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貳、經 濟 篇

貳、經濟篇

一、國內生產與所得

本年上半年雖受美國次級房貸風暴後

續效應衝擊影響，主要工業國家景氣趨

緩，惟亞洲區域貿易表現仍佳，我國對外

貿易動能仍在；下半年因金融海嘯不利因

素擴散，新興市場經濟體亦遭受衝擊，我

國對外貿易動能轉弱；至於內需方面，因

國際金融市場劇烈震盪波及國內股價，加

以失業率升高及油電價格上漲，民間消費

疲弱不振；而民間投資則因全球景氣急速

反轉，企業獲利銳減而縮減資本支出，民

間投資大幅衰退。整體而言，我國經濟上

半年因外需支撐仍呈溫和成長，下半年則

因外需急轉直下而轉呈衰退，全年經濟成

長率由上（96）年5.70%陡降為0.12%。就

國內生產毛額的支出面來看，雖然國外需

求成長幅度不如上年，但上半年表現仍

佳，以致全年來看，國內需求仍不及國外

需求對經濟成長之貢獻。再以生產面來

看，本年農業因風災及飼料成本提高，續

呈衰退，工業亦在輸出陡降下而大幅萎

縮，三大業別中，仍以服務業為經濟成長

貢獻之大宗。

經 濟 成 長 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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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內生產毛額

本年經濟成長率較上年低，成長幅度

逐季縮小，並於下半年轉呈衰退，各季走

勢如下：第 1 季由於亞洲區域貿易表現仍

佳，光學器材、電機、電子、機械及塑化

產品出口暢旺，輸出呈二位數成長，而民

間消費因物價上漲影響消費意願，成長幅

度仍緩。至於民間投資受惠於光電業者提

升產能及電信業者擴建設備，由上年第 4

季之衰退轉呈正成長，經濟成長率為

6.25%，約與上年第4季的6.35%相當。第2

季在物價大幅上漲衝擊實質所得影響下，

民間消費成長停滯，而民間投資在景氣下

滑，訂單銳減的影響下，企業投資轉趨保

守而衰退，幸賴亞洲新興國家貿易動能支

撐，經濟成長率仍可維持 4.56%的水準。

第 3 季則因國際金融海嘯不利因素擴大，

並加速衝擊新興國家市場，以致我國對外

貿易出現衰退，在民間消費與投資原已不

振下，經濟成長率轉為衰退1.05%。第4季

雖然民間消費衰退幅度縮小，但因經濟景

氣趨於悲觀，民間投資嚴重衰退，加以輸

出持續往下探底，衰退幅度更形擴大，以

致經濟成長率大幅衰退8.36%。

2. 國民生產毛額

國內生產毛額經加計國外要素所得收

入淨額後即為國民生產毛額。本年實質國

外要素所得收入淨額較上年衰退 2.97%，

主要係因全球大幅降息，國人外匯資產投

資所得減少所致。本年國民生產毛額按民

國90年價格計算，成長率為0.05%。

3. 國民所得

本年名目國民所得(按市價計算)較上

年減少 2.65%，平均每人國民所得為新台

幣 48萬 1,815元，折合美金為1萬 5,276美

國內生產毛額、國民生產毛額與國民所得

年(季)

