓ
ｉ
＝ｘ

ｉ
Ｘ�  

4. 將該產業內所有企業的市場佔有率平方後加總，就可以得到

ＨＨＩ，即ＨＨＩ＝∑ Ｓ
ｉ

２

ｉ  

  由此可見，當ＨＨＩ越大時，表示市場集中程度越高；ＨＨＩ  

  越小時，代表市場集中度越低。該指數不僅反映市場內大企業 

  的市場份額，也能更準確反映大企業對市場的影響程度，藉此 

  分析產業的壟斷程度是高或低。 

    本文運用相同的概念，應用各年銷售額，將ＨＨＩ轉為測 

  度台灣各縣市產業規模離散程度指標，計算方法如下： 

1. 計算該產業該年總銷售額，令其為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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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算第ｉ個縣市該產業該年銷售額，令其為ｘ
ｉ

 

3. 計算第ｉ個縣市在該產業該年的佔有率，令其為Ｓ
ｉ
， 

即Ｓ
ｉ
＝ｘ

ｉ
Ｘ�  

4. 將該產業內所有縣市的佔有率平方後加總，即得該產業該年

ＨＨＩ，即ＨＨＩ＝∑ Ｓ
ｉ

２

ｉ  

由上述可知，當ＨＨＩ越大，代表該產業越集中於某些縣市；Ｈ

ＨＩ越小，代表該產業越分散於各縣市。又依據美國聯邦貿易會，

將市場依ＨＨＩ的高低程度劃分為三種型態： 

 ＨＨＩ低於 0.15：非集中市場 

 ＨＨＩ介於 0.15 至 0.25：中度集中市場 

 ＨＨＩ高於 0.25：高度集中市場 

 （二）營利事業銷售額 

   本文以財政部營利事業家數及銷售額統計（第七次修訂）  

 為計算依據，資料期間為１０２年至１０６年共五年，但其中 

 某些產業包含不陳列數值以保護個別資料的數據，其理由為避 

 免在產業中某些獨佔性強的企業間接揭露其銷售額資料，考慮 

 上述限制之後，ＨＨＩ分析產業類別共十七項，分別為農林漁 

 牧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用水 

 供應及污染整治業、營造業、批發及零售業、運輸及倉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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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及餐飲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金融及保險業、不動產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支援服務業、教育服務業、藝術、娛樂 

 及休閒服務業及其他服務業；縣市別為台灣二十二縣市。 

 （三）產業聚集程度 

   以各縣市對各產業所佔市場份額作為產業聚集程度衡量指   

 標，為方便分析，以百分比方式表達，例如對於某產業，計算 

 某ｉ縣市產業聚集程度方法如下： 

1. 將五年ＨＨＩ平均，令為Ｙ 

2. 將各縣市五年ＨＨＩ平均，令為ｙ
ｉ

 

3. 計算產業聚集程度Ｒ
ｉ
，即Ｒ

ｉ
＝

ｙ
ｉ

Ｙ
× １００％ 

 當Ｒ
ｉ
越大，代表對於某產業，相對於全台灣各縣市，某ｉ縣市 

 的聚集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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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統計分析結果 

(一) 各行業銷售額概況 

    圖一為全國行業別１０２年至１０６年銷售額平均數，可  

  知台灣最大產業為製造業，其後依序為批發及零售業、金融及 

  保險業、營造業、運輸及倉儲業、不動產業、資訊及通訊傳播 

  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住宿及餐飲 

  業、支援服務業、其他服務業、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藝術 

  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其他不能歸類之行業、農林漁牧業、礦業 

  及土石採取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教育服務業、公 

  共行政與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業。 

    圖二為全國各行業銷售額平均數佔總銷售額平均數比重，由 

  圖可得１０２年至１０６年比重最高的製造業佔 36.27%，批發及 

  零售業佔 35.43%，金融及保險業佔 5.84%，營造業佔 5.48%，運 

  輸及倉儲業佔 2.94%，前五大產業銷售額比重合計為 85.96%，剩 

  下的十五個產業僅佔 1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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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全國各行業別１０２年至１０６年平均銷售額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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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全國各行業銷售額平均數佔總銷售額平均數比重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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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１０２年至１０６年銷售額比重趨勢 

