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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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聞 稿 

中華民國97年8月22日16時30分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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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審議結果 

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評審委員會於本(22)日下午 2:30 召
開第 202 次會議，審議 97年第 2季國民所得初步統計、97年與 98年
預測及 96年家庭收支調查統計等案，主要結果如次： 

一、97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修正為6.25％，初步統計第2季經濟成長率為
4.32％，預測第3、4季分別成長3.04％及3.75％，全年成長4.30％
，每人GNP 1萬8,883美元，CPI上升3.74％。 

二、預測98年經濟成長率5.08％，CPI上升1.91％。 

三、96年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92.4萬元，增1.2％，剔除戶數增加、戶
量下降因素，每人可支配所得增2.1%；5等分位所得差距5.98倍，
略為縮減0.03倍。 

貳﹑國民所得統計及預測 

一、97年上半年國民所得統計 

(一)第1季經濟成長率修正為6.25％ 

97年第1季依據最新指標修正經濟成長率為6.25％，較初估數6.06％
上修0.19個百分點；其中需求面主要為輸出成長率上修0.44個百分點
，存貨變動實質金額上修18億元，以及民間投資成長率下修1.66個百
分點，交互影響所致；生產面主要為製造業成長率上修0.19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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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零售業上修0.50個百分點，以及運輸、倉儲及通信業上修0.91
個百分點所致，另其他服務業則下修0.46個百分點。 

(二)第2季經濟成長初步統計4.32％ 

97年第2季初步統計經濟成長率4.32％，較5月預測數4.57％低0.25個
百分點，其中國內需求疲弱不振，表現遠不如預期，所幸國外需求

在新興市場活絡的支撐下，表現仍佳，進而維繫整體經濟仍有中度

成長。 

1.外需方面，全球經濟雖受美國次級房貸及其後續效應衝擊致成長
趨緩，所幸亞洲新興國家貿易動能仍佳，而我國出口結構中，新

興市場比重持續提高(今年第2季對東協5國、越南、印度及中東等

地區出口比重達18.0％，遠高於美國11.2％及歐盟10.5％)，紓緩

部分工業國家進口需求減弱之負面衝擊，光學器材、化學品、電

子、電機及資訊與通信產品出貨暢旺，輸出成長9.16％，輸入則

在資本設備進口減少及原物料價格上漲交互影響下，成長1.09％

，合計國外淨需求對經濟成長貢獻5.78個百分點。 

2.內需方面，因物價大幅上漲衝擊實質所得，加以國際金融市場劇
烈震盪波及國內股價，財富縮水導致消費意願不振，民間消費僅

成長1.06％，其中食品消費更呈現負成長1.87％。另因全球景氣前

景不明，企業投資轉趨保守觀望，以新台幣計價之資本設備進口

減少12.70％，加上營建工程價格持續攀升致工程量衰退，民間投

資負成長9.37％。併計公共部門及存貨變動，第2季國內需求負成

長1.72％，對經濟成長負貢獻1.46個百分點。 

3.生產方面，第2季農業減產2.34％，主因畜牧業受飼料價格飛漲約

制生產意願；製造業成長8.67％，對經濟成長貢獻2.26個百分點，

其中受惠消費性電子產品持續熱賣與國際大廠加速委外釋單，帶

動IC製造、晶圓代工與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等生產擴增，電子零組

件業成長22.02％，另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業與精密器械業亦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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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15.93％及14.99％。服務業方面，因對外貿易動能仍在，批發

零售業成長6.28％，對經濟成長貢獻1.04個百分點；金融保險業則

因股市不振與基金申購銳減，金融信託業務規模走緩，手續費收

入減12.27％，呈現負成長1.04％。 

(三)併計第1、2季，上半年經濟成長5.29％，其中民間消費成長1.56％，
民間投資負成長3.10％，政府及公營事業投資分別成長0.31％及1.84
％，輸出、入分別成長10.45％及4.81％。 

二、97年下半年預測 

(一)國際經濟情勢 

今年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均面臨成長趨緩與通膨升高的不利局面

，根據環球透視(Global Insight) 8月最新預測資料，今年全球經濟成
長率將由去年3.9％大幅降為3.0％（為2003年成長2.7％以來最低）；
尤其今年下半年，因美國次級房貸風暴對金融與信用市場衝擊未歇

