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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十年第一季國內經濟

本（90）年第 1季受國際景氣減緩、產

業結構調整等因素之影響，國內景氣持續下

滑，初步估計第 1季經濟成長率為 1.06％。

從內需觀察，民間消費受股市表現不佳及失

業率攀升等因素影響，財富與所得縮水，消

費支出趨向保守，第 1 季僅成長 2.02%；民

間固定投資亦因景氣低迷業者多採減量經營

策略，加以傳統產業轉型不易及部份廠商外

移，致民間投資衰退 7.90 ％。從生產面觀

察，第 1 季工業生產轉呈負成長 2.17%，其

中製造業因國際資訊電子產品需求降低及國

內部份廠商生產外移，致呈負成長 2.05%，

服務業實質成長率為 2.77%，占國內生產毛

額比重 68.90%，其中以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

比重最高（20.74%）。

對外貿易方面，受全球資訊科技產業景

氣下滑，加以比較基期較高，1至 4月出口值

減少 5.66％，進口亦因國際物價回穩、出口

引申需求減少，而衰退 10.98％。惟因進口減

幅度大於出口減幅，1 至 4 月累計出超達

36.48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22.5億美元。

工業生產方面，在全球景氣下滑速度超

乎預期下，出口貿易轉呈衰退，復以國內需

求減緩，致 1至 4月工業生產衰退 4.48%。

物價方面，90年初以來，由於全球景氣

減緩，國際農工原料、資本用品及消費用品

價格普遍下滑，致本年 1 至 4月平均躉售物

價指數僅微幅上漲 0.37%。消費者物價方面，

雖近一年來各級學校學雜費、航空票價及主

要縣市計程車費率等陸續調漲，惟因貿易日

趨自由化，且景氣不佳，加上資訊與通訊產

品隨技術創新，價格下滑等影響，致消費者

物價指數年增率僅為 0.55%。至於核心消費

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亦僅0.70%，均相當平穩。

政府收支方面，本季政府收入 3,724 億

元，政府支出 5,889 億元，收支短差數為

2,165 億元。在政府債務方面，截至 90 年 3

月底止，各級政府債務餘額為 29,968億元，

占前三年度 GNP平均數之 31.9%。其中中央

政府債務餘額為 27,059 億元，占前三年度

GNP 平均數之 28.8%。

一、景氣低迷

本（90）年以來，國內景氣持續上年第

4季以來之衰退走勢，景氣領先指標及同時指

標呈現同步下降。本年 4 月景氣領先指標降

至 93.3，為 74年 10月以來之最低水準，同

時指標亦降至 99.8，為 87年 12月景氣谷底

以來除 921 地震以外之最低點；至於景氣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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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信號則連續五個月出現藍燈，綜合判斷分

數降至 9分，為 73年採用九項構成指標以來

之最低分，景氣對策信號九項構成指標均呈

藍燈。

至於製造業廠商對未來三個月的景氣預

期，由於製造業新接訂單減少，設備利用率

及銷貨利潤率亦持續下降，對短期未來景氣

持悲觀之廠商持續增加，廠商普遍仍持保守

態度。

圖 1 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

二、經濟成長向下修正、失業率攀升

受全球景氣下滑超過預期，我國出口貿

易衰退，加以國內股市表現不佳，失業率攀

升，且上年比較基期偏高等因素影響，致國

內需求與生產遽降，主計處初步估計本年第

1季經濟成長率為 1.06％。

圖 2 經 濟 成 長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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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業生產觀察，本年第 1季服務業雖

