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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收支與對外貿易

（一）概說

本年國際收支綜合餘額順差 62.39 億美

元，接近平衡，主要係因金融帳淨流出創歷年

次高，抵銷了大部分的經常帳順差。

經常帳方面，由於歐債問題延燒，衝擊國

外需求，加上比較基期較高，本年商品出、進

口增幅均較上年縮減，惟水準值仍創歷史新

高，分別成長 12.1%及 13.0%；全年商品貿易

順差增為276.94億美元，較上年增加11.81億美

元。服務收支方面，本年持續順差 39.49億美

元，較上年增加 14.56億美元，主要係因旅行

收入及三角貿易淨收入增加。所得方面，雖居

民外匯資產投資所得增加，惟支付非居民股權

國際收支
單位：億美元

項 目

A.經常帳
商品出口(f.o.b.)
商品進口(f.o.b.)
商品貿易淨額

服務：收入

服務：支出

服務淨額

所得：收入

所得：支出

所得淨額

經常移轉：收入

經常移轉：支出

經常移轉淨額

B.資本帳
資本帳：收入

資本帳：支出

合計，A加 B
C.金融帳

對外直接投資

來台直接投資

證券投資（資產）

股權證券

債權證券

證券投資（負債）

股權證券

債權證券

其他投資（資產）

政府

銀行

其他

其他投資（負債）

政府

銀行

其他

合計，A至 C
D.誤差與遺漏淨額

合計，A至 D
E.準備

100年 99年

貨幣當局

衍生性金融商品

衍生性金融商品（資產）

衍生性金融商品（負債）

412.70 398.73
3,070.70 2,738.23

-2,793.76 -2,473.10
276.94 265.13
459.51 403.57

-420.02 -378.64
39.49 24.93

249.65 232.65
-116.48 -96.88
133.17 135.77
55.48 52.51

-92.38 -79.61
-36.90 -27.10
-1.19 -1.16
0.03 0.05

-1.22 -1.21
411.51 397.57

-316.21 -3.09
-127.87 -115.74
-19.85 24.92

-194.83 -334.87
-20.63 -122.74

-174.20 -212.13
-161.88 128.23
-149.24 99.86
-12.64 28.37
15.04 6.26
63.42 47.92

-48.38 -41.66
-79.99 123.17

0.17 0.13
-253.49 12.12
173.33 110.92
253.17 164.94

0.00 0.00
0.00 0.00

223.34 150.99
29.83 13.95
95.30 394.48

-32.91 7.25
62.39 401.73

-62.39 -401.73

資料來源：本行編「中華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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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所得增加較多，順差由上年之135.77

