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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 濟 篇

一、國內生產與所得

(一)概說

本年年初雖受美伊戰事不確定因素影

響，全球景氣復甦力道薄弱，惟受惠於亞

洲區域內貿易活絡，我國出口續展佳績，

經濟仍持續成長。及至第 2季，嚴重急性

呼吸道症狀群（SARS）疫情衝擊各項經濟

活動，國內需求動能轉弱，民間消費與投

資劇降，致第 2季經濟成長轉呈衰退。時

序進入下半年，隨美伊戰爭及 SARS疫情

等不利因素消弭，國內消費及投資回穩，

加以國際景氣加速復甦，帶動我國出口擴

增，生產亦穩步成長。整體而言，本年因

國外需求轉強，帶動出口成長，而國內需

求則在下半年 SARS疫情結束後，民間消

費及投資才恢復動能。全年經濟成長率由

上（91）年3.59%略降為3.24%。就國內生

產毛額的支出面來看，由於本年受 SARS

疫情影響，民間消費及民間投資遲滯，對

經濟成長貢獻以外需為主。再以生產面來

看，本年因出口暢旺，帶動製造業穩定成

長，製造業對經濟成長之貢獻高達50%。

(二)經濟成長與國民所得

國內生產毛額

本年經濟成長由上（91）年 3.59%略

降為3.24%，除第2季受 SARS疫情衝擊轉

呈負成長外，其餘各季呈現穩定復甦態

勢，各季走勢如下：第 1季雖因失業率仍

處高檔，企業投資暫持觀望，以致消費、

投資活動仍緩，惟受惠於對外貿易及製造

業穩定成長，經濟成長 3.53%。第 2 季因

SARS 疫情爆發，各項經濟活動停滯，景

氣轉呈衰退，經濟成長率轉為負成長

0.08%。第3季隨美伊戰爭及 SARS疫情結

束，我國對外貿易恢復活絡，加以民間消

費及投資逐漸回溫，經濟成長率回穩為

4.18%。第4季景氣復甦態勢確立，我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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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出口及工業生產表現俱佳，民間投資擺

脫衰退陰影，呈現二位數的強勁復甦，經

濟成長率續升為5.17%。

國民生產毛額

國內生產毛額經加計國外要素所得淨

額後即為國民生產毛額。本年名目與實質

國外要素所得淨額分別較上年增加31.32%

及31.64%，主要為本行外匯存底孳息收入

及居民對外直接投資所得增加所致。本年

國民生產毛額按民國85年價格計算，全年

成長率為3.94%。

國民所得

本年名目國民所得較上年增加1.75%，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為新台幣 40萬 7,434元，

