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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所得統計及國內經濟情勢展望 

壹﹑經濟情勢摘要 

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評審委員會於本(17)日下午2:30召開第

174次委員會議，審議89年國民所得統計修正、家庭收支調查統計、90

年第2季國民所得初步統計，以及90與91年預測等案，主要結果如次： 

一、89年GNP修正為9兆8,033億元，折合3,139億美元，每人GNP 1萬4,188

美元，經濟成長率5.86％，消費者物價(CPI)上升1.26％。 

二、90年第2季經濟負成長2.35％，預測第3季將續負成長2.45%，第4季

可望回復正成長2.38%，全年負成長0.37％，GNP 9兆9,080億元，

折合2,929億美元，每人GNP 1萬3,144美元，CPI上升0.41％。 

環顧當今世界各國經濟表現，自去年下半年以來，景氣急速

降溫迄未歇止，根據華頓協會(WEFA)8月最新資料，今年各國預

測經濟成長率與去年比較，新加坡由9.9％降為1.2％、香港由10.5

％降為2.6％、馬來西亞由8.3％降為3.3％、南韓由8.8％降為4.0％

、美國由4.1％降為1.7％、印尼由4.8％降為2.8％、泰國由4.4％降

為2.3％、日本由1.5％降為負0.5％、菲律賓由4.0％降為2.5％、中

國大陸由8.0％降為7.4％，顯示各國經濟成長均呈下滑，幾無倖免

。 

三、89年平均每戶家庭每月收入9.1萬元，較88年增0.2％，高低所得家

庭所得差距5.55倍，微幅高於88年5.50倍。 

四、全球經濟動能急劇減速，內外需求益趨疲軟 

(一)今年以來，國際景氣逆轉既快且劇，美、日、歐等三大經濟體同

步下挫，導致全球經濟缺乏動能，景氣復甦時程拉長。根據華頓

協會(WEFA)8月最新資料，今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將由去年4.2％大

幅下降至2.0％，世界貿易量成長率亦由12.7％縮減為3.5％。影響



所及，今年上半年我國海關出口減10.8％，進口復受出口引申需

求減緩及內需不振影響，減17.0％。國內則因股市低迷(股票成交

值較上年同期減52.7%)，失業率持續攀升，民間消費及投資不振

，初步統計經濟負成長0.73％；下半年由於國際景氣回春能見度

仍未明朗，外貿將難突破衰退格局，加以就業市場疲弱，財富及

所得縮水遞延效應日益顯現，民間部門增溫不易，雖政府戮力推

動「8100，台灣啟動」方案，冀望藉由擴張財政支出緩和國際景

氣降溫之衝擊，惟因大環境不佳，激勵效果大受影響，預測經濟

負成長0.04％，全年負成長0.37％。物價方面，雖新台幣貶值造

成進口成本上升，惟因全球景氣降溫，需求萎縮，國際原油、農

工原料及製成品價格均呈走低，加上內銷市場競爭激烈，物價調

漲不易，預測全年CPI微增0.41％，WPI則下跌0.4％。 

(二)展望明(91)年，在全球景氣緩慢復甦及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影響下，外貿可望恢復擴張趨勢；民間消費因結構性失業

