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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經濟金融情況概述

二、國內經濟情勢

本（92）年國內經濟情勢受國內外諸

多因素影響，上下半年表現迥異。年初中

東及朝鮮半島情勢緊繃，繼而 3月中旬美

伊開戰，衝擊全球景氣；我國受惠亞洲區

內貿易活絡，出口強勁擴張，驅動國內經

濟溫和成長。4月美伊戰事迅速底定之後，

影響全球景氣復甦之不確定因素消失，在

美國景氣升溫帶動下，世界經濟漸趨樂

觀；惟東亞卻爆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我國內需萎縮，出口貿易亦受波

及，致國內景氣衰退。所幸 7月初疫情解

除，出口恢復強勁，益以內需回溫，景氣

復甦步調加快。為提振內需，年內央行持

續採行寬鬆貨幣政策，政府亦積極推動公

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擴大公共建設方案

等，對支撐景氣、改善就業市場，發揮預

期之效果。此外，本年國內躉售物價上

漲，消費者物價微幅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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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反彈復甦

本年初美伊戰事不確定因素拖累全球

景氣復甦，惟亞洲區域內貿易熱絡引領

下，我國第一季出口續展佳績，經濟穩步

復甦；及至第二季，SARS 疫情重創國內

需求，民間消費與投資劇降，出口擴張亦

明顯趨緩，經濟轉呈衰退；綜計上半年我

國經濟成長率僅及 1.73%。下半年脫離

SARS 陰影後，隨國際景氣加速復甦，我

國對外貿易及工業生產表現亮麗，股市、

房地產市場交易升溫，益以失業情勢改

善，民間消費脫離滯緩低谷轉呈溫和成

長；政府消費因執行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

畫，呈現小幅成長；民間投資因第四季進

口民航飛機及營業車輛購置增加，恢復大

幅增長，影響所及，下半年經濟成長率達

4.68%。全年經濟成長率為3.24%，低於上

(91)年之 3.59%，亦低於經建目標之

3.52%。綜合言之，本年國外需求仍為經

濟成長之主力，國外淨需求（輸出-輸入）

對經濟成長之貢獻為2.40百分點；內需對

經濟成長貢獻0.85百分點。本年每人國內

生產毛額(GDP)為 1萬 2,725美元，較上年

增加137美元。

(二)國際收支順差擴大

本年我國國際收支表現良好，其中經

常帳順差創歷年新高，其占 GDP 比重為

10%，資本帳呈小幅逆差，金融帳呈淨流

入；全年國際收支順差呈370.92億美元，

順差規模為歷年最大，反映於中央銀行準

備資產的增加。

本年經常帳順差285.67億美元，較上

年增加11.5%。其中商品貿易順差為249.21

億美元，創歷年新高。服務帳方面，年中

SARS疫情導致非居民來台旅行人數遽減，

旅行收入逆差增為31.94億美元。所得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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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為95.55億美元，為歷年最高值，主要係

央行外匯資產投資所得增加，以及股本投

資所得匯入增加所致。經常移轉因贍家匯

出款增加，致逆差增為27.15億美元。

資本帳因移民匯出款減少，致逆差減

為0.87億美元，為民國79年以來最低。

金融帳全年淨流入62.9億美元，主要

係因預期新台幣升值，銀行部門自國外聯

行引進資金及廠商貿易信用流入增加，致

其他投資淨流入167.93億美元。另直接投

資呈淨流出52.26億美元，主要因國內企業

積極對外投資。證券投資呈淨流出52.77億

美元，其中居民因國內利率走低，對外證

券投資淨流出356.2億美元，創歷年新高；

非居民因看好國內上市櫃公司獲利前景，

來台證券投資淨流入達303.43億美元，亦

創新高。

(三)物價略跌

本年國內躉售物價上漲 2.48%，消費

者物價下跌 0.28%。就各類物價分析，躉

售物價指數包括進口物價、國產內銷物價

與出口物價三部份。由於原油、化學品、

鋼品、紡織纖維、紙漿及穀物等國際重要

原物料行情上揚，致以新台幣計價之進口

物價上漲 5.16%；國產內銷物價因石油製

品、化學材料、鋼品及禽畜產品價格調

漲，亦上漲 3.87%；另外，出口物價受電

腦、通信及視聽電子產品與電子零組件價

位持續走低影響，下跌1.49%。

消費者物價方面，雖然國際原物料行

情上揚，國內醫療費及學雜費調升，惟因

市場愈趨開放，商品價格競爭愈加激烈，

且 SARS疫情衝擊消費市場，零售物價不

易調升，以及房租下跌等影響，全年消費

者物價略跌0.28 %；不包括新鮮蔬果、魚

介及能源之消費者物價（即核心消費者物

價）年增率為負0.61%。

(四)就業情勢改善

本年失業率在 8 月升達 5.21%之高峰

後，隨「公共服務擴大就業方案」之推動

及景氣好轉而逐漸下降，至年底為4.58%。

全年平均失業率為 4.99%，較上年之

5.17%，下降0.18個百分點。平均勞動力參

與率為57.34%，與上年同；其中女性勞動

參與率繼續提昇，男性則下降。

本年平均就業人數為957萬3千人，較

上年增加 1.26%。其中白領階級與銷售人

員分別較上年成長2.89%與1.50%。藍領階

級就業人數則減少 0.34%，且呈長期下降

趨勢，顯示隨著勞力密集產業外移以及產

業結構調整，藍領階級工作機會減少。

(五)政府財政緊絀壓力未減

本年因景氣逐漸復甦，政府稅收微幅

成長，惟因政府依「公共服務擴大就業暫

行條例」及「擴大公共建設振興經濟暫行

條例」辦理92年度追加預算，致歲出規模

仍難抑減，政府財政緊絀壓力並未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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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收支差短持續擴大為3,005億元，較上

年增加21.56％。

就政府收支結構而言，本年度中央政

府收入較上年度增加 1.05%，仍以稅課收

入與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為主，兩者合計

占收入總額比重之87.63%，其中國營事業

及行政院開發基金盈餘繳庫大幅增加

82.07%，較為顯著。政府支出則較上年度

增加 4.32%，主要係因政府增加對各縣市

公保、健保、教育經費及社會保險等補

助，以及推動「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

畫」，致社區發展及環保支出、教育科學

文化支出及社會福利支出均呈顯著成長。

支出比重以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占支出總額

之 18.54%居冠，其次為經濟發展支出之

18.26%、社會福利支出之17.59%及國防支

出之14.07%。

本年政府收支差短占支出之比率上升

為18.56%，政府融資需求因應擴增為3,470

億元，其中3,016億元由發行公債及賒借支

應，致債務依存度由上年度之15.75%揚升

至18.63%。本年度底中央政府債務餘額占

前三年度國民生產毛額平均數升達 32.29

%，較上年度底之30.10﹪上揚2.19個百分

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