因行動電話業務穩定增加，通信業成長 5.04

％，惟受股市交易銳減及放款增幅明顯趨緩

影響，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轉為負成長 1.20

％，影響所及，整體服務業僅成長 2.77％，

對經濟成長貢獻率為 1.78個百分點；工業部

門亦轉為負成長 2.17％，對經濟成長貢獻負

0.72 個百分點，其中製造業受國際資訊電子

產品需求降低及部份國內廠商外移影響，生

產衰退 2.05％，而營造業因建築景氣持續低

迷，續呈負成長 7.06％；至於農業部門則微

幅成長 0.18％。

圖 3 失 業 率

勞動市場方面，受國內景氣減緩，產業

轉型或外移，勞動需求降低影響，自上年下

半年起，失業率明顯攀升，至本年 4 月達

3.96%，累計本年 1 至 4 月平均失業率為

3.73%，平均失業人數達 38萬 5千人，廣義

失業人數近 59萬人。其中因工作場所歇業或

業務緊縮而失業之比重，自 3月起連續二個

月超越四成，顯示國內景氣趨緩效應已明顯

衝擊勞動市場。而伴隨高失業率而來，青壯

年及低技術失業人口持續攀升及轉業問題，

值得重視。

（一）需求面

1.國民消費保守

民間消費方面，受股市表現不佳及失業

率攀升等因素影響，財富縮水與所得增幅趨

緩，消費支出趨向保守，第 1 季僅成長

2.02%，對經濟成長貢獻 1.32 個百分點。政

府消費則因會計年度變更影響一般性採購預

算配置，銳減 6.97 ％，對經濟成長貢獻負

0.82 個百分點，致整體國民消費成長明顯減

緩。

2.固定投資衰退

因應景氣低迷，業者投資策略保留，加

以傳統產業轉型不易及部份廠商外移，致整

體民間投資不振。90年第 1季固定投資衰退

7.90 ％，其中民間投資雖因大型飛機進口增

加，運輸工具成長 26.59％，惟營建工程投資

續減 7.71％，機械設備購置亦受上年同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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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偏高及經濟前景未明影響，負成長 11.83

％，致整體民間固定投資銳減 7.54％，對經

濟成長貢獻率負 1.00個百分點。另公共投資

則因多項工程進度尚處發包階段及整體經濟

情勢不佳，政府固定投資與公營事業分別減

少 5.53％及 15.17 ％，合計對經濟成長貢獻

率為負 0.59百分點。

表 1 各項需求年增率

3.國外淨需求

90年第 1季輸出受全球景氣反轉超過預

期影響，僅成長 1.86%；輸入亦隨出口引申

需求下降及內需減弱，負成長 4.51%，併計

後第 1季國外淨需求對經濟成長貢獻 3.09個

百分點。

（二）生產面

本年第 1季農林漁牧業實質生產毛額微

幅成長0.18%，其中漁業增產3.77%；畜牧業

雖國內豬源供應充裕，產量仍減少 0.29%。

農業及林業分別減產 1.03%及 11.84%。農林

漁牧業生產占國內生產毛額比重再降為

1.71%。

工業生產方面，本年第 1季工業實質

生產毛額負成長 2.17%。其中製造業因國際

資訊電子產品需求降低及國內部份廠商生產

外移，致全季轉呈負成長 2.05%，對經濟成

長之貢獻率為負 0.55個百分點。水電燃氣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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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 3.98%，對經濟成長貢獻率 0.09 個百分

點。礦業及土石採取業成長 0.65％，營造業

反映房地產業景氣低迷呈負成長 7.06％。工

業生產占國內生產毛額比重為 29.39%，其中

製造業比重為 23.84%，仍續呈逐年下降態

勢。

表 2 國內生產各業成長率及對經濟成長之貢獻

本年第 1 季服務業實質成長 2.77%，對

經濟成長之貢獻率為 1.78個百分點，其中運

輸倉儲及通信業雖行動電話業務穩定增加，

成長率為 5.04%，對經濟成長之貢獻率為0.41

個百分點；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因股市交易

銳減及房地產市場不振及銀行授信明顯趨

緩，本季轉呈負成長 1.20%，對經濟成長之

貢獻率為負 0.25個百分點；批發零售及餐飲

業則因國內景氣減緩，僅成長 3.41%，對經

濟成長之貢獻率為 0.59個百分點；另社會服

務及個人服務業則成長 5.78%，對經濟成長

之貢獻率為 0.51 百分點；工商服務業成長

5.42%，對經濟成長之貢獻率為 0.13 個百分

點。本季服務業生產占國內生產毛額比重再

升至 68.90%，其中以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比

重最高（20.74%）。

三、對外貿易萎縮

因全球資訊科技產業景氣下滑，加以比 較基期較高，1至4月累計我國海關統計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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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減少 5.66％，進口亦因國際物價回穩、出

