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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當前經濟情勢概要 

一、國際經濟 

(一)全球總體情勢 

1. 2003年上半年全球表現：歷經美伊戰事與 SARS疫情肆虐、美元弱與歐元強貨幣

消長輪轉、全球主要國家低利率寬鬆貨幣政策刺激經濟，上半年全球經濟表現不

如預期。 

（1）美歐景氣復甦力道仍薄弱－美歐 2003年初雖已延續 2002年底的復甦，但由

於爆發美伊戰事、SARS 疫情肆虐，致全球股市持續重挫，消費者信心低迷

，加以投資意願低落，使得美歐兩大經濟體無法如預期在 2003 年上半年強

勁復甦。 

（2）日本景氣見谷底反彈－日本經濟已見負成長觸底反彈呈正成長景象，惟因通

貨緊縮、金融措施尚未見成效，經濟僅呈微幅成長。 

（3）亞洲國家經濟成長雖活絡但仍受 SARS疫情抑制－大多數亞洲國家尤其是新

興工業化國家，拜強勁出口、內需旺盛、資訊科技產業蓬勃、低利率、相對

美元與日圓的弱勢貨幣，經濟成長穩健活絡，惟 SARS疫情肆虐期間經濟動

能已受抑制。 

2.2003年下半年展望：隨著美伊戰事結束、SARS疫情獲得控制，以及全球展開振興

經濟對策，復甦腳步漸趨回溫。 

（1）下半年呈緩步回溫惟各經濟體表現不一－全球經濟將在寬鬆貨幣、減稅獎勵

、企業支出穩健、消費者信心持穩環境下，呈現緩步回溫。依據相關際機構

預測，2003 年居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經濟成長率 2.3%，第二及三大經

濟體的日本及西歐國家為 1.1%與 1.3%，東亞國家經濟成長率與工業成長均

可達 5.6%水準。 

（2）惟未來全球利率及匯率走勢、WTO貿易協商進展、WHO疫病管制效率、OPEC

油源供需等因素均將影響全球經濟成長動向－GLOBAL INSIGHT 下調全球

2003年經濟成長率自原估 2.6%降至 2.2%水準，IMF預測則較樂觀可達 3.2%

；另 OECD預估貿易成長率將由 2002年的 3.6%擴張為 2003年的 5.9%，2004

年至 8.8%。 

 

二、國內經濟 

92年上半年國內經濟接連受到美伊戰事及 SARS疫情衝擊，未能延續去年第二季

以來復甦之力道，經濟成長出現遲滯現象，尤其今年第二季 SARS疫情重創內需市場

，民間消費及國內固定資本形成雙雙出現衰退，民間消費更出現歷年來首見-1.13%的

負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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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下半年，由於 SARS 疫情所帶來的係屬短期間衝擊，國內民眾生活秩序也已

回復正常軌道，國內消費應可漸入佳境，投資部分則在政府擴大公共建設之帶動及民間

投資在自由貿易港區及營運總部方案等多項政策利多刺激下，下半年亦可有較佳之表現

；外需方面，受惠於全球景氣復甦跡象日趨明顯，個人電腦換機熱潮帶來商機，預計我

主力出口電子產品將出現反彈，對外貿易應相當活絡；另外本部亦由積極招商、加強出

口拓銷等層面加速經濟成長，掌握後 SARS時期之產業動態，提昇我整體經濟實力。 

 

三、大陸經濟 

大陸為維持社會穩定及總體經濟持續成長，延續以往採行擴大內需、積極財政政策

及穩定貨幣政策，據大陸國家統計局初步估算，2003 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達 50,053

億人民幣，經濟成長 8.2﹪。 

上半年經濟受 SARS疫情衝擊穩中趨緩，惟疫情較預期早得到控制，對經濟影響程

度有限，並未改變全球外商對其投資的吸引力。展望未來在持續的改革開放及國際景氣

好轉的帶動下，經濟仍可維持 7﹪的成長。惟大陸當前出現某些領域過熱及重復投資與

貸款的過速增加，形成金融機構新的不良貸款，不僅增加未來金融危機的風險，並不利

維持人民幣穩定，對其長遠經濟發展埋下不安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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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外經濟指標  

表 1   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            單位:% 

全球經濟成長率 年別 
GLOBAL INSIGHT IMF OECD＊ 

2002 2.0 3.0 1.5 
2003 2.2 3.2 2.2 
2004 3.4 4.1 3.0 

附註：＊指 OECD國家經濟成長率 
資料來源：Global Insight, May 2003；World Economic Outlook, IMF, April 2003；OECD 
Economic Outlook, OECD, June 2003。 
 

 
表 2    世界貿易成長率預測         單位：% 

世界貿易成長率 年別 
GLOBAL ** 

INSIGHT 
IMF OECD＊ 

2002   4.3 2.9 3.6 
2003  13.3 4.3 5.9 
2004   8.3 6.1 8.8 

附註：** 為出口貿易量之成長率。 
資料來源：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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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國內主要經濟指標（1） 

      90年  91年  91年 92 年 

    
  

全年 10月 11月 12月 全年 1月 

經濟成長率(%) -2.18(r) 
第四季（r） 

4.22 - - 3.54(r) 
 

民間投資成長率

(%) 
-29.17(r) 

第四季（r） 
16.49 - - 1.56(r) 

 
經

濟

成

長 民間消費成長率
(%) 

1.04(r)  
第四季（r） 

1.38 - - 1.91(r)  
 

工業生產指數年

增率(%) 
-7.32 7.44 7.47 10.48 6.95 8.50 

製造業生產指數

年增率(%) 
-7.98 8.64 8.69 10.97 8.05 8.70 

商業營業額   
金額(億元) 80,772 7,433 7,380 7,581 85,136 7,444 

產

業 

年增率(%) -6.62 9.67 7.63 7.51 5.40 8.84 
出口      

金額（億美元） 1,229.0 115.0 119.2 116.5 1,306.4 100.7 

年增率(%) -17.1 0.6 17.1 13.5 6.3 4.0 

進口      

金額（億美元） 1,072.4 101.9 93.4 99.5 1,125.9 95.0 

年增率(%) -23.4 5.0 17.5 16.9 4.0 29.1 

外銷接單    

金額（億美元） 1,357.1 134.6 134.2 130.4 1,509.5 130.2 

對

外

貿

易 

年增率(%) -11.54 12.31 13.83 14.04 11.23 14.99 

消費者物價年增

率(%) 
-0.01 -1.70 -0.57 0.76 -0.20 1.10 

物

價 躉售物價年增率
(%) 

- 1.33 2.16 3.10 4.65 0.05 4.33 

貨幣供給額M2

年增率(%) 
5.79 2.5 2.86 2.79 3.55 2.90 

金

融 
基本利率(%) 6.99 7.23 7.10 7.10 7.26 6.98 

就業人數(萬人)  938.3 945.1 948.0 950.6 945.4 952.4 

失業人數(萬人) 45.0 53.0 52.2 50.5 51.5 50.4 
就

業 
  
失業率(%) 4.57 5.31 5.22 5.04 5.17 5.0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中央銀行、經濟部。 
註:經濟成長率、民間投資及民間消費成長率係為行政院主計處 92.05.16最新修正資料  

 
 
 

 6 



表 3 國內主要經濟指標（2） 

  
    92年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1-當月 

累計 
92年全年 
預估 

經濟成長率(%) 
 第一季(p) 

3.21 
第二季(f) 
1.20 

第三季(f) 
3.17 

第四季(f) 
3.92 

 
2.89(f) 

民間投資成長率

(%) 
 第一季(p) 

1.30 
第二季(f) 
3.17 

第三季(f) 
7.13 

第四季(f) 
7.57 

 
5.00 (f) 

經

濟

成

長 民間消費成長率
(%) 

 第一季(p) 
1.14 

第二季(f) 
-1.13 

第三季(f) 
0.04 

第四季(f) 
2.91 

 
0.75(f) 

