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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經濟金融情況概述

二、國內經濟情勢

本（95）年雖然卡債問題衝擊民間消

費，所幸國外消費性電子產品需求強勁，

帶動我國出口明顯擴增，全年經濟成長率

為4.62%，高於上（94）年之4.03%。物價

方面，國際原油等原物料行情攀升，國內

油料及燃氣價格反映成本調漲，電費與運

輸費率相繼調高，惟因蔬菜價格比較基期

偏高且無風災影響，全年平均消費者物價

（CPI）年增率僅0.60%；剔除蔬菜水果之

消費者物價年增率維持在1%，物價漲幅低

且穩定。勞動市場方面，本年失業率續降

至3.91%，較上年降低0.22個百分點，顯示

隨經濟景氣穩健成長，就業情勢持續改

善。此外，我國國際收支表現良好，衡量

對外商品及服務交易之經常帳續呈順差，

惟因國人海外投資大幅增加，金融帳呈現

歷年來最大淨流出。中央政府收支明顯改

善，主因稅收顯著成長及政府積極撙節支

出，加以政府鼓勵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成效

逐漸顯現，中央政府收支呈現民國89年度

以來首次收支平衡現象，且債務依存度降

至近10年低點。茲就年來經濟成長、國際

收支、物價、就業及政府收支情況分別略

析如次：

（一）經濟溫和成長

本年前 3 季卡債問題逐步浮現，民間

消費成長明顯減緩，所幸國際景氣穩定擴

張，國外消費性電子產品需求強勁，我國

對外貿易明顯成長。第 4 季雖因卡債負面

效應漸獲紓解，民間消費回溫，惟輸出受

比較基期偏高影響，成長幅度不如前3季，

合計全年經濟成長率為 4.62%，高於上年

之4.03%。

就國內生產毛額的支出面分析，本年

國內需求成長幅度不若上年，幸賴國外需

求強力支撐，國外淨需求對經濟成長貢獻

達3.50個百分點，續為經濟成長的主要貢

獻來源。另就生產面而言，服務業產值持

續擴張，約占國內生產之 73.4%，對經濟

成長之貢獻達2.59個百分點；在出口暢旺

的帶動下，製造業穩定成長，對經濟成長

之貢獻達1.80個百分點，為行業別中對經

濟成長貢獻之大宗。95年平均每人國民生

產毛額為1萬6,098美元，較上年增加408美

元。

（二）國際收支表現良好

本年我國國際收支表現良好，經常帳

呈順差251.87億美元，其占名目GNP比重

增至 6.9%，資本帳呈小幅逆差 1.18 億美

元，金融帳呈淨流出229.87億美元。全年

國際收支順差為60.86億美元，反映於中央

銀行準備資產的增加。

經常帳方面，全年商品出、進口增幅

分別為12.8%及11.1%，因出口增額大於進

口增額，全年商品貿易順差增為232.69億

美元，較上年增加 30%。所得帳亦隨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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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U）利息收入增加，順差增為 100.35

億美元。服務帳因三角貿易淨收入增加，

逆差縮減為41.82億美元。經常移轉則因贍

家匯入款增加，逆差減為39.35億美元。

資本帳因購買無形資產所有權支出增

加，逆差增為1.18億美元。金融帳方面，

因國人海外投資大幅增加，而呈現歷年來

最大的資金淨流出。其中直接投資因非居

民來台直接投資大於居民對外直接投資，

為自民國77年以來首次轉呈淨流入1.29億

美元。證券投資方面，在居民透過國內銀

行特定金錢信託購買國外基金與保險業者

海外證券投資同步增加下，居民對外證券

投資淨流出441.24億美元，創歷年新高；

非居民來台證券投資淨流入則減為 218.14

億美元。另其他投資淨流入亦減至1.60億

美元。

（三）物價漲幅低而穩定

本年因進口原油等國際農工原料行情

上揚，加上新台幣對美元略貶，全年平均

進口物價指數（以新台幣計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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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電力與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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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4%，呈現低而穩定的通膨水準。

（四）勞動市場續有改善

本年勞動市場就業及失業情勢續有改

善。隨國內經濟穩定成長，廠商擴大徵

才，加以政府持續推動各項促進就業措

施，本年平均失業率續降至3.91%，較上

年下降0.22個百分點，為民國90年以來最

低水準。平均勞動力參與率（勞參率）為

57.92%，較上年提高0.14個百分點，其中

女性勞參率續創歷史新高，男性勞參率則

跌至新低。

就業方面，本年平均就業人數為1,011

萬 1 千人，再創歷史新高紀錄。三大部門

中，服務業就業持續成長；工業部門以營

造業隨房地產市場榮景增加4.94%最為顯

著，而工業生產主幹之製造業，在全球消

費性電子產品需求強勁帶動下，就業人數

增加1.67%。

受雇員工薪資與生產力方面，本年非

農業部門（工業與服務業部門）每人每月

平均薪資為44,107元，較上年增加1.13%；

經常性薪資（平均薪資扣除年終獎金及紅

利等）亦調漲 1.24%。扣除消費者物價年

增率後，非農業部門之實質平均薪資與實

質經常性薪資分別較上年提高 0.53%與

0.64%，皆由上年之負成長轉為正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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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由於生產增幅高於總工時增幅，

工業部門與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分別上

升4.51%與4.65%，單位產出勞動成本則因

生產增幅高於總薪資增幅，而分別減少

2.11%與2.37%；製造業中以「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之勞動生產力指數上升12.22%最

為顯著，單位產出勞動成本則減少9.68%，

為減幅最大之業別。

（五）財政收支好轉

本年度政府收支明顯改善，主因全年

稅收顯著成長與政府支出控管得宜。與上

年度比較，本年中央政府收入增加 823 億

元，支出減少 368 億元；收支相抵後，結

餘166億元，呈現民國89年度以來首次中

央政府收支餘絀現象。中央政府債務依存

度更遽降至本年度之4.18%。

就政府收支結構而言，在國內景氣持

穩，企業盈餘分配增加，及房地產交易活

絡下，本年度所得稅收顯著擴增，加以中

央銀行盈餘繳庫增加及中華電信釋股，政

府收入較上年度成長5.62%。其中收入來

源仍以稅課收入與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為

主，兩者合計占政府收入總額比重約達

90%。至於政府支出，本年度減少2.35%，

以經濟發展支出減少最明顯，主要係因部

分支出轉列於特別預算，且近年來政府積

極鼓勵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成效逐漸顯現。

支出結構中以社會福利支出持續成長

6.30%，占政府支出總額比重近20%居

冠。

政府收支相抵後，本年度結餘 166 億

元，經扣除債務還本 650 億元，中央政府

融資需求由上年度之1,666億元銳減為484

億元，創民國 88 年度以來的最低融資需

求。同時，中央政府收支餘絀占支出比

率、支出占國內生產毛額比率、賦稅依存

度及債務依存度等財政比率，連續 4 年持

續改善，其中債務依存度由 89 年度之

21%，遽降至本年度之4.18%，為民國86年

以來低點。中央政府債務餘額占前三年度

名目國民生產毛額之比率微降為32.77%，

距離公共債務法所規範40%的上限，政府

舉債空間仍然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