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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經濟篇

貳、國 經濟篇

一、國內經濟情勢概述

107年台灣內需穩定成長，下半年外需則

隨全球景氣降溫；全年經濟成長率由106年之

3.08%降為 2.63%。國際收支穩健，經常帳持

續順差，金融帳淨資產增加。受進口原油等能

源成本上升及菸稅調高遞延效應等影響，全年

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上漲1.35%。勞動市場

方面，全年平均失業率續降為3.71%，為近18

年以來最低；非農業部門每人每月實質薪資增

加2.43%至51,389元，則為歷年最高。

茲就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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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溫和成長

107年上半年，全球景氣穩定擴張，且半

導體市況良好與機械需求熱絡，帶動輸出持

續成長，加以民間消費與政府消費穩健成長，

經濟成長率達3.22%。惟下半年受全球經濟趨

緩、美中貿易摩擦加劇、國際金融市場動盪，

以及基期較高因素影響，輸出成長明顯減緩，

民間消費與民間投資支出亦趨保守，經濟成

長率下降為 2.08%，全年為 2.63%，低於 106

年之3.08%。

就國內生產毛額的支出面言，由於107年

民間消費穩定成長，政府消費明顯擴增，且固

定資本形成轉正成長，帶動內需成長3.22%，

致內需貢獻達2.81個百分點，係驅動經濟成長

的主力；外需方面，雖輸出成長動能穩定，惟

出口及內需之引申需求加速輸入成長，致國外

淨需求轉為負貢獻0.18個百分點。

107年由於民間消費與政府消費成長，

國民儲蓄毛額較 106年下降，且國內投資毛

額增加，致超額儲蓄率由106年之14.57%降

為11.96%。

（二）國際收支穩健

107年經常帳順差682.62億美元，金融帳

淨資產增加519.21億美元，央行準備資產增加

124.99億美元，國際收支維持穩健。

經常帳方面，由於商品進口增額大於出口

增額，107 年商品貿易順差減為 677.33 億美

元，惟仍為經常帳順差最主要來源；服務逆差

減為 68.16億美元，主因旅行收入及專業與管

理顧問服務收入增加；初次所得順差減為

106.71億美元，主因支付非居民證券投資所得

增加；二次所得逆差則減為 33.26億美元。全

年經常帳順差相對名目國內生產毛額（GDP）

比率由106年之14.4%降為11.6%。

金融帳方面，證券投資淨資產增加8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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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美元，其中，居民投資國外證券淨增加

687.98億美元，主要係投信基金及壽險公司投

資國外有價證券增加；非居民投資國內證券轉

呈淨減少118.97億美元，主因外資減持台股及

海外公司債。直接投資淨資產增加110.26億美

元，其中，居民對外直接投資180.24億美元，

非居民來台直接投資 69.98億美元，均較上年

增加。其他投資淨資產減少414.38億美元，主

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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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上半年全球景氣穩健擴張，國際原

油等原物料行情走高，推升國內進口物價，躉

售物價指數（WPI）年增率亦隨之同步走升；

嗣因全球經濟趨緩，國際原物料價格回跌，

WPI年增率回降，全年則較106年上漲3.63%。

其中，國產內銷品、進口品及出口品分別上漲

3.73%、6.11%及1.45%。

CPI 方面，雖然水果價格因天候良好盛

產下跌，惟油料費及燃氣價格反映進口原油

成本調漲，加以香菸反映菸稅調高售價，以

及外食價格反映人事及食材成本調漲，CPI

全年平均上漲 1.35%，高於 106年之 0.62%；

剔除蔬果及能源之 CPI（即核心 CPI）上漲

1.21%，漲幅溫和。

（四）失業率續降，薪資增幅擴大

107年勞動市場情勢穩定，失業率除於春

節後（2月）及暑期（6至8月），受轉職及畢

業生尋職等季節性因素影響而略升外，其他月

份均呈下降，至 12 月為 3.66%；全年平均為

3.71%，係近18年以來最低。當年平均勞動參

與率為58.99%，較106年上升0.16個百分點。

107 年平均就業人數為 1,143.4 萬人，較

106年增加8.2萬人或0.73%。以服務業增加5.8

萬人或 0.86%最多，工業部門增加 2 萬人或

0.50%次之，農業部門則增加4千人或0.73%。

非農業部門（工業及服務業部門）每人每

月平均薪資為52,407元，較106年增加3.82%，

係100年以來最大增幅，主因軍公教調薪、基

本工資調升，以及企業積極調薪所致。其中，

經常性薪資為40,959元，增加2.58%，非經常

性薪資則增加8.49%。以消費者物價指數平減

後之實質薪資則增加2.43%至51,389元，為歷

年最高。工業及製造業的勞動生產力指數分別

較106年增加2.05%與2.36%；單位產出勞動成

本因受僱者總薪資增幅高於生產增幅，分別增

加3.42%與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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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生產與所得

（一）經濟成長與國民所得

1.國內生產毛額

107年經濟成長率為2.63%，其中驅動經濟

成長的主力為國內需求，主要係因民間消費穩

定成長，政府消費明顯擴增，加以固定資本形

成成長率由負轉正，帶動內需成長，致內需貢

獻達2.81個百分點；外需方面，雖輸出成長動

能穩定，惟出口及內需之引申需求加速輸入成

長，國外淨需求轉為負貢獻0.18個百分點。各

季情況分述如下：

第1季民間消費成長穩健成長；輸出因新

興科技應用帶動，加以半導體市況暢旺與機械

需求熱絡等有利因素，呈明顯成長；惟半導體

廠商資本支出減緩，民間投資成長有限，致經

濟成長3.15%。

第2季雖民間投資持續受半導體業者資本

支出減緩影響，轉呈負成長；惟民間與政府消

費及輸出持續成長，加以輸入因半導體設備進

口減少，成長力道減緩，致經濟成長率升至

3.29%，為全年最高。

至第3季，雖然營建工程投資穩定成長，

半導體設備需求回升，民間投資轉為正成長；

惟受資通訊產品銷售與汽機車新增掛牌數呈現

衰退，以及年金改革上路，消費者信心疲弱等

因素影響，民間消費成長率下滑。此外，美中

貿易摩擦加劇，全球景氣成長力道趨緩，加以

基期相對較高等因素，使輸出成長大幅滑落，

當季經濟成長率降為2.38%。

第4季因消費者信心疲弱與股票成交值轉

呈負成長等影響，民間消費成長趨緩，且半導

體廠商資本支出轉趨保守，航空業者採購規模

縮減，民間投資再度轉呈負成長，加以全球景

氣趨緩等因素，輸出僅小幅成長，經濟成長率

再降至1.78%，為全年最低。

2.國民所得毛額

名目國內生產毛額加計名目國外要素所得

淨額後即為名目國民所得毛額；而實質國內生

產毛額加計實質國外要素所得淨額後，另再加

上對外貿易條件變動損益，即等於實質國民所

得毛額。107 年實質國外要素所得淨額負成

長，加以國際原油等進口原物料價格上揚，促

使對外貿易條件變動淨收益縮減，致以100年

為參考年計算之107年實質國民所得毛額負成

長0.30%，低於106年之1.62%。

經濟成長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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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均每人國民所得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為新台幣 76萬 7,555

