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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當前經濟情勢概要 

一、國際經濟 

根據環球透視機構（Global Insight Inc.）今（2007）年6月報告，今年

全球景氣呈現穩中趨堅走勢，全年經濟成長率預估可達3.5％水準，全球

貿易額成長率11.6％，至於明（2008）年景氣水準將較今年略高至3.6％。 

展望今年下半年，先進經濟體展現強勁的科研動力激發產業新動能，

各新興經濟體透過區域內需帶動經濟活力，產業透過智慧產權、企業購

併、服務產業等活動展現新動能，將更能對未來全球經濟穩定發展有所

助益；惟全球氣候變遷、能源效能不彰、區域安全疑慮、經濟發展失衡、

全球原物料市場波動等有礙經濟穩健發展的因素將是經濟成長過程中最

嚴峻的考驗。此外，全球央行為抑制通膨採取之緊縮性金融措施，對於

房貸市場、消費性貸款支出及耐久財投資等之不利影響，也將逐漸顯現，

對於全球資本市場之衝擊則為待觀察之層面。 

二、國內經濟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於今（96）年 5 月 24 日發布最新國民所得統計

與經濟情勢展望，95 年經濟成長率由原先預估之 4.39％向上修正為 4.68

％。展望未來，外需方面，由於國際景氣步調放緩，預估 96 年我國對

外貿易成長幅度將較 95 年減緩。內需方面，由於勞動情勢改善及卡債

負面效應逐漸緩和，加上高鐵通車可望帶動國人旅遊支出，民間消費將

因而回升，成長率可望由 95 年的 1.5％提高為 3.0％；民間投資則因高

科技業者擴充產能，以及政府啟動大投資計畫，預估將成長 1.7％。整

體經濟在內需持續好轉及外需帄穩擴張情況下，經濟成長率預估可達

4.38％，呈現溫和擴張局面。 

96 年以來，各項經濟指標均維持 95 年的成長趨勢。其中 96 年 1 至 6

月出口值為 1,139.4 億美元，進口值為 1,034.0 億美元，分別成長 7.5％及

5.3％；外銷訂單部分，96 年 1 至 5 月金額達 1,308.7 億美元，較 95 年同

期增加 12.25％；工業生產方面，96 年 1 至 5 月較 95 年同期增加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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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營業額方面，96 年 1 至 4 月金額為 37,697 億元，較 95 年同期成長

5.15％，其中 1 至 5 月綜合商品零售業營業額為 3,092 億元，成長 4.24％。 

景氣對策信號方面，96 年 5 月因核發建照面積增加、出口、物價、

生產較上月成長，致景氣領先指標及同時指標均告翻揚，綜合判斷分數

由 4 月 18 分增為 20 分，燈號續為黃藍燈。惟依主計處最新公布之經濟

預測，今年經濟成長率上修為 4.38％，未來經濟展望仍可審慎樂觀。 

三、大陸經濟 

中國大陸今(2007)年1至5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32,044.8億人民幣，成

長25.9％，較去(2006)年增加5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生產成長18.1％，

較去年全年增加1.5個百分點，其中重工業成長19.1％；貿易總額達8,013.4

億美元，成長23.7％，順差擴大為857.2億美元；實際外商投資252.6億美

元，增加9.9％。 

金融體系方面，今年1至5月M1及M2分別成長19.3％、16.7％，分別

較去年年底增加4.2及0.2個百分點；在物價方面，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維持2％以上之漲幅，1至5月較去年同期上漲2.9％。 

為避免經濟泡沫化，中國人民銀行自2006年以來，已分別調高貸款

基準利率4次及存款準備率8次，6月份中國人大會常委會並通過調整利息

稅及發行特別國債方案，企圖藉由調降利息稅及發行特別國債購買外

匯，以控制流動性資金嚴重過剩的問題。由於宏觀調控措施對於近期中

國各項經濟數據仍未見抑制，因此針對固定資產投資過熱、銀行信貨偏

高、房地產及股市飇漲等問題，調高貸款利率與存款準備率等貨幣政策

操作，以及緊縮房地產及股市投資等相關行政手段，仍將是當前中國宏

觀調控的重點項目，值得密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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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外經濟指標 

表1  世界經濟成長預測  

            單位：％ 

 Global Insight IMF 

2006 2007(f) 2008(f) 2006 2007(f) 2008(f) 

全    球 4.0 3.5 3.6 5.4 4.9 4.9 

美    國 3.3 2.1 2.8 3.3 2.2 2.8 

歐 元 區 2.9 2.7 2.1 2.6 2.3 2.3 

日    本 2.2 2.2 1.9 2.2 2.3 1.9 

中華民國 4.7 4.0 4.8 4.6 4.2 4.3 

中國大陸 10.7 10.6 9.4 10.7 10.0 9.5 

新 加 坡 7.9 5.7 5.2 7.9 5.5 5.7 

南    韓 5.0 4.6 5.8 5.0 4.4 4.4 

註：(f)為預測值。 

資料來源：Global Insight, June 14, 2007；World Economic Outlook, IMF, April 2007。 

 

表2  世界貿易成長率預測  

          單位：％ 

 2006 2007(f) 2008(f) 

Global Insight 13.4 11.6 10.5 

IMF 9.5 7.2 7.7 

OECD 9.6 7.5 8.3 

註：Global Insight為貿易額成長率，IMF及OECD為貿易量成長率。 

資料來源：Global Insight, June 14, 2007；OECD Economic Outlook No. 81, May 2007；World    

Economic Outlook, IMF, Apri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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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內主要經濟指標（1） 
  93 年 94 年 

 

95 年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經

濟

成

長 

經濟成長率 

(％) 
6.15 4.07 

第 1 季 

4.95 
  

第 2 季 

4.70 
  

第 3 季 

5.05 
 

民間投資成長率 

(％) 
33.05 -1.33 

第 1 季 

-4.02 
  

第 2 季 

-1.14 
  

第 3 季 

6.61 
 

民間消費成長率 

(％) 
4.46 2.75 

第 1 季 

1.84 
  

第 2 季 

1.29 
  

第 3 季 

0.40 
 

產

業 

工業生產指數 

年增率(％) 
9.85 4.13 7.65 6.07 8.93 5.75 7.27 4.74 2.10 1.06 

製造業生產指數 

年增率(％) 
10.55 4.00 7.10 6.17 8.87 6.19 7.45 4.85 1.96 1.30 

商業營業額金額 

(億元) 
98,222 104,667 9,256 9,075 9,081 9,426 9,425 9,265 9,521 9,578 

 年增率(％) 10.02 6.56 5.42 6.85 7.77 9.15 8.88 5.95 5.79 5.59 

對

外

貿

易 

出口金額 

(億美元) 
1,823.7 1,984.3 178.9 187.9 189.2 180.9 195.8 193.7 200.8 198.4 

 年增率(％) 21.1 8.8 8.4 15.0 10.4 16.6 21.1 16.6 18.1 5.6 

進口金額 

(億美元) 
1,687.6 1,826.1 161.7 164.2 182.1 168.7 177.7 181.6 172.5 174.9 

 年增率(％) 31.8 8.2 -0.5 5.0 12.3 11.9 17.5 17.0 10.8 6.1 

外銷訂單金額 

(億美元) 
2,150.9 2,563.9 249.4 246.8 246.0 249.2 240.7 262.1 266.3 272.9 

 年增率(％) 26.5 19.20 19.33 18.57 26.01 20.61 19.44 18.34 12.00 10.90 

物

價 

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率(％) 
1.62 2.30 0.41 1.23 1.58 1.73 0.79 -0.57 -1.23 -1.19 

躉售物價指數 

年增率(％) 
7.03 0.61 2.11 3.31 6.58 8.78 9.19 9.10 6.90 5.76 

金

融 

貨幣供給額 M2 

年增率(％) 
7.45 6.20 6.15 6.53 7.05 6.45 5.72 5.43 5.84 5.95 

就

業 

就業人數 

(萬人) 
978.6 994.2 1,002.9 1,004.8 1,006.4 1,007.3 1,013.4 1,017.0 1,015.4 1,018.2 

失業人數 

(萬人) 
45.4 42.8 40.4 39.5 40.2 41.8 42.8 43.4 41.9 41.3 

失業率(％) 4.44 4.13 3.87 3.78 3.84 3.98 4.05 4.09 3.96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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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行政院主計處 96.5.24 最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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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內主要經濟指標（2） 
  95 年 96 年 

11 月 12 月 全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1 至當
月累計 

全年預估 

經

濟

成

長 

經濟成長率 

(％) 
 

第 4 季 

4.04 
4.68  

第 1 季
4.15p 

  
第 2 季

4.40f 
  4.38f 

民間投資成長率 

(％) 
 

第 4 季
11.04 

3.26  
第 1 季
1.34p 

  
第 2 季

2.79f 
  1.68f 

民間消費成長率 

(％) 
 

第 4 季
2.29 

1.45  
第 1 季
2.27p 

  
第 2 季

2.60f 
  3.00f 

產

業 

工業生產指數 

年增率(％) 
1.85 -1.72 4.93 4.76 -2.77 0.12 3.31 6.35 … 2.60  

製造業生產指數 

年增率(％) 
1.30 -1.03 4.98 5.69 -4.00 0.62 3.85 6.71 … 2.84  

商業營業額金額 

(億元) 
9,730 9,863 111,716 9,865 8,626 9,697 9,509 … … 37,697  

 

綜合商品零

售業營業額

(億元) 

… … … 603 701 573 592 623 … 3,092  

 年增率(％) … … … -11.07 28.18 5.82 1.42 3.82 … 4.24  

年增率(％) 5.39 5.20 6.73 7.71 3.63 4.72 4.70 … … 5.15  

對

外

貿

易 

出口金額 

(億美元) 
195.4 196.1 2,240.0 198.5 1,49.0 197.6 198.2 195.8 200.9 1,139.4  

 年增率(％) 8.2 9.3 12.9 17.9 -3.6 10.4 5.5 3.5 11 7.5  

進口金額 

(億美元) 
171.2 166.8 2,027.1 202.7 126.7 175.5 183.6 181.9 186.8 1,034.0  

 年增率(％) 7.8 16.4 11.0 11.0 -21.1 8.5 11.8 -0.1 10.7 5.3  

外銷訂單金額 

(億美元) 
272.2 263.9 2,993.1 259.3 219.2 280.3 274.6 275.3 … 1,308.7  

 年增率(％) 10.62 7.32 16.74 17.26 8.17 12.40 11.27 11.92 … 12.25  

物

價 

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率(％) 
0.24 0.67 0.60 0.36 1.74 0.84 0.67 -0.03 0.10 0.61 1.46f 

躉售物價指數 

年增率(％) 
5.96 6.38 5.64 7.03 6.74 7.56 8.06 7.77 5.54 7.11 3.9f 

金

融 

貨幣供給額 M2 

年增率(％) 
5.97 5.85 6.22 5.11 5.64 5.86 5.48 4.74 … 5.36  

就

業 

就業人數 

(萬人) 
1,020.7 1,022.8 1,011.1 1,023.9 1,024.3 1,024.4 1,024.5 1,026.0 … 1,024.6  

失業人數 

(萬人) 
41.0 40.5 41.1 40.3 40.2 42.0 40.8 41.3 … 40.9  

失業率(％) 3.86 3.81 3.91 3.79 3.78 3.94 3.83 3.87 … 3.8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中央銀行、經濟部。 

註：1.經濟成長率、民間投資及民間消費成長率為行政院主計處 96.5.24 最新資料。 

2.自 96 年 3 月份貣，經濟部統計處就零售業中之綜合商品零售業進行營業額預估調查，並於次月

28 日發布結果。上表爰配合新增該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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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國大陸主要經濟指標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1~5 月 

國內生 

產總值 

（GDP） 

金額 

（億人民幣） 120,333 135,823 159,878 182,321 210,871 
50,287 

(1~3 月) 

成長率 

（％） 
9.1 10.0 10.1 10.4 11.1 

11.1 

(1~3 月) 

固定資 

產投資 

金額 

（億人民幣） 43,500 55,567 70,477 88,774 109,870 32,044.8 

成長率 

（％） 16.9 27.7 26.8 26.0 23.8 25.9 

商品零 

售總額 

金額 

（億人民幣） 36,506 45,842 53,950 67,177 76,410 35,017.8 

成長率 

（％） 8.8 9.1 13.3 12.9 13.7 15.2 

對

外 

貿

易 

出口 

金額 

（億美元） 3255.7 4,383.7 5,933.6 7,620 9,690.8 4,435.3 

成長率 

（％） 22.3 34.6 35.4 28.4 27.2 27.8 

進口 

金額 

（億美元） 2952.2 4,128.4 5,613.8 6,601 7,916.1 3,578.1 

成長率 

（％） 
21.2 39.9 36.0 17.6 20.0 19.1 

外

商

直

接

投

資 

協議 

金額 

（億美元） 827.68 1,150.70 1,534.79 … … … 

成長率 

（％） 19.6 39.03 33.0 … … … 

實際 

金額 

（億美元） 527.43 535.05 606.3 724.06 694.7 252.6 

成長率 

（％） 12.51 1.44 13.32 19.42 -4.1 9.9 

居民消費

價格指數 

年增率 

（％） -0.8 1.2 3.9 1.8 1.5 2.9 

金

融 

貨幣

供給 

成長率 

（％） 16.8 19.58 14.6 17.6 16.9 16.7 

匯率 美元兌 

人民幣 1:8.2768 1:8.2770 1:8.2765 1:8.1917 1:7.8087 1:7.6155 

外匯

準備 

金額 

（億美元） 2,864 4,032 6,099 8,189 10,663 
12,020 

(1~3 月)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中國海關統計」；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中國人民銀行」、「中

國商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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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兩岸經貿統計 

 
2006年 2007年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全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1~5月 

我

對

中

國

大

陸

投

資 

項 

目 

數量 

(件) 
107 90 104 107 1,090 105 50 103 62 100 420 

成長率 

(％) 
32.0 -16.0 16.0 3.0 -16.0 25.0 -52.0 106.0 -40.0 61.3 -1.4 

 

金 

額 

總額 

(億美元) 
7.3 5.7 5.1 12.4 76.4 8.1 4.1 8.6 5.5 4.7 31.1 

成長率 

(％) 13.0 -22.0 -10.0 143 27.0 47.0 -49.0 110.0 -36.0 -14.7 8.0 

 

兩 

 

 

岸 

 

貿 

 

易 

我對
中國
大陸
（含
香港）
出口 

總額 

(億美元) 
81.8 79.5 80.1 79.0 891.9 78.1 51.3 82.3 80.7 78.1 370.4 

成長率 

(％) 
18.8 5.5 12.8 7.6 14.8 23.2 -17.6 13.8 7.7 5.2 6.7 

比重 

(％) 
40.7 40.1 41.0 40.3 39.8 39.4 34.4 41.6 40.7 39.9 39.5 

我自
中國
大陸
（含
香港）
進口 

總額 

(億美元) 
23.0 24.5 24.5 23.2 266.7 25.7 17.2 22.4 25.3 25.2 115.8 

成長率 

(％) 
24.3 23.5 17.2 20.2 20.1 33.6 -0.7 6.3 17.4 14.0 14.3 

比重 

(％) 
13.3 14.0 14.3 13.9 13.2 14.3 13.6 12.8 13.8 13.8 13.7 

順

（逆） 

差 

總額 

(億美元) 
58.8 55.0 55.6 55.7 625.2 52.5 34.1 59.8 55.4 52.9 254.6 

成長率 

(％) 
16.8 -1.0 11.0 3.1 12.7 18.7 -24.1 16.9 3.7 1.5 3.6 

註：我對中國大陸投資單月份成長率係與上月比較，累計成長率係與上年度同期比較。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審會「投資統計月報」、財政部進出口海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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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濟情勢分析 

