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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家或地區經濟成長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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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美國及日本係季節調整後數值，以當季對上季 GDP 之變動率

轉換為年增率；歐元地區及中國則採較上年同季之年增率。 
資料來源：央行經研處、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歐盟、日本

內閣府及中國統計局 

我國經濟成長率與 CPI 年增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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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壹、概  述 

一、國際金融市場動盪不安，歐美等主要國家經濟成長下滑 

2007 年上半年全球經濟持續強勁擴張，下半年受美國次級房貸危機及

國際油價飆漲等不利影響，呈下滑趨勢，幸賴新興市場及開發中國家經濟

持續強勁成長，抵銷部分負面衝

擊，國際貨幣基金(IMF)估計 2007

年全球經濟成長率為 4.9%，較 2006

年之 5.0%略降。預期美國次級房貸

危機引發之全球金融及信用市場動

盪不安尚未調整恢復、全球經常帳

失衡未獲有效解決及國際油價與原

物料飆漲等問題，將持續威脅 2008

年全球之金融穩定與經濟成長，國

際貨幣基金預測 2008年全球經濟成

長率為 3.7%，低於 2007 年之 4.9%。 

二、我國經濟持續成長，惟通貨膨脹壓力漸增 

依據行政院主計處最新統計，我

國 96 年經濟成長率為 5.72%，高於上

(95)年之 4.89%，主要歸功於出口穩定

成長及內需回溫，惟 97 年受歐美主要

國家經濟成長趨緩之影響，預期我國

經濟成長率將下滑，行政院主計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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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為 4.78%。另國內消費者物價受國際原物料上漲之影響而攀高，96 年消

費者物價指數(CPI)年增率為 1.8%，遠高於上年之 0.6%，且行政院主計處

預測 97 年 CPI 年增率將上揚至 3.29%，通貨膨脹壓力漸增。 

三、金融體系大致穩定 

我國金融體系於 96 年間先後受力霸集團重整事件及中華銀行、力華票

券發生擠兌影響，曾顯騷動不安，因相關主管機關處置得宜，未擴大引發

系統性危機。 

96 年下半年國際金融市場受美國次級房貸風暴影響呈巨幅震盪，國內

金融市場亦受影響，波動加劇，所幸運作仍算正常；金融機構雖有部分弱

點，惟不影響其中介功能；支付與清算系統亦順利運作，整體金融體系尚

稱穩定。由於美國次級房貸危機引發之全球金融動盪及信用緊縮仍未平

息，其對我國金融體系及總體經濟之可能影響，仍宜密切注意。 

四、金融市場 

(一)票券及債券市場交易量萎縮，長短期利差仍小 

96 年票券市場發行餘額及交易量均

呈縮減，債券市場因殖利率彈升及資金

轉入股市影響，交易量亦較上年大幅減

少；長短期利率呈緩步走高趨勢，惟利

差仍小，對以短期資金支應長期債券部

位之金融機構有不利影響。 

 

長短期利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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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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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價指數震盪走高 

96 年股票市場受全球股市大幅震

盪之影響，股價指數先漲後跌，震盪

激烈，惟 97 年第 1 季因選舉行情及資

金持續匯入之帶動，指數呈上揚走

勢。股價波動幅度擴大，股票投資風

險提高。 

(三)外匯市場波動幅度擴大 

96 年前 3季新台幣對美元匯率多

在 1 美元兌新台幣 33 元上下狹幅波

動，惟第 4 季受美元走弱影響，新台

幣對美元匯率小幅升值；97 年第 1 季

新台幣持續升值走勢，且因資金大量

流入，升值幅度擴大。新台幣升值使

持有大額外幣資產之金融機構面臨匯

兌損失，對出口產業亦有不利影響。 

五、金融機構 

(一)本國銀行獲利改善，資產品質良好 

本國銀行獲利情況明顯較上年改善，資產品質維持良好水準，資本適

足率於實施 Basel II 大幅下降後亦逐漸回升，惟存放款利差縮小。「消費者

大盤股價指數 

 

3000

3600

4200

4800

5400

6000

6600

7200

7800

8400

9000

9600

10200

9201 9208 9304 9312 9408 9503 9511 9607 9703
70

84

98

112

126

140

154

168

182

196

210

224

238

上市股票交易市場(左軸)

上櫃股票交易市場(右軸)

 

資料來源：台灣證券交易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新台幣對美元匯率波動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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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央行外匯局，央行金檢處估算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金融穩定報告 

