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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主計處 
第1、2局(預算、會計)台北市忠孝東路1段1號 電話：(02)3356-6500 
第3、4局(統計、普查)台北市廣州街2號 電話：(02)2380-3400 
網址:http://www.dgbas.gov.tw 傳真：(02)2380-3503 

中華民國98年8月20日17時發布，並透過網際網路同步發送 
主辦單位：第3局第4科 電話：(02)2380-3466

第3局第5科 電話：(02)2380-3487
第3局新聞聯繫人：王婉貞 電話：(02)2380-3454

國民所得統計及國內經濟情勢展望 

壹､摘要 

行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評審委員會於本(20)日下午 2:30 召開

第 206 次會議，審議 98 年第 2 季國民所得初步統計、98 年與 99 年預

測及 97 年家庭收支調查統計等案，主要結果如次： 

一、98年第1季經濟成長率(yoy)修正為-10.13％，初步統計第2季為-7.54

％；在不考慮尚在籌編作業中的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之效

益下，預測第3、4季分別為-3.52％及5.49％，全年為-4.04％，CPI

下跌0.68％；99年經濟成長率3.92％，CPI上漲0.87％。 

二、實質GDP經季節調整後折成年率(saar)，97年各季為3.57％、-2.34

％、-2.89％及-27.21％，98年第1、2季分別為-10.16％及20.69％，

預測第3、4季為9.84％、5.59％，顯示此波金融海嘯對我國實質GDP

影響的谷底落在今年第1季，自第2季起由負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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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97年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平均數91.4萬元，減1.1％，剔除戶數增

加、戶量下降因素，每人可支配所得27.3萬元，亦減0.2％；5等分

位所得差距6.05倍，略增0.07倍。 

貳､國民所得統計及預測 

一、98年第2季經濟成長率（yoy）初步統計-7.54％，第1季修正為-10.13

％ 

(一)第2季經濟成長率初步統計-7.54％ 

98年第2季初步統計經濟成長率為-7.54％，較5月預測數-8.50％高

出0.96個百分點，衰退情況較第1季明顯趨緩。 

1.外需方面，第2季雖美、歐等工業國家仍陷衰退泥淖，惟亞洲新興

經濟體已見止跌跡象，致出口按新台幣計價減幅由第1季之-32.32

％縮小為-25.78％，併計服務貿易並剔除物價因素後，商品與服務

輸出負成長18.36％。由於出口仍減，引申之進口需求持續低迷，

加以油價大幅回降，致輸入負成長19.44％，併計輸出、入，國外

淨需求對經濟成長率負貢獻3.16個百分點。 

2.內需方面，雖失業率攀升及平均薪資下降，約制民間消費意願，惟

受貨物稅優惠激勵，新車掛牌數大幅成長18.67％，加以餐飲業營

業額及上市櫃股票成交值分別轉為正成長2.41％及14.01％，致民間

消費由上季負成長1.59％轉為成長0.36％。民間投資方面，廠商投

資態度持續保守，第2季按新台幣計價資本設備進口減少34.57％，

營建工程投資亦持續低迷，致整體民間投資負成長33.35％。公共

支出方面，政府消費成長1.49％，政府投資因擴大公共投資積極進

行，成長24.01％，另公營事業投資成長4.41％。併計前述各項及存

貨變動金額，總計國內需求對經濟成長率負貢獻4.38個百分點，其

中政府消費及投資正貢獻0.68個百分點，併計公營事業投資，公共

部門正貢獻0.74個百分點。 

3.生產方面，第2季農業負成長3.86％。工業負成長18.89％，其中製

造業因庫存回補效應顯現、及消費性電子產品需求回溫，生產指數

減幅(-16.87％)縮小，惟因三角貿易仍衰退逾三成，致整體製造業

負成長19.84％，抑低經濟成長5.42個百分點。服務業方面，隨外貿

及民間消費出現回穩跡象，批發零售業頹勢趨緩，呈負成長4.89％

，抑低經濟成長0.82個百分點；金融業雖股票市場轉趨熱絡，惟銀

行業放款餘額縮減、手續費劇降，加以保險業保費收入減逾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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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實質負成長4.16％；併計之後，整體服務業負成長2.31％，抑低

