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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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