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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物價變動分析 

110 年隨 COVID-19 疫苗施打普及，全球經濟活動陸續重啟，需求回升，加上供應鏈瓶

頸仍存，推升國際農工原料價格；111 年 2 月爆發俄烏戰爭，國際農工原料價格持續攀升，

其後受中國大陸清零封控防疫政策及美元對主要貨幣升值影響，全球需求降溫，下半年起國

際鋁、銅、鉛、錫、鋅等金屬價格漸次回跌，惟國際油價、農糧價格(黃豆、玉米、小麥等受

俄烏戰事及肥料短缺推升種植成本影響)仍續居高檔。由於玉米及黃豆為重要飼料來源，其價

格高漲推升禽畜飼養成本，加上從糧食到食品相關製程及保存期限較短，價格傳遞相對快速，

食物類消費物價漸受波及，漲幅較高，惟政府密關注物價情勢，並審慎應對，包括施行調降

大宗物資稅率及公共費率(水、汽柴油、燃氣、大眾運輸費用)穩定機制，有助於平抑物價上

漲壓力，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亦責成相關部會確保攸關民眾生活的重要民生物資量足價穩，

若有聯合壟斷及囤積居奇哄抬一律嚴查嚴辦。 

各種物價指數一年來變動情形分述如下： 

一、消費者物價指數 

111年消費者物價指數為107.40(105年＝100)，較110年上漲2.95％，若剔除蔬果及能源之

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漲2.60％(漲幅均為98年以來最高)。就消費者物價指數基本分類觀察(詳

表1)，以食物類漲5.66％，漲幅最大，主因水果受天候影響，上漲10.40％，加以蛋類及肉類

受飼養成本增加影響，價格分別上漲26.39％及5.70％，外食費因部分業者反映食材成本提高

而漲5.77％；交通及通訊類漲3.46％次之，主因油料費隨國際行情上漲8.41％，加以交通工具

價格亦漲所致；衣著類因部分服飾優惠較上年減少，上漲2.38％；居住類漲2.26％，主因住宅

維修費及家庭用品各漲5.82％及3.39％，漲幅較大，權數最大的房租(占15.2％)漲1.68％；雜

項類漲1.38％，主因個人隨身用品上漲2.56％，教養娛樂類主因娛樂服務費用(如旅館住宿費)

受上年因疫情降價促銷之低基數影響，上漲1.18％。若依商品性質別觀察，111年商品類上漲

3.56％，服務類則漲2.40％；若依購買頻度別觀察，屬每月購買一次者漲5.70％、每季購買一

次者漲2.96％，均高於CPI平均漲2.95％，每季購買不到一次者則漲2.04％。 

另就各月物價與上月比較，大致受能源類價格波動，與天候、節慶、季節性等因素影響，

變動原因詳表2，除1月及4月變動略大外，其餘各月變動率介於-0.20％至0.40％之間。若將各

月指數與110年同月比較，各月均呈上漲，主因食物類、油料費及房租價格上漲，惟通訊設備

價格下跌，抵銷部分漲幅。 

二、躉售物價指數 

111 年躉售物價指數為 116.01(105 年=100)，較 110 年上漲 12.43％(為 70 年以來最大漲

幅)，主因俄烏戰事推升能源及農糧等原物料價格，加以新台幣對美元匯率自 3月起由升轉貶

(全年較 110年貶值 6.04％)所致，惟隨全球需求轉緩，抑制價格漲勢，躉售物價指數漲幅自下

半年起逐漸收斂。各月與上月比較變動原因詳表 3。躉售物價指數係由國產內銷、進口及出

口等 3種物價指數加權而得，茲將其變動情形分述如下： 

（一）國產內銷物價指數 

111年國產內銷物價指數為 120.10(105年=100)，較 110年上漲 8.36％，就基本分類觀之，

農林漁牧業產品類上漲 6.16％，主因禽畜產品及水產品價格較 110 年上漲；土石及礦產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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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砂價格上漲，漲 3.16％；製造業產品類上漲 7.07％，21個中類皆呈上漲，以石油及煤製品