工業生產指數年

增率(%) 
10.10 1.59 -0.71 -2.84 2.13 2.67  

製造業生產指數

年增率(%) 
11.23 1.63 -0.69 -3.32 2.11 2.77  

商業營業額   
金額(億元) 6,537 7,305 7,063   28,349  

產

業 

年增率(%) 3.69 3.43 1.54   4.37  
出口      

金額（億美元） 98.2 126.2 114.7 112.7 116.1 552.3 - 

年增率(%) 22.2 10.2 5.6 2.1 3.4 8.2 7.01(f) 

進口      

金額（億美元） 84.1 109.1 104.3 95.1 103.0 487.5 - 

年增率(%) 28.9 7.4 7.1 0.8 7.1 12.8 10.71(f) 

外銷接單    

金額（億美元） 111.7 134.9 135.0 137.1 - 648.8  

對

外

貿

易 

年增率(%) 9.91 6.10 4.56 4.32 - 7.7  

消費者物價年增

率(%) 
-1.52 -0.18 -0.11 0.32 -0.42 -0.13 -0.06f) 

物

價 躉售物價年增率
(%) 

5.40 4.92 2.04 1.43 1.43 3.25 1.91(f) 

貨幣供給額M2

年增率(%) 2.54 2.20 2.1 2.56 - 2.46  金

融 
基本利率(%) 6.33 6.33 6.33 6.33 - 6.49  

就業人數(萬人)  950.0 951.4 953.5 952.3 954.2 952.3  

失業人數(萬人) 51.8 50.9 49.3 49.9 51.2 50.6  
就

業 
  
失業率(%) 5.17 5.08 4.92 4.98 5.09 5.0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中央銀行、經濟部。 
註:經濟成長率、民間投資及民間消費成長率係為行政院主計處 92.05.16最新修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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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陸主要經濟指標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1-6月  

2003年 
預測值 

金額 
（億人民幣） 82,054 89,404 95,800 102,398 50,053 109,80國內生 

產總值 
（GDP） 成長率 

（%） 7.1 8.0 7.3 8.0 8.2 7.0 

金額 
（億人民幣） 29,876 32,619 36,898 43,202 

19,348 48,340 
固定資 
產投資 成長率 

（%） 5.2 9.3 12.1 16.1 
31.1 12,0 

金額 
（億人民幣） 31,135 34,153 37,568 36,506 21,556 44,800 

商品零 
售總額 成長率 

（%） 6.8 9.7 10.0 8.8 8.0 9.5 

金額 
（億美元） 

1,949 2,492 2,661 3255.7 1,903.21 3,425 
出口 

成長率 
（%） 6.1 27.8 6.8 22.3 34.0 7.0 

金額 
（億美元） 1,658 2,251 2,436 2952.2 1,858.22 3,130 

對
外 
貿
易 

進口 
成長率 
（%） 18.2 35.8 8.2 21.2 44.5 7.9 

金額 
（億美元） 

412 642 692 827.68 509.58 - 
協議 

成長率 
（%） -21.3 51.3 10.9 19.6 40.25 - 

金額 
（億美元） 404 407 468 527.43 302.55 580 

外
商
直
接
投
資 實際 

成長率 
（%） 

-11.4 0.9 14.9 12.51 34.33 11.5 

居民消費
價格指數 

年增率 
（%） 

-1.4 0.4 0.8 -0.8 +0.6 - 

貨幣
供給 

成長率 
（%） 17.7 16.0 12.7 16.8 20.2 - 

匯率 美元兌 
人民幣 1:8.27 1:8.27 1:8.2766 1:8.2768 1:8.276 - 金

融 
外匯
準備 

金額 
（億美元） 

 

1,547 1,656 2,122 2,864 3,465 

 

- 

資料來源：中共「國家統計局」、中共「中國人民銀行」、中共「中國海關統計」、中共

「2002 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藍皮書」、「中國社會科學院」2002 年

秋季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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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兩岸經貿統計 

2002年 2003年  

2000年 2001年 

12月 1-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1-6月 

總額 
(件) 

840 1,186 189 
#(1647) 

1,490 
#(3950) 

223 
#(810) 

132 
#(554) 

168 
#(599) 

136 
#(98) 

131 
#(8) 

171 
#(29) 

961 
#(8265) 項 

目 
成長率 

(％) 
72.1 41.2 50.0 25.6 102.7 123.7 50.0 24.8 7.4 72.7 57.3 

總額 
(億美元) 

26.1 27.8 4.5 
#(9.8) 

38.6 
＃(28.6) 

4.6 
＃(11.5) 

2.6 
＃(6.9) 

3.9 
＃(10.0) 

3.0 
＃(1.3) 

3.0 
#(0.1) 

3.0 
＃(1.2) 

20.2 
＃(31.0) 

成長率 
(％) 

108.1 6.8 70.2 38.6 120.8 271.5 35.3 22.6 22.2 -10.1 31.2 

 

我 
對 
大 
陸 
投 
資 

金 
額 

比重 
(％) 

34.0 38.8 68.3 53.4 52.1 52.2 61.1 52.0 49.36 61.1 54.4 

總額 
(億美元) 

261.4 240.6 27.7 294.5 24.3 22.6 31.1 27.7 - - *105.7 

成長率 
(％) 

23.2 -8.0 26.1 22.4 17.9 55.7 24.9 17.1 - - *26.2 

我對
大陸
地區
輸出 

比重 
(％) 

17.6 19.6 23.8 22.5 24.2 23.0 24.7 24.1 - - *24.0 

總額 
(億美元) 

62.2 59.0 8.3 79.5 7.9 5.6 9.1 9.1 - - *31.7 

成長率 
(％) 

37.5 -5.2 51.8 34.7 64.9 45.2 33.4 33.1 - - *42.1 

我自
大陸
地區
進口 

比重 
(％) 

4.4 5.5 8.3 7.1 8.3 6.7 8.4 8.7 - - *8.1 

總額 
(億美元) 

199.4 181.6 19.4 215.0 16.5 16.9 22.0 18.6 - - *74.0 

 

兩 
 
岸 

 
貿 

 
易 

順 
(逆) 
差 成長率 

(％) 
19.3 -8.8 17.6 18.4 3.8 59.5 21.6 10.6 - - *20.4 

註：＃為台商經核准補報備投資件數及金額(含新投資及增資案件)；我對大陸投資金額比重不
含補報備金額統計；*表示 1-3月資料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審會「投資統計月報」、貿易局「兩岸貿易情勢分析月報」。 
 
 
參、經濟情勢分析 

一、國際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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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  

1. 2003年上半年表現：偶發事件削弱復甦力道 

經歷美伊戰事、油價高漲、亞洲 SARS 疫情肆虐等重大事件對經濟的衝擊，

不僅企業投資意願不強，消費信心亦不足，致美國今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僅及 1.4%

，隨著偶發事件已漸平息、低利率與減稅政策誘導投資消費信心、全球股市趨於

回穩，第二季經濟可望逐步增溫。整體而言，上半年美國經濟已因偶發事件削弱

其復甦力道。 

2.2003年下半年展望：漸入佳境 

2003 年下半年美國景氣復甦之看法皆認為將漸入佳境，且復甦情況將較明顯

，GDP將介於 3.0%至 3.5%之間。短期間，激勵消費支出、鼓勵企業資本投資增加

、寬鬆貨幣政策將決定下半年復甦程度；而提高投資率、維持寬鬆貨幣、消弭通

貨緊縮，降低高失業率、削減高經常帳赤字則是維持經濟長期發展的重要策略。

營造近期經濟轉好的主要因素包括： 

（1）寬鬆貨幣政策─基於下半年經濟前景好轉，美國聯準會於 6 月 25 日調降資

金利率至 45年來新低水準 1%，塑造有利投資的環境，必要時將再降息以防

止通貨緊縮，聯準會預計全年經濟成長率可達 2.5%-2.75%水準。 

（2）推動減稅方案與健全財政制度─美國國會通過 3,500 億美元減稅計畫方案，

促進經濟發展及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財政赤字則預計自 2003年 4,550億美元

減至 2007年 2,130億美元，健全財政以利於長期經濟發展。 

 