元，折合2萬 5,456美元，較106年增加401

美元。

（二）國內生產毛額之處分

1.民間與政府消費

107年雖就業情勢持續改善，企業調薪積

極，惟下半年年金改革正式實施，且美中貿易

摩擦加劇，全球金融市場震盪，波及消費者信

心，致民間消費逐季走緩。其中第1、2季因薪

資穩健增長，加以股市交易熱絡，分別帶動民

間消費成長 2.55%與 2.29%。其後受年金改革

上路且美中貿易摩擦加劇，致消費者信心疲

弱，加以資通訊產品銷售與汽機車新增掛牌數

衰退，股票成交值轉為負成長等因素影響，第

3季與第4季民間消費分別為1.69%與1.67%。

全年合計成長2.05%，低於106年之2.54%，對

經濟成長的貢獻為1.08個百分點（較106年低

0.26個百分點）。

若就民間消費型態觀察，以其他消費支出

實質成長 4.18%最為明顯，主要受前 3季股票

市場交易熱絡，成交值擴增，與九合一大選帶

動民間非營利機構對家庭服務之消費支出等因

素所致。其次，通訊支出實質成長3.65%，主

要係因行動網路需求持續增加所致。此外，醫

療保健及休閒與文化之成長動能穩定，分別年

增 3.07%與 2.95%。另一方面，教育支出因少

子化影響，年減1.85%，已連續4年負成長。

107年政府消費支出成長3.51%（高於106

年之-0.63%），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為0.49個百

分點，主要係因107年軍公教調薪3%及軍品採

購增加等因素所致。

2.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107年上半年因比較基期偏高，機器設備

投資負成長，致固定資本形成毛額成長有限，

國內生產毛額與國民所得毛額年增率

年（季）別

國內生產毛額 國民所得毛額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

名目年增率
（%）

實質成長率
（%）

名目年增率
（%）

實質成長率
（%）

新台幣
（NT$）

美元
（US$）

105年

106年

107年p

106年第1季

2

3

4

107年第1季

2

3

4p

2.42 1.51 2.34 1.90 752,936 23,289

1.89 3.08 1.46 1.62 762,681 25,055

1.58 2.63 0.73 -0.30 767,555 25,456

1.09 2.94 0.23 0.52 189,560 6,094

0.84 2.50 0.57 1.38 182,133 6,016

3.22 3.36 1.76 1.70 191,206 6,313

2.36 3.48 3.23 2.79 199,782 6,632

1.61 3.15 1.97 1.79 193,073 6,585

3.64 3.29 2.32 0.04 186,195 6,252

0.50 2.38 -0.26 -1.07 190,570 6,212

0.69 1.78 -0.96 -1.78 197,717 6,407

註： p為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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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季與第2季僅分別成長0.36%與0.02%。第3

季半導體設備需求回升，營建工程投資穩定成

長，加以基期較低，固定資本形成毛額轉為成

長 5.51%，為全年最高。第 4季則因半導體廠

商資本支出轉趨保守，與航空業者縮減資本支

出，抵銷營建工程投資成長增幅，固定資本形

成成長率降為 2.29%。全年合計成長 2.10%

（高於 106 年之-0.12%），對經濟成長貢獻

0.43個百分點（上半年為負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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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季與第 2季民間

投資成長率分別為 0.62%與-0.12%，主因機器

設備投資的比較基期偏高，致其成長率為負，

抵銷運輸工具與營建投資成長動能。第3季雖

因運輸工具投資大幅衰退，惟半導體廠商設備

購置支出回升，加以比較基期較低，民間投資

成長 5.48%，為全年最高。第 4季雖營建工程

投資持續升溫，惟機器設備投資再度轉呈負成

長，且運輸工具投資續呈衰退，致民間投資負

成長0.44%，為全年最低。全年民間投資成長

1.46%（高於106年之-1.09%）。公營事業投資

則因公共工程加速執行，運輸工具與營建工程

投資均明顯成長，全年大幅成長13.56%。政府

投資因積極落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全年成長

1.82%，已連續3年正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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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慧財產投資）觀察：107年營建工程投資成長穩

健，全年成長3.31%。運輸工具投資雖上半年明

顯成長，惟下半年因航空業者資本支出減少，

致全年負成長0.01%。至於機器設備投資，受比

較基期偏高影響，上半年明顯衰退，惟第3季因

半導體主要廠商資本支出回升，與下半年公共投

資穩定成長，合計全年成長 1.57%。此外，就智

慧財產投資而言，107年民間與政府部門持續成長，

惟公營事業負成長6.78%，致全年成長1.59%。

各項支出實質成長率

單位：%

經濟成長率 民間消費 政府消費
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小計 民間 公營 政府

105年

106年

107年p

106年第1季

2

3

4

107年第1季

2

3

4p

年（季）別
商 品 及

服務輸出

減：
商 品 及
服務輸入

1.51 2.37 3.60 2.36 2.84 -3.87 1.59 1.92 3.08

3.08 2.54 -0.63 -0.12 -1.09 0.17 5.77 7.43 5.28

2.63 2.05 3.51 2.10 1.46 13.56 1.82 3.66 4.90

2.94 1.97 -4.46 4.88 3.92 18.75 8.28 7.29 7.22

2.50 2.32 1.43 1.07 0.60 -8.08 8.81 4.89 4.95

3.36 2.64 1.61 -2.41 -4.00 -1.13 7.18 11.39 7.00

3.48 3.23 -1.23 -3.26 -4.60 -0.67 1.57 6.10 2.31

3.15 2.55 6.63 0.36 0.62 -2.92 -0.84 6.42 6.19

3.29 2.29 5.87 0.02 -0.12 4.76 -1.44 6.33 4.53

2.38 1.69 -1.47 5.51 5.48 21.40 1.57 1.35 4.68

1.78 1.67 3.55 2.29 -0.44 22.01 5.68 1.29 4.29

註：p為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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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外貿易

