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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研究採用平均絕對差額法，探討民國83年至99年期間家庭實質可支

配所得與實質消費差距變化。檢視臺灣經濟成長的果實，為何種人所享用，

以及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研究結果發現如次： 

－在國際貿易活動日趨頻繁，全球產業分工日益精細下，國內薪資受勞動報

酬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影響，使得我國薪資成長停滯，造成不同所得家庭間

之實質薪資所得差距擴大。 

－隨著社會生活型態的改變，家庭消費支出型態亦隨之改變。依實質可支配

所得按家庭戶數五等分位組觀察，家庭消費支出之結構比，只有醫療和保

健與運輸交通及通訊占家庭總支出比重呈上升趨勢，其餘家庭消費支出所

占比重皆呈下降趨勢。 

－臺灣地區全體家庭平均消費傾向有下降的趨勢，主要原因為我國就業不足

及薪資成長停滯，使多數國人對其未來所得趨於保守，進而減少消費。 

為使經濟成長的果實合理分享於民，政府應積極扮演行銷者角色，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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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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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積極推動「全球招商」、「產業有家，家有產業」等計畫，營造優質投資

環境、促使民間投資增加，創造就業機會，提升薪資所得。而且政府應有

積極的財政政策，以落實租稅公平，照顧弱勢族群，提升其福祉，縮短貧

富差距。 

壹、前 言 

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顧志耐（Simon Kuznets）論證，隨經濟快

速成長，產業結構亦隨之調整；惟其在調整及移動過程中，有些產業成

長較快，有些產業成長較慢，因而產生技術與工資的差距，致所得差距

有擴大現象。故在經濟快速成長的同時，其成長的果實究竟由少數人分

享，還是由多數人分享，即為大家所關注的議題。而將經濟成長的成果，

能夠合理的分享於民，有效解決所得分配不均問題，更是各國政府應審

慎面對及需謀求因應之道的重要課題，而我國自然也不例外。 

近年來，臺灣面臨全球化與自由化的競爭、產業結構的調整及結構

性失業等衝擊，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由民國79年之5.18倍上升至90年之

6.39倍的高峰。爾後在政府積極推動產業升級、促進就業及增加社福等相

關措施下，所得差距倍數逐年下降，至96年為5.98倍。惟97年與98年因受

國際金融海嘯影響，所得差距倍數回升，其中98年五等分位所得差距高

達6.34倍，為歷年次高。99年隨著國內景氣復甦，就業市場改善，所得差

距倍數雖有回降，但仍未降至79年之水準。顯示如何將經濟成長的果實，

合理的分享於民，縮短貧富的差距，仍是目前政府亟需解決的重要課題。 

以往談到經濟成長的成果如何分享於國民，大多從所得分配的方面

研究。但除此以外，也可以從家庭的消費(國民的生計)與儲蓄(或財產形

成)等方面加以探討。由於消費與財產形成係將所得分配於多方面使用與

運用，其包括許多支出項目或財產種類。如仔細加以分析，經濟成長的

成果分享於國民情形可以得到更廣泛而深入了解，所得分配的研究也得

以補充。 



 

 

 - 231 - 

臺灣地區家庭所得與消費支出差距變化之研究  

 

另國內生產毛額(GDP)中之民間消費主要係來自於國內家庭的消費

支出加總而成，故家庭消費支出結構若發生變化，則國內的需求亦會產

生變化。以往臺灣民間消費占GDP比重皆在六成以上，惟自95年起，所占

比重逐年下降，至99年僅約五成四左右，其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創正貢獻

以來歷史新低水準(19.39%)，邊際消費傾向亦有下降的情形，顯示臺灣消

費動能有減弱之跡象。因此針對臺灣國內家庭所得與消費支出型態進行

研究，不僅有助於瞭解臺灣所得分配不均問題，亦可助於分析近年來我

國民間消費成長力道減弱之主因。 

一般國際間常用測度所得分配的方法，以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

與所得五等分位倍數最為被廣泛運用。惟其無法計算各組間家庭所得差

額的長期趨勢，加以其計算方法較為繁複。故本研究採用絕對平均差計

算方法1，以五等分位組間平均每戶實質可支配所得(經由95年為基期之家

庭可支配所得之指數平減)，分別從家庭所得收入與消費兩分面，計算各

不同家庭所得收入與消費平均差額之長期趨勢，以深入檢視臺灣經濟成

長的果實，為何種人所享用，以及所得分配不均問題。 

本研究之主要重點：(1)探討民國83-99年間，臺灣家庭所得與消費之

差距變化趨勢及原因；(2)進而針對縮小所得差距，經濟成長果實為民共

享，提出具體且可行的政策建議。本文共分五節：第壹節，前言；第貳

節，臺灣地區家庭所可支配得之差距變化；第參節，臺灣地區家庭消費

支出型態轉變；第肆節，臺灣地區家庭所得與消費之關聯；第伍節，結

語與建議。 

貳、臺灣地區家庭可支配所得之差距變化 

臺灣地區家庭的所得收入主要有四項：薪資所得(受僱人員報酬)、產

業主所得、財產所得淨額2和移轉收入。其中，與勞動有關的薪資和產業

                                                 
1張漢裕 (67)，頁 177-218。根據各大小家庭所得組之實質的絕對差額計算。 
2財產所得淨額＝財產所得收入＋自用住宅及其他營建物設算租金－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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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所得為一般家庭主要的所得來源，兩者之和常被稱為家庭的基本所得

