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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當前經濟情勢概要 

一、國際經濟 

美伊戰事結束，油價下跌，美國股市上揚，美國消費者信心亦大幅上揚，由於

不確定性因素的去除，加上物價下跌使得實質可支出所得增加，經濟成長有可能於

今年下半年轉強，並於明年經濟復甦腳步將加快。因此美國及歐元區決定暫不降息

，惟美、歐經濟表現短期間仍未有起色，未來仍有進一步降息的可能。 

亞洲地區尤其是中國大陸、香港及我國因尚未有效控制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疫情，疫情所波及的航空旅遊相關事業，已使今年的經濟成長將不如預期

，雖然製造業、科技業與出口歐美市場的產業至今並未受到顯著影響，但因商業活

動的受阻，恐將影響接單，或因疫情蔓延使得生產受到影響，上述國家的經濟成長

將有可能再進一步受到衝擊，並對全球經濟復甦有一定負面影響。 

 

二、國內經濟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最新預測資料，受到美伊戰爭影響，92 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

向下調整為 3.21％，較 2 月預測下修 0.17 個百分點。在政府積極推動公共服務擴大

就業方案與擴大公共建設方案的前提下，我國經濟原可望逐漸步入復甦的坦途，惟

自 3 月以降，我國出現 SARS 疫情，且近來有擴大的趨勢，嚴重衝擊我商業與消費

活動，預計 92 年民間消費僅出現 0.8％的微幅成長，倘 92 年度追加預算案（含公

共服務擴大就業方案與擴大公共建設方案）與 SARS 防治與紓困特別預算案順利獲

得立法院審議通過，並於下半年起逐漸發揮提振景氣之功效，且屆時 SARS 疫情獲

得有效控制，國內經濟將可呈現回穩走勢，預測全年經濟成長率 2.89％，較 2 月預

測下修 0.79 個百分點。 

就目前情勢看來，92 年我國經濟表現將視 SARS 疫情延續時間而定，根據其他

國內外研究機構預測，若 SARS 疫情可於第二季前獲得控制，今年我經濟成長率約

在 3％上下，若持續到年底，則將介於 1.6％至 2.7％之間。 

 

三、大陸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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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經濟在持續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及擴大內需方針的帶

動下，2003 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高達 9.9%，惟年初之美伊戰事與國際經濟景氣復

甦乏力及目前 SARS 疫情尚未能有效控制的影響，今年全年經濟成長將受較大的衝

擊。據大陸國家信息中心表示，如疫情在 3 個月內可以解決，可能使第二季經濟成

長損失 1%，但如疫情持續半年，將使全年經濟成長減少 0.6%，根據亞洲開發銀行

最新預測 2003 年大陸經濟成長率為 7.3%。 

目前 SARS 疫情蔓延對大陸經濟影響雖僅止於短期需求面的消費領域，惟衝擊

面將於第二季顯現，而長期若擴大至生產、投資、貿易等領域，將會造成更大的負

面影響，未來經濟發展端視大陸當局能否有效控制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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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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CD   

2002 2003 2002 2003 2002 2003 

全    球 2.8  3.8  3.0  3.2  － － 

美    國 2.4  3.1  2.4  2.2  2.4  2.5  

歐 元 區 0.8  1.4  0.8  1.1  0.9  1.0  

日    本 -0.2  1.3  0.3  0.8  0.3  1.0  

亞太地區  2.3  3.2  6.5  6.3  －  －  

中華民國 3.3  3.8  3.5  3.2  －  －  

南    韓 5.9  5.6  6.1  5.0  6.3 5.2  

新 加 坡 2.1  4.0  2.2  3.0  －  －  

資料來源：Global Insight；IMF,April；OECD,April。 
 
 

表 2    世界貿易成長量預測        單位：% 

 2002 2003 

Global Insight 1.8  4.8  

IMF 2.9  4.3 

OECD 3.6  5.9  

資料來源：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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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內主要經濟指標 
     90年   91 年   

     全年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經濟成長率(%) -2.18(r) 
第三季 

4.77 - - 
第四季（r） 

4.22 - 

民間投資成長率

(%) 
-29.17(r) 

第三季 

16.83 - - 
第四季（r） 

16.49 - 

經

濟

成

長民間消費成長率

(%) 
1.04(r)  

第三季 

2.29 - - 
第四季（r） 

1.38 - 

工業生產指數年

增率(%) 
-7.32 11.45 5.85 12.51 7.44 7.47 

製造業生產指數

年增率(%) 
-7.98 13.38 7.15 13.87 8.64 8.69 

商業營業額   

金額(億元) 
80,772 7,195 7,085 7,265 7,433 7,380 

產

業

年增率(%) -6.62 7.03 3.32 13.23 9.67 7.63 

出口      

金額（億美元） 
1,229.0 111.5 109.1 112.8 115.0 119.2 

年增率(%) -17.1 14.9 15.5 27.4 0.6 17.1 

進口      

金額（億美元） 
1,072.4 106.3 91.4 105.9 101.9 93.4 

年增率(%) -23.4 15.8 18.8 36.3 5.0 17.5 

外銷接單    

金額（億美元） 
1,357.1 126.3 130.0 127.9 134.6 134.2 

對

外

貿

易

年增率(%) -11.54 16.88 13.90 22.0 12.31 13.83 

消費者物價年增

率(%) 
-0.01 0.41 -0.28 -0.77 -1.70 -0.57 

物

價躉售物價年增率

(%) 
- 1.33 -1.90 -0.77 0.49 2.16 3.10 

貨幣供給額M2

年增率(%) 
5.79 3.29

 
2.85 2.77 2.5 2.86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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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人數(萬人)  938.3 946.8 947.4 944.3 945.1 948.0 

失業人數(萬人) 45.0 52.3 53.6 53.1 53.0 52.2 

就

業

 失業率(%) 4.57 5.23 5.35 5.32 5.31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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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內主要經濟指標（2） 

   91年 91年   92  年  

  
 12月 全年 1月 2月 3月 4月 1-當月 

累計 

92年全年 

預估 

經濟成長率(%) - 3.54(r) 
  第一季（p）

3.21 
  

2.89(f) 

民間投資成長率

(%) 
- 1.56(r) 

  第一季（p）

1.30 
  

5.00 (f) 

經

濟

成

長民間消費成長率

(%) 
- 1.91(r) 

  第一季（p）

1.14 
  

0.75(f) 

工業生產指數年

增率(%) 10.48 6.95 8.50 10.10 1.59  6.14  

製造業生產指數

年增率(%) 10.97 8.05 8.70 11.23 1.63  6.56  

商業營業額   

金額(億元) 
7,581 85,136 7,444 6,537   13,981  

產

業

年增率(%) 7.51 5.40 8.84 3.69   6.37  

出口      

金額（億美元） 
116.5 1,306.4 100.7 98.2 126.2 114.7 439,.7 - 

年增率(%) 13.5 6.3 4.0 22.2 10.2 5.6 9.8 7.01(f) 

進口      

金額（億美元） 
99.5 1,125.9 95.0 84.1 109.1 104.3 392.4 - 

年增率(%) 16.9 4.0 29.1 28.9 7.4 7.1 16.2 10.71(f) 

外銷接單    

金額（億美元） 
130.4 1,509.5 130.2 111.7 134.9  376.7  

對

外

貿

易

年增率(%) 14.04 11.23 14.99 9.91 6.10  10.17  

消費者物價年增

率(%) 
0.76 -0.20 1.10 -1.52 -0.18 -0.14 -0.19 -0.06f) 

物

價躉售物價年增率

(%) 
4.65 0.05 4.33 5.37 4.86 2.64 4.30 1.91(f) 

貨幣供給額M2

年增率(%) 2.79 3.55 2.90
 

2.54
 2.20

 - 

2.55
 

 金

融
基本利率(%) 7.10 7.26 6.98 6.33 6.33 - 6.55  

就業人數(萬人)  950.6 945.4 952.4 950.0 951.4 - 951.3  

失業人數(萬人) 50.5 51.5 50.4 51.8 50.9 - 51.0  

就

業

 失業率(%) 5.04 5.17 5.03 5.17 5.08 -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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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月 