整體而言，受惠於全球經濟穩健成長，新

興科技應用持續發展等有利因素影響，107年

輸出成長3.66%，對經濟成長貢獻為2.38個百

分點。其中，第1季在全球經濟穩定增溫與半

導體市況暢旺及機械需求熱絡下，輸出成長

6.42%，為全年最高；第 2季商品出口持續擴

增，惟服務輸出受來台旅客人數成長放緩影

響，輸出成長略降為6.33%。

下半年受基期偏高影響，主要商品出口成

長力道趨緩，第 3 季輸出成長率大幅滑落至

1.35%；第4季受美中貿易衝突持續升高，智

慧型手機銷售不如預期等因素干擾，輸出成

長續降至 1.29%，為全年最低。至於輸入方

面，雖資本設備進口成長有限，惟農工原物

料價格上揚，加以出口引申需求強勁，致全年

輸入成長4.90%。

另就海關進、出口資料觀察（以美元計

價），107 年因全球經濟穩健擴張，主要商

品出口多呈成長趨勢，全年海關出口成長

5.92%。進口受出口衍生需求擴增，加以進口

品需求增加等影響，全年成長10.55%。由於出

口成長幅度小於進口，107年商品出超由106年

的579.83億美元縮小至494.10億美元。若併計

服務貿易後，107年商品及服務貿易順差由106

年的734.09億美元降為616.33億美元。

（三）儲蓄與投資

107年國內就業市場持續改善，企業調薪

積極，民間消費成長動能穩定，全年名目民間

消費較 106年增加 3.07%，名目政府消費亦增

加 4.76%，合計名目國民消費增加 3.43%，高

於名目國民所得毛額成長率 0.73%，影響所

及，國民儲蓄率（國民儲蓄毛額占國民所得毛

額的比率）由106年的34.29%降為32.91%。

各項支出對經濟成長之貢獻

單位：%；百分點

經濟成長率 民間消費 政府消費
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小計 民間 公營 政府

105年

106年

107年p

106年第1季

2

3

4

107年第1季

2

3

4p

年（季）別
商 品 及

服務輸出

減：
商 品 及
服務輸入

存貨變動

1.51 1.23 0.50 0.49 0.49 -0.04 0.04 -0.37 1.24 1.59

3.08 1.34 -0.09 -0.02 -0.17 0.00 0.15 -0.14 4.66 2.66

2.63 1.08 0.49 0.43 0.24 0.14 0.05 0.80 2.38 2.55

2.94 1.08 -0.63 0.99 0.70 0.12 0.17 0.62 4.46 3.58

2.50 1.23 0.20 0.22 0.10 -0.09 0.21 0.29 3.04 2.48

3.36 1.38 0.23 -0.53 -0.70 -0.01 0.18 -1.33 7.15 3.54

3.48 1.63 -0.18 -0.69 -0.72 -0.01 0.04 -0.08 3.94 1.14

3.15 1.44 0.86 0.08 0.13 -0.02 -0.03 -0.05 4.01 3.18

3.29 1.23 0.83 0.01 0.00 0.05 -0.04 -0.42 3.96 2.32

2.38 0.88 -0.21 1.14 0.92 0.19 0.04 2.17 0.89 2.50

1.78 0.82 0.52 0.45 -0.10 0.33 0.21 1.39 0.85 2.25

註：p為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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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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國民儲蓄毛額較106

年下滑，且國內投資毛額則較106年增加，致

超額儲蓄率（即超額儲蓄占國民所得毛額的比

率）由106年的14.57%，降為11.96%。

儲蓄與投資

國民儲蓄毛額 國內投資毛額

金 額
（新台幣百萬元）

儲蓄率
（%）

金 額
（新台幣百萬元）

投資率
（%）

105年

106年

107年p

106年第1季

2

3

4

107年第1季

2

3

4p

年（季）別

超 額 儲 蓄

金 額
（新台幣百萬元）

超額儲蓄率
（%）

6,070,719 34.29 3,562,189 20.12 2,508,530 14.17

6,161,104 34.29 3,543,176 19.72 2,617,928 14.57

5,955,822 32.91 3,791,589 20.95 2,164,233 11.96

1,527,379 34.22 889,453 19.93 637,926 14.29

1,430,460 33.35 884,972 20.63 545,488 12.72

1,536,660 34.12 870,390 19.32 666,270 14.79

1,666,605 35.40 898,361 19.08 768,244 16.32

1,480,766 899,76032.54 19.77 581,006 12.77

1,384,907 31.55 891,535 20.31 493,372 11.24

1,522,843 33.89 1,016,435 22.62 506,408 11.27

1,567,306 33.61 983,859 21.10 583,447 12.51

註：p為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儲  蓄  率  與  投  資  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儲蓄率 投資率

年

%
36

32

28

24

20

16
104 105 10710610310298 99 100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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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收支與對外貿易

（一）概說

107年經常帳順差682.62億美元，相對名

目 GDP的比率由上年之14.4%降為11.6%，金

融帳淨資產增加519.21億美元，央行準備資產

增加124.99億美元，國際收支情況維持穩健。

（二）經常帳

經常帳包括商品貿易、服務、 初次所得

及二次所得四大項，茲將其變動說明如下：

國際收支

單位：億美元

項 目

A.經常帳

商品：支出（進口）

商品貿易淨額

服務：收入（輸出）

服務：支出（輸入）

服務收支淨額

初次所得：收入

初次所得：支出

初次所得收支淨額

二次所得：收入

二次所得：支出

二次所得收支淨額

B.資本帳

C.金融帳

直接投資：資產

債務工具

直接投資：負債

股權和投資基金

債務工具

證券投資：資產

股權和投資基金

衍生金融商品：資產

衍生金融商品：負債

其他投資：資產

其他投資：負債

經常帳＋資本帳－金融帳

D.誤差與遺漏淨額

E.準備與相關項目

（1）
107年

（2）
106年 （1）-（2）

債務證券

證券投資：負債

股權和投資基金

商品：收入（出口）

股權和投資基金

債務證券

682.62 828.39 -145.77

3,534.46 3,498.35 36.11

2,857.13 2,689.66 167.47

677.33 808.69 -131.36

503.59 451.68 51.91

571.75 538.47 33.28

-68.16 -86.79 18.63

392.48 342.30 50.18

285.77 194.72 91.05

106.71 147.58 -40.87

76.24 72.17 4.07

109.50 113.26 -3.76

-33.26 -41.09 7.83

0.63 -0.12 0.75

519.21 709.55 -190.34

180.24 115.52 64.72

173.97 107.36 66.61

6.27 8.16 -1.89

69.98 32.91 37.07

71.95 47.81 24.14

-1.97 -14.90 12.93

687.98 818.17 -130.19

105.25 149.98 -44.73

582.73 668.19 -85.46

-118.97 38.85 -157.82

-111.10 42.11 -153.21

-7.87 -3.26 -4.61

-167.48 -115.05 -52.43

-183.86 -110.02 -73.84

-190.73 115.86 -306.59

223.65 263.21 -39.56

164.04 118.72 45.32

-39.05 5.95 -45.00

124.99 124.67 0.32

註：正號表示經常帳及資本帳的收入、支出，以及金融資產或負債的增加；負號表示相關項目的減少。在經常帳及資本帳餘額，正號表示順差，負號表示逆差；在金融帳及準
備資產餘額，正號表示淨資產的增加；負號表示淨資產的減少。

資料來源：本行編「中華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季報」（108年 2月）。

年104 105 106 10710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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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行編「中華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季報」（108 年 2 月）。

經常帳商品貿易

（+）順差

逆差（-）

億美元 服  務 初次所得 二次所得

98 99 100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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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品貿易

