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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 濟 篇

貳、經濟篇

一、國內生產與所得

（一）概說

本（98）年上半年受金融海嘯後續衝

擊影響，全球景氣不振，我國外貿大幅衰

退，進而波及勞動市場及產銷活動；下半

年在中國大陸與新興經濟體景氣逐步復甦

下，第 3 季對外貿易衰退幅度已見縮小，

第 4 季則重拾動能轉呈正成長；至於內需

方面，上半年因失業率攀升及薪資縮減壓

力存在，民間消費疲弱不振，而民間投資

亦因全球景氣低迷，多數廠商產能利用率

偏低而延後資本支出。下半年伴隨新興經

濟體景氣好轉，及政府振興經濟措施效果

逐漸發酵，民間消費及民間投資成長逐步

好轉。

整體而言，本年我國經濟受全球不景

氣影響，外需及內需表現均不盡理想，全

年經濟成長率由上（97）年正成長 0.73%

轉為衰退 1.87%。就國內生產毛額的支出

面來看，雖然輸出轉為衰退，但由於輸入

衰退幅度更大，以致國外淨需求貢獻仍大

於國內需求。再以生產面來看，受全球不

景氣影響，本年工業及服務業均呈衰退，

惟服務業受國外衝擊較小，因此，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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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負貢獻相對較工業為小。

（二）經濟成長與國民所得

1. 國內生產毛額

本年全年經濟成長率由去年正成長轉

為衰退，惟衰退幅度隨景氣復甦而逐季縮

小，第4季則轉為正成長，各季走勢如下：

第 1 季受金融海嘯後續衝擊影響，全球景

氣衰退持續擴大，我國輸出大幅重挫，製

造業生產萎縮，且民間投資大幅縮減，益

以國內就業及薪資惡化，約制民間消費能

力，以致本年第 1 季經濟成長衰退幅度由

去年第4季7.11%擴大為9.06%。第2季除公

共支出外，各項需求仍呈衰退，惟在國際

大廠庫存回補及新興經濟體復甦帶動下，

輸出及投資衰退幅度縮減。而民間消費則

在汽車貨物稅優惠與股市回溫激勵下，衰

退幅度亦呈縮小，以致第 2 季經濟成長衰

退幅度縮小為6.85%。

第 3 季受惠於新興經濟體景氣復甦力

道增強，我國輸出衰退持續縮小；在內需

方面，由於股市持續回溫與汽車銷售擴

增，民間消費轉為正成長，而民間投資則

在產能利用率提高及資金寬鬆激勵下，投

資活動逐步恢復，減幅亦持續縮小，以致

第3季經濟成長僅小幅衰退0.98%。第4季

全球景氣復甦情勢漸趨明朗，帶動商品出

口大幅成長，此外，服務輸出亦受惠於高

於預期的三角貿易及陸客來台的旅行收入

而擴增；內需方面，由於零售業銷售額及

股市成交值均擴增，民間消費持續成長，

而民間投資則在製造業生產回穩及景氣持

續好轉下，亦擺脫衰退陰霾。由於各項需

求均轉為正成長，加上比較基期偏低，第

4季經濟成長率創下9.22%的佳績。

2. 國民生產毛額

國內生產毛額經加計國外要素所得收

入淨額後即為國民生產毛額。雖然本年仍

經濟成長與國民所得

年(季) 國內生產毛額 國民生產毛額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

名目年增率

(％)

實質成長率
(經濟成長率)

(%)

名目年增率

(％)

實質成長率

(%)

新台幣

(NT$)

美元

(US$)
96年
97年
98年 p
97年第1季

2
3
4

98年第1季
2
3
4p

5.45
-1.64
-1.35
4.46
3.58

-6.00
-7.44
-6.07
-6.25
0.81
6.09

5.48
-1.74
-0.48
5.26
2.03

-5.31
-7.99
-6.65
-4.77
1.28
8.40

501,848
482,982
478,155
125,077
119,935
117,634
120,336
114,015
113,065
119,221
131,854