一、國際經濟 

（一）美國 

美國商務部修正今(2007)年第 1 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年成長

率為 0.7％，惟 5 月份經濟領先指標已達 138.0 點，較 4 月份略增 0.4

點，預估未來的美國經濟仍可望溫和成長。 

美國工商協進會（Conference Board）今年 6 月 21 日公布 5 月份

領先指標中，供應商表現、建築許可、股價、利率差距、消費者預期、

帄均每周首度申請失業保險金人數等呈現正成長，而製造業帄均每周

工時、製造業消費性產品及材料新訂單、製造業非國防資本財新訂

單、實際貨幣供給等負成長。供應管理協會（Institute for Supply 

Management）今年 7 月 2 日報告顯示，全美今年 6 月份製造業指數

56 點，較 5 月份的 55 點增加 1 點，顯見經濟動能在正常軌道運轉並

漸向上擴張。 

總體而言，美國當前經濟表現雖不如預期，加以房市震盪對美國

經濟前景蒙上陰影，不過未來經濟可望在聯邦準備理事會（FED）確

保核心通貨膨脹維持合宜水準，及國際貿易持續朝自由與開放方向發

展，經濟將以溫和的步調穩定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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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美國重要經濟指標  

          單位：億美元；％ 

年(月) 
實質 

GDP 

工業 

生產 

貿    易 
消費者 

物價 
失業率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2005年 3.2 3.2 8,946.3 10.8 16,773.7 13.9 -7,827.4 3.4 5.1 

2006年 3.3 4.0 10,236.9 14.4 18,596.6 10.9 -8,359.7 3.2 4.6 

9月 2.0（III） 6.0 883.3 19.5 1,587.1 9.7 -703.9 2.1 4.6 

10月  4.6 882.4 16.2 1,533.6 3.2 -651.2 1.3 4.4 

11月  3.0 890.1 14.8 1,537.8 4.5 -647.7 2.0 4.5 

12月 2.5（IV） 2.8 893.7 12.5 1,574.3 5.2 -680.6 2.5 4.5 

2007年          

1月  2.4 910.5 12.2 1,562.2 1.8 -651.7 2.1 4.6 

2月  2.9 884.1 9.8 1,525.6 2.7 -641.5 2.4 4.5 

3月 0.7（I） 2.1 901.7 9.8 1,603.3 7.0 -701.6 2.8 4.4 

4月 

5月 

 

 

1.9 

1.6 

911.1 

… 

10.7 

… 

1,587.9 

… 

4.8 

… 

-670.8 

… 

2.6 

2.7 

4.5 

4.5 

資料來源：國際經濟情勢週報、美國商務部、美國勞工部。 

 

（二）歐元區 

當前歐元區景氣持續熱絡，民間與公部門投資消費支出動能充

足，經濟前景樂觀，今年首季 GDP 達 3.0％水準。未來仍將延續上半

年的景氣熱度，在勞動就業市場條件持續改善，民間消費信心 指數

上升，外在需求保持升溫激勵下，環球透視機構預估全年經濟成長可

達 2.7％。 

重要經濟數據方面，今年 4 月份歐元區出口為 1,195 億歐元，較

去年同期成長 12％，進口 1,177 億歐元，成長 8％，貿易出超 18 億歐

元；今年 4 月份工業生產年成長率 2.8％，較 3 月份 4.0％略減；今年

5 月份失業率 7.0％，低於上個月 7.1％水準，顯示失業情況持續獲得

改善；今年 5 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則維持與 3 月份以來相同的 1.9％

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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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聯盟 27 國領袖會議同意馬爾他與賽普勒斯兩國符合加入歐

元區的條件，兩國將自明（2008）年 1 月 1 日貣開始使用歐元，此舉

並將使歐盟國家採用歐元為流通貨幣從目前的 13 國擴增為 15 國。 

 

表 1-2   歐元區重要經濟指標 

         單位：億歐元；％ 

年 

(月) 

實質 

GDP 

工業 

生產 

貿   易 
消費者 

物價 
失業率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2005年 1.4 1.2 12,421 7 12,421  13 162 2.2 8.6 

2006年 2.7 3.8 13,806 11 13,888 13 -82 2.2 7.8 

9月 2.8（III） 3.5 1,218 9 1,198 9 20 1.7 7.8 

10月  4.1 1,276 17 1,251 15 24 1.6 7.7 

11月  3.0 1,274 12 1,243 7 31 1.9 7.6 

12月 3.3（IV） 4.8 1,181 8 1,157 4 25 1.9 7.5 

2007年          

1月  3.3 1,120 12 1,191 8 -71 1.8 7.4 

2月  4.0 1,150 10 1,163 7 -13 1.8 7.3 

3月 3.0（I） 4.0 1,301 7 1,225 1 76 1.9 7.2 

4月  2.8 1,195 12 1,177 8 18 1.9 7.1 

5月  … … … … … … 1.9 7.0 

資料來源：歐洲統計局，ECB Monthly Bulletin, June 2007。 

 

（三）亞太地區 

亞洲發展中國家仍面臨油價持續上漲及美國經濟成長減速的風

險，惟今明兩年經濟表現預估仍可維持高成長，不過亞太地區的區

域發展不帄衡、能源效率有待提升、食品安全衛生堪慮、貧富差距

過大等仍是地區發展最嚴峻的考驗。環球透視機構（Global Insight 

Inc.）今（2007）年 6 月報告，今年亞太地區全年經濟成長率預估可

達 5％。 

１、日本 

(1)日本景氣雖持續維持於穩定成長的軌道，就業及所得成長使得私

人消費漸獲改善，不過鑑於穩定日本經濟長期成長之重要性，日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u767C%u5C55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u767C%u5C55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u767C%u5C55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u7F8E%u57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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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於今年 6 月 28 日提出「經濟財政諮問會議」報告，並將提升當

前日本少子高齡化的現況下經濟成長潛力、實現經濟安全發展、

促進中小企業創新資訊科技能力、加強建立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開放改革經濟金融與資本市場等諸多項政策列為重點報告議題。 

(2)日本今年第 1 季經濟成長率 3.3％，景氣持續處於復甦趨勢。財務

省公佈今年 5 月份日本出、進口分別較去年同期增加 6.4％及 6.8

％。經濟產業省發布今年 5 月工業生產指數，較去年同期成長 2.3

％。總務省公布今年 5 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為 0％，今年 5 月份

失業率 3.8％。 

(3) 產業發展方面，依據全球半導體貿易統計組織（ World 

Semiconductor Trade Statistics, WSTS）資料顯示，2007 年日本半

導體市場預測將成長 5.4％，達到 5.69 兆日圓的規模，不過受到

日本企業移轉生產據點等因素影響，2009 年將僅較 2008 年增加

3.1％，呈現成長減緩趨勢。 

２、南韓 

(1)韓國全國經濟人聯合會（the Federation of Korean Industries, FKI）

國際經營院最近預估，韓國今年下半年經濟長率將較上半年 4.2％

高出 0.5 個百分點，達 4.7％，同時由於消費及投資之快速復甦，

預估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可達 4.5％；惟韓幣持續升值、美國經濟

趨軟、油價持續上揚、短期外債擴大、不動產景氣遽跌等因素，

將是阻擾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 

(2)韓國產業資源部表示，今年 6 月出、進口分別較去年同期增加 15.9

％和 9.3％，順差 39.5 億美元。韓國統計廳公布今年 6 月消費者物價

指數為 2.5％。 

(3)產業發展上，根據韓國產業研究院資料，韓國去年發生罷工事件

之企業家數有 138 家（其中製造業 65 家，非製造業 73 家），受到

罷工事件帶來生產上或出口上損失之 43 家受訪企業，其生產損失

達 3.3 兆韓元（1 美元兌換 920 韓元），較 2005 年之損失增加 135

％，出口損失達 20.6 億美元，亦較 2005 年增加 149％，其中以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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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車廠和貣亞車廠兩廠合計所受罷工損失即占整體損失 8 成以

上，最為嚴重。至於產業對外投資發展上，韓國浦項大鋼廠（the 

Pohang Iron and Steel Company, POSCO）決定於今年 8 月 1 日在

越南胡志明市附近工業區內，著手興建年產規模為 120 萬噸之冷

軋工廠，此係在東南亞規模最大之冷軋工廠，預定於 2009 年 9

月底興建完成後正式進入生產。 

３、新加坡 

(1)新加坡今年第 1 季在金融服務業和建築業的強勁增長帶動下，經

濟成長率達 6.1％成長，延續景氣熱絡，預測今年第 2 季 GDP 成

長亦可達 6.1％。 

(2)新加坡今年 5 月出、進口分別較去年同期成長 4.1％及 2.3％，5

月份工業生產較去年同期成長 17.7％，5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去

年同期上升 1.0％。 

(3)產業發展方面，新加坡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今年 6月 20日在「2007

年資訊通信與媒體商務交流大會（the Infocomm Media Business 

Exchange, imbX 2007）」公布檢討實行一年的智慧國 2015

（iN2015）藍圖成果，結果顯示固線寬頻的滲透率已提高到近 70

％，距智慧國 2015 藍圖的 90％預定目標僅差 20％。 

４、香港 

(1)香港政府發布今年第 1 季經濟成長率達 5.6％，較去年第 4 季的

7.3％成長明顯降低。以產業別來看，採礦及採石業成長 25％，服

務業成長 7.6％，而服務業中的批發、零售、進口與出口貿易、飲

食及酒店業成長 7.7％，運輸、倉庫及通訊業成長 5.0％，金融、

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成長 15.2％，樓孙業權成長 2.3％。 

(2)香港政府統計處表示，香港今年 5 月出、進口分別較去年同期成

長 11.1％和 10.2％，5 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去年同期上漲 1.3％。 

(3)香港國際機場 5 月份客運量和航空交通量方面，與 2006 年同期相

比分別成長 7.5％和 6.5％，達到 381 萬人次和 2.4 萬架次，穩健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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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亞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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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 2.7 5.3 19.9 18.8 0.0 

2005年 1.9 1.5 5.2 13.3 -0.3 

2006年 2.2 4.2 8.7 12.3 0.2 

2007年（1~5月） 3.3 3.1 8.8 4.4 -0.1 

南韓  

2004年 4.7 10.2 31.0 25.5 3.6 

2005年 4.2 6.2 12.0 16.4 2.8 

2006年 5.0 10.1 14.4 18.4 2.2 

2007年（1~5月） 4.0 4.7 14.7 13.7 2.2 

新加坡  

2004年 8.8 13.9 24.2 27.4 1.7 

2005年 6.6 9.5 15.6 15.2 0.5 

2006年 7.9 11.6 18.4 19.3 1.0 

2007年（1~5月） 6.1 9.9 9.5 8.4 0.6 

香港  

2004年 8.6 2.9 15.8 16.7 -0.4 

2005年 7.5 2.5 11.6 10.5 0.9 

2006年 6.8 2.2 9.4 11.6 2.0 

2007年（1~5月） 5.6 -1.6 9.6 9.9 1.5 

註：南韓 2007 年進出口年增率與消費者物價上漲率係 1 至 6 月之資料；香港 2007 年工業

生產年增率係 1 至 3 月之資料。 

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府；韓國財政經濟部；新加坡統計局；香港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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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經濟 

（一）國民生產 

１、96 年經濟成長率預估為 4.30％，內需貢獻將大於外需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於 96 年 5 月 24 日發布最新國民所得統計顯

示，95 年經濟成長率由原先預估之 4.39％向上修正為 4.68％。展望

96 年經濟情勢，外需方面，由於國際景氣擴張步調放緩，預估今年

我國對外貿易成長幅度將較 95 年減緩。內需方面，由於勞動情勢改

善及卡債負面效應逐漸緩和，加上高鐵通車可望帶動國人旅遊支

出，民間消費將因而回升，成長率可望由 95 年的 1.5％提高為 3.0

％；民間投資則因高科技業者擴充產能，以及政府啟動大投資計畫，

預估將成長 1.7％。整體經濟在內需持續好轉及外需帄穩情況下，呈

現溫和擴張局面，第 1、2 季分別為 4.15％及 4.40％，全年經濟成長

率預估可達 4.38％。 

96 年以來，各項經濟指標維持 95 年的成長趨勢。其中 96 年 1

至 6 月出口金額為 1,139.4 億美元，進口金額為 1,034.0 億美元，分別

成長 7.5％及 5.3％；外銷訂單部分，96 年 1 至 5 月金額達 1,308.7 億

美元，較 95 年同期增加 12.25％；工業生產方面，96 年 1 至 5 月較

95 年同期增加 2.60％；商業營業額方面，96 年 1 至 4 月金額為 37,697

億元，較 95 年同期成長 5.15％，其中 1 至 5 月綜合商品零售業營業

額為 3,092 億元，成長 4.24％。 

表 2-1-1 國內外主要機構對我國 2006 及 2007 年經濟成長率預測   
 單位：％ 

 
2006(f) 2007(f) 

World Bank（2007.04） 4.6 4.1 

IMF（2007.04） 4.6 4.2 

Global Insight（2007.06） 4.7 4.0 

ADB（2007.03） 4.6 4.3 

行政院主計處（2007.05） 4.68 4.38 

台灣經濟研究院（2007.04） 4.25 4.09 

中華經濟研究院（2007.04） 4.23 4.17 

中央研究院（2006.12） 4.32 4.21 

資料來源：各機構。 

預 
測 

值 
預 

測 
機 構 

file:\\Sjhu\95\�g�ٱ��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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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需求面經濟成長來源 

 95 年(r) 96 年(f) 

實質增加率(％)   

GDP 4.68 4.38 

國內需求 1.16 2.43 

  民間消費 1.45 3.00 

  政府消費 -0.23 1.33 

  國內投資 1.01 1.87 

      民間投資 3.26 1.68 

      公營事業投資 -6.66 9.42 

      政府投資 -5.40 -1.38 

  存貨 … … 

國外淨需求 … … 

  輸出(含商品及勞務) 10.34 6.49 

  輸入(含商品及勞務) 5.42 3.82 

對經濟成長率之貢獻(百分點)  

GDP 4.68 4.38 

國內需求 1.05 2.12 

  民間消費 0.84 1.69 

  政府消費 -0.03 0.16 

  國內投資 0.20 0.36 

      民間投資 0.49 0.25 

      公營事業投資 -0.11 0.15 

      政府投資 -0.17 -0.04 

  存貨 0.04 -0.08 

國外淨需求 3.63 2.26 

  輸出 6.54 4.32 

  減：輸入 2.91 2.0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及國內經濟情勢展望，96 年 5 月 24 日。 

２、96 年 5 月份景氣領先指標與同時指標均告翻揚 

(1)領先指標： 

96 年 5 月景氣領先指標綜合指數為 110.2，較 96 年 4 月指數

下修值 109.9 上升 0.3％。7 項構成指標（除股價指數變動率外，

均經季節調整）中，除貨幣總計數 M1B 變動率及股價指數變動率

等 2 項指標較 4 月成長略為減緩外，5 項指標均較 96 年 4 月呈正

向貢獻，影響度由大至小依序為：核發建築物建造執照面積、海

關出口值變動率、躉售物價指數與六個月前比變動率、製造業帄

均每人每月工時及製造業新接訂單變動率均較上月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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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景 氣 領 先 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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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時指標：  

96 年 5 月指數為 111.3，較 96 年 4 月上修值 109.9 上升 1.3％。

6 項構成指標（均經季節調整）中，4 項指標呈正向貢獻，影響度

由大至小依序為：工業生產指數變動率及製造業生產指數變動率

均較 4 月增加、製造業銷售值較上月續增、製造業帄均每人每月

薪資變動率增幅擴大；呈負向貢獻者計 1 項：票據交換金額變動

率減幅擴大。國內貨運量則因資料落後，並未列入當月之計算。 

 

 

３、96 年 5 月景氣對策信號減為 20 分，燈號續為黃藍燈 

96 年 5 月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增為 20 分，燈號續為黃

藍燈。製造業受查廠商中，預期未來 3 個月景氣將轉好者，由上月

的 18％減為 10％；預期景氣持帄者與上月同為 68％；預期景氣將

與上月相較變動
率 

圖 2-1-2 景 氣 同 時 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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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壞者，由上月 14％增為 22％；預期悲觀者超過樂觀者 12 個百分