依國際收支基礎（根據海關進出口貿易統

計，就計價基礎、時差、類別及範圍 1予以調

整）計算，107年商品出口3,534.46億美元，較

上年增加36.11億美元或1.0%，其中，商仲貿

易商品淨出口117.45億美元，較上年減少28.25

億美元或 19.4%；商品進口 2,857.13億美元，

較上年增加167.47億美元或6.2%。由於進口增

額大於出口增額，商品貿易順差由上年之

808.69億美元減至677.33億美元，惟仍為經常

帳順差的最主要來源。

若根據通關統計，107 年出口總值（按

FOB計價）3,360.23億美元，創歷年新高，較

上年增加187.74億美元或5.9%；進口總值（按

CIF計價）2,866.13億美元，為歷年次高，僅次

於 2011 年，較上年增加 273.47 億美元或

10.5%。進出口相抵，出超 494.10億美元，較

上年減少85.73億美元。茲就貿易條件2、商品

貿易結構與主要貿易地區（國家）說明如下：

貿易條件

107年出口單價指數由上年之99.26上升至

100.95，進口單價指數亦由上年之101.21上升

至108.14，主要係礦產品、化學品、基本金屬

及其製品之單價提高所致。由於進口單價指數

升幅大於出口單價指數升幅，107年純貿易條

件下滑至93.35，降幅4.8%。

因純貿易條件惡化，107年出口數量指數

雖上升3.1%，所得貿易條件由上年之105.64下

滑至103.69，降幅1.8%。

商品貿易結構

出口方面，107年中間產品、資本財及消費品

的出口比重分別為 78.5%、12.5%及 8.5%。其

中，中間產品出口2,635.70億美元，較上年增

加6.2%，主要係積體電路及石油煉製品出口增

140

120

100

80

60

進出口單價指數與純貿易條件

資料來源：財政部編「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

出口單價指數進口單價指數純貿易條件

年104103102101100 105 107106

(民國      年105 = 100)
指  數

1 國際收支統計根據所有權移轉記錄商品貿易，貨品雖經台灣通關，但所有權未移轉者，須自商品出進口剔除；反之，雖未經台灣通關，但貨品所有權

已移轉者，須計入商品出進口。居民國外購料，直接於國外銷售，或經委託國外加工再銷售國外，過程中貨品未經台灣通關，惟貨款由居民收付，亦

包含於商品貿易中。
2 按新台幣計價，105年為基期；純貿易條件＝（出口單價指數／進口單價指數）× 100；

所得貿易條件＝純貿易條件×出口數量指數／ 100。

資料來源：財政部編「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

年

出口數量指數與所得貿易條件

出口數量指數所得貿易條件(民國      年105 = 100)
指  數

106 1071051041031021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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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較大；資本財出口421.47億美元，較上年增加

6.4%，主要係其他電腦（含工業電腦）及半導

體設備出口增加；消費品出口 284.68億美元，

較上年增加2.9%，主要係硬碟等固態非揮發性

儲存裝置、藥粧用品、電動腳踏車及隱形眼鏡

等增加。由於電子資通訊產品3出口比重減少，

出口商品集中係數4由上年的47.33降至46.10。

進口方面，農工原料、資本設備及消費品

的進口比重分別為 71.1%、15.1%及 12.6%。其

中，農工原料進口2,037.76億美元，較上年增加

13.8%，主要係受國際原物料價格上揚影響，礦

產品、塑化原料及基本金屬進口增幅較大所

致。資本設備進口433.23億美元，較上年增加

2.0%，主要係精密設備進口增加。消費品進口

360.62億美元，較上年增加6.0%，主要係藥妝

用品及小客車進口增加。由於礦產品進口比重

增加，致進口商品集中係數由上年之34.32升至

35.31。

主要貿易地區

中國大陸（含香港，以下同）、東協、美

國、歐洲及日本為我國主要貿易夥伴，受到區

域內產業分工深化，以及中國大陸居全球生產

重鎮之影響，無論出口或進口，均以中國大陸

的比重最大。

107年對中國大陸出口1,383.91億美元，較

上年成長6.3%，占總出口比重略升至41.2%，

其中，以電子零組件貢獻 3.6個百分點最大，

主要係對其積體電路出口增加，而光學器材出

口則受面板市況不佳影響，轉為負成長7.4%。

自中國大陸進口 552.07 億美元，較上年成長

7.1%，主要係電子零組件及機械進口分別較上

年增加 18.1%及 15.0%，惟占總進口比重則略

降至19.3%。受惠於全球經濟復甦、行動裝置

推陳出新及人工智慧、物聯網、高效能運算等

新興應用趨勢，107年對中國大陸出、進口均

創歷年新高，由於對中國大陸出口增額大於進

年商品貿易結構

資料來源：財政部編「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

出 口 進 口

資本設備

消費品

農工原料

其他

1.2 %
其他

0.5 %

71.1 %
中間產品

78.5 %

15.1 %
資本財

12.5 %

12.6 %
消費品

8.5 %

107

3 計算出（進）口商品集中係數之產品別資料採 HS 2位碼分類資料，此處電子資通訊產品為 HS 85資料；其他出（進）口產品資料為財政部海關進出

口貿易統計分類。

4 出（進）口商品集中係數=
n

i =1
Ri
2

，Ri：第 i項商品出（進）口占總出（進）口比重× 100。

年貿易地區比重

日 本日 本

107

11.8 % 6.9 %

13.4 %
41.2 %

9.4 %

17.3 %
12.1 % 15.4 %12.1 %

29.1 %

12.0 %

中國大陸

及香港

19.3 %

中國大陸

及香港

其 他其 他

歐 洲歐 洲

東協十國東協十國

美 國美 國

資料來源：財政部編「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

出 口 進 口



25

貳、國內經濟篇

口增額，貿易出超增為831.84億美元，仍為我

國最大出超來源。

107年對東協十國出口 582.11億美元，較

上年減少0.6%，比重降至17.3%，主要係電子

零組件出口較上年減少6.7%所致。自東協十國

進口345.32億美元，較上年成長11.3%，比重

與 106年同為 12.0%，以電子零組件、基本金

屬及其製品進口增額較大。由於出口減少、進

口增加，對東協十國貿易出超減至236.79億美

元，其中新加坡、越南及菲律賓分別為我國第

二、第三及第四大出超來源。

107年對美國出口397.01億美元，較上年

成長7.5%，占總出口比重上升至11.8%。受惠

美國製造業景氣持續復甦，帶動生產設備需

求上揚，我國對其機械出口成長18.3%；加上

國際原物料價格走升，以及美國對鋼鋁進口

加徵關稅拉高售價，我國對其基本金屬及其

製品出口成長10.0%。自美國進口347.33億美

元，較上年成長14.9%，占總進口比重上升至

12.1%，以原油進口增額較大。由於對美國出

口增額小於進口增額，出超減至 49.68 億美

元，係我國第五大貿易出超來源。

107年對歐洲出口315.72億美元，較上年

成長 8.3%，出口比重上升至 9.4%。出口產品

中，以基本金屬與其製品、電子零組件及運輸

工具對出口成長的貢獻度較大。自歐洲進口

345.64億美元，較上年增加 10.0%，比重維持

在12.1%，以機械及礦產品對進口成長的貢獻

最大。對歐洲進口增額大於出口增額，貿易入

超擴大為29.92億美元。

107年對日本出口230.93億美元，較上年

增加11.1%，比重亦上升至6.9%，以礦產品、

塑橡膠製品及機械貢獻最大。自日本進口

441.62億美元，較上年增加5.3%，惟占總進口

比重下降至15.4%；前三大進口貨品分別為電

子零組件、化學品及機械。對日本出口增額

大於進口增額，貿易入超減為210.70億美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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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0

5

台灣對主要地區之出口年增率
年107 年106%

資料來源：財政部編「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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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編「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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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由於對中國大陸的出口比重上升，