表 1-1  美國重要經濟指標     單位： % 

年別 經濟 

成長率 

工業生產年

增率 

出口年增

率 

經常帳盈餘 消費物價上

漲率 

失業率 

2002 2.5 -0.8 -1.2 -5,098 1.6 5.8 

2003（f） 2.3 0.4 7.0 -5,540 2.4 6.0 

2004（f） 4.2 6.6 8.2 -6,000 1.5 5.7 
附註：f為預測值 
資料來源：Global Insight, May 2003；OECD Economic Outlook, OECD, June 2003 
 
 

 

（二）歐元區 

1. 2003年上半年表現：經濟復甦不如預期  

(1)經濟微幅復甦─歐元區 2003年年初迄今經濟成長步調仍嫌緩慢，雖見降息刺激

景氣，惟上半年經濟表現不如預期，成長腳步不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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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費、投資部門持續不振─消費需求仍見低迷，雖有工業部門產出微幅增加，

但卻被營建業產出減少及服務業惡化所抵銷，加以全球因恐怖事件威脅減少旅

遊活動、投資不振、失業率居高不下，致經濟復甦不如預期。 

 

 

         表 1-2 歐元區主要經濟指標       單位：  % 

年別 經濟成長率 工業生產 
年增率 

出口 
年增率 

進口 
年增率 

消費物價 
上漲率 

失業率 

2001 1.4 -0.1 3.7 0.5 2.1 8 
2002 
全年 

0.8-0.9 
（f）# 

 -0.5（f） 1  
(1-9月) 

-5.9 
(1-9月) 

 2.1（f） 
 

8.4 
(10月) 

2003 1.1-2.1（f）* 2.4（f） -- -- 2.1（f） -- 

附 註：*2003年預測值為歐盟 12月最新預測；#為 Global Insight最新預測；歐洲央行 12
月公報 

 
 

2.2003年展望：小幅復甦 

(1)歐盟執委會預估 2003年歐元區經濟成長率 1.0%，雖較 2002年 0.9%稍佳，惟成

長幅度不大。 

(2)景氣回溫決定因素： 

A.降息效果－歐洲央行分別於 2003年 3月 6日降息一碼，6月 5日再降息兩碼

，重貼現率已調降至 2.0%，基本存款利率已降至 1.0%，期使有助於刺激消費

及提升投資意願。 

B.全球經濟景氣復甦持續─下半年全球經濟景氣復甦將提升消費與投資需求，有

利歐元區的出口及經濟成長。 

C.有效執行「穩定暨成長協定」、改善勞動與製造業市場、提升資本市場與知識

型產業效率─歐盟執委會以營造歐盟會員國健全財政環境、調和經濟發展面向

、提升就業率、製造業高設備利用率、資金流通便捷、知識經濟產出高效能等

，將有助於歐洲經濟成長。 

D.歐盟東擴經濟效益─歐盟將於 2004年 5月 1日起東擴為 25國，未來大歐盟區

域貿易壁壘撤除政策，人員、貨品、服務業與資金自由在大歐洲流通，2004

年經濟成長率預期可為 2.3%水準。而新加入的中東歐會員國經濟成長率將因

與歐盟結合，預估 2004年經濟成長率將自 2003年的 3.5%增加至 4.2%。 

 

（三）亞太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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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3 上半年表現：中東戰事地緣因素、SARS 疫情削減亞太地區上半年經濟成長

動力。 

(1)經濟成長未如預期－國際貨幣基金會今年4月預估2003年南韓經濟成長率5.0%

、新加坡 3.0%、香港 3.0%、日本 0.8%。惟美伊戰事地緣因素、SARS疫情、油

價高漲，致經濟成長未如預期亮眼。日本景氣雖見觸底反彈訊號，惟因內需不

足、勞動市場疲軟、失業率升高、通貨緊縮、銀行壞帳等嚴峻的經濟環境亟待

克服。整體而言，在全球經濟復甦力道不足大環境趨勢下，加上戰事與疫病事

件，亞太地區經濟表現已明顯受到影響。 

(2)展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亞太地區主要國家透過自由貿易協定簽署，如新加坡

與日本、紐西蘭、澳洲分別簽署貿易協定，藉消弭簽署國間的貨物關稅，開放

服務業、技術標準、智慧財產、電子商業的雙邊貿易與投資協定，激勵區內貿

易發展，增進亞太地區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另中國大陸與香港於 6月 29日簽

署「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其未來值得關注。 

2.2003年展望：採取振興景氣策略，激發經濟成長 

(1) 亞太地區經濟成長活絡－國際貨幣基金預測 2003 年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出口

年增率 7.5%、進口 7.5%、消費者物價年增率 1.8%、經常帳盈餘占 GDP比重 6.2%

，經濟活絡，成長率可達 4.1﹪水準。  

(2) 後 SARS時期激發的產業成長動力－SARS疫情和緩後，亞洲各新興經濟體刻

正展開振興景氣策略，推動自由貿易港區租稅優惠吸引投資，彌補過去疫情蔓

延期間航空旅遊產業的萎縮不振。就目前情勢觀察，航空、旅遊、餐飲等產業

已見活絡，IT產業穩定成長，對美歐市場出口回穩。 

(3) 亞太貿易整合契機－在WTO貿易自由化前提下，亞太地區除持續擴大貿易協

定範圍外，建立知識產權政策架構，納入服務業，改進物流管理系統與生產服

務網絡，增進對美歐國際市場競爭能力，進而提升全球貿易能量。 

   

 

 
1-3 東亞主要國家重要經濟指標     單位：% 

 經濟 

成長率 

工業生產年增

率 

出口 

年增率 

進口 

年增率 

消費者 

物價上漲率 

日本 

2002年 0.3 -1.5 5.5 -1.2 -0.9 

2003年（f） 1.1 2.9 7.6 3.9 -0.3 

2004年（f） 1.5 3.1 6.2 4.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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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2002年 6.3 7.3 7.5 7.7 2.7 

2003年（f） 4.0 6.5 8.0 9.0 4.0 

2004年（f） 5.3 － 8.0 9.0 3.5 

新加坡 

2002年 2.2 8.6 3.2 0.1 -0.4 

2003年（f） 2.3 8.6 7.5 9.8 0.5 

2004年（f） 4.2 － 10.2 11.6 1.0 

香港 

2002年 2.3 -9.7 4.9 3.1 -3.0 

2003年（f） 2.0 -2.5 6.5 5.9 -1.5 

2004年（f） 4.0 － 6.2 6.7 0.5 

資料來源：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經貿統計；GLOBAL INSIGHT、ADB、OECD、國際經濟
動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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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經濟 

(一)國民生產─WHO已將我自 SARS疫區除名，預期國內經濟將可呈現回穩走勢，國內外

研究機構預測今年我經濟成長率約在 2.65％至 3.53%之間。 

1. 根據環球透視機構 2003年 5月最新預測資料，美伊戰爭之不確定性因素雖已消弭，

惟全球景氣未能立即於戰後重拾成長力道，預估今年全球經濟將成長 2.2%，較去年

之 2.0％僅提高 0.2個百分點，世界的出口貿易量成長率則由 4.3％擴增為 13.3％。 

2.受到全球景氣復甦力道不足及 SARS疫情影響，我國工商業者對第二季各類景氣意向

擴張指數均不及 40％，較第一季驟降 6至 9個百分點。 

3.惟自 6月以來，SARS疫情已獲有效控制，WHO也於 7月 5日將我自 SARS疫區除

名，景氣對策信號亦於 6 月份轉為黃藍燈，預期國內經濟將呈回穩走勢，國內外研

究機構預測今年我經濟成長率約在 2.65％至 3.53%之間；並將由第二季谷底逐季向

上攀升。 

 

 

表 2-1  國內需求及國外需求實質成長率 

單位：實質增加率% 
國內需求 國外需求 
國內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年  
（季） 