2003年 
預測值 

金額 
(億人民幣) 82,054 89,404 95,800 102,398 23,562 109,800 國內生 

產總值 
（GDP） 成長率 

（%） 7.1 8.0 7.3 8.0 9.9 7.0 

金額 
(億人民幣) 29,876 32,619 36,898 43,202 6,155 48,340 

固定資 
產投資 成長率 

（%） 5.2 9.3 12.1 16.1 27.8 12,0 

金額 
(億人民幣) 31,135 34,153 37,568 36,506 11,109 44,800 

商品零 
售總額 成長率 

（%） 6.8 9.7 10.0 8.8 9.2 9.5 

金額 
（億美元） 

1,949 2,492 2,661 3255.7 863.16 3,425 
出口 

成長率 
（%） 6.1 27.8 6.8 22.3 33.5 7.0 

金額 
（億美元） 1,658 2,251 2,436 2952.2 873.44 3,130 

對
外 
貿
易 

進口 
成長率 
（%） 18.2 35.8 8.2 21.2 52.4 7.9 

金額 
（億美元） 

412 642 692 827.68 229.82 - 
協議 

成長率 
（%） -21.3 51.3 10.9 19.6 59.59 - 

金額 
（億美元） 404 407 468 527.43 130.86 580 

外
商
直
接
投
資 實際 

成長率 
（%） 

-11.4 0.9 14.9 12.51 56.72 11.5 

居民消費
價格指數 

年增率 
（%） 

-1.4 0.4 0.8 -0.8 +0.5 - 

貨幣
供給 

成長率 
（%） 17.7 16.0 12.7 16.8 18.5 - 

匯率 美元兌 
人民幣 1:8.279 1:8.278 1:8.2766 1:8.2768 1:8.2766 - 金

融 
外匯
準備 

金額 
（億美元） 

1,547 1,656 2,122 2,864 3,160 - 

資料來源：中共「中國統計年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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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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兩岸經貿統計 

2002 年 2003年  

2000年 2001年 
8 月 9 月 10月 11月 12月 1-12月 1 月 2月 3月 1-3 月 

總額 
(件) 

840 1,186 124 
#(450) 

118 
#(474) 

140 
#(470) 

166 
#(733) 

189 
#(1647) 

1,490 
#(3950) 

223 
#(810) 

132 
#(554) 

168 
#(599) 

523 
#(1963) 項 

目 
成長率 

(％) 
72.1 41.2 27.8 32.6 60.9 59.6 50.0 25.6 102.7 123.7 50.0 86.1 

總額 
(億美元) 

26.1 27.8 4.3 
＃(3.73) 

3.1 
#(3.3) 

3.5 
#(3.5) 

3.7 
#(5.6) 

4.5 
#(9.8) 

38.6 
＃(28.6) 

4.6 
＃(11.5) 

2.6 
＃(6.9) 

3.9 
＃(10.0) 

11.1 
＃(28.4) 

成長率 
(％) 

108.1 6.8 222.4 -14.2 69.8 97.1 70.2 38.6 120.8 271.5 35.3 95.9 

 

我 
對 
大 
陸 
投 
資 

金 
額 

比重 
(％) 

34.0 38.8 72.6 45.8 51.2 44.5 68.3 53.4 52.1 52.2 61.1 55.0 

總額 
(億美元) 

261.4 240.6 25.8 27.2 27.2 28.1 27.7 294.5 24.3 22.6  *46.9 

成長率 
(％) 

23.2 -8.0 27.3 42.1 16.5 29.4 26.1 22.4 17.9 55.7  *33.5 

我
對
大
陸
地
區
輸
出 

比重 
(％) 

17.6 19.6 23.7 24.1 23.7 23.6 23.8 22.5 24.2 23.0  *23.6 

總額 
(億美元) 

62.2 59.0 6.6 7.4 7.3 7.5 8.3 79.5 7.9 5.6  *13.5 

成長率 
(％) 

37.5 -5.2 39.0 73.4 21.3 52.1 51.8 34.7 64.9 45.2  *56.1 

我
自
大
陸
地
區
進
口 

比重 
(％) 

4.4 5.5 7.3 7.0 7.2 8.0 8.3 7.1 8.3 6.7  *7.6 

總額 
(億美元) 

199.4 181.6 19.2 19.8 19.8 20.6 19.4 215.0 16.5 16.9  *33.4 

 

兩 
 

岸 
 

貿 
 

易 

順 
(逆) 
差 成長率 

(％) 
19.3 -8.8 23.7 33.1 14.8 22.7 17.6 18.4 3.8 59.5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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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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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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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濟情勢分析 

一、國際經濟 

（一）美國經濟 

1. 第一季經濟成長初估值為 1.6%，增幅不如預期，經濟復甦的腳步仍相當薄弱。隨

著美伊戰事結束，不確定性因素除去，四月份美國消費者信心如預期呈大幅上揚

，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由 77.6 上升至 86，紐約經濟諮商理事會（Conference 

Board）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則由 61.4 上升至 81，惟密西根消費者信心指數上揚的幅

度僅為 1991 年波斯灣戰爭結束後上升的一半，顯示消費者認為經濟將有改善，但

因四月失業率仍升高至今年以來最高達 6%，消費者對就業仍有疑慮，亦使得上揚

幅度縮水。 

2. 四月份美國供應管理協會製造部門指數，由三月份的46.2下降至45.2，就業指數

也由三月的42.1點降至41.4。新訂單指數則由46.2降至45.2點。顯示美國製造業

景氣持續萎縮，惟由於美伊戰爭結束、油價下跌、股價上漲、消費者信心逐漸恢

復等因素，經濟復甦力道有可能漸強，美國聯準會頃於五月初仍決定不降息，惟

一般預測，由於存在發生通貨緊縮的機會，聯準會將有可能於六月下旬調降利率。 
 
表 1-1  美國重要經濟指標             單位：億美元；% 

出 口 進 口 年 
(月) 

實質

GDP＊ 
(%) 

工業 
生產 
(%) 

金 額 
(億美元) 

成長率 
(%) 

金 額 
(億美元) 

成長率 
(%) 

出(入)超 
(億美元) 

消費 
物價 
(%) 

失業率 
(%) 

2002 年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2003 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2.4 
 

4 (III) 
 

1.4(IV) 
 
 
 
 

1.6 

 
0.5 
0.6 
1.2 
1.0 
1.8 
1.8 

 
1.7 
1.4 
0.5 

 
590.1 
581.9 
581.7 
572.8 
578.4 

  555.8 
 

567.9 
574.1 

 
0.7 
-1.3 
4.4 
1.6 
3.3 
1.1 

 
3.4 
5.2 

 
981.1 

1005.8 
995.3 
968.9 

1021.1 
1039.4 

 
1017.5 
1016.3 

 
4.1 
7.7 
8.9 
6 

13.3 
20.1 

 
15 

11.7 

 
-391 
-424 

-413.6 
-396.1 
-442.7 
-483.7 

 
-449.6 
-442.3 

 
1.6 
1.7 
1.6 
2.0 
2.2 
2.4 

 
2.6 
3.0 
3.0 

 
5.9 
5.8 
5.7 
5.8 
5.9 
6.0 

 
5.7 
5.8 
5.8 
6.0 

註：＊本季與上季比較再轉為年成長率 
資料來源：國際經濟情勢週報、美國商務部 

（二）歐元區 

1. 歐元區四月份經濟表現持續不佳，製造業及服務業延續三月份呈現萎縮情況。依

據 NTC研究公司所作的四月份購買經理人指數 PMI報告顯示，Reuter歐元區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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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創近七個月新低，訂單、生產、就業與購買庫存的支出均衰退；服務業指數

仍為十七個月來新低。 

2.儘管經濟表現不佳，加上歐元自年初至五月初為止，已升至 1.1358 歐元對 1美元

，升值幅度超過 8%，不利歐元區的出口。而歐元區第一大經濟體德國由於經濟成

長緩慢，第一季ＧＤＰ呈現下跌，四月份訂單下降及失業增加，亦盼歐洲中央銀

行，採取更寬鬆的貨幣政策，惟歐洲央行認為目前利率水準足以營造經濟復甦，

加上近來油價下滑將有助歐元區於下半年加速成長，頃於五月八日決定不降息。

惟短期間歐元區經濟復甦力道仍將薄弱，再度降息的可能性相當高。 
 

表 1-2   歐元區重要經濟指標       單位：億歐元；% 

出 口 進 口 年 
(月) 

實質

GDP 
(%) 

工業 
生產 
(%) 

金 額 
(億歐元) 

成長率 
(%) 

金 額 
(億歐元) 

成長率* 
(%) 

出(入)
超 (億
歐元) 

消費者物

價 
(%) 

失業率 
(%) 

2002 年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2003 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 

0.9(III) 
 
 

1.3(IV) 
 
 
 

1.8(P) 

 
1.8 
-1 
7.4 
0.5 
1 

2.5 
 

1.2 
0.3 

 
946 
812 
895 
985 
928 
844 

 
821* 
846* 

 
-2.5 
-1.6 
-1.4 
-0.1 
-1.2 

- 
 

2.5 
-2.4 

 
811 
713 
804 
889 
832 
771 

 
830* 
794* 

 
-5.3 
-3.7 
-1.6 
1.3 
0 
- 
 

1.3 
0.1 

 
135 
99 
91 
96 
96 
74 
 

-9 
52 

  
2.0 
2.1 
2.1 
2.3 
2.3 
2.3 

 
2.1 
2.4 
2.4 
2.1 

 
8.3 
8.3 
8.4 
8.4 
8.5 
8.5 

 
8.6 
8.6 
8.7 

註：與去年同期比較 
資料來源：歐洲統計局,ECB‧ Monthly Bulletin‧May 2003 

  *2003 年進出口數字未受季節調整 

 

 