致出口地理集中係數5由上年之44.3升至44.5；

進口地理集中係數方面，因日本及中國大陸比

重下降，故由上年之30.2降至29.6。

2.服務收支

107年服務收入503.59億美元，較上年增

加 51.91億美元，主要係旅行收入及其他事務

服務項下的專業與管理顧問服務收入增加；服

務支出 571.75億美元，較上年增加 33.28億美

元，主要係旅行支出增加。由於收入增額大於

支出增額，服務逆差由上年之 86.79億美元減

為 68.16億美元。茲將服務收支主要項目變動

說明如下：

加工服務

加工服務係指加工者對他人所屬貨品進行

加工、組裝、加標籤及包裝等服務。107年加

工收入27.81億美元，較上年增加1.95億美元，

主要係接受非居民委託之境內加工服務收入增

加；加工支出27.96億美元，較上年減少7.45億

美元，主要係委外加工貿易廠商支付國外加工

費減少。由於收入增加、支出減少，加工服務

逆差由上年之9.55億美元減為0.15億美元。

維修服務

維修服務係指提供或接受非居民對運輸

工具等貨品的修理。107年維修收入 16.39億

美元，較上年增加 3.21億美元，主要係航空

器維修收入增加；維修支出 9.62億美元，較

上年略減 0.12億美元。由於收入增加、支出

減少，維修服務順差由上年 3.44億美元增為

6.77億美元。

服務貿易

單位：億美元

服務

二、維修服務

三、運輸

（一）客運

（二）貨運

（三）其他

四、旅行

五、其他服務

（一）營建

（二）保險及退休金服務

（三）金融服務*

（四）智慧財產權使用費

（五）電信、電腦及資訊服務

（六）其他事務服務

（七）個人、文化與休閒服務

一、加工服務

（八）不包括在其他項目的政府商品及服務

107年 106年 增減比較

（1）

收入

（2）

支出

（1）-（2）

淨額

（3）

收入

（4）

支出

（3）-（4）

淨額

（5）

收入

（6）

支出

503.59 571.75 -68.16 451.68 538.47 -86.79 51.91 33.28

27.81 27.96 -0.15 25.86 35.41 -9.55 1.95 -7.45

16.39 9.62 6.77 13.18 9.74 3.44 3.21 -0.12

109.50 124.35 -14.85 99.09 113.29 -14.20 10.41 11.06

26.62 28.26 -1.64 24.27 24.84 -0.57 2.35 3.42

78.99 52.02 26.97 70.94 47.75 23.19 8.05 4.27

3.89 44.07 -40.18 3.88 40.70 -36.82 0.01 3.37

137.04 194.21 -57.17 123.15 180.18 -57.03 13.89 14.03

212.85 215.61 -2.76 190.40 199.85 -9.45 22.45 15.76

11.65 14.71 -3.06 14.64 14.81 -0.17 -2.99 -0.10

3.18 10.44 -7.26 4.09 10.14 -6.05 -0.91 0.30

30.90 16.66 14.24 28.85 13.36 15.49 2.05 3.30

15.41 36.09 -20.68 16.98 37.61 -20.63 -1.57 -1.52

37.64 18.44 19.20 28.46 17.37 11.09 9.18 1.07

106.59 109.92 -3.33 90.40 97.15 -6.75 16.19 12.77

3.71 2.86 0.85 3.48 2.61 0.87 0.23 0.25

3.77 6.49 -2.72 3.50 6.80 -3.30 0.27 -0.31

註：*金融服務包括間接衡量的金融中介服務（FISIM）。
資料來源：本行編「中華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季報」（108年 2月）。

5 出（進）口地理集中係數=
n

i =1
Wi

2

，Wi：出口至 i國（或自 i國進口）占總出（進）口比重×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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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服務

運輸可區分為旅客運輸、貨物運輸及其他

運輸（主要為國際港口、機場費用）。107年

運輸收入109.5億美元，較上年增加10.41億美

元，主要係國際線貨運收入增加；運輸支出

124.35億美元，較上年增加11.06億美元，主要

係支付國外海運業者進口貨物運費、國外港埠

費用及外籍航空客運費用增加。由於支出增額

大於收入增額，運輸服務淨支出由上年之14.20

億美元略增為14.85億美元。

旅行

107年旅行收入137.04億美元，較上年增

加 13.89億美元，主要係來台旅客人次續創歷

年新高，較上年成長3.1%，且其平均每人每日

消費額增加；旅行支出194.21億美元，為歷年

最大，較上年增加 14.03億美元，主要係國人

出國人次成長6.3%。由於收入增額小於支出增

額，旅行淨支出由上年之 57.03億美元略增為

57.17億美元，為歷年最大逆差。

其他服務

其他服務包括營建、保險及退休金服務、

金融服務、智慧財產權使用費、電信、電腦

與資訊服務、其他事務服務及個人、文化與

休閒以及政府服務等項目。107年其他服務收

入212.85億美元，較上年增加22.45億美元；

支出 215.61 億美元，較上年增加 15.76 億美

元，主要皆係其他事務服務項下的專業與管

理顧問服務收支增加。由於收入增額大於支

出增額，其他服務淨支出由上年之9.45億美元

減為2.76億美元。

3.初次所得

初次所得包含薪資所得、投資所得及其他

初次所得。107 年初次所得收入 392.48 億美

元，較上年增加 50.18億美元，主要係銀行利

息收入增加；支出285.77億美元，較上年增加

91.05億美元，主要係支付非居民證券投資所

得增加。由於支出增額大於收入增額，初次所

得淨收入由上年之147.58億美元減為106.71億

美元。

初次所得及二次所得

單位：億美元

初次所得

二、投資所得

（一）直接投資

（二）證券投資

（三）其他投資

三、其他初次所得

二次所得

一、薪資所得

107年 106年 增減比較

（1）

收入

（2）

支出

（1）-（2）

淨額

（3）

收入

（4）

支出

（3）-（4）

淨額

（5）

收入

（6）

支出

392.48 285.77 106.71 342.30 194.72 147.58 50.18 91.05

10.56 7.61 2.95 8.63 6.58 2.05 1.93 1.03

380.13 275.00 105.13 332.09 185.29 146.80 48.04 89.71

100.97 113.49 -12.52 96.22 83.45 12.77 4.75 30.04

41.47 113.92 -72.45 30.85 73.75 -42.90 10.62 40.17

237.69 47.59 190.10 205.02 28.09 176.93 32.67 19.50

1.79 3.16 -1.37 1.58 2.85 -1.27 0.21 0.31

76.24 109.50 -33.26 72.17 113.26 -41.09 4.07 -3.76

資料來源：本行編「中華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季報」（108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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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次所得

107年二次所得收入76.24億美元，較上年

增加4.07億美元，主要係工作者匯入款和禮品

及樣品收入增加；支出 109.5億美元，較上年

減少3.76億美元，主要係贈與及工作者與贍家

匯出款減少。由於收入增加、支出減少，二次

所得淨支出由上年之41.09億美元減為33.26億

美元。

（三）資本帳

資本帳包括資本移轉（債務的免除與資

本設備之贈與）以及非生產、非金融性交易

（例如商標、經銷權、網域名稱之買斷）。

107年資本帳由上年逆差0.12億美元轉為順差

0.63億美元，主要係國外債權人對國內廠商債

務免除。

（四）金融帳

金融帳區分為直接投資、證券投資、衍生

金融商品與其他投資四大項，茲依主要項目變

動說明如下:

1.直接投資

107 年居民對外直接投資計 180.24 億美

元，較上年增加64.72億美元，創歷年新高；

非居民來台直接投資69.98億美元，較上年增

加37.07億美元，資產與負債相抵，直接投資

淨資產增加 110.26億美元，較上年增加 27.65

億美元。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備對

外投資及核准對中國大陸投資統計6顯示，107

年對外投資地區以中國大陸 84.98 億美元最

多，對其他地區投資142.95億美元；對外直接

投資的產業主要為基本金屬製造業、機械設

備製造、化學材料製造業及金屬製品製造業；

非居民來台直接投資產業主要為金融及保險

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及化學材料製造業。

2.證券投資

107 年證券投資淨資產增加 806.95 億美

元。茲就其資產與負債分別說明如下：

資產方面

居民投資國外證券淨增加687.98億美元，

其中，股權和投資基金淨增加105.25億美元，

債務證券淨增加582.73億美元，主要為投信基

金及壽險公司投資國外有價證券。

負債方面

非居民投資國內證券轉呈淨減少118.97億

美元，其中，股權及投資基金淨減少111.10億

美元，債務證券減少7.87億美元，主要係外資

年104 105 106 10710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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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帳

