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國內生產與所得

（一）經濟成長與國民所得

1. 國內生產毛額

111 年台灣受惠於內需成長動能挹注，

帶動經濟穩健成長。全年實質 GDP 成長率為

2.45%，內需貢獻 3.17 個百分點。外需方面，

出口及投資帶動進口引申需求上升，使輸入

成長大於輸出成長，兩者相抵後，國外淨需

求貢獻為 -0.72 個百分點。

111 年各季經濟成長率分述如下：

第 1 季因物價漲幅較高與疫情反覆，民

間消費僅微幅增長。另因廠商相繼擴大資本

支出，以及綠能等重大投資案賡續進行，增

添民間投資成長動能，加以新興科技應用商

機與傳產貨品需求仍殷，輸出成長動能續強，

經濟成長率為 3.87%。

而第 2 季，4 月中旬起國內確診人數急速

攀升，民眾自發性減少外食和旅遊，惟上年

同期實施防疫三級警戒管制措施，基期較低，

民間消費溫和成長；此外，科技大廠擴增產

能、綠能設施建置與運輸業者購買運輸工具

之態勢延續，加以業者因應節能減碳趨勢，

更新生產設備，均帶動民間投資成長，惟全

球通膨壓力居高，拖累終端消費性產品出貨

量，影響相關供應鏈廠商出口，抑制輸出動

能，經濟成長率略降至 2.95%。

至第 3 季，廠商持續投資，惟上年基期

墊高，民間投資成長放緩；此外，俄烏戰爭

未歇，主要央行持續緊縮貨幣政策抑制通膨，

致全球景氣降溫，終端需求下滑，出口成長

動能趨緩，但國內疫苗覆蓋率提升與疫情衝

擊鈍化，搭配政府振興國旅政策，內需消費

明顯熱絡，經濟成長率升至 3.64%。

第 4 季因國內疫情減緩，防疫管制措施

逐步放寬，國人外出與出國消費人次大幅提

升，支撐民間消費成長；此外，半導體及綠

能等相關重大投資持續落實，挹注民間投資

成長動能；然而，全球通膨及主要央行升息

抑制全球終端需求，廠商持續調整庫存，加

以中國大陸嚴格防疫封控措施干擾消費及生

產活動，致外需明顯轉弱，出口轉呈負成長，

經濟成長率降為 -0.41%，創 2016 年第 1 季以

來首次衰退紀錄。

2. 國民所得毛額

名目國內生產毛額加計名目國外要素所

得淨額後，即為名目國民所得毛額；而實質

經濟成長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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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生產毛額、國民所得毛額年增率與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年（季）別

國內生產毛額 國民所得毛額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名目年增率
（%）

實質成長率
（%）

名目年增率
（%）

實質成長率
（%）

新台幣
（NT$）

美元
（US$）

109年 5.32 3.39 5.68 6.63 844,485 28,549

110年 9.16 6.53 8.35 5.24 926,314 33,059

111年 p 4.45 2.45 4.62 0.48 976,914 32,811

110年第 1季 12.52 9.29 11.22 10.52 225,230 7,932

2 10.35 7.85 9.44 5.90 222,767 7,957

3 6.17 4.14 4.73 1.16 231,240 8,296

4 8.00 5.23 8.29 4.02 247,077 8,874

111年第 1季 6.49 3.87 7.12 3.04 242,033 8,644

2 5.15 2.95 6.11 1.24 236,972 8,044

3 5.36 3.64 4.30 -0.12 246,367 8,104

4p 1.09 -0.41 1.28 -2.01 251,542 8,019

註：p為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國內生產毛額加計實質國外要素所得淨額後，

另再加上對外貿易條件變動損益，即等於實

質國民所得毛額。111 年經濟成長趨緩，加以

對外貿易條件變動損益跌幅進一步擴大，致

以 105 年為參考年計算之實質國民所得毛額

僅成長 0.48%，遠低於上年之 5.24%。

3.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111 年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為新台幣