5.98
0.73

-1.87
6.88
5.38

-0.80
-7.11
-9.06
-6.85
-0.98
9.22

5.96
0.50

-1.04
7.42
3.76

-0.24
-7.67
-9.47
-5.46
-0.51
11.34

15,282
15,313
14,483
3,963
3,937
3,768
3,645
3,355
3,413
3,635
4,080

註：p：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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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去年降息走勢，外匯資產投資所得縮

減，但因支付非居民股權投資所得亦大幅

減少，以致實質國外要素所得收入淨額較

去年成長35.12%。本年國民生產毛額按民

國95年價格計算，為衰退1.04%。

3. 國民所得

本年名目國民所得(按市價計算）較去

年減少 0.67%，平均每人國民所得為新台

幣47萬8,155元，折合美金為1萬 4,483美

元，低於去年之1萬 5,313美元。

（三）國內各業生產

1. 產業成長

本年受不景氣及天候不佳影響，三大

業別（農業、工業及服務業）生產均較去

年衰退。茲分別說明如下：

農業生產轉呈衰退

本年農業（包括農、林、漁、牧業）

生產，因年中莫拉克颱風肆虐，農業生產

由去年成長0.55%轉呈衰退3.08%。

工業成長續呈衰退

本年前 3 季由於全球景氣低迷，出口

大幅衰退，導致工業生產疲弱不振，雖然

第 4 季在新興經濟體景氣好轉帶動出口回

升，推升製造業成長由負轉正，惟前 3 季

衰退幅度較大，全年合計仍衰退 4.61%。

茲依工業部門四大業別說明如下：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礦業包含煤、原

油、天然氣及其他礦物採取業。本年礦業

生產仍持續衰退12.03%，主要係因營造業

景氣下滑，砂石需求縮減所致。

製造業 本年製造業成長率由去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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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 0.43%轉為衰退 4.64%，主要係因前 3

季輸出大幅衰退，延宕製造業成長，以致

製造業四大業別均呈減產。

若依製造業四大業別觀察：98年全年

化學工業減產 1.03%，為四大業別中減產

幅度最小者。雖然全球不景氣亦波及化學

工業，但石化需求隨新興市場經濟復甦而

提高，加以中東與大陸新增產能的投產未

如預期，化學工業的子業別化學材料業全

年仍有正成長，以致舒緩化學工業減產之

幅度。衰退幅度次小者為資訊電子工業減

產 6.35%，雖然消費性電子產品需求因全

球景氣不佳而呈疲軟，但受大陸擴大內需

政策及新興市場需求支撐，以及歐美消費

力道下半年逐步回溫影響，電子零組件業

景氣回升，衰退幅度較上半年和緩。民生

工業衰退 7.56%，主要係因全球不景氣導

致美國及歐洲市場大幅萎縮，加以大陸低

價競爭，紡織業大幅減產所致。金屬機械

工業減產19.32%，為四大業別中減產最多

者，主要係前 3 季機械設備生產受全球不

景氣影響，工具機、電子半導體等生產設

備及零組件接單明顯減少所致。

水電燃氣及污染整治業 本年水電燃

氣及污染整治業因大致隨其他產業減產而

衰退，由去年成長1.19%轉為衰退0.28%。

營造業 本年前3季營造業因景氣低

迷仍延續去年衰退走勢，主要係因前 3 季

房地產市場買氣不振，加以經濟前景不

明，企業建廠需求隨之延宕，以致衰退幅

度由去年的5.55%擴大為6.69%。

服務業轉呈衰退

本年服務業（包括批發及零售業、運

輸及倉儲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金融及

保險業、不動產業、公共行政及國防、教

育服務業、及其他）受景氣低迷影響，由

去年成長0.94%轉為衰退0.22%。

各 業 生 產 成 長 率
單位：％

年(季)

經
濟
成
長
率

農
林
漁
牧
業

工 業

小 計
礦業
及土石
採取業

製造業

水電
燃氣及
污染
整治業

營造業

服 務 業

批發及
零售業

資訊及
通訊傳
播業

金融
及

保險業

教育

服務業

其他
小計

96年
97年
98年p
97年第1季

2
3
4

98年第1季
2
3
4p

運輸及
倉儲業

不動產

業

公共
行政及
國防

5.98 -2.42 9.02 20.39 9.82 6.57 1.53 4.43 5.94 4.57 3.64 6.14 5.33 -1.16 2.65 4.75
0.73 0.55 -0.17 -13.80 0.43 1.19 -5.55 0.94 1.16 0.46 5.14 -2.20 0.96 0.90 1.00 1.36