經濟成長1.55個百分點。 

(二)98年第1季依據最新指標修正經濟成長率為-10.13％，較初估數-10.24

％上修0.11個百分點；併計第1、2季，上半年經濟成長率-8.84％，

其中民間消費負成長0.69％，民間投資負成長36.75％，政府消費及

投資分別成長2.53％及19.26％，公營事業投資負成長11.07％，輸出

、入分別為-22.99％及-26.24％。 

二、98年下半年預測 

(一)國際經濟情勢 

由美國次級房貸風暴所引起的金融海嘯，歷經一年多的肆虐，重創

全球景氣。所幸自年中以來，隨美、歐等先進經濟體大規模金融紓

困方案、以及各國財政與貨幣政策漸次發揮效果，多數國家經濟衰

退情況已獲控制。根據環球透視機構(Global Insight)8月最新預測資

料，今年下半年起全球經濟可望緩步回溫，惟因全球失業人數居高

，限縮復甦的力道，景氣全面回穩的時程料將拉長。預測今年全球

經濟成長率為-2.4％，明年雖回復為2.3％，但仍屬低幅成長，其中美

國由今年-2.8％升為1.5％，歐盟由-4.3％升為0.5％，日本由-6.5％升

至 0.8％，四小龍之新加坡由-4.5％升為3.7％，南韓由-1.9％升為1.2

％，香港由-2.9％升為3.1％，另中國大陸由8.0％升至10.1％。 

經  濟  成  長  率  (％) 

 世界 美國 歐盟 日本 中國 香港 中華
民國 

新加
坡 南韓 馬來

西亞 泰國 菲律
賓 

92年 2.7 2.5 1.3 1.4 10.0 3.0 3.50 3.5 2.8 5.8 7.1 4.9 

93年 3.9 3.6 2.5 2.7 10.1 8.5 6.15 9.0 4.6 6.8 6.3 6.4 

94年 3.5 3.1 2.0 1.9 10.4 7.1 4.16 7.3 4.0 5.3 4.6 5.0 

95年 4.1 2.7 3.2 2.0 11.6 7.0 4.80 8.4 5.2 5.8 5.2 5.3 

96年 4.0 2.1 2.8 2.3 13.0 6.4 5.70 7.8 5.1 6.2 4.9 7.1 

97年 2.2 0.4 0.9 -0.7 9.0 2.4 0.06 1.1 2.2 4.6 2.6 3.8 

98年(f) -2.4 -2.8 -4.3  -6.5 8.0 -2.9 -4.04 -4.5 -1.9 -2.3 -3.0 0.5 

99年(f) 2.3 1.5 0.5  0.8 10.1 3.1 3.92 3.7 1.2 4.9 4.8 3.5 

資料來源：1.97年以前各國為官方發布數，餘為Global Insight Inc. 98年8月資料。 

2.我國為行政院主計處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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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預測98年下半年經濟成長（yoy）0.86％，全年負成長4.04％ 

1.對外貿易：隨國際景氣回穩，海關出口呈逐月擴增趨勢，至7月升

達173億美元，衰退幅度(-24.44％)已較上半年(-34.22％)大幅縮小，

惟與去年第2季單月平均235億美元之高峰比較，尚有顯著落差，預

測未來出口將持續上升，惟年增率至第4季始能轉正，合計下半年

仍減6.76％。進口隨出口引申需求變化，預測下半年減12.24％。另

陸客來台旅遊人數擴增雖有利於服務輸出，但仍難抵消三角貿易淨

收入衰退的不利影響。併計商品與服務貿易並剔除物價因素後，預

測下半年輸出成長0.38％，輸入負成長2.03％，全年輸出、入分別

減11.90％及減14.65％，貿易順差282億美元。 

 
海關商品貿易年增率 

(按美元計算，％) 

海關商品 

出超金額 

商品服務貿易實質成長率 

(按新台幣計算，％) 

商品服務 

貿易順差 

 出口總值 進口總值 (億美元) 輸   出 輸   入 (億美元) 