資料來源：本行編「中華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季報」（108 年 2 月）。

金 融 帳
直接投資

億美元
證券投資 衍生金融商品

淨資產增加（+）

淨資產減少（-）

其他投資

98 99 100 101

6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直接投資資料與國際收支直接投資統計基礎不同，前者為核准（核備）金額，且未扣掉撤資及減資；後者為實際投資金額，且

為投資及增資扣減撤資及減資後的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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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持國內股票及海外公司債。

3.衍生金融商品

107年衍生金融商品資產淨減少167.48億

美元，主要係其他金融機構收取衍生金融商

品交易利得；而負債淨減少183.86億美元，主

要係其他金融機構支付國外衍生金融商品交

易損失。

4.其他投資

其他投資包括其他股本及債務工具。107

年其他投資淨資產減少414.38億美元。茲就其

資產與負債面分別說明如下：

資產方面

107年居民對外其他投資淨減少190.73億

美元。其中，現金與存款淨減少 171.42 億美

元，主要係銀行存放國外聯行減少；放款淨減

少 41.32億美元，主要係銀行收回國外短期拆

放款；貿易信用淨減少 63.67億美元；其他應

收款淨增加 85.63億美元，主要係銀行國外應

收款增加。

負債方面

107 年非居民對國內其他投資淨增加

223.65億美元。其中，現金與存款淨增加41.86

億美元，主要係銀行收受非居民存款增加，以

及自國外聯行引進資金；借款淨增加 73.82億

美元，主要係銀行自國外短期借款及附買回債

票券交易增加；貿易信用淨增加 74.87 億美

元；其他應付款淨增加 33.10億美元，主要係

銀行國外應付款增加。

（五）中央銀行準備資產之變動

107年中央銀行準備資產增加124.99億美

元，主要係外匯資產投資所得增加。

金融帳

單位：億美元

二、證券投資

（一）股權和投資基金

（二）債務證券

三、衍生金融商品

四、其他投資

（一）其他股本

（二）債務工具

1.現金與存摺

2.貸款/借款

3.貿易信用及預付/收款

4.其他應收/付款

合 計

一、直接投資

107年 106年 增減比較

（1）

資產

（2）

負債

（1）-（2）

淨資產

（3）

資產

（4）

負債

（3）-（4）

淨資產

（1）-（3）

資產

（2）-（4）

負債

180.24 69.98 110.26 115.52 32.91 82.61 64.72 37.07

687.98 -118.97 806.95 818.17 38.85 779.32 -130.19 -157.82

105.25 -111.10 216.35 149.98 42.11 107.87 -44.73 -153.21

582.73 -7.87 590.60 668.19 -3.26 671.45 -85.46 -4.61

-167.48 -183.86 16.38 -115.05 -110.02 -5.03 -52.43 -73.84

-190.73 223.65 -414.38 115.86 263.21 -147.35 -306.59 -39.56

0.05 0.00 0.05 0.06 0.00 0.06 -0.01 0.00

-190.78 223.65 -414.43 115.80 263.21 -147.41 -306.58 -39.56

-171.42 41.86 -213.28 169.41 148.88 20.53 -340.83 -107.02

-41.32 73.82 -115.14 -9.73 119.02 -128.75 -31.59 -45.20

-63.67 74.87 -138.54 -25.35 33.79 -59.14 -38.32 41.08

85.63 33.10 52.53 -18.53 -38.48 19.95 104.16 71.58

510.01 -9.20 519.21 934.50 224.95 709.55 -424.49 -234.15

資料來源：本行編「中華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季報」（108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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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價

（一）躉售物價

107年上半年全球景氣穩健擴張，國際原

油等原物料行情走高，推升國內進口物價，

WPI 年增率逐月走升，至7月為7.04%之全年

高點；嗣因全球經濟成長動能減緩，WPI年增

率隨國際原物料價格回降，至12月為0.77%，

全年則為 3.63%，高於 106 年之 0.90%。其

中，國產內銷品、進口品及出口品分別上漲

3.73%、6.11%及1.45%。

WPI 係按進口物價、國產內銷物價及出

口物價 3 項指數之加權平均（權重分別為

31.92%、28.04%及 40.04%）計算，依序析述

如下：

1.進口物價

107 年以美元計價之進口物價指數上漲

7.09%；惟新台幣對美元較106年略為升值，致

以新台幣計價之進口物價漲幅縮小為6.11%。

就 用 途 別 分 類 觀 察，權 重 最 大（占

68.37%）之農工原料上漲 8.45%，對進口物

價漲幅的貢獻為 6.12個百分點，係進口物價

漲幅的主要來源，主要係礦產品及基本金屬

等價格上揚所致；資本用品（占 17.33%）微

漲 0.01%，消費用品（占 14.30%）則下跌

0.44%。

2.國產內銷物價

隨全球經濟持續擴張，國內部分產品反映

進口原物料成本調高售價，致107年國產內銷

物價上漲3.73%。四大基本分類中，權重最大

的製造業產品類（權重80.82%）上漲4.59%，

對國產內銷物價年增率的貢獻為 3.74 個百分

點，係國產內銷物價漲幅的主要來源。其中，

石油及煤製品漲幅16.44%最大，主因汽柴油及

石油腦報價調升；菸類漲幅12.96%次之，主因

躉  售  物  價  指  數  年  增  率

國產內銷物價 出口物價（新台幣計價）

進口物價（新台幣計價）

月1 4 7 10

12

8

4

0

-8

-4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物價統計月報」。

年

1 4 7 10
106105

1 4 7 10
107

WPI

107年進口物價指數變動分析—按用途別

類別 權重（%） 年增率（%）

進口物價指數

農工原料

資本用品

消費用品

對進口物價年增率之影響

（百分點）

100.00 6.11 6.11

68.37 8.45 6.12

17.33 0.01 0.03

14.30 -0.44 -0.0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物價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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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6月12日起每包香菸菸稅調漲20元之遞

