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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十二年第二季國內經濟

本（92）年上半年因美伊戰爭及嚴重急

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影響，國際景

氣成長步調遲緩；年中後，此二項不利因素

消弭，全球經濟漸趨穩定復甦。國內方面，

因本（第 2）季SARS疫情肆虐，外貿擴張力

道及工業生產表現明顯受阻；內需方面，民

間消費明顯降低，民間投資延緩，本年第 2

季經濟成長率為負 0.08%。7月以來，美伊戰

爭及 SARS 疫情結束，我國貿易恢復活絡，

復因民間消費回溫及民間投資腳步加快，以

及政府擴大公共支出之效果顯現，行政院主

計處將全年經濟成長率預估值由 2.89%上修

為 3.06%。從本季內需觀察，由於 SARS 疫

情影響民眾消費意願及失業率居高，本季民

間消費出現歷年來首見之負成長 1.81%；運

輸工具進口雖然增加，惟營建工程及機械設

備均呈減少，致民間投資衰退 11.49%。從生

產面觀察，本季農林漁牧業實質生產毛額微

幅成長 0.12%；工業實質生產毛額負成長

0.68%，其中製造業衰退 0.04%；服務業則僅

略成長 0.22%。

對外貿易方面，本季受 SARS 疫情影

響，我國出、進口擴張速度趨緩，其後隨疫

情解除，對外貿易成長乃逐月回升。1至 7月

累計海關出、進口年增率分別為 6.85%及

9.38%，出超 90.5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9.26%。

物價方面，雖然原油、石油製品、化學

材料等內銷品躉售價格上揚、惟因零售市場

競爭激烈，抑制商品價格漲價，加上 SARS

疫情衝擊消費市場、房地產市況疲弱房租續

降等因素影響，本年 1 至 7 月平均消費者物

價指數年增率為負 0.28%；核心消費者物價

指數年增率為負 0.62%。

政府收支方面，本季政府收入 5,747 億

元，政府支出 5,316億元，收支相抵後，結餘

431億元。截至 92年 6月底止，各級政府一

年以上債務餘額為 33,599億元，占前三年度

GNP 平均數之 34.2%。其中，中央政府債務

餘額為 30,126億元，占前三年度GNP平均數

之 30.6%。

一、景氣逐漸升溫

受 SARS 疫情衝擊，經建會所編景氣領

先指標及同時指標，自本年 3 月起連續三個

月同步下降；景氣對策信號亦自 4 月起連續

二個月呈代表景氣衰退之藍燈。6月在SARS

疫情已獲控制下，景氣逐步升溫，各項景氣

指標均趨好轉，燈號轉呈黃藍燈；至 7 月進

— ５９ —

中 央 銀 行 季 刊

第二十五卷第三期



A

中央銀行季刊 第二十五卷第三期 民國九十二年九月

— ６０ —

一步轉呈代表景氣穩定之綠燈。就 7 月景氣

對策信號九項構成指標觀察，實質面指標除

非農業部門就業變動率尚處黃藍燈外，工業

生產指數、製造業新接訂單指數變動率、製

造業成品存貨率與海關出口值變動率均轉呈

穩定成長之綠燈；金融指標中，除直接及間

接金融變動率尚處代表衰退之藍燈外，其餘

指標均轉呈綠燈，其中股價指數變動率更為

上年 11月以來首度轉呈綠燈，顯示國內景氣

復甦力道逐漸增強。

就產業景氣調查觀察，隨景氣回溫，7月

製造業設備利用率、新接訂單與銷貨利潤率

均已明顯提升；另自 6 月以來，廠商對三個

月後景氣看法轉趨樂觀，預期樂觀者明顯高

於悲觀者。

二、本季經濟成長率向下修正、失業率居高

本季受 SARS 疫情影響，我國外貿及工

業生產表現明顯受挫，加以失業率居高，股

市表現疲弱，民間消費明顯降低，民間投資

延緩，行政院主計處初估本季經濟成長率為

負 0.08％，較 5月份預估值 1.20%下修 1.12

個百分點；併計上季成長 3.53%後，上半年

合計成長 1.73%。

勞動市場方面，為改善就業狀況，政府

積極推動「公共服務擴大就業方案」，本年

2月以來失業率逐步下降至 4月之 4.92%；其

