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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經濟金融情況概述

二、 國內經濟情勢概述

本（96）年雖美國經濟受次級房貸問

題之衝擊，成長步調減緩，所幸新興市場

需求仍強，我出口續創佳績；加以民間消

費及投資回溫，全年經濟成長率達5.70%，

高於 95年之 4.89%。物價方面，本年上半

年整體物價平穩，惟自下半年起因油料、

燃氣及食品等相關商品反映進口原料成本

明顯調漲，加以颱風連續來襲，蔬菜受損

嚴重，通膨壓力逐漸升高，全年消費者物

價（CPI）與核心 CPI 分別上漲 1.80%與

1.35%；惟與主要國家比較，仍相對平穩。

勞動市場方面，本年平均失業率為3.91%，

與上(95)年持平，為 90年以來最低水準，

顯示隨經濟景氣穩健成長，就業情勢持續

改善。此外，本年我國國際收支經常帳順

差達 317 億美元，創歷年新高；惟國人海

外投資明顯擴增，金融帳呈現淨流出 389

億美元，致國際收支餘額呈小額逆差40億

美元。在稅收大幅成長，加上政府撙節支

出下，本年政府收支結餘 796億元，為 88

年度以來的最佳表現，並有助於減輕政府

債務負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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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穩健成長

本年由於國際景氣穩定成長，我國對

外貿易動能持續，下半年雖受美國次級房

貸風暴影響，歐美景氣趨緩，所幸亞洲區

域內貿易快速成長，帶動我國對外貿易明

顯擴增；內需方面，隨卡債效應逐漸淡

化，民間消費持續增溫；民間投資亦在半

導體業者持續建廠擴產下，維持溫和成

長。整體而言，本年我國經濟呈現內溫外

熱態勢，全年經濟成長率為 5.70%，高於

上年之4.89%。

就國內生產毛額的支出面分析，本年

國內需求雖較上年成長，但仍不及國外需

求對經濟成長之貢獻。國外淨需求對經濟

成長貢獻達3.74個百分點，續為經濟成長

的主要貢獻來源。另就生產面而言，在出

口 暢 旺 的 帶 動 下，製 造 業 穩 定 成 長

10.12%，占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GDP) 之

23.75%，對經濟成長之貢獻達2.65個百分

點，為工業生產各行業中對經濟成長貢獻

之最大宗；服務業維持溫和成長 4.33%，

占 GDP 之71.06%，對經濟成長之貢獻達

2.95 個百分點，其中金融及保險業成長

7.91%，對經濟成長之貢獻達 0.77 個百分

點，為民國87年以來最高。96年平均每人

國民生產毛額為1萬7,294美元，較上年增

加800美元。

（二）國際收支呈現小幅逆差

本年我國國際收支經常帳順差與金融

帳資金淨流出，均創歷年新高。經常帳順

差 317 億美元，其占名目 GNP 比重增至

8.0%，金融帳淨流出 389 億美元，全年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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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收支小幅逆差40億美元，反映於中央銀

行準備資產的減少。國際收支雖然呈現逆

差，惟因規模不大，在我國外匯存底充裕

下，可紓緩國內游資過剩問題。

經常帳方面，全年商品出、進口增幅

分別為 10.2%及 8.4%，因出口增額大於進

口增額，全年商品貿易順差增為 294 億美

元，創歷年新高，較上年增加 25.8%，其

中我國對越南與印度出口顯著成長，越南

已躍居我國第二大出超來源。服務帳因專

業技術服務支出增加，逆差增加為54億美

元。所得帳隨居民直接投資所得及外匯資

產所得增加，順差增為 115 億美元。經常

移轉則因贍家匯入款增加，逆差減為38億

美元。

資本帳因購買無形資產所有權支出減

少，逆差縮減為 1 億美元。金融帳方面，

因國人海外投資大幅增加，續創歷年最大

資金淨流出。其中直接投資因居民對外直

接投資創歷年新高淨流出，並高於非居民

來台直接投資淨流入，致直接投資轉呈淨

流出38億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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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擴增下，居民