口引申需求減少，而衰退10.98％。惟因進口

減額大於出口減額，1 至 4 月累計出超增為

36.48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22.51億美元

或 161.05%。

圖 4 進 出 口 貿 易

就商品貿易結構觀察，我國 90年 1至 4

月累計，出口產品中工業產品出口為 419.47

億美元（占出口比重為98.55％），較上年同

期減少 5.66 ％，其中重化工業產品出口為

304.42億美元（占出口比重 71.52％），較上

年同期減少 4.00％，主要出口項目中，紡織

品衰退 11.7%，而占出口比重達 54.3 ﹪之機

械及電機設備則衰退 4.3﹪，其中以資訊與通

訊產品較上年同期減少 10.5﹪最為明顯；非

重化工業產品出口金額為 115.05億美元（占

出口比重27.03％），亦較上年同期減少9.79

％。進口方面，1 至 4 月累計資本設備進口

101.74億美元（占進口比重 26.15％），較上

年同期減少 13.80 ％；農工原料進口 254.00

億美元（占進口比重 65.27％），較上年同期

減少 10.22％。至於消費品進口再降為 33.40

億美元（占進口比重 8.58％），較上年同期

減少 7.76％。

就國家（地區）別而言，出口方面，隨

歐美景氣趨緩，資訊電子產品需求疲弱，本

年 1 至 4月累計我國對美國及歐洲出口分別

減少 11.06％及 6.36％，最為明顯。其次，

對亞洲各國出口，除對新加坡成長外其餘皆

趨減，其中對韓國、香港、東協五國與日本

出口分別減少 7.42 ％、4.88 ％、4.85 ％與

0.87％。進口方面，自各主要國家之進口均明

顯衰減，其中亞洲部份除自港進口則尚成長

0.86%外，自日本、韓國、新加坡與東協五國

進口分別減少 22.36％、16.91％、13.87％與

10.48 ％；另自美國及歐洲進口亦分別減少

6.50％及 11.38％。

出入超

海關出口值年增率

海關進口值年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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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進出口貿易結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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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臺灣地區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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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業生產衰退

本年以來由於出口貿易衰退，復以國內

需求不振。1至 4月工業生產衰退 4.48%，其

中 1 月在農曆春節工作天數減少影響下明顯

衰退，年增率為負 15.31%，2月因去年適逢

春節比較基期較低致成長 9.53%，3、4 月皆

呈減產，1至 4月累計製造業生產較上年同期

減少 5.16%；按四大行業別分，僅化學工業

微幅成長 1.09%，金屬機械工業、民生工業

及資訊電子工業分別衰退 8.81%、6.94%及

5.78%。房屋建築業在供需失衡，且房地產景

氣低迷下，呈現負成長 10.55%；水電燃氣業

則因台塑石化加入生產液化石油氣而成長

5.92%，礦業則因石灰石業者加速處理已開採

之礦石而增產 8.01%。

表 5 工業生產及各業指數年增率（%）

從製造業生產分析，本年 1至 4 月計有

4種行業增產，18種行業減產。就資訊電子

工業而言，在網路經濟急速下降，國際資訊

電子產品需求降低及國內部分廠商生產外移

下，多項產品減產，其中以桌上型電腦、掃

描器及監視器減幅較為顯著；惟筆記型電腦

在低價競爭策略，以及新式產品推出與接獲

國際大廠訂單帶動下而增產，另通信產品亦

因無線通信需求增加而持續成長。金屬機械

工業中，運輸工具業因國內車市買氣疲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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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保守而減產 14.36%；金屬基本工業則在

國際鋼品市場疲軟，以及業者產能過剩下減

產 6.40%。其他減產行業中，以民生工業中

之家具裝設品業及成衣服飾業呈二位數負成

長最為顯著，分別衰退 27.01%及 24.24%。增

產行業則包括石油及煤製品業、印刷業、化

學材料業以及其他工業製品業，年增率分別

為 14.75%、14.24%、5.87%以及 1.84%，其

中石油及煤製品業增產，主要係因台塑石化

加入市場，汽油、石油腦產量增加所致。以

輕、重工業區分，本年 1 至 4月輕重工業分

別減產8.83%以及3.97%；若以產品用途別區

分，消費財與生產財分別減少 8.13%、

5.90%，而投資財略減 0.13%。

五、躉售物價與消費者物價平穩

年初以來，受全球景氣減緩，國際農工

原料、資本用品及消費用品價格普遍下滑影

響，1至4月平均以美元計價之我國進口物價

與出口物價分別下跌 4.89%及4.21%，且跌幅

表 6 躉 售 物 價 指 數
基期：民國 85年＝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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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月擴大；惟受新台幣對美元較上年同期貶