97 萬 6,914 元，折合 3 萬 2,811 美元，惟因台

幣貶值，而較上年減少 248 美元。

（二）國內生產毛額之處分

1. 民間與政府消費

111 年 4 月中旬起國內肺炎疫情迅速升

溫，所幸民眾漸接受與疫情共存，疫情影響

鈍化，加以上年比較基期較低，全年民間消

費成長率為 3.59%，對經濟成長貢獻 1.60 個

百分點。其中，第 1 季雖然國內防疫措施放

寬，且有政府振興方案挹注，惟交通、休閒

娛樂受疫情反覆影響，仍顯疲弱，民間消費

年增 0.67%；第 2 季因國內疫情出現社區感

染，抑制內需型服務類消費支出，惟上年比

較基期較低，民間消費成長 3.14%；第 3 季

疫情衝擊漸消退，消費人潮回流，加以政府

振興國旅及鬆綁防疫管制措施，民間消費成

長躍升至 7.52%；而第 4 季雖上年比較基期

較高，惟隨防疫管制措施放寬，民眾生活漸

次恢復，跨境旅遊回溫，民間消費續擴增，

成長率為 3.24%，下半年民間消費成長整體

表現優於上半年。

若就民間消費型態觀察，受上年實施第

三級疫情警戒，比較基期較低，且受惠民眾

外出旅遊與消費意願提升，其中以衣著鞋襪

及服飾用品消費支出成長 14.16%，最為明

顯；餐廳及旅館消費支出亦恢復正成長，年

增 12.91%。此外，疫情影響及原物料上漲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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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菸酒類消費，菸酒支出衰退幅度最大，年

減 2.1%。

111 年政府消費支出成長 3.44%（低於

上年之 3.69%），對經濟成長貢獻 0.46 個百

分點，主要係因防疫以及軍品採購增加等因

素所致。

2. 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111 年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受惠主要科技大

廠資本支出擴大，以及離岸風電與太陽光電

等綠能設施、5G 基礎建設投資陸續到位，加

以運輸業者採購運輸工具等有利因素，成長

6.24%，貢獻經濟成長 1.63 個百分點。其中，

第 1 季受廠商擴大支出，以及 5G 設備、綠能

投資賡續落實，帶動廠房與設備增置，挹注

機器及設備與營建工程投資動能，以及海、

空運業者擴增運能，新購運輸設備，固定資

本形成毛額成長 9.22%；第 2 季機器與設備

投資成長動能續升，以及運輸工具投資態勢

延續，加以營建工程投資溫和成長，推升固

定資本形成毛額年增率至 11.27%，為全年最

高；第 3 季雖廠商續推製程升級與綠能基礎

建設，惟上年基期已高，機械及設備、營建

工程投資成長放緩，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年增

1.96%；第 4季雖然營建工程投資平疲，飛機、

船舶及軌道車輛購置較上年同期減少，惟機

器及設備投資持續擴張，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年增 3.31%。

就固定投資的資本財型態（細分為營

建工程投資、運輸工具投資、機器及設備

投資、智慧財產投資）觀察：111 年機器及

設備投資暢旺，全年成長 11%；營建工程

投資溫和成長，年增 2.24%；運輸工具投資

因海空運業者購置新運輸設備，全年成長

1.23%。智慧財產投資方面，成長動能穩健，

全年成長 6.07%。

就購買主體（細分為民間投資、政府

投資及公營事業投資）觀察：第 1 季機器及

設備與營建工程投資成長帶動民間投資成

長 10.33%；第 2 季機器及設備投資成長強

勁，加以廠商強化國際競爭力，持續投入智

慧財產投資，民間投資成長率達 11.38%，

為全年最高；而第 3 季運輸工具與機器及設

備投資出現負成長，拖累民間投資表現，成

長率降至 0.05%；第 4 季運輸工具與營建工

程投資較上年同期衰退，惟機器及設備投

資轉呈擴張，促使民間投資成長率回升至

4.36%；全年民間投資成長 6.33%（低於上

年之 18.9%）。另一方面，公營事業推進綠

能等重大基礎建設，公營事業投資全年成長

13.2%，政府投資則因上年比較基期較低，全

年成長 2.07%。

3. 對外貿易

111 年輸出成長 2.41%（遠低於上年之

17.27%），對經濟成長貢獻 1.6 個百分點，主

要係因下半年全球高通膨，主要央行升息，

抑制終端需求，影響台灣出口動能。其中，

第 1 季與第 2 季因 5G、高效能運算、物聯網、

車用電子等科技應用與數位化轉型商機殷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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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支出實質成長率

單位：%

年（季）別 經濟成長率 民間消費 政府消費
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商 品 及

服務輸出

減：
商 品 及
服務輸入小計 民間 公營 政府

109年 3.39 -2.55 2.78 6.15 4.87 28.87 5.80 1.19 -3.54

110年 6.53 -0.35 3.69 14.46 18.90 5.04 -10.10 17.27 18.06

111年 p 2.45 3.59 3.44 6.24 6.33 13.20 2.07 2.41 4.50

110年第 1季 9.29 2.55 4.72 12.12 13.66 32.84 -8.83 21.83 16.54

2 7.85 -0.68 2.01 13.10 18.64 -18.87 -7.91 22.61 18.77

3 4.14 -5.58 3.50 19.80 24.25 19.24 -11.11 14.10 20.67

4 5.23 2.29 4.44 12.64 18.91 4.43 -11.56 12.20 16.37

111年第 1季 3.87 0.67 -0.56 9.22 10.33 0.95 2.32 8.98 8.92

2 2.95 3.14 5.99 11.27 11.38 34.58 0.38 4.78 9.81

3 3.64 7.52 2.11 1.96 0.05 31.79 5.85 2.15 2.02

4p -0.41 3.24 5.79 3.31 4.36 -2.96 0.41 -5.14 -1.65

註：p為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各項支出對經濟成長之貢獻

單位：%；百分點

年（季）別 經濟成長率 民間消費 政府消費
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存貨變動
商 品 及