或工作報酬(earnings)，與勞動無關的所得則為財產所得淨額與移轉收

入。將家庭的所得收入扣除非消費支出即為家庭可支配所得。 

另家庭可支配所得中的移轉收入主要來自民間(企業以及其他家庭)

和政府兩種，其中政府的移轉收入是為照顧弱勢族群，對低收入戶生活

補助、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敬老福利津貼及老農福利津貼等福利

措施，加以其他社會保險(包括全民健保、公保、勞保及國保等)保費補助

等，政府的移轉收入，雖然有助於提升低收入家庭所得，減緩所得差距

擴大趨勢，具有重分配的效果。然而本文主要研究民國83年至99年間，

探討全體家庭平均實質可支配所得不均情形，不含所得重分配效果，所

以在探討家庭可支配所得將剔除移轉收入。而又為簡化近年來造成家庭

實質可支配所得不均的原因，依戶數五等分組逐項檢視各組間之家庭實

質要素所得(即薪資所得、產業主所得、財產所得淨額等三項)觀察家庭所

得分配不均情形。 

一、臺灣地區家庭可支配所得分配不均擴大 

由圖2-1可知，民國70年至99年間，依可支配所得按戶數五等分

位組之臺灣地區全體家庭平均每戶所得之成長速度，其中民國77至92

年間最為快速，其次為70至77年。惟自民國92年高達9.98%後，成長

速度大幅縮減，其中民國89到94年間幾乎沒有成長。同一時期，按戶

數五等分位組間之各組所得成長率可支配所來看，高所得家庭之實質

可支配所得(Y5)年平均成長率3.24%，皆高於其他組戶之成長率。 

另依五等分位組觀察各組戶間實質可支配所得平均差額，由民國

70年的140,925元增至99年的390,424元，其平均差額擴增2.77倍。同

一時期，各組戶間所得平均差額/全體家庭平均所得比率亦由70年的

0.353增至99年的0.421，吉尼係數亦從70年的0.281上升至99年的

0.345，顯示臺灣地區所得分配不均有擴大的現象，而且所得平均差

額之平均所得比率與吉尼係數略同。(參附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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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歷年依戶數五等分位組之平均每戶實質可支配所得 
 
 
 
 
 
 
 
 
 
 
 
 
 
 
 
 
 

附註：1.實質可支配所得是按95年價格平減計算而得。 

          2. YA為全體家庭平均之實質可支配所得，Y1~Y5則是按家庭戶數實質可支配所得分成五等分，

由小至大排列，其中Y1為最低20%之組戶所得，Y2為次低20%之組戶所得，Y3及Y4以此類推，

Y5為最高20%之組戶所得。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整理。 

    值得注意，中產階級3家庭之平均每戶實質可支配所得(Y2~Y4)之

成長率，自民國83年大幅下降後，與最高所得之成長率差距愈來愈明

顯。若以所得差額分配比來看，中產階級以下家庭與高所得家庭間之

比例自83年以後皆在4成以上(參附表2-2)。顯示臺灣地區近十年在全

球化與自由競爭之趨勢下，高所得者財富快速成長；中產階級則隨著

資源重分配，逐漸失去競爭力，淪為低所得之族群。整個所得的分配，

中間出現很大缺口(中產階級減少)，我國所得分配似乎已形成大前研

一(2006)所認為的「M型化」。 

二、臺灣地區家庭所得分配不均原因 

由上可知，近年來我國所得分配不均擴大有「M型化」的現象，

故以下將逐項檢視家庭所得收入之主要來源，進一步確認造成家庭實

                                                 
3目前中產階級尚無統一的定義，依據詹維玲、劉完淳 (2007)，頁 48，所得分配位於中間百分之六十的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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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可支配所得分配不均與「M型化」的原因。 

(一)臺灣地區家庭實質薪資所得分配「M型化」 

民國83年至99年間，高所得家庭之庭實質平均薪資年平均成

長率1.14%高於中、低所得家庭。各組戶間所得平均差額/全體家

庭平均所得比率，由83年的0.444上升至99年的0.53，各組戶間實

質薪資所得平均差距亦增1.31倍，顯示臺灣地區家庭薪資所得分

配有擴大現象。同一期間，各組間之實質產業主所得年平均成長

率皆呈負成長，顯示產業外移及全球化擠壓臺灣中小企業的生存

空間。值得注意，各組戶間實質產業主所得自97年起，所得平均

差額/全體家庭平均所得比率快速上升，顯示臺灣地區家庭實質

產業主所得分配有擴大趨勢。(參附表2-3、2-4) 

若按五等分之各組間家庭平均實質薪資與產業主所得之絕

對差額觀察，87年亞洲金融風暴，90年的網路經濟泡沫化，97

年與98年金融海嘯重創國內外景氣，使得低所得家庭實質薪資占

總差額之分配比由86年的11.57%，驟降87年的9.56%，爾後則一

路下跌至98年的6.12%。而以產業主所得之絕對差之分配比來

看，則是由89年的17.96%，驟降90年的13.35%，爾後亦一路下

跌至98年的10.57%。顯示我國低所得家庭之實質基本所得(薪資

與產業主所得)縮減，易受國際景氣衰退的影響。(參附表2-3、2-4) 