，衍生效應擴及全球，加上原油與農工原料價格仍處相對高檔，

主要國家或區域在通膨壓力下需求力道減弱，預測下半年全球經濟

成長率僅2.7％(較5月預測下修0.2個百分點)；明（98）年續降為2.8
％，明顯低於過去5年平均3.6％。其中美國在退稅方案刺激效果漸
次消退，以及房市低迷、就業疲弱及美元止貶等因素影響下，下半

年經濟成長降為0.9％，明年亦僅為1.0％；日本固定投資保守、外需
走緩，預測今年經濟成長1.0％，明年則回升至1.7％；歐元區出口 

 經  濟  成  長  率 

 世界 美國 歐元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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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1.4 10.0 3.0 3.5 3.5 3.1 5.8 7.1 4.9
93年 3.9 3.6 2.1 2.7 10.1 8.5 6.2 9.0 4.7 6.8 6.3 6.4
94年 3.4 2.9 1.7 1.9 10.4 7.1 4.2 7.3 4.2 5.3 4.5 5.0
95年 4.1 2.8 2.8 2.4 11.6 7.0 4.9 8.2 5.1 5.8 5.1 5.4
96年 3.9 2.0 2.7 2.1 11.9 6.4 5.7 7.7 5.0 6.3 4.8 7.2
97年(f) 3.0 1.6 1.4 1.0 10.0 5.0 4.3 4.6 4.0 6.0 5.4 4.8
98年(f) 2.8 1.0 1.0 1.7 9.0 5.5 5.1 4.7 3.9 5.5 5.0 5.0

資料來源：1.96年以前各國為官方發布數，餘為Global Insight Inc. 97年8月資料。 
2.我國為行政院主計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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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金融市場受次貸風暴波及，加上匯率升值與通膨壓力，預測下半

年與明年經濟成長率均為1.0％；中國大陸雖固定投資持續強勁，但
出口受全球經濟趨緩影響，成長動能下滑，預測下半年經濟成長9.6
％，明年續降為9.0％。 

(二)預測97年下半年經濟成長3.40％，全年成長4.30％ 

1.對外貿易：隨美國經濟走緩波及歐、日等國，加以新興經濟體飽

受物價高漲威脅，景氣已見趨緩，將間接影響我國出口表現，7

月按美元計價之海關出口已由上半年成長18.08％（因新台幣升值

，以新台幣計價增11.10％）大幅降為7.95％（按新台幣計價僅微

增0.07％），預測下半年海關出口年增率降為6.29％（按新台幣計

價增1.14％）；另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因初期作業尚需磨合及奧運

開辦，人數遠不如預期，服務輸出擴增效益尚不明顯。進口隨出

口引申需求與物價上漲因素，增10.23％（按新台幣計價增4.55％

）。併計商品與服務貿易並剔除物價因素後，預測全年輸出及輸

入分別成長5.05％及1.01％，貿易順差253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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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 7.13 4.89 221 10.63 7.13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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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7 5.16 207 
96年 10.12 8.17 274 8.84 3.69 292 
97年(f)  11.73 15.98 213 5.05 1.01 253 

  上半年(p) 18.08 22.43 80 10.45 4.81 102 
  下半年(f) 6.29 10.23 133 0.18 -2.49 151 

2.民間消費：繼油、電及燃氣相繼調漲後，6月起國內通膨情勢即明

顯升高，造成實質薪資（名目薪資增加率減物價上升率）下滑，

加上股市受國際金融及信用市場拖累下挫，負的財富效果使民間

消費雪上加霜，近月民間消費相關指標更形嚴峻（7月出國人數減

5.9％、高速公路小型車通行數減12.5％、汽柴油銷售量減21.5％

、股市成交值減逾6成），幸而勞動情勢尚穩，且第4季將實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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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家庭（家庭年工作所得30萬元以下）補貼方案，約42萬戶家庭

每月最高可獲補助6千元，有助照顧弱勢家庭基本生活。預測第3

季民間消費僅成長0.91％，第4季回升為1.51％；全年食品消費實

質成長0.06％，非食品消費成長1.74％，併計後，民間消費實質成

長1.38％。 

  民 間 消 費 實 質 成 長 率 (％) 
   食品消費 非食品消費 

91年 2.60 0.13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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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1.65 
96年 2.55 2.12 2.67 
97年(f)  1.38 0.06 1.74 