億美元減為133.17億美元。經常移轉逆差由上

年之27.10億美元增為36.90億美元，主要係面

板廠支付違反歐美反托拉斯法罰款及對日本

311震災捐贈。本年雖所得順差減少與移轉收

支逆差增加，惟商品貿易與服務順差增加，致

本年經常帳順差增加3.5%而為412.70億美元，

為歷年第二高，占名目GNP比重續降為8.6%。

資本帳方面，本年因移民匯出款增加，逆

差由上年的1.16億美元增為1.19億美元。

金融帳方面，全年呈淨流出 316.21 億美

元，主要係證券投資大幅淨流出 356.71 億美

元，其中，居民對外證券投資呈淨流出194.83

億美元，主要係壽險公司為提高收益而投資國

外債券；非居民證券投資創歷年最大的淨流出

161.88 億美元，主要係歐美主權債務危機惡

化，外資大量賣超台股及減持公債。直接投資

亦創歷年最大淨流出147.72億美元，主要仍為

對中國大陸投資增加。其他投資呈淨流入

173.18億美元，主要係民間部門收回國外存款

與銀行部門引進國外聯行資金。

（二）經常帳

經常帳包括商品貿易、服務、所得及經常

移轉四大項，茲將其變動說明如下：

1.商品貿易

本年商品貿易仍維持2位數正成長，主要

來自資訊與通信、電子產品及機械的出口成

長，受歐債問題惡化，導致全球經濟走緩，

出、進口增幅均呈逐季縮減，惟全年進出口貿

易金額仍為歷年新高。

依國際收支基礎計算，商品出口計

3,070.70億美元，較上年增加332.47億美元或

12.1%；商品進口計2,793.76億美元，較上年增

加320.66億美元或13.0%，由於出口增額大於

進口增額，致商品貿易順差由上年之265.13億

美元增加4.5%至276.94億美元。

若根據通關統計，本年出口總值（按FOB

計價）計3,082.99億美元，較上年增加336.98

國   際   收   支   比   較

資料來源：本行編「中華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季報」。

(1) 商品貿易 (2) 服務 (3) 所得 (4) 經常移轉 (5) 資本帳 (6) 直接投資 

(7) 證券投資 (8) 衍生性金融商品 (9) 其他投資 (10) 誤差與遺漏 

(11) 央行準備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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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行編「中華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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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美元或12.3%；進口總值（按 CIF 計價）計

2,816.05億美元，較上年增加303.69億美元或

12.1%。進出口相抵，計出超 266.94億美元，

較上年增加33.30億美元或14.3%。茲就貿易條

件、商品貿易結構與主要貿易地區（國家）說

明如下：

貿易條件1

本年出、進口單價指數分別較上年續升

4.9%及 9.0%，出口單價指數上升主要來自礦

產品、資訊與通信產品及動物產品；進口單價

指數上升主要來自有機化學品、礦產品、動植

物油脂及紡織品，由於進口單價指數升幅大於

出口單價指數升幅，本年純貿易條件由上年之

94.06續降為90.51，降幅為3.8％

本年出口數量指數下降0.4%，由於出口數

量指數與純貿易條件均下降，致所得貿易條件

由上年之109.21下降為104.70，降幅4.1%。

商品貿易結構

出口方面，本年農產品、農產加工品、重

化工業產品及非重化工業產品占出口比重，分

別為 0.3%、0.9%、82.9%及 16.0%，各類產品

出口金額均較上年增加。重化工業產品為我國

出口主力，本年出口值2,555.39億美元，較上

年增加267.99億美元或11.7%。非重化工業產

品出口值491.95億美元，較上年成長14.6%。

由於電機設備及光學器材出口比重下降，致本

年出口商品集中係數2由上年之41.6降為40.5。

進口方面，資本設備、農工原料及消費品

占進口比重，分別為 14.0%、77.2%及 8.8%，

除資本設備產品進口值呈現衰退外，其餘兩類

產品的進口值均較上年增加。農工原料進口值

2,174.55億美元，較上年成長14.7%，主要係因

國際原油與大宗物資價格上升及出口引申需求

增加。消費品進口247.93億美元，較上年成長

1 按新台幣計價，95 年為基期；純貿易條件＝（出口單價指數／進口單價指數）× 100；
所得貿易條件＝純貿易條件×出口數量指數／ 100

2 出（進）口商品集中係數=
n

i =1
Ri

2

，Ri：第 i 項商品出（進）口占總出（進）口比重×100。

140

120

100

80

60

進出口單價與純貿易條件指數

資料來源：財政部編「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

出口單價指數進口單價指數純貿易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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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編「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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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資本設備進口值 393.57億美元，較上