值得注意，自民國90年起，隨著網路泡沫化及高科技產業陸

續將生產基地外移大陸，以及科技產業代工的毛利愈來愈低，使

得這些為被社會所認定的中產階級4(尤其是科技公司員工)的薪

水及配股大不如前。另因我國高科技產業無法創造高附加價值，

及在國際貿易活動日趨頻繁，全球產業分工精細下，國內薪資受

                                                 
4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教授葉仁昌說，中產階級在學術上 有客觀法和主觀法，客觀法用一些客觀的

事實，如所得、教育程度、 職業別，例如專業人士、學者、知識分子、或大企業、公營事業、政府部

門的中級管理層、中小型企業主、公教人員等。去除所得最高的前五之一和所得最低的後五分之一，中

間部分就是「中產階級」。中國時報 (2007)，臺灣希望 2008 專題系列之八／徬徨的中產階級 



 

 

 - 235 - 

臺灣地區家庭所得與消費支出差距變化之研究  

 

勞動報酬的受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影響，薪資調整受到明顯限縮。

因此，高所得家庭之實質薪資與中產階級以下家庭絕對差額分配

比，由89年的42.03%上升至90年的44.82%，增加2.79個百分點。

爾後則一路上升至98年的46.25%。在低所得家庭實質薪資占總

差額之分配比持續的縮小，高所得家庭之實質薪資與中產階級以

下家庭絕對差額分配比則持續的擴增下，顯示臺灣地區中產階級

家庭的實質薪資漸朝向低所得家庭，實質薪資所得分配已漸漸形

成「M型社會」。 

(二)家庭財產所得分配不均改善 

由於財產所得(指家庭財產所得淨額包含財產所得收入與自

用住宅及其他營建物設算租金)與政府利率政策及股市有關，其

中央行的利率政策會影響家庭的利息收入，股市則受國內外景氣

影響，進而影響到家庭的投資收入。民國90年因為網路經濟泡

沫，我國的經濟成長率首度發生負成長，進而影響到股市成交值

驟減。由於股利所得有遞延效果(90年股利於91年發放)，使得高

所得家庭之實質財產所得與中產階級以下家庭絕對差額分配比

在91年擴增至59.01%，爾後之所得差距都在五成以上，顯見臺

灣地區財產所得分配非常不平均，惟分配不均的現象已較民國91

年縮減。另自用住宅及其他營建物設算租金部分，其各組戶間設

算租金平均差額由83年的13,544元增為99年的17,478元，此一期

間差額擴增1.29倍。 

  



 

 

 - 236 - 

綜合規劃研究 

圖2-2 歷年戶數五等分位組之平均每戶實質財產所得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整理。 

參、臺灣地區家庭消費支出型態轉變 

一般談到經濟成長的成果如何分享於國民，大多從所得分配的方面

研究。但除此以外，也可以從家庭的消費(國民的生計)與儲蓄(或財產形

成)等方面加以探討。由於消費與財產形成係將所得分配於多方面使用與

運用，其包括許多支出項目或財產種類。如仔細加以分析，經濟成長的

成果分享於國民情形可以得到更廣泛而深入了解，所得分配的研究也得

以補充。 

為觀察臺灣地區家庭民間消費支出型態的轉變，本文利用行政院主

計處民國83年至99年的家庭收支調查報告，透過長期跨時橫斷面個體資

料的描述，檢視全體以及以家庭所得五等分位的消費支出在成長過程中

的動態變化。為了剔除物價所帶來的干擾因素，本研究實質家庭消費支

出是經由以95年為基礎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平減。另調查報告中的家庭消

費支出的分類，自民國98年起改依聯合國最新版用途別個人消費分類

(Classification of Individual Consumption According to Purpose；簡稱

COICOP)，為求統計資料的一致性，故對98年與99年的家庭消費支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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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部分調整。 

一、家庭之總消費支出結構的轉變 

民國83年至99年間，臺灣地區家庭之各項消費結構確有和緩但明

顯的轉變。若支出型態按食、衣、住、行等觀察，住的支出占總消費

之比重為最大，其次為食的支出，二者總支出之比重超過平均每戶家

庭總消費的一半，惟其二者所占比重卻逐年降低。不過，醫療與保健

及運輸交通與通訊支出所占總消費比重則逐年提升。其中，家庭醫療

與保健所占比重的提高，主要是隨著國人平均壽命延長，健康養生概

念普及化，使醫療與保健所占比重由83年的8.49%上升至99年的

14.39%。而家庭運輸交通與通訊支出則是隨著家庭所得增加，以及

近年來電子資訊通信設備的普及，導致其所占比重亦逐年提高，由83

年的8.49%增加至99年的12.52%。(參表3-1） 

表3-1 民國83年至99年臺灣地區家庭實質消費支出結構 

 

 

 

 

 

 

 

 

 

 