延效應所致。

水電燃氣類（權重11.04%）上漲3.35%，

主因燃氣價格及電價調漲。土石及礦產品類

（權重 0.39%）則因天然氣價格上揚，上漲

0.74%。農林漁牧業產品類（權重7.75%）則下

跌5.29%，主要係因天候良好，水果盛產價跌

所致。

3.出口物價

107 年以美元計價之出口物價指數上漲

2.42%；惟新台幣對美元較106年略為升值，致

以新台幣計價之出口物價漲幅縮小為1.45%。

就 用 途 別 分 類 觀 察，權 重 最 大（占

80.33%）之農工原料上漲2.29%，對出口物價

漲幅的貢獻為1.84個百分點，係出口物價漲幅

的主要來源。其中，礦產品漲幅25.50%最大，

主因汽柴油及燃料油價格上漲；化學或有關工

業產品、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分別上漲7.87%、

4.81%。資本用品（占6.92%）及消費用品（占

12.75%）則分別下跌0.49%、2.47%。

（二）消費者物價

107年初以來，由於香菸售價反映菸稅調

漲，加以蔬菜價格上漲，以及國內油料費隨國

際油價走升調漲，CPI 漲幅較高，至 4 月為

2.00%；5月起，陸續因電信業者推出行動通訊

優惠方案，蔬菜價格受106年同期基期較高影

響下跌，以及菸稅調高之遞延效應漸減，CPI

年增率回降，至8月為1.54%；9月則因8月下

旬豪雨，蔬菜價格上揚，加以油料費漲幅增

加，CPI 年增率回升為1.72%；10月起，因天

107年國產內銷物價指數變動分析—按基本分類分析

類別 權重（%） 年增率（%）

國產內銷物價指數

農林漁牧產品

土石及礦產品

製造業產品

對國產內銷物價年增率之影響

（百分點）

水電燃氣

100.00 3.73 3.73

7.75 -5.29 -0.38

0.39 0.74 0.00

80.82 4.59 3.74

11.04 3.35 0.3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物價統計月報」。

107年出口物價指數變動分析—按用途別

類別 權重（%） 年增率（%）

出口物價指數

農工原料

資本用品

消費用品

對出口物價年增率之影響

（百分點）

100.00 1.45 1.45

80.33 2.29 1.84

6.92 -0.49 -0.07

12.75 -2.47 -0.3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物價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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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平穩，蔬果價格下跌，加以國際油價大跌，

國內油料費反映調降，以及菸稅調高效應逐漸

消退，CPI年增率再度回降，至12月為-0.06%

之全年低點，亦係106年11月以來首度轉負；

全年平均則為1.35%，高於106年之0.62%。

至於核心CPI走勢，1、2兩月受農曆春節

落點影響，波動較大；3月至7月各月年增率落

在1.07%至1.56%之間，波動不大；8月起，由

於菸稅調高之遞延效應逐漸消退，加以耐久性

消費品價跌，核心CPI年增率逐月減緩，至12

月為 0.51%之全年低點；全年平均為 1.21%，

漲幅溫和。

此外，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關注之17項重

要民生物資 7，係民眾日常生活較常購買之商

品項目，對其價格漲跌較有感受。107年17項

重要民生物資CPI年增率呈走高趨勢，全年年

增率為3.29%，高於整體CPI年增率之1.35%，

主因雞蛋、衛生紙、面紙及紙巾，以及鮮奶

等價格漲幅較大，分別為 17.59%、7.98%及

6.90%所致。

107年 CPI上漲1.35%，主要係國際油價較106

年大幅上漲，國內油料費反映調漲，加以香菸

反映菸稅調高售價，兩者合計使CPI年增率上

升約0.74個百分點。茲按CPI主要漲跌項目進

一步分析如下：

消 費 者 物 價 指 數 年 增 率

CPI 核心 CPI
4

2

0

-2

%

月1 4 7 1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物價統計月報」。

年

1 4 7 10
106105

1 4 7 10
107

7 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關注之 17項重要民生物資（權重為 5.48%），包括米、麵粉及調製麵粉、豬肉、雞肉、雞蛋、醬油、糖、沙拉油及調理油、鮮

奶、奶粉、速食麵、麵包、衣服清潔劑、衛生紙、面紙及紙巾、沐浴用品、牙膏及牙粉、洗髮精及潤絲精等。

CPI 及 17 項 重 要 民 生 物 資 CPI 年 增 率
CPI 項重要民生物資17

5

4

3

2

1

0

-2

-1

%

月1 4 7 1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物價統計月報」。

年

1 4 7 10
106105

1 4 7 10
107

雞蛋及衛生紙、面紙及紙巾價格年增率

雞蛋（左軸） 衛生紙、面紙及紙巾（右軸）

0

% %

月1 4 7 1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物價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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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響 CPI上漲之主要項目

油料費及燃氣

年初以來，由於美國持續增產原油，國際

油價（布蘭特原油價格）震盪走低，至2月13

日為每桶 61.94美元；之後，受中東地緣政治

風險升溫、美國恢復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限制

原油出口、美國原油庫存下滑，以及石油輸出

國組織（OPEC）與俄羅斯等產油國不願增產

等供給面因素影響，油價走升，至10月4日達

86.07美元之近4年來高點；嗣因美國原油庫存

及產量續增、OPEC與俄羅斯等產油國增產，

加以全球經濟成長動能趨緩，降低原油需求，

油價大幅回跌至年底之 50.56美元，為全年最

低點。全年油價平均為每桶71.05美元，較106

年平均之54.25美元上漲30.97%。

國內油料費隨國際油價走揚而調漲，燃氣

亦因業者反映進口成本調高售價，全年平均分

別上漲13.27%及6.06%，對 CPI年增率的影響

分別為0.37及0.06個百分點。

香菸

年初以來，菸品售價持續反映菸稅調高

效應，8月起雖菸稅調高效應逐漸遞減，全年

平均香菸價格仍上漲 26.72%，加計檳榔價格

則上漲25.19%，對CPI年增率的影響為0.37個

百分點。

外食費

由於基本工資調高，餐飲業者人事成本增

加，加以燃氣、食材等成本上揚，外食價格反

映調漲，全年上漲2.03%，對 CPI年增率影響

95

85

75

65

55

45

35

美元/桶

1 2 3 4 5 6 7 8 9 121110

資料來源：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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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蘭  特  原  油  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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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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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61.94
 2/13

43.98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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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物價統計月報」。

年

1 4 7 10
106105

1 4 7 10
107

油料費及燃氣價格年增率

油料費 燃氣

香菸對 107 年 CPI 年增率之貢獻
香菸價格年增率（左軸）
香菸對 CPI 年增率之貢獻（右軸）

0

% 百分點

月1 2 3 4 5 6 7 8 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物價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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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個百分點。

房租

房租延續多年來緩步上揚趨勢，年增

0.86%，對CPI年增率影響0.14個百分點。

其他漲幅較大的項目

其他漲幅較大的項目包括：教養娛樂服務

價格上漲0.76%，對CPI年增率影響0.06個百分

點，主要係旅遊團費調高所致；運輸費上漲

1.89%，對CPI年增率的影響為0.05個百分點，

主要係機票價格調漲所致。

2.影響 CPI下跌之主要項目

水果

由於天候平穩，水果價格下跌10.27%，對

CPI年增率之影響-0.26個百分點。

耐久性消費品

由於3C 消費性電子產品持續降價促銷，

致耐久性消費品價格下跌1.11%，對 CPI年增

率的影響-0.10個百分點。

通訊費

5月起，陸續因電信業者推出行動通訊優

惠方案，致通訊費下跌2.62%，對 CPI年增率

的影響-0.07個百分點。

耐久性消費品價格及通訊費年增率

耐久性消費品 通訊費

1

0

-5

-4

-3

-2

-1

%

月1 4 7 1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物價統計月報」。

年

1 4 7 10
106105

1 4 7 10
107

107年 CPI主要變動項目分析

項目 年增率（%）
對CPI年增率之影響
（百分點）

CPI

油 料 費

香菸及檳榔

外 食 費

房 租

蔬 菜*

燃 氣

合 計

水 果

耐久性消費品

合 計

其 他

教養娛樂服務

運 輸 費

通 訊 費

1.35 1.35

13.27 0.37

25.19 0.37

2.03 0.18

0.86 0.14

-3.37 0.12

6.06 0.06

0.76 0.06

1.89 0.05

1.35

-10.27 -0.26

-1.11 -0.10

-2.62 -0.07

-0.43

0.43

註：因蔬菜細項權數係按月變動，致其指數對總指數之影響方向及幅度不必然與漲跌之方向一致。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物價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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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業與薪資