對國內

生產毛

額之支

出 

合 計 民間 
消費 

政府 
消費 小 計 民間 公營 政府 

商品及 
勞務輸

出 

減：商品 
及勞務 
輸入 

90年 -2.18 -5.18 1.04 -1.02 -20.61 -29.17 4.05 -4.77 -7.77 -13.87 
91年 3.54 1.31 1.91 -0.87 -2.04 1.56 -1.70 -10.87 9.67 6.15 
92年(ｆ) 2.89 1.72 0.75 0.87 2.48 5.00 -6.21 0.56 7.03 5.59 
（I） 3.21 2.98 1.14 1.38 -0.93 1.30 -7.43 -4.33 10.45 11.95 
（II） 1.20 -0.47 -1.13 0.70 -0.37 3.17 -4.06 -7.96 3.08 0.37 
（III） 3.17 0.82 0.04 0.92 4.91 7.13 -6.94 4.74 6.79 2.67 
（IV） 3.92 3.54 2.91 0.57 5.22 7.57 -6.47 8.52 8.05 8.3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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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各機構對台灣經濟成長之預測 

單位：％ 

全(92)年          預測值 
預測機構 最新預測 前次預測 
主計處(92.5.16) 2.89 3.68 
中研院（92.7.23） 2.65 3.31 
台經院（92.7.22） 3.53 3.02 
中經院（92.7.18） 3.02 3.51 
經建會（92.5.19） 3.09 3.52 
Global  Insight 
(92.4.28) 

3.3 
(SARS持續到第 2季) 

3.8 

亞洲開發銀行(92.5.9) 2.8 
(SARS持續到第 2季) 

3.7 

摩 根 大 通 銀 行
(92.5.4) 

2.7 3.5 

註：其餘主要機構如央行及中經院等因為和平醫院爆發嚴重感染之前預估之 
數字，本表未予列計。 

 

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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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7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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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4 7 1

0

8
8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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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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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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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0
年
1
月
4 7 1

0

9
1
年
1
月
4 7 1

0

9
2
年
1
月

4
月

分數

註：9∼17分為藍燈，18∼22分為黃藍燈，23∼32分為綠燈，33∼37分為黃紅燈，38

分以上為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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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業生產─受 SARS疫情影響，92年上半年工業生產增幅僅 2.67%。 

1. 92年 6月工業生產較上年同期增加 2.13%，製造業生產增加 2.11%，四大行業中金
屬機械、化學工業為正成長，資訊電子及民生工業為負成長。 

2.受到 SARS 疫情影響，累計 92年 1-6月工業生產較上年同期增加 2.67%，製造業生
產增加 2.77%，除民生工業為負成長外，其餘行業均為正成長，其中以金屬機械工業
增加 7.62%最多。各主要產業中，除紡織業較上年同期衰退外，其餘電力及電子器材
業、石油及煤製品業、化學材料業、金屬基本工業及運輸工具業等均較上年同期增

加。 

3.由於 92年 1-5月製造業生產較上年同期增加 3.01%，高於總投入工時增幅 1.84%，致
勞動生產力指數上升 1.05%。 

4. 由於美國經濟已漸獲改善，半導體產業也逐漸復甦，並出現個人電腦換機熱潮，加
以政府持續推動相關擴大公共建設工程，若能具體落實，均可帶動第三季製造業生

產向上攀升。 

                 表 2-2-1  工 業 生 產                 單位：% 

年 
（月） 

工業生產 
年增率 

製造業 
生產年增率 

設備 
利用率 

製造業 
勞動生產力 

年增率 

88年  7.71 8.13 78.9 7.05 
89年 7.38 7.96 80.4 6.12 
90年 -7.32 -7.98 75.7 4.01 
91年 1-12月 4.81 5.78 - 7.66 

8月 5.85 7.15 77.5 8.46 

9月 12.51 13.87 76.8 5.97 

10月 7.44 8.64 78.3 2.35 

11月 7.47 8.69 77.8 1.17 

12月 10.48 10.97 78.0 4.99 

92年 1-6月 2.67 2.77 - 1.05（1-5月） 
1月 8.50 8.70 78.0 9.8 

2月 10.10 11.23 72.7 2.32 

3月 1.59 1.63 78.4 0.04 

4月 -0.71 -0.69 77.6 -3.43 

5月 -2.84 -3.32 78.0 -2.70 

6月 2.13 2.11 -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行政院經建會，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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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2  製造業生產年增率            單位：% 
四大行業 輕重工業 產品用途 

最終需要財 
年 
（月） 金屬機

械工業 
資訊電

子工業 
化學 
工業 

民生 
工業 

重工業 輕工業 
投資財 消費財 

生產財 

88年  2.14 19.60 6.52 -1.47 11.08 0.38 10.06 -0.91 10.70 
89年 3.66 18.08 3.71 -1.28 11.05 -1.00 14.8 1.37 7.88 
90年 -13.05 -9.56 0.32 -8.53 -7.58 -9.35 -1.42 -9.92 -9.60 
91年 8.91 13.39 5.83 -3.10 10.03 -1.16 4.52 0.86 10.44 

8月 12.10 9.05 6.99 -1.68 11.35 -3.14 2.20 1.13 11.98 

9月 19.10 19.83 5.94 7.31 15.96 2.96 10.86 7.40 15.37 

10月 15.38 9.36 5.89 4.17 10.39 0.30 2.49 3.93 11.58 

11月 14.09 8.47 10.86 0.25 11.31 -0.61 3.99 4.48 11.83 

12月 18.91 9.70 12.10 3.28 14.77 1.53 4.27 4.92 16.67 

92年1-6月 7.62 1.75 4.05 -4.75 4.34 -2.94 -3.84 1.99 5.23 

1月 15.10 8.56 9.22 1.45 11.54 -0.92 7.43 3.85 10.47 

2月 17.14 12.90 11.78 0.38 13.24 0.57 7.93 4.65 12.91 

3月 8.64 0.84 -1.70 1.42 2.83 -1.94 -8.70 3.91 5.02 

4月 7.94 -1.28 -3.76 -4.60 1.25 -4.95 -6.37 1.84 1.46 

5月 -0.41 -5.71 1.60 -6.74 -2.98 -6.85 -13.95 -1.48 -0.95 

6月 2.70 -0.98 12.09 -7.42 3.20 -2.58 -4.82 -0.12 4.90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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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業─受到 SARS疫情影響，92年 1-4月商業營業額僅較上年同月增加 4.37% 

1.92年 4月份商業營業額受到 SARS疫情持續蔓延，民眾避免出入公共場所衝擊，較
上月減少 3.31%，而與上年同月相比僅增加 1.54%，增幅明顯減緩。其中，以餐飲業
所受衝擊最大，下滑 8.15%，其餘中業別雖為成長，但增幅明顯縮小。 

2.累計 92年 1-4月商業營業額為 2兆 8,349億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4.37%，其中除餐
飲業減少 4.21%外，其餘中業別皆為成長。 

3.另 92年 4月消費品進口年增率亦受到SARS疫情影響，僅成長 6.9%，遠低於上月二
位數的增幅。 

4.展望未來，在SARS疫情已獲有效控制下，民眾已逐漸回復消費信心，由目前逛街消
費人潮紛紛回籠的情形看來，下半年商業營業額應存在成長之空間。 

              表 2-3  商業營業額            單位:億元，% 

商    業 
 批發業 零售業 國際貿易業 餐飲業 

年 
(月) 

消費品

進口 
年增率 金額 年增率 金額 年增率 金額 年增率 金額 年增率 金額 年增率 

88年 -22.92 78,388 9.66 18,027 5.86 29,912 9.36 28,145 12.45 2,304 11.00 
89年 4.81 86,499 10.35 19,051 5.68 31,296 4.63 33,607 19.41 2,545 10.45 
90年 -9.86 80,772 -6.62 18,097 -5.00 30,507 -2.52 29,939 -10.91 2,230 -12.42 
91年 5.4 85,136 5.40 19,03 5.15 32,17 5.47 31,70 5.90 2,224 -0.24 
92年 1-4月 8.6 28,349 4.37 6,333 2.53 10,711 2.28 10,589 8.43 716 -4.21 