問題短期不易大幅改善，消費支出傾向將續呈保守；民間投資則

在高鐵持續進行、3G執照釋出、民營電廠興建、大型工業區與商

圈開發、以及政府全力改善投資環境與對外招商激勵下，逐漸恢

復成長動能。整體而言，明年國內經濟情勢可望較今年好轉，預

測經濟成長率為4.16％，GNP達10兆3,939億元，折合2,999億美元

，每人GNP 1萬3,372美元；CPI上升1.1％。 

貳﹑經濟變動分析 

一、 89年經濟成長率5.86％，CPI上升1.26％，失業率2.99％ 

89年國民生產與所得曾於今年2月根據相關指標作成初步統計

，現依各項實際決算及相關調查資料完成實績編算；去年前三季由

於全球經濟強勁成長及世界貿易量大幅提高，我國對外貿易維持活

絡，工業生產亦創佳績，經濟成長率達6.58％(第1季7.94％，第2季
5.10％，第3季6.73％)；惟第4季起隨國際景氣降溫，加以國內股市

表現不佳，內需成長明顯趨緩，經濟成長率降為3.82％；全年國內



生產毛額(GDP)為9兆6,634億元，經濟成長5.86％；GNP為9兆8,033
億元，折合3,139億美元，平均每人GNP 1萬4,188美元；消費者物

價上升1.26％，失業率2.99％。 

二、90年第2季經濟負成長2.35％，CPI上升0.02％，失業率4.23％ 

1. 由於全球景氣急速下滑，國際電子資訊產品需求減弱，嚴重衝擊

我國對外貿易，加以國內股市表現不佳及失業人數續增，致國內

需求與生產急速挫低，初步統計第2季經濟負成長2.35％，併計第

1季成長0.91％，上半年負成長0.73％，CPI上升0.30％，失業率3.94
％。 

2. 由需求面觀察，因股市不振及失業率持續攀升，財富與所得縮水

效應持續顯現，第2季民間消費僅成長1.0％；民間投資雖大型飛

機進口增加，運輸工具大幅成長，惟營建工程投資續減，機械設

備購置亦因經濟前景未明及傳統產業轉型不易，廠商投資步調減

緩或停頓，致整體民間固定投資衰退13.7％；至於公共部門，由

於會計年度變更，影響一般性採購與公共工程執行，加上提振景

氣方案追加預算遲至6月底通過，以及基層建設補助經費無法順

利撥款等不利因素，政府消費負成長1.0％，公共投資亦減2.8％
；合計國內需求衰退5.4％，對經濟成長貢獻負5.2個百分點。外

需方面，輸出因電子、資訊與通信產品出口明顯受創，負成長7.9
％，輸入隨出口引申需求下降及內需劇減，負成長13.8％，合計

國外淨需求對經濟成長貢獻2.9個百分點。  

(三) 由生產面觀察，第2季農業微幅成長0.2％；工業負成長7.2％，其

中製造業因國際資訊電子產品需求降低及國內部分廠商外移，生

產續減，且衰退幅度擴大為7.1％，營造業則因建築業景氣持續低

迷，負成長11.1％；服務業雖行動電話業務穩定增加，通信業仍

成長2.7％，惟受股市交易銳減及放款增幅趨緩影響，金融保險及

不動產業負成長1.1％，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則因進出口貿易大幅衰

退及國內景氣明顯降溫，轉為負成長1.7％，致整體服務業僅成長

0.1％。 

三、預測90年經濟負成長0.37％，CPI上升0.41％ 

1. 全球景氣反轉超乎預期：受美國資訊科技產業投資泡沫崩潰影響，

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國際景氣加速反轉，迄今尚無明顯回升跡象。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雖自今年初以來六度大幅調降重貼現

率及聯邦基金利率，布希政府亦推動十年1.35兆美元減稅方案，

惟其效果遞延緩慢，景氣持續走緩，第2季經濟成長率(實質GDP
與上年同季比較)由第1季之2.5％降至1.3％，為1992年第1季以來

新低。日本則因金融體制積弊與政府債務偏高，貨幣政策與財政

政策施展空間大幅壓縮，加上出口疲弱與失業率攀升，經濟惡化

更加嚴重，第1季經濟零成長，由於前景暗淡，日本政府六度調

低今年經濟評估。歐元區隨全球景氣降溫，成長步伐亦告減緩。

由於三大經濟體同步下挫，導致全球經濟缺乏動能，景氣復甦時

程拉長。根據華頓協會(WEFA)8月最新資料，今年全球經濟成長

率將由去年4.2％大幅下降至2.0％，世界貿易量成長率亦由12.7
％縮減為3.5％。 

 經  濟  成  長  率  (％) 
 世界 工 業 國 家 太  平  洋  盆  地  國  家 

   美國 日本  我國 新 南韓 馬 泰 印尼 菲 
85年 3.4 3.0 3.6 5.2 6.6 6.1 7.5 6.7 10.0 5.9 7.8 5.8
86年 3.6 3.3 4.4 2.2 4.9 6.7 9.1 5.0 7.3 -1.7 4.9 5.2
87年 2.4 2.7 4.4 -1.0 -5.1 4.6 -0.2 -6.7 -7.4 -10.2 -13.4 -0.6 
88年 3.1 2.8 4.2 0.7 6.2 5.4 5.4 10.9 5.6 4.2 0.9 3.3
89年 4.2 3.7 4.1 1.5 7.2 5.9 9.9 8.8 8.3 4.4 4.8 4.0
90年(f) 2.0 1.5 1.7 -0.5 3.0 -0.4 1.2 4.0 3.3 2.3 2.8 2.5