後受 SARS 疫情及應屆畢業生與暑期工讀生

投入勞動市場影響，微幅回升為 7 月之

5.16%，1至 7月平均失業率為 5.06%，較上

年同期微幅減少 0.05 個百分點。7 月失業人

數為 52.2萬人，較上年同期微減 1千人。其

中仍以因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而失業者

為主，占失業人數之 44.2%。就年齡別與學

歷別觀察，仍以中高齡與國中及以下之失業

圖 1 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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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增幅最為顯著，另青年(25-34歲)及專科及

以上失業率則因應屆畢業生湧入就業市場，

未能完全為市場所吸納，致失業率微幅走揚。

（一）需求面

1.國民消費衰退

本季受 SARS 疫情衝擊，加以失業率居

高，民間消費出現歷年僅見之負成長1.81%，

對經濟成長之貢獻率為負 1.06個百分點。政

府消費因持續撙節經常性採購支出，負成長

0.33％，對經濟成長之貢獻率為負 0.04個百

分點。

2.民間投資滯緩

本季雖因飛機進口增加，民間運輸工具

投資成長 6.94%，惟因爆發 SARS 疫情，廠

商多採觀望心態，民間營建工程及機器設備

購置分別大幅減少 7.71%及 13.85%，致整體

圖 3 失 業 率

圖 2 經 濟 成 長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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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固定投資衰退 11.49%，對經濟成長之貢

獻率為負 1.40個百分點；同時政府部門及公

營事業投資分別衰退 8.26%及 6.75%，合計對

經濟成長之貢獻率為負 0.52百分點。

3.國外需求增幅明顯減縮

由於對電子、資訊與通信、基本金屬及

精密儀器等產品需求持續成長，本季輸出成

長 3.16%；惟輸入因資本設備進口減少，負

成長 1.27%，輸出入軋抵後，本季國外淨需

求對經濟成長之貢獻率為 1.24個百分點。

（二）生產面

本季農林漁牧業實質生產毛額微幅成長

0.12%，其中農業減產 0.40%，畜牧業減產

3.32%，林 業 減 產 8.84%；漁 業 則 增 產

2.77%。農林漁牧業生產占國內生產毛額比重

升為 2.22%。

本季因 SARS 疫情肆虐影響，外貿擴張

力道受阻，出口大幅縮減，工業生產衰退，

工業實質生產毛額呈負成長 0.68%，對經濟

成長之貢獻率為負 0.21個百分點。其中製造

業衰退 0.04%，營造業衰退 6.23％，礦業及

土石採取業衰退 20.66%，水電燃氣業則成長

1.46%。工業生產占國內生產毛額比重為

29.60%，其中製造業比重為 24.62%。

本季服務業實質生產毛額成長 0.22%，

對經濟成長之貢獻率為 0.13個百分點，其中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雖因燃油價格上漲，致投

入成本增加，但受 SARS 疫情影響，客運量

大幅減少，僅成長 1.60%，對經濟成長之貢

獻率為 0.13個百分點；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

表 1 各 項 需 求 年 增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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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股票成交值續呈衰減的影響，小幅成長