折合美金為1萬 1,841美元，略高於上年之

1萬 1,627美元。

(三)國內各業生產

產業成長

本年上半年因受 SARS疫情影響，導致各

業成長下挫，所幸在疫情結束後，景氣動

能加速回溫，三大業別(農業、工業及服務

業)除農業仍顯疲態外，工業及服務業溫和

成長。茲分別說明如下：

農業成長由正轉負

本年農業(包括農、林、漁、牧業)生

產，因上年加入WTO，市場自由化後，基

於成本考量，生產規模逐步調整，以致農

業生產轉趨保守，全年實質生產小幅衰退

0.22%。

工業生產和緩復甦

本年工業(包括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

造業、水電燃氣業及營造業)生產，上半年

在 SARS疫情衝擊下，需求明顯停頓，下

半年在國際景氣加速復甦之帶動下，需求

回升。本年全年工業生產成長 4.74%，略

低於上年之 5.04%。茲依四大類別說明如

下：

國內生產毛額、國民生產毛額與國民所得

年 /季

國內生產毛額 國民生產毛額

平 均 每 人名 目

（當期價格）

實 質

（85年價格）

名 目

（當期價格）

實 質

（85年價格）

金 額

（新台幣

億元）

年增率

（％）

金 額

（新台幣

億元）

年增率

（％）

金 額

（新台幣

億元）

年增率

（％）

金 額

（新台幣

億元）

年增率

（％）

國民生產毛額

（美元）

國民所得

（美元）

90年

91年

92年p

91年第1季

2

3

4

92年第1季

2

3

4p

95,066 -1.62 93,499 -2.18 96,980 -1.07 95,335 -1.64 12,876 11,637

2.5597,488 3.5996,856 12,916 11,6274.16100,030 99,2983.14

98,476 1.01 99,998 103,2131.78 13,1573.94101,8143.24 11,841

24,571 0.94 23,627 0.94 25,238 1.39 24,269 1.39 3,222 2,928

23,217 3.02 23,520 3.853.67 23,765 3.22 3,08224,046 2,770

3.7224,595 24,561 25,2755.21 4.61 25,214 3,3186.06 2,970

25,106 2.58 25,148 2,95925,7534.52 3,2943.41 5.3025,768

24,797 0.92 24,462 3.53 3,0283,32725,5602.77 5.3225,937

22,759 -1.97 24,303-0.0823,500 23,593 3,023 2,7141.07-0.72

25,182 2.39 25,588 4.18 25,759 2,9913.69 3,34326,1451.91

25,737 2.52 5.58 3,4643.00 27,20526,448 3,10826,5265.17

註：p：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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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礦業包含煤、

原油、天然氣及其他礦物採取業。由於營

建工程未見明顯好轉，加以政府強力取締

盜採沙石，以致成長率由上年的正成長

2.11%轉為負成長16.67%。

製造業 本年製造業因第 2季遭逢

SARS 疫情衝擊，生產頓挫，所幸在疫情

穩定控制後，伴隨國際景氣逐步復甦及電

子產品需求回溫之激勵下，接單順暢，本

年全年製造業成長僅由上年 6.26%略降為

5.82%。

若依22項製造業中分類的生產指數(以

民國 85年為基期)進一步觀察：有 15個行

業增產，其中增幅最大為精密器械業之

16.41%，主要係因數位相機及手機等消費

性電子新產品陸續推出，市場成長迅速所

致。第二大增幅為石油及煤製品業之

15.16%，主要係因下半年景氣加速復甦，

提振需求，加以業者積極開發海外市場，

煉油廠之產能利用率提高所致。第三大增

幅為運輸工具業之12.24%，主要係因汽車

廠以低利率積極促銷，加上歐元升值使輸

往歐洲比重高的汽機車零組件及自行車零

組件等需求明顯增加所致。至於衰退行業

有 7個，大抵為內需傳統產業及勞力密集

產業。減少幅度前三名的行業為：木竹製

品業衰退14.74 %、菸草業衰退7.90%，及

皮革毛皮業衰退6.40 %。其中木竹製品業

及皮革毛皮業因市場需求疲軟及產業外移

影響，導致成長衰退。而菸草業主要係因

我國加入 WTO 後，國產菸製品課徵健康

捐，致國產菸製品價格調升，需求降低所

致。

水電燃氣業 本年水電燃氣業因工

業恢復增產而成長，成長率由上年 2.18%

上升為4.63%。

營造業 雖然本年下半年房地產市

場已有回春跡象，惟因餘屋仍多，以致生

產面未見明顯提升，加以重大工程進展有

限，整體營造業生產衰退幅度擴大，由上

各 業 生 產 年 增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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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衰退2.86%擴大為衰退3.49%。

