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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經濟篇

一、概述

(一)國際經濟情勢

本年全球經濟表現較上年亮麗，主

要係因美國經濟持續強勁成長，帶動其

他國家出口及經濟活動大幅擴增；以及

東亞國家之經濟脫離金融風暴之陰霾，

陸續快速復甦所致。根據國際貨幣基金

( I M F )估計，本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

3 . 0 %， 高於上年之2 . 5 %；先進經濟體之

實質成長率由上年之 2 . 2 %升為本年之

2 . 8 %；新興經濟體由3 . 2 %升為3 . 5 %，其

中亞洲新興經濟體由上年之 3 . 7 %升為本

年之 5 . 3 %，經濟轉型國家由上年之負

0 . 2 %提升為本年之0.8 %，而拉丁美洲新

興經濟體則由上年之 2 . 2 %降為本年之

0 . 1 %。主要先進經濟體之失業情況，如

美國、歐元區、英國、加拿大等均有改

善，惟日本失業情況則持續惡化。經常

帳收支方面，美國經常帳逆差持續擴

大，且創歷史新高，英國經常帳由順差

轉呈逆差，日本、韓國、及歐元區續呈

順差，惟順差之規模已告縮小，而拉丁

美洲新興經濟體與經濟轉型國家之經常

帳收支雖呈逆差，但較上年改善。物價

方面，本年全球(經濟轉型國家除外)消費

者物價普呈穩定之勢，主要係因： ( 1 )各

國貨幣當局之貨幣政策均以降低通貨膨

脹為首要目標，且對貨幣政策之運用愈

趨成熟； ( 2 )技術創新，生產力大為提

高，勞動成本平穩； ( 3 )企業活動的全球

化，尤其在市場競爭、自由貿易及解除

管制三方面的進展，使商品及服務市場

競爭更為激烈，也使得物價不易拉抬；

以及( 4 )國際農工原料價格除石油價格大

幅上升外，均維持低檔。其中先進經濟

體消費者物價上漲率由上年之 1 . 5 %略降

為本年之1 . 4 %，亞洲新興經濟體由 8 . 0 %

降為3 . 1 %，拉丁美洲新興經濟體由1 0 . 6 %

降為9 . 8 %，經濟轉型國家則由2 0 . 9 %上升

為3 9 . 3 %。本年世界貿易量成長率由上年

之3 . 6 %略升為本年之 3 . 7 %，主要係因亞

洲新興經濟體普遍復甦，以及美國經濟

持續強勁成長。　　　

1. 先進經濟體經濟概況

本年先進經濟體各國經濟活動持續

擴充，惟擴充幅度差距懸殊，但物價均

相當穩定，經常帳收支除美國以及英國

等呈現逆差外，其餘國家均呈順差，主

要國家(日本除外)財政收支頗有改善，主

要係因各國景氣持續上升，股市繁榮，

賦稅收入增加與政府因國營企業民營化

而釋出公股，以及美國與歐元區控制財

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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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國而言，本年其經濟活動，持