    圖三至圖二十二表達歷年來各行業銷售額比重趨勢圖，表一 

  則列出各年各行業所佔總銷售額比重成長率及幾何平均成長率 

  數值，依類別可概括分為四類： 

1. 持續上升： 

分別為農林漁牧業、住宿及餐飲業、支援服務業、教育服務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共六行業，其中醫療保健及社會

工作服務業銷售額比重平均成長率為 45.17%，教育服務業銷

售額比重平均成長率為 11.17%，顯示人口老化帶動醫療相關

產業蓬勃發展，而少子化趨勢讓家長更捨得將金錢投入子女

教育。 

2. 持續下降： 

分別為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與電力及燃氣供應業共二行業，其

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銷售額比重平均成長率為-3.50%，電力及

燃氣供應業銷售額比重平均成長率為各行業最低，達-3.88%，

顯示隨環保意識抬頭，高汙染產業逐漸退出台灣。而電力及燃

氣供應業方面，由經濟部商業司統計資料可得１０２年至１

０６年全國公司登記家數成長率 83.28%，資本額成長率為

8.77%，推測應為綠色能源逐漸受到重視，相關公司雖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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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但成效尚不及反應於銷售額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為高雄市

成長情況，公司登記家數成長率 83.4%，資本額成長率高達

1755.44%，遠高於全國資本額成長率。 

3. 先下降後上升： 

分別為製造業、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批發及零售業、運輸

及倉儲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不動產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

務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其他服務業共八行業，其中製

造業雖為台灣最大產業，但銷售額比重從１０２年 0.37%下降

至１０６年 0.36%。此八行業中銷售額比重平均成長率最高為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達 2.93%，顯示隨著經濟發展，人們

越來越重視休閒活動。 

4. 先上升後下降： 

分別為營造業、金融及保險業、公共行政及國防與強制性社會

安全業共三行業，其中營造業和金融及保險業銷售額比重平

均成長率近年呈現負成長趨勢，且已低於１０２年水準，推測

應為中古屋餘屋尚待去化，新建案市場降溫，銀行貸放業務連

帶受影響。 

圖二十三表達全國１０２年至１０６年銷售額總計趨勢，可知銷

售額至１０３年達高峰後持續下降，直到１０６年才恢復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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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農、林、漁、牧業銷售額比重趨勢 

 

圖四：礦業及土石採取業銷售額比重趨勢 

 

圖五：製造業銷售額比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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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銷售額比重趨勢 

 

圖七：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銷售額比重趨勢 

 

圖八：營造業銷售額比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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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批發及零售業銷售額比重趨勢 

 

圖十：運輸及倉儲業銷售額比重趨勢 

 

圖十一：住宿及餐飲業銷售額比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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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資訊及通訊傳播業銷售額比重趨勢 

 

圖十三：金融及保險業銷售額比重趨勢 

 

圖十四：不動產業銷售額比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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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銷售額比重趨勢 

 

圖十六：支援服務業銷售額比重趨勢 

 

圖十七：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業銷售額比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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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教育服務業銷售額比重趨勢 

 

圖十九：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銷售額比重趨勢 

 

圖二十：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銷售額比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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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其他服務業銷售額比重趨勢 

 

圖二十二：其他不能歸類之行業銷售額比重趨勢 

 

圖二十三：銷售額總計趨勢 

 

0.0055

0.0056

0.0057

0.0058

0.0059

0.006

0.0061

0.0062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S.其他服務業

0
0.0005

0.001
0.0015

0.002
0.0025

0.003
0.0035

0.004
0.0045

0.005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X.其他不能歸類之行業

37,000,000,000

37,500,000,000

38,000,000,000

38,500,000,000

39,000,000,000

39,500,000,000

40,000,000,000

40,500,000,000

41,000,000,000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銷售額總計(單位:千元)

