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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計畫，致歲出規模擴大，財政

收支從上年餘絀�0�億元，轉呈預算

赤字�,510億元，相當於全年GDP之

�.��%�1(圖�-��)。

隨著財政赤字擴大，10�年底各

級政府債務未償餘額��增加�.��%至

�.��兆元��，相對於全年GDP比率亦

回升至��.��%(圖�-��)，但債務水準

尚維持於可控制範圍��。

(二)	企業部門及家庭部門 

1. 企業部門65 

10�年初爆發疫情雖影響我國部

分產業營運，惟受惠於新興科技應

用需求殷切，帶動電子業業績表現

亮麗等因素，上市櫃公司獲利能力

大幅提升；財務槓桿程度上升，但

短期償債能力尚屬適當；金融機構

對企業部門放款之逾放比率雖微幅

上升，信用品質仍佳。

�1	 同註�。
��	 各級政府債務未償餘額，係指1年以上非自償性債務餘額。
��	 10�年底各級政府債務未償餘額�.��兆元，其中中央政府為5.��兆元，地方政府為0.��兆元。截至110年�月底各級

政府舉借之1年以上非自償性公共債務餘額實際數為�.��兆元，其中中央政府、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分別

為5.�1兆元、0.��兆元、0.1�兆元及1億元，各占前�年度名目GDP平均數之��.50%、�.��%、0.��%及0.001%，尚

未超過「公共債務法」規定上限(中央政府、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分別不得超過�0.�0	%、�.�5%、1.��%
及0.1�%)。

��	 同註5。
�5	 企業部門分析對象包括非金融產業之上市及上櫃公司，採合併財務資料(無子公司者為個別財務資料)，100年資

料依ROC	GAAP編製，101年起依�FRSs編製，由於相關會計處理與表達方式多有變動，進行趨勢分析時宜審慎

解讀。

圖 2-32  財政赤字規模

註：1.	各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

	 �.	中央政府10�b為決算數，地方政府為預算數。

資料來源：財政部、行政院主計總處。

圖 2-33  政府債務規模

註：1.	各級政府債務未償餘額係指1年以上非自償性債務餘

額，不包含外債。

	 �.	中央政府10�b為初估決算數，地方政府為預算數。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及國庫署、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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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市櫃公司不畏疫情衝擊，獲利

能力大幅提升

10�年我國企業經營面臨新

冠肺炎疫情全球擴散之挑戰，部

分傳統產業商品雖受疫情影響，

國外需求大幅走弱，惟隨疫情帶

動龐大遠距商機，使半導體、資

通訊與5G應用需求湧現，上市

及上櫃公司平均ROE仍由上年之

1�.��%及1�.��%，分別躍升至

1�.�0%及1�.�5%(圖�-��)，整體

獲利能力大幅提升。

10�年上市櫃公司主要產業多

呈現獲利，其中資產比重逾5成之

電子業ROE較上年大幅成長，主

要係5G通訊及高效能運算需求增

加，使半導體業獲利成長，以及

疫情帶動居家辦公與宅經濟，使

電腦及週邊設備業與電子零組件

業獲利大增所致；建材營造業、

航運業及化學生技業則分別受惠

於不動產市場升溫、貨櫃缺艙推

升運價及防疫需求增加等因素，

獲利能力亦上揚(圖�-�5)。

圖 2-34  企業部門ROE

註：ROE=稅前息前淨利/平均權益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公司。

圖 2-35  上市及上櫃公司主要產業ROE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公司。

圖 2-36  企業部門槓桿比率

註：槓桿比率=負債總額/權益總額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公司。



�0	 　金融穩定報告　110年5月 	 貳、潛在影響金融體系之總體環境　	 �1

(�)	財務槓桿程度上升，但短期償債

能力尚維持適當水準

1 0 � 年 底 上 市 及 上 櫃 公 司

平均槓桿比率分別由上年底之

10�.�1%及��.55%提高至10�.�5%

及��.��%(圖�-��)，財務槓桿程

度上升，主要係市場利率走低，

吸引企業增加銀行借款，並增發

商業本票及公司債籌資，因應營

運需求所致。

同期間，上市公司流動比率

略升至15�.��%，上櫃公司則略

降至1��.1�%(圖�-��)，惟流動資

產均足以支應短期債務；隨獲利

大幅成長，上市及上櫃公司平均

利息保障倍數分別上揚至15.�0

倍及�1.��倍(圖�-��)，營運獲利

支應利息能力大幅提升；整體而

言，上市櫃公司短期償債能力尚

維持適當水準。

(�)	疫情使企業部門逾放比率略升，

但信用品質尚佳

受疫情衝擊部分產業影響，

10�年底企業部門在金融機構借

款��之逾期比率由上年底之0.��%

微幅上升至0.��%(圖�-��)，惟整體信用品質尚佳。

��	 採用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所統計各金融機構對全體企業之放款，惟不包含本國銀行海外分行資料。