資料來源：1.華頓協會(WEFA)2001年8月資料。 
             2.我國為本處資料。 

2. 我國出口過度集中電子資訊產品：近年我國產業發展重心趨向資訊

科技產業，電子、資訊及通信產品出口占總出口比重由民國80年
18.0％大幅增至去年34.5％，明顯高於日本19.4％及南韓29.2％，

且對美國市場高度依賴，當美國景氣由高峰反轉，我國出口所受

衝擊即較其他國家嚴重，今年1至7月海關出口較上年同期減13.7
％，其中電子產品減17.8％，資訊與通信產品減16.4％；進口復

受出口引申需求減緩及內需不振影響，亦減19.4％。展望未來，

由於景氣回春能見度尚未明朗，短期內國際大廠雖可挹注若干代

工訂單，惟助益有限，加以設備利用率下降，接單價格隨之調低

(1至7月按美元計價出口物價跌6.0％)，外貿表現將不易大幅好轉

，全年出、進口年增率由上次預測減5.1％及減7.8％下修為減14.9
％及減19.1％；由於進口減幅高於出口，全年出超由89年83億美

元增為130億美元；併計勞務貿易並剔除物價因素，按新台幣計



算之實質輸出減6.2％，輸入亦減9.8％，貿易順差為122億美元。 

 海關商品貿易年增率
(按美元計算，％) 

海關商品
出超金額

商品勞務貿易實質成長率 
(按新台幣計算，％) 

商品勞務
貿易順差

 出   口 進   口 (億美元) 輸   出 輸   入 (億美元)
 85年 3.8 -1.1 136 6.7 6.0 94 
 86年 5.3 11.8 77 9.1 13.7 62 
 87年 -9.4 -8.5 59 2.4 6.3 29 
 88年 10.0 5.8 109 11.9 4.4 79 
 89年(r_) 22.0 26.5 83 17.6 14.5 70 
 90年(f) -14.9 -19.1 130 -6.2 -9.8 122 
上半年(p) -10.8 -17.0 65 -3.7 -9.5 59 
下半年(f) -18.6 -21.2 65 -8.4 -10.1 63 

3. 民間消費日趨疲弱：因股市不振與失業率攀升，財富與所得縮水效

應持續顯現，民間消費傾向日趨保守，除奢侈性支出大幅縮減外

，並波及一般性之民生消費，導致餐飲、零售及批發業營業額呈

現下滑趨勢，初步統計今年上半年民間消費僅成長1.5％。展望下

半年，雖年底縣市長及立委選舉活動有助拉升民間消費活力，惟

受產業景氣改善有限及失業疑慮仍高影響，民間消費信心恐將持

續疲弱，預測全年民間消費增2.2％，實質成長1.7％。 

  民  間  消  費  成  長  率 (％) 
   食品消費 非食品消費 
  85年 6.5 4.3 7.3 
  86年 7.3 5.6 7.8 
  87年 6.5 5.6 6.8 
  88年 5.4 5.7 5.3 
  89年(r_) 4.9 4.1 5.2 
  90年(f) 1.7 2.8 1.3 

上半年(p) 1.5 2.8 1.1 
下半年(f) 1.9 2.8 1.6 

4. 民間投資不振：今年雖有高鐵、固網、民營電廠及大型工業區與

商場等重大投資案持續推動，惟因國際大環境急轉直下，整體產

業設備利用率大幅下降，多數業者紛紛改採縮減或延緩投資之保

守策略，加上傳統產業轉型不易與外移，致整體民間投資動能明

顯不足，另在去年基數甚高影響下，造成今年衰退幅度擴大，預

測全年民間投資減15.2％，實質負成長14.6％。 

 民間投資成長率(％) 政府投資 公營事業投資

  營建工程 運輸工具 機器設備 成長率(％) 成長率(％) 
 85年 3.4 -5.8 -13.8 16.8 -0.3 -2.0 
 86年 18.6 6.3 31.9 26.2 0.5 -4.3 



 87年 11.8 8.0 24.3 12.1 0.1 4.4 
 88年 -0.7 -14.5 -27.1 13.8 3.6 13.3 
 89年(r_) 15.7 -6.8 3.4 28.6 -4.7 -3.5 
 90年(f) -14.6 - - - 3.1 0.9 
上半年(p) -10.9 -14.8 48.8 -15.3 -2.7 -12.2 
下半年(f) -17.6 - - - 8.5 11.5 