1月 17.6 7,444 8.84 1,632 4.68 2,891 8.08 2,726 12.82 195 3.09 
2月 -11.7 6,537 3.69 1,455 0.28 2,461 -1.95 2,440 13.63 181 -7.76 
3月 18.9 7,305 3.43 1,630 2.50 2,701 1.79 2,796 6.17 179 -4.18 
4月 6.9 7,063  1.54 1,617 2.51 2,658 0.90 2,627 2.26 161 -8.15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經濟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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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貿易─92年6上半年進出口金額持續成長，對外貿易成長態勢明顯 

 
因 SARS疫情獲得控制，及國際經濟大環境趨於好轉等因素，上半年我對外貿易總額

達 1258.8億美元，較 2002年同期成長 9.28%，其中出口金額 668.3億美元，較去年同期
增加 7.3%，進口金額 590.5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1.8%，雖受 SARS疫情影響，92年
6月出口金額仍達 116.1億美元，進口金額 103.0億美元，分別成長 3.4%及 7.1%，顯示我
對外貿易成長態勢漸趨明顯。 
出口方面－ 

◎從貿易地區觀察 
91年與 92年 1-6月出口年增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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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上半年我整體出口較去年同期

增加 7.3％，其中對美、日出口分別縮減 4.1％、4.8％，對歐、亞洲出口分別增加 4.7％

、11.8％，包括對南韓、中國大陸出口分別增加 19.2％、106.8％，但對香港縮減 4.3％

，展望今年下半年，隨消費者及企業信心逐漸好轉，亞洲區域內經貿交流因ＳＡＲＳ疫

情獲得控制而漸趨回溫，預期我對外貿易將持續成長。根據台經院 7月 23日最新預測

，今年第三、四季出口增幅分別達 8.03％及 9.18％。 

◎從商品貿易結構觀察 

累計今年上半年鋼鐵及其製品、電子產品出口呈正成長，分別增加 23.3%、14.6%

；基本金屬、塑橡膠製品成長率均逾一成，分別增加 16.7%、13.9%。惟電機產品及資

訊與通信產品呈現衰退，較上年同期分別減少 13.7%及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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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口引申需求及民間消費逐漸回升下，92年上半年整體進口則較去年同期增加 11.8

％，增加項目主要集中在農工原料及消費品進口，分別增加 18.3%及 8.0%。 

◎因國內投資仍持續保守，今年上半年進口資本設備較去年同期衰退 6％。 

92年1-6月年進口-產品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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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對 外 貿 易 

出  口 進  口 年 

(月) 金額(百萬美元) 成長率(%) 金額(百萬美元) 成長率(%) 

貿易出超 

(百萬美元) 
88年 121,591.0 10.0 110,689.9 5.8 10,901.1 

89年 148,320.5 22.0 140,010.6 26.5 8,309.9 

90年 122,901.5 -17.1 107,242.9 -23.4 15.658.6 

91年 130,641.5 6.3 112,591.2 5.0 18,050.3 
92年1-6月 66,831.5 7.3 59,051.2 11.8 7,780.3 

   1月 10,066.9 4.0 9,495.6 29.1 571.3 
   2月 9,824.7 22.2 8,409.0 28.9 1,415.7 
   3月 12,617.2 10.2 10,912.7 7.4 1,704.5 
   4月 11,469.4 5.6 10,427.6 7.1 1,041.8 
   5月 11,266.9 2.1 9,511.6 0.8 1,755.3 
   6月 11,607.9 3.4 10,298.8 7.1 1,309.1 

資料來源：財政部進出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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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銷接單─接單金額持續攀升，下半年表現可望穩定成長 

1.隨著 SARS疫情獲得控制，重新啟動國際間商務活動，將有助於我出口拓銷，預估在
資訊通信及電子產品等主力產品的帶動下，下半年外銷接單金額可望持續成長。 

2.累計 92年 1-5月外銷訂單金額為 648.8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7.70%，各類主要接
單貨品，以運輸工具設備增幅最高，接單金額為 27.64 億美元，增幅達 44.41%；資
訊與通信產品（10.39%）次之，接單金額為 13.18億美元；其餘各主要貨品累計接單
金額均為正成長。 

3. 主要接單地區，累計今年 1-5月自香港接單成長超過一成，為 13.97%；餘自歐洲、
美國、日本則分別成長 8.59%、1.62%及 1.59%。 

 

 

 

 

 

 

 

 

    

     表 2-5   外 銷 訂 單       單位：百萬美元；% 

主要接單地區金額及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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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比重 日本比重 歐洲比重

主要接單地區成長率(%) 主要接單貨品成長率(%) 
年 

(月) 

金額 
(百萬 
美元) 

成長率

(%) 美國 香港 日本 歐洲 資訊與通
訊產品 電子產品 紡織品 基本金屬

製品 
88年 127,474 7.26 6.04 11.55 11.89 2.27 9.30 19.11 4.26 9.39 
89年 153,424 20.36 15.56 28.44 31.75 13.61 17.88 54.05 6.66 23.04 
90年 135,714 -11.54 -12.35 -10.07 -17.00 -16.94 -12.31 -23.64 -13.50 -9.87 
91年 150,952 11.23 3.97 24.99 15.07 5.75 24.46 11.33 -2.06 16.87 
92年 
1-5月 64,881 7.7 1.62 13.97 1.59 8.59 10.39 4.96 4.77 6.67 
1月 13,017 14.99 8.28 19.85 10.87 13.90 26.54 7.81 19.46 17.35 
2月 11,166 9.91 0.00 28.86 2.40 8.32 13.73 6.05 13.66 6.61 
3月 13,489 6.10 -8.40 11.39 4.41 7.03 2.96 2.51 -2.26 5.79 
4月 13,503 4.56 7.82 9.24 -5.56 7.04 8.83 3.50 3.16 5.93 
5月 13,706 4.32 1.45 6.27 -1.48 6.81 3.90 5.37 -3.82 -0.64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外銷訂單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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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間投資─92年下半年表現將較為樂觀 

1. 92年上半年受美伊戰爭及 SARS疫情影響，企業整體投資僅小幅成長。展望下半年

，在前項不利因素消除以及政府吸引投資政策激勵下，民間投資動能可望轉強。 

z 92年第一季美伊開戰前夕，國內外景氣動向風險升高，民間投資延續去年保守趨勢

，僅成長 1.3％。第二季所幸美伊戰事對企業衝擊不若預期嚴重，惟受 SARS疫情

影響，阻礙企業投資意願，民間投資力道仍不強勁，為 3.17％。 

z 代表國內企業投資意願的機械設備進口成長率，91年下半年開始已由負轉正，92

年 2月份更大幅成長 72.7％。惟自 3月爆發 SARS疫情以來，連續 3個月明顯減緩

，6月份疫情控制已有回升跡象。 

z 展望未來，由於 SARS疫情已在 6月底獲有效控制，製造業大型擴廠計畫持續進行

，高鐵、國際金融大樓等 BOT工程進度加快，加上政府持續推動吸引投資政策，

並將於 10月舉辦「國際招商大會」，預測下半年民間投資將比上半年好轉。 

             表 2-6 國內主要機構對民間投資之預測       單位：% 
中央研究院 中華經濟研究院 台灣經濟研究院 主計處  
本次 
預測 
(92/7) 

原 
預測 

(91/12) 

本次 
預測 
(92/7) 

原 
預測 
(92/4) 

本次 
預測 
(92/7) 

原 
預測 
(92/4) 

本次 
預測 
(92/5) 

原 
預測 
(92/2) 

91年 - -0.91 1.56 1.56 1.56 1.56 1.56 1.56 
第四季 - 6.14 - - - - 16.49 16.49 

92年 f -1.54 3.22 2.91 5.11 1.96 2.71 5.00 6.55 
第一季 1.30 3.05 1.30 3.93 1.30 3.80 1.30 3.69 
第二季 -12.21 2.52 1.26 3.84 1.00 1.00 3.17 5.35 
第三季 1.04 -1.23 3.97 5.97 2.12 2.12 7.13 8.64 
第四季 3.63 8.69 4.67 6.39 3.20 4.00 7.57 7.90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經濟研究院、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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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民間重大投資  

z 92年 1-6月新增民間重大投資計 509件，金額為新台幣 3,983.83億元，各業別中

仍以資訊電子業為大宗；其中 2億元以上共 230件，金額為 3,803.30億元，較上

年同期減少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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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92年本部新增民間投資目標金額為新台幣 7,245.8億元，上半年已達成年度目標