（三）亞太地區 

1.SARS 疫情衝擊亞太地區服務業發達之經濟體 

近期 SARS 疫情對亞洲產業影響的效應已愈趨兩極化，就目前情勢觀察，SARS

實質負面衝擊主要集中在內部需求面上，如航空、旅遊、餐飲等產業；正面效應則

以策略性解決疫情的病毒研究、生化科技業、與暢通產業供銷的電子商務；而仰賴

全球經濟復甦發展的製造業、科技業與出口歐美市場的產業，影響尚屬有限。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於 5 月 9 日發布的報告指出，包括 SARS 疫情的嚴重程度、

持續時間以及服務業在各個經濟體中所占的比重，預測至今年 9 月，SARS 疫情若

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東亞地區將會遭受近 280 億美元的經濟損失，經濟成長率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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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估 5.6%調降至 4.7%。台灣、香港、新加坡同屬高度服務業發達國家，服務業分

別占各經濟體 GDP 的 65%、89%、69%，於此，經濟成長率將調降至 1.8%、負 1.4%

、0.7%水準。 

2.亞太國家財經表現 

（1）日本 3 月份工業生產較去年同月成長 3.7%，不過成長幅度已較 1、2 月為低，經

濟產業省預測 4 月份工業生產將持續下跌。3 月份出口 4 兆億日圓，較上年同期

增加 0.7%，連續 12 個月成長，進口 3 兆，增加 9.2﹪，連續 7 個月增加。出口前

三大項產品，依序為運輸用機器占 24.6%，電氣機器占 22.4%，一般機械占 21.4%

，該三大類合計約占出口總額 68.4%。進口前三大宗產品，依序為機械機器占 30.2%

，礦物性燃料占 24.0%，食品占 10.6%，三項合計占進口總額的 64.8%。近期 SARS

疫情肆虐，受此不利影響日本出口負面因素影響，日經股價指數曾一度創下 1982

年 11 月 9 日以來新低紀錄 7,607 點，當前日本景氣仍顯疲弱。 

（2）據韓國產業資源部統計，累計今年前 4 個月出口金額達 590 億美元，較去年同

期增加 20.8%，進口金額達 590 億，較去年同期增加 27.5%。依業種別分析，無

線通信器材及汽車出口增加 44.9%及 39.8%，增幅最大；半導體、電腦及纖維等

三項產品之出口則反呈現 0.8%、1.5%及 7.2%之負成長。另為配合建設韓國成為

國際物流中心施政目標，提高韓國在物流競爭方面優勢，將全面修訂自由貿易區

法等與國際物流相關各項法規，初步決定將現行「關稅自由地區法」修改為「國

際物流促進地區法」，並將直接稅減免基準自現行 3000 萬美元調降為 500 萬美

元，減免對象範圍自「限外國企業」放寬為「國內外企業均適用」。 

（3）新加坡與美國共同簽署美星電子商務聯合聲明，旨在維護電子商務市場的自由

發展，且排除妨礙電子商務發展的所有障礙，兩國政府同時承諾將保持電子商務

市場自由開放，避免實行不必要的條規和限制，讓私人企業界領導電子商務市場

的發展及確立電子商務的實踐模式，未來將透過視訊會議、座談會、雙邊會談等

管道進行討論，以加強雙邊的電子商務合作。此外，另與美國簽署美星雙邊自由

貿易協定，未來新加坡出口美國市場的 92%貨品免稅，預估每年可節省 1.7 億美

元關稅。這個協定從高科技領域有關的保護知識產權和電子商業等產品、服務領

域都包含在內，美國給予新加坡產品免關稅優惠，新加坡則開放金融與專業服務

業和保護知識產權予美國。 

（4）香港政府成立「振興經濟專責小組」，將制定與推行 SARS 疫情受控制後全面

推廣香港計畫，期使經濟儘早復甦。專責小組將由有關政策局等組成，並由投資

推廣署協助統籌。其中經濟發展及勞工局負責統籌旅遊、零售和消費行業建議；

工商及科技局負責協調各工商貿易行業及會議展覽業活動；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則

加強與金融服務界聯繫；民政事務局負責地區工作及大型文化和體育活動；新聞

處負責國際、大陸內地及當地媒體與公關。按港府統計處調查報告顯示，3 月份

供香港當地製造業生產的訂單價值較去年同月下跌 17%，電機製品業的訂單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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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幅最大，跌幅 37%，其次是金屬製品業，跌幅 36%、電子製品業 30%、紡織業

12%及塑膠製品業 8%。顯見 SARS 疫情負面衝擊香港經濟體幅度大。 

（5）澳洲第一季經濟成長率略低於 3%，企業營運情形穩定，汽車工業發展維持蓬勃

局面，今年 4 月汽車銷售總數較去年同期增加 7.8﹪，目前以豐田（Toyota）、澳

國 Holden、福特(Ford)及三菱等廠商較獲消費者青睞。因應 SARS 及美伊戰爭對

旅遊業造成影響，澳國聯邦政府計畫斥資 200 萬澳元進行紓困。預測下年度經濟

成長率 3.25%、通貨膨脹率保持 2.75%以內、失業率控制於 6%左右。未來 5 年提

供 1 億 5000 萬澳元預算，獎勵醫療產業，增加投資研發事業，2006 年至 2007 年

增加投入 3 億 7900 萬澳元，加速推動長期研發計畫。 

（6）紐西蘭貿易局新建置完成出口拓銷網站，傾力促進出口成長，基於紐國地處偏

遠且屬於島國經濟體，運用網際網路從事電子商務是有效的利器，政府電子化計

畫項下已編列 1 億 2 千萬紐元經費建置網站，增加服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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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 0.3 -1.4 3.2 -3.6 -0.9 
2003 年（f） 1.1     
2003 年  5.7 

（1-2 月） 
17.0 

（1-3 月） 
20.7 

（1-3 月） 
-0.3 

（1-2 月） 
韓國 
2002 年 6.3 7.3 8.0 7.8 2.7 
2003 年（f） 5.6     
2003 年  6.6 

（1-2 月） 
21.5 

（1-3 月） 
30.7 

（1-3 月） 
4.1 

（1-3 月） 
新加坡 
2002 年 2.2 8.6 2.9 0.4 -0.4 
2003 年（f） 4.0     
2003 年  6.4 

（1-2 月） 
22.5 

（1-3 月） 
15.6 

（1-3 月） 
0.7 

（1-2 月） 
香港 
2002 年 2.3 -9.7 5.4 3.3 -3.1 
2003 年（f） 3.2     
2003 年  － 17.6 

（1-3 月） 
17.8 

（1-3 月） 
-1.9 

（1-2 月） 
資料來源：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經貿統計；WEFA、OECD、ADB、國際經濟動態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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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經濟 

(一)國民生產─在 SARS 疫情的衝擊下，行政院主計處預測我國 92 年全年經濟成長率為

2.89％，較 2 月預測下修 0.79 個百分點。 
1.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最新預測資料，受到美伊戰爭影響，92 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向下

調整為 3.21％，較 2 月預測下修 0.17 個百分點。在政府積極推動公共服務擴大就業

方案與擴大公共建設方案的前提下，我國經濟原可望逐漸步入復甦的坦途，惟自 3

月以降，我國出現 SARS 疫情，且近來有擴大的趨勢，嚴重衝擊我商業與消費活動

，預計 92 年民間消費僅出現 0.8％的微幅成長。倘 92 年度追加預算案（含公共服

務擴大就業方案與擴大公共建設方案）與 SARS 防治與紓困特別預算案順利獲得立

法院審議通過，並於下半年起逐漸發揮提振景氣之功效，且屆時 SARS 疫情獲得有

效控制，國內經濟將可呈現回穩走勢，預測全年經濟成長率 2.89％，較 2 月預測下

修 0.79 個百分點。 

2.國內 92 年 3 月份景氣同時及領先指標均下降，景氣信號為連續第三個月出現黃藍燈

，顯示國內經濟復甦腳步短期仍然疲弱。 
表 2-1  國內需求及國外需求實質成長率 

                                                                 單位：實質增

加率% 

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

9

16

23

30

37

44

8
7
年
1
月
4 7 1

0

8
8
年
1
月
4 7 1

0

8
9
年
1
月
4 7 1

0

9
0
年
1
月
4 7 1

0

9
1
年
1
月
4 7 1

0

9
2
年
1
月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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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 4.77 4.86 2.29 -1.99 8.75 16.83 10.33 -9.38 16.44 18.53 
Ⅳ 4.22 2.99 1.38 -0.72 2.65 16.49 -8.97 -15.68 10.16 9.00 

92年(ｆ) 2.89 1.72 0.75 0.87 2.48 5.00 -6.21 0.56 7.03 5.5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行政院經建會。 

註：  

 

9∼16分為藍燈，17∼22分為黃藍燈，23∼31分為綠燈，32∼37分為黃紅燈，38分以上為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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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業生產─92 年 3 月份工業生產較上年同期成長 1.59% 
1.受到化學材料業歲修及美伊戰爭影響，92年 3 月份工業生產僅較上年同期成長 1.59%

，製造業則成長 1.63%。 

2.92 年 2 月份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為 154.33，較上年同月上升 2.32%。 
                表 2-2  工 業 生 產                 單位：﹪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行政院經建會 