16



表一：全國各年各行業所佔總銷售額比重成長率及四年幾何平均成長率 

行業別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平均成

長率 

A.農、林、漁、牧業 6.21% 6.58% 3.13% 9.39% 6.30% 

B.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4.77% -4.16% -0.04% -4.94% -3.50% 

C.製造業 -0.30% -3.22% -1.05% 1.51% -0.78% 

D.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2.78% -9.14% -9.55% 1.07% -3.88% 

E.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3.78% -4.76% 4.04% 13.80% 2.06% 

F.營造業 0.61% 5.93% -2.04% -4.94% -0.19% 

G.批發及零售業 -0.05% 0.20% 0.11% 0.76% 0.26% 

H.運輸及倉儲業 -0.73% 4.29% 1.35% 1.69% 1.63% 

I.住宿及餐飲業 5.12% 10.60% 8.85% 0.74% 6.26% 

J.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3.80% 4.54% 5.04% -1.72% 0.94% 

K.金融及保險業 4.57% 3.99% -3.55% -6.08% -0.38% 

L.不動產業 -5.33% 1.77% -3.74% 4.86% -0.70% 

M.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38% 3.98% 5.29% -3.36% 1.07% 

N.支援服務業 6.50% 20.58% 7.18% 2.37% 8.95% 

O.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31.94% 8.17% -6.37% -3.53% 6.55% 

P.教育服務業 10.36% 22.94% 14.10% -1.35% 11.17% 

Q.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62% 93.37% 128.05% -0.88% 45.17% 

R.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3.80% 12.32% 1.21% 2.62% 2.93% 

S.其他服務業 -0.21% 6.58% 0.35% -0.99% 1.39% 

資料來源：依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自行計算整理 

 

 

 

 

 

 

 

17



(三) 高雄市１０２年至１０６年銷售額比重趨勢 

  仿照上述作法，表二列出高雄市各年各行業所佔總銷售額 

  比重成長率及幾何平均成長率。由表中可得平均成長率為正的 

  行業別依序為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138.65%)、教育服務 

  業(15.16%)、住宿及餐飲業(6.56%)、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5.59%)、支援服務業(3.56%)、其他服務業(3.18%)、製造業 

  (3 .07%)、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 .86%)、批發及零售業 

  (1.61%)、資訊及通訊傳播業(0.60%)、不動產業(0.53%)、營造業 

  (0.49%)；而平均成長率為負的行業別依序為金融及保險業 

  (-0.55%)、農林漁牧業(-1.23%)、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54%)、礦業及土石採取業(-2.04%)、運輸及倉儲業(-3.14%)、電 

  力及燃氣供應業(-4.30%)。由以上數據可得就高雄市而言，傳統 

  高污染產業佔總營業銷售額比重持續降低。 

    圖二十四繪出高雄市相對於全國１０２年至１０６年各行 

  業別幾何平均成長率，可知高雄市在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 

  業、營造業、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不動產業、專業 

  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教育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與其他服務業優於全國平均成長率。觀察上述行業，可知本市 

  在服務業別方面成長快速，尤其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成

18



長率更是超越全國平均三倍，顯示因應人口老化，本市相關產業蓬

勃發展。 

 

表二：高雄市各年各行業所佔總銷售額比重成長率及四年幾何平均成長率 

行業別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平均成長

率 

A.農、林、漁、牧業 3.46% -12.61% -4.34% 10.07% -1.23% 

B.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5.70% -9.46% 15.65% -6.75% -2.04% 

C.製造業 3.64% -9.31% 4.98% 14.36% 3.07% 

D.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4.86% -5.11% -18.54% 14.05% -4.30% 

E.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2.94% -5.03% 0.41% 16.31% 1.86% 

F.營造業 8.62% -1.57% -7.55% 3.16% 0.49% 

G.批發及零售業 4.37% -3.72% -1.36% 7.53% 1.61% 

H.運輸及倉儲業 -9.48% -3.23% -2.33% 2.85% -3.14% 

I.住宿及餐飲業 7.04% 7.45% 6.51% 5.27% 6.56% 

J.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4.92% -2.45% 2.52% -2.38% 0.60% 