別

國內生產毛額 國民生產毛額

平 均 每 人名 目
（當期價格）

實 質
（90年價格）

名 目
（當期價格）

實 質
（90年價格）

金 額
（新台幣

億元）

年增率

（％）

金 額
（新台幣
億元）

年增率

（％）

金 額
（新台幣
億元）

年增率

（％）

金 額
（新台幣
億元）

年增率

（％）

國民生產毛額

（美元）

國民所得

（美元）

95年
96年
97年 p
96年第1季

2
3
4

97年第1季
2
3
4p

119,176
126,358
123,652
31,125
29,310
32,838
33,084
32,321
29,970
31,301
30,060

123,763
130,822
130,983
31,373
31,381
33,665
34,402
33,333
32,811
33,313
31,525

122,293
129,685
126,971
32,428
30,266
33,152
33,839
33,934
30,470
31,831
30,736

126,764
133,976
134,043
32,626
32,293
33,961
35,096
34,830
33,287
33,791
32,135

4.04
6.03
-2.14
4.93
6.06
7.12
5.97
3.84
2.25
-4.68
-9.14

4.80
5.70
0.12
3.84
5.49
7.02
6.35
6.25
4.56
-1.05
-8.36

4.12
6.04
-2.09
5.16
6.84
6.48
5.77
4.64
0.67
-3.98
-9.17

4.83
5.69
0.05
4.06
6.20
6.42
6.06
6.76
3.08
-0.50
-8.44

16,532 15,455
17,299 15,122

15,27617,576
4,319 3,816

3,4854,006
3,8434,411
3,9784,563

4,705 4,137
4,372 3,766

3,8244,444
3,5494,055

註：p：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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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高於上年之1萬 5,122美元。

1. 產業成長

本年受經濟不景氣及天候不佳影響，

工業及農業生產均較上年衰退，而服務業

雖有成長，但成長幅度則較上年大幅縮

小。茲分別說明如下：

農業生產續呈衰退

本年農業 (包括農、林、漁、牧業) 生

產，因風災頻繁且飼料成本提高，農業生

產續呈衰退1.44%。

工業成長由正轉負

本年上半年在亞洲區域貿易暢旺，出

口溫和成長的帶動下，工業生產仍可維持

穩定成長，而下半年因金融海嘯危機漸次

衝擊新興經濟體，我國對外輸出急速萎

縮，工業生產亦隨之衰退，全年合計衰退

1.15%。茲依工業部門項下四大業別說明

如下：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礦業包含煤、原

油、天然氣及其他礦物採取業。本年礦業

生產由上年之正成長 7.92%轉為衰退

9.20%，主要係因下半年營造業景氣下滑，

砂石需求縮減所致。

製造業 本年製造業成長率由上年的

正成長 10.36%轉為負成長 1.00%，主要係

因下半年輸出大幅衰退，延宕製造業成長

所致。

若依製造業四大業別觀察：97年全年

資訊電子工業增加6.82%，係4大行業中惟

一增產者。主要係因上半年受惠於亞洲區

域內貿易快速成長，對消費性電子產品需

求仍殷，加以國際大廠加速委外釋單，帶

動晶圓代工、IC 製造等相關產業增產所

致，惟第 4 季因全球景氣急劇下滑，波及

消費性電子產品市場需求，增產榮景不

各 業 生 產 成 長 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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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化學工業減少 7.46%，主要係因市場

