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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處針對報載「新貧族誕生 望錢興嘆」、                  

「10年倒退嚕 6縣市變窮了」之澄清說明 

一、 國際間對於所得差距的衡量多採涵蓋所有家庭的吉尼係數(Gini 

coefficient）來表達，其次才採用5等分位差距倍數（quintile measure

，為最高20％與最低20％家庭之比值，犧牲中間60％家庭所得資訊

），以避免極端值或特異值 (extreme values or outliers)之影響。該報

導以綜所稅申報20等分位(最高5％與最低5％)或所得千萬以上家庭

與貧窮家庭之極端數據加以比較，忽視絕大部分家庭所得資訊，除

誇大所得差距狀況，造成階級對立外，並無法平實表達整體分配概

況。另縣市別所得方面，由於家庭收支調查部分縣市樣本不足，各

年間資料跳動頗鉅，並不具嚴謹統計意義。 

二、 由於全球化催化及家庭結構改變，所得差距擴大已為各國共同趨勢

，根據國際貨幣基金(IMF)與國際經濟合作組織(OECD)今年的研究顯

示，隨著全球化專業分工，高技術專業者(skilled labor)受益，低技術

勞工(unskilled labor)反而受害，對整體所得分配有不利之影響，致我

國5等分位所得差距倍數由80年4.97倍上升至88年5.5倍(政黨輪替

前一年) ， 95年增至6.01倍，但仍低於新加坡31.9倍、美國10.7倍

及日本6.2倍，尚屬平均。 

三、 我國受家庭結構改變影響，家庭戶量因年輕人外出就業另組家庭現

象普遍，使平均每戶人數持續減少，由88年3.63人減為95年之3.41人

，導致以家庭為計算基礎之平均每戶所得成長緩慢，由88年之88.9

萬元增為95年91.3萬元，僅增2.7％，若剔除戶量變化因素，同期間

每人可支配所得由24.5萬元增為26.8萬元，增幅為9.4％，顯示政黨輪

替以來不論以戶或人來衡量，所得仍然呈現增加趨勢，並未有倒退

的現象。另由於低所得家庭中老人戶比例明顯上升，其中又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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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退休或半退休者，其消費支出多來自以往之儲蓄，當年所得及儲

蓄偏低並非異常，不宜過度擴大解讀。 

四、 為紓解全球化及家庭結構所帶來所得差距之負面衝擊，政府近年來

較以往更為加強照顧低所得弱勢家庭，積極增列社福預算，已促使

所得差距倍數由90年6.39倍遞降至95年6.01倍，此亦與OECD建議各

國採行更加嚴密社會安全網，以因應全球化對低技術勞工傷害的政

策一致。 

五、 近 6 年來，因政府持續推動各項產業發展政策及多項促進就業方案，

服務業及資本技術密集產業擴張迅速，國內就業量逐年擴增，就業

人數由 90 年平均 938 萬人增加至 96 年 1-8 月 1,027 萬人，計增加

89 萬人，平均每年約創增 16 萬個就業機會，就業市場呈穩定發展。 

六、 長期以來，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國內產業朝資本與技術密集化發展

，傳統產業逐漸外移，國內失業率由70年1.36％，逐年上升至89年

之2.99%，顯示失業率上升已成長期趨勢。90年復受全球景氣急遽下

挫影響，失業率快速上升，91年升達5.17%高峰。近年來國際景氣回

升，加以政府積極推動各項促進就業方案，失業率已有效下降，96

年1至8月平均失業率已降為3.91%，創7年來同期最低水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