單位：%

83 100.00 26.05 4.90 30.20 9.87 8.49 13.48 7.00

84 100.00 25.50 4.60 29.48 10.00 10.37 13.12 6.93

85 100.00 26.08 4.49 29.88 10.16 9.84 12.97 6.57

86 100.00 25.74 4.50 29.48 10.42 9.98 13.11 6.77

87 100.00 25.77 4.48 29.42 10.60 10.32 12.81 6.61

88 100.00 25.15 4.08 28.93 11.11 10.96 12.96 6.80

89 100.00 24.21 3.83 29.11 11.37 11.09 13.51 6.88

90 100.00 24.34 3.64 28.51 11.69 11.53 13.32 6.97

91 100.00 24.05 3.56 27.42 12.23 12.28 13.52 6.94

92 100.00 24.00 3.52 27.50 12.12 12.70 13.12 7.03

93 100.00 23.71 3.47 26.79 12.54 12.91 13.31 7.26

94 100.00 23.62 3.40 26.95 12.56 13.41 12.99 7.08

95 100.00 23.51 3.36 26.67 12.35 13.93 12.86 7.33

96 100.00 24.20 3.27 26.94 12.46 14.30 12.52 6.30

97 100.00 24.64 3.18 27.31 11.98 14.64 12.49 5.76

98 100.00 24.18 3.19 26.83 12.73 14.45 12.03 6.60

99 100.00 24.44 3.23 27.05 12.52 14.39 12.03 6.34

附    註： 食指食品、飲料及菸草等；衣指衣著、鞋襪類等；住指住宅服務、水電瓦斯及燃料、

家具設備及家服等、行指運輸交通及通訊等。

資料來源： 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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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可支配所得按家庭戶數五等分位組觀察，各組戶間總消費平均

差額由83年的189,065元增至99年的202,584元，其平均差額擴增1.07

倍。從各組戶間總消費平均差額/全體家庭平均總消費所得比率中亦

可得知，其比率由83年的0.299上升至99年的0.304，顯示從臺灣地區

家庭總平均消費分配不均有擴大的現象。同一期間，依家庭總消費中

的各項支出平均差額之倍數來看，只有食、保健及醫療與運輸交通及

通訊等兩項消費平均差額擴增倍數大於總消費的1.07倍，其餘衣、住

及娛樂教育和文化服務等各項家庭消費則皆低於1.07倍。(參附表3-2) 

二、不同所得家庭群組間之消費支出型態改變 

一般而言，較低所得者的家庭花在基本生活的費用比例較高，而

高所得者的家庭，除了能應付基本生活的開銷外，更有能力購買其他

生活非必需品，尤其是能炫耀財富的奢侈品與娛樂性商品。 

依可支配所得戶數五等分位組觀察民國83年至99年間，發現不同

所得群組間的家庭對食、衣、住等的基本生活支出之總和占總消費比

重皆高達5成以上；其中食、衣兩方面的消費比重皆為下降的趨勢，

只有住的消費比重在低所得家庭是逐年上升，其他所得群組家庭則皆

為下跌。顯示在所餘可支配所得有限的情況下，電腦等家庭現代化設

備之購置，對於低所得家戶造成較大之經濟負擔。以致高低所得家戶

數位環境存有落差。其他如娛樂教育和文化服務占總消費比重在不同

所得群組間之家庭為下降趨勢，而保健及醫療與運輸交通及通訊之比

重則為上升趨勢。顯示不同所得家庭在食、衣、保健及醫療、運輸交

通及通訊、娛樂教育和文化服務等消費行為沒有差異。(參表3-3) 

肆、臺灣地區家庭所得與消費之關聯 

當家庭在考慮消費支出時，所得的多寡會是一項重要的因素，其中

家庭所得常以所得總額或可支配所得來衡量。根據凱因斯(Keynes)於其

1936年的巨著(就業、利息與貨幣的般理論)曾經提到，消費行為是立基於

「基本心理法則(fundamental psychological law)。凱因斯所提的基本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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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則論點為消費占所得的比重(即平均消費傾向)將會隨著所得增加而減

少，而且隨著所得增加，消費也會增加，但所得增加的幅度大於消費增

加的幅度。簡言之邊際消費傾向為介於0與1的數值。本文將以此為出發

點探討臺灣地區家庭消費支出與可支配所得之關係。 

一、臺灣地區家庭之平均消費傾向下降 

民國83年至99年間，臺灣地區全體家庭平均消費傾向有下降的趨

勢，顯示近年來我國之就業不足及薪資成長停滯，使多數國人對其未

來所得預期趨於保守，而減少消費。依戶數可支配所得五等分位組觀

察，家庭實質可支配所得較低者，其消費平均傾向愈高；反之，家庭

實質可支配所得較所得高者，其消費平均傾向愈低。值得注意，低所

得組家庭之平均消費傾向在民國85年至94年間與98年都大於1，顯示

低所得家庭有日不敷出的情形。(圖4-1) 

圖4-1  歷年戶數五等分位組之平均每戶平均消費傾向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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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地區低所得家庭之平均邊際消費傾向最高 

民國 83 年至 99 年間，臺灣地區全體家庭平均之實質總消費的不

均度以相對平均差額計算(99 年之實質總消費為 83 年的 1.07 倍)，低

於全體家庭平均之實質可支配所得不均度(1.2 倍)；若改由全體家庭

平均之實質總消費則 99 年為 83 年的 1.05 倍亦低於全體家庭平均之

實質可支配所得(1.13 倍)，與美國類似5。顯示臺灣地區全體家庭平均

之總消費變動較可支配所得變動平滑6，符合凱因斯的「基本心理法

則」邊際消費傾向小於 1；或具有流動限制的生命循環/恆常所得中

消費尤拉方程式基本假設邊際消費傾向小於 17。 

同一期間，依戶數可支配所得五等分位組觀察，各分位組間之不

同所得家庭的實質可支配所得與家庭總消費變動情形，亦可得知不同

所得之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其中，低所得者家庭在民國 99 年家庭

平均總消費為 83 年的 0.99 倍，低於家庭平均可支配所得的 1.01 倍，

由此可知低所得的邊際消費傾向約為 0.98。以此類推，可以得知各五

等分位組之邊際消費傾向，依所得家庭由高排列到低依序為 0.90、

0.96、0.94、0.93、0.98，顯示低所得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相較於中、