年減少12.82億美元或3.2%，主要係因國內經

濟受歐債危機影響而減緩，民間投資意願轉趨

保守。由於礦產品比重上升，致進口商品集中

係數由上年之33.9升為34.0。

主要貿易地區

出口方面，本年亞洲仍為我國最主要的出

口市場，北美洲與歐洲分居第二及第三。我對

亞洲出口成長11.6%，出口比重由上年的69.5%

降至69.0%；對北美洲及歐洲出口亦分別成長

16.5%及 6.3%。就單一國家而言，中國大陸

（含香港，以下同）、美國及日本為我國三大

主要出口國家，合計占我國出口比重之

57.9%。來自中國大陸、美國及歐洲三大外銷

接單之金額續呈正成長，分別為3.5%、16.0%

及10.9%。

進口方面，亞洲亦為我國最主要的進口來

源地區，進口比重為56.1%，中東地區與歐洲

分居二、三。本年自亞洲、中東地區及歐洲進

口分別成長10.4%、14.9%及13.8%。就單一國

家而言，日本、中國大陸及美國為我國三大主

要進口國家，合計占我國進口的比重為43.8%。

本年對中國大陸（含香港，以下同）出口

為1,240.54億美元，較上年成長8.1%，占總出

口比重為40.2%，較上年減少1.6個百分點，我

在中國大陸市占率由上年 8.3%續降為 7.2%。

前三大出口貨品項目仍為電機設備、光學器材

及塑膠及其製品。本年中國大陸持續採取貨幣

緊縮政策，並推動產業升級，加上基期較高因

素，我對其出口成長放緩，1至10月較上年同

期成長 10.4%。11 月起，因歐債問題惡化，

歐、美消費市場進一步緊縮，衝擊中國大陸對

其出口，並連帶影響對我相關產品需求，11-12

月出口分別轉呈負成長 2.5%及 3.0%，其中塑

膠及其製品及機械用具分別衰退 15.4%及

17.1%較嚴重。

本年自中國大陸進口為452.83億美元，較

上年成長 20.5%，占總進口比重為 16.1%，較

上年增加 1.1個百分點。主要進口貨品項目為

電機設備及機械用具。在國際原物料價格仍高

及兩岸產業持續分工下，1至10月自中國大陸

年商品貿易結構

資料來源：財政部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

出 口 進 口

資本設備

消費品農產加工品

農產品

非重化工業產品

重化工業產品 農工原料

16.0 %

82.9 %

0.3 %

0.9 %

77.2 %

14.0 %

8.8 %

100

年貿易地區比重

日 本日 本

100

11.8 % 5.9 %

15.5 % 27.2 %

10.1 %

16.5 %

9.1 % 18.5 %10.5 %

34.1 %

0.6 %

15.5 %

11.6 %

香 港
13.0 %

香 港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 其 他其 他

歐 洲歐 洲

東協六國東協六國

美 國美 國

資料來源：財政部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

出 口 進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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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仍大幅成長27.0%，其中以鋼鐵進口成長

105.7%最多；11-12 月受國內景氣趨緩影響，

自中國大陸進口分別轉呈衰退 7.9%及 5.1%。

由於出口增額大於進口增額，對中國大陸商品

貿易出超787.71億美元，較上年增加2.1%，仍

為我國最大出超來源。

就對美國貿易言，本年對美出口值創歷年

新高，計363.65億美元，較上年成長15.6%，

比重由上年之11.5%上升至11.8%，主要係智慧

型手機熱銷，對美資訊與通信出口成長

46.6%；自美進口計 257.59億美元，較上年成

長1.5%，比重由上年之10.1%續降為9.1%，其

中前兩大進口貨品－機械用具及電機設備，分

別較上年衰退20.6%及增加4.5%。由於出口增

額大於進口增額，對美出超由上年之 60.87億

美元大幅增加74.3%至106.07億美元，超越新

加坡成為我國第二大出超來源。

就對日本貿易言，本年雖然出、進口值仍

創歷史新高，惟成長率均減緩，對日出口為

182.38億美元。較上年成長1.3%，比重由上年

之 6.6%續降為 5.9%，其中前兩大出口貨品－

電機設備及機械用具，分別較上年衰退23.1%

及增加11.7%；自日進口計522.11億美元，較

上年成長 0.6%，比重由上年之 20.7%續降為

18.5%，仍為我國最大進口來源，其中前兩大

進口貨品－電機設備及機械用具，分別較上年

衰退1.3%及14.1%。由於出口增額小於進口增

額，本年對日貿易入超，由上年之339.12億美

元略增為339.72億美元。

對歐洲貿易方面，本年我國對歐洲出、進

口值均創歷史新高，其中出口計 312.14 億美

元，較上年成長6.3%，比重由上年之10.7%續

降為10.1%，前兩大出口貨品－電機設備及機

械用具，分別較上年衰退 12.3% 及增加

22.1%；自歐洲進口值為 295.90億美元，較上

年成長 13.8%，比重由上年之 10.4%略升至

10.5%，前兩大進口貨品－機械用具及電機設

備，分別較上年增加13.4%及9.1%。由於進口

增額大於出口增額，對歐貿易出超由上年33.67

億美元縮減至16.24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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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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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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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南亞貿易方面，本年我國對東協六國