價格漲幅 14.03％最大，主因汽、柴、燃料油及石油腦價格上漲；電子零組件價格漲 10.25％

居次；化學材料及其製品與藥品、基本金屬則分別上漲 6.78％及 5.34％，漲幅再次之；至於

水電燃氣類漲 20.20％，主因民營電廠售電價格上漲、台電公司針對部分工業用戶調漲電價，

以及中油公司調漲電業用戶天然氣價格所致。 

（二）進口物價指數 

111年進口物價指數為122.08(105年=100)，較110年漲16.08％，若剔除新臺幣對美元貶值

6.04％因素，以美元計價漲9.13％，其中以礦產品類漲幅41.88％最大，主因煤、液化天然氣

與原油等價格調漲；植物產品類漲16.32％，主因小麥、玉米及黃豆價格上揚；基本金屬及其

製品類漲6.21％，主因未經塑性加工鋁與不銹鋼板等價格上漲；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類漲6.15

％，主因無水氨(液氨)、甲苯及二甲苯、矽晶圓與肥料等價格上漲；機器、電機、電視影像

及聲音記錄機等設備類則因固態硬碟與DRAM模組等印刷電路板組件價格下跌，致該類跌

1.40％，抵銷部分漲幅。 

（三）出口物價指數 

111年出口物價指數為107.69(105年=100)，較110年漲12.08％，若剔除匯率變動因素，以

美元計價漲5.39％，其中以礦產品類漲幅59.85％最大，主因汽、柴、燃料油等價格上漲；化

學或有關工業產品類漲5.85％，主因液鹼、甲苯及二甲苯與矽晶圓等報價上漲；基本金屬及

其製品類漲5.62％，主因熱軋不銹鋼條捲、鋼鐵螺釘與不銹鋼板等報價上漲；機器、電機、

電視影像及聲音記錄機等設備類漲3.99％，主因積體電路晶粒及晶圓、積體電路，與交換器

及路由器等報價上漲。惟光學、計量、醫療儀器、樂器及其零件類因液晶裝置等報價下跌，

跌6.20％，抵銷部分漲幅。 

三、生產者物價指數 

111年生產者物價指數為 114.88(105年=100)，較 110年上漲 10.53％，按各基本分類觀察，

農林漁牧業產品類上漲 6.51％，主因魚類與雞蛋價格上漲；土石及礦產品類上漲 3.16％；製

造業產品類上漲 10.15％，21個中類皆呈上漲，以石油及煤製品漲幅 35.70％最大，主因汽、

柴、燃料及航空燃油價格上漲；金屬製品漲 12.19％居次，主因螺絲、螺帽及彩色鋼捲片價格

上漲；電子零組件與化學材料及其製品與藥品亦分別上漲 11.86％及 5.79％；水電燃氣類上漲

20.19％，係因民營電廠售電價格上漲、台電公司針對部分工業用戶調漲電價，以及中油公司

調漲電業用戶天然氣價格所致。至於各月與上月比較變動原因詳表 4。 

四、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111 年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為 130.69(105 年=100)，較 110 年上漲 7.37％(漲幅已較去年收

斂，但仍為 98 年以來次高)，主因國內營建材料及勞務需求仍殷，加上國際相關材料價格仍

居高檔所致。就材料及勞務 2大類指數觀察，材料類漲 8.52％，其中水泥及其製品類漲 12.90

％，主因水泥成本上漲，帶動預拌混凝土漲 12.89％所致，金屬製品類漲 5.69％，主因國際鐵

礦砂、廢鋼價格居高，型鋼、鋼筋分別上漲 6.38％及 0.97％所致；勞務類上漲 5.35％，其中

工資類上漲 4.79％，係因需求孔急，加以基本工資調漲所致，機具設備租金類亦漲 6.56％。

至於各月與上月比較變動原因詳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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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11 年消費者及躉售物價分類指數變動情形 

 消  費  者  物  價 躉   售   物   價 
 

類    別 
111年與  

類    別 
111年與  

 110年比 對總指數影 110年比 對總指數影 
 較 (％ ) 響(百分點) 較 (％ ) 響(百分點) 
 總指數 2.95 2.95 總指數 12.43 12.43   
 1.食物類 5.66  1.39 國產內銷品 8.36 2.25   
 穀類及其製品 4.28 0.07 進口品 16.08 5.41   
 肉類 5.70  0.14 出口品 12.08 4.77   
 蛋類 26.39  0.08 1.農林漁牧業產品 11.67 0.36   
 水產品 6.31  0.07 (1)農產品 11.29 0.21   
 蔬菜 2.89  0.04 (2)禽畜產品 10.12 0.08   
基 加工蔬菜 7.92  0.04 (3)林產品 8.49 0.00   