2.98%，對經濟成長之貢獻率為 0.58 個百分

點；批發零售及餐飲業衰退 1.02%，對經濟

成長之貢獻率為負 0.16個百分點；社會服務

及個人服務業成長 1.47%，對經濟成長之貢

獻率為 0.12 百分點；工商服務業則成長

2.13%。本季服務業生產占國內生產毛額比重

略降為 68.18%，其中以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

占 22.96%最高，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占 19.50%

次之。

三、對外貿易擴張一度減緩

本季受 SARS 疫情影響，我國出、進口

擴張速度趨緩，至 5 月份海關出口值年增率

一度降為 2%。其後隨SARS疫情趨穩，對外

貿易成長逐漸恢復，至 7 月海關出口值為

116.39億美元，較上年成長4.47%，惟在國際

原物料價格回穩及資本設備投資銳減下，海

關進口值為 103.65 億美元，較上年減少

2.56%，為上年 5月以來首見負成長。1至 7

月累計出、進口年增率分別為 6.85%與

9.38%；由於進口增幅高於出口，出、進口相

抵，1至 7月累計貿易出超為 90.5億美元，

較上年減少 9.26%。

就商品貿易結構觀察，本年 1 至 7 月累

計重化工業品出口 580.8億美元（占出口比重

74.02％），較上年同期成長 9.22%，其中以

光學照相器材、運輸設備、鋼鐵及其製品、

表 2 國內生產各業成長率及對經濟成長之貢獻



A

中央銀行季刊 第二十五卷第三期 民國九十二年九月

— ６４ —

電子產品分別成長 57.73%、25.28%、22.62%

及 14.45%最為顯著；非重化工業產品出口金

額為 191.38億美元（占出口比重 24.39%），

較上年同期僅微幅成長 0.27%。進口方面，1

至 7 月累計進口資本設備 138 億美元（占進

口比重 19.81%），較上年同期衰退 7.49%，

主要係因資訊及通信產品進口銳減 29.47%。

同期間累計農工原料（占進口比重 71.24%）

因國際原物料價格堅挺而大幅成長 15.53%；

消費品進口（占進口比重 8.95%）則成長

7.22%。

就國家(地區)別而言，本年 1至 7月累計

出口，以對中國大陸成長逾一倍，表現最

佳、其次對南韓、歐洲及東協等地區出口分

別成長18.08%、5.77%、及3.90%較顯著，對

香港、美國及日本等地區出口則續呈衰退

圖 4 進出口貿易

表 3 進出口貿易結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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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5.28%與 4.70%。進口部份則以來自

中國大陸、日本及歐洲等地區分別成長

35.29%、14.65%及 9.36%較為顯著，自美國

與東協地區進口則分別縮減 13.76%及

0.19%。

四、工業生產重挫後恢復活絡

本年初以來，工業生產穩定擴增，惟受

美伊戰爭與 SARS 疫情影響，工業生產成長

頓挫，5月份一度負成長 3.38%。6月以後全

球景氣復甦，加上資訊及電子產業旺季效應

帶動下，工業生產恢復活絡。本年 1 至 7 月

工業生產成長 3.47%，其中製造業生產較上

年同期成長 3.40%。按四大行業別分，以金

屬機械工業成長 6.91%居冠，化學工業及資

訊電子工業分別成長 5.24﹪及 2.96﹪，民生

工業則呈衰退 4.64%。房屋建築業在房地產

申請核發建照面積增加下，年增率由負轉正

成長 4.58%；水電燃氣業成長 4.14%；礦業仍

衰退 9.04%，主要受石灰石因採礦權屆滿而

停產影響。

從製造業生產分析，本年 1 至 7 月計有

15 種行業增產，7 種行業減產。其中精密器

械業、石油及煤製品業、運輸工具業、橡膠

製品業、機械業均呈二位數成長，分別增產

17.55%、14.75%、13.80%、10.70﹪及 10.01﹪。

而減產行業中，以木竹製品業、家具裝設品

業、成衣服飾業及紡織業減幅較大，分別衰

減 11.91%、11.59%、9.10 ﹪及 8.64 ﹪。以

輕、重工業區分，本年 1 至 7 月重工業成長

5.05%，輕工業則減產 2.55%。以產品用途別

區分，生產財與消費財分別成長 5.55%及

2.53%，而投資財則減少 2.14%。

表 4 我國對主要出進口貿易國(地區)成長率與比重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出口貿易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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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躉售物價上揚、消費者物價下跌

