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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本專題將以傳統經濟結構模型、時間序列方法、
深度學習 LSTM 模型 3 項研究方法，預測台灣在
後疫情時代的貿易量(進出口值)。過往針對台灣貿
易量之研究多以傳統經濟結構模型或者時間序列
模型為主，而近年來人工智慧蔚為風潮，許多新型
的演算法如雨後春筍般相繼被提出(例如，chatGPT
聊天機器人)，但鮮少有人利用深度學習技巧來預
測台灣貿易量，故本專題將補足此一缺口。希望透
過本專題研究，以實際資料驗證三種預測模型的預
測能力，並將研究焦點放在深度學習的預測上，以
明瞭人工智慧的發展是否可以改變經濟領域的傳
統作法。而經過本專題實證後發現使用深度學習模
型預測進出口值的確能幫助我們得到更精準的進
出口值，故未來在進行預測類型之研究時，深度學
習模型是一項值得引用的研究方法。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的貿易依存度高，對外貿易是台灣經濟
發展的關鍵驅動力。我們觀察到觀察到台灣近 30
年與主要貿易國家之貿易量，發現進出口值之間
存在著緊密的相關性。因此，若能夠精確預測台
灣的進出口值，將有助於企業預測全球市場需求
趨勢，進而調整生產和銷售策略，並優化政府的
投資和貿易政策，以提高國際競爭力。 

本研究將評估 3種模型的預測績效，並從中找出
預測誤差最小的模型。過往文獻上已有研究使用
結構模型以及時間序列模型來預測進出口值，但
尚未有使用深度學習相關之研究，本文將深度學
習的的概念跨入財經領域，建構新型模型來預測
進出口值，以尋找出最佳預測模型以提供實務參
考運用，且以深度學習法建構新型模型來預測進
出口值，將可補足此研究缺口。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採用傳統貿易模型、時間序列模型與類
神經網路，並設立預測績效評估統計量。我們將使
用類神經網路、迴歸分析與時間序列對台灣的進出
口值做預測，最後比較各模型的預測績效。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使用統計分析軟體 EViews 進行預測，
實證的時間範圍自西元 198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而研究選用的貿易國包含美國、英國、義大利、
德國、法國、日本、南韓、中國大陸、馬來西亞、
新加坡以上共 10 國，採用進口值、出口值、名目
匯率、國內生產毛額、消費者物價指數、國內所得
變數等資料進行研究變數的替代及設算。 

從進口模型預測績效數值比較表可知 6 種模型進
口值的預測績效比較優劣為：LSTM(時間序
列)>AR 模型>ARMA 模型>MA 模型>LSTM(貿易
結構)>FMOLS 模型。而從出口模型預測績效數值
表比較可知 6 種模型出口值的預測績效比較優劣
為：LSTM(時間序列 )>AR 模型>ARMA 模型
>LSTM(貿易結構)>MA模型>FMOLS模型，其中
AR 模型的 RMSE 只較有微小優於 LSTM 時間模
型，不過參照MAPE指標下 LSTM(時間序列)的綜
合表現仍為最佳。 

在所有模型績效比較中，我們觀察到深度學習時間
序列方法的模型，不論是對出口值或進口值的預測，
均呈現最小的誤差，顯示其卓越的預測能力。儘管
如此，明顯可見使用傳統時間序列方法進行預測的
整體結果仍然相當出色，甚至在某些方面優於深度
學習貿易結構的方法。然而，以深度學習貿易結構
的方式進行預測仍然優於傳統貿易結構模型。 

五、結論 

本專題使用3種不同模型預測台灣進出口值，
從預測績效結果可看出在使用同類型資料的情況
下，深度學習模型的預測結果均有較良好的表現，
但使用時間序列資料之深度學習模型相較於使用
貿易結構資料的深度學習模型有更高的精準度，由
此可推知在預測一國進出口值時，時間序列模型的
表現優於使用貿易結構模型，而經過實證後發現使
用深度學習模型預測進出口值的確能幫助我們得
到更精準的進出口值，故未來在進行什麼預測類型
之研究時，深度學習模型是一項值得引用的研究方
法，且在預測一國進出口值使用時間序列類型的資
料較為恰當，而在貿易結構模型裡，所得變數的影
響較為明顯，且具有統計上的顯著，但模型整體解
釋力不足，可能要尋找其他自變數來增加模型的解
釋力，才能讓預測更為精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