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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濟篇

一、國內生產與所得

（一）概說

105年下半年隨全球景氣回穩，國外需求

增加，能源等相關商品價格回升，致全年我國

對外貿易成長動能和緩復甦。內需方面，因國

人出國人數持續成長，平均油價較上年為低，

致民眾可支配所得增加，加以車市景氣升溫，

致全年民間消費持續成長；另一方面，雖因房

市降溫，使得營建投資持續衰退，惟因半導體

業者下半年大幅擴充資本支出，加以航空業者

積極購置運具，全年民間投資成長回溫。

整體而言，105年我國內需持續成長，外

需則受到國際景氣逐漸好轉影響，表現趨穩，

致經濟成長率由104年的0.72%升為1.50%。就

國內生產毛額的支出面言，由於民間消費穩定

成長，政府消費成長轉正，加以公營與政府投

資成長改善，致國內需求穩健成長2.16%，對

經濟成長貢獻1.89個百分點；另一方面，輸出

成長動能回升，而輸入亦因出口及內需引申需

求使輸入成長續增，致國外淨需求為負貢獻

0.38個百分點。另就生產面而言，農業、工業

與服務業成長率均較104年為高，其中，工業

成長率由負轉正，增幅最大；服務業續呈正成

長；而農業雖呈負成長，惟其衰退幅度縮減。

（二）經濟成長與國民所得

1.國內生產毛額

105年第1季我國民間消費穩健成長，主要

係政府推動「消費提振措施」與國人出國人數

成長所致，民間投資受房市景氣平疲影響而成

長趨緩，輸出則因全球景氣仍弱與三角貿易毛

利率下滑，負成長 3.88%，致經濟負成長

0.23%，為全年最低。第 2季民間消費成長稍

緩，民間投資則受機器及設備投資成長動能續

存，以及營建工程投資負成長幅度縮減影響而

成長回穩，輸出亦受惠於電子零組件出口成長

而轉正，致經濟成長率略升至1.13%。

經   濟   成   長   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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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季民間消費穩健成長，加以半導體廠

商擴充資本支出，大宗運具投資增加，民間投

資成長續增，且全球半導體市場活絡，輸出大

幅成長，致經濟成長率升至 2.12%。第 4季雖

零售業表現不佳，致民間消費成長稍緩，惟全

球半導體市場持續熱絡，帶動民間投資與輸出

分別成長 7.24%與 8.02%，經濟成長率升至

2.88%，為全年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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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實質國外要素所得淨額成長

6.83%，遠低於 104年的 19.06%，加以國際原

油等進口原物料價格回穩，促使對外貿易條件

變動淨收益縮減，致以民國100年為參考年計

算之 105年實質國民所得毛額成長 1.97%，低

於104年之5.79%。

3.國民所得

105年名目國民所得 （按市價計算） 較

104年增加2.30%，平均每人國民所得為新台幣

63萬4,907元，折合1萬 9,653美元，較104年

增加113美元。

（三）國內各業生產

1.各產業成長

105年因受氣候異常與颱風來襲影響，導

致農業持續衰退；工業主要受惠於智慧科技應

用擴張，成長率由負轉正，而服務業成長則緩

升。茲分別說明如下：

農業生產續呈負成長

105年農業（包括農、林、漁、牧業）生

產持續受到氣候異常因素影響，蔬果產量銳

減，致全年負成長6.91%。

國內生產毛額與經濟成長率

年（季）別

國內生產毛額 國民所得毛額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

名目年增率
（%）

經濟成長率
（%）

名目年增率
（%）

實質成長率
（%）

新台幣
（NT$）

美元
（US$）

103年

104年

105年p

104年第1季

2

3

4

105年第1季

2

3

4p

5.79 4.02 5.93 5.32 599,007 19,724

4.02 0.72 4.44 5.79 623,535 19,540

2.10 1.50 2.30 1.97 634,907 19,653

8.72 4.01 8.63 9.52 157,499 4,985

3.64 0.66 2.65 4.74 150,460 4,855

2.83 -0.70 3.47 5.07 155,964 4,842

1.22 -0.79 3.13 4.10 159,612 4,858

1.47 -0.23 1.72 1.40 159,403 4,780

1.91 1.13 2.60 1.72 152,955 4,715

1.88 2.12 2.19 2.16 159,746 5,035

3.12 2.88 2.70 2.54 162,803 5,123

註： p為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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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成長由負轉正

由於下半年全球景氣逐漸回穩，加以行動

裝置等電子產品需求增溫，工業生產趨穩，全

年成長率由104年的-1.05%，轉為正成長2.04%，

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由104年之-0.35個百分點轉

正為0.73個百分點。工業部門五大業別中，用

水供應及汙染整治業成長1.98%，其餘四大業

別分別說明如下：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包

含煤、原油、天然氣及其他礦物採取業。因砂

石與大理石等產量減少，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續

呈負成長9.74%。

105年製造業實質GDP成長率由

104年的-0.85%，升至2.28%，主要係因下半年

全球景氣回穩，行動裝置需求增溫，致電子零

組件增產所致。

若依製造業四大業別觀察：資訊電子工業

因下半年半導體與行動裝置需求持續熱絡，全

年成長4.26%。化學工業因國際原油價格逐漸

回穩，微幅成長 0.90%。雖紡織業持續負成

長，惟生產比重較大的食品業穩定成長，致民

生工業微幅成長0.77%。金屬機電工業受全球

景氣仍疲與庫存調整影響，負成長0.60%。

因國內生產活動趨穩

與基期較低，致電力及燃氣供應業成長

5.45%，遠高於104年的-5.45%。

因房地產市場成長動能平疲，致

營造業負成長2.84%，較104年的-0.88%下滑。

服務業成長緩升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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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及住宅服務業、公共行政及國防；

社會安全、其他）受國內消費動能較弱影響，

全年成長1.33%，惟仍高於104年的1.14%。

若依主要行業別觀察：運輸及倉儲業受惠

於大眾運輸需求增加，全年成長 3.68%。其

次，資訊及通訊傳播業因網路服務普及，上網

用戶數持續增加，全年成長3.07%。金融及保

險業因壽險保費收入與手續費增加，全年成長

2.37%。不動產業及住宅服務業則受房地產交

易仍疲影響，全年小幅成長1.35%。占服務業

比重最高的批發及零售業，上半年因全球景氣

仍弱成長趨緩，下半年則受行動裝置與汽機車

需求增加影響而成長回穩，全年微幅成長

0.63%。公共行政及國防；社會安全則微幅成

長0.20%。

2.各產業對經濟成長率之貢獻

就農、工、服務三大產業對經濟成長之貢

各  業  生  產  成  長  率

農   業 工   業 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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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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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觀察，105年農業生產對經濟成長負貢獻0.12

個百分點。工業生產對經濟成長貢獻0.73個百

分點，其中製造業為主要貢獻來源。至於服務

業之貢獻為0.83個百分點，主要貢獻來源為金

融及保險業。

（四）國內生產毛額之處分

1.民間與政府消費

105年因國人出國人數持續成長，平均油

價較上年為低，致民眾可支配所得增加，加以

各業生產對經濟成長率之貢獻

單位：百分點

年（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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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力及
燃氣供
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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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小計

103年

104年

105年p

104年第1季

2

3

4

105年第1季

2

3

4p

運輸及
倉儲業

不動產
及住宅
服務業

公共行
政及國
防；社
會安全

用水供
應及汙
染整治
業

4.02 0.03 2.40 0.00 2.35 0.00 0.03 0.02 2.12 0.72 0.02 0.10 0.49 0.17 -0.02 0.64

0.72 -0.15 -0.35 -0.01 -0.26 -0.06 0.00 -0.02 0.71 0.04 -0.01 0.14 0.25 0.17 0.00 0.12

1.50 -0.12 0.73 -0.01 0.68 0.12 0.01 -0.07 0.83 0.10 0.11 0.09 0.16 0.11 0.01 0.25

4.01 -0.07 1.87 0.00 1.90 -0.01 0.00 -0.02 1.13 0.35 0.02 0.09 0.22 0.19 0.01 0.25

0.66 -0.16 -0.18 -0.01 -0.05 -0.10 -0.01 -0.01 0.71 0.01 0.03 0.12 0.37 0.17 0.01 0.00

-0.70 -0.13 -1.31 -0.01 -1.19 -0.07 0.00 -0.04 0.20 -0.14 -0.07 0.16 -0.03 0.13 0.06 0.09

-0.79 -0.23 -1.66 -0.01 -1.49 -0.13 0.00 -0.03 0.87 -0.02 -0.01 0.17 0.43 0.20 -0.06 0.16

-0.23 -0.17 -0.99 -0.02 -0.87 0.02 0.00 -0.12 0.45 -0.30 -0.03 0.13 0.20 0.08 0.00 0.37

1.13 -0.15 0.15 -0.01 0.09 0.13 0.00 -0.06 0.70 -0.13 0.07 0.11 0.16 0.14 0.01 0.34

2.12 -0.07 1.67 -0.01 1.63 0.10 0.02 -0.07 0.94 0.24 0.16 0.07 0.22 0.13 -0.02 0.14

2.88 -0.08 1.95 -0.01 1.80 0.18 0.02 -0.04 1.24 0.57 0.25 0.05 0.05 0.09 0.06 0.17

註：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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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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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p為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各 業 生 產 成 長 率

單位：%

年（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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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力及
燃氣供
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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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小計

103年

104年

105年p

104年第1季

2

3

4

105年第1季

2

3

4p

運輸及
倉儲業

不動產
及住宅
服務業

公共行
政及國
防；社
會安全

用水供
應及汙
染整治
業

4.02 1.55 7.23 -4.35 8.17 1.87 4.62 0.76 3.25 4.23 0.86 3.16 7.62 2.06 -0.24 3.10