 年 
（月） 

工業 
生產 
年增率 

製造業 
生產 
年增率 

金屬機

械工業 
資訊電

子工業 
化學 
工業 

民生 
工業 

房屋建

築業年

增率 

設備 
利用率 

89 年 7.38 7.96 3.66 18.08 3.71 -1.28 -15.07 80.4 
90 年 -7.32 -7.98 -13.05 -9.56 0.32 -8.53 -12.32 75.7 
91 年 6.95 8.05 8.91 13.39 5.83 -3.10 -23.11 - 

7 月 11.38 13.38 15.80 21.19 8.44 1.56 -27.73 78.1 
8 月 5.85 7.15 12.10 9.05 6.99 -1.68 -20.53 77.5 
9 月 12.51 13.87 19.10 19.83 5.94 7.31 -28.85 76.8 
10 月 7.44 8.64 15.38 9.36 5.89 4.17 -35.79 78.3 
11 月 7.47 8.69 14.09 8.47 10.86 0.25 -29.58 77.8 
12 月 10.48 10.97 18.91 9.70 12.10 3.28 7.63 78.0 

92年 1-3月 6.14 6.56 12.56 6.79 5.23 -0.29 -4.82 - 
1 月 8.50 8.70 15.10 8.56 9.22 1.45 16.95 78.0 
2 月 10.10 11.23 17.14 12.90 11.78 0.38 -42.45 72.7 
3 月 1.59 1.63 8.64 0.84 -1.70 1.42 3.36 78.4 

設備利用率變化

80.4

75.8

71.8

7777

78.5

77.4
78

72.7

78.4

75.7

77.8

78.1 78
78.3

76.8

77.5

70

72

74

76

78

80

82

8
9
年

9
1
年
1
月

3
月

5
月

7
月

9
月

1
1
月

9
2
年
1
月

3
月

年(月)別

(%)

 
 

製造業勞動生產力

131.52

152.35

134.86
138.4

144.13 143.75144.36

154.33

146.12

145.81
142.69146.26

145.64

147.26

126.88

131.97

4.01

12.41

8.46

5.97

2.35
1.17

4.99

9.8

2.32

8.01

10.1610

17.74

10.05

0.68

6.12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89
年

90
年

91
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92
年

1月 2月 年(月)別

指數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年增率(%)

指數 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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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業─92 年 2 月份商業營業額較上年同期增加 3.69% 
1.受到農曆春節工作日數減少影響，92年2月份商業營業額成長幅度減緩，金額為 6,537

億元，僅較上年同月增加 3.69%。其中國際貿易業及批發業分別成長 13.63%及 0.28%

，而餐飲業及零售業則分別減少 7.76%及 1.95%。 

2.92 年 2 月份消費品進口年增率為-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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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0 5.15 32,177 5.47 31,706 5.90 2,224 -0.24 

6 月 10.95 7,027 6.20 1,567 7.24 2,630 5.45 2,638 6.68 192 1.67 
7 月 10.2 7,195 7.03 1,574 6.79 2,737 6.59 2,693 8.41 191 -3.0 
8 月 8.7 7,085 3.32 1,569 3.90 2,679 4.51 2,648 5.13 190 -5.01 
9 月 43.0 7,265 13.23 1,598 12.46 2,694 12.13 2,796 15.93 177 -2.15 

10 月 -9.7 7,433 9.67 1,647 7.81 2,717 5.81 2,891 15.38 178 0.93 
11 月 20.0 7,380 7.63 1,642 5.63 2,713 4.31 2,848 13.27 179 -5.26 
12 月 18.7 7,581 7.51 1,647 5.10 2,834 7.65 2,916 9.99 184 -8.38 

92 年 1-2 月 3.8 13,981 6.37 3,087 2.56 5,352 3.23 5,166 13.20 376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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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經濟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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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貿易─4 月進口資本設備較上月減少

15.3% 

1. 92 年 4 月份出口值 114.7 億美元，較上

年同月增加 5.6%；進口值 104.3 億美元

，較上年同月增加 7.1%；出超 10.4 億美

元。累計 1-4 月出口增幅 9.8%，進口增

幅 16.2%。 

2. 從貿易地區觀察，4 月份出進口增加，惟

增幅縮小，主因為對歐洲、中國大陸之

出進口持續增加，惟對美國 （出口年增

率-3.0%、進口年增率-12.9% ）、香港（

出口年增率-2.3%、進口年增率-6.4%）及

東協五國（出口年增率-1.1%、進口年增率

-3.0%）之出進口均呈縮減所致。 

3. 商品貿易結構觀察，4 月份出口以電機產

品衰退 22.8%幅度最大，資訊與通訊產品

（-16.6%）次之。進口方面，農工原料（

14.8%），消費品（6.9%）呈正成長，惟資本設備較上月減少 15.3%，主因為資訊通

信產品進口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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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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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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0,908.9 15.5 9,135.2 18.8 1,773.7 
   9月 11,277.8 27.4 10,586.1 36.6 691.7 
  10月 11,499.2 0.6 10,192.5 5.0 1,306.7 
  11月 11,916.2 17.1 9,336.9 17.5 2,579.3 
  12月 11,654.7 13.5 9,947.0 16.9 1,707.7 

92年1-當月 43,972.1 9.8 39,240.0 16.2 4,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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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財政部進出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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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銷接單─第一季成長10.17% 

92年3月份外銷訂單金額為134.9億美元，創89年11月以來新高，與上年同月相較增

加6.10%。 

各類主要接單貨品，以運輸工具設

備(62.89%)增幅最大，資訊與通信產品

(2.96%)、電子產品(2.51%)、基本金屬

製品 (5.79%)亦呈正成長，而紡織品

(-2.26%)及塑膠製品 (-10.67%)則呈衰

退。 

主要接單地區，以自香港接單增幅

最大達11.39%，自歐、日等地區亦分別

增加7.03%、4.41%，惟自美國接單因受

美伊戰事影響，與上年同月相較則衰退8.4%。 

主要接單地區比重美國
37.12 35.34 35.15

29.59 28.38

19.02
21.38

18.71
香港

17.53

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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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香港 日本 歐洲

(%)

 

     表 2-5   外 銷 訂 單          單位：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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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2,996 13.90 1.27 28.36 25.83 22.45 29.30 14.75 -1.27 11.01 
9月 12,788 22.00 10.27 39.04 32.58 14.82 49.89 23.98 10.51 32.20 
10月 13,455 12.31 5.68 25.97 20.31 4.94 28.05 12.62 15.88 26.92 
11月 13,417 13.83 3.27 29.63 21.89 8.39 20.53 17.78 8.39 31.72 
12月 13,043 14.04 4.60 33.39 49.48 5.04 28.29 8.70 6.44 33.81 
92年1-當月 37,672 10.17 -0.57 18.94 5.97 9.75 13.47 5.37 9.01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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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外銷訂單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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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資─今年民間投資將回復正成長 

1.民間投資  

z 92 年 3 月份新增民間投資共 105 件，投資金額 616.87 億元。其中 2 億元以上計

69 件，金額為 595.02 億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11.45%；2 億元以下計 36 件，金

額為 21.85 億元。 

z 92 年本部新增民間投資目標金額為新台幣 7,245.8 億元，其中以電子資訊業為主

，比率達 58.5％，預測今年民間投資正成長 5.00%。 

2. 僑外投資及對外投資 

z 92 年 1-3 月核准僑外投資金額為 6 億 15 萬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20.78%。另依

財政部證期會統計，92 年 1-3 月核准公開發行海外有價證券金額為 23.28 億美

元，外資投資我國股市淨匯入金額計 11.74 億美元。 

z 92 年 1-3 月不含大陸地區之對外投資金額為 9 億 1,120 萬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3.74%。對大陸投資金額為 11 億 1,299 萬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95.92%  

表 2-6  民 間 投 資 變 動 情 形 
二億元以上新增民營製造業重大投資 年 

(月) 件數(件) 投資金額(億元) 年增率(%) 
民間投資實質 
成長率(%) 

90 年 406 6,883.51 -4.35 -29.17(r) 
91 年 489 7,056.00 2.51 1.56(p) 

1-3 月(第一季) 92 1,940.86 25.90 -17.53 
4-6 月(第二季) 147 2,156.34 9.39 -5.75 
7-9 月(第三季) 142 1,827.95 -15.84 16.83 

10-12 月(第四季) 108 1,130.85 -5.42 16.49(p) 
92 年 1 月 20 604.58 -34.29  

2 月 8 484.50 38.88 6.55(f) 
3 月 69 595.02 -11.45 （第一季）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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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物價─4月份CPI微跌0.19% 

  4月CPI-按商品性質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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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2 年 4 月受到蔬菜售價下跌與房地產價格仍在盤整使得房屋租金繼續下滑及去年 9