5. 公共支出效果未盡發揮：今年雖政府戮力推動「8100，台灣啟動」

方案，冀望藉由擴張財政支出緩和國際景氣降溫之衝擊，惟因擴

大公共投資提振景氣追加預算遲至今年6月29日才通過，原預估

動支數未及執行，加以總金額刪減184億元(800億元→616億元)
，以及重大公共工程實際執行情況仍有再提升空間，致激勵效果

受限；另地方基層建設補助款迄未核撥，亦影響地方政府推動公

共工程之進度，爰此，預測全年政府投資增1.7％，實質成長3.1
％。此外，中央政府考量本年度歲入目標可能無法達成，採取預

算節約措施，政府消費勢必更受抑制，預測全年減0.6％，實質負

成長1.9％。 

6. 國內物價可望持穩：今年以來雖新台幣貶值造成進口成本上升，惟

因全球景氣降溫，需求萎縮，國際原油、農工原料及製成品價格

均呈走低，加上內銷市場競爭激烈，商品類物價調漲不易，食物

類貨源充裕及服務類價格平穩，使得上半年CPI僅微幅上漲0.3％
，WPI則下跌0.03%。展望未來，國內、外景氣仍屬疲弱，房地

產市場亦處調整期，租金漲幅有限，以及加入WTO調降關稅與開

放市場等因素，均有助物價穩定，預測全年CPI上升0.4%，WPI
則下跌0.4%。 

四、綜上所述，預測90年經濟負成長0.4％，平均每人GNP 1萬3,144美
元，CPI上升0.4％。 

 經濟成長率 ＧＮＰ 平均每人 消費者物價 躉售物價 
 (ＧＤＰ)  ＧＮＰ 上 升 率 上升率 
 （％） （億美元） （美元） （％） （％） 
 63年 1.16 145 920 47.5 40.6 

第1季 5.98 36 229 53.4 60.8 
第2季 2.53 37 235 55.1 53.8 
第3季 -0.68 35 226 48.8 36.7 
第4季 -2.79 37 230 35.3 17.4 

 64年 4.93 154 964 5.2 -5.1 
第1季 -4.26 36 226 9.0 -8.7 



第2季 2.77 38 237 5.7 -6.9 
第3季 8.87 39 243 4.7 -3.8 
第4季 12.44 41 258 1.8 -0.5 

 65年 13.86 185 1,132 2.5 2.8 
 70年 6.16 480 2,669 16.3 7.6 
 75年 11.64 773 3,993 0.7 -3.4 
 80年 7.55 1,837 8,982 3.6 0.16 
 85年 6.10 2,836 13,260 3.1 -1.0 
 86年 6.68 2,933 13,592 0.9 -0.5 
 87年 4.57 2,692 12,360 1.7 0.6 
 88年 5.42 2,905 13,235 0.2 -4.6 

第1季 4.15 712 3,252 0.7 -8.0 
第2季 6.41 695 3,171 -0.2 -6.1 
第3季 4.67 736 3,350 0.3 -4.7 
第4季 6.43 762 3,462 -0.1 0.9 

 89年(r_) 5.86 3,139 14,188 1.3 1.8 
第1季(r_) 7.94 792 3,592 0.9 1.0 
第2季(r_) 5.10 766 3,464 1.4 2.0 
第3季(r_) 6.73 805 3,634 1.1 2.2 
第4季(r_) 3.82 776 3,498 1.7 2.1 

 90年(f) -0.37 2,929 13,144 0.4 -0.4 
第1季(r_) 0.91 769 3,459 0.6 0.6 
第2季(p) -2.35 696 3,125 0.0 -0.6 
第3季(f) -2.45 715 3,207 0.7 0.0 
第4季(f) 2.38 749 3,353 0.4 -1.6 

 91年(f) 4.16 2,999 13,372 1.1 1.1 
第1季(f) 3.59 751 3,357 1.2 1.0 
第2季(f) 3.43 699 3,121 1.1 1.3 
第3季(f) 5.05 759 3,380 1.1 0.6 
第4季(f) 4.53 790 3,514 1.0 1.4 

說明：r表修正數；p表初步統計數；f表預測數。 

參﹑89年家庭收支調查結果 

一、家庭每月收入增0.2％：受89年下半年國內景氣趨緩影響，家庭平

均每月收入9.1萬元，較88年微增0.2％，收入來源以薪資收入5.3萬
元(占57.9％)最多，餘依序為營業所得1.5萬元(16.0％)、移轉收入1.2
萬元(13.6％)、財產所得1.1萬元(12.5％)。 