點（季節調整後亦為 2 個百分點）。 

整體而言，96 年 5 月因出口、生產等實質面指標擴張加速，核

發建照面積亦增加，致景氣領先指標及同時指標同步轉升，景氣對

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增加 2 分為 20 分，顯示國內景氣較 4 月有所改

善，燈號續為黃藍燈。由於中央政府總預算已獲通過，加以政府正

積極推動農村建設、照顧中小企業及多項強化內需對策，當可為未

來景氣進一步加溫。 

 

        圖 2-1-3  一年來景氣對策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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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 -1  工 業 生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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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業生產 

１、96 年 5 月工業生產指數為 152.83，增加 6.35％ 

96 年 5 月工業生產指數為 152.83，較 95 年同月增加 6.35％；

累計 1 至 5 月，則較 95 年同期增加 2.60％，其中製造業及水電燃氣

業分別增加 2.84％及 2.60％，礦業及土石採取業、房屋建築工程業

則分別減少 17.83％及 3.75％。 

表 2-2-1    工業生產年增率                   單位：％ 

年(月) 

工業生產  
申請核發建

照執照面積 製造業 
礦業及土石 

採取業 
水電燃氣業 房屋建築業 

90 年 -7.81 -8.36 0.05 1.12 -11.19 -38.18 

91 年 7.92 9.39 8.28 3.31 -20.66 6.70 

92 年 7.10 7.38 -7.43 3.77 8.87 22.87 

93 年 9.85 10.55 -4.42 2.95 4.93 49.87 

94 年 4.13 4.00 -9.84 3.72 11.37 1.64 

95 年 4.93 4.98 -5.78 3.05 9.03 -20.74 

96 年 2.60 2.84 -17.83 2.60 -3.75 -4.76 

1 月 4.76 5.69 -15.75 4.44 -18.34 -23.64 

2 月 -2.77 -4.00 -22.26 0.38 57.66 3.35 

3 月 0.12 0.62 -18.83 3.90 -21.98 -4.87 

4 月 2.57 3.14 -15.17 0.42 -12.12 -13.27 

5 月 6.35 6.71 -18.17 3.59 2.83 11.92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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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96 年 5 月製造業生產增加 6.71％，其中以資訊電子工業成長 13.21

％最多 

─96 年 5 月製造業生產較 95 年同月增加 6.71％，其中以資訊電子

工業增加 13.21％最多，金屬機械工業、民生及化學工業亦分別

增加 2.32％、0.82％及 0.80％。 

─累計 96 年 1 至 5 月與 95 年同期比較，製造業增加 2.84％，其中

資訊電子工業增加 5.86％，化學工業亦增加 1.61％，金屬機械工

業、民生工業則分別減少 0.69％、0.82％。 

表 2-2-2   製造業生產年增率             單位：％ 

年（月） 
製造業 

生產 

以四大行業分 以輕重工業分 

金屬機械 

工業 

資訊電子 

工業 

化學 

工業 

民生 

工業 
輕工業 重工業 

90 年 -8.36 -13.7 -11.65 2.03 -8.11 -9.49 -7.94 

91 年 9.39 9.36 17.84 7.29 -4.78 -2.54 13.73 

92 年 7.38 5.16 11.69 9.4 -3.22 0.22 9.59 

93 年 10.55 11.57 14.22 10.01 -0.73 1.80 13.04 

94 年 4.00 -0.30 10.80 0.48 -3.59 -2.60 5.70 

95 年 4.98 0.05 12.98 -1.76 -1.97 -1.62 6.53 

96 年 2.84 -0.69 5.86 1.61 -0.82 3.61 -0.63 

1 月 5.69 6.22 6.91 5.18 0.96 3.53 6.19 

2 月 -4.00 -10.22 -4.97 2.77 -3.00 -7.24 -3.33 

3 月 0.62 -4.78 4.44 -0.97 -1.99 -1.94 1.20 

4 月 3.14 0.97 7.07 0.13 -3.11 -1.43 4.14 

5 月 6.71 2.32 13.21 0.80 0.82 7.68 2.24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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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96 年 5 月電子零組件業成長 20.54％ 

(1)電子零組件業：96 年 5 月較 95 年同月增加 20.54％，主因個人電

腦相關晶片組、手機及消費性電子產品市場熱絡，加上整合元件

廠（IDM）加速釋單及新客戶效益的帶動下，IC 製造、IC 封測及

晶圓代工等產能利用率明顯提升，另大尺寸面板及相關零組件在

電視品牌大廠及下游系統廠訂單持續挹注下，產量亦同步升溫所

致。累計 96 年 1 至 5 月較 95 年同期增加 8.93％。 

(2)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業：96 年 5 月較 95 年同月減少 5.68％，主

因微軟 Vista 作業系統買氣遲未加溫及受淡季效應影響，電腦新產

品反應不如預期，致 NB、監視器、網路卡、介面卡、網路連接器、

主機板、數據機均呈減產，另光碟片市場受快閃記憶體取代而持

續低迷，以及手機亦因 ODM 訂單量未見貣色而減產所致。累計

96 年 1 至 5 月較 95 年同期增加 1.50％。 

(3)電力機械器材及設備業：96 年 5 月較 95 年同月增加 0.07％，主

因電風扇、家用開關及線圈等外銷接單暢旺而增產較多，有效彌

補變壓器、配電盤等因客戶訂單減少之減產所致。累計 96 年 1 至

5 月較 95 年同期減少 6.04％。 

(4)金屬基本工業：96 年 5 月較 95 年同月減少 0.2％，主因近期國際

廢鐵及胚料等上游鋼材價格續漲，導致部分鋼廠減產，復以國內

鋼鐵大廠為進行歲修作業先行減料供應，壓抑下游產出空間，抵

消全球鋼鐵需求持續成長及大陸抑制鋼材出口政策等所衍生之增

產效應所致。累計 96 年 1 至 5 月較 95 年同期增加 1.49％。 

(5)運輸工具業：96 年 5 月較 95 年同月增加 3.56％，主因汽車零組件

在國際大廠訂單釋出及維修市場需求下持續增產，加上機車、自

行車及其相關零組件受惠於歐元匯率走強，訂單快速成長，另部

分小型車在新車效應及大力促銷下亦呈現成長所致。累計 96 年 1

至 5 月較 95 年同期減少 8.55％。 

(6)機械設備業：96 年 5 月較 95 年同月增加 2.69％，主因鍋爐外銷熱

絡，以及紡織與食品機械零件對大陸出口表現亮眼，加上台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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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工具機展效應延燒，有效彌補化工機械、橡圕膠機械及電子暨

半導體設備因鋼材價格高漲及國內需求減緩之減產所致。累計 96

年 1 至 5 月較 95 年同期增加 2.89％。 

 

表 2-2-3   主要製造業行業年增率 

單位：％ 

中業別 
96 年 5 月 

較 95 年同月增減 

累計 96 年 

較 95 年同期增減 

電子零組件業 20.54 8.93 

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業 -5.68 1.50 

電力機械器材及設備業 0.07 -6.04 

金屬基本工業 -0.20 1.49 

運輸工具業 3.56 -8.55 

機械設備業 2.69 2.89 

石油及煤製品業 -3.49 1.85 

化學材料業 4.59 4.63 

紡織業 2.34 -0.55 

造紙業 2.37 .-1.34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４、96 年 5 月房屋建築工程業較 95 年同月增加 2.83％ 

房屋建築工程業96年5月生產指數較95年同月增加2.83％，其

中辦公用房屋申請核發使用執照面積增加118.57％，工業用亦增

加10.59％，商業用、住宅用及學校與醫院用則分別減少77.61％、

3.66％及1.98％。累計96年1至5月較95年同期減少3.75％。 

 



 

 22 

（三）商業 

１、96 年 4 月商業營業額為 9,509 億元，成長 4.70％ 

96 年 4 月商業營業額 9,509 億元，較 95 年同月成長 4.70％，其

中以批發業增加 6.15％最多，餐飲業增加 2.16％次之，零售業則增

加 1.40％。累計 96 年 1 至 4 月商業營業額為 37,697 億元，較 95 年

同期成長 5.15％。 

表 2-3-1  商業營業額 

單位:億元；％ 

年 

(月) 

商業  批發業 零售業 餐飲業 

金額 年增率 金額 年增率 金額 年增率 金額 年增率 

90 年 81,553 -6.66 54,264 -8.36 24,651 -1.99 2,638 -12.25 

91 年 85,878 5.30 57,325 5.64 25,920 5.15 2,633 -0.17 

92年 89,272 3.95 59,545 3.87 27,064 4.41 2,663 1.13 

93 年 98,222 10.02 66,175 11.14 29,306 8.28 2,740 2.90 

94 年 104,667 6.56 70,720 6.87 31,015 5.83 2,932 7.01 

95年 111,716 6.73 77,063 8.97 31,588 1.85 3,065 4.53 

96年 37,697 5.15 26,055 6.51 10,574 1.86 1,067 6.03 

1 月 9,865 7.46 6,775 12.95 2,812 -3.13 278 -0.21 

2 月 8,626 3.57 5,733 0.55 2,606 9.61 286 15.04 

3 月 9,697 4.72 6,882 6.15 2,558 0.78 257 7.83 

4 月 9,509 4.70 6,665 6.15 2,598 1.40 247 2.16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註：自 92 年 5 月貣商業動態調查之業別依中華民國標準分類(第 7 次修訂)辦理，往後商

業係指批發業、零售業及餐飲業等 3 個中業別，國際貿易業已改依買賣性質歸入批

發業或零售業下之適當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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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96 年 4 月批發業營業額為 6,665 億元，增加 6.15％ 

96 年 4 月批發業營業額為 6,665 億元，較 95 年同月增加 6.15％，

其中以其他批發業增加 16.29％最多，機械器具業增加 14.63％次之，

燃料業增加 12.25％再次之。 

表 2-3-2 主要批發業營業額變動概況        單位：％ 

業別 
96 年 4 月 

較上月增減率 

96 年 4 月 

較 95 年同月增減率 

合計 -3.15 6.15 

機械器具業 -6.52 14.63 

綜合商品業 0.52 4.54 

建材業 0.87 6.28 

家庭電器設備及用品業 2.35 -5.56 

食品什貨業 -4.53 -0.66 

布疋衣著服飾品業 -3.83 -3.43 

化學原料及其製品業 -4.06 7.69 

其他 -1.32 2.78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３、96 年 4 月零售業營業額為 2,598 億元，增加 1.40％ 

96 年 4 月零售業營業額為 2,598 億元，較 95 年同月增加 1.40

％，各業中以農畜水產品業增加 15.52％最多。 

 

表 2-3-3  主要零售業營業額變動概況          單位：％ 

行業別 
96 年 4 月 

較上月增減率 

96 年 4 月 

較 95 年同月增減率 

合計 1.54 1.40 

綜合商品業 3.43 1.42 

汽機車及其零配件用品業 7.29 2.41 

家庭電器設備及用品業 -6.43 -3.73 

燃料業 0.37 9.08 

食品什貨業 2.98 -1.36 

布疋衣著服飾品業 4.17 2.53 

其他（不含上述 6 項） 0.81 2.23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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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及時掌握民間消費能力及趨勢，自 96 年 3 月貣，經濟部統

計處特針對零售業中之綜合商品零售業（包括百貨公司業、超級市

場業、連鎖式便利商店業、零售式量販店業等細業）進行營業額預

估調查，初估 96 年 5 營業額為 623 億元，較 95 年同月增加 3.82％。

累計 96 年 1 至 5 月營業額為 3,092 億元，較 95 年同期增加 4.24％。 

表 2-3-4 綜合商品零售業營業額變動概況 

 96 年 5 月   累計 96 年 1~5 

營業額 

（億元） 

月 

 初估營業額 

（億元） 

較上月 

增減(％) 

較上年同月 

增 減 (％) 

較上年同期 

增 減 (％) 

綜合商品零售業 623 5.22 3.82 3,092 4.24 

 百貨公司 167 -0.60 3.85 854 4.57 

 超級市場 73 0.23 3.52 376 6.92 

 連鎖式便利商店 176 12.00 4.98 808 4.04 

 零售式量販店 118 11.07 1.91 599 2.31 

 其他 89 1.17 4.33 455 4.39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４、96 年 4 月餐飲業營業額為 247 億元，增加 2.16％ 

96 年 4 月餐飲業營業額為 247 億元，較 95 年同月增加 2.16％，

其中以餐館業增加 2.36％最多，飲料店業增加 1.07％，而其他餐飲

業則減少 0.27％。 

表 2-3-5 餐飲業營業額變動概況 

 單位：％ 

業別 
96 年 4 月 

較上月增減率 

96 年 4 月 

較 95 年同月增減率 

餐飲業 -3.90 2.16 

  餐館業 -4.42 2.36 

  飲料店業 -1.40 1.07 

  其他餐飲業 4.77 -0.27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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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貿易 

１、96 年 6 月出口增加 11.0％，進口增加 10.7％ 

(1)96 年 6 月出口金額為 200.9 億美元，較 95 年同月增加 11.0％，進

口金額為 186.8 億美元，較 95 年同月增加 10.7％；出超為 14.1 億

美元，較 95 年同月增加 14.9％。 

(2)96 年 1 至 6 月出口金額為 1,139.4 億美元，進口金額為 1,034.0 億

美元，分別成長 7.5％及 5.3％；貿易出超 105.4 億美元，較 95 年

同期增加 27.8 億美元（或成長 35.8％）。  

表 2-4-1   對外貿易 

年(月) 
出  口 進  口 出（入）超 

(百萬美元) 金額(百萬美元) 成長率(％) 金額(百萬美元) 成長率(％) 

91年 135,315.0 7.1 113,244.8 4.9 22,070.2 

92年 150,600.5 11.3 128,010.1 13.0 22,590.3 

93年 182,370.4 21.1 168,757.6 31.8 13,612.8 

94年 198,431.7 8.8 182,614.4 8.2 15,817.3 

95年 224,000.4 12.9 202,714.3 11.0 21,286.1 

96年   113,936.8 7.5 103,401.3 5.3 2,776.9 

   1月 19,789.3 17.9 17,955.5 23.8 1,833.8 

2月 14,900.1 -3.6 12,673.7 -21.1 2,226.4 

3月 19,756.9 10.4 17,545.6 8.5 2,211.3 

4月 19,823.5 5.5 18,356.2 11.8 1,473.5 

5月 19,581.5 3.5 18,192.2 -0.1 1,389.3 

6月 20,085.5 11.0 18,678.1 10.7 1,407.4 

資料來源：財政部進出口貿易統計。 

註 1：自 95 年 1 月貣，進出口貿易統計改依聯合國 2004 年版「國際商品貿易統計

手冊」規範之準則編布，出口及進口總值改採「出口總值＝出口＋復出口」、

「進口總值＝進口＋復進口」之編法列示。 

註 2：依據財政部定義，復出口：為外貨進口後因故退回或再轉售國外、或經簡易

加工後再出口者。復進口：為國貨出口後因故退回或委外簡易加工後再進口。 

 

２、96 年 1 至 6 月我對主要國家(地區)出口及進口成長最多為印度，成

長率分別為 73.6％及 62.1％ 

(1)96 年 1 至 6 月我對主要國家(地區)出口成長最多為印度，成長率

為 73.6％，其次為沙烏地阿拉伯，成長率為 65.5％；進口成長最

多為印度，成長率為 62.1％，其次為越南，成長率為 6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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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我對主要國家(地區)出口及進口成長最多為印度，成長率為 67.5