月起健保局調高門診基本、檢驗及部分負擔額等交互影響，使得 CPI 較去年同月微

跌 0.14%，剔除新鮮蔬果魚介及能

源後的核心物價，則較上年同月下

跌 0.28%，為今年連續第三個月下

跌。 

2.4 月份隨著美伊戰事結束後，國際原

油、鋼品等原料價格應聲下跌的影

響下，進口物價已較上月下跌 1.65%

；但與去年同期相較，則因塑化製

品類及原油等國際行情仍處高檔的

影響下，上漲 4.83%，另國產內銷

價格指數年增率 4.63%。出口物價

指數則受到電機及設備類需求持續

不振，而下跌 1.61%，整體 WPI 較

上年同期呈現 2.64%的增幅，為今年以來最小的增幅。 

3.至於 SARS 對 4 月份物價的影響不大，但未來隨著對旅遊、交通運輸需求明顯下降及

民眾消費行為受到疫情而減緩的影響，將產生通貨緊縮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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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年 1.26 0.61 1.86 1.82 2.01 4.62 -0.87 
90 年 -0.01 0.08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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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1-當月 -0.19 -0.53 -0.53 4.30 6.05 8.23 -1.23 
1 月 1.10 0.31 1.33 4.33 5.89 9.01 -1.52 
2 月 -1.52 -1.84 -3.00 5.37 6.31 11.10 -0.77 
3 月 -0.18 -0.26 -0.16 4.86 7.41 8.11 -1.02 
4 月 -0.14 -0.28 -0.22 2.64 4.63 4.83 -1.61 

(新台幣) 

註：f 為全年預估值。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物價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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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金融─3月 M2 年增率為 2.20% 

1. 受到國人投資海外金融商品日趨

增加、股市表現欠佳及外匯存底

持續攀高等交互影響下，3 月

M1A 年增率為 7.60%，而 M1B 年

增率為 5.78%。M2 則受到外資呈

淨匯入金額減少及放款與投資成

長仍緩的影響，年增率為 2.20%

，而 M2 加計債券型基金(淨額)

年增率則為 3.62%。 

  我國外匯存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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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年 4 月全月隔夜拆款加權平均利率受資金面寬鬆影響，跌至 1.188%，較上月下滑

0.015 個百分點，再創下歷史新低。 

3.92 年 4 月新台幣兌美元匯價為 34.82 元。 

               表 2-8   金 融 指 標           單位：% 

(M2)及債券型 年 
(月) 

 貨幣供給額 
基金(淨額)年增

率(%) 
(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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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年 6.46 5.79 -4.66 -0.89 33.80 3.64 
91 年 5.65 3.55 8.69 17.10 34.58 2.05 

1 月 5.83 3.90 -2.24 10.96 35.02 2.30 
2 月 6.49 4.44 7.96 15.84 35.07 2.28 
3 月 6.45 4.43 5.48 17.58 35.02 2.27 
4 月 6.71 4.61 6.53 19.29 34.91 2.27 
5 月 6.73 4.29 8.91 20.8 34.46 2.22 
6 月 6.10 3.75 10.93 20.37 33.99 2.07 
7 月 5.79 3.29 10.76 20.01 33.40 2.07 
8 月 5.41 2.85 11.87 19.06 33.98 1.95 
9 月 5.02 2.77 11.48 18.16 34.59 1.95 
10 月 4.45 2.52 10.99 16.79 34.95 1.93 
11 月  4.56 2.86 11.24 15.23 34.71 1.79 
12 月 4.33 2.79 10.34 11.08 34.85 1.61 

92 年       
1-當月 4.03 2.55 8.32 7.41 34.74 1.24 

1 月 4.44 2.90 11.10 9.56 34.61 1.30 
2 月 4.04 2.54 6.23 6.89 34.79 1.26 
3 月 3.62 2.20 7.60 5.78 34.72 1.20 
4 月 - - - - 34.82 1.19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金融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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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就業─92 年 3 月失業率 5.08%，較上月下降 

1. 92 年 3 月份就業人數為 951.4 萬人，較上月增加 1 萬 4 千人或 0.14%，如與上年同月

比較則增加 9 萬 8 千人或 1.04%。 

2. 92 年 3 月份失業人數為 50.9 萬人，較上月減少 9 千人，如與上年同月比較則減少 4

千人。其中因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與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而失業者分別減

少 9 千人與 4 千人。 

3. 92 年 3 月份失業率為 5.08%，較上月下降 0.09 個百分點，廣義失業率則為 7.32%

，受失業波及人口 111.5 萬人。失業人口中，仍以高中(職)教育程度及 20~29 歲之

年齡層人數最多。                   

                       表 2-9  就 業 市 場 
年(月) 就業人數(萬人) 失業人數(萬人) 失業率(%) 

88 年 938.5 28.3 2.92 
89 年 949.1 29.3 2.99 
90 年 938.3 45.0 4.57 
91 年 1-12 月 945.4 51.5 5.17 

1-6 月 943.8 50.6 5.09 
7 月 946.8 52.3 5.23 
8 月 947.4 53.6 5.35 
9 月 944.3 53.1 5.32 

10 月 945.1 53.0 5.31 
11 月 948.0 52.2 5.22 
12 月 950.6 50.5 5.04 

92 年 1-3 月 951.3 51.0 5.09 
1 月 952.4 50.4 5.03 
2 月 950.0 51.8 5.17 
3 月 951.4 50.9 5.0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統計。  
 

 92年 3月失業者按年齡層分 92年 3月失業者按教育程度分 

高中

(職)

42.8%

專科及

以上

23.2%

國中及

以下

34.0%

 

55歲及

以上

3.7%

20~29歲

38.3%

40~54歲

28.3%

30~39歲

25.5%

15~19歲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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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陸經濟 

（一）總體經濟方面 

1.2003 年第一季大陸經濟持續成長，國內生產總值達 23,562 億人民幣，成長率高

達 9.9%，創 1997 年以來最高記錄。其中進出口總額達 1,737 億美元，成長 42.2%

；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為 130.86億美元，成長 56.7%；民生消費品零售總額 11108.6

億人民幣，成長 9.2%；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成長 0.5%，出現小幅回升；另固定資產

投資成長近三成，汽車、房地產消費快速成長與工業產銷旺盛為帶動經濟成長的主

要動力。 

2.大陸當局因應 SARS 疫情，目前經濟工作與措施 

＊加強投資，調整投資結構；國債及預算內建設資金以 SARS 防疫工作項目為優先。 

＊ 積極推動外貿出口及利用外資；加強出口商品的檢驗檢疫工作。 

＊ 對民航、旅遊、餐飲、商貿等受 SARS 影響較大的行業，採取減免行政事業性收

費及提供財稅優惠政策等措施給予必要扶助。 

＊ 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抗疫情所必需保障的重點支出外，嚴格控制其他支出。 

＊ 加強就業與社會保障工作。 

＊ 維護正常的生產及生活秩序，確保重點物資與生活必需品的運輸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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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月 8.0 16.1 8.8 -0.8 

2003 年 1-3 月 9.9 27.8 9.2 +0.5 

資料來源：中共「中國統計年鑑」（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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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直接利用外資持續成長 

大陸第一季利用外資持續快速成長，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 8,624 家，較同期

成長 36.61%，外商投資協議金額為 229.82 億美元，實際利用金額為 130.86 億美元

，分別成長 59.59%、56.72%。 

2、大陸第九十三屆出口商品交易會(廣交會)，成交大幅衰退  

      大陸第九十三屆出口商品交易會，成交 44 億 2000 萬美元，比 2002 年成交的

168.5 億美元大幅衰退 74%，機電產品和紡織服裝類商品為主要成交商品，而對亞

洲地區成交占總成交值近半，成交省市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國有」企業是成交

主體。 

3、SARS 影響外商對大陸投資 

受 SARS 疫情影響，外商企業多暫時取消投資考察活動，並藉由電子郵件、

視訊會議等減少商務活動。目前 SARS 疫情對大陸經濟衝擊雖僅止於短期需求面

的消費領域，惟長期投資信心仍需視大陸當局能否對 SARS 疫情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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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 8,624 229.82   59.59 130.86 56.72 56.94 
  資料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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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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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外貿易方面 

1.2003 年 1－3 月進出口分別增加 52.4%、33.5%  

大陸第一季進出口總值達 1,736.6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42.4%，其中進口總

值為 873.44 億美元，出口總值為 863.16 億美元，分別成長 52.4%、33.5%，外貿

逆差則受進口快速成長而有擴大跡象達 10.27 億美元。 

2003 年首季大陸對美國出口 176.6 億美元，日本 127 億美元，歐盟 141.4 億美元

，香港 148.9 億美元，分別成長 34﹪、23.9%、41.9%及 29.1%；另從日本、歐

盟、臺灣、東協與美國的進口則分別成長 55.5%、38.4%、37.7%、64.3%及 39.9%。 

首季機電産品進出口持續保持高成長，進出口總額達 891.8 億美元，成長 47.9%,

占大陸外貿進出口總額的 51.4%。 

2、首季貿易逆差原因 

＊為實現入會承諾，自今年 1 月 1 日起將關稅水平降至 11%。 

＊多項資訊産品實行零關稅，刺激了進口增長。 

＊消費結構升級引伸對國外商品的需求上升。 

＊廉價勞力使製造業加工進料增加。 
＊美伊開戰後，國際原原、原材料進口價格上揚。 
＊對進口鋼材實施正式保障措施，使企業為搶佔關稅配額，造成進口集中到貨，

第一季鋼材進口長成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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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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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 1736.60 42.4 863.16 33.5 873.44 52.4 -10.27 - 