0.72 -8.26 -1.05 -6.58 -0.85 -5.45 -0.03 -0.88 1.14 0.27 -0.26 4.71 3.78 2.08 0.05 0.62

1.50 -6.91 2.04 -9.74 2.28 5.45 1.98 -2.84 1.33 0.63 3.68 3.07 2.37 1.35 0.20 1.29

4.01 -3.24 5.71 1.00 6.92 -2.56 -0.55 -0.78 1.80 2.20 0.36 3.17 3.44 2.31 0.18 1.32

0.66 -9.04 -0.52 -5.69 -0.19 -5.43 -0.83 -0.32 1.13 0.03 1.13 4.24 5.34 2.09 0.10 0.02

-0.70 -6.99 -3.64 -10.15 -3.81 -4.16 0.43 -1.51 0.29 -1.19 -2.28 5.46 -0.47 1.55 0.87 0.45

-0.79 -12.21 -4.68 -10.39 -4.94 -8.43 0.70 -0.90 1.33 -0.06 -0.30 5.86 7.18 2.35 -0.99 0.71

-0.23 -10.64 -2.85 -15.08 -2.94 1.52 -0.70 -4.40 0.73 -1.71 -1.37 4.34 3.11 1.04 0.05 1.93

1.13 -8.56 0.50 -6.09 0.29 16.25 0.74 -2.24 1.07 -0.78 2.01 3.60 2.47 1.66 0.24 1.67

2.12 -4.02 4.46 -5.40 5.16 4.40 3.39 -2.51 1.50 1.58 5.59 2.53 3.33 1.52 -0.21 0.78

2.88 -4.54 5.67 -11.48 6.16 2.54 3.98 -2.03 1.97 3.36 8.59 1.94 0.53 1.18 0.77 0.88

註：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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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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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p為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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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市買氣升溫，帶動全年民間消費穩定成長。

其中，第1季因政府推動「消費提振措施」持

續發酵，以及出國人數持續增加，加以零售業

及餐飲業營業額皆穩定成長，民間消費成長率

達 2.64%。第 2季雖新車銷售回溫，國人出國

人數續增，惟零售業營業額增幅縮減，民間消

費成長率降為1.59%，為全年最低。

第3季因新車掛牌數續增，行動電話新品

上市熱銷，以及出國人數持續成長，民間消費

成長率升至 2.70%，為全年最高。第 4季雖新

車掛牌數與國人出國人數持續增長，惟零售業

營業額受暖冬氣候因素影響成長動能減緩，致

民間消費成長率降至 1.62%。全年合計成長

2.14%，低於104年之2.68%。

若就民間消費型態觀察，以其他消費支出

實質成長6.51%最為明顯，主要因保險消費支

出提高，以及下半年國外淨購買（國人在外購

買減外人在台購買）增加所致。其次，交通支

出實質成長4.55%，主要係因新車銷售持續暢

旺所致。此外，衣著鞋襪及服飾用品、通訊、

醫療保健支出之成長動能穩定，分別年增

2.62%、2.54%與2.50%。全年民間消費對經濟

成長的貢獻，由104年的1.43個百分點略降至

1.12個百分點。

105年政府消費支出因積極落實預算執行，

成長3.05%，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由104年之-0.04

個百分點轉正為0.43個百分點。

2.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105年雖房市景氣平疲導致營建工程投資

趨緩，加以公營事業投資成長動能疲軟，惟半

導體業者持續擴充先進製程，全年固定資本形

成毛額成長2.71%，高於104年之1.64%，對經

濟成長的貢獻增為0.56個百分點。其中，第1

季固定資本形成毛額負成長0.12%，為全年最

低；第 2季轉為成長 0.16%。下半年雖營建工

程投資仍因房市仍弱續呈負成長，但在半導體

業者積極擴充資本支出與航空業者擴編機隊的

帶動下，第3季固定資本形成毛額成長率升至

3.66%；第4季動能續增，大幅成長6.81%，為

全年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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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雖機器及設備

投資增加，惟因營建工程與運輸工具投資衰退

下，民間投資僅成長 0.22%。第 2季因機器及

設備投資動能持續，民間投資穩健成長

1.16%。下半年則在運輸工具與機器設備投資

續擴增帶動下，第 3季與第 4季民間投資成長

率分別達 3.99%與 7.24%。全年民間投資成長

3.12%（略高於104年之2.97%）。公營事業投

資雖因營建工程投資下半年快速成長，惟仍受

機器及設備投資衰退影響，全年負成長

1.93%。政府投資雖上半年負成長，但在政府

加強預算執行下，加以基期較低，第3、4季分

別成長4.65%及6.54%，全年成長1.72%，為99

年以來首次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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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營建工程投資受房市

成長動能疲軟影響，營建工程投資趨緩，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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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成長2.85%。運輸工具投資方面，雖第1季、

第2季分別負成長6.27%與5.86%，但因下半年因

航空業者積極擴增機隊，第3季與第4季分別成

長2.51與27.01%，致全年成長3.35%。至於機器

設備投資，105年受半導體業者積極擴增先進製

程投資影響，第1季至第4季分別成長4.85%、

3.08%、9.61%與17.25%，全年大幅成長9.14%。

105年智慧財產投資各季成長率相對穩定，約介

於1.9%~3.2%，全年穩定成長2.51%。

3.對外貿易

雖第 1季全球景氣較弱，中國大陸產業供

應鏈在地化排擠效應持續，農工原料價格動

盪，惟第2季後因半導體市場熱絡與基期偏低，

致我國對外貿易表現逐漸回穩，105年輸出成長

2.12%（104年為-0.34%），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為

1.36個百分點。其中，第1季各主要商品出口均

大幅衰退，而來台旅客人次雖增16.03%，惟三

角貿易毛利成長下滑，服務輸出成長縮減，致

輸出負成長3.88%，為全年最低；第2季因電子

零組件出口成長轉正，且其他商品出口降幅縮

減，致輸出轉呈微幅成長0.21%。

至第3季，電子零組件貿易值（美元計價）

持續成長12.16%，其餘商品出口成長亦逐漸好

轉，致輸出成長3.66%；第4季，電子零組件持

續擴增21.83%，而資通與視聽產品、基本金屬

及其製品、機械，分別成長11.15%、15.22%、

12.59%，致輸出成長 8.02%，為全年最高。至

於輸入方面，雖上半年農工原物料價格續呈低

檔與出口引申需求減緩，惟下半年原物料價格

回穩，且進口資本設備擴增，致全年輸入成長

3.39%，高於104年的1.19%。

另就海關進、出口資料觀察，105年上半

年全球景氣較弱，油、鋼價皆處低檔，出口相

對疲軟；下半年雖半導體市場轉趨熱絡，油、

鋼價亦回穩，惟全年海關出口（美元計價）仍

負成長1.73%。海關進口（美元計價）方面，

上半年因農工原物料價格低盪而呈大幅衰退，

雖下半年受國際農工原料價格回穩與出口引申

需求上升影響轉為正成長，惟全年負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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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

104年

105年p

104年第1季

2

3

4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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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3.44 3.66 2.05 3.58 4.95 -7.52 5.86 5.67

0.72 2.68 -0.26 1.64 2.97 -7.21 -2.41 -0.34 1.19

1.50 2.14 3.05 2.71 3.12 -1.93 1.72 2.12 3.39

4.01 3.52 -2.96 -0.25 1.59 -28.76 -2.35 6.13 2.71

0.66 3.63 0.79 0.93 -0.07 21.95 -0.50 -1.23 2.91

-0.70 1.20 0.16 3.78 6.10 -5.72 -7.09 -2.92 -0.95

-0.79 2.42 0.72 1.98 4.32 -12.00 -0.23 -2.59 0.29

-0.23 2.64 6.34 -0.12 0.22 -5.07 -1.70 -3.88 -1.39

1.13 1.59 2.03 0.16 1.16 -2.50 -5.09 0.21 -0.29

2.12 2.70 3.37 3.66 3.99 -6.39 4.65 3.66 5.34

2.88 1.62 0.95 6.81 7.24 2.32 6.54 8.02 9.58

註：p為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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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由於出口衰退幅度小於進口，105年商

品出超由104年的481.24億美元擴增為495.05

億美元。若併計服務貿易後，105年商品及服

務貿易順差由104年的677.01億美元減為640.17

億美元。

（五）國民儲蓄

1 0 5年國內景氣較上年回溫，支撐民

間消費動能，全年名目民間消費較104年增加

2.97%，名目政府消費亦增4.33%，合計名目國

民消費增加3.26%，高於名目國民所得毛額

成長率 2.30%，影響所及，105年國民儲蓄率

（國民儲蓄毛額占國民所得毛額的比率）由

104年的34.70%略降為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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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國民儲蓄毛額較104

年增加，國內投資毛額亦增，惟前者增額小於

後者，以致105年超額儲蓄率（即超額儲蓄占

國民所得毛額的比率）由104年的14.44%，降

為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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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3年

104年

105年p

104年第1季

2

3

4

105年第1季

2

3

4p

年（季）別

超 額 儲 蓄

金 額
（百萬元）

超額儲蓄率
（%）

5,569,084 33.58 3,521,157 21.23 2,047,927 12.35

6,009,446 34.70 3,508,150 20.26 2,501,296 14.44

6,030,595 34.04 3,582,375 20.22 2,448,220 13.82

1,545,957 35.29 850,463 19.41 695,494 15.87

1,421,907 34.23 883,274 21.26 538,633 12.97

1,498,768 34.56 905,357 20.88 593,411 13.68

1,542,814 34.70 869,056 19.55 673,758 15.15

1,501,421 33.69 820,433 18.41 680,988 15.28

1,443,780 33.88 881,624 20.69 562,156 13.19

1,515,277 34.19 941,510 21.24 573,767 12.95

1,570,117 34.38 938,808 20.56 631,309 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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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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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