  上半年(p) 1.56 -0.63 2.17 
  下半年(f) 1.20 0.75 1.32 

3.固定投資：下半年雖若干企業因經濟前景不明放緩資本支出步調

，7月機械設備進口按美元計價減23.3％，惟光電業者提升產能及

次世代面板廠投資計畫仍將進行，電信業者亦將擴建光纖與無線

網路通訊設備，預測下半年民間固定投資成長2.98％。至於公共

部門，政府賡續推動擴大公共建設，追加擴大內需以推動地方公

共建設，將帶動政府固定投資下半年大幅成長15.44％。民間、政

府及公營事業併計後之固定投資，下半年成長4.96％，全年成長

1.57％。 

 民間固定投資 政府固定投資 公營事業固定投資 
  實質成長率（％）  實質成長率（％） 實質成長率（％） 

91年 6.68 -12.71 -1.23 
92年 3.65 -1.26 -3.94 
93年 33.05 -5.78 -18.15 
94年 0.31 -1.92 16.20 
95年 2.96 -6.20 -7.48 
96年 3.34 -3.69 3.72 
97年(f)  0.06 9.28 3.29 

  上半年(p) -3.10 0.31 1.84 
  下半年(f) 2.98 15.44 4.28 

4.物價方面：雖伴隨全球經濟走緩，原油與部分農工原料價格已出

現回軟跡象，惟仍處相對高檔，預測下半年WPI上漲8.71％，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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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漲8.53％。消費者物價（CPI）方面，因國際農糧價格劇揚，

食物類價格居高不下，上半年漲3.88％；下半年隨原物料及油電

燃料成本壓力漸次傳遞至下游產品，加上風災造成農損、10月電

價亦將再次調整，第3季商品類漲幅仍將明顯偏高，服務類漲幅亦

有上揚跡象，第4季因去年比較基數較高將可緩和，預測下半年

CPI上漲3.61％，全年為3.74％。 

三、98年經濟展望 
(一)外需方面，明年國際大環境仍然不佳，主要先進經濟體成長繼續趨
緩，惟受惠於新興國家經濟尚呈活絡，對我國產品需求方興未艾，

以及兩岸情勢緩和，交流擴大，產業分工益加深化，我國出口動能

可望維繫，預測輸出成長6.22％，輸入成長3.62％。 

(二)內需方面： 

1.民間消費：隨勞動情勢穩定、政府擴大照顧弱勢族群（包括新婚

首次購屋及生育子女換屋優惠房貸、近貧家庭補貼），以及兩岸

週末包機直航與開放陸客來台觀光效益應可逐漸顯現，且在今年

基數偏低下，民間消費可望回溫，預測成長2.93％。 

2.民間投資：今年來，大陸實施新勞動合同法，加以宏觀調控措施

，使廠商在大陸的經營成本日益升高，加以政府規劃放寬對大陸

投資及大陸來台投資之限制，兩岸經貿可望大步邁向正常化，有

助改善投資環境及提高企業競爭力，除可減緩國內企業外移速度

外，更能吸引企業資金回流投資。另高科技業者持續致力於提升

產品技術層次及政府賡續推動都市更新，亦有助提升民間投資動

能，預測民間投資成長6.67％。 

3.公共部門：雖政府積極推動「愛台12建設」及「治水」等重大公

共建設下，惟因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不再編列，以及97年積極

辦理「加強地方建設擴大內需方案」，墊高比較基期，致政府固

定投資較97年負成長5.72％；至於公營事業投資仍成長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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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價方面，明年原油與農工原料價格可望緩步回跌，且在今年比較
基期較高之下，通膨情勢將可紓緩，預測WPI及CPI分別上漲2.27％
及1.91％。 

四、整體而言，預測97年經濟成長4.30％，平均每人GNP 1萬8,883美元；

98年經濟成長5.08％，平均每人GNP 1萬9,756美元。 

參、96年家庭收支調查結果 

一、每戶可支配所得92.4萬元 

96年每戶可支配所得92.4萬元，較95年增1.2%。近年來隨著家庭結構

改變，家戶數因年輕人外出就業另組家庭現象普及，每年約增加10萬

家庭，每戶人數持續減少(96年減至3.38人)，導致以家庭為計算基礎

之每戶可支配所得成長有限；但若剔除戶量變化因素，96年每人可支

配所得27.3萬元，年增2.1％。 

二、所得差距倍數5.98倍 

將家庭依可支配所得大小分成5等分，96年最高20％家庭平均每戶

186.7萬元，為最低20％家庭31.2萬元之5.98倍，稍低於95年之6.01倍，

主因政府社會福利支出增加，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敬老福利津貼

及老農津貼(由每月5,000元提升至6,000元)合計846億元，增幅7.7％，

併計其他社福津貼及社會保險保費補助後，低所得家庭來自政府移轉

之收入增加9.9％，大於高所得家庭之5.1％，有效提升所得重分配效

果。 

三、政府移轉收支縮減所得差距1.54倍 

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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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項社會保險保