 水果 10.40  0.22 (4)水產品 15.99 0.07   
 乳類 2.65 0.03 2.土石及礦產品 56.28 2.88   
 外食費 5.77 0.56 (1)石油及天然氣 53.52 1.82   
 2.衣著類 2.38  0.12 (2)土石採取及其他礦產品 61.77 1.06   
 成衣 2.24  0.08 3.製造業產品 9.69 8.63   
 鞋類 2.57  0.03 (1)食品及飼品 11.00 0.32   
本 3.居住類 2.26  0.52 (2)飲料 2.14 0.01   

 房租 1.68 0.25 (3)菸類 0.59 0.00   
 水電燃氣 2.38  0.05 (4)紡織品 9.96 0.14   
 4.交通及通訊類 3.46 0.49 (5)成衣及服飾品 4.63 0.02   
 交通及通訊設備 

 
 
工具 

2.07  0.09 (6)皮革及其製品 7.30 0.02   
 油料費 8.41 0.24 (7)木竹製品 13.10 0.03   
 運輸費 2.18  0.07 (8)紙漿、紙、紙製品及印刷品 7.08 0.10   
分 通訊費 -0.58  -0.01 (9)石油及煤製品 36.90 1.74   

 5.醫藥保健類 1.21  0.06 (10)化學材料及其製品與藥品 9.14 1.16   
 醫療費用 0.98  0.02 (11)橡膠及塑膠製品 4.68 0.10   
 藥品及保健食品 1.61  0.03 (12)非金屬礦物製品 6.35 0.09   
 6.教養娛樂類 1.18 0.15 (13)基本金屬 9.29 0.66   
 教養費用 

 
 

1.02  0.06 (14)金屬製品 11.07 0.43   
 娛樂費用 

 
費用 
 
 

1.47  0.09 (15)電子零組件 10.19 2.81   
類 7.雜項類 1.38  0.22 (16)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3.84 0.27   

 香菸及檳榔 0.56  0.01 (17)電力設備及配備 7.96 0.21   
 美容及衛生用品 1.99  0.06 (18)機械設備 3.15 0.21   
 個人隨身用品 2.56  0.06 (19)運輸工具及零件 4.35 0.17   
    (20)家具及裝設品 11.04 0.05   
    (21)雜項工業製品 7.95 0.07   
    4.水電燃氣 20.20 0.57   
 商品性質別   加工階段別   
特 1.商品類 3.56  1.70 內銷品 12.66 7.66   

 2.服務類 2.40  1.25 1.原材料 44.62 3.13   
殊 購買頻度   2.中間產品 10.06 3.81   

 1.每月至少購買1次 5.70  1.27 3.最終產品 4.58 0.72   
分 2.每季(不含每月) 2.96  0.41    

 至少購買1次      
類 3.每季購買不到1次 2.04  1.04    

 核心物價 2.60  2.40    
 

 

  



136 物價統計月報 111 年 12 月 624 期 

表 2 111 年各月消費者物價變動情形 

月份 

與上年 

同月比較 

(％) 

