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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價

（一）概說

本（95）年因進口原油、鋼鐵、銅、

鎳、鋅及塑化等國際農工原料行情上揚，加

上新台幣對美元略貶影響，全年平均進口物

價指數年增率升至 8.82%，躉售物價指數

（WPI）年增率升至 5.64%。在消費者物價

指數（CPI）方面，雖菸品健康捐調升，油

料及燃氣等零售價格反映成本數度調漲，同

時間接波及電力與運輸等公用費率相繼調

高；惟因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持續下降、市場

愈趨開放競爭及消費需求不振，益以蔬菜價

格上年比較基期偏高且本年又無風災影響而

大幅滑落，CPI全年平均年增率降為0.60%；

不包括新鮮蔬果、魚介及能源之CPI（即核

心CPI）年增率亦僅為0.54%，低於上（94）

年之0.65%，呈現低而穩定的通膨水準。

（二）躉售物價

本年WPI漲勢明顯升高。WPI係進口物

價、國產內銷物價及出口物價三項指數之加

權平均。由於原油、鋼鐵、銅、鎳、鋅及塑

化等國際農工原料行情上揚，本年以美元計

價之進口物價上漲7.61%，益以新台幣對美

元略為貶值 1.1%影響，以新台幣計價之進

口物價漲幅較大，為8.82%。雖國內蔬果及

禽畜產品價格相較上年為低，加上電子相關

產品競爭依然激烈，報價續呈疲軟，惟反映

進口原物料成本增加，國產內銷物價亦上漲

5.27%。出口物價則在資訊、電子產品持續

跌價影響下，漲幅相對進口物價溫和，以美

元計價及以新台幣計價之出口物價分別上漲

1.32%與2.50%。綜合上述影響，本年WPI年

增率為5.64%，遠高於上年之0.61%。

就本年各月變動觀察，與上月比較，2

月起WPI連續上漲7個月，至9月始回穩，至

12 月連續第三個月下跌。若與上年同月比

較，WPI 年增率呈先升後降走勢，最高為7

月之9.19%；其中以新台幣計價之進口物價

物 價 指 數 年 增 率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年

%

9

6

3

0

-3

-6

CPI 核心 CPI WPI



34

九十五年中央銀行年報

年增率更高達13.36%，主因原油、基本金屬

及其製品、化學、塑膠、橡膠及其製品等進

口行情大幅上揚所致。國產內銷物價年增率

則逐漸反映進口農工原料成本而趨升高；至

於以新台幣計價之出口物價年增率則除了

1、2月呈負數外，其餘各月均呈正數，最高

為8月之5.78%。

另就內銷躉售物價（包括進口物價與國

產內銷物價）觀察，本年年增率為6.89%，

遠高於上年之 1.91%。若按加工階段別分

析，本年由於全球經濟成長加速，工業生產

持續成長，產能利用率提高，短期間在供給

增加相對有限的情況下，加上需求強勁，尤

以中國、印度等國經濟高度成長，對國際原

油、基本金屬等原物料需求殷切，以致內銷

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14.54%；反映原材料投

入成本，內銷中間產品價格亦上漲7.96%；

惟受經貿加速全球化、自由化影響，下游市

場競爭激烈，上、中游成本轉嫁困難，致內

銷最終產品價格僅上漲0.25%。

躉售物價指數年增率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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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費者物價

本年上半年，CPI年增率雖持續上年第

4季以來的減緩趨勢，但上漲壓力仍在，下

半年則因上年同期連續3個颱風來襲影響蔬

菜、水果價格高漲，比較基期偏高，而本年

天候良好無風災肆虐，使得蔬菜、水果價格

大幅下跌，CPI年增率曾自8月至10月連續3

個月呈現負數。至於全年各月核心CPI年增

率除了1、2月受農曆春節落點影響呈較大波

動之外，3月起大致維持在0.35%至0.70%之

間，表現相當溫和，全年平均年增率為

0.54%。

綜觀本年因菸品健康捐調升，益以國際

原油等原物料行情攀升，帶動國內油料及燃

氣等零售價格反映成本數度調漲，同時間接

波及電力與運輸等公用費率相繼調高，國內

物價略有上漲壓力；惟因單位產出勞動成本

持續下降、市場愈趨開放競爭及消費需求不

振，商品零售價格調漲不易，其中半耐久性

及耐久性消費品價格更連袂走低，均有助物

價穩定，益以蔬菜價格上年比較基期偏高且

本年又無風災影響而大幅滑落，CPI全年平

均年增率降為0.60%。

影響本年CPI上漲之主要因素來自進口

原油、天然氣成本大增，國內油料費、燃氣

及電費等零售價格反映調漲；其次為本年2

月菸品健康捐由每包5元調高為10元，廠商

將之轉嫁消費者，調高香菸售價；此外，上

年7月健保部分負擔調升，亦使得醫療費用

增加。其他服務類價格如補習及學習費、學

雜費與房租等則漲幅溫和。

影響本年CPI下跌之主要因素則來自上

年天候不佳，海棠、瑪莎與泰利颱風豪雨相

繼來襲，蔬菜、水果等生鮮食品價格大幅上

揚，致比較基期偏高，而本年天候良好無風

本年 CPI 之主要變動項目分析

項目 年變動率（％）
對CPI年增率之影響

(百分點)
CPI

食物類

蔬菜

水果

魚介

能源

油料費

燃氣

不含蔬果魚介及能源之CPI
成衣

耐久性消費品

通訊費

香菸及檳榔

醫療費用

0.60 0.60
-0.67 -0.18
-8.95 -0.33
1.04 0.03
0.70 0.01
7.97 0.43

11.31 0.30
9.79 0.10

0.54 0.46
-4.35
-1.65
-3.14
11.30

-0.14
-0.12
-0.09
0.27

4.37 0.12
補習及學習費

房租

2.29
0.21

0.06
0.04

電費 1.36 0.0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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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肆虐，使得蔬菜價格大幅下跌；其次，

國內卡債問題導致消費需求不振，汽車、

百貨服飾營業額驟減，加上電子相關產品

競爭依然激烈，報價續呈疲軟，致成衣等

半耐久性消費品，以及汽車、個人電腦、

電子視聽娛樂設備等耐久性消費品價格連

袂走低。此外，通訊費亦持續84年以來的

下降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