92年 11.29 13.04 226 10.38 8.08 224 

93年 21.10 31.83 136 14.40 18.88 112 

94年 8.81 8.21 158 7.62 3.77 151 

95年 12.89 11.00 213 10.26 5.62 206 

96年 10.12 8.17 274 8.82 3.79 288 

97年 3.63 9.67 152 -0.03 -3.98 180 

98年(f) -21.21 -28.05 284 -11.90 -14.65 282 

  上半年(p) -34.22 -42.31 155 -22.99 -26.24 163 

  下半年(f) -6.76 -12.24 129 0.38 -2.03 119 

2.民間消費：近來股市隨國際行情由年初低點回升，雖有助重建國人

財富，加以新車銷售受到貨物稅調降的激勵出現大幅成長，惟因失

業率居高及平均薪資下降，約制民間消費意願；近期莫拉克風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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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民眾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侵蝕消費能力，加上農產受損而量

縮價揚，不利消費擴張，預測第3季民間消費僅成長0.43％，第4季

升為1.89％；全年食品消費實質成長0.52％，非食品消費成長0.13

％，併計後，民間消費實質成長0.21％。 

  民間消費實質成長率(％) 

   食品消費 非食品消費 

92年 1.48 1.83 1.38 

93年 4.46 1.82 5.22 

94年 2.99 0.92 3.57 

95年 1.76 2.10 1.67 

96年 2.31 1.22 2.61 

97年 -0.30 -1.56 0.05 

98年(f) 0.21 0.52 0.13 

  上半年(p) -0.69 0.05 -0.89 

  下半年(f) 1.14 0.99 1.17 

3.固定投資：隨工業生產擴增，廠商產能利用率已逐步提升，惟因景

氣尚未完全復甦，企業投資態度仍然保守，致7月資本設備進口按

美元計價減23.9％，預測下半年民間固定投資成長率難以轉正，減

幅為16.82％。至於公共部門，由於政府戮力推動振興經濟擴大公

共建設計畫，以及上年度擴大內需預算保留之工程持續進行，預測

下半年政府固定投資成長22.97％，另公營事業固定投資成長8.74

％。併計民間、政府及公營事業，下半年固定投資負成長7.16％，

全年負成長17.80％。 

 固定投資實質成長率(％)  

  民間 政府 公營事業 

92年 1.72 3.65 -1.26 -3.94 
93年 19.46 33.05 -5.78 -18.15 
94年 1.19 0.31 -1.92 16.20 
95年 0.87 3.57 -7.39 -7.86 
96年 1.90 3.25 -5.28 1.42 
97年 -10.61 -13.28 0.37 -2.32 
98年(f) -17.80 -27.43 21.48 0.20 

  上半年(p) -28.27 -36.75 19.26 -11.07 
  下半年(f) -7.16 -16.82 22.97 8.74 

4.物價方面：近期原油、基本金屬、化學材料等之國際行情雖呈上揚

，惟幅度不大，價格仍較去年同期高檔為低，預測下半年WPI下跌

6.52％，全年下跌8.94％。消費者物價（CPI）方面，受莫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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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影響，農、漁、畜產損失嚴重，在貨源短少下，預測第3季食物

類價格較第2季上漲3.91％；惟房租等服務類價格平穩、加上市場

競爭激烈與廠商降價促銷，以及去年基數偏高，預測下半年CPI下

跌0.92％，全年下跌0.68％。 

 

三、99年經濟展望 

(一)外需方面，明年隨全球景氣緩步回溫，有利企業拓展外貿，惟國際

經貿競爭亦更形激烈，尤其「東協＋中國」、「東協＋日本」、「

東協＋3」等自由貿易區相繼成立，彼此互免關稅及提供投資優惠

，勢將削弱國內廠商出口競爭力，所幸兩岸經貿往來益加緊密與頻

繁，可望維繫我國出口動能，預測輸出成長10.98％，輸入成長10.71

％。 

(二)內需方面： 

1.民間消費：明年國內、外情勢可望轉好，雖帶動樂觀氣氛，惟國

人受金融海嘯的衝擊記憶猶新，加以風災過後，財產損失尚待復

原，短期內消費傾向恐不易大幅提升，另勞動情勢依然嚴峻及薪

資成長緩慢，對購買力造成約制作用，預測民間消費溫和成長1.87

％。 

2.民間投資：在政府積極推動各項振興經濟措施、兩岸經貿往來加

速、以及多項財經政策陸續開放鬆綁帶動下，有助重建民間投資

信心。惟景氣穩健復甦尚需時日，加以不確定性仍高，企業對新

興投資計畫勢必更加審慎，預測民間投資成長3.16％。 

3.公共部門：雖政府持續擴大公共建設，惟受基數偏高影響，明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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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資在不考慮莫拉克颱風重建所需新增投資情況下（特別預