服務業成長平緩

本年服務業(包括批發、零售及餐飲

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金融保險及不動

產業、工商服務業、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

業與政府服務生產者)成長2.59%，略低於

上年之 2.79%，其中除批發、零售及餐飲

業在第2季受SARS疫情衝擊，一度呈現衰

退外，其餘行業大抵呈現小幅成長態勢。

各業別中以運輸倉儲及通信業成長4.17 %

最大，主要係因通信業務量不受 SARS疫

情影響，再加上下半年景氣回溫，運輸業

客貨量增加所致。至於社會服務及個人服

務業則持續成長2.98 %，主要係因醫療保

健、教育服務支出提高所致；金融保險及

不動產業持續成長2.97 %，主要受寬鬆貨

幣政策激勵，下半年股市、房市回溫，市

場交易量增加，相關手續費收入擴增所

致，惟前三項業別的成長幅度均低於上

年。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則在下半年SARS

疫情遠離後，消費信心漸增，全年成長由

上年的2.37%略升為2.94%；至於工商服務

業因景氣復甦漸入佳境，導致企業延宕已

久的服務業支出開始顯現，由上年的衰退

0.06%轉為正成長2.46%。此外，政府服務

業成長率則因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之執

行，以致成長率由上年的 1.83%上升為

2.05%。

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係以各業名目產值占當年名

目國內生產毛額(GDP)比重表示。本年農

業產值占 GDP的比重續由上年之1.86%降

為1.82 %；工業產值比重亦持續下降，由

上年的31.05%降為30.38%；服務業產值比

重則持續由上年之67.10%升至67.79%。

產業對經濟成長率之貢獻

各 業 生 產 年 增 率

單位：％

年(季)別

經濟

成長率

農、

林、

漁、

牧業

工 業

小 計

礦業

及土石

採取業

製造業 水電

燃氣業

營造業

服 務 業

批發、

零售

及

餐飲業

運輸

倉儲

及

通信業

金融

保險

及不動

產業

工商

服務業

社會

服務

及個人

服務業

政府

服務

生產者

小 計

90年 -2.18 -2.07 -5.97 -8.05 -5.73 1.06 -12.55 -0.11 -2.46 3.07 0.48 2.43 4.41 2.16

91年 3.59 4.73 5.04 2.11 6.26 2.18 -2.86 2.79 2.37 4.86 4.29 -0.06 4.17 1.83

92年P 3.24 -0.22 4.74 -16.67 5.82 4.63 -3.49 2.59 2.94 4.17 2.97 2.46 2.98 2.05

91年第1季 0.94 2.96 0.01 1.34 1.38 -1.94 -9.64 1.33 -0.42 3.49 3.72 -6.02 4.34 2.00

2 3.67 2.78 5.78 8.38 7.32 3.51 -4.68 2.64 1.87 3.90 4.37 0.24 4.21 2.21

3 5.21 5.93 7.47 5.64 8.61 2.77 1.17 3.95 3.96 6.17 6.13 1.46 4.12 1.47

4 4.52 7.19 6.68 -5.84 7.50 4.18 2.42 3.29 4.04 6.05 2.99 4.20 4.03 1.66

92年第1季 3.53 -1.54 6.57 -16.76 7.83 3.70 -0.38 2.23 3.11 5.50 1.50 2.10 3.37 2.10

2 -0.08 0.12 -0.68 -20.66 -0.04 1.46 -6.23 0.22 -1.02 1.60 2.98 2.13 1.47 1.93

3 4.18 1.72 5.20 -13.65 6.04 6.55 -3.21 3.69 4.25 4.41 4.85 2.35 3.41 2.14

4P 5.17 -0.96 7.64 -15.40 9.17 6.21 -3.94 4.11 5.10 5.01 2.57 3.18 3.60 2.02

註：p：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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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農、工、服務三大產業對經濟成