二、所得差距5.55倍：89年平均每戶每月可支配所得為7.4萬元，較上年

增0.3％。如將家庭依可支配所得高低分成五等分，89年最高20％
家庭平均可支配所得174.9萬元，為最低20％家庭31.5萬元之5.55倍
，微幅高於88年5.50倍。主要係因人口老化及家庭組織結構持續改



變，老人或小家庭因戶內人口少，就業者亦少，導致其家庭總收入

相對較低，因而拉大家庭所得之差距。另89年第4季起隨國際景氣

趨緩，國內股市表現不佳，內需成長不足，勞動力參與率下降，且

下半年起失業率明顯上升，致戶內無人就業之無業家庭持續增加，

更加深家庭間高低所得之差距。惟若剔除戶量因素，按家庭內每人

可支配所得衡量，則差距倍數僅2.37倍。 

三、社福政策減緩所得差距擴大趨勢：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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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生活

補助、災害急難救助，以及各項社會保險(包括全民健保、勞保、

農保等)保費支出補助，計縮減所得差距倍數0.88倍，顯示政府持

續推動社會福利措施，有助低收入家庭所得提升，減緩所得差距

擴大趨勢。另家庭對政府移轉支出(稅捐、規費及罰款等)亦縮小所

得差距0.14倍，總計家庭與政府間之移轉收支縮減所得差距約1.02
倍。 

四、交通通訊費用及醫療保健支出比重續增：89年平均每家庭每月支出

7.2萬元，較88年增加0.8％，其中消費支出5.5萬元，增1.1％，非消

費支出(包括利息支出，稅捐規費及罰款、捐贈及婚喪禮金等移轉

性支出)1.7萬元，減少0.2％。消費支出中，食品費用占24.2％，仍

呈長期下降趨勢，惟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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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已達29.3％，較十年前提高12.7個百分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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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重續增至11.1％；另行動電話、網路等電子設備日益普及，電話

及網路相關通訊費用激增，帶動家庭交通及通訊費用比重提高至

11.4％。 

五、居家生活日趨現代化：89年家庭主要設備普及率，彩色電視機、電

話已近全面普及；冷暖氣機、有線電視、微波爐(含烤箱)及除濕機

亦逐年遞增，89年普及率分別為79.5％、72.0％、44.8％及24.9％；

汽車普及率55.6％，已為家庭主要交通工具；另因資訊發達，電腦

亦漸趨大眾化，家庭電腦普及率續升至46.5％，其中有七成三家庭

已使用網際網路功能。 



家庭收支調查基本資料 

平均每戶每月收支(元) 家庭消費支出結構(％) 家庭設備普及率及住宅概況(％)

 88年 89年 年增

率(％) 
 79年

(1) 
89年
(2)

(2)-(1) 
(百分點)

 79年 
(1) 

89年 
(2) 

(2)-(1) (
百分點)

收入合計 90,798 90,957 0.2 

1.8 

合      計 100.0 100.0  彩色電

視 

98.3 99.5 1.2 

受雇薪資 52,339 52,651 0.6 食  品  費 32.3 24.2 -8.1 電 話

機 

93.1 98.0 4.9

產業主所得 14,983 14,555 -2.9 冷暖氣

機 

47.3 79.5 32.2

財產所得 11,200 11,354 1.4 

(在外伙食

占 
飲食費比

率) 

(16.6) (29.3) (12.7)
錄放影

機 

63.6 46.7 -16.9

移轉收入 12,276 12,397 1.0 衣著鞋襪

費 

5.9 3.8 -2.1 有線電

視 

－ 72.0 － 

支出合計 71,317 71,896 0.8 房租、水電 24.6 25.2 0.6 洗 衣

機 

88.8 95.4 6.6

非消費支出 16,710 16,669 -0.2 家居管理

費 

4.3 4.0 -0.3 微 波

爐 

18.9 44.8 25.9

利息支出 3,805 3,534 -7.1 醫療保健

費 

4.8 11.1 6.3 汽  

車 

29.1 55.6 26.5

移轉支出 12,905 13,135 1.8 交通通訊

費 

8.8 11.4 2.6 機  

車 

77.5 79.4 1.9

消費支出 54,607 55,227 1.1 娛樂教育

費 

13.3 13.5 0.2 家用電

腦 

6.8 46.5 39.7

可支配所得 74,088 74,287 0.3 雜 項 支 

出 

5.9 6.9 1.0 自宅比

率 

80.5 85.4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