需求持續疲軟，且石化行情隨著國際原油

急遽震盪而重挫，整體產業產能利用率偏

低，加以中油四輕及台塑石化六輕等烯烴

廠延長歲修時程，下游塑化業者順應需求

萎縮而減產所致。

金屬機械工業減少 7.23%，主要係因

景氣驟降減緩企業擴廠需求，加以房市榮

景不再，鋼品需求減弱，而機械設備生產

則受全球景氣驟降，大陸提高免稅適用門

檻，及韓圜重貶等因素影響，導致我國機

械出口減少所致。至於民生工業則續呈衰

退 5.80%，主要係因景氣持續低迷抑制食

品消費支出，加以美國市場大幅萎縮及大

陸低價紡品競爭，導致紡織業減產所致。

水電燃氣業 本年水電燃氣業因產業

大抵減產而衰退，由上年正成長 1.88%轉

為衰退0.96%。

營造業 本年營造業因景氣轉為低

迷，不動產市場榮景消退，加以經濟前景

不明，企業建廠需求亦隨之延宕，以致成

長幅度由上年的正成長 3.15%轉為衰退

2.55%。

服務業微幅成長

本年服務業(包括批發及零售業、住宿

及餐飲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金融及保

險業、不動產及租賃業、專業科學及技術

服務業、教育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福

利服務業，及政府服務生產者)受景氣低迷

的影響，僅呈現微幅成長0.75%。

若依行業別觀察：本年服務業衰退的

行業為住宿及餐飲業、金融及保險業。住

宿及餐飲業衰退 2.82%，主要係因全球景

氣黯淡，國際觀光旅館住房收入減少所

致。金融及保險業衰退 1.77%，主要受利

息收支淨額減少、股市成交值銳減及基金

手續費收入下滑等因素影響。至於產值成

長的行業中，以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業、教育服務業

的成長最大，且為4季均呈正成長的行業。

各 業 生 產 成 長 率
單位：％

年(季)別

經濟

成長

率

農
林
漁
牧
業

工 業

小 計
礦業
及土石
採取業

製造業
水電

燃氣業
營造業

服 務 業

批發及

零售業

運輸
倉儲
及

通信業

金融
及

保險業

教育

服務業

醫療保
健及社
會福利
服務業

政府
服務
生產者

小計

95年
96年
97年p
96年第1季

2
3
4

97年第1季
2
3
4p

住宿及

餐飲業

不動產
及

租賃業

專業科
學及技
術服務
業

4.80
5.70
0.12
3.84
5.49
7.02
6.35
6.25
4.56

-1.05
-8.36

6.08
-1.90
-1.44
3.33

10.80
-1.49

-16.89
-4.61
-5.78
-1.96
6.88

6.76
9.31

-1.15
4.23
8.62

10.80
12.98
11.19
8.26

-0.43
-20.23

-10.79
7.92

-9.20
-11.32
26.73
8.83

12.42
11.82
-9.41

-16.82
-20.45

7.20
10.36
-1.00
4.51
9.08

12.12
14.98
12.24
9.29
0.12

-21.68

3.03
1.88

-0.96
2.22
3.55
2.37

-0.40
5.24
3.76

-5.54
-5.65

6.68
3.15

-2.55
4.22
5.90
2.13
0.58
3.36
1.44

-1.79
-12.79

3.92
4.26
0.75
3.69
4.04
5.36
3.95
4.35
3.15

-1.35
-2.88

6.21
5.37
0.82
4.68
4.58
6.15
6.02
6.90
6.35

-1.16
-7.70

6.03
2.61

-2.82
4.69
4.82
1.06
0.77
2.42

-0.69
-6.24
-5.72

3.74
2.16
0.99
1.36
2.51
2.31
2.54
3.24
2.11

-1.01
-0.58

1.22
8.19

-1.77
5.20
5.77

12.80
9.15
4.12

-0.66
-7.95
-2.29

5.71
4.64
2.42
4.41
5.81
4.61
3.80
4.26
4.45
1.43

-0.27

9.85
11.30
5.08

14.39
12.59
12.69
6.14
8.27
8.32
2.64
1.51

2.87
2.53
2.56
2.36
2.74
2.39
2.64
2.28
2.49
1.91
3.54

3.05
3.55
3.09
4.42
3.24
3.33
3.26
2.93
2.76
2.72
3.91

0.70
-0.61
0.72
0.32
0.09
0.48

-3.29
-0.01
0.35
0.89
1.61

註：p：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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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成長 5.08%，主要