54.98％，下半年在政府推動「後 SARS 台灣重建計畫」及積極吸引投資激勵下

，應可順利達成年度目標。 

92年上半年依業別統計民間新增投資概況 
92年預估目標 1-6月累計新增 行  業  別 
金額(億元) 金額(億元) 達成率(%) 

金屬機電業 800.00 347.46 43.43 
電子資訊業 4,240.00 2,696.23 63.59 
民生化工業 1,600.00 533.55 33.35 
技術服務業 360.00 201.50 55.97 
批發、物流業 240.00 184.19 76.75 
民營電廠 5.80 20.90 360.34 
合  計 7,245.80 3,983.83 54.98 

3.來華投資及對外投資 

z 92年 1-6月來華投資金額為 11億 6,685萬美元，較 91年同期減少 21.58%；對外

投資金額（不含大陸地區）為 16億 9,115萬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10.51%，對

大陸投資金額為 20億 1,568萬美元，較上年同期成長 31.24%。 

z 今年 4月爆發 SARS疫情，僑外投資及對大陸投資均較 3月明顯減少，隨疫情獲

控制，5、6 月投資已漸回穩。由於大陸仍具低廉勞力、土地及廣大市場優勢，

吸引外資力量仍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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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物價─92年上半年核心物價為有

統計以來第二低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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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變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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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以致 92年上半年消費者物價，較去年同期下跌 0.13%，不含新鮮蔬果魚介及能源

的核心物價下跌 0.58%，為歷史第二低水準。 

2.躉售物價受到原油、石化原料及鋼品

等國際行情仍居高檔的影響，92 年

上半年 WPI 指數較去年同期上漲

3.25%，其中國產內銷產品及進口物

價皆雙雙呈現上揚格局，較 91年上

半年上漲 4.88%及 6.77%，出口物價

則受到電機及其設備下挫的影響，下

跌 1.75%。 

WPI變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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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物價變動            單位：% 
     年 

(月) 

消費者

物價年

增率 
不含新鮮蔬

果魚介及能

源 

服務類 
躉售物價

年增率 國產內銷
品物價 

進口物價 
(新台幣) 

出口物價 
(新台幣) 

90年 -0.01 0.08 -1.33 -2.57 -1.24 0.34 
91年 -0.20 0.69 -0.38 0.06 0.95 0.41 -1.46 
92年(f) -0.06   1.90    
第 1季 -0.20 -0.60 -0.64 4.89 6.54 9.42 -1.05 
第 2季 0.07 -0.55 -0.40 1.63 3.26 4.20 -2.46 

2月 -1.52 -1.84 -3.00 5.40 6.32 11.10 -0.71 
3月 -0.18 -0.26 -0.16 4.92 7.39 8.19 -0.91 
4月 -0.11 -0.26 -0.22 2.04 4.40 4.59 -3.04 
5月 0.32 -0.45 -0.46 1.43 3.08 3.73 -2.46 
6月 -0.42 -0.96 -0.51 1.43 2.31 4.26 -1.86 

1-6月 -0.13 -0.58 -0.52 3.25 4.88 6.77 -1.75 

1.17 

註：f為全年預估值。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物價統計月報。 

 

3.通貨緊縮現象逐漸浮現，應防患於未然 

在連續兩年消費者物價指數負成長後，國際貨幣基金已提出警告，台灣、日本、德國

、香港同列為面臨高度通貨緊縮風險，且風險持續上升中之國家。六月初央行亦表示，目

前還不能說台灣已處於通貨緊縮狀態，但「可能有此一危機」，顯示通貨緊縮現象逐漸浮

現。通貨緊縮一旦發生，則物價持續下跌、生產過剩、企業虧損、失業、銀行逾放比增加

，此時利率雖低，但因企業投資意願低落，將對經濟產生重大不利影響。國際貨幣基金指

出，解決通貨緊縮的良方，應是一面有效的擴大支出，一面進行體制改革，必要時挹注公

 24 



共資金。因此，為減輕通貨緊縮的威脅，本部除了落實執行公共建設、公共投資，提高公

共支出效率，並提高民間資意願，以改善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外，另進行長期的經濟體制

改革。 

展望 92 年下半年物價表現，由於內失業問題仍在，導致薪資上漲不易，而不動產證券

化條例雖然於日前通過，但短期內效果不易顯現，房地產市場低迷及房租下跌壓力仍在，

加上入會後，大陸製造的大量廉價商品直接進入我國市場，形成商品價格下跌壓力，而零

售市場的競爭壓力較批發市場相形為大，財富效果制約消費及持續調降關稅稅率與健保專

利過期藥價格大幅調降等因素的影響，消費者物價推升不易。 

至於在 WPI 走勢方面，受到國際原油、原物料價格仍處高檔，及近年來許多開發中國

家多以出口導向為發展策略，其所釋出的大量廉價勞動力與先進國家資本技術結合，已大

幅擴張工業產品產能，造成全球普遍生產成本下降，因此 WPI應可維持上半年趨勢不致於

有過大的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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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金融─92年上半年M2仍維持在目標區內 

1.92 年上半年受到銀

行放款與投資、國

外資金持續流入之

影響，外匯存底持

續攀高至 1,767 億

美元歷史新高，6

月 M1A 年增率因

上年比較基期過高

呈 現 下 跌 而 為

6.62%，M1B 年增

率因股市交投熱絡及證券劃撥

因銀行放款與投資成長，以及

年增率為 2.89%，M2加計企業

  91年及92年上半年  我國外匯存底每月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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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年上半年全月隔夜拆款加權

至 1.156%，較上月下滑 0.025

3.92年上半年新台幣兌美元的平

         表 2-8 
(M2)年 

(月) 

貨幣供給額 
基金(淨額)年增
率(%) 

(M2)

90年 6.46 
91年 5.65 

8月 5.41 
9月 5.02 
10月 4.45 
11月  4.56 
12月 4.33 

92年  
1-當月 4.00 

1月 4.44 
2月 4.04 
3月 3.62 
4月 3.60 
5月 4.09 
6月 4.22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金融統計

4.92年下半年貨幣供給變動趨勢

 

1年外匯存底變化 
存款增加而為 9.16%，凸顯市場資金動能仍處豐沛。M2

外資淨匯入金額與進出口外匯淨收入款均呈現擴增態，

及個人持有債券型基金之年增率亦上升為 4.22％。 

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平均利率受到資金面寬鬆影響，屢創歷史新低，6月份跌

個百分點。 

均匯價為 34.71元，與去年水準相當。 

  金 融 指 標           單位：% 
及債券型 
年增率(%) 

貨幣供給額 
(M1A)年增率 

(%) 

貨幣供給額 
(M1B)年增率 

(%) 

新台幣兌美

元年（月）

平均匯率 

金融業 
隔夜拆款

利率 
5.79 -4.66 -0.89 33.80 3.64 
3.55 8.69 17.10 34.58 2.05 
2.85 11.87 19.06 33.98 1.95 
2.77 11.48 18.16 34.59 1.95 
2.52 10.99 16.79 34.95 1.93 
2.86 11.24 15.23 34.71 1.79 
2.79 10.34 11.08 34.85 1.61 

     
2.53 7.89 7.42 34.71 1.22 
2.90 11.10 9.56 34.61 1.30 
2.54 6.23 6.89 34.79 1.26 
2.20 7.60 5.78 34.72 1.20 
2.09 8.50 6.04 34.82 1.19 
2.56 7.34 7.08 34.72 1.18 
2.89 6.62 9.16 34.62 1.16 
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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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放經濟體系中，影響貨幣供給的主要因素計有利率、匯率及物價等，由於我