（一）就業人數增加

107年國內經濟溫和成長，勞動市場情勢

穩定，全年平均就業人數為1,143.4萬人，較上

年增加8.2萬人或0.73%。

以行業別言，服務業、工業及農業部門全

年平均就業人數分別較上年增加 5.8 萬人或

0.86%、2萬人或0.50%，以及4千人或0.73%。

就業比重以服務業部門的59.38%最高，較上年

上升 0.07 個百分點；工業部門的就業比重為

35.71%次之，較上年下降0.08個百分點；至於

農業部門就業比重則持平於4.90%。

以職業別言，白領階級（包括民意代表、

主管及經理人員、專業人員、技術員及助理專

業人員、事務支援人員，占就業比重45.07%）

全年平均就業人數增加 4.7萬人或 0.92%；服

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就業比重為 19.75%）增

加2.8萬人或1.26%；藍領階級（包括農、林、

漁、牧業生產人員、技藝工作、機械設備操

作及勞力工，就業比重為35.18%）增加7千人

或0.17%。

（二）失業率降至 90年以來最低

107年失業率僅在農曆春節後（2月）及

暑期（6至 8月），受轉職及畢業生尋職等季

節性因素影響而上升外，其他月份均下降，

至12月為3.66%；全年平均3.71%，係90年以

來最低。

由於就業情勢改善，全年平均失業週數較

上年減少1.40週，為22.82週。以年齡層言，中

高年（45至64歲）及壯年（25至44歲）改善

較多，失業週數分別減少2.21週及1.90週，至

24.11週及23.57週；青少年（15至24歲）則增

加0.28週，為20.20週。又長期失業人數（失業

期間長達53週以上）為6.1萬人，較上年減少

2千人。

以下分別就失業原因、年齡與教育程度別

失業情形析述如次：

1.失業原因：對原有工作不滿意仍為主因

107年平均失業人數為44.0萬人，較上年

減少 3千人或 0.70%，主要係非初次尋職失業

者減少；其中，以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而

失業者減少1.1萬人或9.33%最多，因該項原因

而失業者占總失業人數比重由上年之25.63%降

至23.40%，反映經濟持續成長，有助改善非自

願性失業現象。至於占總失業人數比重最高者

仍為對原有工作不滿意而失業者（占比為

38.12%），較上年增加 5千人或 2.76%；因季

千人

3

4

5

6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就業人數及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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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而失業者（占比為

11.05%）亦增加3千人或6.68%。

2.年齡與教育程度別：青年及高學歷失業率較

高，反映學用落差問題 8

107年青少年（15至24歲）失業率較上年

減少0.38個百分點，為11.54%，在各年齡別中

仍屬最高；壯年（25至 44歲）失業率亦減少

0.07個百分點，為3.86%。惟中高年（45至64

歲）失業率則略增0.01個百分點，為2.00%。

在教育程度別方面，大專及以上與高中高

職教育程度者失業率分別較上年減少 0.04 與

0.14個百分點，各為4.02%與3.60%；國中及以

下教育程度者失業率則較上年增加0.06個百分

點，為2.96%。

（三）勞動力增加，勞動力參與率上升

107年勞動力（就業人數加上失業人數）

為 1,187.4 萬人，較上年增加 7.9 萬人或

0.67%；非勞動力為825.4萬人，與上年持平。

全年平均勞參率為 58.99%，較上年上升 0.16

個百分點。

就性別分析，男性勞參率上升0.11個百分

點，為 67.24%；女性勞參率自 90年以來持續

上升，107年上升0.22個百分點，為51.14%，

顯示近年政府致力落實性別平等，改善職場環

境及輔導婦女就業等政策成效顯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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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5
初次尋職 工作場所業務

緊縮或歇業
季節性或臨時性
工作結束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非初次尋職

對原有工作不滿意

107 年 106 年

失  業  原  因  比  重

年  齡  別  失  業  率

%

中高年

10 1550

107 年 106 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青少年

壯   年

8 根據主計總處 107年人力運用調查，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失業者求職遭遇之主要困難：找不到想要做的職業類別占 27.98%，專長技能（含證照資格）

不合者占 25.55%。

教 育 程 度 別 失 業 率

107 年 106 年

%

大專及
  以上

0 1 2 3 4 5

國中及
  以下

高中
高職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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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年齡別而言，各年齡層勞參率均持續上

升；青少年、壯年及中高年勞參率分別較上年

增加1.66、0.59及0.39個百分點，至34.34%、

88.85%及 63.21%。雖自 99年以來國內勞參率

逐年緩步上升，惟仍低於日本、美國、南韓及

新加坡等國，主要係因青少年就學年齡延長，

較晚投入勞動市場，且中高年齡者提早退休所

致。因應國內勞動力逐漸高齡化，近年政府積

極推動促進青年及中高齡者就業措施，成效可

望逐漸顯現。

另由教育程度別分析，國中及以下與高中

高職勞參率分別較上年增加0.36及0.32個百分

點至 40.93%及 62.56%；惟大專及以上勞參率

則減少0.57個百分點至66.10%。

（四）薪資與勞動生產力溫和成長

107 年非農業部門每人每月平均薪資為

52,407元，較上年增加3.82%，係100年以來最

大增幅，主因軍公教調薪、基本工資調升，以

及企業積極調薪所致；以消費者物價指數平減

後之實質薪資增加2.43%，至51,389元，則為

歷年最高。其中，經常性薪資為40,959元，增

加2.58%，係90年以來最大增幅，實質經常性

薪資增加1.21%；非經常性薪資為11,448元，

增加 8.49%，實質非經常性薪資亦增加

7.05%，主因廠商獲利持續成長，增發獎金及

員工酬勞。

工業與服務業部門每人每月平均薪資分別

為52,005元與52,708元，各較上年增加4.20%

與3.53%，實質薪資亦各增加2.81%及2.15%。

而工業與服務業部門之經常性薪資分別較上年

增加 2.39%與 2.69%，實質經常性薪資亦各增

加1.03%與1.32%。

各中業別月平均薪資中，以電力及燃氣供

107年主要國家勞動力參與率
單位：%

國家 台灣 日本

勞動力參與率

美國 南韓 新加坡

58.99 61.5 62.9 63.1 67.7

資料來源：各國官方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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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月報」。

非農業部門每人每月平均薪資與年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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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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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業之 96,054 元仍屬最高，金融及保險業之

89,215元次之；而部分工時員工較多之教育服

務業 9與住宿及餐飲業，則分別為 26,033元與

34,077 元，相對較低。在平均薪資變化上，

107 年各業均見成長，尤以不動產業之增幅

6.16%最大，批發及零售業之5.37%次之。

勞動生產力方面，由於全年生產增幅高於

總工時增幅，致工業及製造業的勞動生產力指

數分別較上年增加 2.05%與 2.36%。製造業

中，以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增幅

11.65%最大，其他製造業增幅9.82%次之。

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方面，由於受僱者總薪

資增幅，高於生產增幅，致工業及製造業之單

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分別較上年增加3.42%與

3.23%。製造業中，以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增

幅22.51%最大，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增

幅10.28%次之。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編「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月報」。

年104 105 107106103102

工業部門勞動生產力指數
與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

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勞動生產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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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僅含短期補習班及汽車駕駛訓練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