續大幅擴充，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

為4 . 1 %，接近上年之 4 . 3 %，主要係因：

( 1 )失業率降低、個人實質所得增加、股

價攀升以及消費者信用擴大等，使得國

內個人消費支出持續大幅增加； ( 2 )日本

需求疲弱以及歐洲股債市趨升，使得美

國企業自歐日獲得之融資成本下降，乃

積極從事設備與住宅之投資； ( 3 )科技創

新，生產力持續提高；以及 ( 4 )通貨膨脹

溫和。由於經濟活動持續擴充，致失業

情況續獲改善，全年失業率由上年之

4 . 5 %降為4 . 2 %，為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

以來之最低記錄。物價方面，雖然美國

勞動市埸緊俏以及資產價格持續攀升，

但因企業持續提升生產力，單位勞工成

本平穩，以及聯邦準備理事會於本年六

月、八月及十一月調升利率等因素之影

響，物價上漲幅度尚屬溫和，全年消費

者物價上漲率為 2 . 2 % ，高 於上年之

1 . 6 %，躉售物價上漲率為 1 . 8 %，亦高於

上年之負 0 . 9 %。本年經常帳逆差高達

3 , 3 8 9億美元，創歷史新高，較上年增加

5 3 . 7 %，主要係因主要貿易伙伴如日本等

之經濟持續疲弱不利美國出口，以及美

國市場需求強勁等因素之影響，以致貿

易收支惡化。財政收支則呈 1 , 2 2 7億美元

之盈餘，較上年增加7 7 . 3 %，主要係因美

國經濟持續強勁成長，股市持續熱絡以

及美國府會有效抑制政府支出。

日本經濟本年上半年持續復甦，但下

半年轉呈衰退，能否擺脫衰退之困局，

仍不明朗。本年民間消費支出持續疲弱

不振，企業設備與住宅投資亦呈減少，

但因公共支出增加，致本年實質國內生

產毛額成長率達 0 . 3 %，較上年之負2 . 5 %

略有改善。本年失業情況持續惡化，主

要係因日本企業進行重整造成就業機會

減少等不利因素之影響，全年失業率為

4 . 7 %，高於上年之4 . 1 %。本年物價雖受

原油價格持續上漲，帶動石油相關製品

價格上漲之負面影響，但因國內需求持

續低迷不振以及日圓強勁升值，使得全

年消費者物價上漲率為負 0 . 3 %，低於上

年之0 . 6 %，而全年躉售物價指數上漲率

為負3 . 4 %，低於上年之負 1 . 6 %。本年經

常帳順差為 1 , 0 7 1億美元，較上年減少

2 2 . 7 %，主要係因本年日圓強勁升值以及

原油價格持續上漲，使得貿易收支順差

較上年縮小。

歐元區係由本年一月一日實施單一

通貨歐元的歐盟 11個會員國 (包括德國、

法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

、奧地利、西班牙、葡萄牙、芬蘭、愛

爾蘭等11國)所組成。本年本區各會員國

除調整其制度與社會經濟結構以因應全

球經濟之整合及技術快速變化所形成之

挑戰與商機外，更加強彼此間經濟與貨

幣之整合工作，如 ( 1 )調和各會員國間財

政政策、賦稅課稅方法以及社會福利等

方面之差異； ( 2 )加強貨幣政策及預算之

合作，期以因應景氣循環之變動及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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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以及 ( 3 )增強經濟之伸縮性，特別