係因商業活動廣泛應用電腦處理資訊，以

致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及電腦系統

設計服務業增產所致。醫療保健及社會福

利服務業持續成長 3.09%，主要係因老年

人口比例增加，醫療保健支出提高所致。

而教育服務業則因少子化以致教育服務走

向精緻化，教育支出仍呈成長2.56%。

不動產及租賃業在前 3 季仍可維持正

成長，惟第 4 季因房地產市場低迷而轉呈

衰退，惟全年仍可維持 2.42%的正成長。

批發及零售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全年雖

仍分別為0.82%及0.99%的正成長，但受外

貿動能在下半年急速下降的影響，均由上

半年的正成長轉為下半年的負成長。此

外，政府服務生產者第 1 季因政府持續上

年第4季節約支出的態勢，而呈微幅衰退，

惟自第 2 季起，為舒緩失業問題，積極推

動「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以致成長

率由上年的負成長 0.61%轉為正成長

0.72%。

2. 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係以各業名目產值占當年名

目國內生產毛額(GDP)比重表示。本年農

業產值占 GDP 的比重為1.68%，高於上年

之 1.51%；工業產值比重則由上年的

27.77%下降為25.15%；服務業產值比重則

由上年之70.71%上升為73.17%。

3. 產業對經濟成長率之貢獻

若就農、工、服務三大產業對經濟成

長之貢獻觀察：本年農業生產持續上年衰

退走勢，對經濟成長率之貢獻為負0.02個

百分點。工業對經濟成長之貢獻則由上年

正 2.83個百分點轉為負 0.36個百分點；其

中，製造業生產衰退，是本年工業轉為負

貢獻的主要原因。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則因

砂石需求縮減、水電燃氣業隨其他產業減

各 業 生 產 產 值 占 GDP 比重

（按當期價格計算）
單位：％

工 業 服 務 業

年(季)別 合計

農
林
漁
牧
業

小 計
礦業
及土石
採取業

製造業
水電

燃氣業
營造業 小 計

批發及

零售業

住宿及

餐飲業

運輸
倉儲
及

通信業

金融
及

保險業

不動產
及

租賃業

專業科
學及技
術服務
業

教育

服務業

醫療保
健及社
會福利
服務業

政府
服務
生產者

95年 100.00 1.62 27.02 0.32 23.04 1.46 2.20 71.36 18.32 2.14 5.96 9.96 8.24 2.52 1.83 3.06 10.72
96年 100.00 1.51 27.77 0.41 24.01 1.11 2.25 70.71 18.51 2.11 5.83 10.03 8.15 2.69 1.79 3.01 10.10
97年p 100.00 1.68 25.15 0.42 21.85 0.56 2.32 73.17 19.23 2.17 5.85 10.02 8.59 2.95 1.89 3.20 10.45
96年第1季 100.00 1.40 26.62 0.34 22.86 1.14 2.28 71.98 18.08 2.06 5.96 9.67 8.06 2.61 1.81 2.98 12.32

2 100.00 1.81 25.72 0.44 21.87 1.05 2.36 72.47 18.64 1.86 5.88 11.04 8.66 2.71 1.83 3.26 9.85
3 100.00 1.35 30.09 0.39 26.15 1.38 2.17 68.56 17.29 2.16 5.75 10.13 7.80 2.73 1.78 2.87 9.58
4 100.00 1.52 28.38 0.46 24.85 0.86 2.20 70.10 20.02 2.34 5.73 9.38 8.14 2.69 1.73 2.98 8.75

97年第1季 100.00 1.42 25.46 0.47 22.12 0.59 2.28 73.12 18.93 2.12 5.91 9.95 8.11 2.78 1.81 2.99 11.96
2 100.00 1.90 23.98 0.45 21.17 0.03 2.32 74.12 19.76 1.92 5.72 10.89 8.89 2.96 1.86 3.35 9.77
3 100.00 1.50 27.41 0.38 24.39 0.53 2.11 71.08 18.21 2.17 5.56 9.67 8.37 3.03 1.92 3.12 10.15
4p 100.00 1.94 23.62 0.39 19.59 1.07 2.57 74.44 20.06 2.48 6.20 9.60 9.02 3.04 1.98 3.36 9.82

註：p：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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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營造業受房市低迷影響，貢獻率皆由