本年初以來，受進口原油、化學品、鋼

品、紙漿及穀物等國際行情上揚，加上國產

內銷之鋼品、石油製品、化學材料、禽畜產

品及紙製品等價格上漲影響，1至 7月平均躉

售物價指數年增率為 3.32%。其中，國產內

銷物價上漲 4.44%，以新台幣計價之進口物

價亦上漲 6.61%，出口物價則下跌 0.85%。

消費者物價方面，雖原油、石油製品、

化學材料、金屬基本工業產品、家畜、紙及

紡織等內銷品躉售價格上揚，惟因零售市場

競爭激烈，加上本季受 SARS 疫情衝擊消費

市場影響，商品價格易跌難漲，益以房地產

行情仍然疲弱，房租續降等影響，1至 7月平

均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為負 0.28%；核心

消費者物價指數（剔除新鮮蔬果、魚介及能

源之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亦為負0.62%。

茲按分類指數結構分析如次：

（一）非食物類（不包括食物類之消費者物

價指數）

非食物類下跌 0.24%，其中服務類下跌

0.50%，非食物商品類則上漲 0.20%。

1.服務類

雖醫療服務費及部分學校學雜費陸續於

上年 9 月起調漲，惟因房地產市場行情持續

不振，房租下降(平均年增率為負 1.00%，使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下降 0.21個百分點)；

加上住宅維修、運輸、交通工具維修及娛樂

服務費率持續下降，以及補習費調低等影

表 5 工業生產及各業指數年增率



A

民國九十二年第二季國內經濟

— ６７ —

響，服務類價格年增率為負 0.50%。

2.非食物商品類

雖原油、石油製品、化學材料、金屬基

本工業產品、紙漿及紡織等內銷品躉售價格

上揚，惟因零售市場競爭激烈，加上需求仍

弱，抑制商品價格調漲空間，僅油料費、燃

表 6 躉 售 物 價 指 數

表 7 消 費 者 物 價 指 數



A

中央銀行季刊 第二十五卷第三期 民國九十二年九月

— ６８ —

氣及成衣價格分別較上年同期上漲 9.94%、

7.07%及 2.01%；家庭耐久設備、傢俱、交通

設備、教養用具、娛樂設備等耐久性消費品

價格則持續下跌 3.34%，書報期刊、美容及

衛生用品等售價亦普遍下滑，致非食物商品

類價格年增率僅為 0.20%。

（二）食物類

雖蔬菜、魚介、蛋類及家畜價格分別較

上年同期上漲 8.34%、2.70%、11.33%及

1.54%，惟受新鮮水果供貨充裕，價格下跌

8.39%，加上稻米開放進口，米類價格下跌

5.93%，以及家禽、家外食物與豆類及其製品

等價格普遍下滑之影響，食物類價格指數年

增率為負 0.42%。

六、政府收支

本季政府收入 5,747 億元，政府支出

5,316億元，收支相抵後，結餘 431億元。

（一）政府收入

本季賦稅收入擴增，加以國營事業盈餘

繳庫數較上年同季提高，政府收入（不含公

債收入、賒借收入及移用歲計賸餘）5,747億

元，較上年同季增加 5.4％。

本季政府收入仍以賦稅收入 4,514億元為

主，亦較上年同季增加 5.4%，其占國民生產

毛額比率(即賦稅負擔率)為 19.13%。與上年

同季比較，賦稅收入變動較大者如下：

1. 營利事業所得稅增加 33.6％，主因上

年經濟恢復正成長，本年結算申報金額較上

年同季增加所致。

2. 證券交易稅受股市成交值大幅縮減影

響，減少 30.4％。

3. 土地增值稅因上年同期為實施減半徵

收政策初期，湧入大量申報土地移轉案，比

較基數較高，致減少 17.7％。

4. 營業稅因營業人申報扣抵海關代徵營

業稅稅額增加，致減少 6.8％。

（二）政府支出

政府支出（不含債務還本）方面，經常

支出 3,813億元，較上年同季減少 2.2％，主

因債務利息支出減少 18.4％；資本支出 1,503

億元，較上年同季增加 1.0％，其中對其他基

金投資支出增加 40.7％，係撥補國家金融安

定基金及農業特別收入基金所致，而政府固

定投資則因部分重大建設陸續完工，實際動

支數較上年同季減少 6.8 ％；合計政府支出

5,316億元，較上年減少 1.3％。

至於政府債務方面，截至 92 年 6 月底

止，各級政府一年以上債務餘額為 33,599億

元，占前三年度 GNP 平均數之 34.2%。 其

中，中央政府債務餘額為 30,126億元，占前

三年度 GNP平均數之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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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政府收支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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