是勞動市場，以期降低失業率及為歐元

區之經濟成長奠定長久良好的基礎。本

年歐元區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為

2 . 2 %，主要係因民間消費支出旺盛，固

定資本投資增加，以及歐元貶值，使得

出口部門恢復成長。本年歐元區失業率

為1 0 . 0 %，低於上年之1 0 . 9 %，主要係因

各會員國進行結構性改革致使產業升級

。本年歐元區之物價雖受國際石油價格

大幅上揚之不利影響，但因企業生產力

上升、勞工成本下降以及公營事業民營

化增強市場競爭力等因素之影響，物價

維持穩定，全年消費者物價上漲率為1 . 1 %

，與上年相同，仍低於歐洲中央銀行所

訂的控制目標 2 . 0 %。經常帳收支順差為

4 6 1億美元，較上年減少 3 0 . 0 %，主要係

因進口石油價格大幅上漲，以及歐元貶

值，使進口商品價格揚升，以致本年貿

易收支順差縮小。

英國本年經濟持續成長，惟擴充力

道趨緩，主要係因自九月以來英格蘭銀

行為防範通貨膨脹採行緊縮性貨幣政

策，政府縮減財政支出，以及對亞洲輸

出疲弱不振。本年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

長率為1 . 9 %，略低於上年之 2 . 1 %。本年

失業情況續獲改善，主要係因工業生產

增加，全年失業率為 4 . 3 %，低於上年之

4 . 7 %。本年物價續趨揚升，主要係因原

油價格持續上漲，薪資攀升，汽車保費

與房價成本增高，影響所及，全年消費

者物價上漲率為 2 . 3 %，惟仍低於英格蘭

銀行設定的2 . 5 %目標及上年之 2 . 7 %；全

年躉售物價上漲率為 1 . 2 %，高於上年之

0 . 5 %。本年經常帳逆差1 8 9億美元，而上

年則呈2 4億美元順差，主要係因英鎊雖

對美元貶值，但對其他通貨則呈升值走

勢，致貿易收支惡化。

2. 新興經濟體經濟概況

(1) 亞洲新興經濟體

亞洲新興經濟體於一九九七年及一

九九八年在總體經濟及金融市場發生嚴

重的危機，其中受害最嚴重的經濟體為

印尼、韓國、馬來西亞、泰國以及菲律

賓等國。惟本年亞洲新興經濟體 (印尼除

外)已陸續快速復甦，主要係因本區： ( a )

採行寬鬆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刺激內

需；( b )進行結構性改革，如強化銀行資

本結構、加強金融監理體系與企業重整

，以及實施社會安全網，改善風險管理

等；( c )部分國家獲得國際機構 (特別是國

際貨幣基金 )龐大經援；( d )各國匯率水準

較風暴前更具競爭力，使得本區各國之

出口普遍增加；以及 ( e )外資陸續回流。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估計，本年亞洲新興

經濟體之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為5 . 3 %

，高於上年之 3 . 7 %。本年物價走勢趨於

穩定，全年通貨膨脹率為 3 . 1 %，低於上

年之8.0%。

就本區韓國而言，本年其經濟活動

大幅擴充，主要係因民間投資與消費支

出大幅增加，以及出口需求旺盛，致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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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需求大幅增加。影響所及，本年韓國

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為1 0 . 7 %，而上

年則為負 5 . 8 %。本年失業率因經濟活動

大幅擴充而獲得改善，全年失業率為6 . 3 %

，低於上年之 6 . 8 %。物價方面，本年物

價雖受國際原油價格上升及調漲公用事

業費率等之不利影響，但因韓元匯率平

穩，以及農產品價格大幅滑落，以致本

年物價頗為穩定，全年消費者物價上漲

率為0 . 8 %，遠低於上年之 7 . 5 %，躉售物

價之上漲率為負2 . 1 %，遠低於上年之1 2 . 2 %

。本年經常帳順差縮小為 2 6 0億美元，較

上年減少3 6 . 0 %，主要係因進口增幅( 2 8 . 3 % )