-1.87 -3.08 2.12 1.39 1.84-4.61 -12.03 0.26-0.41 -2.62 3.15 -7.03-0.22-0.28 -6.69-4.64
6.88 -1.68 14.17 -4.73 16.93 5.11 -1.15 3.97 6.55 1.98 4.69 5.08 1.69 0.19 0.90 4.61
5.38 5.53 -5.1411.00-0.04 3.55 0.25 1.805.77 3.39 7.593.91-0.32 3.699.12 3.74

-0.80 -4.37 0.90 -25.33 2.29 -2.89 -7.03 -1.37 -1.05 -1.96 2.21 -9.81 -0.43 1.15 0.93 -0.54
-7.11 7.27 -20.52 -6.98-1.59 -8.91-18.82 -2.38-22.37 -5.60 -1.34 6.30 -0.77 1.99 0.44 -1.97
-9.06 -3.07 -21.01 -22.38 -22.62 -6.63 -14.27 -4.13 -5.67 -6.53 1.37 -15.15 -0.49 1.07 2.78 -4.11
-6.85 -1.75 -15.15 -7.95 16.45 -10.41-5.51 -8.50 -5.01 -1.53 1.35 2.43-5.31 2.18-3.05 -2.04
-0.98 4.38 -4.40-4.31 -4.71-6.81 -4.380.82 4.58 2.72 1.611.08-20.43 0.82-2.03 4.52
9.22 -1.52 8.11 3.22 4.315.10 2.8022.76 5.43 6.2225.96 5.69 0.32 0.605.47 1.46

註： 其他包含住宿及餐飲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支援服務業、醫療保建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
務業、其他服務業、進口稅及加值型營業稅。

P：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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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行業別觀察：本年服務業衰退的

行業為金融及保險業、運輸及倉儲業、批

發及零售業。金融及保險業衰退 7.03%，

主要受全球利率維持低檔，利息收支淨額

減少，加以受金融海嘯衝擊影響，民眾理

財偏向保守，各項金融商品手續費及投資

型商品保費收入皆呈下滑所致。運輸及倉

儲業衰退 2.62%，主要係因前 3 季景氣黯

淡，貿易活動停滯，企業為降低產銷成

本，嚴格控管存貨及運輸成本所致。批發

零售業衰退0.41%，主要係因前3季全球景

氣重挫，批發業受進出口貿易衰退影響，

加以零售業亦因上半年民間消費緊縮，致

營業額減少。

至於產值成長的行業中，以資訊及通

訊傳播業、不動產業及教育服務業的成長

最大。資訊及通訊傳播業成長 3.15%，為

成長幅度最大的行業，主要係因景氣疲

軟，實體店面交易活動不振，宅經濟興

起，虛擬店舖及線上遊戲盛行，入口網站

經營、資料處理及網路通訊業在不景氣中

逆勢擴張所致。不動產業在去年金融海嘯

後，市場買氣急凍，房價亦隨之向下修

正，惟在低利率環境及市場資金動能充沛

持續加持下，都會中心的豪宅市場及捷運

站周邊的優勢地段買氣逐步回升，加以去

年下半年基期較低，不動產業轉呈正成

長。而教育服務業則因少子化，以致教育

服務走向精緻化，教育支出仍呈成長

1.84%。

2. 各產業對經濟成長率之貢獻

若就農、工、服務三大產業對經濟成

長之貢獻觀察：本年農業生產由正成長轉

呈衰退，對經濟成長率之貢獻亦由正轉

負。工業則持續去年衰退走勢，且衰退幅

度較去年為大；其中，製造業生產由去年

正成長轉為衰退，是本年工業仍為負貢獻

的主要原因。水電燃氣及污染整治業亦由

去年之正貢獻轉為負貢獻。至於營造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則連續 2 年為負貢獻。