長之貢獻觀察：本年農業成長率由正轉

負，以致貢獻率亦由上年的正0.12個百分

點轉為負0.01個百分點。工業對經濟成長

之貢獻仍可維持1.60個百分點；其中，製

造業全年貢獻由上年1.71個百分點略降為

1.63個百分點；水電燃氣業貢獻由上年的

0.06個百分點上升為 0.12個百分點；營造

業之貢獻因生產面未見明顯提升衰退幅度

擴大，貢獻率由上年的負0.09個百分點擴

大為負0.10個百分點。至於礦業及土石採

取業受制於營造業生產衰退，加以政府強

力取締盜採沙石，以致貢獻率由上年的正

貢獻0.01個百分點轉為負貢獻0.04個百分

點。

本年服務業對經濟成長之貢獻雖不如

上年的1.80個百分點，惟其仍為支撐本年

經濟成長的主要來源，貢獻率為1.65個百

分點。其中仍以金融、保險、不動產業以

及批發、零售、餐飲業的貢獻較大。總括

而言，本年工業及服務業生產狀況雖一度

因 SARS疫情而重挫，惟下半年在國際景

氣加速復甦及內需市場升溫的帶動下，產

能得以推升，並維持本年經濟成長穩定擴

張，尤其製造業成長加速，對本年經濟成

長之貢獻升至50%。

(四)國內生產毛額之處分

民間消費

本年民間消費因失業率仍高，財富縮

水約制消費，惟因下半年景氣回溫，股票

市場恢復活絡，全年仍成長0.79%。其中，

前二季民間消費除受高失業率約制外，尚

有美伊戰事及 SARS疫情等不確定因素干

擾，消費意願薄弱，第 2季民間消費一度

轉為衰退 1.81%，下半年在美伊戰爭及

各業生產產值占 GDP比重

（按當期價格計算）

單位：％

年(季)別

合

計

農、

林、

漁、

牧業

工 業

小 計

礦業

及

土石

採取

業

製造業

水電

燃氣業

營造業

營造業

服 務 業

批發、

零售

及

餐飲業

運輸

倉儲

及

通信業

金融

保險

及

不動

產業

工商

服務業

社會

服務

及

個人

服務業

政府

服務

生產者

小 計

90年 100.0 1.95 31.09 0.40 25.57 2.20 2.92 66.96 19.29 6.90 20.49 2.83 10.13 10.64

91年 100.0 1.86 31.05 0.43 25.85 2.21 2.56 67.10 19.44 6.93 20.87 2.77 10.35 10.51

92年P 100.0 1.82 30.38 0.37 25.54 2.24 2.23 67.79 19.85 6.85 21.01 2.82 10.57 10.81

91年第1季 100.0 1.73 29.86 0.44 24.85 1.84 2.73 68.41 18.76 6.96 20.91 2.63 10.39 12.44

2 100.0 2.12 30.53 0.44 25.27 2.03 2.80 67.35 19.32 7.14 22.08 2.72 10.47 9.84

3 100.0 1.75 31.97 0.42 26.41 2.77 2.37 66.28 18.89 7.02 20.74 2.88 10.49 10.37

4 100.0 1.84 31.78 0.43 26.80 2.20 2.36 66.37 20.76 6.63 19.83 2.86 10.06 9.38

92年第1季 100.0 1.70 29.69 0.38 24.98 1.89 2.44 68.61 19.17 6.84 20.81 2.66 10.65 12.64

2 100.0 2.22 29.60 0.38 24.62 2.16 2.44 68.18 19.50 6.78 22.96 2.84 10.83 10.34

3 100.0 1.61 31.35 0.36 26.24 2.66 2.09 67.04 19.31 6.97 20.91 2.89 10.61 10.63

4P 100.0 1.81 30.80 0.37 26.22 2.22 1.99 67.39 21.35 6.79 19.58 2.89 10.21 9.64

註：p：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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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疫情結束後，消費者信心開始回穩，