高所得家庭高。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語 

近年來，全球化的潮流、金融風暴的肆虐、產業結構的變遷及人

口組成的變化，臺灣地區國民所得分配有逐漸惡化的趨勢，進而造成

民間消費成長動能趨緩。故此為明瞭並檢視我國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

本研究以絕對平均差計算方法，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資料，

依家庭實質可支配所得按五等分位，分別從家庭收入(主要所得)與支

出(消費)兩方面，探討民國 83 年至 99 年間，各種不同所得家庭之平
                                                 
5詹維玲、劉完淳 (2007)，頁 50 
6
 Krueger and Perri (2002)。 

7
 Cambell and Mankiw (1989,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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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收入與支出絕對平均差的變動趨勢，以確認近期我國所得分配不均

之主因。本研究結果發現如次： 

(ㄧ)依家庭所得收入之主要來源分析：在國際貿易活動日趨頻繁，全

球產業分工精細化下，國內薪資受勞動報酬的要素價格均等化的

影響，使得我國薪資成長停滯，造成不同所得家庭間之實質薪資

所得差距擴大，為家庭所得收入分配不均之主因。另因政府的低

利率政策與國人理財觀念的改變，家庭財產所得分配不均之現象，

近年來有逐漸改善之趨勢。 

   1.近年來由於臺灣面臨全球化與自由化的競爭，以及高科技產業

將生產基地外移大陸，代工的毛利愈來愈低等影響，不僅使我

國薪資成長的停滯，亦擠壓臺灣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造成不

同組間家庭所得收入中之實質薪資所得絕對平均差額由民國

83 年到 99 年間擴增 1.31 倍，產業主所得則擴增為 1.03 倍。又

家庭實質薪資所得占總所得收入比重超過二分之一，顯示不同

所得家庭組間之實質薪資所得平均絕對差距擴大，為家庭所得

收入主要來源分配不均之因素。 

   2.家庭財產所得與政府利率政策與股市有關，其中政府利率政策

影響家庭的利息收入，而股市受景氣的影響，進而影響到家庭

的投資收益。自民國 91 年以後政府之重貼現率皆維持在 4%以

下，加以國人的理財觀念逐漸改變，不同家庭所得間之財產所

得分配不均的現象，自民國 91 年以後有逐漸縮減的趨勢。 

(二)依家庭消費支出型態分析：隨著社會生活型態的改變，家庭消費

支出型態亦隨之改變。依實質可支配所得按家庭戶數五等分位組

觀察不同所得家庭對不同消費型態之改變，只有醫療和保健與運

輸交通及通訊占家庭總支出比重呈上升趨勢。其中，醫療和保健

支出絕對平均差額從民國 83 年至 99 年間擴增 2.94 倍，運輸交通

及通訊亦擴增 1.28 倍。顯示醫療和保健與運輸交通及通訊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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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家庭之經濟負擔之差距有擴大的趨勢。 

(三)臺灣地區全體家庭平均消費傾向有下降的趨勢，顯示近年來我國

之就業不足及薪資成長停滯，使多數國人對其未來所得預期趨於

保守，而減少消費。依戶數實質可支配所得五等分位組觀察，低

所得家庭之平均消費傾向與邊際消費傾向相較於高所得家庭為

高，顯示臺灣地區全體家庭平均之總消費變動較可支配所得變動

平滑，符合凱因斯的「基本心理法則」。 

二、建議 

根據本研究發現，由於臺灣面臨全球化與自由化的競爭、產業結

構的調整及結構性失業等因素，由家庭所得收入之主要來源分析所得

分配不均，主要是由不同所得家庭之實質薪資所得之平均所得差距擴

大所造成。而不同所得家庭之消費型態由於社會生活型態改變而有所

不同，其中不同所得家庭間醫療和保健與運輸交通及通訊之平均消費

差額得知，不同所得家庭之經濟負擔有擴大的趨勢。另由於我國就業

與薪資成長停滯，近年來全體家庭平均消費傾向有下降的趨勢，低所

得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高於所得較高的家庭。茲由本文研究之發現，

提出政策建議如下： 

(一)擴大國內需求，創造就業機會，提升薪資水準：由於臺灣的內需

市場規模不大，易受全球景氣波動之影響，因此仍需繼續運用出

口擴張、吸引外資進駐臺灣，擴大國內需求，創造就業機會，提

升薪資水準。 

   1.政府應積極扮演行銷者角色，修改不合時宜之產業法展法規，

營造優質投資、設廠與創業環境，使臺灣成為國內、外廠商投

資的重要據點，進而增加就業機會，提高國人薪資所得。 

   2.落實在地工作機會之創造，政府應持續積極推動「全球招商」、

「產業有家，家有產業」等計畫，以及加強推動重點服務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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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從而帶動地方產業蓬勃發展，促進當地居民在地就業。 