總括而言，本年工業的四大業別均較去年

衰退，且工業為三大產業負貢獻最大者，

為造成本年經濟成長衰退之主因。所幸第

4 季工業轉呈大幅成長，並對當季經濟成

長率之貢獻達6.83個百分點。

相較於去年，本年服務業成長衰退，

以致對經濟成長之貢獻由正轉負；其中，

金融及保險業因金融海嘯後續衝擊影響，

以致仍延續去年衰退走勢，衰退幅度亦較

為擴大，為服務業負貢獻的主要原因。此

外，服務業中權重最大的批發及零售業，

亦受不景氣波及而轉呈衰退，導致本年服

務業出現罕見的負成長，而無法像往年般

對經濟成長率有正貢獻。所幸第 3 季金融

保險業的衰退幅度已較第 2 季縮小，批發

及零售業亦在第3季轉為正成長，以致第3

季服務業已對經濟成長轉為正貢獻。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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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景氣復甦態勢持續明朗，服務業的各子

業別均見成長，並對當季經濟成長之正貢

獻達3.44個百分點。

（四）國內生產毛額之處分

1. 民間消費

本年第1季雖有政府發放消費券挹注，

惟因失業率攀升導致勞動情勢惡化，加以

許多企業以無薪假來降低人事成本，導致

薪資普遍滑落，以致民間消費衰退。第 2

季在失業率仍高及平均薪資下降的約制

下，民間消費仍呈衰退，幸賴貨物稅調降

激勵汽車銷售，及股市回溫帶動財富效

果，民間消費的衰退幅度較第 1 季縮減。

下半年受新興經濟體景氣回升影響，我國

景氣亦逐步復甦，加以貨物稅優惠措施持

續激勵汽車購買意願，且低利率環境及市

場資金充沛，推升股票交易暢旺，以致第

3季民間消費成長由負轉正。第4季由於景

氣復甦態勢確立，且各業生產及對外貿易

各項指標均呈上揚，加以貨物稅優惠期限

將屆，誘發汽車搶購效應，加以股市交易

活絡，失業情況亦較為緩和，激勵民間消

費強勁成長，全年合計成長1.48%。

若就食品及非食品分類觀察，相較於

去年，本年民間食品及非食品消費成長率

均由負轉正。其中，民間食品消費由去年

衰退 1.04%轉為正成長1.86%，而非食品消

費成長率亦由去年衰退 0.51%轉為正成長

1.43。若就民間消費型態觀察，以通訊、

交通、休閒與文化成長最大。其中，通訊

支出增加主要係因宅經濟興起及行動電話

普及，以致網路連線及行動通訊支出增

加。交通支出增加，主要係因貨物稅減免

措施激勵新車購買及換車熱潮，加以下半

各 業 生 產 對 經 濟 成 長 之 貢 獻
單位：百分點

年(季)

經
濟
成
長
率

農
林
漁
牧
業

工 業

小 計
礦業
及土石
採取業

製造業

水電
燃氣及
污染
整治業

營造業

服 務 業

批發及
零售業

資訊及
通訊傳
播業

金融
及

保險業

教育

服務業

其他
小計

96年
97年
98年p
97年第1季

2
3
4

98年第1季
2
3
4p

運輸及
倉儲業

不動產

業

公共
行政及
國防

5.98 -0.04 2.83 0.07 2.60 0.12 0.04 2.97 1.06 0.15 0.12 0.45 0.45 -0.09 0.12 0.70
0.73 0.01 -0.05 -0.05 0.12 0.02 -0.14 0.62 0.21 0.01 0.17 -0.16 0.08 0.06 0.05 0.20

-1.87 -0.05 -1.47 -0.04 -1.27 -0.01 -0.16 -0.15 -0.07 -0.08 0.11 -0.50 0.18 0.10 0.08 0.04
6.88 -0.02 4.07 -0.02 4.03 0.09 -0.03 2.76 1.25 0.07 0.16 0.38 0.15 0.01 0.05 0.70
5.38 0.00 2.85 0.00 2.89 0.10 -0.14 2.61 1.02 0.11 0.25 0.29 0.31 0.02 0.08 0.55