上年的正貢獻轉為負貢獻。至於本年服務

業對經濟成長之貢獻則為0.50個百分點，

為 3 大業別中支撐經濟成長之主要來源；

其中以不動產及租賃業、批發及零售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的貢獻較大。總括

而言，本年在全球景氣急速降溫的影響

下，農業及工業產能均呈衰退，以致服務

業成為維持本年經濟小幅成長的最大支

撐。

1. 民間消費

本年第 1 季在勞動情勢穩定及上市櫃

公司大量發放現金股利激勵下，民間消費

穩定成長，第 2 季則受物價上漲衝擊實質

所得，及國際金融情勢震盪波及我國股

市，民眾財富縮水影響消費意願，民間消

費幾無成長。下半年國際金融情勢更趨嚴

峻，財富縮水等負面因素持續，加以失業

率升高及油電價格調漲，民間消費轉呈衰

退，全年合計衰退0.29%。

若就民間消費型態觀察，本年民間食

品消費成長率由上年正成長 1.22%轉為衰

退 1.55%，而非食品消費成長率則由上年

的2.61%下降為0.05%。若扣除其他項，以

醫療及保健、租金及水費、家庭管理 3 項

成長最大。其中，醫療及保健支出增加，

主要係因國人平均壽命延長，衛生保健觀

念增強所致。而租金及水費不似其它消費

項目易受景氣不佳而縮減，因此仍持續增

加，惟成長幅度較上年縮小。至於家庭管

理費成長較大，主要係因雙薪小家庭日益

增加，職業婦女對家務幫佣需求提高所

致。本年民間消費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

（按當期價格計算）仍為各項處分的最大

項，達61.43%，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則因成

長率為負，而由上年的正1.31個百分點轉

為負0.16個百分點。

各 業 生 產 對 經 濟 成 長 之 貢 獻

單位：百分點

工 業 服 務 業

年(季)別 合 計

農
林
漁
牧
業

小 計
礦業

及土石
採取業

製造業
水電

燃氣業
營造業 小 計

批發及

零售業

住宿及

餐飲業

運輸
倉儲
及

通信業

金融
及

保險業

不動產
及

租賃業

專業科
學及技
術服務
業

教育

服務業

醫療保
健及社
會福利
服務業

政府
服務
生產者

95年
96年
97年p
96年第1季

2
3
4

97年第1季
2
3
4p

4.80 0.09 2.02 -0.03 1.84 0.06 0.14 2.70 1.03 0.12 0.25 0.12 0.46 0.22 0.05 0.08 0.07
5.70 -0.03 2.83 0.02 2.71 0.03 0.07 2.90 0.90 0.05 0.14 0.80 0.38 0.26 0.04 0.10 -0.06
0.12 -0.02 -0.36 -0.02 -0.27 -0.02 -0.05 0.50 0.14 -0.06 0.06 -0.18 0.19 0.12 0.04 0.08 0.07
3.84 0.04 1.24 -0.03 1.14 0.04 0.09 2.55 0.80 0.09 0.10 0.52 0.36 0.32 0.04 0.12 0.03
5.49 0.16 2.54 0.05 2.30 0.06 0.13 2.79 0.77 0.08 0.17 0.61 0.48 0.29 0.04 0.09 0.01
7.02 -0.02 3.47 0.02 3.36 0.05 0.05 3.57 0.96 0.02 0.14 1.22 0.37 0.30 0.04 0.09 0.05
6.35 -0.28 3.95 0.02 3.92 -0.01 0.01 2.69 1.05 0.02 0.16 0.84 0.31 0.15 0.04 0.09 -0.31
6.25 -0.06 3.30 0.02 3.12 0.09 0.07 3.01 1.19 0.05 0.23 0.42 0.35 0.20 0.04 0.08 0.00
4.56 -0.09 2.50 -0.02 2.43 0.06 0.03 2.14 1.05 -0.01 0.14 -0.07 0.37 0.20 0.04 0.07 0.03

-1.05 -0.02 -0.14 -0.03 0.04 -0.11 -0.04 -0.88 -0.18 -0.12 -0.06 -0.80 0.11 0.06 0.03 0.07 0.08
-8.36 0.09 -6.54 -0.04 -6.13 -0.10 -0.27 -1.92 -1.35 -0.13 -0.03 -0.22 -0.02 0.04 0.06 0.10 0.14

註：p：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21

貳、經 濟 篇

2. 政府消費

本年因經濟景氣逐步惡化，政府擴大

弱勢家庭基本生活照顧及近貧家庭補助方

案等支出，以致政府消費成長率由上年的

0.92%上升為1.15%，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則

為0.13個百分點，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

則略較上年提升。

3. 固定資本形成

本年第 1 季在高科技業者積極提升技

術層次與產能下，固定資本形成溫和成

長，第 2 季則因美國次級房貸負面效應擴

大，國際景氣不確定性提高，企業投資轉

趨保守，固定資本形成僅微幅成長；下半

年因景氣急速反轉直下，部分廠商產能已

呈閒置，投資更形卻步，全年合計衰退

10.78%，對經濟成長貢獻則為負2.01個百

分點，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則較上年略

為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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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第1季因光

電業者積極提升產能及電信業者擴建光纖

網路，民間投資溫和成長3.92%，第2季則

因經濟前景不明，若干企業放緩資本支出

步調，民間投資轉呈衰退。至下半年國外

需求銳減，多數廠商因產能過剩，原定投

資計畫紛傳延後或縮減，以致民間投資下

半年續呈衰退，第4季則因出口大幅衰退，

經濟前景更形悲觀，衰退幅度更為擴大，

全年合計衰退13.47%。至於政府投資，由

於近年許多公共建設投資案都透過BOT方

式轉為民間投資案，以致政府投資規模在

前3季成長受限，第4季則因景氣表現持續

不佳，政府積極推動「加強地方建設擴大

內需方案」，以致成長幅度擴大，全年合

計政府投資由上年的衰退轉為微幅成長

0.34%。此外，公營事業投資則因經濟前

景不明，投資計畫規模縮減，以致由上年

的正成長轉為衰退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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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固定資產投資)觀察：營建工程投