遠大於出口增幅(9.0%)。

新加坡本年經濟強勁成長，主要係

因國內需求大幅增加。影響所及，本年

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為 5 . 4 %，高於

上年之0 . 4 %。本年新加坡之失業率因經

濟活動擴大而續有改善，全年失業率為

3 . 0 %，低於上年之 3 . 2 %。本年物價維持

平穩走勢，全年消費者物價上漲率為 0 . 4

%，而上年下跌0 . 3 %，躉售物價上漲率為

2 . 8 %，而上年下跌 3 . 1 %。在對外貿易方

面，本年貿易收支呈現順差 3 6億美元，

較上年減少5 5 . 8 %，主要係因國內需求旺

盛，使得進口增幅 ( 1 0 . 8 % )大於出口增幅

(5.7%)。

中國大陸本年經濟雖採行擴張性的

財政政策，從事建設基礎設施，同時降

低存款準備率，並進行結構性改革 (包括

加強改善國營企業及金融部門等 )，但因

民間需求疲弱，通貨緊縮壓力，以及資

本流入減緩等因素之不利影響，致經濟

成長趨緩，本年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長

率由上年之7 . 8 %降為7 . 1 %。本年失業率

為3 . 1 %，略低於上年之 3 . 5 %。消費者物

價亦續趨下跌，主要係因國內需求疲弱

，全年消費者物價下跌 2 . 9 %，而上年則

下跌2 . 6 %。在對外貿易方面，本年對外

貿易續呈順差 2 9 2億美元，較上年減少

3 2 . 3 %，主要係因進口增幅( 1 7 . 9 % )大於出

口增幅(6.1%)。

香港本年經濟活動強勁成長，主要

係因輸出需求旺盛，消費與投資恢復成

長，本年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為

2 . 9 %，而上年則為負 5 . 1 %。本年失業率

因國內總合需求仍然疲弱不振而惡化，

全年失業率為 6 . 1 %，高於上年之 4 . 4 %。

消費者物價亦呈大幅下跌走勢，全年上

漲率為負3 . 3 %，而上年為正2 . 6 %。在對

外貿易方面，由於輸出旺盛，使得本年

貿易收支逆差由上年之 1 0 5億美元縮減為

56億美元。

馬來西亞本年經濟活動大幅擴充，

主要係因公共支出擴增、出口需求旺盛

，以及消費支出恢復增加，本年實質國

內生產毛額成長率為 5 . 4 %，而上年則為

負7 . 5 %。本年失業率因經濟活動擴大而

有所改善，全年失業率為 3 . 0 %，低於上

年之3 . 2 %。本年物價平穩，主要係因製

造業產能過剩，全年消費者物價上漲率

為2 . 8 %，遠低於上年之 5 . 3 %。對外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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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本年貿易收支續呈鉅額順差 1 9 0億

