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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經濟篇

貳、國 經濟篇

一、國內經濟情勢概述

106年國內經濟表現穩健，主因全球景氣

持續擴張，提升我國出口成長動能，外需成為

驅動經濟成長的主力，經濟成長率升為

2.86%。國際收支綜合餘額順差 124.67 億美

元，其中經常帳維持順差，金融帳淨資產增

加。雖油料費及燃氣價格反映進口原油等能源

成本調漲，惟蔬果等食物類價格下跌，抵消部

分漲幅，全年消費者物價（CPI）平均上漲

0.62%。勞動市場方面，全年平均失業率續降

為3.76%，為90年以來最低。

茲就106年經濟成長、國際收支、物價，

以及就業與薪資情況，簡要說明如次：

（一）經濟穩定成長

106年第1季，民間消費成長略緩，惟民間

投資及輸出穩定成長，經濟成長2.64%。嗣因

半導體廠商及航空業者資本支出減緩，營建投

資平疲，民間投資成長有限，加以輸出成長減

緩，第 2季經濟成長率降為 2.28%。下半年，

隨全球經濟成長力道增強，帶動輸出穩健成

長，加以股市交易活絡與薪資溫和增加，有利

民間消費成長，經濟成長率回升，至第4季為

3.28%，係104年第2季以來單季最高。

整體而言，106年內需表現平穩，惟外需

成長動能增強，致經濟成長率由105年之1.41%

升為 2.86%，係近 3年最高。就國內生產毛額

的支出面言，由於對外貿易暢旺，輸出成長加

速，輸入亦隨內需及出口衍生需求擴增，國外

淨需求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為2.03個百分點，係

驅動經濟成長的主力。內需方面，隨企業獲利

增加，就業情勢改善，民間消費穩定成長；惟

民間投資因下半年機器設備投資基期偏高，轉

呈負成長，致國內需求對經濟成長率的貢獻僅

0.83個百分點。

106年國民儲蓄毛額與國內投資毛額均較

105年下滑，因儲蓄毛額減幅較大，致106年超

額儲蓄率由105年之14.12%略降為13.90%。

（二）國際收支穩健

106年經常帳順差840.86億美元，金融帳

淨資產增加686.40億美元，國際收支綜合餘額

順差由105年之106.63億美元增為124.67億美

元，維持穩健。

經常帳方面，由於出口活絡，106年商品

貿易順差增為810.35億美元，創歷年最高；服

務逆差減為 83.80億美元，主因專業與管理顧

問服務收入及貨運服務收入增加；初次所得順

差減為155.06億美元，主因支付非居民證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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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所得增加；二次所得逆差則增為 40.75億美

元。全年經常帳順差相對名目國內生產毛額

（GDP）比率由105年之13.7%升為14.7%。

金融帳方面，證券投資淨資產增加790.39

億美元，其中，居民投資國外證券淨增加

829.24億美元，主要係民間部門及退休基金投

資國外股權證券增加，以及壽險公司投資國外

證券增加；非居民投資國內證券淨增加 38.85

億美元，主要係外資增持台股。直接投資淨資

產增加 81.02億美元，其中，居民對外直接投

資113.57億美元，非居民來台直接投資32.55億

美元，均較上年大幅減少，主要係105年企業

進行跨國併購及股份交換之規模較大，比較基

期較高。其他投資淨資產減少148.05億美元，

主要係銀行收受非居民存款及自國外引進資金

增加，致國外負債增加。

（三）物價溫和上漲

106年全球景氣升溫，帶動國際原油等原

物料價格回升，惟新台幣對美元升值減緩國內

進出口物價漲幅，國內躉售物價指數（WPI）

較 105年略漲 0.90%。其中，國產內銷品及進

口品分別上漲 3.44%、1.36%，出口品則下跌

1.46%。

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方面，雖油料費

及燃氣價格反映進口原油等能源成本調漲，

外食價格亦反映人事及食材成本陸續調高，

加以菸價調升，惟蔬果價格受105年比較基期

較高影響下跌，抵消部分漲幅，CPI全年平均

上漲 0.62%，低於 105年之 1.32%；剔除蔬果

及能源之CPI（即核心CPI）則上漲1.04%，漲

幅溫和。

（四）失業率續降，薪資增幅擴大

106年初以來，隨經濟穩定成長，失業率

大致呈下降走勢，至12月為3.66%；全年平均

3.76%，係90年以來最低。當年平均勞參率則

由105年之58.75%緩升為58.83%。

106年平均就業人數為1,135.2萬人，較105

年增加8.5萬人或0.75%。以服務業增加6.5萬人

或0.98%最多，工業部門增加2萬人或0.49%次

之；惟農業部門則減少1千人或0.14%。

非農業部門（工業及服務業部門）每人每

月平均薪資為49,989元，較105年增加2.46%，

增幅高於 105年之 0.62%。其中，經常性薪資

為39,953元，增加1.82%；非經常性薪資則增

加5.07%，主因105年下半年起廠商獲利增加，

106年增發年終及績效獎金，加以勞動新制實

施，加班費增加所致。以消費者物價指數平減

後之實質薪資則較105年增加1.83%，為47,271

元之歷年最高；其中，實質經常性薪資及實質

非經常性薪資分別增加 1.20%及 4.42%。工業

及製造業的勞動生產力指數分別較105年增加

1.37%與 2.10%；單位產出勞動成本則因受僱

者總薪資增幅高於生產增幅，分別增加1.25%

與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