圖 2-37  企業部門流動比率

註：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公司。

圖 2-38  企業部門利息保障倍數

註：利息保障倍數=稅前息前淨利/利息費用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公司。

圖 2-39  企業部門借款之逾放比率

資料來源：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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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庭部門

10�年家庭部門借款餘額持續成

長，整體債務負擔增加，惟淨資產

相對GDP比率高，財務體質尚稱健

全。家庭部門在金融機構借款之信

用品質佳。

(1)	借款餘額持續成長

10�年底家庭部門借款餘額成

長至1�.��兆元，相當於全年GDP

之��.15%(圖�-�0)，其借款用途以

購置不動產占��.��%為主，週轉

金借款��占��.��%次之，其他借

款比重不大(圖�-�1)。

10�年家庭部門借款餘額年

增率由上年之�.��%升抵�.5�%，

增加金額以購置不動產及週轉金

借款為主。與其他國家比較，我

國家庭部門之借款成長低於南

韓，但高於日本、美國及澳洲；

借款餘額相對於GDP之比率尚低

於澳洲及南韓，但高於美國與日

本(圖�-��)。

(�)	債務負擔增加，但擁有龐大淨資產

10�年家庭部門因借款餘額

增幅較大，借款餘額相對可支配

��	 週轉金借款包括現金卡放款餘額。

圖 2-40  家庭部門借款餘額及相對GDP比率

資料來源：本行經研處編「中華民國金融統計月報」、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行政院主計總處。

圖 2-41  家庭部門借款用途別

註：資料基準日為10�年底。

資料來源：本行經研處編「中華民國金融統計月報」、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

圖 2-42  家庭部門借款程度之跨國比較

註：資料基準日為�0�0年底。

資料來源：美國Fed、日本央行、南韓央行、澳洲統計局、

�MF、行政院主計總處、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本

行經研處編「中華民國金融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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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總額��之倍數上升至1.��倍，

債務負擔增加，家庭借款還本

付息金額��對可支配所得總額比

率則由��.��%略升至��.0�%(圖

�-��)，短期償債壓力增加，惟長

期以來我國家庭部門擁有龐大淨

資產�0，近年均達GDP之�.�倍以

上，且遠高於英、美、南韓及新

加坡等國(圖�-��)，顯示我國家

庭部門財務體質尚稱健全，償債

能力佳。

(�)	家庭部門之借款信用品質仍佳

10�年下半年隨著國內疫情

控制得宜，經濟活動逐漸回溫，

1�月失業率逐步回降至�.��%，

且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實際實

施人數亦由�月底�1,�1�人之高

峰，大幅縮減至1�月底之�,���

人，顯示疫情對家庭部門之衝擊

已明顯減緩，加上我國利率維持低檔有助於降低家庭部門債務負擔，影響所

及，家庭部門在金融機構借款�1之逾期比率續降至0.1�%之新低水準，其中購

置不動產借款之逾期比率更降至0.1�%(圖�-�5)之低點，家庭部門借款之信用

品質仍佳。

��	 家庭可支配所得總額=家庭淨可支配所得+租金支出+利息支出。10�年家庭部門可支配所得總額，係以家庭部門可

支配所得總額及國民可支配所得總額等兩項之歷史資料為參數值，以線性插補法進行推估。
��	 家庭部門每年還本付息金額，係採推估剩餘還款年數及五大銀行新承作放款利率進行估計。
�0	 同註�。
�1	 採用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所統計各金融機構對個人之放款，惟不包含本國銀行海外分行資料。

圖 2-43  家庭部門債務負擔及償債能力

註：標示陰影處之可支配所得總額資料係推估值。

資料來源：本行金檢處、本行經研處編「中華民國金融統計

月報」、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行政院主計總處。

圖 2-44  家庭部門淨資產對GDP比率

註：1.	含家庭及非營利團體之淨資產。

	 �.	右圖資料基準日為10�年底。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各國官方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