104年

105年p

104年第1季

2

3

4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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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貨變動

4.02 1.86 0.54 0.46 0.63 0.07 -0.24 0.52 4.07 3.42

0.72 1.43 -0.04 0.36 0.52 -0.09 -0.07 -0.08 -0.24 0.71

1.50 1.12 0.43 0.56 0.54 -0.02 0.05 -0.22 1.36 1.75

4.01 1.95 -0.42 -0.06 0.29 -0.30 -0.05 -0.03 4.19 1.61

0.66 1.94 0.11 0.20 -0.01 0.23 -0.01 1.00 -0.86 1.73

-0.70 0.64 0.02 0.82 1.08 -0.06 -0.20 -0.71 -2.05 -0.57

-0.79 1.26 0.10 0.42 0.68 -0.25 -0.01 -0.52 -1.86 0.20

-0.23 1.36 0.86 0.00 0.01 -0.01 0.00 -0.62 -2.51 -0.69

1.13 0.82 0.29 0.03 0.19 -0.03 -0.13 -0.43 0.16 -0.27

2.12 1.42 0.47 0.75 0.69 -0.06 0.12 -0.13 2.37 2.77

2.88 0.88 0.11 1.42 1.23 0.01 0.18 0.27 5.16 4.96

註：p為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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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  蓄  率  與  投  資  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儲蓄率 投資率

年

%
36

32

28

24

20

16
104 10510310296 97 98 99 100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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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收支與對外貿易

（一）概說

為接軌國際規範，自 105年第 1季起，我

國國際收支改按國際貨幣基金（IMF）「第六

版國際收支與國際投資部位手冊」（BPM6）

的基礎編製。

105年經常帳順差709.38億美元，金融帳

淨資產增加650.37億美元，全年國際收支綜合

餘額順差106.63億美元，較上年減少43.48億美

元，國際收支情況維持穩健。

經常帳方面，105年下半年雖受惠於半導

體市場需求暢旺，出口逐步回溫，惟全球景氣

復甦和緩，且國際產業競爭加劇，全年商品出

口仍衰退 7.3%；在出口引申需求略見好轉之

下，加上國際原油等原物料行情回升，進口減

幅亦縮小，全年較上年衰退8.0%，因出口減額

大於進口減額，全年商品貿易順差減為694.10

億美元，較上年減少4.7%。

國際收支

單位：億美元

項 目

A.經常帳

商品：支出（進口）

商品貿易淨額

服務：收入（輸出）

服務：支出（輸入）

服務收支淨額

初次所得：收入

初次所得：支出

初次所得收支淨額

二次所得：收入

二次所得：支出

二次所得收支淨額

B.資本帳

C.金融帳

直接投資：資產

債務工具

直接投資：負債

股權和投資基金

債務工具

證券投資：資產

股權和投資基金

衍生性金融商品：資產

衍生性金融商品：負債

其他投資：資產

其他投資：負債

經常帳＋資本帳－金融帳

D.誤差與遺漏淨額

E.準備與相關項目

（1）
105年

（2）
104年 （1）-（2）

債務證券

證券投資：負債

股權和投資基金

商品：收入（出口）

股權和投資基金

債務證券

709.38 751.80 -42.42

3,123.03 3,368.99 -245.96

2,428.93 2,640.64 -211.71

694.10 728.35 -34.25

414.43 411.27 3.16

524.07 512.59 11.48

-109.64 -101.32 -8.32

294.59 288.86 5.73

138.10 130.32 7.78

156.49 158.54 -2.05

69.44 66.18 3.26

101.01 99.95 1.06

-31.57 -33.77 2.20

-0.09 -0.05 -0.04

650.37 661.16 -10.79

178.43 147.09 31.34

168.10 136.49 31.61

10.33 10.60 -0.27

83.33 24.13 59.20

73.11 24.78 48.33

10.22 -0.65 10.87

810.62 563.41 247.21

65.47 69.30 -3.83

745.15 494.11 251.04

26.43 -8.58 35.01

53.25 16.58 36.67

-26.82 -25.16 -1.66

-111.53 -112.27 0.74

-89.25 -124.11 34.86

-30.94 -164.98 134.04

175.70 -119.35 295.05

58.92 90.59 -31.67

47.71 59.52 -11.81

106.63 150.11 -43.48

註：正號表示經常帳及資本帳的收入、支出，以及金融資產或負債的增加；負號表示相關項目的減少。在經常帳及資本帳餘額，正號表示順差，負號
表示逆差；在金融帳及準備資產餘額，正號表示淨資產的增加；負號表示淨資產的減少。

資料來源：本行編「中華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季報」（106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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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收支方面，105 年逆差 109.64 億美

元，較上年增加8.32億美元，主要係旅行及貨

運收入減少，且旅行與航空客運支出增加。初

次所得順差為156.49億美元，較上年減少2.05

億美元，主要係支付非居民證券投資所得增

加。二次所得逆差為 31.57億美元，較上年減

少 2.20 億美元，主要係捐贈匯款支出減少。

105年雖然二次所得逆差減少，惟商品貿易與

初次所得順差皆減少，加上服務貿易逆差增

加，致經常帳順差減少 5.6%，為 709.38億美

元，相對名目GDP的比率由上年之14.3%降為

13.4%。

資本帳方面，105年逆差0.09億美元，較

上年略增0.04億美元。

金融帳方面，105年淨資產增加650.37億

美元。直接投資淨資產增加 95.10億美元，其

中，對外直接投資淨增加178.43億美元，中國

大陸仍為首要投資地區；非居民來台直接投資

淨增加 83.33億美元，無論對外直接投資或非

居民來台直接投資均為歷年最大。證券投資淨

資產增加784.19億美元。其中，居民對外證券

投資淨增加810.62億美元，主要係保險公司投

資國外債券增加；非居民證券投資淨增加26.43

億美元，主要係外資增持台股。衍生金融商品

淨資產減少 22.28億美元。其他投資淨資產減

少206.64億美元，主要係銀行收受非居民存款

及自國外引進資金增加，國外負債增額較大。

（二）經常帳

經常帳包括商品貿易、服務、 初次所得

及二次所得四大項，茲將其變動說明如下：

1.商品貿易

依國際收支基礎（根據海關進出口貿易統

計，就計價基礎、時差、類別及範圍
3
予以調

整）計算，商品出口計3,123.03億美元，較上年

減少245.96億美元或7.3%；商品進口計2,428.93

億美元，較上年減少211.71億美元或8.0%。由

於出口減額大於進口減額，商品貿易順差由上

年之728.35億美元減至694.10億美元。

若根據通關統計，105年出口總值（按FOB

計價）計 2,803.94億美元，較上年減少 49.50

億美元或 1.7%；進口總值（按CIF計價）計

2,308.88億美元，較上年減少 63.31億美元或

2.7%。進出口相抵，出超計495.05億美元，較

年104 105103102

1,000

800

600

400

200

0

-400

-200

經      常      帳

資料來源：本行編「中華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季報」。

經常帳商品貿易

（+）順差

逆差（-）

億美元 服  務 初次所得 二次所得

96 97 98 99 100 101

3 國際收支統計根據所有權移轉紀錄商品貿易，貨品雖經我國通關，但所有權未移轉者，須自商品出進口剔除；反之，雖未經我國通關，但貨品所有權

已移轉者，須計入商品出進口。居民國外購料，直接於國外銷售，或經委託國外加工再銷售國外，過程中貨品未經我國通關，惟貨款由居民收付，亦

包含於商品貿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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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增加13.81億美元。茲就貿易條件
4
、商品

貿易結構與主要貿易地區（國家）說明如下：

貿易條件

105年出、進口單價指數俱跌，出口單價指

數由上年之91.89下降至89.21，主要係礦產品、

塑橡膠及其製品與基本金屬及其製品之出口單

價滑落；進口單價指數亦由上年之80.41下降至

77.29，主要係礦產品、基本金屬其製品及資通

與視聽產品之進口單價滑落。由於進口單價指

數下降幅度大於出口單價指數下降幅度，致純

貿易條件上升為115.42，較上年提高1.0%。

105年出口數量指數上升2.9%，加上純貿

易條件改善，致所得貿易條件由上年之122.31

升至127.16，增幅4.0%。

商品貿易結構

出口方面，105年農產品、農產加工品、

重化工業產品及非重化工業產品的出口比重分

別為 0.3%、1.1%、80.7%及 17.9%。其中，農

產加工品出口值為 30.33億美元，較上年減少

0.2%。重化工業產品出口值為 2,262.56 億美

元，較上年減少0.7%；非重化工業產品出口值

為503.05億美元，較上年衰退6.3%。由於電子

資通訊產品
5
出口比重增加，出口商品集中係

數
6
由上年的44.94升至46.88。

進口方面，資本設備、農工原料及消費品

的進口比重分別為18.6%、66.6%及13.4%。其

中，消費品進口值為309.63億美元，較上年減

少2.2%，主要係手機進口減少；資本設備進口

值429.14億美元，較上年增加12.6%，主要係

半導體設備進口增加。農工原料進口值

1,537.23億美元，較上年減少5.6%，主因上半

年國際原油及鋼鐵價格減幅較大，礦產品、基

本金屬及塑化原料進口減少。由於電子資通訊

產品及機械設備
7
進口比重增加，致進口商品

集中係數由上年之32.16升至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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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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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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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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新台幣計價，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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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計算出（進）口商品集中係數之產品別資料採 HS 2位碼分類資料，此處電子資通訊產品為 HS 85資料；其他出（進）口產品資料為財政部海關進出