   3.創新繁榮經濟，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塑造產業競爭力新優勢：

政府應持續推動新興產業、新興智慧型產業及重點服務業，發

展適地適性的區域產業，加速產業再造及落實地方招商；深化

ECFA 效應，拓展中國大陸內需市場，強化亞洲區域經貿連結。 

(二)兼顧成長與公平，照顧弱勢族群，提升其福祉：社會弱勢族群通

常是低所得家庭，提升其福祉不僅可減緩所得差距擴大之效果。 

   1.政府應持續落實推動社會救助新制，結合地方產業發展資源強  

化辦理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促進其就業等措施，協助弱勢族群

經濟自立。加強對經濟弱勢家庭生活及資源使用實況之掌握，

發揮最大政策執行效果。 

   2.政府應積極推動職能訓練，如鼓勵在職勞工與企業單位人力資

本投資，持續推動失業勞工再訓練機制，採自辦、委外、補助

等公私協力方式，加強辦理多元類別職業訓練，增加勞工之生

產力，使我國人力資源分配有彈性(即生產力較低的工作可以轉

到生產力較高的工作)。 

(三)健全家庭服務醫療體系，推展多元化醫療服務，維護低所得家庭

就醫權益，落實經濟安全的保障。 

   1.政府應有效管理醫療資源，積極推動「二代健保」，使醫療資

源配置有效率。政府應持續補助中低收入家庭兒童及少年健保

費，維護就醫權益。 

   2.推動長期照護服務，建構完善服務輸送體系，發展資源不足地

區及族群之長照服務資源，加速資源整備，提供中低收入老人

生活津貼及照顧者津貼，以落實經濟安全保障。 

(四)落實租稅公平，縮短貧富差距：政府應積極建立「輕稅簡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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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稅環境，提升產業競爭力；減輕中低所得者及薪資所得者租稅

負擔，調整綜合所得稅各項扣除額，提升所得稅公平性。 

   1.政府應積極建構「增效率、廣稅基、簡稅政」租稅環境，貫徹

「輕稅簡政」之改革理念，在兼顧政府財政負擔能力、產業競

爭力及租稅公平之前提下，建立健全透明之稅制與稅政，以平

衡所得差距，增強國內民間消費動能。 

   2.依家戶實質可支配所得，課不同的稅率：可參考日本所得稅制

度，依納稅人本人及撫養家屬所需的最低生活費用，以及社會

保險費用等免徵所得稅。為減輕中低所得者及薪資所得者租稅

負擔，可以參考日本所得稅制，調整調整綜合所得稅各項扣除

額，提升所得稅公平性。增加中低所得家庭之可支配所得，誘

發其消費能力，進而提振國內民間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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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歷年戶數五等分位組之實質可支配所得成長率暨所得差額分配比 

(按 95 年價格計算) 

 