％及 136.3％。 

(2)96 年 1 至 6 月我國最大出口國為中國大陸(含香港)，比重達 39.6

％，最大進口國為日本，比重達 21.3％。 

(3)96 年 6 月我對主要貿易夥伴中，中國大陸(含香港)及美國為最主要出

超來源國，分別出超 55.9 億美元及 2.8 億美元；主要入超來源國為日

本及沙烏地阿拉伯，分別入超 25.0 億美元及 9.0 億美元。 

表 2-4-2  主要貿易夥伴貿易概況 
單位：百萬美元；％ 

  中國大陸

(含香港) 
美國 日本 韓國 新加坡 越南 

出

口

至

該

國 

96 年 6 月金額 8,071.5 2,700.7 1,247.8 603.9 887.7 579.7 

成長率 14.6 5.6 -4.4 4.3 -13.9 24.1 

96 年 1 至 6 月金額 45,108.4 15,350.2 7,968.8 3,664.6 4,478.5 3,028.9 

比重 39.6 13.5 7.0 3.2 3.9 2.7 

成長率 8.0 -1.1 1.9 6.6 -4.3 27.7 

自
該
國
進
口 

96 年 6 月金額 2,483.7 2,421.7 3,745.9 1,230.1 377.7 89.6 

成長率 11.9 31.4 -3.5 -10.0 -6.1 40.1 

96 年 1 至 6 月金額 14,062.6 12,581.5 22,004.2 7,388.7 2,232.3 486.1 

比重 13.6 12.2 21.3 7.1 2.2 0.5 

成長率 13.9 18.6 -4.3 7.3 -15.5 26.1 

資料來源：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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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96 年 1 至 6 月商品貿易結構中，出口以農產品增加 14.2％最多，

進口以農工原料成長 6.3％居首；主要產品結構中，進口以麥類增

加幅度最大，成長率為 47.4％；出口以鋼鐵及其製品增加幅度最

大，成長率為 36.9％。 

(1)出口商品貿易結構方面：96 年 1 至 6 月除農產加工品出口較 95 年

同期減少外，農產品及重化、非重化工業產品出口均較 95 年同期增

加，其中重化工業產品較 95 年同期增加 8.3％，占出口比重達 82.3

％，主要係鋼鐵及其製品、電子產品、機械及電機產品等出口增加；

非重化工業產品出口較 95 年同期增加 4.0％，主要係圕、橡膠及其

製品、化學品及其他金屬製品等出口增加。 

(2)進口商品貿易結構方面：96 年 1 至 6 月資本設備及農工原料進口均

較 95 年同期增加，其中農工原料進口成長 6.3％，主要係基本金屬

及其製品與化學品等進口增加；資本設備成長 3.2％，主要係飛機進

口增加。 

(3)96 年 1 至 6 月主要出口產品：電子產品仍為我國出口主力，成長

率為 4.6％，比重占 26.6％；表現最搶眼的則鋼鐵及其製品與化學

品，成長率較 95 年同期分別增加 36.9％及 18.8％，其他如其他金

屬製品成長 17.6％，電機產品成長 14.3％。 

(4)96 年 1 至 6 月主要進口產品：國際油價趨穩，原油較 95 年同期減

少 8.8％，另光學照相、計量、醫療等器材減少 7.9％；至於麥類

則大幅成長 46.9％。進口比重最高之產品仍為電子產品，比重為

16.5％，原油以 10.7％次之。 

表 2-4-3    96 年 1 至 6 月商品貿易結構 
                                       單位：百萬美元；％ 

出口產品 比重 金額 成長率 進口產品 比重 金額 成長率 

農產品 0.2 214.4 14.2 資本設備 16.5 17,109.1 3.2 

農產加工品 0.7 837.4 -2.5 農工原料 76.2 78,750.3 6.3 

工業產品 99.1 112,885.0 7.6 消費品 7.3 7,541.9 -0.7 

重化工業產品 82.0 93,422.7 8.3     

非重化工業產品 17.1 19,462.3 4.0     

資料來源：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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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4    96 年 1 至 6 月重要進出口產品結構  
                                           單位：百萬美元；％ 

出口產品 比重 金額 成長率 進口產品 比重 金額 成長率 

電子產品 26.6 30,317.9 4.6 電子產品 16.5 17,016.8 -5.3 

鋼鐵及其製品 7.7 8,914.6 36.9 原油 10.7 11,099.6 -8.8 

光學照相、計量、醫

療等器材 
6.8 7,750.5 -7.3 機械 8.3 8,633.5 0.4 

機械 6.5 7,300.1 6.4 其他金屬製品 6.7 6,977.4 26.9 

電機產品 5.3 6,012.9 14.3 鋼鐵及其製品 6.3 6,468.8 37.3 

資料來源：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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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外銷訂單 

１、96 年 5 月外銷訂單金額達 275.3 億美元，成長 11.92％ 

在全球經濟持續穩定成長下，96 年 5 月外銷訂單金額達 275.3

億美元，創歷年單月次高紀錄(96 年 3 月 280.32 億美元)，較 95 年同

月增加 11.92％，累計 96 年 1 至 5 月外銷訂單金額達 1,308.7 億美元，

較 95 年同期增加 12.25％。 

表 2-5-1 外銷訂單 

單位：億美元；％ 

外銷訂單 91 年 92 年 93 年 94 年 95 年 96 年 5 月 96 年 1~5 月 

金額 1,509.5 1,700.3 2,150.9 2,563.9 2,993.1 275.3 1,308.7 

年增率 11.23 12.64 26.50 19.20 16.74 11.92 12.25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外銷訂單統計。 

 

２、96 年 5 月訂單金額中，電子產品、資訊與通信產品為我國前二大

接單貨品，比重達 21.62％及 20.65％，成長率分別為 8.71％及 27.62

％。 

(1)96 年 5 月各類主要訂單貨品中以電子產品、資訊與通信產品為

主，分別占總訂單金額的 21.62％及 20.65％。 

(2)96 年 5 月主要接單產品中，以精密儀器產品成長 31.44％，表現

最為亮麗，其次為資訊與通信產品成長 27.62％。 

３、96 年 5 月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重為 45.16％ 

96 年 5 月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重為 45.16％，其中以資訊通信

業海外生產 86.21％最高，其次為電機產品 51.00％、精密儀器 47.13

％。 

４、96 年 5 月主要接單來源地以中國大陸(含香港)及美國為主，金額分

別為 74.5 億美元及 68.0 億美元。 

96 年 5 月接單地區，以中國大陸(含香港)及美國為主要來源，

金額為 74.5 億美元及 68.0 億美元，占我國外銷接單總額的 27.07％

及 24.71％，成長率分別為 16.67％及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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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  各類貨品外銷訂單 

單位：億美元；％ 

貨品類別 
96 年 5 月金額 96 年累計金額 96 年累計與 95 年同期 

相較增減率 

資訊與通信產品 56.8 293.3 22.60 

電子產品 59.5 291.7 10.90 

紡織品 12.2 52.7 -0.73 

基本金屬製品 25.2 111.8 17.38 

圕膠、橡膠製品 16.8 73.3 15.57 

機械 13.2 61.8 9.85 

精密儀器產品 22.9 92.4 12.11 

電機產品 13.7 68.3 3.41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外銷訂單統計。 

 

表 2-5-3   我國外銷訂單主要產品海外生產比重 

         單位：％ 

年(月) 資訊通信 電子產品 基本金屬 機械 電機產品 精密儀器 

94 年 73.01 37.05 15.49 31.30 48.10 46.79 

95 年 76.48 36.02 13.80 27.54 52.65 47.76 

1 月 77.79 36.39 16.59 32.51 49.99 44.31 

2 月 77.55 36.29 13.99 31.45 47.61 47.01 

3 月 75.02 35.17 13.90 29.04 48.03 47.98 

4 月 

5 月 

76.61 

74.77 

35.37 

34.77 

14.40 

12.70 

25.55 

23.17 

52.86 

51.45 

49.09 

48.29 

6 月 76.26 35.95 12.65 25.49 55.29 47.17 

7 月 77.56 35.39 13.57 24.31 55.51 48.52 

8 月 75.26 36.04 12.95 24.00 53.22 50.13 

9 月 75.95 36.66 13.38 27.82 52.46 52.14 

10 月 78.77 37.13 13.75 28.71 54.10 46.04 

11 月 75.22 37.70 13.74 30.80 53.98 45.11 

12 月 77.03 35.34 13.92 27.57 57.29 47.33 

96 年 81.13 39.87 12.51 25.32 54.33 44.64 

1 月 79.40 35.88 12.96 28.19 55.31 44.99 

2 月 75.46 36.99 11.59 27.65 56.42 43.23 

3 月 79.10 39.41 12.77 28.25 58.67 43.49 

4 月 85.50 43.92 12.67 22.70 50.24 44.34 

5 月 86.21 43.15 12.57 19.83 51.00 47.13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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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4   歷年我國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重 

單位：％ 

貨品類別 89 90 91 92 93 94 年 95 年 
96 年 

1 至當月 

合計 13.28 16.69 19.28 24.03 32.12 36.90 42.31 44.94 

動植物 6.32 6.76 3.27 6.36 7.77 10.29 8.82 9.37 

調製食品 4.29 4.69 7.00 7.99 9.92 8.49 1.65 1.60 

化學品 1.50 1.84 1.91 2.96 20.21 27.55 32.93 29.59 

圕膠橡膠 11.73 12.84 9.65 9.83 12.84 15.69 15.56 14.59 

皮革毛皮 23.84 31.86 26.16 21.13 27.94 27.82 21.69 18.51 

木材木製品 20.14 20.10 21.77 26.32 14.35 11.23 11.49 15.33 

紡織品 10.57 13.76 13.97 17.06 18.97 20.21 21.21 20.07 

鞋帽傘 30.02 37.33 36.47 31.99 19.40 25.70 30.97 31.09 

石料 8.35 11.43 11.13 4.94 4.21 7.19 5.43 5.98 

基本金屬 4.94 7.32 8.85 8.17 11.76 15.49 13.80 12.51 

電子產品 8.03 13.34 15.09 20.11 29.55 37.05 36.02 39.87 

機械 5.84 16.42 15.23 10.01 25.39 31.30 27.54 25.32 

電機產品 19.17 24.99 31.41 34.93 39.81 48.10 52.65 54.33 

資訊通信 24.86 25.93 34.29 45.41 60.71 73.01 76.48 81.13 

家用電器 40.17 31.57 20.35 24.48 30.82 35.43 27.76 30.78 

運輸工具 3.93 5.70 6.28 4.43 5.67 5.82 6.38 6.18 

精密儀器 28.76 34.85 32.40 46.21 39.40 46.79 47.76 44.64 

家具 24.49 34.93 30.25 36.67 40.47 41.94 35.39 28.47 

玩具體育 21.74 21.38 31.50 32.45 34.55 34.48 41.24 41.98 

其他 15.18 17.28 19.22 27.14 36.09 42.33 44.35 45.94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表 2-5-5 我國在各主要地區(國家)外銷接單情形 

單位：億美元；％  

地區別 96 年 5 月金額 96 年累計金額 96 累計與 95 年同期 

相較增減率 

美國 68.0 329.1 6.17 

中國大陸(含香港) 74.5 336.6 18.86 

日本 24.6 128.9 2.56 

歐洲 47.0 237.9 21.42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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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資 

１、96 年國內投資成長率估計為 1.87％ 

根據主計處 96 年 5 月最新預測，96 年國內投資成長率將由 95

年的 1.01％上升至 1.87％。  

－民間投資：雖有半導體業者持續投資擴充產能及提高製程之挹

注，然在高速鐵路等重大民間投資計畫陸續完工及光電產業投資

縮減影響下，預測 96 年成長率 1.68％。 

－政府投資：在固定投資增加有限下，預測 96 年負成長 1.38％。 

－公營事業投資：在電力擴充、石油煉製、供水改善及鐵路更新等

計畫加速進行下，公營事業固定投資將由負轉呈正成長，預測

96 年成長 9.42％。 

表 2-6-1  國內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單位：％，新台幣億元 

 國內投資 民間投資 公營事業投資 政府投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90 年 19,100 -19.91 12,186 -26.83 2,346 1.43 4,568 -6.42 

91 年 19,109 1.07 12,844 6.68 2,268 -1.23 3,997 -12.71 

92 年 19,577 1.72 13,359 3.65 2,192 -3.94 4,026 -1.26 

93 年 24,202 19.46 18,268 33.05 1,816 -18.15 4,118 -5.78 

94 年 24,030 0.16 17,804 -1.33 2,052 16.38 4,173 -0.63 

95 年 24,844 1.01 18,782 3.26 1,930 -6.66 4,133 -5.40 

   第1季 5,291 -3.99 4,100 -4.02 340 -4.18 850 -3.70 

   第2季 6,251 -3.16 4,891 -1.14 399 -17.45 962 -6.03 

第 3 季 6,182 3.97 4,645 6.61 472 -2.10 1,065 -4.81 

第 4 季 7,120 6.18 5,146 11.04 719 -3.75 1,256 -6.45 

96 年 25,820 1.87 19,488 1.68 2,142 9.42 4,190 -1.38 

   第1季 5,516 0.97 4,311 1.34 425 22.93 780 -11.80 

   第2季 6,526 2.37 5,130 2.79 463 14.36 933 -6.15 

第 3 季 6,402 1.91 4,782 1.58 489 2.43 1,131 3.35 

第 4 季 7,376 2.04 5,265 1.00 765 5.14 1,346 4.8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96 年 5 月 24 日。 

註：金額為當期價格；成長率係以 90 年價格帄減計算之實質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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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96 年 1 至 5 月新增民間重大投資金額為 6,433.41 元，達成率 63.9

％ 

96 年 1 至 5 月新增民間重大投資計 577 件，金額為 6,433.41 億

元，達成年度預定目標 10,065 億元的 63.9％，其中以電子資訊業為

主要投資業別，投資金額達 4,589.21 億元。 

表 2-6-2  經濟部依業別統計之民間新增投資概況 

行  業  別 
95年實際 

金額(億元) 

96年預估目標 

金額(億元) 

96年1~5月 

件數 金額(億元) 達成率(％) 

金屬機電業 1,604.41 2,410.00 168 988.22 41.00 

電子資訊業 5,828.16 5,500.00 109 4,589.21 83.44 

民生化工業 1,221.39 1,330.00 85 397.56 29.89 

技術服務業 394.42 390.00 199 202.92 52.03 

電力供應業 15.50 105.00 1 106.60 101.52 

批發、物流業 197.63 330.00 15 148.89 45.12 

總 計 9,261.51 10,065.00 577 6,433.41 63.90 

資料來源：經濟部促進投資聯合協調中心。 
註：列報統計之投資案件金額無任何限制(包含 5,000 萬元以下投資案件)。 

３、96 年 1 至 5 月僑外直接投資金額為 34.84 億美元，減少 47.57％ 

96 年 5 月核准僑外直接投資件數為 212 件，核准投資金額計

18.19 億美元，累計 1 至 5 月核准僑外直接投資件數為 830 件，較

95年同期增加 69.39％，金額為 34.84億美元，較 95年同期減少 47.57

％。 

以地區別來看，96 年 1 至 5 月我僑外投資以加勒比海英國屬地

(占 22.72％)、日本(占 18.99％)、美國(占 13.01％)、馬來西亞(占 12.90

％)、荷蘭(占 11.99％)為主，合計約占僑外投資總額 79.61％；以業

別觀之，電子零組件製造業(25.72％)、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4.24％)、金融及保險業(13.87％)、批發及零售業(12.55％)及金融

控股業(9.12％)為前 5 名，合計約占僑外投資總額 75.50％。 

我國吸引外人投資的方式除了僑外投資外，亦靠國內、外金融

市場募集資金。依據金管會證期局統計，96 年 1 至 5 月外資投資我

國股市淨匯入金額計 52.63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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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4  外資投入概況 