資料來源：中共「中國海關統計」、中共「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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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對大陸地區投資趨勢圖

四、兩岸經貿統計 

（一）我對大陸投資方面 

z 2003 年 3 月我對大陸投資持續成

長，1-3月我對大陸投資金額 11.1

億美元(不含經核准臺商補辦案

件金額 28.4 億美元)，較去年同

期成長 95.9%，占我整體對外投

資金額比重達 55%。如加計經核

准之臺商補辦案件金額，累計自

1991年至 2003年 3月，臺商赴

大陸地區投資共計 305.6億美元，占我整體對外投資總額比重達 48.4%。惟在大

陸當地 SARS 疫情影響下，我對大陸投資熱潮，是否將趨於減緩，有待進一步

觀察。 

z 2003年 1-3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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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31.6%及 8.7%；前五項主要投資行業為電子電器產品製造業、基本

金屬製造業、食品飲料製造業、精密器械製品業及非金屬製品業，比重分別為

22.9%、10.7%、7.5%、7.3%及 7%。 
 

表 4-1  臺商赴大陸投資概況 
1997年 1998年 2002年 2003年1-2月 1991年 

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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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量 
（件） 11,637 728 7,997 641 643 488 840 1,186 1,490 #3,950 523 #1,963 29,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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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28.4 305.6 

平均投資規
模(萬美元) 59.1 221.8 - 237.0 - 256.7 310.7 234.4 259.0 - 212.8 -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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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5.0 - 48.4 

協議金額 
（億美元） 332.8 28.1 29.8 33.7 40.4 69.1 67.4 - *601.5 
實際金額 
（億美元） 146.8 32.9 29.2 26.0 23.0 29.8 39.7 - *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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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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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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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貿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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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2003 年 1-2 月我對大陸貿易總額估

計為 60.4億美元，其中，出口增加

33.5%，占我總出口比重 23.6%，我

自大陸進口亦同步增加 56.1%，占

我進口總額的 7.6%；貿易順差達

33.4億美元，成長 26.1%。 

z 2003 年 1-2 月我對大陸貿易仍延續

2002年成長態勢。但受到 SARS疫

情影響，如大陸疫情未能有效控制

，可能由廣東蔓延至鄰近的江蘇、

浙江等我對大陸出、進口主要地區

，則將對兩岸貿易造成一定程度的

影響。 

z 2002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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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30.8％)、塑膠及其製品(15.1％)、鋼鐵(61.1％)及光學、照相

等儀器及其零附件(87.9％)皆呈二位數成長，其中前三項貨品合計占我對大陸出

口比重已逾五成，達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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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金  額 244.33 224.91 257.48 323.7 299.6 373.9 60.4 

比  重 10.3 10.4 11.1 11.2 13.0 15.4 16.0 
貿 易 

總 額 
成長率 10.0 -8.0 14.5 25.7 -7.4 24.8 38.0 

金  額 205.18 183.80 212.21 261.4 240.6 294.5 46.9 

比  重 16.8 16.6 17.5 17.6 19.6 22.5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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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金  額 39.15 41.11 45.26 62.2 59.0 79.5 13.5 

比  重 3.4 3.9 4.1 4.4 5.5 7.1 7.6 

我自
大陸
地區
輸入
值 

成長率 28.0 5.0 10.1 37.5 -5.2 34.7 56.1 

金  額 166.0 142.7 167.0 199.2 181.6 215.0 33.4 
順逆差 

成長率 3.2 -14.1 17.0 19.3 -8.8 18.4 26.1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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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專論 
伊拉克戰後之重建及其可能商機初探 
一、後海珊時代伊拉克政經秩序的重建 

英美聯軍在今(2003)年 4 月 9 日順利驅軍長入巴格達，推翻象徵海珊政權的銅像，

並於 5 月 2 日宣布美伊戰爭結束，聯合國並於近日決定儘速解除對伊拉克的經濟制裁。

隨著近日沙烏地阿拉伯、摩洛哥及巴基斯坦等地陸續發生的自殺攻擊事件，顯然地，蓋

達等國際恐怖組織，仍亟思利用戰後伊拉克政權不穩時期，製造仇美情緒，引發回教世

界與基督教世界之衝突。伊拉克雖已進入後海珊時代，但未來如何重建伊拉克的社會秩

序，有效地穩定伊拉克的政經情勢，在在均考驗著美國及國際間的智慧，但無論如何，

伊拉克未來的重建模式、經濟解禁及重建誘發之商機等課題，將是美伊戰事結束後，更

為重要且棘手的國際新課題。 

二、不確定的伊拉克戰後重建模式 

由於伊拉克的石油蘊藏量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排名世界第二，而開採成本僅約一

美元，戰後原油之開採攸關 OPEC 及石油消費國之利益至鉅，成為各國政治權力角逐之

標的，加上海珊時代，法、德、俄、中等國均與舊政權簽署龐大的工程合約利益，如今

舊政權垮台，新政權尚未誕生，由誰主導則攸關各國政經利益至鉅，因此，迄今國際間

對於伊拉克的重建不外四種聲音：(一)由聯合國主導；(二)由回教世界國家主導；(三)

由美、英主導；(四)由德、法、俄等反戰派主導。G7 國家已在 4 月 12 日開會討論此一

議題，會後發表公報指出，將共同支持聯合國所提伊拉克戰後重建之新決議案，並同意

合作協商伊拉克債務重整計畫，相信對於戰後伊拉克的政治體制、權力結構及戰後重建

經費等問題應有較明朗的方向。 

根據今年 4 月 10 日報載，目前布希總統對於伊拉克的重建計畫將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恢復當地秩序，第二階段為維持局勢穩定與進行重建，第三階段為將政權歸還

給伊拉克人民，而這三個階段的工作期程至少需要半年的時間。其中以第二階段的重建

工作最為繁重。 

此外，為籌組臨時政府，美國已於 4 月 12 日召集伊拉克流亡人士及部落領袖舉行

會議，依此跡象觀察，由美國實質主導扶持親美的伊拉克政權之企圖相當明顯。然而，

法國總統席哈克則強調，伊拉克戰後的重建工作，包括政治、經濟、行政、人道方面，

必須完全由聯合國主導，此一論點受到歐洲各國(包括英國)的支持，同時，席哈克也分

別與德國總理施若德及俄國總統普丁就伊拉克重建問題舉行高峰會議。 

由於美國對伊軍事採單邊行動，已引起國際間極大之爭議，因此，伊拉克戰後重建

如未在聯合國架構下進行，則容易讓外界造成重新在伊拉克實行帝國統治的印象，同時

由美國主導的重建工作，也必須顧及伊拉克人民的反應，否則恐將會給予伊拉克游擊隊

生存的空間。尤其根據英國方面最新之民意調查顯示，64%的受訪民眾認為應由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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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負責監督伊拉克戰後重建事務，55%之受訪民眾則認為，如果重建伊拉克的合約全

部由美國包辦，他們會十分氣憤。此外，也須顧及回教國家堅決反對由英美主導伊拉克

的重建，他們普遍希望聯合國能派遣維和部隊前往進駐巴格達，並參與伊拉克戰後之重

建工作。 

三、國際間參與伊拉克重建的意願及作法 

目前國際間表態參與重建伊拉克的國家，計有美國、西班牙、義大利、澳洲、日本

、中國大陸等國家均表達某種程度的參與意願。其中： 

(一) 美國政府目前已指派退休將領嘉納來擔任重建工作的指揮。嘉納目前已組織一個

核心成員，包括退休的美國軍官、外交官、美國財政部、商務部、農業部與能源

部的官員合計 230人左右的重建團隊，駐紮在科威特南部大城法哈席爾，只待法

蘭克斯掃盪工作完成即進入伊拉克，指揮美軍新設的重建與人道協助辦公室的技

術人員來進行重建工作，其中，財政部將草擬預算及銀行業務的規章、運輸部負

責規劃航空等交通問題、商務部集中在海關業務、司法部則在重建民事及刑事法

庭等機制，至於物質建設重建的首要工作則在優先恢復伊拉克的供水供電等基本

服務。 

(二) 西班牙政府參與伊拉克戰後重建工作重點，將由人道援助穩定人心、協助伊拉克

國家機構制度化及參與境內物質建設等三方面著手。在執行人道援助方面，派遣

至波灣的 899名兵員隨「加里西亞號」艦艇、護航艦「蘇菲亞王后號」及油輪「

恩塞納達侯爵號」攜帶 20 公噸救援物資，其中含 1 萬 4千公斤符合回教民眾口

味的特別乾糧，並立即展開行軍醫療救治受傷軍民。 

(三) 義大利政府決定初期派遣２千名維和部隊執行維護伊拉克戰後重建工作秩序，最

快預計兩週內出發。 

(四) 澳洲政府宣布以一億美元援助伊拉克，進行戰後重建工作，其中，在戰爭初期即

撥付 1,700 萬美元為戰後重建經援，但隨戰爭破壞慘重，澳洲政府再捐助 3,800

萬美元給聯合國，用以清除地雷、清潔飲水及醫療費用。另為響應世界糧農組織

，以油換糧之號召，澳洲政府宣布再以 4500 萬美元購買小麥運往科威特，研磨

成麵粉後救濟伊拉克人民。 

(五) 日本政府已口頭強調將積極參與伊拉克重建工作，惟日本期待戰後的伊拉克能在

聯合國主導下進行重建，但鑒於目前伊拉克戰後重建的架構仍未明朗，因此正密

切注意各國的動向以決定參與之方式。 

(六) 中國大陸政府亦已表態願積極參與伊拉克戰後重建，將盡全力爭取和維護大陸在

戰後重建中的利益，尤其大陸在伊拉克有工程承包勞務項目之債權關係未了。至

於提供重建援助之金額，則將視需要及可能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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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伊戰事費用及伊拉克戰後重建之可能經費概估 