資上半年因物價續處高檔，廠商進行調

節，導致工程量萎縮；下半年則因房市持

續向下調整，建商推案量減少，營建工程

投資衰退擴大，合計全年衰退 6.16%；運

輸工具投資亦大幅衰退35.69%，主要係因

上年適逢航空業者機隊汰舊換新，墊高計

算基期，加以金融海嘯席捲全球，經濟前

景晦暗所致。機器設備投資在第 1 季高科

技業者投資成長帶動下，尚能維持成長態

勢，惟自第2季起，因全球景氣急速反轉，

產業前景趨於悲觀，企業投資持續保守，

致機器設備全年衰退15.23%。無形固定資

產投資則因資料處理、資訊供應服務業及

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投資較上年增加，以

致全年無形固定資產投資仍可維持10.22%

的成長。

4. 對外貿易

本年上半年因亞洲區域內貿易活動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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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暢旺，紓解歐美國家需求減弱之負面衝

擊，我國出口成長表現尚佳；惟至下半年

因金融風暴之不利因素逐步波及亞洲新興

經濟體，以致下半年輸出轉為衰退。至於

輸入方面，受出口引申需求影響，本年輸

入成長態勢與輸出成長一致，亦由上半年

的正成長轉為下半年的負成長。

如就海關進、出口資料觀察，本年前

三季全球景氣雖呈下滑，我國出口幸賴新

興市場的需求穩定而持續上升，抵銷歐美

經濟體需求減弱之衝擊，惟至第 4 季，由

於新興經濟體景氣漸受波及，我國外銷訂

單驟減，海關出口大幅減少，以致全年海

關出口（美元計價）僅小幅增加 3.64%。

進口走勢受出口引申需求變化影響，亦呈

前三季增加而第 4 季大幅減少，全年海關

進口（美元計價）增加 9.84%。由於出口

增幅小於進口增幅，出超由上年的 274.25

億美元減少為148.32億美元。若併計服務

貿易與剔除物價因素，本年商品及服務輸

各 項 支 出 實 質 成 長 率

單位：%

對國內生產
毛額之支出

民間消費 政府消費

國內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小計 民間 公營 政府

95年
96年
97年p
96年第1季

2
3
4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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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5.70
0.12
3.84
5.49
7.02
6.35
6.25
4.56

-1.05
-8.36

1.76
2.31

-0.29
2.29
2.17
3.10
1.65
2.07
0.52

-2.13
-1.68

-0.42
0.92
1.15

-0.03
0.71
1.73
1.08
1.28

-0.17
1.16
2.17

0.87
1.90

-10.78
-0.28
4.71
3.80

-0.77
3.69

-8.00
-11.82
-23.24

3.57
3.25

-13.47
1.01
7.73
5.16

-1.21
3.92

-9.92
-12.77
-32.23

-7.86
1.42

-2.58
17.31
-3.29
-1.03
-1.78
6.53
4.70

-9.37
-7.13

-7.39
-5.28
0.34

-16.55
-9.61
-1.13
2.09
0.08

-1.01
-7.56
7.89

10.26
8.82

-0.17
5.24
5.21

11.55
12.92
12.71
9.86

-0.57
-19.75

5.62
3.79

-4.30
-0.84
2.63
7.26
5.82
9.59
0.19

-2.60
-22.63

註：p：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各項支出占 GDP 比重

（按當期價格計算）
單位：％

對國內生產
毛額之支出

民間消費 政府消費

國內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小計 民間 公營 政府

95年
96年
97年p
96年第1季

2

4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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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貨增加

3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64.04
65.99
69.39
59.13
71.67
67.03
66.36
67.45
75.36
77.65
56.94