單位：億美元 

 僑外投資 

總額 

外資投入股市匯

入淨額 

企業發行海外存

託憑證金額 

企業發行海外公

司債金額 

91 年 32.71 15.74 43.97 75.03 

92 年 35.75 233.27 103.36 106.27 

93 年 39.53 137.64 42.55 67.79 

94 年 42.28 288.45 70.43 22.03 

5 月 2.37 33.74 8.57 3.00 

6 月 1.28 48.09 0.0 1.00 

7 月 6.15 14.03 23.75 5.00 

8 月 6.07 -8.67 28.07 0.0 

9 月 2.10 -6.35 0.0 5.00 

10 月 3.39 -6.27 3.19 1.10 

11 月 2.52 53.25 0.31 0.60 

12 月 11.04 84.96 0.90 0.0 

95 年 139.69 213.83 23.71 19.95 

1 月 39.54 35.03 0.0 0.0 

2 月 1.77 18.82 0.0 0.0 

3 月 13.78 1.24 1.09 7.20 

4 月 2.37 74.25 4.41 3.00 

5 月 8.99 -0.88 5.3 1.00 

6 月 3.14 -26.74 5.57 0.35 

7 月 13.96 -2.97 2.22 6.6 

8 月 5.42 13.25 -5.3 0.0 

9 月 4.47 17.2 2.01 0.0 

10 月 18.98 17.19 7.59 -3.0 

11 月 6.71 42.62 1.74 4.5 

12 月 20.69 24.82 -0.92 0.3 

96 年 1~5 月 34.84 52.63 27.1 9.0 

1 月 5.00 16.02 0.0 3.5 

2 月 4.38 16.26 0.0 0.0 

3 月 5.70 -24.96 2.1 2.5 

4 月 1.55 28.71 0.0 3.0 

5 月 18.19 16.60 25.0 0.0 

資料來源：經濟部、金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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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物價 

１、96 年 6 月消費者物價微揚 0.10％，躉售物價續漲 5.54％ 

96 年 6 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較 95 年同月微揚 0.10％，主

因蔬果價格相對 95 年較低，與燃氣自 95 年以來調漲，加以部分中

藥材因供量減少售價上揚，交互影響所致。96 年 1 至 6 月 CPI 較

95 年同期上漲 0.61％，其中商品類上漲 0.62％，服務類上漲 0.59

％；若扣除蔬菜水果，漲幅 1.10％，若再剔除魚介及能源 CPI (即核

心物價)，則上漲 0.71％。 

另因基本金屬、化學材料、石油及煤製品等價格續居高檔，致

使 96 年 6 月躉售物價指數(WPI)較 95 年同月上漲 5.54％。96 年 1

至 6 月 WPI 較 95 年同期上漲 7.11％，其中進口品價格漲幅達 8.85

％，為 WPI 上漲之主因。 

２、96 年 6 月進口物價上漲 7.20％、出口物價上漲 3.55％ 

96 年 6 月以新台幣計價之進口物價指數，較上月下跌 0.45％，

較 95 年同月上漲 7.20％；出口物價指數較上月微跌 0.69％，較 95

年同月上漲 3.55％。若剔除匯率變動因素，以美元計價的進口物價

指數較上月上漲 0.52％，較 95 年同月上漲 5.67％；出口物價指數

較上月上漲 0.27％，較 95 年同月上漲 2.07％。 

進口物價指數在鋼品、銅、鎳、玉米、黃豆等國際行情仍高，

使基本金屬及其製品類與動植物產品及調製食品類較 95 年同期變

動幅度較大，分別上漲 26.22％與 21.87％。 

出口物價部分因不銹鋼扁軋製品、螺釘、螺帽與 PTA、EG、聚

縮醛等圕化原料價格仍居高檔，使基本金屬及其製品類與圕化製品

類分別上漲 15.29％與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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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1  消費者物價指數及躉售物價指數變化圖 

 

 

 

 

 

 

 

表 2-7-1  物價變動 

單位：％ 

 消費者

物價年

增率 

 躉售物價

年增率 

   

不含新鮮蔬果

魚介及能源 
服務類 

國產內銷

品物價 

進口物價 

(新台幣) 

出口物價 

(新台幣) 

92 年 -0.28 -0.61 -0.45 2.48 3.88 5.14 -1.49 

93 年 1.62 0.71 0.43 7.05 10.29 8.62 1.61 

94 年 2.30 0.65 0.61 0.60 1.47 2.42 -2.46 

95 年 0.60 0.54 0.63 5.64 5.27 8.83 2.51 

1 月 2.66 1.39 2.29 1.13 -0.35 5.54 -1.76 

2 月 0.98 -0.29 -1.10 2.31 0.21 7.29 -0.36 

3 月 0.41 0.66 0.76 2.11 -0.69 6.71 0.82 

4 月 1.23 0.59 0.80 3.31 1.48 7.57 0.95 

5 月 1.58 0.70 1.09 6.58 5.78 10.85 2.83 

6 月 1.73 0.43 0.69 8.78 7.60 13.25 5.32 

7 月 0.79 0.58 0.63 9.19 8.91 13.36 4.78 

8 月 -0.57 0.38 0.55 9.10 8.77 12.33 5.78 

9 月 -1.23 0.35 0.14 6.90 8.44 7.61 3.97 

10 月 -1.19 0.41 0.73 5.76 6.83 6.91 2.99 

11 月 0.24 0.59 0.51 5.96 7.83 7.01 2.31 

12 月 0.67 0.63 0.50 6.38 8.44 7.53 2.35 

96 年 1~6 月 0.61 0.71 0.59 7.11 6.98 8.85 5.19 

1 月 0.36 -0.14 -1.21 7.03 8.04 7.41 5.21 

2 月 1.74 1.65 2.59 6.74 7.07 7.90 4.86 

3 月 0.84 0.56 0.63 7.56 7.46 9.94 4.87 

4 月 0.67 0.63 0.57 8.06 7.70 10.33 5.84 

5 月 -0.03 0.64 0.32 7.77 6.24 10.31 6.81 

6 月 0.10 0.92 0.68 5.54 5.51 7.20 3.5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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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2  進出口物價指數變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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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表 2-7-2  消費者物價指數依性質別分類之變動率 

單位：％ 

 消費者物價指數 

 商品 服務 

 耐久性消費品  居住服務 交通服務 

93 年 1.62 2.65 -1.68 0.43 -0.41 0.43 

94 年 2.30 3.39 -2.10 0.61 -0.01 0.22 

95 年 0.60 0.57 -1.65 0.64 0.19 -0.63 

6 月 1.73 2.61 -2.65 0.69 -3.20 -1.11 

7 月 0.79 0.92 -2.46 0.63 0.22 -1.04 

8 月 -0.57 -1.48 -2.01 0.55 0.23 -0.95 

9 月 -1.23 -2.33 -1.59 0.14 0.58 -0.68 

10 月 -1.19 -2.74 -1.80 0.73 -0.24 -0.14 

11 月 0.24 0.03 -1.23 0.51 0.24 -0.95 

12 月 0.67 0.81 -1.22 0.50 0.27 -1.06 

96 年 1~6月 0.61 0.62 -0.21 0.59 0.19 0.38 

1 月 0.36 1.72 -0.20 -1.21 -2.76 0.11 

2 月 1.74 0.99 -0.46 2.59 3.20 0.70 

3 月 0.84 1.02 -0.29 0.63 0.24 0.55 

4 月 0.67 0.78 0.10 0.57 0.22 0.43 

5 月 -0.03 -0.33 -0.19 0.32 -0.18 0.29 

6 月 0.10 -0.37 -0.21 0.68 0.53 0.1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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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96 年 6 月美國西德州原油月均價每桶 67.456 美元 

96 年 6 月美國西德州原油(WTI)現貨月均價為每桶 67.456 美

元，較 5 月每桶 63.493 美元，上漲 6.24％，主要係波斯灣受到熱帶

颶風襲擊、巴基斯坦發生內戰等地緣政治緊張等因素影響。至 96

年 7 月 10 日為止，西德州原油(WTI)價格為每桶 72.67 美元。 

根據美國能源部 96 年 5 月份的「短期能源展望」 （Short-term 

Energy Outlook）之油價預測資料，96 年 WTI 帄均油價為每桶 64.27

美元。惟國際能源總署於 96 年 7 月 9 日公布之「中期石油市場報

告」中指出，未來 5 年內全球可能面臨石油產量下跌、市場供不應

求的危機，油價可能飆漲到歷史新高，天然氣市場在未來 10 年亦

可能吃緊。 

 

表 2-9-4   近年國際主要原油價格變動表 

    單位：美元/每桶 

0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8 0

1 3 5 7   

9 3 年  

9 1 1 1 3 5 7   

9 4 年

9 1 1 1 3 5 7   

9 5 年

9 1 1 1 3 5   

9 6 年

西 德 州

杒 拜

北 海 布 蘭 特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96 年 6 月油價： 

WTI          67.456 

杒拜          65.853 

北海布蘭特    7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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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金融 

１、96 年 5 月 M1A、M1B 及

M2 年增率分別為 6.93

％、6.65％及 4.74％ 

96年5月M1A(通貨淨額

加上企業及個人在貨幣機構

的支票存款及活期存款 )、

M1B(M1A 加上個人活期儲

蓄存款)及 M2 年增率分別為

6.93％、6.65％及 4.74％，其

增幅皆較上月略低，主要因

銀行放款與投資成長減緩所

致。 

表 2-8-1  金融指標 

年 

(月) 

貨幣供給M2 

年增率(％) 

貨幣供給M1A 

年增率(％) 

貨幣供給M1B 

年增率(％) 

新台幣兌美元 

帄均匯率 

金融業隔夜 

拆款利率(％) 

91 年 3.55 8.69 17.10 34.575 2.046 

92 年 3.77 11.25 11.81 34.418 1.097 

93 年 7.45 21.31 19.14 33.422 1.061 

94 年 6.22 7.65 7.10 32.167 1.312 

95 年 6.22 5.72 5.30 32.531 1.552 

5 月 7.05 6.70 7.08 31.762 1.517 

6 月 6.45 6.80 5.22 32.480 1.533 

7 月 5.72 4.58 3.12 32.632 1.586 

8 月 5.43 3.18 2.77 32.790 1.587 

9 月 5.84 4.80 4.72 32.907 1.595 

10 月 5.95 6.49 5.90 32.206 1.658 

11 月 5.97 6.01 5.81 32.824 1.663 

12 月 5.85 5.45 5.36 32.523 1.661 

96 年 5.36 7.96 6.98 33.014 1.906 

1 月 5.11 3.66 4.44 32.768 1.689 

2 月 5.64 9.39 7.35 32.969 1.691 

3 月 5.86 10.19 8.22 33.012 1.703 

4 月 5.48 9.84 8.26 33.145 1.725 

5 月 4.74 6.93 6.65 33.260 2.132 

6 月 … … … 32.932 2.496 

註： - 表資料未公布。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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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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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 夜 拆 款 利 率 商 業 本 票 利 率

２、市場利率上揚 

貨幣市場方面，市場利

率已連續 3個月呈現微幅上

升現象。96 年 6 月金融業隔

夜拆款利率為 2.496％，較 5

月增加 0.364 個百分點；初

級市場商業本票 30 天期利

率為 2.75％，較 5 月上升

0.83 個百分點。 

 

 

３、主要金融機構放款與投資增加  

96 年 5月主要金融機構放款與

投資餘額為 20.38 兆元，較 4 月增

加 356 億元，年增率達 3.29％。其

中放款與投資餘額均較 4 月增加，

其年增率分別為 2.71％及 7.43％，

主要因銀行對公營事業及民間部門

債權增加所致。 

 

 

 

 

４、96 年 6 月帄均新台幣兌美元匯率為 32.932，1 至 6 月帄均匯率為

33.014 

96 年 6 月新台幣兌美元帄均匯率為 32.932，較 95 年同月匯率

32.480 貶值 1.37％。96 年 1 至 6 月帄均匯率為 33.014，較 95 年同

期 32.208 貶值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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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國 外 匯 存 底 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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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96 年 6 月底外匯存

底為 2,660.52 億美元 

96 年 6 月底外匯存

底 2,660.52 億美元，較

上月增加 3.53 億美元，

主要係外資淨流入所

致。目前我國外匯存底

全球排名第 4，次於中

國、日本及俄羅斯等國。 

 

６、96 年 6 月台灣加權股價帄均收盤指數為 8,579.58 

台灣股票市場 96 年 6 月帄均股價收盤指數為 8,579.58，較上月帄

均收盤指數 8,086.96 上漲 6.09％。 

圖 2-8-1 台灣每日加權股價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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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就業 

１、96 年 1 至 5 月失業率為 3.84％，與 95 年同期持帄 

－96 年 1 至 5 月帄均勞動力為 1,065.6 萬人，較 95 年同期增加 2.08

％；勞動力參與率為 58.15％，較 95 年同期增加 0.47 個百分點。 

－96 年 1 至 5 月就業人數為 1,024.6 萬人，較 95 年同期增加 2.08％。 

－96 年 1 至 5 月失業人數為 40.9 萬人，較 95 年同期增加 2.04％；

失業率為 3.84％，與 95 年同期持帄。 

－96 年 1 至 5 月就業結構分別為：農業 53.9 萬人，工業 376.4 萬人

(製造業 282.1 萬人)，服務業 594.3 萬人。 

表 2-9-1  就業市場相關指標 

單位：萬人、％ 

年(月) 

勞動力(萬人) 勞動力參

與率(％) 
就業者結構 (萬人) 失業率 

(％) 
失業者按年齡分 

合計 就業者 失業者 農業 工業 
 

服務業 15-24歲 25-44歲 45-64歲 
製造業 

93 年 1,024.0 978.6 45.4 57.66 64.1 344.5 267.1 569.8 4.44 12.0 23.9 9.5 

94 年 1,037.1 994.2 42.8 57.78 59.1 355.8 272.6 579.3 4.13 11.2 23.0 8.6 

95 年 1,052.2 1,011.1 41.1 57.92 55.4 370.0 277.7 585.7 3.91 10.4 23.3 7.4 

5 月 1,046.6 1,006.4 40.2 57.72 55.8 362.4 275.4 588.3 3.84 9.8 22.8 7.6 

6 月 1,049.1 1,007.3 41.8 57.79 55.5 363.4 276.3 588.4 3.98 11.0 23.4 7.4 

7 月 1,056.2 1,013.4 42.8 58.12 55.7 364.7 277.5 593.0 4.05 11.7 23.9 7.2 

8 月 1,060.4 1,017.0 43.4 58.29 55.8 364.9 277.8 596.3 4.09 11.7 24.3 7.3 

9 月 1,057.3 1,015.4 41.9 58.05 55.7 365.3 278.3 594.4 3.92 11.4 23.2 7.3 

10 月 1,059.5 1,018.2 41.3 58.11 55.2 366.8 278.9 596.3 3.90 11.0 23.2 7.0 

11 月 1,061.6 1,020.7 41.0 58.15 54.8 368.2 279.7 597.7 3.86 10.5 23.0 7.4 

12 月 1,063.3 1,022.8 40.5 58.16 54.4 370.1 281.1 598.3 3.81 10.0 23.0 7.4 

96 年 1 月 1,064.3 1,023.9 40.3 58.17 53.8 378.1 282.9 592.1 3.79 9.1 23.6 7.5 

2 月 1,064.6 1,024.3 40.2 58.14 54.0 376.3 282.1 594.0 3.78 9.1 23.5 7.7 

3 月 1,066.4 1,024.4 42.0 58.20 54.3 374.7 280.9 595.3 3.94 9.9 24.4 7.7 

4 月 1,065.3 1,024.5 40.8 58.09 53.9 375.8 281.8 594.8 3.83 9.1 24.6 7.1 

5 月 1,067.3 1,026.0 41.3 58.14 53.7 377.1 282.5 595.3 3.87 9.2 25.1 7.0 

96 年 1~5 月 

帄均 
1,065.6 1,024.6 40.9 58.15 53.9 376.4 282.1 594.3 3.84 9.3 24.3 7.4 

較 95 年同期增減

(萬人) 
22.0 21.28 0.70 - -1.68 9.5 6.53 13.45 - -0.18 1.04 -0.06 

較 95 年同期增減

(比率或*百分點) 
2.08 2.08 2.04 0.47* -3.01 2.58 2.37 2.32 0.00* -1.60 4.52 -0.91 

註：*數字表示增減百分點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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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國際比較 

與其他國家相比，台灣屬於失業水準較低的國家，96 年 1 至 5

月失業率為 3.84％，低於日本、德國、加拿大、香港、美國，惟較南

韓稍高。若與 95 年同期失業率比較，除日本、法國上升 0.1 個百分

點外，其餘國家表現呈持帄或下降。 

表 2-9-2  主要國家失業率比較 

 單位：％ 

  
91 年 92 年 93 年 94 年 95 年 96 年 1 至 5 月 

較 95 年同期 

(變動百分點) 

台 灣 5.2 5.0 4.4 4.13 3.9 3.8 3.8(－) 

香 港 7.3 7.9 6.8 5.6 4.9 4.3 4.3(－) 

日 本 5.4 5.3 4.7 4.4 4.1 4.0 3.9(↑0.1) 

南 韓 3.1 3.6 3.7 3.7 3.5 3.3 3.5(↓0.2) 

新 加 坡 4.4 4.0 3.4 3.2 2.7 2.9
#
 2.9(－) 

美 國 5.8 6.0 5.5 5.1 4.6 4.5 4.5(－) 

加 拿 大 7.7 7.6 7.2 6.8 6.4 6.1 6.1(－) 

德 國 10.9 11.2 11.7 11.6 10.8 9.1 9.7(↓0.6) 

法 國 9.0 9.7 10.0 9.9 9.1 8.4 8.3(↑0.1) 

註：1.香港、日本、韓國、新加坡、美國及加拿大為季節調整後資料。 

2.
 