算尚在籌編中），將較今年略微縮減。政府消費因持續撙節經常

支出，亦呈下降。公營事業投資則小幅成長3.57％。 

(三)物價方面，明年國際原油及農工原料價格隨景氣回溫，將由今年谷

底翻升，受此影響，預測WPI上漲3.72％。CPI因廠商相互競爭，限

縮商品及服務類價格調漲空間，預測上漲0.87％。 

四、整體而言，預測98年經濟負成長4.04％，平均每人GNP 1萬6,280美

元；99年經濟成長3.92％，平均每人GNP 1萬6,977美元。 

參、97年家庭收支調查結果 

一、每戶可支配所得平均數91.4萬元，中位數79.6萬元 

97年由於金融風暴重創國內外景氣，並自下半年起衝擊國內就業市

場，失業人數驟增，全體家庭所得總額計8兆6,832億元，較96年微

增0.8％，每戶可支配所得平均數91.4萬元，則較96年減少1.1％，

若剔除戶量變化因素，每人可支配所得27.3萬元，亦略減0.2％。若

以中位數衡量，每戶可支配所得為79.6萬元，則減0.5％。 

二、所得差距倍數6.05倍 

將家庭依可支配所得大小分成 5 等分，97 年最高 20％家庭平均每戶

183.5 萬元，為最低 20％家庭 30.4 萬元之 6.05 倍，較 96 年之 5.98 倍

增加 0.07 倍，吉尼係數 0.341 略高於 96 年 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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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移轉收支縮減所得差距1.69倍 

97年各級政府發放之低收入戶生活補助、中低收入戶老人生活津

貼、老農福利津貼、身心障礙補助、災害急難救助，以及各項社會

保險（包括全民健保、公保、勞保、農保等）保費支出補助，計縮

減所得差距倍數1.53倍，顯示持續推動之社會福利措施，有助低收

入家庭所得提升。另家庭對政府移轉支出亦縮小所得差距0.16倍，

總計家庭與政府間之移轉收支縮減所得差距1.69倍。大於96年之

1.54倍。如不計政府移轉收支，97年所得差距倍數為7.73倍，高於96

年7.52倍。 

四、在外伙食支出及醫療保健支出比重續增 

97年平均每戶消費支出70.5萬元，較96年減少1.5％，其中以食品飲

料費占24.6％最高，惟隨著社會趨勢及生活方式改變，在外伙食占

家庭食品費比率逐年提高，97年達34.8％，較10年前提高7.6個百分

點；又隨著國人平均壽命延長，衛生保健觀念增強，醫療及保健支

出比重續增為14.6％。 

五、居家生活日趨現代化 

就家庭各項設備普及情形觀察，97 年行動電話普及率 89.8％，較 10

年前提高 29.8 個百分點；有線電視頻道設備普及率 81.7％，提高 13.6

個百分點；另電腦普及率 69.3％，提高 37.0 個百分點，其中約有 9 成

3 家庭已使用網際網路。 

 
家庭所得與消費支出(萬元) 消費支出結構(%) 

 96年 97年 年增率(%)  87年 97年 增減百分點 

可支配所得平均數    食品飲料費 25.8  24.6 -1.2 

 每戶 92.4 91.4 -1.1 衣著鞋襪費 4.5  3.2 -1.3 

 每人 27.3 27.3 -0.2 房租、水電 25.2 23.8 -1.4 

可支配所得中位數    家具管理費 4.2 3.5 -0.7 

 每戶 80.0 79.6 -0.5 醫療保健費 10.3 14.6 4.3 

 每人 23.0 22.8 -1.0 交通通訊費 10.6 12.0 1.4 

平均每戶消費支出 71.6 70.5 -1.5 娛樂教育費 12.8  12.5 -0.3 

平均每戶儲蓄 20.8 20.8 0.2 雜項支出 6.6  5.8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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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設備及住宅普及率(％) 