口貿易統計分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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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此處機械設備為 HS 84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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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貿易地區

105年主要出口市場仍集中於亞洲，其次

為北美洲及歐洲，出口比重分別為 71.6%、

12.7%及9.4%。其中對亞洲及北美洲出口分別

減少 0.5%及 3.6%；對歐洲出口則轉為正成長

1.0%。就單一國家而言，中國大陸（含香港，

以下同）、美國及日本為我國前三大出口國，

合計占我國出口比重59.0%。

亞洲亦為我國最主要的進口來源地區，進

口比重為 59.9%，北美洲與歐洲分居第二、

三。105年自亞洲進口轉為正成長1.3%，自北

美洲進口衰退 2.5%，自歐洲進口轉為正成長

2.1%。就單一國家而言，中國大陸、日本及美

國為我國前三大進口國，合計占我國進口的比

重為49.6%。

105年對中國大陸出口1,123.00億美元，占

總出口比重40.1%，較上年增加0.6個百分點。

受惠於國際品牌行動裝置新品上市帶動半導體

需求轉強及終端電子產品多媒體規格提升，下

半年對中國大陸出口轉為正成長；惟全年受中

國大陸經濟轉型與成長減速、供應鏈在地化及

產能過剩影響，對中國大陸出口較上年衰退

0.2%。主要出口貨品為電子零組件、資通與視

聽產品及光學器材，尤其電子零組件的比重達

46.2%。其中電子零組件及資通與視聽產品分

別成長 16.4%及 0.7%，光學器材則衰退

14.0%。全年自中國大陸進口 453.29億美元，

較上年衰退3.0%，占總進口比重為19.6%，較

上年略減 0.1個百分點。進口貨品以電子零組

件、資通與視聽產品及化學品為主，其中電子

零組件增加5.5%，資通與視聽產品及化學品則

分別較上年衰退 6.2%及 4.1%。由於對中國大

年商品貿易結構

資料來源：財政部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106 年 2 月）。

出 口 進 口

資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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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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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貿易地區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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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 17.6 %12.6 %

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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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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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

其 他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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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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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進口減額大於出口減額，貿易出超增為

669.71億美元，仍為我國最大出超來源。

就對美國貿易言，105 年對美國出口

335.25億美元，較上年衰退2.9%，占總出口比

重略降至12.0%。前三大出口貨品為資通與視

聽產品、基本金屬及其製品與機械，受手提電

腦需求支撐，資通與視聽產品出口增加4.4%；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出口較上年減少4.9%，主要

係中國大陸鋼鐵產能過剩，基本金屬價格下滑

所致；機械則減少0.9%。自美國進口286.03億

美元，較上年減少2.0%，占總進口比重略升至

12.4%。前三大進口貨品為機械、電子零組件

及化學品，分別較上年增加 14.7%、20.3%及

0.6%，受半導體廠商擴充產能，帶動相關生產

設備進口需求，機械占台灣自美國進口的比重

提高至24.5%。由於對美國出口減額大於進口

減額，出超減至 49.22億美元，係我國第五大

貿易出超來源。

就對日本貿易言，105 年對日本出口

195.54億美元，較上年略減0.2%，惟比重上升

至7.0%。對日本出口貨品高度集中於電子零組

件，比重達38.0%，金額較上年成長1.3%。自

日本進口406.48億美元，較上年增加4.6%，占

總進口比重升至17.6%。前三大進口貨品為機

械、電子零組件及化學品，受半導體需求轉

強，廠商擴張資本設備投資，機械較上年增加

19.7%，占台灣自日本進口的比重上升至

21.1%；電子零組件及化學品亦增加 11.4%及

4.0%。對日本進口增加、出口減少，貿易入超

擴大為210.93億美元。

對歐洲貿易方面，105 年對歐洲出口

262.36億美元，較上年成長1.0%，對歐洲出口

比重上升至9.4%。前三大出口貨品為資通與視

聽產品、基本金屬及其製品與電子零組件，基

本金屬及其製品因上年基期較低，較上年增加

12.9%，電子零組件增加1.6%；資通與視聽產

品則減少2.1%。自歐洲進口290.45億美元，較

上年增加1.9%，比重亦升至12.6%；前三大進

口貨品為機械、化學品及運輸工具，其中機械

及運輸工具分別增加31.1%及4.1%，化學品則

續減2.9%，自歐洲機械進口增幅較大，主要係

半導體廠商擴充產能所致。對歐洲進口增額大

於出口增額，貿易入超擴大為28.09億美元。

105年對東協十國出口513.17億美元，較

上年衰退0.6%，惟比重略升至18.3%，前兩大

出口品為電子零組件及礦產品，電子零組件較

上年成長 3.7%，礦產品則衰退 1.4%。自東協

十國進口271.92億美元，較上年衰退6.4%，比

重下滑至11.8%，主要係前兩大進口品之礦產

品及電子零組件進口減額較大。由於出口減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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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於進口減額，對東協十國貿易出超增至

241.25億美元，其中新加坡、越南及菲律賓分

別為我國第二、第三及第四大出超來源。

105年由於對中國大陸的出口比重上升，

致出口地理集中係數
8
由上年之42.6升至43.6；

進口地理集中係數方面，自中國大陸進口比重

下降，惟自日本、美國及南韓進口比重上升，

故由上年之30.6升至31.1。

2.服務收支

BPM6將三角貿易由服務貿易改列商品貿

易，我國服務貿易轉呈逆差。105年服務收入

計414.43億美元，較上年略增3.16億美元，主

要係加工服務及維修服務收入增加；服務支出

計524.07億美元，較上年增加11.48億美元，主

要係旅行支出及航空客運支出增加。由於收入

增額小於支出增額，服務逆差由上年之101.32

億美元增為109.64億美元。茲將服務收支主要

項目變動說明如下：

加工服務

加工服務係指加工者對他人所屬貨品進行

加工、組裝、加標籤及包裝等服務。105年加工

收入計20.35億美元，較上年增加4.15億美元，

主要係非居民委託境內加工之服務收入增加；

加工支出計34.52億美元，較上年減少9.37億美

元，主要係委外加工貿易廠商支付國外加工費

減少。由於收入增加，支出減少，加工服務逆

差由上年之27.69億美元減為14.17億美元。

維修服務

維修服務係指提供或接受非居民對運輸工

具等貨品的修理。105年維修收入計8.32億美

元，較上年增加4.38億美元，主要係航空器維

修收入增加；維修支出計8.60億美元，較上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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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貿易

單位：億美元

服務

二、維修服務

三、運輸

（一）客運

（二）貨運

（三）其他

四、旅行

五、其他服務

（一）營建

（二）保險及退休金服務

（三）金融服務*

（四）智慧財產權使用費

（五）電信、電腦及資訊服務

（六）其他事務服務

（七）個人、文化與休閒服務

一、加工服務

（八）不包括在其他項目的政府商品及服務

105年 104年 增減比較

（1）

收入

（2）

支出

（1）-（2）

淨額

（3）

收入

（4）

支出

（3）-（4）

淨額

（5）

收入

（6）

支出

414.43 524.07 -109.64 411.27 512.59 -101.32 3.16 11.48

20.35 34.52 -14.17 16.20 43.89 -27.69 4.15 -9.37

8.32 8.60 -0.28 3.94 7.90 -3.96 4.38 0.70

88.99 107.93 -18.94 99.28 99.64 -0.36 -10.29 8.29

24.50 27.10 -2.60 26.00 19.36 6.64 -1.50 7.74

60.89 42.27 18.62 69.81 42.15 27.66 -8.92 0.12

3.60 38.56 -34.96 3.47 38.13 -34.66 0.13 0.43

133.83 165.74 -31.91 143.87 155.03 -11.16 -10.04 10.71

162.94 207.28 -44.34 147.98 206.13 -58.15 14.96 1.15

12.02 11.82 0.20 7.95 8.83 -0.88 4.07 2.99

2.79 7.05 -4.26 2.47 7.61 -5.14 0.32 -0.56

26.08 8.69 17.39 24.22 7.41 16.81 1.86 1.28

12.35 34.01 -21.66 11.90 34.74 -22.84 0.45 -0.73

23.80 13.39 10.41 20.32 12.34 7.98 3.48 1.05

79.40 123.44 -44.04 75.45 126.35 -50.90 3.95 -2.91

3.12 2.20 0.92 2.50 2.52 -0.02 0.62 -0.32

3.38 6.68 -3.30 3.17 6.33 -3.16 0.21 0.35

註：*金融服務包括間接衡量的金融中介服務（FISIM）。
資料來源：本行編「中華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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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0.70 億美元。由於收入增額大於支出增

額，維修服務逆差由上年之 3.96 億美元減為

0.28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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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運輸收入計88.99億美元，較上年減少10.29億