國為淺碟式經濟體，自然深受這些因素影響。然而，根據 92年上半年 CPI 及 WPI 平

均年增率，分別為-0.13%及 3.25%，顯示國內物價水準受到國內景氣復甦遲緩的影響

，92 年下半年仍有通貨緊

縮之虞，上漲空間不大；

在利率部分，央行在 6 月

27 日調降貼放利率各

0.25%，使得國內長短期及

國內外利差縮小。此外，

隨著利率調降，許多定存

戶因利息減少而解約，造

成國內資金充斥，長短期

利率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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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匯率部分，受到國際美元回貶，92年上半年新台幣匯率升值 0.65%，相較於日

本的 3.29%、韓國的 1.16%及新加坡的 1.01%，顯示出新台幣兌美元匯率對東亞地區而

言相對弱勢，加上我國貿易順差持續擴大及外資匯入，廠商為規避匯兌損失，將持續

把持有的美元轉換為新台幣，因此，國內的外匯存底將會持續攀高。 

綜合言之，在考量我國解除外資投資股市限制、國內游資充裕、今年下半年經濟

成長率及物價上漲率走勢，及國內外利率差距、國內外資本利得差異、金融資產選擇

多樣化等因素後，預估M2下半年平均年增率應可落在成長目標區內(1.5%至 5.5%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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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就業─92年下半年失業情況可望改善 

1. 整體就業市場概況 
z 92年 6月份就業人數 954.2萬人，失業人數 51.2萬人，失業率為 5.09%，較上月上
升 0.11個百分點。累計 1-6月份平均就業人數為 952.3萬人，失業人數 50.6萬人，
失業率為 5.04%，較 91 年同期下降 0.04 個百分點。失業人口中，以高中(職)教育
程度及 20~29歲之青少年人數最多。 

z 因 SARS影響，旅遊、航空及其相關產業受到衝擊較深，業者多以減薪、休假不支
薪及減少航班方式因應，因此並未明顯反應在失業的統計上，不過員工薪資報酬與

工時相對減少。 
z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來雖然失業情況不再惡化，但退出勞動市場的失業者增加，

勞動參與率逐月下滑，6月受應屆畢業生投入尋職影響略為回升，勞動市場動能仍
待加強。 

         表 2-9  就業市場        單位：萬人，% 
年(月) 就業人數 失業人數 失業率 勞動參與率 

89年 949.1 29.3 2.99 57.68 
90年 938.3 45.0 4.57 57.23 
91年 945.4 51.5 5.17 57.34 
92年 1-6月 952.3 50.6 5.04 57.24 

1月 952.4 50.4 5.03 57.34 
2月 950.0 51.8 5.17 57.24 
3月 951.4 50.9 5.08 57.23 
4月 953.5 49.3 4.92 57.21 
5月 952.3 49.9 4.98 57.13 
6月 954.2 51.2 5.09 57.2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統計。 
 

 

高中

(職)

41%

專科及

以上

24%

國中及

以下

35%

 

55歲及

以上

3%

20~29

歲40%

40~54

歲26%

30~39

歲24%

15~19

歲7%

 

92年 1-6月失業者按學歷分 92年 1-6月失業者按年齡分 

2.各地區失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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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92年上半年（1-6月）北部地區失業率（含臺北市）為 4.9%，中部地區 5.1%，南

部地區（含高雄市）5.1%，東部區域為 5.1%。各地區之失業率均較去年下降

0.1%~0.2%。 

z 92年上半年各縣市失業率中，以南投縣 5.4%為最高，其次為基隆市、新竹市、台

中縣、高雄市、高雄縣及花蓮縣的 5.3%；新竹縣 4.3%居全台各縣市最低。 

3.國際比較 

z 與亞洲其他國家比較，92年 6月我國之失業率高於韓國與新加坡（第一季 4.5%）

，低於香港與日本（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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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來展望： 

z 今年以來失業情況雖不再惡化，惟國內就業市場尚未明顯好轉，且失業者集中在

20至 29歲的青少年族群，「畢業即失業」疑慮普遍存在。根據泛亞人力銀行調查

，有近三成 18至 30歲的 F世代有意西進求職，其中甚至有 14.7%的 F世代考慮

移民大陸，顯示失業問題不再侷限於因產業轉型造成的中高齡失業，初入職場的

青少年亦同樣面臨工作難覓的處境，值得重視。 

z 政府部門為了解決失業問題，除了持續積極推動多項促進就業機會措施外，立法

院亦通過「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200億元追加預算，估計可提供 8萬 9千個工

作機會。另外，行政院公布「中小企業人力協助辦法」，獎助中小企業新增僱用

失業勞工，，預計增僱 2萬 5千名勞工；針對青少年求職困難問題，亦著手研擬

相關措施。預計今年平均失業率可望維持在 5%左右。 

 

 

三、大陸經濟 

（一）總體經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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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陸經濟穩定成長： 

2003 年大陸經濟仍持續採取積極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及有效地利用外

資，全面朝現代市場體系邁進並加強全球經濟合作。上半年工業生産成長快速，

工業生產總值 18,363 億元，成長 16.2%，對經濟成長貢獻率高達 70.2﹪。外貿進

出口成長 39.0﹪，外商直接投資金額達 302.55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34.33﹪，

居民消費價格亦較去年回升。據大陸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估算，雖受到美伊

戰事、SARS 疫情以及自然災害等不利因素的衝擊，2003 年上半年大陸經濟成長

率仍保持穩定成長約在 8﹪以上。  

    2.展望未來： 

2003 年大陸經濟工作重點將持續採取擴大內需，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的

貨幣政策，積極改革開放及調整經濟結構等以保持經濟穩定成長。據國際權威機

構預估，大陸全年經濟成長將出現 U 型發展，全年經濟成長率 7﹪的目標可望達

成。惟受 SARS 疫情的影響，服務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有所減弱，導致失業問題

更加嚴峻，農民收入下滑，加上經濟發展後出現高耗能工業重新抬頭、金融信貸

快速增長等對日後大陸經濟發展產生制約。 
 

表 3-1  大陸地區主要經濟統計指標 

年份 經濟 
成長率 

（%） 

固定資產投資

成長率 

（%） 

商品零售 
總額成長率 

（%） 

居民消費 
價格指數 
年增率（%） 

1998年 7.8 13.9 6.8 -2.6 
1999年 7.1 5.2 6.8 -3.0 
2000年 8.0 9.3 9.7 0.4 
2001年 7.3 16.0 10.0 0.8 

2002年 8.0 16.1 8.8 -0.8 
2003年 1-5月 9.9(I) 

8.2(II) 
31.7 8.0 0.6 

資料來源：中共「中國統計年鑑」（2002）、中共「國家統計局」、中共「中國人民銀行」
、中共「中國海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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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吸引外資方面 

1.2003年 1-6月外商直接投資協議金額與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分別增加 40.25﹪、34.33

﹪ 

大陸藉市場開放結合外資發展經濟，累計 2003年上半年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

業 18,877家，外商直接投資協議金額為 509.58億美元，實際利用金額為 302.55億

美元，分別成長 40.25﹪、34.33﹪。惟受 SARS疫情影響外商延後投資計畫，協議

金額與實際投資金額明顯趨緩。 

 

2.展望未來： 

以外資帶動經濟成長是大陸經濟發展的主要政策，加上大陸積極推進結構改

革朝市場經濟邁進，不斷健全法制等，國際權威機構普遍認為 SARS 疫情對大陸

經濟的影響是短暫的，並對 SARS 疫情後大陸投資環境表示樂觀，尤其在全球經

濟景氣後勢看漲之情形下，全球外商對大陸市場仍保有相當興趣。惟外商直接投

資目前已處於相對高峰期，未來外商直接投資的高速成長將有明顯壓力。 

 

 

表 3-2  大陸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協議金額 實際利用外資 年（月）別 項目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到位率 