單位：%

Y1 Y2 Y3 Y4 Y5 Y1－0 Y2－Y1 Y3－Y2 Y4－Y3 Y5－Y4

70 --- --- --- --- --- 23.76 13.40 10.41 13.95 38.48

71 -1.01 0.47 -0.10 -0.18 0.84 23.32 13.70 10.10 13.77 39.10

72 3.34 3.08 3.74 4.42 5.05 22.94 13.39 10.21 13.99 39.47

73 2.88 4.73 5.25 4.85 3.83 22.73 13.92 10.53 13.95 38.88

74 0.38 1.08 1.27 2.07 2.63 22.23 13.86 10.46 14.24 39.21

75 0.50 0.84 0.58 0.35 2.77 21.74 13.67 10.14 13.80 40.65

76 3.71 6.04 7.01 6.95 5.80 21.31 14.18 10.58 13.93 40.00

77 8.60 11.03 11.79 11.88 12.25 20.62 14.49 10.78 13.92 40.20

78 6.24 9.38 9.85 9.72 8.14 20.26 15.26 11.10 14.07 39.32

79 4.49 5.79 6.77 8.76 9.71 19.29 14.95 11.12 14.79 39.84

80 13.38 9.13 8.24 7.65 8.82 20.10 14.24 10.78 14.39 40.49

81 -0.36 4.75 5.53 6.00 5.05 19.07 15.18 11.09 14.72 39.95

82 6.34 8.98 10.76 11.07 10.00 18.43 15.49 11.72 14.99 39.37

83 6.18 2.74 2.51 2.74 5.27 18.59 14.52 11.34 14.73 40.82

84 3.23 2.90 2.75 3.87 2.49 18.73 14.52 11.32 15.41 40.03

85 -2.11 -0.74 -0.33 -1.06 -1.30 18.57 14.86 11.56 15.12 39.88

86 1.81 0.90 1.40 1.04 2.24 18.49 14.50 11.63 14.79 40.59

87 -4.12 -3.05 -2.16 -2.57 -2.22 18.14 14.58 11.94 14.55 40.80

88 3.09 3.46 2.83 2.78 2.88 18.17 14.73 11.73 14.51 40.85

89 -0.36 -0.22 0.23 1.37 0.47 18.02 14.65 11.85 15.15 40.32

90 -10.53 -7.30 -4.06 -1.98 3.06 15.65 13.74 12.06 15.31 43.24

91 4.99 3.07 0.95 -0.39 1.22 16.23 13.69 11.41 14.52 44.14

92 2.39 2.23 1.12 2.55 0.95 16.46 13.84 11.10 15.34 43.26

93 0.24 1.73 3.99 1.33 -0.55 16.59 14.41 12.29 14.52 42.18

94 1.37 1.36 1.67 1.94 1.52 16.57 14.38 12.41 14.70 41.95

95 3.29 2.65 3.19 4.00 2.78 16.65 14.26 12.62 15.22 41.25

96 3.05 1.57 0.96 0.11 2.62 16.72 13.87 12.23 14.49 42.69

97 0.06 1.78 2.49 2.80 1.15 16.54 14.24 12.61 14.85 41.75

98 -7.78 -4.40 -3.90 -2.65 -3.24 15.77 14.65 12.68 15.51 41.40

99 3.91 1.31 1.90 2.17 1.47 16.14 14.22 12.91 15.73 40.9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整理。

年別
可支配所得按戶數五等分組之所得成長率 可支配所得按戶數五等分組間所得差額之分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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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3 民國83年至99年臺灣地區家庭實質平均薪資所得概況表 

(按95年價格計算) 

 

 

 

 

 

 

 

 

 

單位：元；%

Y1 Y2 Y3 Y4 Y5 Y1－0 Y2－Y1 Y3－Y2 Y4－Y3 Y5－Y4

83 587,140 151,383 363,811 510,354 717,147 1,193,003 151,383 212,428 146,543 206,793 475,857 260,405

84 591,404 150,258 347,785 516,792 722,097 1,220,087 150,258 197,527 169,007 205,305 497,990 267,457

85 583,557 144,100 362,975 494,361 716,907 1,199,441 144,100 218,875 131,386 222,546 482,534 263,835

86 597,238 145,073 355,709 512,081 719,964 1,253,364 145,073 210,637 156,372 207,882 533,400 277,073

87 587,265 121,149 344,838 492,761 710,542 1,267,034 121,149 223,689 147,923 217,781 556,493 286,471

88 599,299 114,182 337,820 512,983 730,503 1,301,007 114,182 223,638 175,163 217,520 570,503 296,706

89 604,196 114,329 344,308 515,709 751,021 1,295,614 114,329 229,980 171,400 235,312 544,593 295,321

90 581,200 97,257 311,100 471,944 720,348 1,305,353 97,257 213,842 160,844 248,404 585,005 302,024

91 586,116 106,536 315,658 477,627 713,082 1,317,677 106,536 209,122 161,969 235,455 604,595 302,785

92 601,990 103,491 327,761 467,838 735,764 1,375,095 103,491 224,270 140,077 267,926 639,330 317,901

93 607,253 94,735 325,494 508,674 738,471 1,368,892 94,735 230,759 183,180 229,797 630,421 318,539

94 621,934 94,998 326,855 524,037 759,039 1,404,743 94,998 231,857 197,182 235,002 645,705 327,436

95 635,926 99,167 337,275 526,903 780,034 1,436,251 99,167 238,108 189,628 253,130 656,217 334,271

96 643,629 98,139 336,476 536,004 772,677 1,474,850 98,139 238,337 199,528 236,673 702,173 344,178

97 644,286 95,540 331,244 534,864 787,806 1,471,974 95,540 235,703 203,621 252,941 684,168 344,108

98 624,234 87,674 316,272 515,771 769,638 1,431,812 87,674 228,597 199,500 253,867 662,174 336,034

99 645,008 94,254 328,177 536,972 803,660 1,461,978 94,254 233,923 208,795 266,688 658,318 341,931

年別 成長率 (B)/(A)

83 --- --- --- --- --- --- 12.69 17.81 12.28 17.33 39.89 0.444

84 0.73 -0.74 -4.40 1.26 0.69 2.27 12.32 16.19 13.85 16.83 40.82 0.452

85 -1.33 -4.10 4.37 -4.34 -0.72 -1.69 12.01 18.25 10.95 18.55 40.23 0.452

86 2.34 0.68 -2.00 3.58 0.43 4.50 11.57 16.81 12.48 16.59 42.56 0.464

87 -1.67 -16.49 -3.06 -3.77 -1.31 1.09 9.56 17.65 11.67 17.19 43.92 0.488

88 2.05 -5.75 -2.04 4.10 2.81 2.68 8.78 17.19 13.46 16.72 43.85 0.495

89 0.82 0.13 1.92 0.53 2.81 -0.41 8.82 17.75 13.23 18.16 42.03 0.489

90 -3.81 -14.93 -9.65 -8.49 -4.08 0.75 7.45 16.38 12.32 19.03 44.82 0.520

91 0.85 9.54 1.47 1.20 -1.01 0.94 8.09 15.87 12.29 17.87 45.88 0.517

92 2.71 -2.86 3.83 -2.05 3.18 4.36 7.53 16.31 10.19 19.48 46.49 0.528

93 0.87 -8.46 -0.69 8.73 0.37 -0.45 6.92 16.86 13.38 16.79 46.05 0.525

94 2.42 0.28 0.42 3.02 2.79 2.62 6.76 16.51 14.04 16.73 45.97 0.526

95 2.25 4.39 3.19 0.55 2.77 2.24 6.90 16.58 13.20 17.62 45.69 0.526

96 1.21 -1.04 -0.24 1.73 -0.94 2.69 6.65 16.16 13.53 16.05 47.61 0.535

97 0.10 -2.65 -1.56 -0.21 1.96 -0.20 6.49 16.01 13.83 17.18 46.48 0.534

98 -3.11 -8.23 -4.52 -3.57 -2.31 -2.73 6.12 15.97 13.93 17.73 46.25 0.538

99 3.33 7.50 3.76 4.11 4.42 2.11 6.45 16.00 14.28 18.24 45.03 0.53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整理。