第4季股市回春，民間消費成長2.46%。

若就民間消費型態觀察，本年民間食

品消費成長率由上年的 1.10%上升為

1.84%；而非食品消費成長率則由上年的

2.27%下降為 0.45 %。其中，以家庭器具

及設備、燃料與燈光、醫療及保健三項成

長最大，主要係因所得提高、資訊發達，

電腦、網路、行動電話等資訊設備日益普

及，帶動家庭設備比重提高。而燃料與燈

光支出增加，主要係因國際原油價格上

揚，推升各類燃料費用提高。至於醫療及

保健支出增加，主要係因國人平均壽命延

長，衛生保健觀念增強所致。本年民間消

費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按當期價格計

算）仍為各項處分的最大項，達62.82%，

惟因成長率不如上年，以致其對經濟成長

的貢獻由上年的 1.23個百分點下降為0.48

個百分點。

政府消費

本年因政府推動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

畫，致政府消費小幅成長 0.83%，擺脫前

兩年的衰退頹勢。由於本年政府消費成長

率由負轉正，以致其對經濟成長的貢獻亦

由上年的負0.02個百分點，轉為正0.10個

百分點，而其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亦較

上年微升。

資本形成

本年固定資本形成雖仍為負成長，惟

因民間投資第 4季大幅回升，其衰退幅度

由上年的負成長 2.13%縮減為負成長

1.60%，對經濟成長之貢獻亦由上年的負

貢獻0.41個百分點好轉為負貢獻0.29個百

分點。此外，本年固定資本形成占國內生

產毛額的比重則由上年的 17.73%略降為

17.51%。

就購買主體(細分為民間投資、政府投

資及公營事業投資)觀察，上半年民間投資

各業生產對經濟成長之貢獻

單位：百分點

年（季）

別
合計

農、

林、

漁、

牧業

工 業

小 計

礦業及 製造業 水電 營造業

服 務 業

批發、 運輸 金融 工商 社會服務 政府

小 計土石

採取業
燃氣業

零售及

餐飲業

倉儲及

通信業

保險及

不動產業
服務業

及個人

服務業

服務

生產者

90年 -2.18 -0.05 -2.06 -0.02 -1.62 0.03 -0.45 -0.07 -0.43 0.24 0.09 0.06 0.37 0.20

91年 3.59 0.12 1.68 0.01 1.71 0.06 -0.09 1.80 0.41 0.40 0.85 0.00 0.38 0.18

92年P 3.24 -0.01 1.60 -0.04 1.63 0.12 -0.10 1.65 0.51 0.35 0.59 0.06 0.27 0.20

91年第1季 0.94 0.07 0.00 0.00 0.37 -0.05 -0.32 0.87 -0.07 0.31 0.75 -0.16 0.40 0.19

2 3.67 0.07 1.89 0.02 1.95 0.08 -0.16 1.71 0.32 0.33 0.90 0.01 0.37 0.22

3 5.21 0.13 2.59 0.01 2.46 0.08 0.04 2.49 0.65 0.49 1.18 0.04 0.38 0.15

4 4.52 0.19 2.22 -0.01 2.06 0.11 0.07 2.11 0.74 0.48 0.57 0.11 0.36 0.16

92年第1季 3.53 -0.04 2.11 -0.04 2.07 0.09 -0.01 1.46 0.54 0.50 0.31 0.05 0.32 0.20

2 -0.08 0.00 -0.21 -0.05 -0.01 0.03 -0.19 0.13 -0.16 0.13 0.58 0.05 0.12 0.18

3 4.18 0.04 1.84 -0.03 1.79 0.18 -0.09 2.30 0.69 0.35 0.94 0.06 0.31 0.21

4P 5.17 -0.03 2.58 -0.04 2.58 0.16 -0.12 2.62 0.93 0.40 0.49 0.08 0.32 0.19

註：p：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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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美伊戰事及 SARS疫情等不確定因素影

