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

九十七年中央銀行年報

三、物 價

本（97）年雖進口原油及穀物等國際

農工原料行情自年中高點急速大幅回跌，

但以美元計價之進口物價指數全年平均年

增率仍升至13.68%；由於新台幣對美元升

值，致以新台幣計價之進口物價指數年增

率降為 8.85%，而以新台幣計價之出口物

價指數年增率則轉為-2.14%，影響所及，

躉售物價指數（WPI）年增率由上（96）

年之6.47%降為5.17%。

在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方面，雖

然國內消費需求疲弱，不含家外食物之服

務類價格維持平穩，惟因進口能源及農牧

產品等原物料行情攀高，國內家外食物、

肉類、穀類及其製品等相關食品紛紛反映

成本調漲零售價格，致食物類價格大漲；

油料費亦反映進口原油成本漲多跌少，國

內面臨輸入性物價上漲壓力，CPI 與不包

括蔬果、水產及能源之CPI（即核心CPI）

年增率，於7月分別達5.81%及4.06%之高

峰。之後，隨著全球景氣下滑，原物料價

格急遽回跌，進口原物料行情攀升之傳遞

效應逐漸減弱，CPI與核心CPI年增率逐月

回降，至12月各降為1.27%及2.13%。全年

平均CPI與核心CPI年增率則分別為3.53%

及3.08%，同時各創下民國85年與86年以

來新高。

WPI係進口物價、國產內銷物價及出

口物價三項指數之加權平均。本年前三季

WPI漲勢仍強，第4季隨國際原物料行情急

速回降而轉呈下跌。茲進一步分析如下：

1.進口物價

由於原油、煤、合金鐵及小鋼胚、塑

化及穀物等國際農工原料行情上揚，本年

物 價 指 數 年 增 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物價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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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元計價之進口物價上漲13.68%（上年

為 7.95%），惟受新台幣對美元升值 4.2%

影響，以新台幣計價之進口物價漲幅縮小

為8.85%，低於上年漲幅之8.95%。其中，

就用途別分類觀察，以農工原料之權重最

大為77.19%，本年漲幅為10.86%，對進口

物價年增率的貢獻達8.52個百分點；其次

為資本用品權重 15.97%，本年漲幅為

1.31%，對進口物價年增率的貢獻為0.20個

百分點；至於消費用品權重最小為6.83%，

本年漲幅為 0.43%，對進口物價年增率的

貢獻為0.03個百分點。

2.國產內銷物價

雖本年國內電子零組件、電腦、電子

產品及光學製品等仍存在激烈競爭，產品

價格續呈疲軟，惟其他大部分產品反映進

口原物料成本增加調高售價，致國產內銷

物價仍上漲8.61%，高於上年之6.39%。其

中，漲幅較大的項目包括有農林漁牧業產

品類上漲19.76%，主因禽畜產品及水產品

等價格上揚所致；土石及礦產品類上漲

17.29%，主因砂、硫磺及天然氣等價格上

揚所致。此外，製造業產品類上漲7.66%，

在其22類產品中，除菸類持平外，18類產

品上漲，3 類產品下跌，其中以基本金屬

類漲幅達21.21%最大，主因鋼鐵行情仍處

相對高檔所致；食品類上漲14.84%次之，

主因黃豆粉及飼料價格位居高檔所致；水

電燃氣類上漲 8.52%，主因電力及燃氣業

者為反映成本調整售價所致。

3.出口物價

我國出口物價結構主要為工業產品，

權重高達99.04%，農產加工品及農產品權

重僅分別為0.82%與0.14%。本年出口物價

漲幅相對溫和，以美元計價之出口物價上

漲2.12%（上年為2.59%）；惟受新台幣對

躉售物價指數年增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物價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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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升值之影響，以新台幣計價之出口物

價則下跌2.14%，而上年則上漲3.56%，其

中，以動、植物產品及調製食品類上漲

17.38%最大，主因活魚、冷凍魚報價上揚

所致；雜項類漲 15.72%居次，主因汽柴

油、燃料油等國際行情仍處較高水平所致。

綜合上述影響，本年 WPI 年增率為

5.17%，低於上年之6.47%。

就本年各月間之變動情況觀察，除2、

3月受新台幣對美元升值影響略降外，WPI

延續上年持續上漲走勢；但隨著國際經濟

的快速降溫，國際原油等原物料價格在 7

月以後急遽回跌，電子相關產品亦因競爭

激烈，價格疲軟，WPI轉呈明顯下跌。若

與上年同月比較，WPI年增率亦於7月達最

高峰為 11.44%，之後明顯下降，至 12 月

為-9.50%。

本年初以來，由於國際能源及農牧產

品等原物料行情攀高，推升國內進口品及

國產內銷品躉售價格，家外食物、肉類、

穀類及其製品等相關食品紛紛反映成本調

漲零售價格，加上水果受天災影響，價格

居高難下，致食物類價格大漲；油料費亦

反映進口原油成本明顯調高；此外，運

輸、電力及國外旅遊團費等亦反映成本陸

續調高，國內面臨輸入性物價上漲壓力，

CPI與核心CPI年增率於7月分別達5.81%及

4.06%之高峰。之後，隨著全球景氣下滑，

原物料價格急遽回跌，進口原物料行情攀

升之傳遞效應逐漸減弱，CPI與核心CPI年

增率自 8 月起逐月回降，至 12 月各降為

1.27%及2.13%。全年平均CPI與核心CPI年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物價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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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率則分別為3.53%及3.08%。