對外證券投資淨流出 449 億美元，亦創歷

年新高；非居民來台證券投資淨流入大幅

縮減為50億美元，主要係受美國次級房貸

影響，外資大量匯回及國內企業在海外發

行存託憑證減少所致。另因銀行自國外聯

行引進大量資金，其他投資淨流入大幅增

加為51億美元。

（三）物價上漲壓力漸增

本年因進口原油、鋼鐵、金屬及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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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5%，並推升躉

售物價指數（WPI）年增率至6.47%。在消

費者物價指數（CPI）方面，雖然國內單

位產出勞動成本持續下降及消費需求不

強，致服務類價格維持平穩，惟因國際原

物料行情攀高，推升國內進口品及國產內

銷品躉售價格，油料、燃氣、藥品及食品

等相關商品反映成本陸續調漲零售價格，

加上自8月起因風災雨害，蔬菜價格大漲，

國內物價上漲壓力逐漸升高，致 CPI 全年

平均年增率升為 1.80%，高於上年之

0.60%，惟仍達成經建目標 2%以下之水

準；不包括蔬果、魚介及能源之 CPI（即

核心CPI）年增率亦升為1.35%，高於上年

之 0.52%。惟同期間與主要國家比較，仍

相對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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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國內經濟穩健成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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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年持平，同為 90年以

來最低水準。平均勞動力參與率（勞參

率）為 58.25%，較上年提高 0.33 個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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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其中女性勞參率續創歷史新高，男性

勞參率維持下跌趨勢。

就業方面，本年平均就業人數為1,029

萬 4 千人，續創新高紀錄，較上年成長

1.81%，成長幅度居近三年之冠。隨產業結

構變遷，農、工、服務三大部門中，服務

業就業人數穩定增加1.80%；在全球消費性

電子產品需求強勁帶動下，工業部門主幹

之製造業就業人數增加2.37%。另就職業別

分析，以技術人員成長4.69%最為顯著，顯

示就業市場對技術人才需求殷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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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12元，較上年增加2.28%。

扣除消費者物價上漲率後，實質平均薪資

較上年增加 0.47%。由於生產增幅高於總

工時增幅，本年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上

升 7.47%，單位產出勞動成本則因生產增

幅高於總薪資增幅，下降 5.37%；其中以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之勞動生產力指數

上升 18.11%，單位產出勞動成本則減少

12.73%，最為顯著。

（五） 財政收支好轉

受惠於國內經濟穩定成長及稅制改革

效果顯現，稅收大幅成長，加以政府持續

撙節支出，政府收支連續第二年呈現結

餘。本年度中央政府收入1兆6,325億元，

較上年增加 5.6%；政府支出 1 兆 5,529 億

元，較上年僅增加1.5%。收支相抵結餘796

億元，較上年結餘 166 億元大幅增加，為

88年度以來的最佳表現。

就政府收支結構而言，本年度中央政

府收入來源中，仍以稅課收入與營業盈餘

及事業收入為主，分別占收入之 74.0%及

16.6%。稅課收入受企業獲利成長，政府實

施最低稅負制擴大稅基，以及股市交易熱

絡等因素影響大幅超徵，較上年度擴增

10.5%，其中又以所得稅與證券交易稅成長

最為顯著；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則因部分

國營事業由盈轉虧，較上年減少 6.1%。政

府支出方面，除國防支出、教育科學文化

支出與社會福利支出持續較上年度成長外，

其餘各主要支出大致較上年減少或持平。

各政事別支出比重中，續以教育科學文化

支出占支出總額之19.9%居冠，其次為社會

福利支出之19.7%及國防支出之16.5%。

本年因中央政府收支結餘 796 億元，

扣除債務還本60億元後，尚結餘736億元，

致收支餘絀對支出比率、支出對國內生產

毛額比率、賦稅依存度及債務依存度等指

標，均顯示近年財政狀況持續改善。另就

債務負擔而言，本年度中央政府支出總預

算部分雖已不再依賴舉債，惟因特別預算

之財源仍倚賴發行公債及賒借來挹注，中

央政府累積債務餘額仍持續增加，所幸其

占前三年度名目國民生產毛額平均數之比

率，已由上年之32.0%降為31.6%，顯示債

務負擔逐漸減輕，距離公共債務法規定之

40%上限，舉債空間亦略有紓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