與 上 月 比 較  

變動率 

(％) 
變 動 主 因  

1月 2.83 0.56 

主因本月適逢農曆除夕，節前饋贈保母禮金，加以油料費

隨國際油價調漲所致，惟近期蔬菜因天候平穩，量增價跌

及部分服飾特惠促銷，抵銷部分漲幅。 

2月 2.33 -0.01 

主因本月上旬適逢春節假期，旅館住宿費及國內旅遊團費

等價格調升，加上油料費隨國際油價調漲，以及蔬菜受寒

流、連續降雨影響，價格上揚所致，惟保母費因上月逢年

節禮金饋贈，本月回落，及冬季服飾特惠促銷，抵銷部分

漲幅。 

3月 3.27 0.32 

主因油料費隨國際油價調漲，以及蔬菜受上月寒流遞延影

響價格上揚，加以個人隨身用品價格上漲所致，惟春節假

期過後，旅館住宿費及國內旅遊團費回跌，以及水果價格

下跌與冬衣服飾折扣促銷，抵銷部分漲幅。 

4月 3.38 0.76 

主因春夏服飾新品上市，與蔬菜價格上揚，加以適逢兒童

與清明連假，國內旅遊團費與旅館住宿費調漲所致，惟油

料費下跌，抵銷部分漲幅。 

5月 3.40 0.25 
主因水果及肉類價格上揚，惟油料費及成衣價格下跌，抵

銷部分漲幅。 

6月 3.59 0.38 

主因本月開始適用夏月電價，加以水果與蔬菜價格上漲，

以及部分家長饋贈保母端午節禮金所致，惟成衣與油料費

下跌，抵銷部分漲幅。 

7月 3.36 -0.03 

主因成衣、水果及蔬菜價格下跌，加以個人服務費用上月

逢端午節饋贈禮金，本月回跌，惟本月起部分住宅用電調

漲及機票價格上漲，抵銷部分跌幅。 

8月 2.67 -0.08 

主因水果、成衣價格下跌，加以政府實施國旅補助，旅館

住宿費及遊樂場入場費下跌所致，惟蔬菜、蛋類及外食費

上漲，抵銷部分跌幅。 

9月 2.76 0.24 

主因蔬菜受天候影響價格上揚，加上逢中秋節，旅館住宿

費調漲，及部分個人服務費用饋贈禮金所致，惟水果及油

料費下跌，抵銷部分漲幅。 

10月 2.74 0.28 
主因秋冬新裝上市，加以國外旅遊團費上漲，惟電價因夏

月費率結束調降，抵銷部分漲幅。 

11月 2.35 -0.15 
主因部分服飾適逢百貨公司週年慶折扣促銷，加以蔬菜價

格下跌，惟娛樂服務相關費用上漲，抵銷部分跌幅。 

12月 2.71 0.16 
主因逢跨年元旦連假，旅館住宿費調漲，加以蔬菜價格上

漲，惟部分服飾適逢百貨公司年終促銷，抵消部分漲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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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11 年各月躉售物價變動情形 

月份 

與上年 

同月比較 

(％) 

與 上 月 比 較  

變動率 

(％) 
變 動 主 因  

1月 11.30 0.96 
主因原油、土石採取及其他礦產品，以及電子零組件價格

上漲所致。 

2月 12.12 2.03 
主因油品、化學材料及其製品與藥品，以及電子零組件價

格上漲所致。 

3月 14.16 4.10 
主因油品、化學材料及其製品與藥品，以及基本金屬價格

上漲所致，加以新台幣對美元較上月貶值1.97％。 

4月 15.57 2.52 
主因煤、電子零組件，以及基本金屬價格上漲所致，加以

新台幣對美元較上月貶值2.44％。 

5月 16.88 1.73 
主因原油及煤價格上漲所致，加以新台幣對美元較上月貶

值1.49％。 

6月 16.28 0.18 

主因電、石油及天然氣、煤價格上漲所致，加以新台幣對

美元較上月貶值0.13％，惟基本金屬價格下跌，抵銷部分漲

幅。 

7月 12.96 -1.27 
主因油品、化學材料及其製品與藥品，以及基本金屬價格

下跌所致，惟電價上漲，抵銷部分跌幅。 

8月 10.94 -1.36 
主因油品、煤、化學材料及其製品與藥品，以及基本金屬

價格下跌所致，惟電價上漲，抵銷部分跌幅。 

9月 12.21 1.36 
主因新台幣對美元較上月貶值3.71％所致，惟油品價格下

跌，抵銷部分漲幅。 

10月 11.00 0.92 主因新台幣對美元較上月貶值2.25％所致。 

11月 9.11 -1.54 

主因農產品、石油及天然氣、化學材料及其製品與藥品，

以及基本金屬價格下跌所致，加以新台幣對美元較上月升

值1.65％。 

12月 7.14 -2.51 
主因油品、化學材料及其製品與藥品價格下跌所致，加以

新台幣對美元較上月升值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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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11 年各月生產者物價變動情形 

月份 

與上年 

同月比較 

(％) 

