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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國家財政健全，財政部已

擬訂「財政健全方案」，將朝控制債

務規模、調整支出結構、統籌各項資

源多元籌措財源及適時調整稅制3�	等政

策方向，由相關部會積極推動，以達

健全財政目標。

三、非金融部門

(一)	企業部門39 

10�年上市及上櫃公司獲利成長，

財務結構穩定，短期償債能力提升；

金融機構對企業部門放款之逾放比率

維持在低點，信用品質尚佳。全球經

濟復甦前景仍存在不確定性，中國大

陸經濟結構轉型及全球利率可能反轉

上升，將使企業經營及未來獲利面臨

考驗。

1. 102年獲利成長

10�年受惠於全球經濟復甦及

中國大陸經濟穩定成長，上市及上櫃公司平均權益報酬率(ROE)分別由上年之

10.�5%及�.�1%提升至13.�5%及�.�0%(圖�-��)，獲利能力明顯改善，主要因半

導體業及貿易百貨業獲利成長，以及光電業由大額虧損轉為盈餘所致。

10�年上市公司主要產業中，除航運業外，ROE均提高，並以建材營造業增

加幅度最大。上櫃公司中，除化學生技及鋼鐵業ROE下降外，其他主要產業均

3�	 立法院103年5月1�日通過「所得稅法」及「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部分條文修正內容，將有助於健全國家

財政及改善所得分配。
3�	 本節全體企業資料為個體財務資料並依我國財務會計準則(ROC	GAAP)編製，最新資料至101年底；上市及上櫃公

司為合併財務資料(無子公司者為個別財務資料)，100年(含)以前資料依ROC	GAAP編製，101年及10�年改依�FRSs
編製，最新資料至10�年底。由於相關會計處理與表達方式多有變動，進行前後期比較時宜審慎解讀。

圖 2-23  政府債務規模

註：1.各級政府債務未償餘額係指一年以上非自償性債務餘

額，不包含外債。

2.102 年度中央政府為初估決算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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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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企業部門ROE

註：ROE=稅前息前淨利/平均權益

資料來源：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台灣經濟新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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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圖�-�5)。

2. 槓桿比率略降

1 0 � 年 底 上 市 公 司 平 均 槓 桿

比率由上年底之 11 0 . � 1 % 略降至

10�.0�%，財務槓桿仍處於相對較高

水準。上櫃公司槓桿比率亦由上年

底之��.�5%下降至�1.�5%(圖�-��)。

上市櫃公司10�年底發行商業本票及

公司債籌措短期及中長期資金餘額

較上年底明顯增加，負債總額隨之

升高，惟權益總額增加幅度較大，

致財務槓桿程度略為降低。

3. 短期償付能力提升

10�年底上市公司流動比率穩定

維持於1�3%，利息保障倍數則因獲

利增加而提高至1�.��倍。上櫃公司

之流動比率及利息保障倍數亦分別

提高為1��%及11.��倍，且高於近幾

年平均水準(圖�-��、�-��)。上市櫃

公司短期償債能力提升。

4. 企業部門放款之信用品質尚佳

10�年金融機構對企業部門放款

之逾放比率維持在相對低點，前3季

雖因台灣海陸運輸集團(TMT	Group)

等大額授信戶轉列逾期放款，致逾

放比率升高，惟年底回降至0.�3%，

圖 2-25  上市及上櫃公司主要產業ROE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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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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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台灣經濟新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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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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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台灣經濟新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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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低於上年底之0.��%(圖�-��)，信

用品質尚佳。

5. 企業獲利前景仍面臨考驗

國際經濟逐步改善，國內經濟

溫和成長，雖有助於支撐企業獲

利，惟全球經濟復甦前景仍存在不

確定性，且美國縮減量化寬鬆規模

及調升利率之步調，將影響全球經

濟及資本市場表現，一旦利率走

高，將加重企業債務負擔，尤其是

財務槓桿程度過高之企業。

此外，中國大陸經濟結構轉型，

亦是影響我國出口產業之重要因素(專

欄�)，尤其是營收或資產集中於中國大

陸之汽車、化學及基礎建設等相關產

業之市場需求。再者，中國大陸面板

及石化等產業供應鏈在地化，與我國

業者關係由合作互補轉為競爭替代，

加上產能過剩及價格競爭，將不利於

我國出口產業之獲利能力。

(二)	家庭部門

家庭部門借款餘額續增，惟因其

增幅小於可支配所得成長，致家庭部

門借款債務負擔略減，惟短期償債能

力因中短期借款增加而略降。家庭部

門在金融機構借款之信用品質仍佳，

復以國內失業率逐漸下降，且經常性

圖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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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台灣經濟新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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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9  金融機構對企業部門放款之逾放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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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各季比率為季底資料。

資料來源：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圖 2-30  家庭部門借款餘額及相對GDP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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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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金融穩定報告　103年5月 	 貳、潛在影響金融部門之總體環境　	 3�

薪資持續成長，均有助於提升家庭部

門之償債能力。

1. 家庭借款餘額續增

10�年底家庭部門借款餘額�0	續

增至1�.5�兆元，相當於全年GDP

之�� .��%(圖�-30 )，較上年增加

�.��%，主要是購置不動產及週轉

金借款增加所致。家庭部門借款之

用途，仍以購置不動產占��.31%為

主，年增率為�.��%；週轉金借款�1	

占��.�5%次之，年增率明顯提高至

1�.�1%；購置動產借款(主要為汽車

貸款)、企業投資借款(主要為證券

融資)及信用卡循環信用餘額占整體

家庭借款比重均不大(圖�-31)，其中

除信用卡循環信用餘額續呈負成長

外，其餘年增率均達13%以上。

與 亞 洲 鄰 國 、 美 國 及 澳 洲 比

較，我國家庭部門借款餘額成長幅

度相對較大。另我國家庭部門借款餘額相對於GDP之比率尚低於澳洲與南韓(圖

�-3�)。

2. 家庭部門債務負擔略減

10�年家庭部門因借款餘額增幅小於可支配所得增幅，借款餘額對可支配所

�0	 本節報告所稱家庭部門借款，係指家庭部門向下列金融機構之借款餘額及信用卡循環信用餘額：

(1)	存款機構：包括本國銀行(含中小企銀)、外國銀行在臺分行、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及中華郵

政公司儲匯處。

(�)	其他金融機構：包括信託投資公司(��年以前資料)、人壽保險公司、證券金融公司及證券商。
�1	 週轉金借款包括現金卡放款餘額。

圖 2-31  家庭部門借款用途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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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料基準日為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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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家庭部門借款程度之跨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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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臺灣及美國資料為 2013 年底，其餘為 2013 年 9 月底。

資料來源：美國 Fed、日本央行、南韓央行、澳洲統計局、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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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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毛額��	之倍數降至1.1�倍，債務負

擔略減，惟借款還本付息金額�3	對可

支配所得毛額比率續升至3�.15%，

高於上年之3�.��%(圖�-33)，主要係

借款期限較短之購置動產及週轉金

借款增幅較大，短期還款壓力加重

所致。鑑於國內失業率逐步下降，

且經常性薪資持續成長(圖�-3�)，應

有助於提升家庭部門之償債能力。

3. 家庭部門借款之逾放比率降至新低

10�年底家庭部門在金融機構借

款之逾放比率持續下滑至0.31%，創

近15年最低水準(圖�-35)，主要係家

庭部門不動產借款與週轉金借款之

逾期金額持續縮減所致。家庭部門

借款之信用品質維持良好。

(三)	不動產市場

10�年上半年不動產交易顯著擴

增，下半年回穩，價格則持續走高。103年第1季續呈高檔盤整格局。銀行購置住

宅貸款與建築貸款成長和緩，房貸利率略升。

1. 不動產交易量擴增後回穩

10�年上半年，由於桃園航空城、縣市升格與大臺北捷運建設等議題發酵，

第�季不動產交易擴增。下半年受美國QE可能退場疑慮，以及財政部研擬修正

��	 家庭可支配所得毛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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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額，係以家庭部門可

支配所得毛額及國民可支配所得之歷史資料為參數值，以線性插補法進行推估。
�3	 家庭部門每年還本付息金額，係採下列還款年數假設及五大銀行新承作各項放款利率進行估計：(1)購置不動產貸

款為�0年，採購屋貸款利率；(�)購置動產貸款為3年，採消費性貸款利率；(3)企業投資(主要為證券融資)及週轉

金貸款為1年，採週轉金貸款利率。

圖 2-33  家庭部門債務負擔及償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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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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失業率及經常性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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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影響，市況

轉趨觀望，交易熱度略為回降，其

中第3季建物買賣移轉登記棟數年

增率仍逾15%，主因101年同期開

始實施不動產實價登錄制度，交易

量縮，比較基期較低所致；第�季

則因土地公告現值調整前交易增加

及適逢交屋高峰期，建物買賣移轉

棟數與第3季持平。103年初以來，

房市交易逐漸降溫，第1季建物買

賣移轉棟數降為�.�萬棟，年增率則

為-0.�3%	(圖�-3�)。

10�年累計建物買賣移轉棟數

回升至3�萬棟，年增率為1�.��%。

六大都會區中，臺北市小幅成長

�%，其餘直轄市與桃園縣年增率均

逾10%，並以臺中市與新北市增幅

較大。

2. 不動產價格走高

10�年隨房市交易升溫，房價上揚。土地價格亦因市況活絡而持續走高，�

月都市地價總指數��	年增率為�.�3%(圖�-3�)。

新推案市場之國泰房價指數盤升，10�年平均漲幅為�.�1%，高於101年之

�.��%(圖�-3�)。主要都會區中，以桃竹縣市與高雄市漲幅較大。103年第1季國

泰房價指數下降，惟仍較上年同期上漲�.�1%，主要都會區多持續上揚，其中新

北市轉呈下跌。

成屋市場之信義房價指數亦上揚，10�年平均漲幅為1�.�3%，高於101年之

��	 依內政部重新選定10�年3月31日為基期(指數=100)之都市地價總指數為105.�。

圖 2-35  家庭部門借款之逾放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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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各季比率為季底資料。