 - 4 - 

債務清理條例」實施、財富管理業務糾

紛頻傳、次級房貸相關投資損失是否擴

大及信用暴險集中於不動產與電子電

機機械業等因素，將影響其未來之獲利

及資產品質，且外商銀行透過現金收購

或標購以金融重建基金機制處理之被

接管銀行而大幅擴增在台營業據點，本

國銀行面臨之競爭壓力提高。 

(二)基層金融機構經營狀況逐漸改善 

基層金融機構之獲利能力逐漸提升，逾放比率逐年下降，資本適足率亦

緩步提高，整體經營及財務狀況明顯改善，惟仍有部分農、漁會信用部資產

品質欠佳，且漁會信用部平均資本適足率低於法定標準 8%。 

(三)人壽保險公司資產規模快速成長 

人壽保險公司資產規模快速成長，整體獲利明顯提升，惟部分公司資本

適足率不足，且利差損及海外投資之匯兌損失將侵蝕未來獲利。 

(四)票券金融公司資產規模持續萎縮、獲利衰退 

票券金融公司資產規模持續萎縮，獲利衰退，資本適足率亦逐漸下降，

且部分公司因持有巨額長期債券，面臨流動性不足問題。 

六、支付與清算系統持續進行改革 

近年來我國陸續進行支付與清算系統之多項改革，包括央行同業資金

調撥系統改採「即時總額清算」(RTGS)機制，證券清算系統及中央登錄債

券採款券同步交割機制，督促國內重要支付與清算系統建置營運不中斷機

本國銀行ROE 及R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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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ROE(淨值報酬率)=稅前盈餘/平均淨值；ROA(資產

報酬率)=稅前盈餘/平均資產 
2.本圖 95 年及 96 年均不含中華及寶華銀行資料。 

資料來源：央行金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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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部門槓桿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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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金融聯合徵信中心、台灣經濟新報公司 

企業部門槓桿比率之跨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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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我國、美國及馬來西亞之資料基準日為 96 年 12 月底、

韓國及澳洲為 96 年 6 月底。 
2.我國係指不含金融保險類股之上市(櫃)公司、美國為非

農業非金融企業、韓國為非金融之上市大型企業、澳洲

為非金融企業、馬來西亞為 100 家上市公司。 
資料來源：台灣經濟新報公司、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韓國

央行、澳洲統計局及馬來西亞央行 

制，並要求業者進行自我評估，以提升支付與清算系統之效率及維護其健

全運作。 

七、企業部門財務狀況改善 

企業部門獲利能力隨近年來景氣好轉而明顯提升，槓桿比率逐漸下

降，財務結構改善，利息償付能力亦大幅提高。其中，上市公司各項表現

均優於整體企業部門平均水準，上櫃公司則波動較大，且 96 年因盈餘縮減

影響，各項財務比率有轉弱情形。與美、澳及鄰國比較，我國上市(櫃)公司

平均槓桿比率低於美國及韓國，惟高於澳洲及馬來西亞。 

企業部門整體財務狀況改善，惟面臨全球經濟成長走緩、新台幣升值及

國際原物料價格高漲等問題，其對營收與財務狀況之影響，值得密切注意。

另對中國大陸有投資之企業，面對大陸實施勞動合同法及租稅改革之不利

影響，亦增加營運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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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景氣對策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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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台灣房地產景氣動向季報」 

家庭部門借款程度之跨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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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新加坡資料基準日為 96 年 6 月底，韓國為 96 年 9 月底，

其餘各國為 96 年底。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央行經研處、金融聯合徵信中心、

美國聯邦準備理事會、美國商業部、日本央行、

日本內閣府、韓國央行、澳洲統計局 

家庭部門償債能力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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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央行金檢處及經研處、金融聯合徵信中心、行政院

主計處 

八、家庭部門債務負擔仍重 

家庭部門借款餘額自 94 年雙卡風暴浮現後成長減緩，還本付息壓力減

輕，償債能力提升，惟借款水準仍較韓國、新加坡及日本等鄰國為高；借

款總額占可支配所得毛額比率雖略降，惟仍居高點，債務負擔不輕，且國

內通膨壓力漸增，高貸放成數房貸寬限期亦陸續屆滿，預期家庭部門之實

質所得及還款能力將趨惡化。 

九、不動產市場景氣走緩 

不動產市場價格持續上揚，房屋租

金亦緩步走升，惟買賣交易市況逐漸

降溫，景氣走緩。空屋數攀升，銀行

房貸承做標準趨嚴等因素，將使市場

下滑壓力漸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