與 上 月 比 較  

變動率 

(％) 
變 動 主 因  

1月 10.76  0.40 
主因石油及煤製品及電子零組件等價格上漲所致，惟農產品及
基本金屬等價格下跌，抵銷部分漲幅。 

2月 11.08  1.52 

主因新台幣對美元較上月貶值  0.75％，加以石油及煤製

品，以及化學材料及其製品與藥品等價格上漲所致，惟禽畜
產品等價格下跌，抵銷部分漲幅。 

3月 12.09  3.79 
主因石油及煤製品，以及化學材料及其製品與藥品等價格上

漲，加以新台幣對美元較上月貶值 1.97％所致。 

4月 13.50  2.52 

主因新台幣對美元較上月貶值 2.44％，加以基本金屬、石
油及煤製品，以及化學材料及其製品與藥品等價格上漲所
致。 

5月 14.20  1.30 
主因新台幣對美元較上月貶值  1.49％，加以石油及煤製
品，以及燃氣與金屬製品等價格上漲所致。 

6月 13.63  0.30 
主因電、石油及煤製品等價格上漲所致，惟基本金屬、化學
材料及其製品與藥品等價格下跌，抵銷部分漲幅。 

7月 10.97  -1.24 
主因石油及煤製品、基本金屬，以及化學材料及其製品與藥

品等價格下跌所致，惟電價上漲，抵銷部分跌幅。 

8月 8.62  -1.29 
主因石油及煤製品、基本金屬，以及化學材料及其製品與藥

品等價格下跌所致，惟電價上漲，抵銷部分跌幅。 

9月 9.76  1.09 
主因農、水產品等價格上漲所致，惟石油及煤製品下跌，抵

銷部分漲幅。 

10月 8.73  0.74 
主因燃氣及電子零組件等價格上漲，惟電價、基本金屬等價
格下跌，抵銷部分漲幅。 

11月 7.13  -1.00 

主因石油及煤製品、農產品、基本金屬、電子零組件，以及

化學材料及其製品與藥品等價格下跌，惟燃氣等價格上漲，

抵銷部分跌幅。 

12月 6.42 -1.76 
主因石油及煤製品、金屬製品，以及化學材料及其製品與藥
品等價格下跌，惟農產品等價格上漲，抵銷部分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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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11 年各月營造工程物價變動情形 

月份 

與上年 

同月比較 

(％) 

與 上 月 比 較  

變動率 

(％) 
變 動 主 因  

1月 9.24 0.41 
主因機電設備類、水泥及其製品類與勞務類價格上漲，惟

金屬製品類價格下跌，抵銷部分漲幅。 

2月 10.03 0.77 
主因金屬製品類、機電設備類、水泥及其製品類，以及勞

務類價格上漲所致。 

3月 11.37 2.31 
主因金屬製品類、機電設備類、水泥及其製品類，以及勞

務類價格上漲所致。 

4月 11.80 1.82 
主因金屬製品類、機電設備類、水泥及其製品類，以及勞

務類價格上漲所致。 

5月 9.49 0.20 

主因水泥及其製品類、木材及其製品類、機電設備類及機

具設備租金類價格上漲，惟金屬製品類價格下跌，抵銷部

分漲幅。 

6月 7.68 -0.03 
主因金屬製品類及機電設備類價格下跌，惟水泥及其製品

類價格上漲，加以本月起採用夏月電價所致。 

7月 6.12 -0.84 
主因金屬製品類價格下跌，惟瀝青及其製品類、水泥及其

製品類與工資類價格上漲，抵銷部分跌幅。 

8月 5.06 -0.73 
主因金屬製品類及機電設備類價格下跌，惟水泥及其製品

類及勞務類價格上漲，抵銷部分跌幅。 

9月 5.44 0.60 
主因金屬製品類、水泥及其製品類、機電設備類，以及工

資類價格上漲所致。 

10月 4.57 -0.25 
主因金屬製品類價格下跌及本月起結束夏月電價，惟水泥

及其製品類與工資類價格上漲，抵銷部分跌幅。 

11月 3.96 -0.22 
主因金屬製品類價格下跌，惟水泥及其製品類與勞務類價

格上漲，抵銷部分跌幅。 

12月 4.53 0.44 
主因金屬製品類、機電設備類，以及水泥及其製品類價格

上漲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