K.金融及保險業 0.11% -1.23% -3.98% 3.02% -0.55% 

L.不動產業 -7.97% -14.14% 8.43% 19.20% 0.53% 

M.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28.19% -1.02% 52.09% -35.59% 5.59% 

N.支援服務業 8.04% 5.61% -2.35% 3.25% 3.56% 

P.教育服務業 12.76% 60.96% 27.60% -24.06% 15.16% 

Q.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32.81% 383.91% 403.20% 0.30% 138.65% 

R.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5.01% 7.76% -11.31% 3.52% -1.54% 

S.其他服務業 5.56% 0.85% 0.72% 5.72% 3.18% 

資料來源：依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自行計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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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高雄市相對於全國 102 年至 106 年各行業別幾何平均成長率 

 

資料來源：依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自行計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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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全國各行業別１０２年至１０６年ＨＨＩ概況 

    表三為１０２年至１０６年各行業別 HHI 值及五年平均值，  

  由表中可得，依據美國聯邦貿易會定義，台灣１０２年至１０６ 

  年而言，非集中市場產業有農林漁牧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 

  造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及用水供應與污染整治業；中度集中市 

  場有營造業、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不動產業、教育服 

  務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與其他服務業；高度集中市場有運 

  輸及倉儲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金融及保險業、專業科學及技 

  術服務業與支援服務業。 

表三：全國各行業別 102 年至 106 年 HHI 

行業別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平均 

A.農、林、漁、牧業(非集中) 0.12  0.13  0.12  0.12  0.13  0.12  

B.礦業及土石採取業(非集中) 0.07  0.07  0.08  0.09  0.08  0.08  

C.製造業(非集中) 0.10  0.09  0.09  0.10  0.10  0.10  

D.電力及燃氣供應業(非集中) 0.10  0.09  0.10  0.10  0.10  0.10  

E.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非集中) 0.13  0.13  0.13  0.13  0.13  0.13  

F.營造業(中度集中) 0.15  0.15  0.16  0.16  0.15  0.15  

G.批發及零售業(中度集中)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H.運輸及倉儲業(高度集中) 0.27  0.28  0.27  0.25  0.26  0.26  

I.住宿及餐飲業(中度集中) 0.16  0.16  0.15  0.15  0.15  0.15  

J.資訊及通訊傳播業(高度集中) 0.50  0.50  0.49  0.50  0.51  0.50  

K.金融及保險業(高度集中) 0.59  0.63  0.63  0.63  0.62  0.62  

L.不動產業(中度集中) 0.24  0.25  0.25  0.24  0.22  0.24  

M.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高度集中) 0.33  0.32  0.32  0.29  0.30  0.31  

N.支援服務業(高度集中) 0.36  0.39  0.43  0.44  0.44  0.41  

P.教育服務業(中度集中) 0.21  0.21  0.20  0.20  0.22  0.21  

R.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中度集中) 0.19  0.16  0.17  0.17  0.18  0.17  

S.其他服務業(中度集中) 0.17  0.18  0.17  0.17  0.16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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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高雄市相對於各縣市產業聚集概況 