美元，較上年增加23.6%。

泰國本年經濟強勁成長，主要係因

泰國政府實施減稅並擴大公共支出，採

行低利率政策，以及鄰近國家景氣回升

，使得泰國輸出活絡，本年實質國內生

產毛額成長率為4 . 0 %，而上年為衰退1 0 . 4 %

。本年失業率為4 . 1 %，略高於上年之4 . 0 %

。本年泰國物價雖受國際原油價格上漲

及泰銖貶值之不利影響，但因食品供給

充沛，物價仍維持穩定，全年消費者物

價上漲率為0 . 3 %，遠低於上年之 8 . 1 %，

而躉售物價上漲率為負 6 . 5 %，上年則為

1 3 . 7 %。在對外貿易方面，本年泰國對外

貿易續呈順差8 9億美元，較上年減少2 7 . 3 %

，主要係因進口增幅 ( 1 7 . 7 % )大於出口增

幅(7.4%)。

(2) 拉丁美洲新興經濟體

拉丁美洲新興經濟體各國之間的經

濟表現相差懸殊，其中巴西及墨西哥之

經濟呈現復甦，其餘國家經濟仍處艱困

。就本區全體而言，其經濟呈低迷不振

之勢，主要係因總體經濟不健全 (特別是

財政方面)。根據國際貨幣基金估計，本

區實質國內生產產毛額成長率為0.1% ,低

於上年之2 . 2 %。本年通貨膨脹率為 9 . 8 %

，低於上年之 1 6 . 7 %。就本區之巴西而

言，本年其經濟受上年八月俄羅斯金融

危機，以及本年元月採行浮動匯率，使

得巴西幣大幅貶值，通貨膨脹隱然成形

之不利影響，但因巴西政府堅定執行金

融穩定政策，嚴格控制財政支出並提高

賦稅收入，改革國營企業，以及分別自

美洲開發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取得貸款

等有利影響，其經濟惡化情況已逐漸紓

緩。根據國際貨幣基金估計，巴西實質

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為負 1 . 0 %，低於上

年之0 . 2 %；本年消費者物價上漲率亦控

制在目標值之內，全年消費者物價之上

漲率為4 . 6 %，略高於上年之 3 . 8 %。墨西

哥本年經濟雖受債務負擔龐大及銀行部

門脆弱(如獲利能力低、逾期放款比率高

以及資本適足率低等 )等之不利影響，但

因石油價格回升，獲得國際貨幣基金 4 0

億美元貸款，美國經濟強勁成長，帶動

出口需求旺盛，以及民間消費需求活

絡，致本年經濟維持穩健成長。根據國

際貨幣基金估計，本年墨西哥實質國內

生產毛額成長率為3 . 0 %，低於上年之4 . 8 %

。本年墨西哥物價大幅上漲，主要係因

國內需求旺盛，全年消費者物價上漲率

為1 7 . 1 %，略高於上年之 1 6 . 7 %。阿根廷

本年經濟嚴重衰退，主要係因民間消費

支出不振，投資需求衰退，以及輸出疲

弱，致總合需求大幅減少。影響所及，

本年阿根廷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為

負3 . 0 %，遠低於上年之 3 . 9 %；物價則因

國內需求低迷不振而呈下跌走勢，全年

消費者物價下跌0 . 8 %，而上年則上漲0 . 9 %

。其餘國家如委內瑞拉、厄瓜多爾以及

哥倫比亞之經濟均嚴重衰退。委內瑞拉

本年經濟雖在石油價格上漲的帶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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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對外貿易及財政狀況獲得改善，但

其公共部門財政赤字仍占其國內生產毛

額之比率高達 5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估

計，其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為負7 . 6 %

，低於上年之負 0 . 7 %，而其消費者物價

上漲率則大幅下降，由上年之 3 5 . 8 %降為

2 4 . 4 %。厄瓜多爾在通貨膨脹率大幅上升

、銀行遭受困境以及財政不健全的情況

下，其經濟特別脆弱，必須嚴格控制貨

幣供給，並確實執行結構性改革，始能

改善經濟。哥倫比亞經濟則在失業率( 2 0 % )

居高不下，披索貶值以及金融體系不安

定的影響下，其經濟亦呈衰退。

(3) 經濟轉型國家

俄羅斯於一九九八年八月發生金融

危機，嚴重影響本年本區其他國家之發

展，惟本區各國採取的因應政策以及肆

應能力不同，使得本區各國經濟表現相

差懸殊，如俄羅斯、波蘭、阿爾巴尼亞

、波士尼亞、匈牙利等國經濟表現尚稱

良好，而烏克蘭等國經濟表現欠佳。根

據國際貨幣基金估計，本年經濟轉型國

家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為 0 . 8 %，而

上年為負0 . 2 %。就本區俄羅斯而言 ,本年

其經濟深受政治不確定，盧布大幅貶值

，資本嚴重外流以及外國直接投資急劇

下降等不利因素影響，但因工業生產增

加，石油價格上升使得經常帳順差與政

府收入大幅增加，獲得國際貨幣基金之

貸款，以及從事結構性改革等有利因素

之影響，經濟已脫離衰退。根據國際貨

幣基金估計，本年俄羅斯實質國內生產

毛額成長率為零，而上年則為負 4 . 6 %。

全年消費者物價上漲率為8 8 %，高於上年

之2 8 %。烏克蘭本年經濟雖因採取一些措

施改善賦稅收入與控制財政支出，維持

穩健的貨幣政策並積極改善銀行呆帳問

題，但其貨幣仍然大幅貶值，財政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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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仍然不佳。根據國際貨幣基金估計

，本年其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為負

2 . 5 %，而上年則為負 1 . 7 %；本年消費者

物價上漲率為 2 6 %，高於上年之 11 %。

保加利亞雖然國內遭受嚴重的經濟問題

，輸出減少，經常帳逆差擴大，但因採

行穩健的總體經濟政策及進行結構性改

革，本年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為1 . 5 %

，低於上年之 3 . 5 %；全年消費者物價上

漲率為負1.0%，遠低於上年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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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經濟情勢