響，民間投資觀望不前，第 2季更大幅衰

退 11.49%。至第 3季上述不確定因素雖然

消失，惟民間投資動能僅侷限於少數光電

等科技產業，未能全面擴張，以致民間投

資仍呈衰退，而第 4季則因國際景氣復甦

加速，國際資訊電子大廠訂單挹注，經濟

前景明朗，民間投資信心快速加溫，第 4

季成長率高達二位數，惟受制於之前的負

成長，以致全年民間投資仍呈小幅衰退

0.70%，對經濟成長貢獻亦呈負數。此外，

公共投資因重大工程進展有限，且主要事

業單位民營化在即，擴充速度減緩，致政

府投資及公營事業投資均呈衰退，對經濟

成長之貢獻亦為負數。

就固定投資的資本財型態(細分為營建

工程投資、運輸工具投資、機器及設備投

資)觀察，營建工程投資因整體營造業生產

衰退幅度擴大，致營建工程投資衰退幅度

由上年的負成長 1.05 %擴大為負成長

3.67%；運輸工具投資因民航機進口擴增

及營業用車輛購置增加，由上年衰退

12.41%轉為成長 4.02%。機器設備投資因

前三季民間投資動能薄弱，雖然第 4季大

幅好轉，但全年合計仍呈小幅衰退0.68%，

惟衰退幅度已較上年1.55%縮減。

對外貿易

本年年初雖然主要工業國家經濟前景

並不明朗，惟受惠於亞洲區域內貿易持續

活絡，我國對外貿易仍能維持榮景，惟第

2季因亞洲地區均受SARS疫情衝擊，區域

內貿易受挫，連帶拖累我國對外貿易成長

的擴張速度。其後隨 SARS疫情消弭，亞

洲區域內貿易再度蓬勃發展，我國對外貿

易成長逐漸恢復，復以國際景氣復甦加

速，有效推升世界貿易量成長，電子、機

械、基本金屬及精密儀器等產品需求轉

強，我國對外貿易持續擴張，全年海關出

各項支出實質成長率

單位：%

對國內生產

毛額之支出
民間消費 政府消費

國內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小計 民間 公營 政府

90年 -2.18 1.04 -1.02 -20.61 -29.17 4.05 -4.77 -7.77 -13.87

91年 3.59 1.99 -0.20 -2.13 2.50 -2.31 -13.14 9.98 5.84

92年p 3.24 0.79 0.83 -1.60 -0.70 -5.54 -1.82 10.49 7.56

91年第1季 0.94 1.70 -0.09 -13.90 -15.52 -6.92 -11.84 1.68 -6.70

2 3.67 2.29 -0.59 -5.77 -5.05 5.03 -12.01 9.91 3.20

3 5.21 2.47 -0.66 8.20 17.84 8.85 -12.92 17.87 18.82

4 4.52 1.49 0.48 2.71 16.46 -9.17 -15.23 10.91 8.94

92年第1季 3.53 0.63 0.91 -0.71 1.31 -6.24 -4.29 10.86 11.68

2 -0.08 -1.81 -0.33 -10.18 -11.49 -6.75 -8.26 3.16 -1.27

3 4.18 1.73 1.86 -3.43 -5.11 -2.88 1.18 10.53 2.99

4p 5.17 2.46 0.85 6.72 11.92 -6.10 3.21 17.05 17.25

年（季）別
商 品 及

服務輸出

減：

商 品 及

服務輸入

註：p：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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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美元計價）增加10.45%，進口（美元