#為 96 年 1 至 3 月帄均數值。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統計月報」，行政院經建會「國際經濟動態指標」。 

 

３、96 年 1 至 4 月工業及服務業帄均薪資為 51,634 元，較 95 年同期增

加 1.44％ 

－96 年 1 至 4 月工業及服務業受雇員工每人每月帄均薪資為 51,634

元，較 95 年同期增加 1.44％。 

－96 年 1 至 4 月製造業每人每月帄均薪資為 50,101 元，較 95 年同期

增加 1.65％，水電燃氣業與金融保險業則各為 97,337 元及 90,457

元，分別較 95 年同期減少 6.36％及增加 6.79％。 

－96 年 1 至 4 月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為 137.80 (90 年=100)，較 95

年同期上升 1.38％。而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則為 97.74 (90 年

=100)，較 95 年同期上升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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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3  受雇員工每人每月帄均薪資之變動 
單位：新台幣元 

 工業及服務業 

 製造業 水電燃氣業 金融及 

保險業 薪資 勞動生產

力指數 

單位產出

勞動成本

指數 

薪資 勞動生產

力指數 

單位產出

勞動成本

指數 

90 年=100 90 年=100 

91年 41,667 38,565 109.55 89.72 89,591 106.47 90.58 65,767 

92年 42,287 39,583 115.34 87.17 91,034 111.15 88.61 64,693 

93 年 43,021 40,611 122.13 83.46 90,711 116.43 83.69 66,743 

94 年 43,615 41,751 128.50 82.57 89,264 123.54 78.21 65,097 

95 年 44,107 42,293 134.47 80.57 95,664 127.35 81.22 69,132 

1月 82,761 81,917 133.77 163.85 204,287 121.43 187.95 155,731 

2月 40,364 39,772 138.51 87.07 69,951 128.54 71.45 61,106 

3月 39,640 37,720 129.96 69.34 71,199 109.54 64.64 59,194 

4月 39,842 37,871 139.55 72.42 70,361 132.39 62.52 62,777 

5月 40,842 38,949 135.81 72.19 101,043 128.84 83.23 60,080 

6月 39,973 38,311 129.49 72.86 70,987 126.95 57.36 58,215 

7月 40,309 39,565 130.46 76.72 70,616 144.11 52.58 59,465 

8月 41,295 37,879 129.34 70.56 108,584 133.25 80.37 67,785 

9月 40,544 39,102 132.66 74.49 81,672 131.23 67.09 63,323 

10月 40,030 38,580 141.29 72.04 70,045 136.04 58.23 57,158 

11月 39,273 37,374 133.48 69.36 117,723 116.31 104.21 55,635 

12月 43,166 40,917 133.05 77.89 110,943 122.11 97.43 67,958 

96年1~4月 51,634 50,101 137.80 97.74 97,337 125.91 91.55 90,457 

1月 49,641 48,146 129.94 90.79 114,483 114.94 102.17 89,605 

2月 76,924 76,293 150.35 175.26 132,698 150.94 137.69 151,120 

3月 40,070 38,149 132.21 70.04 70,114 111.88 61.58 57,587 

4月 39,942 37,917 142.80 70.22 72,054 125.86 67.74 63,515 

96 年累計

較 95 年同

期增減(％) 

1.44 1.65 1.38 0.87 -6.36 2.38 -5.15 6.7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註：表內薪資為名目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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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陸經濟 

（一）固定資產投資 

－2007年1至5月中國大陸城鎮固定資產投資金額為32,044.78億人民幣，成

長25.9％。 

－其中，中央投資金額成長14.9％，比重為9.7%；地方投資金額成長27.3

％，比重為90.3%。 

圖3-1 中國大陸固定資產投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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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中國大陸固定資產投資概況         單位：億人民幣；% 

年(月)別 

全國 城                       鎮 農   村 

金額 
成長

率 
金額 

成長

率 

中央 地方 
金額 

成長

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2000 年 32,918 10.3 26,222 10.5 6,276 6.5 19,946 11.8 6,696 10.9 

2001 年 37,214 13.1 30,001 14.4 6,589 5.0 23,415 17.4 7,212 7.7 

2002 年 43,500 16.9 35,489 18.3 6,527 -0.9 28,962 23.7 8,011 11.1 

2003 年 55,567 27.7 45,812 29.1 6,114 -6.3 39,698 37.1 9,755 21.8 

2004 年 70,477 26.8 59,028 28.8 7,525 23.1 51,504 29.7 11,449 17.4 

2005 年 88,774 26.0 75,095 27.2 9,111 21.1 65,984 28.1 13,679 19.5 

2006 年 109,870 23.8 93,472 24.5 10,792 21.1 82,680 24.9 16,398 19.9 

2007 年 1~5 月 - - 32,045 25.9 3,121 14.9 28,923 27.3 - -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各年份）；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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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前 十 大 外 資 國 /地 區 2007年 1~ 5月

實 際 投 資 金 額 比 重 86 .16％

① 香 港 8 4 .6 8
② 維 京 群 島 5 9 .6 7

③ 日 本 1 5 .6 4

⑨ 臺 灣 5 .4 2
④ 韓 國 1 2 .1 5⑦ 開 曼 群 島 8 .6 0

⑥ 美 國 1 0 .3 1

⑧ 薩 摩 亞 6 .4 4

⑩ 毛 里 求 斯 4 .3 5

⑤ 新 加 坡 1 0 .3 8

單 位 ： 億 美 元

（二）吸引外資方面 

－2007年1至5月中國大陸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5,072家，減少3.75％；

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為252.58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9.87％，其中前十

大外資國(地區)所占比重達86.16％。 

－同時期，外資企業進出口總額達4,647.07億美元，成長22.24％。其中，

出口額為2,556.36億美元，成長25.23％，占整體出口比重為57.64％；進

口額2,090.71億美元，成長18.77％，比重為58.43％。 

 

 

 

 

 

 

 

 

 

 

 

 

 

 

表3-2  中國大陸外資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年（月）別 
新批設 

家數 

實際利用外資 外資企業 

金額 成長率 出口金額 成長率 進口金額 成長率 

2000 年 22,347 407.0 1.0 1,194.41 34.77 1,172.73 36.55 

2001 年 26,139 468.5 14.9 1,332.35 11.50 1,258.63 7.3 

2002 年 34.171 527.43 12.51 1,699.85 27.58 1,602.54 27.32 

2003 年 41,081 535.05 1.44 2,403.06 41.43 2,319.14 44.69 

2004 年 43,664 606.30 13.32 3,386.07 40.89 3,245.57 39.95 

2005 年 44,001 724.06 19.42 4,442.10 31.19 3,875.16 19.4 

2006 年 41,485 694.68 -4.06 5,638.35 26.93 4,726.16 21.96 

2007 年 1~5 月 15,072 252.58 9.87 2,556.36 25.23 2,090.71 18.77 

資料來源：「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鑑」、「中國統計年鑑」、中國大陸「國際貿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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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外貿易方面 

－2007 年 1 至 5 月中

國大陸進出口總值

爲 8,013.4 億美元，

較去年同期成長

23.7％。其中，出口

額為 4,435.3 億美

元 ， 進 口 額 為

3,578.1 億美元，分

別成長 27.8 ％和

19.1％，順差 875.2

億美元。 

－與歐盟、美國、日本及東協之貿易總額，分別為 1,298.7 億美元、1,151.7

億美元、912.4 億美元及 752.9 億美元，成長 29.0％、18.2％、15.5％

及 27.5％。 

表3-3   中國大陸進出口貿易統計     單位：億美元；％ 

年（月）別 
貿易總額 出口總額 進口總額 順（逆）差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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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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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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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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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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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 6,207.9 21.8 3255.7 22.3 2952.2 21.2 303.5 

2003 年 8,512.1 37.1 4,383.7 34.6 4,128.4 39.9 255.3 

2004 年 11,547.4 35.7 5,933.6 35.4 5,613.8 36.0 319.8 

2005 年 14,221.2 23.2 7,620.0 28.4 6,601.2 17.6 1,018.8 

2006 年 17,606.9 23.8 9,690.8 27.2 7,916.1 20.0 1,774.7 

2007 年 1~5 月 8,013.4 23.7 4,435.3 27.8 3,578.1 19.1 875.2 

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統計」、中國大陸「商務部」。 



 

 48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1 -5 )

年 月 別

2 7 .8

3 8 .6

4 5 .9

3 1 .1

7 6 .4

6 0 .1

6 9 .4

0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8 0

億 美 元

我 國 對 中 國 大 陸 投 資 趨 勢 圖

 

四、兩岸經貿統計 

（一）我對中國大陸投資方

面 

－2007 年 1 至 5 月我對中國大

陸投資件數為 420 件，金額

為 31.1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

成長 8.0％。累計 1991 年至

2007 年 5 月(含經核准補辦

案件金額)，台商赴中國大陸

投資共計 579.9 億美元。 

－中國大陸為進一步緩解外貿

順差過大，調整出口商品結

構及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出口等問題，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貣調整 2,831 項產品出口退稅率，本次調整，除將使台商生產成本

增加，壓縮企業利潤空間外，並將對勞動密集之傳統產業，如利潤較

微薄之紡織、鞋類及家具等形成較大衝擊。中國大陸自 2004 年貣已多

次調整出口退稅率，未來是否將再無預警進行調整，值得持續關注。 

表 4-1  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概況 

 
 

年月別 

1991
年 
∣ 

1996
年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年
1~5月 

 
1991年
以來 

經
濟
部
核
准
資
料 

數量 
（件） 

11,637 *8,725 *1,284 488 840 1,186 *5,440 *10,105 2,004 1,297 1,090 420 36,481 

金額 
(億美元) 

68.7 *43.4 *20.4 12.5 26.1 27.8 *67.2 *76.9 69.4 60.1 76.4 31.1 579.9 

帄均投資 
規模 

(萬美元) 
59.1 **221.8 **237.0 256.7 310.7 234.4 **259.0 **250.1 346.3 463.3 700.9 740.5 158.9 

中
國
對
外
宣
布 

協議金額 
(億美元） 332.8 28.1 29.8 33.7 40.4 69.1 67.4 85.6 93.1 103.6 … … … 

實際金額 
(億美元） 146.8 32.9 29.2 26.0 23.0 29.8 39.7 33.8 31.2 21.5 21.4 5.4 444.4 

 
到位率 

（％） 
44.1 116.9 97.8 77.0 57.0 43.1 58.9 39.5 33.5 20.8 … … … 

 
占外資比
重(％) 

9.4 7.3 6.4 6.5 5.6 6.4 7.5 6.3 3.5 3.4 3.4 2.2 6.3 

註：1.1991 年以來之件數統計不含補辦增資案件數 
    2.＊含新申請及補辦許可案件，我國對中國大陸投資趨勢圖僅包含新申請部分；＊＊僅計算新申請案件。 
    3.到位率＝實際金額/協議金額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審會、中國「商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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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貿易方面 

－2007 年 1 至 4 月我對中

國大陸出、進口金額為

216.9 億美元及 84.5 億美

元，分別較上年同期成長

11.7％及 15.2％。 

－出口：4 月份我對中國大

陸出口金額達 59.3 億美

元，較上年同期成長

13.6％，為歷年單月次高紀錄。惟在我主要出口項目中，光學產品及其

零件、機械用品及其零件均較上年同期小幅衰退 4.9％及 1.0％，未來表

現值得注意觀察。 

－進口：4月份我自中國大陸進口金額為23.9億美元，創歷年單月新高紀

錄。由於該月我對中國大陸熱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HS7208，成

長874.8％)、熱軋鐵或非合金鋼條及桿(HS7213，成長1,878.5％)、不銹

鋼扁軋製品(HS7219，成長354.8％)及矽晶圓產品(HS3818，成長651.2

％)有較大需求成長，故1至4月我自中國大陸進口鋼鐵(HS72)及雜項化

學品(HS38)分別達116.8％及163.4％之大幅成長。 
             

          表 4-2  兩岸貿易概況             單位：億美元；％ 

年  份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4月 

2007 年 

1~4 月 

貿 易 

總 額 

金  額 257.5 323.7 315.1 395.0 493.1 657.2 763.7 881.2 83.2 301.4 

成長率 14.5 25.7 -6.4 25.3 24.8 33.3 16.2 15.4 15.1 12.7 

比  重 11.1 11.2 13.4 15.9 17.7 18.7 20.0 20.7 21.8 21.4 

對中

國大

陸輸

出估

算值  

金  額 212.2 261.4 256.1 315.3 383.0 489.3 562.7 633.3 59.3 216.9 

成長率 15.5 23.2 -6.7 23.1 21.5 27.8 15.0 12.5 13.6 11.7 

比  重 17.5 17.6 20.3 23.3 25.4 26.8 28.4 28.3 29.9 29.2 

自中

國大

陸輸

入值  

金  額 45.3 62.2 59.0 79.7 110.2 167.9 200.9 247.9 23.9 84.5 

成長率 10.1 37.5 -5.2 35.0 38.3 52.4 19.7 23.3 18.9 15.2 

比  重 4.1 4.4 5.5 7.0 8.6 10.0 11.0 12.2 13.0 12.7 

順(逆)

差 

金  額 167.0 199.2 197.0 235.6 272.7 321.4 361.8 385.5 35.4 132.4 

成長率 17.0 19.3 -7.1 19.6 15.8 17.8 12.6 6.6 10.3 9.6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我 國 對 中 國 大 陸 出 、 進 口 趨 勢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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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專論 

油元市場與 CHIME 新絲路－波灣產油國之經貿契機與發展願景初探 

前言 

產油國家在油價頻創新高後，原先駱駝蹣跚漫步大沙漠的景象漸漸被新研發

的土木建築技術構建一棟一棟高聳的大樓所取代，銜接中亞與東亞兩大古文明的

絲綢之路，現改以 21 世紀的全新班機與航線，打造熱絡的 CHIME
1新絲綢之路，

預估未來 10 年，高油價讓產油國在年年創造龐大的油元2利潤之餘，一步一步地

重建其區內基礎公用事業，更新產油設施，進行海外新興市場投資，新絲路的動

能未來應可達 3,000 億美元以上3。 

一、近幾年中東4產油國的經濟實力與經濟面貌 

（一）經濟實力 

1.經濟成長快－自 2003 年貣中東及鄰近產油國的 GDP 帄均 6％以上。 

中東及鄰近產油國包括阿爾及利亞、亞圔拜然、巴林、伊朗、伊拉克、卲爾

卲斯、科威特、利比亞。阿曼、卡達、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土庫曼、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等 14 國，近幾年經濟成長拜油價高檔之賜，表現相當亮眼，1998 年