本(八十八)年國內經濟表現良好，達

成穩定與成長兼顧的佳績。由於美國經

濟持續榮景，東亞各國亦擺脫金融風暴

的陰霾景氣明顯回升，帶動我國出口快

速擴張；加以政府推動擴大內需方案，

公共投資顯著增長，以及電信市場開放

效益顯現，國內經濟穩健復甦。其間，

雖然不幸發生百年僅見的九二一大地震

，造成國人生命財產嚴重損失，惟產業

充分發揮韌性，景氣在短暫中輟後迅速

恢復動能，因此，本年經濟成長率升至

5 . 6 7 % (八十七年為4 . 5 7 % )，在全球排名第

六(八十七年為第十六)。平均每人國民生

產毛額為 1 3 , 2 4 8美元，較八十七年增加

915美元。

本年我國國際收支經常帳呈順差5 8 . 6

億美元，資本帳呈逆差 1 . 7億美元，金融

帳呈淨流入1 3 0 . 4億美元，全年對外收支

呈順差1 8 5 . 9億美元，創1 2年來新高，反

映於中央銀行準備資產的增加。經常帳

方面，商品貿易因美國經濟強勁擴張及

東亞經濟復甦，帶動我國出口強勁擴張

；進口因出口活絡及擴大內需，帶動國

內投資回升，亦顯著成長；全年商品貿

易順差1 5 2 . 9億美元；勞務收支因三角貿

易淨匯入款減少，逆差增為9 9 . 1億美元，

創歷年新高；所得帳因外匯存底累增，

且國際美元利率走高，央行外匯孳息收

入增加，致順差增為2 6 . 7億美元；經常移

轉因贍家匯出款增加，逆差增為2 1 . 9億美

元。資本帳方面，本年因移民匯出款減

少，致逆差減少。金融帳方面，全年淨

流入額達1 3 0 . 4億美元，創歷年淨流入最

高紀錄，並首次超過經常帳順差，主要

係因外人投資國內證券大幅增加所致。

物價方面，雖然本年三月以來國際

油價攀升，基本金屬、紙漿等國際農工

原料價格亦觸底回升，惟受我國關稅稅

率調降及新台幣升值影響，本年以新台

幣計價之進口物價年增率為負 4 . 1 0 %；加

以薪資漲幅減緩，勞動生產力提高，單

位勞動成本下降；房地產市場低迷，房

租漲幅有限；電信市場開放，通訊費率

走低，因此，本年消費者物價僅上漲0 . 1 8 %

，核心消費者物價上漲1 . 1 6 %，均相當平

穩。

政府收支方面，本年度 (八十八會計

年度)由於政府為激勵亞洲金融風暴衝擊

後國內低迷之景氣，實施「擴大內需方

案」，並加強預算執行效率，致支出規模

擴大；至於稅課收入，因部分企業財務

危機及房地產市場不景氣，致證券交易

稅及土地增值稅減少，營業盈餘及事業

收入則因上年度若干省營事業陸續完成

民營化，導致收入下降；收支相抵，政

府收支差絀8 0 7億元，收支差絀占支出之

比率為3 . 9 0 %。為挹注差絀及因應以前年

度債務還本之需，本年度政府融資性收

入為2 , 3 2 0億元，其中以向金融機構借款

及發行公債為主，分別占融資性收入之



13

5 4 . 5 3 %及3 3 . 4 1 %。本年度債務依存度滑

落至9 . 8 7 %，顯示政府支出對融資性收入

之依賴持續減輕；惟因以前年度債務邁

入償債高峰期，且九二一震災重建支出

龐大，致本年十二月底政府債務餘額占

前三年度國民生產毛額平均數達 3 0 . 3 9 %

，較本年六月底之28.89%顯著上揚。

就業市場方面，本年失業率為 2 . 9 2

%，創民國五十六年以來新高，主要因景

氣尚屬初步復甦階段、內需不強；且產

業結構轉型，造成勞動市場供需失衡；

外勞引進，減少本國勞工的就業機會，

以及9 2 1震災造成災區就業情況惡化所致

。惟與亞洲其他國家比較，我國失業率

仍處相對較低水準。由於物價平穩，失

業情勢尚屬溫和，因此，本年民生痛苦

指數為3 . 1 %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0 . 2 %與失

業率2 . 9 %之合計)，在世界主要國家中表

現最佳。惟本年勞動力參與率遞減至

5 7 . 9 3 %，為民國七十二年以來之最低水

準。至於受雇員工薪資與生產力，由於

景氣尚處復甦初期，平均經常性薪資僅

較上年增加3 . 2 2 %，製造業全年勞動生產

力則上升7 . 0 5 %，致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持

續下降3 . 8 0 %，有助產業對外競爭力提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