計價）亦因出口引申需求及上半年國際原

物料價格上揚而增加13.09%。由於進口增

幅大於出口增幅，出超由上年的180.67億

美元縮減為169.82億美元。若併計服務貿

易與剔除物價因素，本年商品及服務輸

出、入(以下簡稱輸出、輸入)實質成長率

（新台幣計價）分別由上年的 9.98%及

5.84%上升為10.49%及7.56%，貿易順差則

由上年的 208.49億美元下降為 206.37億美

元。

就輸出各季成長率來看，除第 2季因

SARS 疫情掣肘，出口擴張速度減緩，致

併計服務後僅小幅成長 3.16%外，其餘各

季成長率皆高於10%，第4季成長率更高達

17.05%。至於輸入部分，除第 2季因出口

各項支出占 GDP比重

（按當期價格計算）

單位：％

對國內生產

毛額之支出
民間消費 政府消費

國內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小計 民間 公營 政府

90年 100.00 63.56 13.05 18.74 11.49 2.41 4.84 -1.05 50.91 45.21

91年 100.00 63.08 12.64 17.73 11.32 2.27 4.13 -0.86 53.81 46.40

92年p 100.00 62.82 12.81 17.51 11.27 2.15 4.09 -0.35 58.11 50.90

91年第1季 100.00 66.36 13.27 15.22 10.22 1.49 3.52 -3.00 48.50 40.36

2 100.00 61.57 12.12 18.56 11.98 2.10 4.48 0.57 56.85 49.66

4 100.00 59.29 12.73 19.79 11.77 3.49 4.53 -0.99 56.43 47.26

92年第1季 100.00 66.16 13.36 15.14 10.35 1.40 3.39 -1.03 53.21 46.84

2 100.00 61.61 12.41 17.28 11.00 2.02 4.26 1.07 59.43 51.81

3 100.00 64.29 12.63 16.49 10.58 1.89 4.02 -0.76 57.25 49.89

4p 100.00 59.25 12.81 20.99 13.06 3.23 4.70 -0.55 62.49 54.98

年(季)別
商 品 及

服務輸出

減：

商 品 及

服務輸入

存貨增加

3 100.00 65.09 12.42 17.34 11.35 1.98 4.01 0.05 53.57 48.48

註：p：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各項支出對經濟成長之貢獻

單位：百分點

對國內生產

毛額之支出
民間消費 政府消費

國內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小計 民間 公營 政府

90年 -2.18 0.62 -0.12 -4.92 -4.78 0.10 -0.24 -0.51 -4.35 -7.10

91年 3.59 1.23 -0.02 -0.41 0.30 -0.06 -0.65 0.16 5.26 2.63

92年p 3.24 0.48 0.10 -0.29 -0.08 -0.13 -0.08 0.56 5.87 3.48

91年第1季 0.94 1.12 -0.01 -2.52 -1.93 -0.12 -0.47 -1.52 0.88 -3.00

2 3.67 1.37 -0.07 -1.19 -0.67 0.11 -0.63 -0.35 5.49 1.56

3 5.21 1.59 -0.08 1.45 1.91 0.18 -0.64 1.44 8.71 7.89

4 4.52 0.87 0.06 0.57 1.81 -0.40 -0.85 1.04 5.98 4.01

92年第1季 3.53 0.42 0.09 -0.11 0.14 -0.10 -0.15 2.25 5.71 4.83

2 -0.08 -1.06 -0.04 -1.91 -1.40 -0.15 -0.37 0.45 1.86 -0.62

3 4.18 1.08 0.22 -0.63 -0.61 -0.06 0.05 -0.82 5.75 1.42

4p 5.17 1.39 0.11 1.38 1.46 -0.23 0.15 0.43 9.92 8.05

年(季)別
商 品 及

服務輸出

減：

商 品 及

服務輸入

存貨增加

註：p：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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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減緩，導致進口引申需求衰退外，其

餘各季則在出口擴大及內需回穩下穩定成

長。

（五）國民儲蓄

本年國民儲蓄率(儲蓄毛額占國民生產

毛額的比率)由上年的 25.34%略升為

25.96%，主要因失業率仍處高檔，財富效

果約制民間消費支出，導致國民消費(民間

消費與政府消費之名目值合計)增幅

（0.89%）較名目國民生產毛額之增幅

（1.78%）縮減所致。

國民儲蓄毛額與國內投資毛額相抵後

的差額，即為超額儲蓄。我國因長年都有

貿易順差，因此一向均有正的超額儲蓄，

本年仍與往年相同，超額儲蓄高達 9,537

億元。此外，由於本年國內投資毛額成長

幅度小於國民儲蓄毛額，也使得本年超額

儲蓄率(即超額儲蓄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

率)自上年的8.90%上升為 9.37%。

儲 蓄 與 投 資

國民儲蓄毛額 國民投資毛額

金 額

（億元）

儲蓄率

（%）

金 額

（億元）

儲蓄率

（%）

90年 23,228 23.95 16,822 17.35

91年 25,347 25.34 16,442 16.44

92年p 26,434 25.96 16,898 16.60

91年第1季 5,457 21.62 3,003 11.90

2 6,440 27.10 4,442 18.69

3 5,991 23.70 4,275 16.92

4 7,459 28.96 4,722 18.33

92年第1季 6,012 23.18 3,498 13.49

2 6,528 27.67 4,178 17.71

3 6,160 23.92 3,961 15.38

4p 7,733 29.15 5,260 19.83

年（季）別

超 額 儲 蓄

金 額

（億元）

儲蓄率

（%）

6,406 6.61

8,905 8.90

9,537 9.37

2,454 9.72

1,998 8.41

1,716 6.79

2,737 10.63

2,514 9.69

2,350 9.96

2,199 8.54

2,475 9.32

儲 蓄 率 與 投 資 率
儲蓄率投資率

3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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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0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