-0.80 -0.06 0.31 -0.10 0.66 -0.06 -0.20 -0.88 -0.17 -0.06 0.08 -0.73 -0.03 0.08 0.04 -0.08
-7.11 0.11 -6.46 -0.07 -6.17 -0.03 -0.19 -1.52 -1.02 -0.04 0.20 -0.46 -0.06 0.12 0.02 -0.28
-9.06 -0.04 -6.45 -0.08 -5.89 -0.12 -0.36 -2.79 -1.08 -0.21 0.05 -1.10 -0.04 0.07 0.13 -0.61
-6.85 -0.03 -4.90 -0.03 -4.56 -0.10 -0.21 -2.01 -0.89 -0.16 0.07 -0.08 -0.13 0.09 0.10 -0.29
-0.98 -0.09 -1.49 -0.06 -1.40 0.09 -0.12 0.69 0.14 -0.06 0.16 -0.30 0.37 0.19 0.08 0.12
9.22 -0.03 6.83 0.01 6.68 0.10 0.03 3.44 1.51 0.10 0.16 0.18 0.51 0.02 0.03 0.92

註： 其他包含住宿及餐飲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支援服務業、醫療保建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
務業、其他服務業、進口稅及加值型營業稅。

P：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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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景氣較為好轉，部分民眾以自行開車替

代費用較為低廉的大眾運輸工具所致。休

閒與文化支出增加，主要係因生活水準日

益提高，民眾消費重心已由衣食溫飽，轉

為注重休閒品質及藝術文化所致。本年民

間消費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按當期價

格計算）為 60.82%，為各項處分的最大

項，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則由去年的負 0.33

個百分點轉為正0.83個百分點。

2. 政府消費

本年上半年因景氣延續去年的頹勢，

致政府在第 1 季即推動消費券措施，企圖

在農曆春節前挹注資金活絡市場買氣，且

持續推動多項弱勢家庭基本生活照顧及近

貧家庭補助等方案。在緩和失業情勢方

面，政府除持續推動「97-98短期促進就業

措施」外，並新增「98-101 年促進就業方

案」及「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等

方案，使政府消費成長率由去年的 0.68%

擴增為3.63%，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則為0.42

個百分點，本年政府消費占國內生產毛額

的比重則略較去年提升。

3. 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本年上半年因出口重挫，產能利用率

偏低，廠商大多延後或縮減資本支出，以

致固定資本形成毛額衰退幅度達20%以上。

下半年拜新興經濟體復甦之賜，我國出口

衰退幅度大為縮小，廠商產能利用率略顯

回升，第 3 季固定資本形成毛額衰退幅度

大幅縮小。第 4 季由於景氣復甦態勢更為

明朗，加以大陸急單效應及出口大幅成

長，固定資本形成毛額轉呈正成長。惟在

前 3 季衰退幅度較大下，全年合計仍衰退

11.80%。本年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占國內生

產毛額的比重（按當期價格計算）為

18.53%，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則因成長率持

續為負，而為負2.20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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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第 1 季

出口衰退幅度擴大，景氣前景不明，廠商

投資意願不高，大多以持有現金度過景氣

寒冬，以致民間投資及公營事業投資雙雙

衰退，幸賴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計畫持

續推動，政府投資仍見成長。第 2 季則因

廠商投資態度持續保守，民間投資衰退幅

度仍大，惟在擴大公共投資積極進行及公

營事業投資擴增拉抬下，第 2 季公共投資

大幅擴張。

下半年受惠於新興經濟體對消費性電

子產品需求增加，並著眼於市場布局，高

科技業者積極提升製程，以致第 3 季民間

投資衰退幅度大幅縮減，而政府投資及公

營事業投資因執行進度優於預期而持續成

長。至於第 4 季，在外銷訂單及出口雙雙

成長下，景氣復甦可期，廠商重啟設備投

資，民間投資轉呈正成長，而公共投資亦

在擴大公共建設計畫及水患治理特別預算

進行下，仍維持高度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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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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固定資產投資）觀察：本年前