美元，主要係國際線貨運及客運收入均減少；

運輸支出計107.93億美元，較上年增加8.29億

美元，主要係航空客運支出增加。由於收入減

少，支出增加，運輸服務淨支出由上年之0.36

億美元增加為 18.94億美元，其中，客運收支

淨額亦由2009年以來連續順差轉呈逆差。

旅行

雖然 105 年來台旅客人次較上年成長

2.4%，續創新高紀錄，惟陸客減少，來台旅客

平均每人每日消費額與停留夜數減少，旅行收

入計133.83億美元，較上年減少10.04億美元；

旅行支出計165.74億美元，為歷年最大，較上

年增加 10.71億美元，主要係國人出國人次成

長10.7%。由於收入減少，支出增加，105年旅

行淨支出由上年之11.16億美元增加為31.91億

美元，為2008年開放陸客來台觀光以來最大逆

差。

其他服務

其他服務包括營建、保險及退休金服務、

金融服務、智慧財產權使用費、電信、電腦與

資訊服務、其他事務服務及個人、文化與休閒

以及政府服務等項目。105年其他服務收入計

162.94億美元，較上年增加14.96億美元，主要

係營建收入，以及其他事務服務項下的專業與

管理顧問服務收入增加；支出計 207.28 億美

元，較上年增加1.15億美元，主要係營建與金

融服務支出增加。由於收入增額大於支出增

額，全年其他服務淨支出由上年之 58.15億美

元減為44.34億美元。

3.初次所得

初次所得包含薪資所得、投資所得及其他

初次所得。105年初次所得收入計294.59億美

元，較上年增加5.73億美元，主要係對外證券

投資所得增加所致；支出計138.10億美元，較

初次所得及二次所得

單位：億美元

初次所得

二、投資所得

（一）直接投資

（二）證券投資

（三）其他投資

三、其他初次所得

二次所得

一、薪資所得

105年 104年 增減比較

（1）

收入

（2）

支出

（1）-（2）

淨額

（3）

收入

（4）

支出

（3）-（4）

淨額

（5）

收入

（6）

支出

294.59 138.10 156.49 288.86 130.32 158.54 5.73 7.78

7.48 6.04 1.44 6.93 4.34 2.59 0.55 1.70

285.98 128.91 157.07 280.91 123.51 157.40 5.07 5.40

73.19 67.62 5.57 73.10 71.07 2.03 0.09 -3.45

36.44 42.97 -6.53 24.56 36.97 -12.41 11.88 6.00

176.35 18.32 158.03 183.25 15.47 167.78 -6.90 2.85

1.13 3.15 -2.02 1.02 2.47 -1.45 0.11 0.68

69.44 101.01 -31.57 66.18 99.95 -33.77 3.26 1.06

資料來源：本行編「中華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季報」。



42

105 年中央銀行年報

上年增加7.78億美元，主要係支付非居民證券

投資所得增加。由於支出增額大於收入增額，

所得淨收入由上年之158.54億美元減為156.49

億美元。

4.二次所得

105年二次所得收入計69.44億美元，較上

年增加3.26億美元；支出計101.01億美元，較

上年增加1.06億美元，主要係工作者匯出款增

加。收支相抵，二次所得淨支出由上年之33.77

億美元減為31.57億美元。

（三）資本帳

資本帳包括資本移轉（債務的免除與資本

設備之贈與）以及非生產、非金融性交易（例

如商標、經銷權、網域名稱之買斷）。105年資

本帳逆差0.09億美元，較上年略增0.04億美元。

（四）金融帳

金融帳區分為直接投資、證券投資、衍生

金融商品與其他投資四大項，茲依主要項目動

說明如下:

1. 直接投資

105年居民對外直接投資計178.43億美元，

較上年增加 31.34億美元；非居民來台直接投

資83.33億美元，較上年增加59.20億美元，無

論居民對外直接投資或非居民來台直接投資均

為歷年最高，主要係企業進行跨國併購及股份

交換。資產與負債相抵，直接投資淨資產增加

95.10億美元，較上年減少27.86億美元。根據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備對外投資及核准對

中國大陸投資統計
9
顯示，105年對外投資地區

仍以中國大陸 91.84億美元最多，對其他地區

投資121.23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主要為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金融及保險業、電腦、電

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以及批發及零售

業；非居民來台直接投資產業主要為電子零組

件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與金融及保險業。

2.證券投資

105年證券投資淨資產增加784.19億美元。

茲就其資產與負債分別說明如下：

資產方面

居民投資國外證券淨增加810.62億美元，

其中，股權和投資基金淨增加65.47億美元，主

要係退休基金投資國外股權證券；債務證券淨

增加745.15億美元，主要為壽險公司投資國外

有價證券。由於保險業透過國內證券市場投資

外幣計價債券（簡稱:國際債券）不計入其國外

投資限額，使保險業投資非居民發行之國際債

年104 10510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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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00

-200

金      融      帳

資料來源：本行編「中華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季報」。

金 融 帳
直接投資

億美元
證券投資 衍生金融商品

淨資產增加（+）

淨資產減少（-）

其他投資

96 97 98 99 100 101

9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直接投資資料與國際收支直接投資統計基礎不同，前者為核准（核備）金額，且未扣除撤資及減資；後者為實際投資金額，且

為投資及增資扣減撤資及減資後的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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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增加，居民投資國外債券金額再創新高。

負債方面

非居民投資國內證券淨增加 26.43 億美

元，其中，股權及投資基金淨增加 53.25億美

元，主要係外資增加投資國內股票；而債務證

券減少 26.82億美元，主要係外資減持國內金

融債券及公司債。

3.衍生金融商品

105年衍生金融商品資產淨減少 111.53億

美元，主要係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收取衍生金

融商品交易利得；而負債淨減少 89.25 億美

元，主要係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支付國外衍生

金融商品交易損失。

4.其他投資

其他投資包括其他股本及債務工具。105

年其他投資淨資產減少206.64億美元。茲就其

資產與負債面分別說明如下：

資產方面

105年居民對外其他投資淨減少30.94億美

元。其中，現金與存款淨減少 48.01億美元，

主要係民間部門收回國外存款；放款淨增加

57.94億美元，主要係銀行對外短期放款增加；

貿易信用淨增加0.26億美元；其他資產淨減少

41.22億美元，主要係銀行國外應收款減少。

負債方面

105 年非居民對國內其他投資淨增加

175.70億美元。其中，現金與存款淨增加99.54

億美元，主要係銀行收受非居民存款增加，以

及自國外聯行引進資金；借款淨增加 93.06億

美元，主要係銀行自國外短期借款增加；貿易

信用淨增加1.20億美元；其他負債淨減少18.10

億美元，主要係銀行國外應付款減少。

（五）中央銀行準備資產之變動

105年中央銀行準備資產增加 106.63億美

元，主要係經常帳順差大於金融帳淨資產增加。

金融帳

單位：億美元

二、證券投資

（一）股權和投資基金

（二）債務證券

三、衍生金融商品

四、其他投資

（一）其他股本

（二）債務工具

1.現金與存摺

2.貸款/借款

3.貿易信用即預付/收款

4.其他應收/付款

合 計

一、直接投資

105年 104年 增減比較

（1）

資產

（2）

負債

（1）-（2）

淨資產

（3）

資產

（4）

負債

（3）-（4）

淨資產

（1）-（3）

資產

（2）-（4）

負債

178.43 83.33 95.10 147.09 24.13 122.96 31.34 59.20

810.62 26.43 784.19 563.41 -8.58 571.99 247.21 35.01

65.47 53.25 12.22 69.30 16.58 52.72 -3.83 36.67

745.15 -26.82 771.97 494.11 -25.16 519.27 251.04 -1.66

-111.53 -89.25 -22.28 -112.27 -124.11 11.84 0.74 34.86

-30.94 175.70 -206.64 -164.98 -119.35 -45.63 134.04 295.05

0.09 0.00 0.09 0.08 0.00 0.08 0.01 0.00

-31.03 175.70 -206.73 -165.06 -119.35 -45.71 134.03 295.05

-48.01 99.54 -147.55 -164.92 -121.78 -43.14 116.91 221.32

57.94 93.06 -35.12 32.05 -2.81 34.86 25.89 95.87

0.26 1.20 -0.94 -8.99 -2.63 -6.36 9.25 3.83

-41.22 -18.10 -23.12 -23.20 7.87 -31.07 -18.02 -25.97

846.58 196.21 650.37 433.25 -227.91 661.16 413.33 424.12

資料來源：本行編「中華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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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價

（一）概說

105年全球經濟和緩，國際原油等原物

料價格低檔震盪，致國內躉售物價指數

（WPI）較104年下跌2.99%；其中，以新台幣

計價之進口物價下跌3.08%，國產內銷及出

口物價亦分別下跌 3.23%及 2.71%，跌幅則

均較104年大幅縮減。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方面，受寒害及颱風豪雨等天候因素影響，

蔬果、外食費等食物類價格上漲，惟油料費

及燃氣等價格反映國際原油等能源成本調

降，抵消部分漲幅，CPI 全年平均上漲

1.40%，係近 4年來最大漲幅；剔除蔬果及

能源之CPI（即核心CPI）則溫和上漲0.84%。

（二）躉售物價

105年全球景氣溫和復甦，國際原油等

原物料需求不強，石油及煤製品、化學材

料、石油及天然氣與基本金屬等價格走跌，

加以電子零組件與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器

材等報價走低，以及電費調降，致 WPI 較

104年下跌2.99%，惟跌幅趨緩。與上年同月

比較，1至11月各月WPI年增率均為負值，

惟跌幅漸趨和緩，至11月為-0.39%，12月轉

呈1.79%。

WPI係按進口物價、國產內銷物價及出

口物價 3 項指數之加權平均（權重分別為

33.41%、29.80%及 36.79%）計算，依序分

析如下：

1.進口物價

105年由於礦產品類（原油、石油腦、

液化天然氣及媒）、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類

（矽晶圓、己內醯胺（CPL）及對二甲苯（PX）

等）、基本金屬及其製品類（精煉銅及銅合

金、不銹鋼板及合金鐵等），以及機器、電

機、電視影像及聲音記錄機等設備類（積體

電路、空白媒體與手機及其零件等）價格下

滑，以美元計價之進口物價指數下跌

4.68%；惟新台幣對美元貶值，致以新台幣

計價之進口物價跌幅縮小為3.08%。

就用途別分類觀察，權重最大（占

78.12%）之農工原料跌幅為4.62%，係進口

物價跌幅的主要來源，對進口物價跌幅的貢

獻為-3.47個百分點；消費用品（占8.83%）

跌幅為 0.09%，對進口物價年增率的貢獻

為-0.01個百分點；資本用品（占 13.05%）

則上漲2.91%，對進口物價年增率的貢獻為

0.42個百分點。

物  價  指  數  年  增  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物價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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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產內銷物價