(一)美伊戰事費用概估 

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戰爭費用規模，視戰爭期間長短及型態而定，在去年底美國前

白宮經濟顧問林賽表示，美國攻打及攻占伊拉克將花費 1000~2000億美元；白宮預算

局長 Daniels則認為成本應不致如此高，他預估約與 1991年波灣戰爭相當，約 500~600

億美元；美國國會預算局則認為美軍佈署成本約 90~130億美元，戰爭開打每月需花

費 90億美元；美國白宮行政官員估計，美軍從波灣佈署軍力、攻打伊拉克 2個月、

重建 6個月、戰爭期間的人道援助，總共約花費 950億美元。而耶魯大學教援 Nordhaus

研究在最樂觀狀況下，將花費 990億美元，然而在最壞的情況下，包括軍事費用、戰

後重建、飆漲的油價對經濟的衝擊等，可達 1.9兆美元，然而這些預估假設皆不包括

美國在爭取國際盟邦支持時，檯面下與各國交換所付出各種有形或無形的政經利益條

件。(詳表一) 

美國認為輕取巴格達後，可以重建伊拉克的親西方、甚至親美國政權的想法，事

實上可能有些不切實際。阿拉伯民族因歷史因素反美的情緒，及伊拉克內部的種族及

宗教派系的問題，也很有可能在海珊下台之後引爆。在此情況下，美國的陸軍參謀長

辛斯基在國會作證時曾公開表示，其認為對伊戰後的佔領，美國需要大約 20萬的兵

力，為時達 5年之久。估計伊拉克戰後維持和平部隊的費用，將取決於戰後伊拉克局

勢動盪的程度，美國國會研究顯示，以戰後美國駐紮在伊拉克 7萬 5千名美軍預估，

每年維持費用需要 170億美元，而這將持續多久，目前是沒有答案的問題。 
表一  美國各單位對戰費預估 

預 測 單 位 金 額 (億美元) 
白宮行政部門 950 
前白宮經濟顧問─林賽 1,000~2,000 
白宮預算局長─Mitch Daniels 500~600 
眾議院民主黨 930 
國會預算室 270~310 
戰略及預算評估中心 1,270~6,880 
耶魯大學教授─William Nordhaus 990~19,200 
資料來源：CNN  

(二)戰後重建經費概估 

聯合國對伊拉克戰後重建經費之預估為，今後 10年之重建資金約需 2500億美元

，每年約需 230億美元。而根據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之估計，戰後伊拉克需求配置

計畫表之各項需求經費相加之結果，約需 49億餘美元(詳表二)，然而根據華爾街日報

之預估，國際間對伊拉克提供安全保護措施、重建醫院、發電廠、電話通訊及其他基

本設施之經費，未來數年至少得花費 6百億美元，因此，對於伊拉克戰後重建究需花

費多少經費，目前恐亦難得確實之數據，須視重建至何等程度而定。 
表二    戰後伊拉克配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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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安置費 
(百萬美元) 

配比 
(%) 

執行機構 執行活動 

糧 食 1,275.00 25.88% 世界糧食計畫 設計配給卡制度，採取人道供
應配發至各倉庫及零售代理

商 
糧食搬運 282.00 5.72% 世界糧食計畫 儲糧及運糧設備與零配件 
營 建 100.00 2.03%  進口營建用物資、原材料、機

器及其他相關設備，進行學校

、醫院、街道、清真寺、天主

教堂及衛生下水道重建計畫 
住 宅 80.00 1.62%  住宅區及公用設施營建 
保 健 143.00 2.90% 聯合國人道計

畫 
50%用於進口復健醫院及保健
中心；50%用於進口藥品及醫
療用品 

電 力 272.50 5.53% 聯合國發展計

畫 /電力網路
復接計畫 

購置電氣設備、恢復供電及配

電網路 

農 業 444.33 9.02%  購置曳引機、收割機、灌溉幫

浦、噴霧器，依省份別，由地

方官員到個別農夫，購置肥料

、除草劑等 
教 育 191.85 3.89% 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 
學校建物重建、課外活動資源

、提供教師及學生交通運輸 
運輸及電信 243.11 4.93% 國際電信聯盟 購置電信輸電設備、訓練地方

補給人員、維持伊拉克火車及

空運、購置貨車運送人道救援

糧食、港口疏浚等 
用水及衛生設施 

(北部三省) 
115.29 2.34% 聯合國兒童基

金會 
 

用水及衛生設施

之一般建設(中部
及南部省份，巴格

達除外) 

94.25 1.91%  購置用水及下水道排水處理

設備、消防、探勘設備、搬運

工具、影印機、備用零件等 

用水及衛生設施 
(巴格達) 

150.00 3.04%   

勞工及社會事務 3.00 0.06%  維持活動所需補給品及設備 
青年及運動 29.98 0.61%  支持奧林匹克運動城市營建 
產 業 210.00 4.26%  供應紙廠、營建材料、營建車

輛、改善肥料廠設備、支援糖

業工業等 
資 訊 50.00 1.01%  購置印刷設備、電腦設備、電

視、運輸工具、傳訊設備等 
文 化 20.00 0.41%  購置可錄式音響、印刷機、幫

浦、防火設備、縫紉機、擴音

器、升降機、空調設備等 
宗教事務 25.00 0.51%  購置升降機、建材、電力纜線

、真空清淨器、冷氣及電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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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安置費 
(百萬美元) 

配比 
(%) 

執行機構 執行活動 

司 法 4.00 0.08%  購置空調設備、小型巴士及車

輛等 
財 政 20.00 0.41%  購置車輛、設備及零配件 
中央銀行 25.00 0.51%  購置運鈔車、印刷機、升降機

及空調設備等 
居住安頓 103.70 2.10%  緊急避護所、救難物資、用水

及衛生設備等，以確保最低之

適應條件。 
礦 務 25.00 0.51%  礦區繪圖、標識及開礦等 
營 養 20.52 0.42%   
復 健 55.63 1.13%   
特殊安置 343.72 6.98%  由安全委員會控制，協助弱勢

族群，包括在巴格達之住屋及

專屬醫院，供應用水處理廠及

運動設備。 
原 油 600.00 12.18%  對於廢置或半廢置設備相關

配件、材料及設備；建置新煉

油設備。 
總 計 4,926.88 100.00%   

資料來源：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 

(三)美國編列之戰後重建費用 

根據美國行政部門編列 747億美元之戰爭追加預算配置表觀察，美國對於伊拉克

戰後重建僅編列 22.4億美元，僅占預算配比 3%，其規模尚不及本土反恐部分之金額

，可見未來伊拉克重建所需經費不足部分，恐仍將由國際組織或各國政府認捐。 
表三   美國 747億美元戰爭追加預算配置表 

             單位：億美元；% 
項 目 預算金額 配比(%) 
軍事支出 627.5 84 
援助盟國 52.3 7 
本土反恐1 44.8 6 
戰後重建 22.4 3 
合 計 7472 100% 

註：1用於反恐之項目中包括23億美元用于對美國在全球反恐鬥爭中的合作夥伴的專
款援助﹐包括約旦﹑巴基斯坦﹑土耳其﹑阿富汗和哥倫比亞﹔近10億美元用於以

前蘇聯為主的核不擴散項目，以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落入恐怖主義組織或國家的

手中；5億美元用於對核電廠﹑飲水設施﹑通訊網和運輸系統等美國關鍵性基礎設

施進行危險性評估；3.73億美元用於邊境安全和相關的貿易措施；1.64億美元用於

增強聯邦調查局和其他機構的情報能力﹐包括增僱分析和監視人員﹐發展識別和找

到恐怖主義分子及其支持者的手段。 

2上述 747億美元預算中不含協助航空業渡過難關之 30億美元。 
資料來源：本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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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建課題─戰後伊拉克的經濟及社會福址 