服務輸出

減：
商 品 及
服務輸入小計 民間 公營 政府

109年 3.39 -1.33 0.39 1.47 0.96 0.34 0.17 0.23 0.75 -1.88

110年 6.53 -0.17 0.51 3.50 3.73 0.07 -0.31 0.68 10.03 8.02

111年 p 2.45 1.60 0.46 1.63 1.40 0.18 0.06 -0.52 1.60 2.32

110年第 1季 9.29 1.24 0.63 2.97 2.89 0.28 -0.21 -0.45 12.28 7.38

2 7.85 -0.32 0.28 3.22 3.75 -0.30 -0.23 0.15 12.83 8.30

3 4.14 -2.65 0.49 4.76 4.86 0.22 -0.32 2.38 8.27 9.11

4 5.23 1.10 0.64 3.00 3.38 0.07 -0.45 0.52 7.26 7.31

111年第 1季 3.87 0.29 -0.07 2.32 2.28 0.02 0.03 0.07 5.69 4.43

2 2.95 1.38 0.78 2.92 2.52 0.40 0.01 -0.38 3.18 4.92

3 3.64 3.24 0.29 0.55 0.02 0.39 0.15 -0.80 1.48 1.12

4p -0.41 1.44 0.83 0.84 0.87 -0.07 0.04 -0.92 -3.43 -0.83

註：p為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以及傳產貨品需求熱絡，挹注出口動能，輸

出成長率分別達 8.98% 與 4.78%；第 3 季起，

由於俄烏戰爭未歇，全球通膨居高不下，主

要央行持續升息，致全球景氣降溫，傳產貨

品與電子產品買氣趨弱，出口動能放緩，輸

出成長降為2.15%；第4季中國大陸疫情惡化，

經濟成長放緩，加劇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全

球景氣更趨低迷，消費電子產品需求進一步

疲軟，加以企業調整庫存，輸出轉為負成長

5.14%，為全年最低。至於輸入方面，受出口

與投資引申需求增加帶動，年增 4.50%（低於

上年之 18.06%）。

（三）儲蓄與投資

111 年民間投資動能不減，國內投資率

（國內投資毛額占 GDP 的比率）持續攀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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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蓄與投資

年（季）別

國民儲蓄毛額 國內投資毛額 儲蓄與投資差額

金　額
（新台幣百萬元）

儲蓄率
（%）

金　額
（新台幣百萬元）

投資率
（%）

金　額
（新台幣百萬元）

占國內生產毛額比率
（%）

109年 7,940,908 38.76 4,822,800 24.22 3,118,108 15.66

110年 9,524,149 42.91 5,860,325 26.96 3,663,824 16.85

111年 p 9,599,080 41.33 6,308,588 27.78 3,290,492 14.49

110年第 1季 2,206,491 40.57 1,363,521 25.72 842,970 15.90

2 2,400,781 44.94 1,435,518 27.42 965,263 18.44

3 2,413,483 43.82 1,574,830 29.04 838,653 15.47

4 2,503,394 42.37 1,486,456 25.72 1,016,938 17.59

111年第 1季 2,493,949 42.81 1,536,933 27.23 957,016 16.95

2 2,501,321 44.13 1,626,942 29.56 874,379 15.89

3 2,356,150 41.02 1,614,758 28.26 741,392 12.98

4p 2,247,660 37.56 1,529,955 26.18 717,705 12.28

註：p為初步統計數；投資率為國內投資毛額占國內生產毛額比率；儲蓄率為國民儲蓄毛額占國民所得毛額比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27.78%，高於上年的 26.96%。國民儲蓄率（國

民儲蓄毛額占 GNI 的比率）則隨國內疫情影

響鈍化，防疫措施持續放寬，消費支出回溫，

由上年的 42.91% 降至 41.33%。

111 年國內投資毛額增額遠大於國民儲

蓄毛額的增額，縮小儲蓄與投資差額，儲蓄

與投資差額占 GDP 比率由上年的 16.85% 降

為 14.49%。

儲 蓄 率 與 投 資 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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