由於國際原物料價格仍處低檔，多數產品

反映進口原物料成本下滑，調降售價，致105

年國產內銷物價下跌 3.23%。四大基本分類

中，跌幅最大的項目為水電燃氣類（權重

9.00%），下跌11.86%，對國產內銷物價年增

率的貢獻為-1.28個百分點，主因電價依新版電

價公式於 4月調降（降幅為 9.56%），加上燃

氣價格走低所致。土石及礦產品類（權重

0.68%）下跌 5.15%次之，主因天然氣及碎石

價格下滑所致。

權重最大的製造業產品類（權重83.99%）

下跌 3.25%，對國產內銷物價年增率的貢獻

為-2.62個百分點。在其所屬 22類產品中，18

類下跌，1類持平，3類上漲。下跌產品中，石

油及煤製品類跌幅12.33%最大，主因汽油、柴

油及燃料油等價格下滑所致；化學材料類下跌

5.72%次之，主因丙烯及乙烯報價走低所致；

由於冷軋不銹鋼板捲、鋼胚等行情走低，基本

金屬類下跌3.76%。

農林漁牧業產品類（權重6.33%）則上漲

9.00%，主要係蔬菜、水果等受寒害、颱風等

天候影響，價格上揚所致。

3.出口物價

出口物價結構主要為工業產品，權重高達

98.85%，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權重僅分別為

0.63%與 0.52%。以美元計價之出口物價下跌

4.32%；惟新台幣對美元貶值，致以新台幣計

價之出口物價跌幅縮小為2.71%。

按新台幣計價之基本分類中，礦產品類下

跌17.92%，跌幅最大，主因汽油、柴油及燃料

油價格下滑所致；基本金屬及其製品類下跌

4.52%，主因鋼鐵螺釘、不銹鋼板及熱軋鋼板

行情走低；機器、電機、電視影像及聲音記錄

機等設備類亦下跌1.57%，主因積體電路、空

白媒體、手機及其零件等報價走跌所致。動物

產品類則上漲7.47%，漲幅最大，主因活魚及

冷凍魚等供量減少，價格上漲所致。

105年進口物價指數變動分析—按用途別

類別 權重（%） 年增率（%）

進口物價指數

農工原料

資本用品

消費品

對進口物價年增率之影響

（百分點）

100.00 -3.08 -3.08

78.12 -4.62 -3.47

13.05 2.91 0.42

8.83 -0.09 -0.0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物價統計月報」。

躉  售  物  價  指  數  年  增  率

國產內銷物價 出口物價（新台幣計價）

進口物價（新台幣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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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物價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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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費者物價

105年初，受寒害等天候影響，蔬果價格

大漲，第1季CPI年增率升至1.75%；嗣因復耕

蔬菜陸續上市，蔬菜價格回跌，CPI年增率趨

緩，至 9月為 0.33%，係全年最低漲幅。10月

起，受9月颱風大雨遞延影響，蔬菜、水果價

格大漲，推升 CPI年增率，11月升至1.97%。

12月則因冬季蔬菜量產價格回跌，CPI年增率

略回降至1.69%，全年平均則為1.40%，係近4

年來最大漲幅。

至於核心CPI走勢，由於國內景氣復甦動

能不強，105年各月核心CPI年增率落在0.65%

至0.96%之間，漲幅溫和，且波動不大，全年

平均為0.84%。

全年CPI上漲1.40%，主要係蔬果等食物類

價格上漲5.24%，對CPI年增率的影響達1.44個

百分點。由於食物類係屬民眾購買頻度較高的

民生物品，致購買頻度最高之商品或服務價格

漲幅最大（「每月至少購買1次」之 CPI 上漲

2.64%），使民眾對物價上漲的感受較為深刻。

此外，食物類占低所得家庭支出比重較高

（比重為 29.96%，全體家庭之比重則為

25.19%），105年因食物類價格漲幅較大，低

所得家庭CPI及食物類價格年增率，均高於全

體家庭CPI及食物類價格年增率，致低所得家

庭對物價上漲的感受亦較強。

茲按CPI主要漲跌項目進一步分析如下：

1.影響 CPI上漲之主要項目

蔬菜、水果

消 費 者 物 價 指 數 年 增 率

CPI 核心 CPI
4

2

0

-2

%

月1 4 7 1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物價統計月報」。

年

1 4 7 10
104103

1 4 7 10
10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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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年 增 率 ─ 按購買頻度別

一年以上

2.64

1.98

1.54

0.50

0.27

0

2

25.19 % 29.96 % 26.11 % 21.95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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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全體 低所得 中等所得

按 所 得 層 級 別
105 CPI年    及 食 物 類 價 格 年 增 率 ─

CPI 年增率 食物類年增率

高所得
食物類
權重

註：  高、中等、低所得家庭分別為可支配所得最高 20 %、中間 60 % 及

        最低 20 % 之家庭。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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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年初寒害以及9月莫蘭蒂、馬勒卡及梅

姬颱風連續來襲影響，蔬菜、水果供量減少，

全年價格分別上漲22.46%、18.81%，對CPI年

增率之影響分別為0.60及0.47個百分點。

外食費

雖然油、電、燃氣等價格下跌，惟蔬菜、

水產品、肉類等食材成本上揚，加以工資調

升，業者反映成本調高外食售價，致全年上漲

1.48%，對CPI年增率影響0.16個百分點。

房租

房租延續往年緩步上揚趨勢，年增

0.82%，對CPI年增率影響0.15個百分點。

水產品

水產品價格上漲4.71%，對 CPI年增率影

響 0.08 個百分點，主因全球暖化，漁獲量減

少，加以開發中國家需求增加所致。

2.影響 CPI下跌之主要項目

油料費及燃氣

由於美國原油產量下滑，加以部分產油區

災禍頻傳，致國際油價（布蘭特原油價格）自

105年1月20日每桶25.91美元之低點反彈。隨

9月 OPEC 會議初步達成限產共識，國際油價

一度走升至10月19日之51.82美元後略回跌。

11月底 OPEC達成8年來首度之減產協議，加

以非OPEC產油國亦配合減產，油價上漲，至

年底為 55.21美元；全年平均為每桶 43.83美

元，惟仍較上年平均之 52.46 美元下跌

16.44%。

國內油料費及燃氣反映進口成本下滑調降

售價，全年平均分別下跌 5.88%及 15.47%，對

CPI年增率的影響分別為-0.16及-0.13個百分點。

電費

因4月依新版電價公式反映成本調降，致

電費下跌6.11%，對 CPI年增率的影響-0.13個

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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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

月

布  蘭  特  原  油  價  格

年105 年104

55.21
12/31

51.82
10/19

66.76
  5/6

36.43
12/3135.80

12/21
25.91
 1/20



48

105 年中央銀行年報

105年 CPI主要變動項目分析

項目 年增率（%）
對CPI年增率之影響
（百分點）

CPI

食 物 類

蔬 菜

水 果

外 食 費

水 產 品

房 租

合 計

油 料 費

燃 氣

電 費

合 計

其 他

1.40 1.40

5.24 1.44

22.46 0.60

18.81 0.47

1.48 0.16

4.71 0.08

0.82 0.15

1.59

-5.88 -0.16

-15.47 -0.13

-6.11 -0.13

-0.42

0.2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物價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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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央政府收支

（一）概說

105 年中央政府收入較 104 年增加 99 億

元，支出亦增加448億元，收支相抵後，政府

收支短絀 450億元，較 104年短絀增加 349億

元。

收入方面，105年仍以稅課收入居冠，占

總收入逾8成，較104年成長4.7%，主因稅制

調整及稅收遞延效果，致所得稅收入大增；營

業盈餘及事業收入居次。至於規費及罰款收入

則較104年大幅減少，主要係104年4G第2次釋

照收入挹注國庫，基期墊高所致。

支出方面，以社會福利支出續居各項政事

支出之首，占總支出比重逾2成；由於政府補

撥應負擔健保法定下限差額及撥付國民年金中

央政府應負擔款項不足數，致社福支出較104

年顯著增加。而經濟發展支出與一般政務支

出，則分別因交通建設經費擴增與公股銀行增

資，以及新北司法園區分年購置土地與替代役

等經費增加，均較104年提高。

中央政府收支相抵後，105年政府收支短

絀連同債務還本，共需融資 1,180億元，悉以

發行公債及銀行借款支應。

105年底中央政府1年以上非自償性債務

餘額達5兆3,447億元之新高，占前3年度名

目國內生產毛額（GDP）平均數之比率降為

33.3%，仍在公共債務法之40.6%債限內。

（二）政府收支

1.政府收入

105年中央政府收入 1兆 8,956億元，較

104年增加99億元或0.5%。各項收入來源仍以

稅課收入為首，占總收入的80.9%，較104年

增加687億元或4.7%，主要係因稅制調整，加

以稅收遞延效果，致所得稅大幅超徵。營業

盈餘及事業收入居次，占總收入12.2%，則較

104年略減60億元或2.5%。規費及罰款收入亦

較104年減少351億元或29.2%，主要係104年

中央政府收支概況

單位：新台幣億元

年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收入

(a)