3 季因營造業衰退，工程量萎縮，營建工

程投資前 3 季均呈衰退，惟伴隨景氣衰退

幅度逐季減緩，第 4 季在營造業重現成長

下，營建工程投資亦轉為正成長，惟合計

全年仍衰退 6.36%。運輸工具投資上半年

亦呈大幅衰退，下半年因景氣好轉、基期

較低，加以貨物稅優惠措施加持，廠商加

速汰換或新購運輸工具，使下半年運輸工

具投資高度成長，合計全年小幅成長1.12%。

機器設備投資在上半年因訂單及出口

重挫，景氣能見度低，產能利用率甚低，

以致機器及設備投資大幅衰退，下半年在

新興經濟體復甦帶動下，產能利用率回

升，加以低利率環境支撐下，第 3 季機器

及設備投資衰退幅度已明顯改善。第 4 季

廠商產能利用率大幅回升，加以消費性電

子產品推陳出新，為因應國際大廠的委外

代工需求，高科技業者加速啟動新一波擴

充設備計畫，以致機器及設備投資創下二

位數的成長幅度，惟由於上半年衰退幅度

較大，合計全年仍為衰退21.02%。無形固

定資產投資上半年雖呈衰退，但衰退幅度

逐季減緩，在宅經濟盛行下，資料處理、

資訊供應服務業及入口網站服務業的投資

仍有所支撐，以致全年無形固定資產投資

小幅成長0.88%。

4. 對外貿易

本年前3季商品及服務輸出 （以下簡

稱輸出）持續衰退，惟在亞洲新興經濟體

景氣持續回升、三角貿易與陸客來台人數

較去年擴增的因素帶動下，第 4 季轉為正

成長。至於商品及服務輸入（以下簡稱輸

入）方面，受輸出引申需求影響，本年輸

入亦呈衰退，且與輸出走勢一致，即衰退

幅度逐季改善，第 4 季則受輸出成長及消

費市場回溫推升消費品進口等因素影響，

輸出轉為正成長。

如就海關進、出口資料觀察，本年前

各 項 支 出 實 質 成 長 率
單位：%

經濟成長率 民間消費 政府消費
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小計 民間 公營 政府

96年
97年
98年p
97年第1季

2
3
4

98年第1季
2
3
4p

年（季）別
商 品 及
服務輸出

減：
商 品 及
服務輸入

5.98 2.08 2.09 0.55 1.36 1.57 -4.46 9.55 2.98
0.73 -0.57 0.68 -11.17 -13.78 -2.38 -0.39 0.56 -3.12

-1.87 1.48 3.63 -11.80 -19.38 4.03 18.77 -9.21 -13.73
6.88 2.14 1.32 3.60 3.87 9.78 -1.66 12.37 9.51
5.38 0.65 1.68 -9.32 -11.23 2.17 -1.84 9.12 -0.47

-0.80 -2.78 -0.54 -14.65 -16.74 -10.69 -3.52 1.87 -2.34
-7.11 -2.18 0.49 -21.85 -29.49 -6.53 3.91 -17.93 -17.94
-9.06 -1.96 5.03 -29.37 -35.53 -28.33 13.72 -26.87 -33.20
-6.85 -0.61 2.91 -21.37 -30.75 5.77 22.42 -17.24 -19.25
-0.98 2.31 3.64 -5.20 -12.02 7.91 25.83 -8.41 -12.27
9.22 6.27 3.16 11.14 8.16 23.00 14.05 19.06 14.53

註：p：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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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季全球景氣下滑，我國出口大幅減少，