值影響，本年 1至 4月平均以新台幣計價之

進口物價與出口物價仍分別上漲 1.13%及

1.90%；國產內銷品價格則受農產品、禽畜產

品及水產品量增價跌之影響而下跌 1.19%；

綜合以上漲跌因素，本年 1至 4月平均躉售

物價指數微幅上漲 0.37%。

消費者物價方面，雖近一年來各級學校

學雜費、航空票價及主要縣市計程車費率等

陸續調漲，惟因貿易日趨自由化，且景氣不

佳，商品價格競爭愈形劇烈，加上資訊與通

訊產品隨技術創新，價格下滑等影響，不包

括食物類之消費者物價指數（非食物類價格

指數）僅較上年同期溫和上漲 1.33%，同時，

食物類價格指數因農漁牧產品供貨充裕價格

下滑較上年同期下跌 1.56%，致消費者物價

指數年增率僅 0.55%。另外，不包括新鮮蔬

果、魚介及能源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核心消

表 7 消 費 者 物 價 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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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為 0.70%。茲按分類

指數結構分析如次：

（一）非食物類

非食物類上漲 1.33%，其中服務類上漲

2.16 %，非食物商品類下跌 0.06 %。

1.服務類

雖近一年來各級學校學雜費、航空票

價、喪葬費、主要縣市計程車費率及省公路

客運費等陸續調漲，惟因房地產市場景氣持

續不振，房租漲幅續趨減緩，年增率僅

0.24%，加上住宅修理工資持續下降等影響，

服務類價格年增率為 2.16%，尚稱溫和。

2.非食物商品類

雖受近一年來中油公司多次調漲國內油

品、燃氣等價格；但由於貿易日趨自由化，

加上景氣不佳，需求不振，產業商品價格競

爭愈形劇烈，家電、傢俱、娛樂設備及成衣

等售價普遍下跌，加上資訊與通訊產品隨生

產技術創新，生產力提升，產品成本下降，

削價競爭激烈，個人電腦及行動電話等價格

持續下滑影響，非食物商品類價格年增率為

負 0.06%。

（二）食物類

由於天候良好，蔬菜、水果量豐價跌，

加上農畜產品市場日益開放，禽畜產品供量

增加，肉類價格持續走跌，以及魚產豐富，

且部份水產品傳言受嚴重污染影響，魚介價

格持續上年第四季以來的下跌走勢，益以檳

榔供過於求，售價下滑等影響，食物類價格

指數年增率為負 1.56%。

六、政府收支

本季政府收入 3,724 億元，政府支出

5,889億元，收支相抵後，差短數為 2,165億

元。

(一)政府收入

本季政府收入3,724億元，較上年同期減

少 21.2%，主要係因國內景氣下滑、股市交

易清淡及房地產市況依然不振，賦稅收入大

幅縮減所致。

本季政府收入仍以賦稅收入(包括公賣利

益) 2991億元為主，占國民生產毛額比率(即

賦稅負擔率)為 11.9%。與上年同季比較，賦

稅收入變動金額較大者如下：

1.所得稅受公營事業因應會計年度變更為

曆年制，於上年同期先行辦理 88年下半年結

算申報，墊高基數之影響，致較上年同季縮

減 243億元或 19.6%。

2.證券交易稅受股市交投冷清影響，較上

年同季衰退 185億元或 46%。

3.地價稅受因應會計年度變更為曆年制，

89年地價稅提前於 89年 12月劃解入庫，墊

高基數之影響，較上年同季減少 52 億元或

64.4%。

4. 土地增值稅因房地產市況仍淡，致減

少 47億元或 25.7%。



中央銀行季刊 第二十三卷第二期 民國九十年六月

— ９２ —

(二)政府支出

本季政府經常支出 4,643億元，較上年同

季減少 1.3%，主要由於最大宗之政府消費減

少 4.5%，因本季屬採購之前置作業期間，執

行數原即較低。

資本支出1,246億元，則較上年同季減少

15.2%，係因本季為年度之開始，新工程多處

於規劃發包階段，以及中央政府對地方基層

建設補助款尚未經立法院同意動支，致固定

投資較上年同季減少 7.0%，而土地購入亦較

上年同季減少 52.8%。

至於政府債務方面，截至 90 年 3 月底

止，各級政府債務餘額為 29,968億元，占前

三年度 GNP平均數之 31.9%。其中，中央政

府債務餘額為 27,059億元，占前三年度GNP

平均數之 28.8%。

表 8 政 府 收 支 概 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