資料來源：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圖 2-36  建物所有權買賣移轉登記

-40

-30

-20

-10

0

10

20

30

40

6

7

8

9

10

11

12

13

14

98 99 100 101 102 103

年增率(右軸) 買賣移轉棟數(左軸)
萬棟 %%

資料來源：內政部「內政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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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主要都會區中，以

高雄市與桃園縣房價漲幅較顯著。

1 0 3年第1季信義房價指數持續上

升，年增率為1�.1�%，其中臺北市

漲幅已見縮小。

3. 民眾購屋負擔重

10�年初以來，隨房價上揚，

全 國 貸 款 負 擔 率 居 高 ， 第 � 季 為

3 5 . � % ；房價所得比為 � . � 倍 ( 圖

�-3�)，顯示負擔沈重。各都會區

中，臺北市貸款負擔率和房價所得

比分別達�3.�%及15.0倍最高。

4. 核發建照顯著增加，空餘屋擴增

10�年業者推案顯著增加，核發

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較101年大幅

增加�0.��%(圖�-3�)，其中住宅用面

積擴增31.5�%。103年初以來，因新

推案銷售不如預期，加以比較基期

較高，第1季住宅用面積年增率降為

1.55%。

10�年核發使用執照樓地板面積

較101年增加3.��%(圖�-3�)，其中住宅用面積增加�.��%。103年第1季住宅用面

積年增率為�.50%。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推估，101年底全國低度使用住宅約��.3萬宅，占住宅

存量比率約10.�3%；另101年底全國新建餘屋(待售)住宅�5	為3.1萬宅。若以臺

�5	 依內政部營建署定義，新建餘屋(待售)住宅為具有房屋稅籍、屋齡五年以內、仍維持第1次登記，且有銷售可能性

之住宅。

圖 2-37  地價及房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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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都市地價總指數每半年發布1次。

2.信義房價指數，自101年第4季起，調整樣本與指數編製

方式，並追溯調整時間數列。

3.三指數經轉換為同一基期(99年=100)，以利比較。

資料來源：內政部「內政統計月報」、國泰房地產指數季報、

信義不動產評論季報。

圖 2-38  貸款負擔率與房價所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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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貸款負擔率=中位數房價貸款月攤還額/家戶月可支配所

得中位數

2.房價所得比=中位數房屋總價/家戶年可支配所得中位數

3.房價為內政部地政司之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住宅類交

易價格資料。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房價負擔能力指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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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表燈用電不及底度之非營業用戶

資料推估，10�年空屋數約1��萬宅

(圖�-�0)。由於近年業者大量推案，

且銷售表現不如預期，空餘屋數仍

居高。

5. 購屋貸款與建築貸款成長和緩，房

貸利率緩升

在本行與金管會持續採行金融

機構不動產授信風險控管措施下，

10�年底全體銀行��	購置住宅與房屋

修繕貸款合計餘額為5.��兆元，年增

率為�.��%；建築貸款餘額則為1.��

兆元，年增率下滑至1.�3%。103年3

月底該二項貸款年增率均較10�年底

上升(圖�-�1)。

10�年五大銀行��	新承作購屋貸

款金額為5,3�5億元，較101年略增

0.0�%；103年第1季續較上年同期增

加13.�3%。新承作購屋貸款利率緩

升，惟仍處低檔，103年3月略升為

1.���%	(圖�-��)。

6. 本行持續採取針對性審慎措施、提醒民眾留意利率變動風險

10�年本行賡續執行加強不動產授信風險控管措施，並於3月督促銀行對特

定地區以外、房價漲幅較大地區之購屋貸款，採取自律審慎措施。再於1�月促

請銀行審慎辦理工業區土地抵押貸款業務，以促進銀行穩健經營及金融穩定。

��	 包括本國銀行、外國及大陸地區銀行在臺分行。
��	 五大銀行係指臺銀、合庫銀、一銀、華銀及土銀。

圖 2-39  核發建照及使用執照樓地板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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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內政統計月報」。 

圖 2-40  推估空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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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表燈用電不及底度非營業用戶數為當年度月平均數。

2.低度使用住宅為具房屋稅籍，且月平均用電度數低於60
度之住宅。

3.內政部營建署自97年開始公布低度使用住宅資料，最新

資料截至101年。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臺灣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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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鑑於我國房貸融資多採機動

利率計息，且房貸支出占家庭所得

比率逾三成，未來如利率上升將加

重民眾房貸還款負擔，且涉及承貸

金融機構授信風險，因此本行持續

提醒借款人留意未來利率變動風險

並預先做好財務規劃。

該等措施已見成效，銀行不動

產放款集中度及貸款成數均呈下

降，加上政府持續推動不動產稅制

改革、對不動產交易加強查稅，以

及改善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制等措

施，均有助房市健全發展。

圖 2-41  住宅放款及建築貸款年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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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行經研處編「中華民國金融統計月報」。 

圖 2-42  新承作房貸金額及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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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圖係本國五大銀行新承作資料。 

資料來源：本行經研處編「中華民國金融統計月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