綜觀本年 CPI上漲原因，主要係來自

國際的輸入性因素以及國內的天候因素，

均屬供給面因素。因此，食物與能源價格

上漲二項因素對 CPI年增率的貢獻合計即

高達2.64個百分點，影響程度則近七成五。

茲進一步分析如下：

1.國際原物料上漲因素

我國屬小型高度開放經濟體，且農工

原料缺乏，大多依賴進口，無法避免國際

農工原料價格大幅漲跌之衝擊。本年上半

年，由於國際原油及大宗物資等原物料價

格急遽攀升，導致世界各國面臨能源及食

物等商品價格高漲的通膨壓力。下半年受

全球景氣急速下滑影響，原油等原物料價

格急遽回跌，輸入性通膨壓力逐漸消退，

惟食物等價格高漲的遞延效應雖減緩但仍

然存在。

油料費、燃氣及電力價格反映進口原

油、天然氣及煤等成本調高

本年初以來，受美元走貶、新興市場

國家之原油需求強勁、中東及奈及利亞等

產油國地緣政治不安及人為投機炒作等因

素影響，國際油價延續上年以來之攀升走

勢，至 7月 11日盤中創下每桶 147.2美元

（美國西德州中級原油價格）之歷史新

高。之後，因美國次級房貸風暴快速蔓

延，全球經濟景氣急速走緩，衝擊原油需

求，油價重挫，12 月 22 日曾一度抵每桶

31.4美元；嗣受中東緊張局勢升高、俄羅

斯與烏克蘭天然氣供應爭議不斷等影響，

止跌回升，至年底為每桶39.03美元，惟仍

較上年底下跌59.34%。

國內油料及燃氣陸續多次反映進口原

油及天然氣等進口成本調整售價，全年平

本年 CPI之主要變動項目分析

項目 年變動率（％）
對CPI年增率之影響

(百分點)
CPI

食物類

家外食物

肉類

水果

居住類

房租

燃氣

交通類

油料費

醫藥保健類

教養娛樂類

雜項類

食物與能源貢獻合計

電費

3.53
8.55
7.45
14.94
12.46
12.47
11.25
10.94
1.81
1.44
0.61
9.90
2.00
2.34
7.01
2.17
1.31
1.58

3.53
2.26
0.66
0.35
0.33
0.22
0.22
0.12
0.08
0.40
0.11
0.10
0.04
0.33
0.24
0.11
0.22
0.09
2.64

水產品

穀類及其製品

乳類

衣著類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物價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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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分別上漲7.01%及9.90%，對CPI年增率

的影響分別為 0.24及 0.10個百分點。電價

亦於本年7月及10月分二階段反映原油、

燃油及煤等進口成本調高，全年平均上漲

2.00%，對CPI年增率的影響為0.04個百分

點。

家外食物、肉類等食品價格反映進口大

宗物資成本調漲

本年初以來，因上年農牧產品主要生

產國天候反常，例如，澳洲因旱災耕地面

積減少，以及本年中美國中西部洪水成

災，農牧產品減產，加上海運費攀升，運

輸成本增加；益以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

需求殷切，以及替代能源興起，玉米、糖

及植物油等生質替代能源作物需求大增，

致乳品以及小麥、黃豆、玉米與米等國際

穀物價格持續上年以來之漲升走勢，至 6

月26日R/J CRB商品期貨穀物類價格指數

達561.86之歷年新高。爾後，隨全球景氣

急速走緩，衝擊穀物需求，加上海運費回

降，運輸成本下滑，國際穀物價格明顯回

跌，至 12月 5日為 264.76，回跌幅度高達

52.88%；之後，因價格跌深反彈，至年底

其價格指數為 339.07，惟仍較上年底下跌

20.59%。

就本年全年而言，在進口穀物價格高

漲的遞延效應下，各項禽畜產品因飼養成

本增加而調高售價，國內雞肉、豬肉等肉

類價格全年平均上漲14.94%，對 CPI年增

率的影響為0.35個百分點。麵粉及速食麵

等穀類及其製品價格則上漲11.25%，對CPI

年增率的影響為0.22個百分點；奶粉及鮮

奶等乳類價格亦承續上年下半年以來漲

勢，全年平均上漲10.94%，對 CPI年增率

的影響為0.12個百分點。此外，餐飲業者

為反映食材及燃氣等成本，自上年 7月起

陸續調高多項餐飲價格，致家外食物價格

全年平均上漲7.45%，對CPI年增率的影響

為0.66個百分點。

2.國內天候因素

受到颱風及寒害等天候因素影響，本

年水果價格持續上年以來的上漲趨勢，全

年平均上漲12.46%，對 CPI年增率的影響

達0.33個百分點。

3.其他較大的影響因素

本年由於國、內外旅遊團費等娛樂服

務價格調高，致教養娛樂類價格上漲

1.31%，對CPI年增率的影響為0.22個百分

點。

至於影響本年 CPI下跌之因素，主要

係由於國內需求不強，加上市場競爭依然

激烈，冰箱、洗衣機及冷氣機等家庭耐久

設備，加上汽車，以及通訊、個人電腦與

電子視聽娛樂設備等電子相關產品售價續

趨下跌，致耐久性消費品價格續較上年下

跌1.39%，對CPI年增率的影響不大，為負

0.10個百分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