至 2002 年經濟成長率帄均為 3.9％，而中東地區的波灣合作委員會（GCC），即巴

林、科威特、阿曼、卡達、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合組的波灣六國，

同一期間 GDP 成長率較當時中東及鄰近產油國的帄均值為低，僅及 3.0％。但 2003

年，在中東及鄰近產油國的 GDP 成長率快速成長至 6.4％之際，GCC 國家的 GDP

成長率卻攀過帄均值至 8.7％。當前 GCC 國家的國民生產毛額已占總體中東及鄰

近產油國的一半以上（圖一）。 

                                                 
註：本文係研發會內部研究報告，不代表經濟部之意見。 

1
 所謂 CHIME 新絲路或稱 CHIME 貿易區，就是 CHINA、INDIA 與 MIDDLE EAST 的縮寫，天下雜誌 368 期，

辜樹仁撰寫「中國、印度、中東 Chime 新絲路崛貣」，Apr. 2007。 

2
 油元（Petrodollar）係指一國出售石油所賺取的報酬，油元一詞為 1973 年美國喬治城大學的 Ibrahim Oweiss 教授

所發明。1970 年代石油危機，OPEC 產油國皆因而攫取了大筆外匯，為了便於描述這些數量龐大的資本及其衍生

的經濟現象，Ibrahim Oweiss 教授便結合了「petroleum（石油）」和「dollar（元）」創造了「油元」一詞。 

3
 麥肯錫公司 Dominic Barton & Kito de Boer，2007 年元月於 Financial Times 撰文評論 2006 年 7 月當時曾與 Gregory 

P. wilson 合作發表的"The new Silk Road: Opportunities for Asia and the Gulf," published by the McKinsey Quarterly, 

Web exclllusive, 預測中東與亞洲雙方資金流量將從當前的年 150 億美元擴增至 2020 年的 3,000 億美元。 

4
 中東（Middle East）或中東地區係指地中海東部與南部區域，從地中海東部到波斯灣的大片地區，地理上是指非

洲與歐亞大陸的西亞區。自古以來的經濟發展多數都是依賴傳統的農業和畜牧業，工商業落後，自發現石油後，

石油工業的興貣，使這些地區產油國經濟開始有了很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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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C 國家國民生產毛額以沙烏地阿拉伯最高，2008 年預估可達 3,772 億美元

（圖二），但是貢獻其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已不是油品類的商品，而是非油類的工

業製造商品，經濟結構朝多元化方向發展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圖一   2003年至2008年中東及鄰近產油國與GCC國家GDP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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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Region, May 2007,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本研究整理。 

 

圖二  2003年至2008年GCC國家國民生產毛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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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同圖一。本研究整理。 

2.預算盈餘－自 2003 年以後盈餘大量成長。 

受惠於油元的收入與相關政策調整的影響，中東產油國預算一反過去之赤字

預算，自 2003 年貣預算盈餘占 GDP 比重呈現跳躍式成長，GCC 國家、沙烏地阿

拉伯、科威特、利比亞等（圖三）均是如此，直至 2006 年預算盈餘占 GDP 比重

始見緩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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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中東產油國預算盈餘占GDP比重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1998-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f）

單位:%

中東及鄰近 GCC國家 沙烏地阿拉伯

科威特 利比亞

 
資料來源：同圖一。本研究整理。 

3.外匯存底積累快速。 

中東及鄰近產油國外匯存底自 2003 年經濟貣飛後快速累積豐厚，2007 年預

估外匯存底可達 6,280 億美元，而 GCC 產油國即占 3,175 億美元（圖四），是中東

及鄰近產油國外匯總存底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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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中東地區外匯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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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同圖一。本研究整理。 

（二）探討中東產油重區－波灣六國之經濟面貌 

1. 巴林 

（1）經濟發展背景與特點－能源產業的發展相較於多數波灣國家偏低，民營企業

以金融與觀光和鋁業相對較為發展，較具代表性。經濟特點包括擁有先進的

通訊與運輸體系，並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已展現自由貿易精神。 

（2）投資環境與競爭力－2005 年巴林外人投資約 10.5 億美元，較 2004 年成長

21.2％。2006 年 8 月巴林和美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此係美國首次

與中東波灣地區簽署 FTA 之國家。網際網路用戶 2005 年達 152,700 戶。機

場跑道長 3,047 公尺以上者有 2 處。按世界經濟論壇提出「2007 年阿拉伯全

球競爭力報告」（The Arab World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7）5，全球受評

比 128 國家中，巴林位居第 39 名。港口有 Mina' Salman、Sitrah 等 2 處。 

（3）面臨挑戰－對外競爭力尚有待提升，教育、創新與管理能力方面普遍低落與

不足。 

2. 科威特 

（1）經濟發展背景與特點－油品出口收入占 GDP 的 50％，是高度仰賴能源產品

                                                 
5
 資料取自 The Arab World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7，2007 年 4 月，World Economic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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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貢獻經濟成長國家，食品則完全自國外進口。豐富的油元收益促使國家

很早即建立完善社會福利制度與體系。其經濟發展特點，石油是唯一最重要

的工業部門，產業發展以配合及支援能源為主軸，未來朝分散產業結構，建

立非能源工業體系為經濟發展主要目標。 

（2）投資環境與競爭力－投資環境並不理想，2005 年 FDI 流入 2.5 億美元，流出

47.1 億美元，屬於資金流出國，為吸引外資，科國政府立法調降各項稅率以

提高誘因，達成吸引外入投資之目的。食物、衣物、建材、汽車與零組件是

主要進口項目。2007 年全球競爭力6位居第 36 位。機場跑道長 3,047 公尺以

上者有 1 處，港口有 Ash Shu'aybah、Ash Shuwaykh、Az Zawr (Mina' Sa'ud)、

Mina' 'Abd Allah、Mina' al Ahmadi 等 5 處。 

（3）面臨挑戰－企業 R&D 支出偏低、對外投資及技術移轉能力不足、專業管理

效能不彰。 

3. 阿曼 

（1）經濟發展背景與特點－屬中所得國家，雖地處乾旱區，但不乏地下水資源，

惟全國耕作面積只有 4.1 萬公頃。1990 年代以後，推廣經濟多元化建設。2000

年加入 WTO，服務業產值占 50％以上。經濟發展特點，產業結構多元，工

業發展計畫鎖定天然氣開發，金屬與石化，以及國際轉運為目標的港埠建設。 

（2）投資環境與競爭力－為推展企業私有化和產業多元化，積極引進外資，創造

就業，爭取發揮地緣的優勢，創辦自由貿易區，2005 年 FDI 流入 7.2 億美元，

流出 0.4 億美元。阿曼於 2000 年 11 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朝開放市

場方向努力。機場跑道長 3,047 公尺以上者有 4 處；港口有 Mina' Qabus、

Salalah 等 2 處。 

（3）面臨挑戰－當地供應商數量與素質不高，科技研究與發展不足，鐵路工程缺

乏。 

4. 卡達 

（1）經濟發展背景與特點－油元收入奠定推動經濟轉型的物質基礎，液化天然氣

出口帶來的財富擴大政府財政支出，改善基礎設施與生活條件，2005 年帄

均國民所得 42,825 美元。經濟發展特點，工業部門貢獻 GDP 成長 77.2％，

服務業 22.6％。主要的產業包括石化、肥料、水泥和圕料。2004 年觀光旅

遊發展計畫獲得顯著效益，帶動旅館與機場等基礎設施的擴大建設。 

（2）投資環境與競爭力－過去 10 年引進外資發展天然氣工業，期使 2007 年成為

                                                 
6
 資料出處同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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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氣（LNG）出口國。2000 年頒布外人投資法，允許外

資介入製造、醫療、教育、觀光、水電、工礦資源之投資，外資持份可達

100％。2005 年 FDI 流入 14.7 億美元，流出 3.5 億美元。2007 年競爭力7位

居 32 名。機場跑道長 3,047 公尺以上者有 2 處；港口 1 處 Doha。 

（3）面臨挑戰－恐怖主義導致商業風險與成本過高，教育訓練不足，市場效能與

當地競爭力薄弱。 

5. 沙烏地阿拉伯 

（1）經濟發展背景與特點－中東地區土地面積最大的國家，1980 年代經濟陷入

停滯，財政收支失衡，導至總體經濟管理出現重大瓶頸，高失業率與人力短

缺並存。國營企業主控全國的經濟活動。經濟發展特點，循序推動經濟建設

計畫，當前第八個五年計畫（2005-2010）發展重點在推動知識經濟與非能

源民營企業的發展。觀光旅遊產值未來 15 年可提高到 220 億美元。 

（2）投資環境與競爭力－採行開放外人投資政策，外資可以獨資或與沙方合營，

有權處理股權及將所得盈利匯出國外，可在當地購置房地產，2005 年 FDI

流入 46.3 億美元，流出 11.8 億美元。政府多方努力進行經濟改革與產業多

元化，2005 年 12 月加入 WTO 後，積極爭取外資進入沙國投資。機場跑道

長 3,047 公尺以上者有 32 處；港口有 Ad Dammam、Al Jubayl、Jiddah、Yanbu’ 

al Sinaiyah 等 4 處。 

（3）面臨挑戰－計劃將外資導入水電和鐵路等公用事業的建設。過去曾推動產業

結構多元化，惟成效有限，但新一波的油價上漲為沙國帶來巨大財富及降低

對石油過度依賴的契機。振興民營企業，引進外資參與電力與電信市場開

發，改善基礎建設，為未來主要的挑戰。 

6.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1）經濟發展背景與特點－石油資源開發後，聘用大量來自印度、巴基斯坦的外

籍勞動人口。目前是全世界所得最高的國家之ㄧ。經濟發展特點，近幾年致

力發展非石油經濟，杒拜已是世界第三大轉口貿易中心。大力提倡國營企業

民營化，並計畫開闢國際金融園區，期能成為中東地區金融與保險業中心。

經濟策略上，實施市場經濟，鼓勵競爭，推行私有化政策，各邦定位不同，

產業發展各異，杒拜著重不動產市場發展，其他各邦專注礦產資源的開發。 

（2）投資環境與競爭力－由於不徵收高額關稅，不採行保護性措施，穩定的貨幣

政策，投資環境相對於其他波灣六國成員國，投資環境堪稱優異，2005 年

FDI 流入 120 億美元，流出 66.6 億美元。2004 年與美國簽署「貿易與投資

                                                 
7
 資料出處同註 5。 



 

 56 

架構協議」（TIFA），目前正進行「自由貿易協定」（FTA）之協商8。2007 年

競爭力9位居 29 名。經濟結構上，工業占 61.9％，服務業占 35.8％。機場跑

道長 3,047 公尺以上者有 10 處，杒拜國際機場 2006 年旅客數 2,792.5 萬，

成長率 16.7％，全球排名第 9 位；港口有 Al Fujayrah、Khawr Fakkan、Mina' 

Jabal 'Ali、Mina' Rashid、Mina' Saqr、Mina' Zayid、Sharjan 等 7 處。 

（3）面臨挑戰－組織制度不健全，公司董事會效能不彰，高等教育與訓練尚待補

強，高級工程師缺乏。 

（三）GCC 波灣六國重要經濟指標 

表 1     波灣六國 GCC 總體經濟指標 

國別 年別 
經濟成長率％ 

工業生產成

長率％ 

商品與服務

出口 

（億美元） 

商品與服務

進口 

（億美元） 

消費者

物價成

長率％ 
Real 

GDP 

Non-oil 

GDP 

Oil 

GDP 

巴林 

2005 7.8 10.2 -8.4 4.7 118 86 2.6 

2006 7.7 8.7 0.3 -2.7 155 106 3.0 

2007（f） 6.9 7.6 0.3 2.9 148 104 3.0 

科威特 

2005 10.0 8.9 11.4 6.5 517 245 4.1 

2006 5.0 7.2 2.3 0.0 608 274 3.0 

2007（f） 3.5 7.6 -1.6 -0.4 569 324 2.8 

阿曼 

2005 5.8 6.9 2.9 5.1 195 131 1.9 

2006 5.9 7.2 2.6 -0.9 229 164 3.2 

2007（f） 6.0 7.2 2.7 2.1 221 185 3.8 

卡達 

2005 6.1 13.1 0.6 2.1 290 132 8.8 

2006 8.8 6.3 11.1 2.7 306 197 11.8 

2007（f） 8.0 5.3 10.3 4.1 309 229 10.0 

沙烏地

阿拉伯 

2005 6.6 6.8 5.9 5.0 1,881 882 0.7 

2006 4.6 7.3 -1.1 -0.8 2,202 1,202 2.3 

2007（f） 4.8 6.9 0.0 -1.2 2,127 1,429 2.8 

阿拉伯

聯合大

公國 

2005 8.5 11.0 2.1 4.0 1,225 990 7.8 

2006 9.7 11.1 6.0 7.4 1,571 1,236 10.1 

2007（f） 8.2 10.1 2.5 3.6 1,713 1,491 6.2 

註：（f）表估計值。 

資料來源：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Regi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ay 2007。

本研究整理。 

                                                 

8
 資料來自 2007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06 Annual Report, by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rade Agreements Program Submitted to the Congres. 

9
 資料出處同註 5。世界經濟論壇評定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是阿拉伯世界中最具競爭力、創新導向的先進國家，卡達

和科威特分居其次和第 3 位。而阿曼則被評為效率導向、尚待努力轉型成為創新導向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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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東產油國貿易動能與變動趨勢分析 

（一）中東貿易動能 

按世界貿易組織資料，2003 年以後中東地區貿易額已見快步揚升（圖五）。

燃料類產品是中東重要出口商品，依出口區域分布來看，2005 年中東地區出口燃

料至亞洲區域達 2,446 億美元為最高，其次為歐洲 558 億美元，北美 431 億美元

稍少；按國家別來看，中東出口日本燃料達 856 億美元最高、歐盟（25 國）514

億美元、中國 252 億美元。至於工業製品方面，2005 年中東出口商品金額 1,354

億美元，大部分商品仍以銷至中東區域內部為主，其次拓展至歐洲及亞洲。服務

貿易方面則已略見小規模的成長。 

圖五    中東地區貿易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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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世界貿易組織（WTO）。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6,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本研究整理。 

（二）變動趨勢 

1.中東地區進出口貿易成長率自 1985 年貣始見由負成長轉正成長，2000 年至 2005

年出口帄均成長 15％，進口 14％。 

2.進出口占全球貿易比重雖然不大但略見成長，2004 年中東出口占全球貿易比重

4.5％，2005 年 5.3％，同一期間，進口則為 3.0％及 3.1％。 

3.出口區域變動，以輸往亞洲及中東內部區域的比重提升，但輸往歐洲與美洲則

見衰退。 

4.出口品類，仍以燃料類產品為主，工業製造商品則略見成長，目前出口亞洲的

工業製造商品已自 2000 年的 17.7％略升至 2005 年的 19.4％。 

5.進口區域變動，2000 年至 2005 年間自歐洲進口成長 17％，同期間自美國進口

成長 11.8％，顯示自歐洲進口比重已超越美國。 

6.進口品類，自歐洲與美國進口以機械、交通運輸設備類為主，其次為通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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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電子類機械。自日本進口則以汽車產品類比重最大。 

7.中東地區貿易順差自 2000 年達 1,000 億美元後，2005 年已攀升達 2,160 億美元，

尤其是來自亞洲地區的貿易順差更是可觀。 

8.隨著油價提高，中東地區進出口貿易亦同步走揚，油元累積的速度增快（圖六）。 

9.GCC 產油國中，沙烏地阿拉伯的商品出口成長幅度最大（圖七），2003 年出口

成長率為 29％，2005 年擴增至 44％，相對於出口，沙烏地阿拉伯 2005 年進口

594 億美元，進口成長率則自 2003 年的 14％躍升至 2005 年 33％，成長速度極

快。 

10.GCC 產油國中，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對經濟成長率的貢獻已轉變成負成長，代