69.68
73.48
74.17
66.10
76.70
75.09
75.96
71.87
81.71
79.50
63.58

0.26
0.39
0.62

-0.55
1.31
0.18
0.68
0.67
0.36
2.38

-1.02

3.43
3.27
3.75
2.45
3.16
3.32
4.10
2.66
3.54
3.72
5.18

1.60
1.58
1.66
1.33
1.35
1.46
2.14
1.43
1.42
1.47
2.34

16.22
16.26
15.14
14.29
19.09
16.23
15.64
14.96
17.62
15.49
12.52

21.24
21.11
20.56
18.06
23.60
21.01
21.88
19.05
22.58
20.68
20.03

12.63
12.10
12.61
13.00
11.78
11.48
12.17
12.76
11.66
12.27
13.75

60.23
58.90
61.43
62.52
58.28
59.28
55.68
63.09
59.04
62.82
60.59

註：p：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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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以下簡稱輸出、輸入)實質成長率

（新台幣計價）分別由上年的正成長8.82%

及 3.79%，轉為分別衰退 0.17%及 4.30%，

而貿易順差則由上年的288.13億美元減少

為187.11億美元。

本年受國際金融風暴影響，國內股市

表現不佳，企業裁員或實施無薪假，約制

民間消費意願，民間消費名目增幅由上年

的3.68%縮小為2.06%，併計政府消費名目

增加 1.97%，合計國民消費名目增加

2.04%，連帶使本年國民儲蓄率(儲蓄毛額

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率)由上年的 29.85%

下降為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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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國民儲蓄毛

額及國內投資毛額均較上年減少，惟國民

儲蓄毛額減少的幅度較國內投資毛額減少

幅度大，以致本年超額儲蓄率(即超額儲蓄

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率)由上年的8.90%下

降為6.56%。

儲 蓄 與 投 資

國民儲蓄毛額 國內投資毛額

金 額
（億元）

儲蓄率
（%）

金 額
（億元）

投資率
（%）

95年
96年
97年p
96年第1季

2
3
4

97年第1季
2
3
4p

年（季）別

超 額 儲 蓄

金 額
（億元）

超額儲蓄率
（%）

3,418,000
3,871,500
3,450,875

863,218
941,600
959,325

1,107,357
913,404
906,832
811,947
818,692

27.95
29.85
27.18
26.62
31.11
28.94
32.72
26.92
29.76
25.51
26.64

2,562,708
2,717,460
2,618,490

544,985
730,317
695,779
746,379
637,526
687,671
721,695
571,598

20.96
20.95
20.62
16.81
24.13
20.99
22.06
18.79
22.57
22.67
18.60

855,292
1,154,040

832,385
318,233
211,283
263,546
360,978
275,878
219,161
90,252

247,094

6.99
8.90
6.56
9.81
6.98
7.95

10.67
8.13
7.19
2.84
8.04

註：p：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各項支出對經濟成長之貢獻
單位：百分點

對國內生產
毛額之支出

民間消費 政府消費

國內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小計 民間 公營 政府

95年
96年
97年p
96年第1季

2
3
4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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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貨增加

4.80
5.70
0.12
3.84
5.49
7.02
6.35
6.25
4.56

-1.05
-8.36

1.02
1.31

-0.16
1.40
1.18
1.78
0.87
1.25
0.27

-1.18
-0.84

-0.05
0.11
0.13
0.00
0.08
0.21
0.13
0.13

-0.02
0.13
0.26

0.18
0.37

-2.01
-0.05
0.96
0.75

-0.16
0.59

-1.61
-2.26
-4.50

0.54
0.49

-1.98
0.13
1.26
0.80

-0.19
0.50

-1.65
-1.93
-4.59

-0.14
0.02

-0.04
0.19

-0.04
-0.02
-0.04
0.08
0.06

-0.13
-0.15

-0.23
-0.14
0.01

-0.37
-0.26
-0.03
0.07
0.00

-0.02
-0.19
0.24

0.19
0.12

-0.01
-1.30
1.11
0.62
0.03
0.90

-0.88
1.23

-1.25

6.48
5.86

-0.12
3.35
3.66
7.61
8.54
8.23
6.90

-0.39
-13.86

3.02
2.05

-2.29
-0.44
1.50
3.95
3.06
4.85
0.10

-1.42
-11.83

註：p：初步統計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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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 蓄 率 與 投 資 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
32

27

22

17

12

投資率儲蓄率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年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