 87年 97年 增減百分點  87年 97年 增減百分點 

彩色電視機 99.2 99.4 0.2 行動電話 60.0* 89.8 29.8 

電 話 機 97.6 96.0 -1.6 汽  車 54.5 58.4 3.9 

冷暖氣機 76.2 87.5 11.3 機  車 80.0 82.2 2.2 

有線電視 68.1 81.7 13.6 家用電腦 32.3 69.3 37.0 

洗 衣 機 93.9 97.3 3.4  連網比率 76.3** 92.7 16.4 

微 波 爐 41.8 44.9 3.1 自用住宅比率 84.6 87.4 2.8 

註：*係88年初次調查資料；**係90年初次調查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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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經濟指標表  

 
實質 
GDP 

(新台幣百萬元) 

經濟成長率 
平均每人 

GNP 
平均每人 

GDP 
消費者
物價 

上升率 
(％) 

躉售 
物價 

上升率 
(％) 

yoy 
(％) 

saar 
(％) 

新台幣元 美元 新台幣元 美元 

 85年 8,088,068 6.30 － 376,574 13,714 371,454 13,527 3.07 -1.00 

 86年 8,621,225  6.59 － 403,188 14,048 399,035 13,904 0.90 -0.46 

 87年 9,013,354  4.55 － 427,377 12,773 424,229 12,679 1.68 0.60 

 88年 9,531,425  5.75 － 443,294 13,737 439,171 13,609 0.18 -4.55 

 89年 10,081,059  5.77 － 459,729 14,721 453,422 14,519 1.25 1.83 

 90年 9,862,183  -2.17 － 451,308 13,348 442,688 13,093 -0.01 -1.35 

 91年 10,319,445  4.64 － 470,426 13,604 459,598 13,291 -0.20 0.05 

 92年 10,680,631  3.50 － 482,284 14,012 467,663 13,587 -0.28 2.48 

 93年 11,337,829  6.15 － 506,650 15,156 490,168 14,663 1.61 7.03 

 94年 11,809,552  4.16 － 518,511 16,113 505,671 15,714 2.31 0.62 

 95年 12,376,337  4.80 － 537,788 16,532 524,081 16,111 0.60 5.63 

 96年 13,082,183  5.70 － 568,084 17,299 553,507 16,855 1.80 6.47 

第1季 3,137,297  3.84 3.82 142,215 4,319 136,504 4,145 0.98 7.10 

第2季 3,138,128  5.49 6.51 132,668 4,006 128,478 3,879 0.26 7.13 

第3季 3,366,548  7.02 19.41 145,183 4,411 143,810 4,369 1.46 4.21 

第4季 3,440,210  6.35 -3.54 148,018 4,563 144,715 4,462 4.49 7.51 

97年 13,089,718  0.06 － 553,289 17,542 538,792 17,083 3.53 5.15 

第1季 3,333,294  6.25 3.57 148,333 4,705 141,285 4,481 3.58 8.68 

第2季  3,281,133  4.56 -2.34 133,094 4,372 130,909 4,301 4.19 8.05 

第3季 3,331,298  -1.05 -2.89 138,909 4,444 136,598 4,369 4.52 8.95 

第4季 3,143,993  -8.61 -27.21 132,953 4,021 130,000 3,932 1.87 -4.64 

98年(f) 12,560,245  -4.04 － 540,729 16,280 525,271 15,816 -0.68 -8.94 

第1季(r) 2,995,632  -10.13 -10.16 137,978 4,061 132,203 3,891 -0.01 -9.84 

第2季(p) 3,033,787  -7.54 20.69 128,232 3,871 124,635 3,762 -0.85 -12.78 

第3季(f) 3,214,128  -3.52 9.84 136,260 4,143 133,628 4,063 -1.39 -12.45 

第4季(f) 3,316,698  5.49 5.59 138,259 4,205 134,805 4,100 -0.45 0.10 

99年(f) 13,052,041  3.92 － 558,217 16,977 543,076 16,516 0.87 3.72 

第1季(f) 3,238,139  8.10 0.08 146,007 4,441 140,017 4,258 0.87 5.05 

第2季(f) 3,170,516  4.51 1.32 132,720 4,036 129,135 3,927 0.81 5.40 

第3季(f) 3,279,266  2.03 0.77 139,255 4,235 137,161 4,172 0.64 3.13 

第4季(f) 3,364,120  1.43 2.58 140,235 4,265 136,763 4,159 1.13 1.46 

註：yoy(year on year)為對上年(同季)直接比較；saar(seasonally adjusted annualized rate)為季

節調整後，對上季增率折成年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