第 4 季幸賴亞洲新興經濟體持續復甦，抵

銷歐美經濟體需求減弱之衝擊，加以大陸

年中推行電器下鄉政策，及後續電子產品

急單效應催化，第 4 季出口年增率轉正，

惟因前 3 季下降幅度較大，以致全年海關

出口（美元計價）為減少20.31%。進口走

勢受出口引申需求變化影響，亦呈前 3 季

減少而第4季增加走勢，全年海關進口（美

元計價）減少27.36%。

由於出口減少幅度小於進口減少幅

度，出超由去年的 151.81 億美元增加為

290.35 億美元。若併計服務貿易與剔除物

價因素，本年輸出實質成長率（新台幣計

價）由去年的正成長 0.56% 轉為衰退

9.21%，而輸入實質成長率（新台幣計價）

則持續由去年衰退 3.12%擴大為衰退

13.73%。由於名目輸出金額減少幅度小於

輸入減少幅度，以致貿易順差由去年的

199.35億美元增加為344.94億美元。

（五）國民儲蓄

本年前 3 季景氣均呈衰退，以致失業

率居高且平均薪資下降，民間消費動能轉

弱，加以年中受莫拉克風災影響，造成災

區民眾財產重大損失，並侵蝕消費能力，

雖然第 4 季民間消費隨景氣翻揚而回溫，

惟全年名目民間消費仍較去年減少0.09%，

併計政府消費名目增加 2.74%，合計國民

消費名目增加 0.39%，連帶使本年國民儲

蓄率（儲蓄毛額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率）

由去年的 28.65%下降為28.14%。

國民儲蓄毛額與國內投資毛額相抵後

的差額，即為超額儲蓄。本年國民儲蓄毛

額及國內投資毛額均較去年減少，惟國民

儲蓄毛額減少幅度小於國內投資毛額減少

幅度，以致本年超額儲蓄率（即超額儲蓄

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率）由去年的 6.53%

上升為11.45%。

各項支出對經濟成長之貢獻

單位：百分點

經濟成長率 民間消費 政府消費
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小計 民間 公營 政府

96 年

97 年

98 年 p
97 年第 1 季

2
3
4

98 年第 1 季

2
3
4p

年(季)別 商 品 及
服務輸出

減：
商 品 及
服務輸入

存貨增加

5.98 1.23 0.25 0.12 0.24 0.02 -0.14 -0.27 6.49 1.85
0.73 -0.33 0.08 -2.36 -2.32 -0.04 -0.01 1.07 0.40 -1.88

-1.87 0.83 0.42 -2.20 -2.79 0.06 0.53 -2.39 -6.47 -7.94
6.88 1.33 0.14 0.74 0.64 0.14 -0.04 1.94 8.50 5.76
5.38 0.37 0.19 -2.06 -2.04 0.03 -0.05 0.15 6.42 -0.30

-0.80 -1.57 -0.06 -3.17 -2.93 -0.15 -0.10 1.25 1.32 -1.43
-7.11 -1.16 0.06 -4.47 -4.47 -0.13 0.13 0.99 -12.69 -10.15
-9.06 -1.17 0.51 -5.81 -5.72 -0.40 0.31 -3.80 -19.41 -20.61
-6.85 -0.34 0.32 -4.07 -4.70 0.07 0.56 -1.63 -12.58 -11.44
-0.98 1.27 0.43 -0.97 -1.76 0.10 0.70 -2.93 -6.13 -7.34
9.22 3.50 0.41 1.92 0.94 0.45 0.52 -1.26 11.92 7.27

註：p：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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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 蓄 與 投 資

國民儲蓄毛額 國內投資毛額

金 額
（百萬元）

儲蓄率
（%）

金 額
（百萬元）

投資率
（%）

96年
97年
98年p
97年第1季

2
3
4

98年第1季
2
3
4p

年（季）別

超 額 儲 蓄

金 額
（百萬元）

超額儲蓄率
（%）

4,090,675 30.89 2,855,809 21.56 1,234,866 9.32
3,728,542 28.65 2,879,208 22.13 849,334 6.53
3,643,952 28.14 2,160,899 16.68 1,483,053 11.45

970,706 29.07 685,021 20.52 285,685 8.56
980,838 30.36 749,324 23.19 231,514 7.16
860,010 26.98 764,231 23.98 95,779 3.01
916,988 28.17 680,632 20.91 236,356 7.26
796,572 25.55 384,301 12.33 412,271 13.23
863,852 28.07 516,541 16.79 347,311 11.29
889,189 27.55 576,733 17.87 312,456 9.68

1,094,339 31.01 683,324 19.36 411,015 11.65

註：p：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