費支出補助，計縮減所得差距倍數1.40倍，顯示政府持續推動社會福

利措施，有助提升低收入家庭所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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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合計縮減所得差距1.54

倍，大於95年之1.45倍。如不計政府移轉收支，96年所得差距倍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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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倍，略高於95年7.45倍。 

四、在外伙食支出及醫療保健支出比重續增 

96年每戶消費支出71.6萬元，增加0.4％，其中食品飲料費占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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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已達33.3％，較10年前提高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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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4.3％。 

五、居家生活日趨現代化 

就家庭各項設備普及率觀察，有線電視頻道設備普遍化，96年普及

率79.9％，較10年前提高13.9個百分點；電腦亦漸趨大眾化，家庭

電腦普及率續升至67.1％，提高38.7個百分點，其中有9成1家庭已

使用網際網路；另行動電話普及率達88.9％，較88年60.0％提高28.9

個百分點。 

家庭所得與消費支出 家庭設備及住宅普及率(％) 

 95年 96年 年增率(%)  86年 96年 增減百分點

可支配所得(萬元) 91.3 92.4 1.2 彩色電視 99.5 99.4 -0.1 

消費支出(萬元) 71.3 71.6 0.4 電 話 機 97.5 96.7 -0.8 
消費支出結構(%) 86年 96年 增減百分點 冷暖氣機 73.8 87.6 13.8 

食品飲料費 25.7 24.2 -1.5 有線電視 66.0 79.9 13.9 

衣著鞋襪費 4.5 3.3 -1.2 洗 衣 機 94.0 97.5 3.5 

房租、水電 25.1 23.5 -1.6 行動電話 60.0* 88.9 - 

家具管理費 4.4 3.4 -1.0 汽  車 53.8 58.7 4.9 

醫療保健費 10.0 14.3 4.3 機  車 80.2 83.0 2.8 

交通通訊費 10.4 12.5 2.0 家用電腦 28.4 67.1 38.7 

娛樂教育費 13.1 12.5 -0.6 自用住宅比率 84.6 88.1 3.5 

雜項支出 6.8 6.3 -0.5 比率    

註：*係88年初次調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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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經濟指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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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台幣元 美元 新台幣元 美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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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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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年 4.55 427,377 12,773 424,229 12,679 1.68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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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年 5.77 459,729 14,721 453,422 14,519 1.25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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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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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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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年 6.15 506,650 15,156 490,168 14,663 1.61 7.03

 94年 4.16 518,511 16,113 505,671 15,714 2.31 0.62

 95年 4.89 536,566 16,494 522,859 16,073 0.60 5.63

第1季 5.12 135,572 4,196 130,398 4,036 1.35 1.85

第2季 5.07 124,384 3,866 121,346 3,772 1.52 6.21

第3季 5.34 136,277 4,158 134,180 4,094 -0.34 8.38

第4季 4.07 140,333 4,274 136,935 4,171 -0.10 6.03

 96年 5.72 566,566 17,252 551,458 16,792 1.80 6.47

第1季 4.19 141,370 4,294 135,657 4,121 0.98 7.10

第2季 5.24 131,815 3,981 127,622 3,854 0.26 7.13

第3季 6.86 144,790 4,397 142,863 4,339 1.46 4.21

第4季 6.50 148,591 4,580 145,316 4,478 4.49 7.51

97年(f) 4.30 586,019 18,883 565,881 18,235 3.74 8.53

第1季(r) 6.25 148,058 4,696 141,016 4,472 3.58 8.68

第2季(p) 4.32 134,934 4,433 129,667 4,260 4.19 8.03

第3季(f) 3.04 148,572 4,807 145,607 4,711 4.74 9.84

第4季(f) 3.75 154,455 4,947 149,591 4,792 2.50 7.60

98年(f) 5.08 616,753 19,756 594,957 19,057 1.91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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