（新加坡、越南、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及

印尼）出、進口值均創歷年新高紀錄，對東協

六國出口值為 507.41 億美元，較上年成長

22.7%，所占比重由上年之 15.1% 續升至

16.5%；進口值為 326.59億美元，較上年成長

13.5%，比重由上年之11.5%續升至11.6%。由

於出口增額大於進口增額，本年對東協六國貿

易出超由上年125.75億美元增加至180.82億美

元，其中新加坡及越南為我國第三及第四大出

超來源。

本年由於我對中國大陸的出口比重降低，

致出口地理集中係數3由上年之35.5下降至34.8；

進口地理集中係數因自美國與日本進口比重下

降，由上年之30.7續降至29.6。

2.服務收支

本年服務收入與支出均創歷史新高。服務

收入計 459.51億美元，較上年增加 55.94億美

元，主要係旅行收入及三角貿易淨收入增加；

服務支出計420.02億美元，較上年增加41.38億

美元，主要係專業技術服務支出、專利權與商

標使用費及旅行支出增加。本年由於收入增額

大於支出增額，服務順差 39.49億美元，較上

年增加 14.56億美元。茲將服務收支主要項目

變動說明如下：

運輸服務

運輸可區分為旅客運輸、貨物運輸及其他

運輸（主要為國際港口、機場費用）。本年運

輸收入計 96.87億美元，較上年減少 0.78億美

元，主要係因全球景氣趨緩，國航及國輪國際

線貨運費收入減少；運輸支出計 102.42 億美

元，較上年增加3.47億美元，主要係航空客運

費支出及航空器維修費用增加；由於本年支出

增加而收入減少，運輸服務淨支出由上年之

1.31億美元增加為5.55億美元。

旅行

本年旅行收入與支出均創歷年新高。旅行

收入計 110.44億美元，較上年增加 23.23億美

元，主要係來台旅客每人每日平均消費金額成

長 15.8%，加上來台旅遊人數創歷史新高，

計 608.7 萬人次，以第二大來源國日客成長

19.87%最多；旅行支出計101.12億美元，較上

年增加7.55億美元，主要係新台幣升值，帶動

國人出國旅遊人數及每人每日消費額分別成長

1.8%及 5.7%。由於收入增額大於支出增額，

本年旅行淨收支由上年之逆差6.36億美元首度

轉呈順差9.32億美元。

其他服務

本年其他服務收入與支出亦創歷年新高。

收入計 252.20億美元，較上年增加 33.49億美

元，主要係三角貿易淨收入及專業技術服務收

入增加所致；支出計216.48億美元，較上年增

加30.36億美元，主要係ICT產業支付國外專利

權訴訟費及專利權與商標使用費增加。由於收

3 出（進）口地理集中係數=
n

i =1
Wi

2

，Wi：出口至 i 國（或自 i 國進口)占總出（進）口比重×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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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增額大於支出增額，本年其他服務淨收入由