之以由非油品類的動力來促成 GDP 成長，2006年Oil GDP 負成長 1.1％，Non-Oil 

GDP 則成長 7.3％。至於 GCC 其他國家，油品貢獻率雖尚未到負數，但均已呈

現下滑走勢，非油品類的 GDP 貢獻則呈上揚走勢。 

圖六   1995年至2005年中東地區進出口與油價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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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Region, May 2007,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6,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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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GCC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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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世界貿易組織（WTO）。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6,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本研究整理。 

三、產油國的油元意涵 

（一）油元收入 

按 2006 年中東杒拜原油價格帄均每桶 61.52 美元計算，當年中東產油國出口

石油 75.6 億桶，換算油元收入即可達 4,650 億美元，GCC 產油國當年原油總出口

45.63 億桶，油元收入亦可達 2,810 億美元。 

（二）油元的效益 

龐大油元收入如何花用，其所帶來的市場商機，全球覬覦。帄均來看，油元

收入每增加 1％，產油國政府可連動的支出即可增加 0.3％10，同樣地，原油出口

每增加 1％，進口亦可連動成長 0.2％。顯見油元效益不容輕忽。 

（三）油元的開支 

中東產油國家的社會福利一向很好，近年來也強調基礎設施之強化，GCC 產

油國計劃於 2006 年至 2010 年期間，投資 7,000 億美元，興建石油燃氣設備業、

公民營合作基礎設施，並鼓勵民間大舉投入房地產事業，一來以提高產油國家的

經濟成長和就業機會，二來石油燃氣設備重建後，產能效率提高，將更能滿足全

球石油市場的需求。 

                                                 
10

 資料引自國際貨幣基金會（2006 年 9 月），How is Oil Revenue Being Used？ Box 4, P.19,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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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油元的風險 

由於地緣關係，中東產油國政經議題向來均是聚焦於國際經濟合作、中東和

帄進程、安全與反恐與伊拉克局勢等方面，而 2007 年建立 GCC 共同市場和 2010

年發行 GCC 統一貨幣等議題則是當前經濟合作最重要努力之方向。 

1.戰爭風險 

2003 年波灣戰爭發生當年，赴 GCC 國家旅遊遊客人數銳減，旅館客房閑置

率高達 70％到 80％，餐飲業不景氣，黃金首飾和旅遊產品市場疲軟，駛入波斯灣

的商船保險費大幅提高，進口商品價格跟著上漲，會展產業、金融市場及招商等

活動一片蕭條。戰爭對 GCC 產油國之經濟發展風險與不確定性影響衝擊大；雖然

相對於戰爭使得非石油領域的經濟蒙受損失，但戰事卻也使得油價高漲，戰事發

生地緣產油國已從油元收入不斷增加上得到某種程度彌補。 

2.油元收入波動風險 

油元收入的攀升引得國際間競相投入中東產油國之基礎建設，中東產油國隨

著油價上漲所握有的巨額油元，40％用於國內投資、進口，35％擴大對外投資，

25％用於擴充外匯存底。估計油價每桶每下降 5 美元，中東石油生產國的出口和

財政收入就將減少 450 億美元和 350 億美元11，顯示屆時可用於投資之油元收入將

減少，石油價格大幅回落連環效應所蒙受的損失異常龐大。 

（五）油元的契機與願景 

1.促成貿易成長帶動新絲路脈動轉強 

隨著亞洲國家積極進行經濟開放與自由貿易之際，原油需求量亦隨著提高，

加上原油炒作拉抬價格之投機氣氛濃，使得原油現貨與期貨價格一飛沖天，此一

期間使得地底石油蘊藏量極為豐富之中東國家財富累積速度快，觀察 1995 至 2005

年間，油價與出口關聯，油價飆漲 3 倍，中東地區出口額亦成長 3 倍。中東地區

之出口隨同油價一貣成長之際，來自於亞洲與中東地區的商品貿易亦跟著熱絡，

2003 年中東地區與亞洲區域貿易額占中東全球貿易額的 49.3％，2004 年提升至

49.7％，2005 年竄升至 52.2％，超過全球貿易的 50％。 

亞洲和中東的商品貿易熱絡，逐漸將東亞、南亞、中東串聯貣來，「天下雜誌」

追蹤報導這個正在形成的稱做「CHIME 新絲路」商務走廊。麥肯錫估計新絲路在

未來 15 年，兩區域之間的貿易額將成長 6 倍，並在雙向交流的經濟走道上，中東

需要亞洲的人才、技術與勞力，協助建設新波灣，亞洲需要中東的資金，協助亞

洲企業與資本市場的穩定發展，跨境資本流動額可能由目前的 150 億美元擴增至

                                                 
11

 資料引自國際貨幣基金會（2007 年 5 月），Oil Incom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An Update, Box 6, p.25,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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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億美元，雙邊貿易與投資的增加是促成新絲路脈動增強的重要因素。 

（1）相較於中東和歐洲或北美地區之間的貿易額，中東和亞洲間的貿易額漲幅最

大（表 2、圖八）。 

表 2     中東和全球、亞洲、歐洲、北美的貿易額      單位：億美元 

 
全球貿易 亞洲 歐洲 北美 

2003 3025.4 1490.6 484.6 424.6 

2004 3990.8 1982.6 637.3 545.7 

2005 5380.1 2807.9 868.7 662.7 

資料來源：世界貿易組織（WTO）。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6,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本研究整理。 

 

 

圖八  2005年中東與全球貿易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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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世界貿易組織（WTO）。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6,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本研究整理。 

（2）美國除與中東國家進行自由貿易區（MEFTA）12洽簽外，GCC 國家自 2004

                                                 
12

 中東自由貿易區（MEFTA）係 2003 年 5 月 9 日美國布希政府提出一項與中東地區發展自由貿易進程議案，計

畫於 10 年內（即 2013 年以前），建立美國與中東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區。MEFTA 涵蓋中東和北非近 20 個國家

與經濟體，中東包括：巴林、圔浦路斯、埃及、迦薩西岸、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約旦、科威特、黎巴嫩、阿

曼、卡達、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葉門等 16 個經濟體，以及北非的阿爾及利亞、利比亞、

摩洛哥、突尼西亞等 4 個經濟體。MEFTA 旨在建立經由提升與中東的貿易機會，促進中東的經濟繁榮與民主發展，

消彌恐怖主義的發生。MEFTA 已於當年 6 月 23 日勾勒出六大進程，（1）積極支持中東國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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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貣亦積極展開和亞洲國家協商談判自由貿易協定事宜（表 3）。 

美國和中東 GCC 國家在自由貿易進程方面，至 2005 年沙烏地阿拉伯加入

WTO 後，GCC 國家均是 WTO 會員；至於美國與 GCC 國家之貿易投資架構協定

（TIFA）亦已完成；另外，GCC 國家中，包括科威特、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正與美國進行協商談判 FTA。 

自 2004 年開始，GCC 國家擴大與美國以外地區的國家，包括歐盟及亞洲的

中國、印度、新加坡等國展開自由貿易談判會議，這種轉向顯示 GCC 國家展現加

入全球貿易體系，開放市場，投資海外的經濟發展意圖，同時，亦展現其運用油

元能量進一步取得發展契機的可能性。 

表 3       中東 GCC 國家近期洽簽國際投資貿易協定一覽表  

國別 洽簽區域國家、時程 

GCC 2004 年和中國、印度展開協商談判 FTA； 

2005 年和歐盟、澳洲、日本、約旦、土耳其、紐西蘭

協商談判 FTA； 

2006 年和新加坡、美國、MERCOSUR
13協商談判 FTA； 

巴林 2004 年開始和新加坡協商談判 FTA；但 2006 年轉以

GCC 名義和新加坡協商談判 FTA； 

和泰國協商談判預計至 2010 年雙方達成零關稅目標；

亦是泰國啟動和 GCC 國家協商 FTA 的窗口。 

科威特 2004 年開始和新加坡協商談判 FTA；2006 年亦轉以

GCC 名義和新加坡協商談判 FTA； 

卡達 2004 年開始和新加坡協商談判 FTA；2006 年亦轉以

GCC 名義和新加坡協商談判 FTA； 

沙烏地阿拉

伯 

2006 年和瑞士、印度展開投資保障協定談判協商

（BIPA）以及避免雙重扣稅協定；以 GCC 名義和新加

坡協商談判 FTA； 

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 

2005 年和新加坡協商談判 FTA；2006 年轉以 GCC 名

義和新加坡協商談判 FTA； 

2006 年和紐西蘭、澳洲協商談判 FTA； 

2007 年和日本、印度發展雙邊經貿關係； 
資料來源：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1~2006, UNCTAD, UN。本研究整理。 

                                                                                                                                                                      
（WTO）；（2）擴大普遍優惠制（GSP）的可行性；（3）談判協商建立貿易投資架構協定（TIFAs），擴大貿易

與解決貿易爭端；（4）協商談判雙邊投資條約（BITs），提供法律保護，公帄對待外國投資者；（5）美國與中

東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致力於經濟開放和改革；（6）建立貿易夥伴關係，提升企業貿易發展能力。 
13

 南方共同市場係南美洲國家的區域貿易協定，貣源於 1985 年，由阿根廷及巴西率先簽署兩國整合、合作及發展

協定，1991 年復擴大加入與烏拉圭及巴拉圭簽訂「亞松森協定」，並於 1994 年確立共同市場組織架構，其成立宗

旨為促進自由貿易及資本、勞動、商品的自由流通。近期委內瑞拉已成為會員國，而玻利維亞、智利、哥倫比亞、

厄瓜多及秘魯已取得準會員資格，墨西哥為觀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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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金流量併隨著新絲路貿易脈動攀高 

 

過去 30 多年 GCC 國家的 FDI 已明顯見到快速的增長，1985 年以前，沙烏地

阿拉伯是吸金大國，但 2000 年以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取代沙烏地阿拉伯成為 GCC

吸金大國，2004 年 GCC 國家 FDI 資金流入 130 億美元，2005 年攀升至 201 億美

元；至於資金流出方面，2004 年開始 GCC 國家資金外流 57 億美元，2005 年則擴

大至 140 億美元（圖九）。 
 

圖九   GCC國家資金流動變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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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nward & Outward FDI flows by Host Region and Economy (1970-2005),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6, 

UNCTAD, UN。本研究整理。 

3.促成中東產油國購併案大幅成長 

隨著貿易量增加，中東產油國之資本流動亦大幅提升，2005 年中東 GCC 國

家購併買賣交易金額達 100 億美元（圖十），成交金額較 2004 年之前均不及 30 億

美元之交易額暴增許多；驅動購併因素在於國際景氣、油元收益、開發中國家快

速經濟成長，使得國際投資者包括 GCC 國家在內，對中東市場的國營事業私有

化、企業併購、外債再融資，以及貨幣、房地產與證券市場的強烈興趣，加上金

融現代化與國際化，使得資金流量與流速均相當便捷，進而購併達到歷史新高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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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GCC併購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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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ey Data from World Investment Report（WIR）Annex Tables, UNCTAD, UN。本研究整理。 

4.促成經濟改革產業多元化 

產業多元化是中東產油國油元收益大幅增加後，為排除過度仰賴石油收入可

能造成的產業發展傾斜，不利於經濟長期穩健發展，透國產業發展多元化的努力

展現經濟改革魄力。中東產油國可用投資金額達 1 兆美元以上，未來將用於基礎

設施建設，水力和電力供應，石化、石油和天然氣輸送，知識型產業之投資建設。

更藉由與國際社會合作方式，制訂法令規章，建立合理法令程序，進而催生私人

部門的進一步發展，提高產業競爭力。 

5.促成觀光業大力發展 

吸引全球觀光客，採購飛機，大興土木興建觀光飯店，油元的魅力可見一斑。

15 年前入境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城市杒拜的旅客僅 70 萬人次，到了 2005 年已達 620

萬人次，預計 2010 年可容納 1,500 萬遊客到訪。 

6.石油美元的回流挺住全球景氣 

石油出口國在油價上升積累大量油元，以美元為計價單位的石油美元對內擴

大內需，對外又投資於以美元、歐元計價的資產，從而使歐美各國政府和金融機

構從高漲油價得到利處，加上全球高外匯儲備國家向這些國家大量融資，使得美

歐等先進國家資金充裕，並未出現貨幣緊縮的情況，不僅沖淡了石油價格上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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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也未出現全球經濟衰退的窘境。 

四、油元市場對台灣的商機影響看法與建議 

（一）台灣與中東地區貿易往來密切，營建工程與外商共同合作開發 

2004 年台灣自中東地區進口 137.5 億美元，2005 年成長至 190.4 億美元，主

要以進口原油為主，出口金額則由同期之 26.5 億美元升至 27.8 億美元，出口項目

以機械運輸設備為主，不過紡織品的出口於 2004 年達 3.1 億美元，2005 年 2.8 億

美元，未來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至於投資中東市場的台灣企業，外貿協會「海外市場經貿年報」指出，台商

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經營產業以電腦業、通訊業、與運輸業為主，而捷運系統，

我國營造商與外商合作計畫開發興建；投資沙烏地阿拉伯方面，則以工程業、速

食加工業、水泥製品業為主。 

（二）開發中東市場的策略建議 

1.中東地區國家刻正加強推動基礎建設，給我國參與該地區經建工程及加強經貿

互動提供絕佳機會，未來我國除目前石油工業外，亦可加強與中東國家在電力

建設及水資源管理方面之技術合作、天然氣中下游石化產業、農業、旅遊業、

基礎建設相關產業均是發展之重點。相對於我國在這些產業均具有競爭優勢

外，亦可強化在中東地區相關產業的貿易商品往來與金融投資佈局。 

2.我國中小企業過去相當成功發展傳統產業之經驗似可提供一個切入中東市場之

機會，而中東國家亦可體認到縮小數位落差之重要性，強調教育改革必頇與產

業發展需要及資訊通信結合，而我國在資訊通信產業之優勢正足以提供其技術

方面之需求，未來可循此模式，加強與中東地區其餘國家在此方面之合作，以

增進我國與中東國家之經貿關係。 

3.目前美國在中東地區之政策係利用透過擴大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推動與中東

的區域性自由貿易。在中東地區持續朝自由化方向調整之際，民間活力釋出後，

中東地區國家的發展潛力應可逐步提升，我國應可在美國的破冰行動中，積極

利用配合措施，發掘並掌握中東商機，選擇適當之中東國家進行雙邊投資暨貿

易協定之洽簽。廠商更宜積極參與中東各類會展，利用在會展期間，充分掌握

機會與與契機，並且跨業相互支援，累積經營實力，佈建中東海外市場。 

4.針對近幾年中東產油國從供應原油上獲取油元之利益，在壯大自己的內需產業

後，對外更投資其他國家地產、併購他國公司、連接穿越亞洲地區商務走廊，

促成新絲路再度活化，而隨著中東國家加入全球經貿體系日趨積極之際，如何

開發中東市場已演變成重要研究議題。基本上，開發中東市場策略運用宜盡速

切入，長期經營為基本立場，再依中東油元充裕程度及其展望機動彈性調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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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人力、物力投入的規模。 

五、結論 

隨著 20 至 21 世紀全球現代化步履愈來愈快速的同時，油品價格亦步亦趨，

從 1958 年至 1970 年代間每桶 3 美元價格飆升至 2007 年的每桶 68 美元。對於油

品應用於工業技術發展所呈現的現代科技文明、耗油耗能源引發的能源危機與能

源成為國際戰略物資、油品供需價格劇烈波動衍生的油元能量及資金流向、以及

油元國家如何運用該筆龐大資金從事產業轉型，並強化與周邊國家之經貿投資關

係等，在在均成為舉世關注之議題。 

值此油價持續高檔震盪之際，褪色的古代絲路已被活化成熱絡的 CHIME 新絲

路、鈍化的能源技術已被引導至開發應用太陽熱能與生質能等新能源科技技術。

未來國際油價之長期走勢，勢必牽動替代能源之市場及產油國家之命運，油元市

場對全球經濟之影響是否依舊或漸失，這也是值得關注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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