支出

(d)經常門(b) 資本門(c) 經常門(e) 資本門(f)

收支餘絀

(a)-(d)
經常收支

(b)-(e)

資本收支

(c)-(f)

16,355 15,923 432 15,520 12,794 2,726 835 3,129 -2,294

16,409 16,079 330 16,177 13,500 2,677 232 2,579 -2,347

15,537 15,070 467 17,148 14,078 3,070 -1,611 992 -2,603

14,973 14,588 385 16,544 14,094 2,450 -1,571 494 -2,065

16,713 16,156 557 17,344 14,695 2,649 -631 1,461 -2,092

16,683 16,173 510 18,824 15,637 3,187 -2,141 536 -2,677

17,305 16,912 393 18,559 15,482 3,077 -1,254 1,430 -2,684

17,264 16,918 346 18,535 15,527 3,008 -1,271 1,391 -2,662

18,857 18,463 394 18,958 15,807 3,151 -101 2,656 -2,757

18,956 18,788 168 19,406 16,363 3,043 -450 2,425 -2,875

註：本表數字為中央政府總決算部分，不含特別決算。105年數據為決算數，其餘各年為決算審定數。
資料來源：財政部編「財政統計年報」；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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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第2次釋照收入挹注國庫，基期墊高所致。

而財產收入較 104 年大幅減少 227 億元或

46.0%，則係因減列不適用營地作價撥充營改

基金等收支併列經費所致。

105年稅課收入為1兆5,338億元，創歷史

新高；各細項收入中，以所得稅增加最多。其

中，營利事業所得稅較 104年增加 387億元或

9.3%，主要係自104年起，兩稅合一制修正為

「部分設算扣抵制」
10
，股利可扣抵稅額減

半，加以103年國內經濟表現佳，企業獲利頗

豐，致105年申報之103年度未分配盈餘自繳稅

額大幅增加，加上104年營利事業獲利成長，

亦使次年申報稅款增加；綜合所得稅較104年

增加198億元或4.6%，主要係受個人股東股利

可扣抵稅額減半之影響所致。

具機會稅性質之遺產及贈與稅，較104年

劇增72億元或46.8%，主要係政府擬提高贈與

稅率作為長照基金財源
11
，使部分民眾提早進

行財務規畫，加以105年大額遺產稅款入帳所

致。證交稅則因股市交易量萎縮，較104年減

少111億元或13.5%；而貨物稅受政府汰舊換新

補貼政策影響，略減11億元或0.7%。

2.政府支出

105年中央政府支出1兆9,406億元，較104

年增加448億元或2.4%。各項支出依序以社會

福利支出、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國防支出及經

濟發展支出為主，分占總支出的 23.7%、

19.7%、15.9%及13.7%。

各項支出中，以社會福利支出增加最多，

較104年增加207億元或4.7%，主要係增撥政

府應負擔健保法定下限差額及撥付中央政府應

負擔國民年金款項不足數所致。經濟發展支出

增加 81億元或 3.1%，主要與公路、鐵路、捷

運等交通建設增加經費及中國輸出入銀行增資

有關。至於一般政務支出增加26億元或1.5%，

主要係因新北司法園區分年購置土地及替代役

等經費增加。

10 原為「完全設算扣抵制」，股利可全額扣抵稅額。

11 根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15條，長照特種基金之來源，包括遺產稅及贈與稅稅率由 10%調增至 20%以內所增加之稅課收入。而「遺產及贈與稅法」

業於 106年 4月 25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條文，將遺贈稅稅率結構由單一稅率 10%調整為 10%、15%及 20%三級累進稅率。

中央政府收入來源

單位：新台幣億元

年 合計 稅課收入
營業盈餘及

事業收入

規費及罰款

收入
財產收入 1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其他收入 2

16,355 12,087 2,715 811 513 229

16,409 12,430 2,534 831 400 214

15,537 10,515 3,188 781 537 516

14,973 10,823 2,648 816 467 219

16,713 12,035 2,647 810 640 581

16,683 12,221 2,625 1,082 601 154

17,305 12,180 2,510 1,973 523 119

17,264 13,434 2,410 837 437 146

18,857 14,651 2,380 1,203 493 130

18,956 15,338 2,320 852 266 180

註：1.財產收入包括財產孳息、售價、收回及增值收入。
2.其他收入包括捐獻及贈與收入、信託管理收入及雜項收入。

資料來源：財政部編「財政統計年報」；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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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收支餘絀

105年中央政府收支短絀為 450億元，較

104年短絀增加349億元。其中，經常收支結餘

降為 2,425 億元，而資本收支短絀則擴大至

2,875億元。

4.融資調度

105年中央政府收支短絀450億元，加計編

列之債務還本 730 億元，政府共需融資調度

1,180億元，全數以發行公債及舉借彌平。

5.財政比率

105年中央政府收支短絀相對支出之比率，

由104年的0.5%升為2.3%。支出相對GDP之比

率則維持11.3%，與104年同。

賦稅依存度（稅課收入相對政府支出比

率）方面，105年因稅課收入顯著成長，致賦

中央政府支出結構－政事別

單位：新台幣億元

合計
一般政務

支出
國防支出

教育科學

文化支出

經濟發展

支出

社會福利

支出

社區發展

及環境

保護支出

退休撫卹

支出
債務支出

一般補助及

其他支出
年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5,520 1,682 2,567 3,087 1,933 3,051 194 1,346 1,240 420

16,177 1,708 2,824 3,103 2,036 2,984 135 1,338 1,174 875

17,148 1,688 2,912 3,264 2,444 3,202 214 1,334 1,167 923

16,544 1,702 2,768 3,427 1,945 3,274 90 1,345 1,098 895

17,344 1,764 2,842 3,562 2,171 3,485 66 1,385 1,118 951

18,824 1,762 3,034 3,589 2,639 4,201 159 1,383 1,145 912

18,559 1,727 2,890 3,557 2,583 4,389 159 1,328 1,174 752

18,535 1,742 2,914 3,645 2,690 4,118 161 1,346 1,151 768

18,958 1,771 3,054 3,794 2,586 4,397 159 1,384 1,117 696

19,406 1,797 3,093 3,827 2,667 4,604 175 1,468 1,132 643

資料來源：財政部編「財政統計年報」；行政院主計總處。

中央政府融資調度概況

單位：新台幣億元

年 融資財源 融資需求
公債及賒借收入

移用以前年度

歲計賸餘
債務還本 收支短絀*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0 0 0 -775 60 -835

418 0 418 418 650 -232

2,261 1,645 616 2,261 650 1,611

2,242 2,242 0 2,231 660 1,571

1,291 1,291 0 1,291 660 631

3,081 2,881 200 3,081 940 2,141

2,024 2,024 0 2,024 770 1,254

1,911 1,911 0 1,911 640 1,271

761 761 0 761 660 101

1,180 1,180 0 1,180 730 450

註：*正數表示收支短絀，負數表示收支結餘。

資料來源：財政部編「財政統計年報」；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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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依存度由104年的77.3%揚升為79.0%。至於

債務依存度（債務收入相對政府支出比率）方

面，由於中央政府融資需求增加，致公債及賒

借收入上揚，債務依存度由104年的4.0%升至

6.1%。

（三）債務負擔

在政府舉債支應財政赤字下，截至105年

底，中央政府總預算、非營業基金及特別預算

中，1年以上非自償性債務未償餘額初估決算

數之總和，較 104年底增加 479億元，達 5兆

3,447億元之新高，惟相對 GDP 之比率，則由

104年底的31.6%略降至31.2%；至於相對前3年

度GDP平均數之比率，則降為33.3%，仍在公

共債務法之40.6%債限內。

中央政府債務餘額及債務負擔 1

單位：新台幣億元；%

年底 債務餘額 2
債務餘額/GDP

(債務負擔)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債務餘額/前 3年度

名目 GDP平均數 3

37,182 27.7 29.9

37,781 28.7 29.0

41,263 31.8 30.8

45,365 32.1 33.5

47,509 33.2 34.4

49,966 34.0 35.2

51,466 33.8 34.8

52,759 32.7 35.8

52,968 31.6 34.5

53,447 31.2 33.3

註：1.本表債務餘額係依據公共債務法規定，指在總預算、特別預算及在營業基金、信託基金以外之特種基金預算內，所舉借之 1年以上非自償性公
共債務未償餘額。債務項目包含公債、國內外中長期借款及保證債務。

2. 105年債務餘額數據為決算數，其餘各年為決算審定數。
3. 配合「公共債務法」修正，自 103年 1月起為對國內生產毛額（GDP）之比率，102年（含）以前為對國民生產毛額之比率。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庫署；行政院主計總處。

中央政府各項財政比率

單位：%

年 收支餘絀/支出
政府支出/GDP

（支出規模）

稅課收入/支出

（賦稅依存度）

債務收入/支出

（債務依存度）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5.4 11.6 77.9 0.0

1.4 12.3 76.8 0.0

-9.4 13.2 61.3 9.6

-9.5 11.7 65.4 13.6

-3.6 12.1 69.4 7.4

-11.4 12.8 64.9 15.3

-6.8 12.2 65.6 10.9

-6.9 11.5 72.5 10.3

-0.5 11.3 77.3 4.0

-2.3 11.3 79.0 6.1

資料來源：財政部編「財政統計年報」；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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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業與薪資