上年之32.59億美元增為35.72億美元。

3.所得收支

本年所得收入計249.65億美元，創歷年新

高，較上年增加 17.00億美元，主要係居民外

匯資產投資所得增加；支出計116.48億美元，

較上年增加 19.60億美元，主要係支付非居民

股權證券投資所得增加。由於收入增額小於支

出增額，本年所得淨收入由上年之135.77億美

元減為133.17億美元，惟仍為歷年次高紀錄。

4.經常移轉收支

本年經常移轉收入與支出均創歷年新高。

收入計55.48億美元，較上年增加2.97億美元，

主要係禮品與樣品收入及贍家匯款增加；支出

計92.38億美元，較上年增加12.77億美元，主

要係面板廠支付違反歐美反托拉斯罰款及對日

本311大地震捐贈增加。收支相抵，本年經常

移轉淨支出由上年之27.10億美元增為36.90億

美元。

（三）資本帳

資本帳包括資本移轉（例如債務的免除、

資本設備之贈與及移民移轉）以及非生產、非

金融性交易（例如專利權、商譽等無形資產之

取得與處分）。本年資本帳逆差1.19億美元，

較上年略增0.03億美元，主要係移民匯出款增

加。

（四）金融帳

金融帳可區分為直接投資、證券投資、衍

生性金融商品與其他投資四大項，茲將其變動

說明如下：

1.直接投資

本年居民對外直接投資計127.87億美元，

創歷年新高，較上年增加 12.13億美元；非居

民來台直接投資首度轉呈淨流出 19.85 億美

元，主要係國外公司轉讓其投資國內股權給國

內企業。資產負債相抵，本年直接投資淨流出

147.72 億美元，較上年增加 56.90 億美元或

62.7%，為歷年最大淨流出。根據經濟部投資

審議委員會核准之對外投資統計顯示，本年對

中國大陸投資金額為131.00億美元，對其他地

區之投資金額為 36.97億美元；受惠兩岸簽訂

ECFA，投資地區仍以中國大陸為主。對外直

接投資產業主要為金融控股業、電子零組件製

造業、金融及保險業以及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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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行編「中華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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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證券投資

本年證券投資由上年之淨流出206.64億美

元增為356.71億美元。茲就其資產與負債面分

別說明如下：

資產面

居民投資國外證券持續淨流出194.83億美

元。其中，股權證券淨流出 20.63億美元，主

要係居民透過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外基

金；債權證券投資淨流出174.20億美元，主要

為壽險公司投資國外債權證券。

負債面

非居民投資國內證券創歷年最大的淨流出

161.88億美元，主要係第3季歐、美主權債務

危機惡化，外資大量賣超台股，股權證券投資

創歷年單季最大淨流出156.17億美元，致全年

股權證券投資淨流出149.24億美元。債權證券

亦呈淨流出 12.64億美元，主要係外資下半年

大量減持公債所致。

3.衍生性金融商品

本年衍生性金融商品淨收入 15.04 億美

元，主要來自 DBU 操作換匯、換匯換利與利

率交換，以及民間部門操作期貨之淨利得。

4.其他投資

其他投資包括貿易信用、借款、現金與存

款及其他項目等。本年其他投資淨流入173.18

億美元，主要係預期新台幣升值，民間部門收

回國外存款與銀行部門引進國外聯行資金。茲

就其資產與負債面分別說明如下：

資產面

本年居民對外其他投資呈淨流出 79.99億

美元。其中，貿易信用呈淨流入6.07億美元，

主要係進口貿易授信減少；放款呈淨流出

148.34億美元，主要係OBU對國外放款增加；

現金與存款呈淨流入114.28億美元，主要係民

間部門收回國外存款。其他資產呈淨流出52.00

億美元，主要係銀行部門國外應收款及民間投

資國外黃金存摺增加。

負債面

本年非居民對國內其他投資呈淨流入

253.17億美元，為歷年最大淨流入。其中，貿

易信用呈淨流入3.14億美元，主要係進口商貿

易受信增加；借款呈淨流入 89.78億美元，主

要係銀行部門國外短期借款增加；現金與存款

呈淨流入128.47億美元，主要係銀行部門自國

外聯行引進資金；其他負債呈淨流入 31.78億

美元，主要係 OBU 收受結構型商品本金由存

款改列其他金融負債4。

（五）中央銀行準備資產之變動

本年中央銀行準備資產增加 62.39 億美

元，主要係經常帳順差大於金融帳淨流出。

4 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自 100 年 1 月 1 日起，銀行收受結構型商品本金應帳列於「其他金融負債」項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