    表四為依據研究方法所述產出之以百分比表示的產業聚集 

  程度衡量指標，並列出所佔比重最高的前五名縣市。由表中可 

  看出除電力及燃氣供應業與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之外的所有 

  產業，均集中於臺北市，且除了電力及燃氣供應業外，臺北市 

  在各個產業的集中度都很高，顯示台灣一直以來的產業發展，  

  過度以臺北市為發展核心。本身為高度集中市場產業之運輸及  

  倉儲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金融及保險業、專業科學及技術 

  服務業與支援服務業，由表中亦可知完全由臺北市所獨佔，所 

  佔百分比分別為 82.34%、97.21%、98.99%、88.57%及 95.40%。 

    相對於其他各縣市，在高雄市集中度較高的產業為農林漁 

  牧業(32.47%)、礦業及土石採取業(15.19%)、製造業(16.49%)、電 

  力及燃氣供應業(34.42%)與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33.73%)，但 

  此五項產業本身均為非集中市場產業，代表相對於其他各縣 

  市，高雄市雖然擁有較高的產業集中度，但本身獨佔性不強。 

  本市在其他中度及高度集中市場方面，排名第三的為批發及零售   

  業、運輸及倉儲業、住宿及餐飲業、支援服務業；排名第四為營 

  造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金融及保險業、不動產業、教育服 

  務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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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各縣市各行業別產業聚集程度前五名及所佔比例 

行業別 第一名 比例 第二名 比例 第三名 比例 第四名 比例 第五名 比例 

A.農、林、漁、牧業 臺北市 38.91% 高雄市 32.47% 臺南市 9.91% 屏東縣 5.02% 新北市 2.84% 

B.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臺北市 31.32% 高雄市 15.19% 臺中市 10.62% 基隆市 9.71% 花蓮縣 8.41% 

C.製造業 臺北市 16.78% 高雄市 16.49% 臺中市 12.25% 桃園市 12.02% 新北市 11.79% 

D.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高雄市 34.42% 臺中市 14.63% 臺南市 13.27% 桃園市 12.77% 臺北市 8.05% 

E.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高雄市 33.73% 臺北市 22.53% 桃園市 20.90% 臺中市 10.20% 新北市 5.61% 

F.營造業 臺北市 57.73% 新北市 15.31% 臺中市 9.98% 高雄市 9.68% 桃園市 4.05% 

G.批發及零售業 臺北市 74.14% 新北市 9.26% 高雄市 5.66% 臺中市 4.83% 桃園市 3.69% 

H.運輸及倉儲業 臺北市 82.34% 桃園市 7.25% 高雄市 5.04% 新北市 3.64% 臺中市 0.99% 

I.住宿及餐飲業 臺北市 69.25% 臺中市 8.73% 高雄市 6.77% 新北市 6.11% 桃園市 4.35% 

J.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臺北市 97.21% 新北市 1.74% 臺中市 0.38% 高雄市 0.31% 新竹市 0.12% 

K.金融及保險業 臺北市 98.99% 新北市 0.33% 臺中市 0.28% 高雄市 0.20% 桃園市 0.11% 

L.不動產業 臺北市 76.54% 新北市 9.83% 臺中市 8.40% 高雄市 2.36% 桃園市 1.82% 

M.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臺北市 88.57% 新竹縣 4.26% 新北市 3.66% 桃園市 1.06% 臺中市 0.92% 

N.支援服務業 臺北市 95.40% 新北市 1.44% 高雄市 1.18% 臺中市 0.98% 桃園市 0.64% 

P.教育服務業 臺北市 72.16% 桃園市 7.43% 臺中市 7.13% 高雄市 6.97% 新北市 4.40% 

R.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臺北市 76.25% 新北市 7.55% 臺中市 5.02% 高雄市 4.34% 桃園市 2.63% 

S.其他服務業 臺北市 74.34% 新北市 6.28% 臺中市 5.84% 高雄市 5.78% 桃園市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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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論 

  產業的發展與變遷，會有效帶動人口移動，尤其若產業為高度集

中市場，更能將相關人才聚集於一地，形成縣市間的人口社會移動。

本文以「營利事業銷售額」結合「赫芬達指數」，據以分析高雄市相

對於各縣市，從１０２年至１０６年間產業聚集現況。結果發現高雄

市相對聚集的產業雖然以一、二級為主，但由前述可知銷售額比重逐

漸往服務業移動，期許未來可創造產業聚集優勢，吸引相關人才回流。

而高雄市聚集度第一的電力及燃氣供應業雖為非集中市場，但此產業

在高雄市的公司登記家數成長率 83.4%，資本額成長率達 1755.44%，

有助於成為未來發展綠色能源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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