依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之評估，目前在戰後重建伊拉克之相關經濟及社會福利計

畫之「計畫」與「現實」之間確實存在著落差現象（詳表四）。包括： 

(一) 對於伊拉克之債務重整計畫不明，對於一次波灣戰爭期間伊拉克積欠未清償之債務

是否中止之問題；對於現行能源及電信部門合約有效性之機制等問題亦未討論。 

(二) 目前人道團體前往伊拉克進行人道救援，提供民生用水及補給品時，仍需在美國的

管制下進行，而對於戰後取消對伊拉克經濟制裁等禁令，仍無顯著跡象顯示即將

採行。 

(三) 排除國際夥伴或廠商參與伊拉克戰後初期重建之投標。 

(四) 恢復伊拉克石油產業增產石油以籌措重建資金等運作需投入龐大之資金，同時，對

石油產業長期監督方式仍未確定。 

(五) 關於戰後人道方面的援助究竟由美國或聯合國主導進行整合協調工作，目前仍充滿

不確定。 

表四   戰後伊拉克的經濟及社會福址 

任  務 目前之計畫及準備 差距、短缺及關切事項 
解除伊拉克債

務負擔 
不明 1. 對於債務重整會議之需求並未討論。 

2. 對於波灣戰爭期間仍未清償債務是否暫

停或中止問題並未討論。 
3. 對於建置評估現行能源及電信部門合約

有效性之機制等問題並未討論。 
檢視及取消美

國及聯合國對

伊拉克之經濟

制裁 

1. 由QFAC有限度核發執照 
2. 允許某些人道團體得以

進入伊拉克 

1. 美國政府在核發人道團體執照方面明顯

遲延，目前人道團體進入伊拉克供應補給

品及用水時仍需在美國的管制下進行。 
2. 布希總統雖宣稱，一旦戰爭結束將取消對

伊拉克的經濟制裁，但目前並無跡象顯示

，此一禁令將立刻採行。 
支付重建經費 行政當局將遞出追加747億

美元經費之請求，以支付開

戰後數月之需、美國本土安

全防衛及盟邦支援，請求款

包括 30 億美元之人道支援

及重建之需 

1. 布希當局拒絕討論或估計可能的戰事經

費或戰後伊拉克重建需求 
2. 專家估計含蓋重建經費之成本將非常高 
3. 排除國際夥伴及廠商參與初期重建投標 

復原石油產業 修正以油換糧計畫，聯合國

可以監督油源收入及處置

情形，以避免太多的人道支

援所導致的混亂與崩潰局

面 

1. 原油設施需要投入大量資金，以便增產原

油並籌措重建基金 
2. 對石油產業長期監督的不確定 

準備人道救援 1. 布希當局宣稱已做好人

道需求，包括配糧及地區

供應品之萬全準備。 

1. 聯合國人道機構宣稱他們並未作好人道

需求之萬全準備。 
2. 人道救援組織抱怨布希當局所提供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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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務 目前之計畫及準備 差距、短缺及關切事項 
2. 聯合國及其他人道機構

已在伊拉克境內備妥某

些食物及緊急供應品。 
3. 請求以油換糧計畫酌作

修改，並授權聯合國得以

支付原油收入用於即刻

的人道需求。 

有限，同時未能與人道救援計畫協調，導

致必要的執照核發停頓。 
3. 如果海珊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攻擊自

己的人民時，明顯缺乏這方面的準備與計

畫。 
4. 關於戰後人道方面的援助究竟由美國或

聯合國主導進行整合協調工作，目前仍充

滿不確定。 
資料來源：本會整理 92.3. 

六、戰後伊拉克重建商機不容過度樂觀 

    戰後重建商機可能不如預期樂觀，主要理由如下： 

(一)過去聯合國對伊拉克 12年的經濟制裁已經使伊拉克的石油工業遭到重創，預估戰後

的伊拉克新政府需要投入數年時間和數十億美元，才能使伊拉克的石油生產恢復

到第 1次波灣戰爭前的水準。若戰後油價滑落，將會使伊拉克的主要出收入減少

，預估伊拉克在戰後的前一年石油收入不超過 140~160億美元，之後石油出口收

入也只會緩慢增長，然預估今後 10年之重建資金約需 2500億美元，每年約需 230

億美元，不足之數額，除非國際給予金援或資助，否則伊拉克之購買力有限。 

(二)伊拉克戰前仍積欠龐大之外債負擔，如上戰爭賠款，估計將達 3 千億美元以上，除

非外債一筆鉤銷或將各國凍結海珊之存款優見抵付戰爭賠款，否則，在伊拉克債

務未清償之前，不太可能有購買之實力。G7國家在上週六(4/12)舉行之七國高峰

會議中，美國曾向俄國、法國及德國施壓勾銷其部分伊拉克的負債約在 600~1000

億美元之間，惟此部分還未完全獲得債權國家同意。 

(三) 電力設施嚴重不足，第一次波灣戰爭時的空襲行動，已摧毀了伊拉克大部分之發電

廠，嚴重影響其依靠電力發動的供水及衛生設施，僅恢復電力即需約 100億美元

之經費，在電力未能正常供應前，供仍需實施輪流限電措施。而此次在英美聯軍

密集轟炸之情形下，建物地基恐發生位移現象，在伊拉克人民流離失所之情況下

，購買力將十分有限，所需民生必需及建物之重建，恐需依賴國際慈善團體或各

國政府之援助。 

(四) 伊拉克在歷經兩伊戰爭及一次波灣戰爭之蹂躝後，人民生活已陷入惡化情況，目前

，伊拉克全國人口的 3分之 2，即 1,500萬人，完全依賴政府的糧食配給為生。

而失業率超過60%，公務員人均年收入下降至不足100美元，加上伊幣嚴重貶值

(表五)，在幣值未能穩定、人民購買力不足、龐大外債未清償及供水供電與基礎

設施百廢待舉之情形下，可能之商機有限，而我國能否參與重建工程或承接轉包

商機，則須視戰後伊拉克重建由誰主導，以及與我國之外交關係之密切程度等因

素而定，目前實無過度樂觀之理由。 

表五   伊拉克歷經兩伊及一次波灣戰爭後人民生活條件之變化 

生活條件 兩伊戰前(80 年代) 一次波灣戰後(9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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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 *人均年收入約 4000 美元 
*1 伊拉克幣可兌 3 美元多 

*失業率超過 60% 
*公務員人均年收入下降至不足 100 美

元 
*1 美元兌 2000 伊幣 

2.醫療 全民醫療福利制 *伊南地區空氣、土及水資源遭軍事行

動時投擲的貧鈾彈污染 
*腹瀉、肺炎等本可治癒的疾病成為兒

童「死亡殺手」 
*超過 20%的兒童營養不良 

3.供水、衛生 依賴發電廠 *發電廠遭炸毀後未完全修復，巴格達

每天須定時停電 
*僅恢復電力估計需 100 億美元 
*飲用水衛生無保障 

4.教育 *中小學免費義務教育 
*一度消除文盲 

*教學設備及文具嚴重短缺 
*教師被迫改行，且人數以每年 10%之

比例遞增 
*新文盲以 5%速度激增 

資料來源：http://www.oxfam.org.hk/chinese/news/focus/iraq/bef_after.shtml 
七、戰後伊拉克重建對我商之可能商機 

(一)恐難承包美國主導的初期重建工程 

由於美國基於本身廠商利益及保密的考量，在目前連英國廠商都遭排除在外的情

況下，我國廠商將很難承包美國重建工程，惟可考慮爭取已獲承包合約廠商的分包。 

(二)倘我官方參與重建應為我商創造商機 

美英不顧國際反對出兵，尤其歐盟至今對重建並未作承諾，屆時或我有可能應美

國要求參與重建工作，並分攤重建基金(此種方式在目前國際政治現實下最有可能)，

在此情形下，宜爭取在我提供重建基金額度內，由國內廠商參與承包重建工程為優先

，將國內廠商生產的產品或提供的服務做為援助的項目。以我商具有相當競爭力的資

訊產品為例，倘能提供伊國政府、教育機構重建使用，當可衍生後續的商機。 

(三)台灣廠商可拓展的商機 

美伊戰事結束後，可預見伊國將百廢待舉，各國的重建計畫及金額將會陸續投

入。雖然目前我商直接承包美國重建計畫的可能性不高，惟鑒於伊國為全球第二大的

石油儲藏國，美國戰後亦將解凍伊國政府資產及解除對伊國的長期禁運措施，伊國的

市場不容忽視，將對各國帶來相當大的商機。 

根據過去波斯灣戰爭及美國911事件後的經驗，包括戰時的醫療器材需求，及戰

後重建所需的醫療、建材、五金、電器、紡織品、機械、成衣等項目，都是台商可以

拓展的商機。 

另根據貿協初步報告顯示，短期內伊拉克的重建商機，將以醫療器材、營建、日

常消費品(五金、閥類、家用品與文具)等產品項目最具市場商機。依照我歷年出口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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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的前十大產品項目有電腦資訊產品零附件、合成纖維絲紗梭織物、其他針織品、

汽車零配件、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附屬單元、合成纖維絲紗、聚縮醛、聚醚及環氧樹

脂、聚碳酸樹脂、有線電話與錄音等空白媒體，都是具有潛力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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