（一）概說

105年初以來，因國內景氣復甦尚緩，失

業率大致延續104年下半年以來之緩升走勢，

至8月為4.08%，係103年9月以來新高；嗣隨

景氣好轉，9月起失業率轉呈下降，至12月為

3.79%，全年平均為 3.92%，高於 104 年之

3.78%，惟仍係97年以來次低。

當年平均勞參率為 58.75%，較上年上升

0.10 個百分點。男性勞參率上升 0.14 個百分

點，為67.05%；女性勞參率亦上升0.06個百分

點至50.80%，續創歷年新高，顯示近年政府改

善職場環境，女性勞動力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的

角色日趨重要。值得關注的是，雖自99年以來

國內勞參率逐年緩升，惟仍低於美國、日本、

南韓及新加坡等國，主要係因青少年就學年齡

延長，較晚投入勞動市場，且中高年提早退休

所致。

就業方面，105年平均就業人數為1,126.7

萬人，較上年增加6.9萬人或0.62%。以服務業

部門增加5.8萬人或0.88%最多，工業部門增加

8千人或0.21%次之，農業部門亦增加2千人或

0.50%。

非農業部門（工業與服務業部門）每人每

月平均薪資為48,790元，較上年增加0.62%；

經常性薪資（平均薪資扣除年終獎金及紅利

等）為39,238元，增加1.35%；非經常性薪資

則為9,552元，減少2.27%，主要係104年廠商

獲利下降，105年減少發放年終及績效獎金所

致。以消費者物價指數平減後之實質薪資減少

0.77%；實質經常性薪資亦減少0.05%，一反過

去連續3年持續增加之走勢；實質非經常性薪

資則減少3.63%。勞動生產力方面，由於生產

增加，總工時減少，致工業及製造業的勞動生

產力指數分別較上年增加 5.42%與 5.74%；單

位產出勞動成本則因受僱者總薪資增幅低於生

產增幅，分別減少0.52%與0.71%。

（二）就業情況

由於105年上半年國內經濟成長低緩，影

響企業聘僱需求，致全年求供倍數由104年之

2.00倍降至1.80倍，迥異於99年以來上揚（或

持平）趨勢。其中，多數職業別的求供倍數亦

較上年下降，僅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由104年

的3.17倍微升至3.21倍。

105年平均就業人數為 1,126.7萬人，較上

年增加6.9萬人或0.62%。觀察各月就業人數成

長情形，年初至 8月間，年增率大致呈現下降

趨勢；嗣隨景氣好轉，9月起年增率轉呈上升。

以行業別言，農業部門全年平均就業人數

較上年增加2千人或0.50%；工業部門增加8千

人或 0.21%，其中製造業及營造業各增加 4千

人；服務業部門增加5.8萬人或0.88%，其中以

住宿及餐飲業增加 1.3萬人最多，批發及零售

業增加 1.1 萬人次之。就業比重以服務業的

59.17%最高，較上年微增0.15個百分點；工業

就業比重為35.88%次之，微降0.15個百分點；

農業就業比重則持平於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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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職業別言，白領階級（包括民意代表、

主管及經理人員、專業人員、技術員及助理專

業人員、事務支援人員）全年平均就業人數增

加3.2萬人或0.64%；銷售人員（包括服務及銷

售工作人員）增加2.5萬人或1.12%；藍領階級

（包括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技藝工

作、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增加 1.4萬人或

0.35%，反映對專業、技術人才，以及服務業

的基層人才需求較為殷切的現象。

（三）失業情況

105年初以來，因景氣復甦步調仍緩，失

業率大致延續104年下半年以來之緩升走勢，

至8月為4.08%，係103年9月以來新高；嗣隨

景氣回溫，9月起失業率轉呈下降，至12月為

3.79%，全年平均為 3.92%，惟仍係 97年以來

次低（最低為104年之3.78%）。

由於勞動市場情勢平緩，105年平均失業

週數較上年微增0.12週，為25.07週；各年齡層

以青少年（15至24歲）尋職最容易，惟失業週

數較上年增加 1.80週，為 19.91週；壯年（25

至44歲）、中高年（45至64歲）雖分別縮短

0.40週、0.60週，各為 27.01週、26.08週，但

仍係尋職較不易的族群。又長期失業人數（失

業期間長達53週以上）為6.9萬人，與上年持

平；其中，57.60%為男性，62.97%為壯年，

54.31%為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者，顯示男性、

壯年與具高學歷者長期失業問題仍較嚴重。

以下分別就失業原因、年齡與教育程度別

失業情形析述如次：

1.失業原因

105年平均失業人數46萬人，較上年增加

2萬人或4.44%，主要係因初次尋職失業者增加

8千人或8.25%；因該項原因而失業者占總失業

人數比重由上年之 22.89%升至 23.72%，增加

0.83個百分點。

在非初次尋職失業者中，受景氣較緩影

響，以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之非自願性失

業者
12
增加5千人或4.49%最多，占總失業人數

比重由上年之26.28%微升至26.30%。由於105

年新增之工作機會較少，對原有工作不滿意而

失業者僅微增1千人，占總失業人數比重雖由

上年之36.53%降至35.21%，但仍為失業主因。

2.年齡與教育程度別

105年青少年（15至24歲）失業率較上年

增加0.07個百分點，為12.12%，在各年齡別中

千人

3

4

5

6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就業人數及失業率

失業率（右軸）就業人數（左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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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非自願性失業者包括因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以及因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而失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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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屬最高。至於壯年（25至 44歲）與中高年

（45至64歲）失業率亦分別較上年增加0.13與

0.16個百分點，為4.08%與2.15%。

在教育程度別方面，國中及以下、高中高

職、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失業人數分別較上

年增加5千人或9.24%、3千人或1.85%、1.2萬

人或4.87%，失業率分別升至3.09%、3.90%、

4.23%。

（四）勞動力、非勞動力與勞動力參與

率

105年平均勞動力（就業人數加上失業人

數）為 1,172.7 萬人，較上年略增 8.9 萬人或

0.76%。

全年平均非勞動力為 823.5萬人，較上年

增加3.1萬人或0.38%。未參與勞動的主要原因

包括料理家務（占30.94%）、高齡及身心障礙

（占30.11%）、求學及準備升學（占24.82%）。

與上年比較，料理家務者增加 3.2萬人，占非

勞動力比重增加0.27個百分點；另一方面，隨

就業機會持續增加，求學及準備升學者相繼投

入職場，因而減少 1.9萬人，占非勞動力比重

則減少0.33個百分點。

由於高齡人口快速增加，致 15至 64歲非

勞動力占全體非勞動力比重由 85年之 77.32%

降至105年之66.96%，降幅達10.36個百分點。

其中，15至64歲非勞動力中有就業意願者比重

為3.97%，以男性、壯年與大專及以上程度者

為主
13
。

105年平均勞參率為58.75%，較上年上升

0.10個百分點。就性別分析，男性勞參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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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初次尋職 工作場所業務
緊縮或歇業

季節性或臨時性
工作結束

對原有工作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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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業  原  因  比  重

年齡別失業率 教育程度別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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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大專及以上國中及以下 高中高職青少年 壯   年 中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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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想工作而
未找工作

高齡、身心障礙 其他料理家務求學及準備升學

105 年 104 年

非勞動力未參與勞動力原因之比重

13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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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個百分點，為67.05%；女性勞參率亦上升

0.06個百分點，為50.80%，顯示近年政府致力

落實性別平等，改善職場環境，女性勞動力在

經濟發展中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

就年齡別而言，105年各年齡層勞參率均

持續上升；青少年、壯年及中高年勞參率分別

較上年增加 1.13、0.42 及 0.53 個百分點，至

31.37%、87.82%及62.42%。值得關注的是，雖

自99年以來國內勞參率逐年緩升，惟仍低於美

國、日本、南韓及新加坡等國，主要係因青少

年就學年齡延長，較晚投入勞動市場，且中高

年提早退休所致。隨國內勞動力逐漸高齡化，

鼓勵並促進中高齡者就業，以及強化青年多元

就業，以利提早進入職場，係政府當務之急。

另由教育程度別分析，國中及以下與高中

高職勞參率分別較上年增加0.20及0.02個百分

點至 40.37%及 62.06%；惟大專及以上勞參率

則減少0.50個百分點至67.29%。

（五）薪資與勞動生產力

105 年非農業部門每人每月平均薪資為

48,790元，較上年增加 0.62%，以消費者物價

指數平減後之實質薪資則減少0.77%。其中，

經常性薪資為39,238元，增加1.35%，實質經

常性薪資則減少 0.05%；非經常性薪資則為

9,552元，減少2.27%，實質非經常性薪資更減

少3.63%，主要係104年廠商獲利下降，105年

減少發放年終及績效獎金所致。工業部門每

人每月平均薪資為 47,035 元，較上年增加

0.64%，實質薪資則減少0.75%；服務業部門每

人每月平均薪資為 50,146 元，較上年增加

0.57%，實質薪資則減少0.81%。各業平均薪資

中，仍以電力及燃氣供應業之94,292元最高，

教育服務業之24,873元最低。

勞  動  力  參  與  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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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主要國家勞動力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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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人力資源調查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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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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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業別中，以教育服務業薪資增幅2.35%

最大，資訊及通訊傳播業1.89%次之；而用水

供應及污染整治業則減少3.03%最顯著。至於

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工業及服務業部門分別

增加1.08%及1.48%。

勞動生產力方面，由於全年生產增加，總

工時減少，致工業及製造業的勞動生產力指數

分別較上年增加 5.42%與 5.74%。製造業中，

以木竹製品製造業增幅10.67%最高，電子零組

件製造業增幅9.86%次之。

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方面，由於受僱者總薪

資增幅，低於生產增幅，致工業及製造業之單

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下降，年增率分別

為-0.52%與-0.71%。製造業中，以基本金屬製

造業減幅5.53%最大，電子零組件製造業減幅

3.85%次之。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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