1997年 21,028 510.0 -30.4 452.6 8.5 87.4 

1998年 19,799 521.0 2.2 454.6 0.4 87.3 

1999年 17,100 412.2 -20.9 403.2 -11.3 98.0 

2000年 22,347 624.0 51.3 407.0 1.0 65.2 

2001年 26,139 691.9 10.9 468.5 14.9 67.7 

2002年 34.171 827.68   19.62 527.43 12.51 63.72 

2003年 1-6月 18,877 509.58 40.25 302.55 34.33 59.37 
  資料來源：2001/2002「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鑑」、中共「中國統計年鑑」、中共「國際貿易

」月刊、中共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31 



（三）對外貿易方面 

1.2003年上半全年外貿出進口總值成長 39.0%  

累計 2003年上半年大陸進出口總值達 3761.43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39.0%

；其中出口 1903.21億美元，進口 1858.22億美元，分別成長 34.0%和 44.5%，累

計貿易順差達 44.99億美元。 

2.2003年上半年大陸貿易特點 

●與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保持成長：大陸與日本、美國及歐盟上半年雙邊貿易總額

分別為 609.1、564及 555.1億美元，各成長 36.1﹪、34.4﹪及 44.2﹪。另與東協與

韓國的雙邊貿易成長速度亦超過 40﹪。 

    ●機電產品出口比重過半：上半年機電產品出口 962.9億美元，成長 41.5﹪，占大陸
出口比重達 50.6﹪ 

●貿易順差大幅衰退：上半年大陸進口的初級產品成長 60.2﹪，總額達到 338.2億美

元。累計貿易順差較去年同期衰退 66.5%。 

3.展望未來： 

全面發展並推動各項對外經貿工作，是大陸 2003年重點經濟工作之一。SARS

疫情與美伊戰事對大陸外貿影響有限，在大陸積極招商引資、持續改革開放及穩

定匯率下，未來進出口可望繼續成長。惟進口需求旺盛對國際收支平衡形成的壓

力，以及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強化對大陸出口增長形成的重大障礙。 

 
表 3-3   大陸地區進出口貿易統計 

單位：億美元；% 

貿易總額 出口總額 進口總額 順（逆）差 年份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1997年 3,251.6 12.1 1,827.9 21.0 1,423.7 2.5 404.2 230.1 

1998年 3,239.2 -0.4 1,837.6 0.5 1,401.7 -1.5 435.9 7.8 

1999年 3,606.5 11.3 1,949.3 6.1 1,657.2 18.2 292.1 -33.0 

2000年 4,743.0 31.5 2,492.0 27.8 2,251.0 35.8 241.0 -17.5 

2001年 5,097.8 7.5 2,661.6 6.8 2,436.1 8.2 225.5 -6.5 

2002年 6,207.9 21.8 3255.7 22.3 2952.2 21.2 303.5 34.5 

2003年 1-6月 3761.43 39.0 1903.21 34.0 1858.22 44.5 44.99 -66.5 

資料來源：中共「中國海關統計」、中共「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 
 

四、兩岸經貿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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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對大陸投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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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對大陸地區投資趨勢圖
z 2003 年上半年我對大陸投

資件數為 961件，核准金額

約 20.2億美元(不含經核准

臺商補辦案件金額 31.0 億

美元 )，較去年同期成長

31.2%，占我整體對外投資

金額比重達 54.4%。如加計

經核准之臺商補辦案件金

額，累計自 1991年至 2003

年 6月，臺商赴大陸地區投

資共計 317.3億美元，占我整體對外投資總額比重達 48.8%。 
z 2003年上半年臺商投資大陸地區主要集中於江蘇、廣東及福建等沿海省份，比重分
別為 43.9%、29.2%及 8.1%；投資業別以電子產業為主流，前五項行業主要為電子
電器產品製造業、基本金屬製造業、精密器械製品業、食品飲料製造業及塑膠製品

業，比重分別為 24.7%、10.2%、6.8%、6.4%及 6.2%。 

表 4-1  臺商赴大陸投資概況 

1997年 1998年 2002年 2003年1-6月  1991年
∣ 

1996年新申請 補辦 
許可 新申請 補辦 

許可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新申請 補辦
許可 新申請 補辦

許可 

1991年 
以來 

數量 
（件） 11,637 728 7,997 641 643 488 840 1,186 1,490 #3,950 961 #8,265 30,272 

金額 
（億美元

68.7 16.2 27.2 15.2 5.2 12.5 26.1 27.8 38.6 #28.6 20.2 #31.0 317.3 

平均投資規
模(萬美元) 59.1 221.8 - 237.0 - 256.7 310.7 234.4 259.0 - 209.7 - 105.0 

經
濟 
部
核 
准
資 
料 占我對外投
資比重(%) 42.4 35.8 - 31.6 - 28.1 34.0 38.8 53.4 - 54.4 - 48.8 

協議金額 
（億美元） 332.8 28.1 29.8 33.7 40.4 69.1 67.4 - *618.5 

實際金額 
（億美元） 146.8 32.9 29.2 26.0 23.0 29.8 39.7 - *336.2 

 到位率 
（%） 44.1 116.9 97.8 77.0 57.0 43.1 58.9 - *54.4 

中
共 
對
外 
宣
佈 

 占外資
比重(%) 9.4 7.3 6.4 6.5 5.6 6.4 7.5 - *7.6 

附    註：1.＃係指台商第三次補辦登記經核准件數(含新投資案、增資案)及金額；1991年以來之件數統計
不含補辦增資案件數 

          2.＊為累計至 2002年 12月底 
          3.到位率＝實際金額/協議金額 

資料來源：臺灣地區資料經濟部投審會統計；大陸資料來自中共「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統計。 

（二）兩岸貿易方面 
z 2003年 1-4月我對大陸貿易總額估計為 137.4億美元，其中，出口增加 26.2%，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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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總出口比重 24%，我自
大陸進口亦同步增加

42.1%，占我進口總額的
8.1%；貿易順差達 74.0
億美元，成長 20.4%。 

進口金額

z 4月份單月我對大陸出口
成長增幅較前3月有所減
緩，根據本部統計處外銷

訂單統計顯示，3、4及 5
月份各單月來自大陸（含

香港）訂單成長率分別為

11.4％、9.2％及 6.3％，亦不若以往 20％以上強勁；另依本部委託中華經濟研究
於 6月 10~20日對中大型大陸投資事業調查結果，分別有 22.6%及 17.6%的廠商表
示因受 SARS疫情影響訂單及出貨情形，16.4%廠商產能短缺，由以上調查結果顯
示，SARS 對兩岸貿易的影響已初步顯現。惟兩岸之 SARS 疫情均已於 6 月下旬
受到控制，預估 SARS疫情對兩岸貿易衝擊應屬暫時性。 

z 2003年 1-4月我對大陸地區前五項輸出貨品如電機設備及其零件(成長 26.1％)、機
械用具及其零件(21.0％)、塑膠及其製品(11.3％)、鋼鐵(43.9％)及光學、照相等儀
器及其零附件(122.9%)皆呈二位數成長。 

表 4-2  兩岸貿易概況       單位：億美元；% 

年  份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1-4月 
金  額 244.33 224.91 257.48 323.7 299.6 373.9 137.4 

比  重 10.3 10.4 11.1 11.2 13.0 15.4 16.5 
貿 易 
總 額 

成長率 10.0 -8.0 14.5 25.7 -7.4 24.8 29.5 

金  額 205.18 183.80 212.21 261.4 240.6 294.5 105.7 

比  重 16.8 16.6 17.5 17.6 19.6 22.5 24.0 
我對大
陸地區
輸出估
算值  成長率 7.2 -10.4 15.5 23.2 -8.0 22.4 26.2 

金  額 39.15 41.11 45.26 62.2 59.0 79.5 31.7 

比  重 3.4 3.9 4.1 4.4 5.5 7.1 8.1 
我自大
陸地區
輸入值  

成長率 28.0 5.0 10.1 37.5 -5.2 34.7 42.1 

金  額 166.0 142.7 167.0 199.2 181.6 215.0 74.0 
順逆差 

成長率 3.2 -14.1 17.0 19.3 -8.8 18.4 20.4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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