薪資按戶數五等分組間所得差額

薪資按戶數五等分組之成長率 薪資按戶數五等分組間所得差額之分配比

年別
全體家庭平

均薪資 (A)

薪資所得按戶數五等分組 各組戶間薪資

所得平均差額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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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元；%

Y1 Y2 Y3 Y4 Y5 Y1－0 Y2－Y1 Y3－Y2 Y4－Y3 Y5－Y4

83 181,975 62,585 135,887 177,200 205,503 328,699 62,585 73,302 41,313 28,304 123,196 66,528

84 189,580 60,356 150,599 180,232 214,258 342,455 60,356 90,242 29,633 34,026 128,197 70,525

85 188,249 60,071 130,738 191,545 214,039 344,852 60,071 70,666 60,807 22,494 130,814 71,195

86 185,740 57,069 137,887 181,235 223,502 329,007 57,069 80,819 43,348 42,267 105,505 67,985

87 169,281 54,815 128,527 181,667 206,867 274,529 54,815 73,712 53,139 25,201 67,661 54,928

88 171,555 53,762 136,027 179,710 203,200 285,079 53,762 82,264 43,683 23,490 81,879 57,829

89 167,021 52,497 127,999 170,764 191,468 292,376 52,497 75,502 42,765 20,704 100,908 59,970

90 170,312 42,486 110,704 176,663 203,473 318,232 42,486 68,217 65,959 26,810 114,758 68,936

91 171,634 43,774 114,486 167,638 204,018 328,252 43,774 70,712 53,152 36,380 124,234 71,120

92 167,207 40,152 111,090 184,726 198,149 301,917 40,152 70,939 73,636 13,423 103,767 65,441

93 166,124 44,640 108,570 172,585 208,314 296,509 44,640 63,931 64,015 35,729 88,195 62,967

94 162,164 39,766 106,039 153,466 205,360 306,186 39,766 66,273 47,426 51,894 100,826 66,605

95 167,860 38,461 107,019 170,917 211,914 310,991 38,461 68,558 63,899 40,997 99,077 68,132

96 161,182 37,087 100,442 159,085 214,469 294,827 37,087 63,355 58,644 55,383 80,358 64,435

97 154,732 34,786 96,239 154,912 199,288 288,435 34,786 61,453 58,673 44,376 89,147 63,412

98 148,870 30,801 95,626 141,442 185,183 291,300 30,801 64,825 45,816 43,741 106,117 65,125

99 151,537 29,929 91,564 147,327 184,499 304,366 29,929 61,635 55,763 37,171 119,868 68,609

年別 成長率 (B)/(A)

83 --- --- --- --- --- --- 19.04 22.30 12.57 8.61 37.48 0.366

84 4.18 -3.56 10.83 1.71 4.26 4.18 17.62 26.35 8.65 9.94 37.43 0.372

85 -0.70 -0.47 -13.19 6.28 -0.10 0.70 17.42 20.49 17.63 6.52 37.93 0.378

86 -1.33 -5.00 5.47 -5.38 4.42 -4.59 17.35 24.56 13.18 12.85 32.07 0.366

87 -8.86 -3.95 -6.79 0.24 -7.44 -16.56 19.97 26.85 19.36 9.18 24.65 0.324

88 1.34 -1.92 5.83 -1.08 -1.77 3.84 18.86 28.86 15.32 8.24 28.72 0.337

89 -2.64 -2.35 -5.90 -4.98 -5.77 2.56 17.96 25.82 14.63 7.08 34.51 0.359

90 1.97 -19.07 -13.51 3.45 6.27 8.84 13.35 21.44 20.73 8.42 36.06 0.405

91 0.78 3.03 3.42 -5.11 0.27 3.15 13.34 21.54 16.19 11.08 37.85 0.414

92 -2.58 -8.27 -2.97 10.19 -2.88 -8.02 13.30 23.50 24.39 4.45 34.37 0.391

93 -0.65 11.18 -2.27 -6.57 5.13 -1.79 15.06 21.56 21.59 12.05 29.74 0.379

94 -2.38 -10.92 -2.33 -11.08 -1.42 3.26 12.99 21.64 15.49 16.95 32.93 0.411

95 3.51 -3.28 0.92 11.37 3.19 1.57 12.37 22.04 20.55 13.18 31.86 0.406

96 -3.98 -3.57 -6.15 -6.92 1.21 -5.20 12.58 21.49 19.89 18.78 27.26 0.400

97 -4.00 -6.20 -4.18 -2.62 -7.08 -2.17 12.06 21.31 20.34 15.39 30.91 0.410

98 -3.79 -11.46 -0.64 -8.70 -7.08 0.99 10.57 22.25 15.73 15.02 36.43 0.437

99 1.79 -2.83 -4.25 4.16 -0.37 4.49 9.83 20.25 18.32 12.21 39.38 0.45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整理。

產業主所得按戶數五等分組之成長率 產業主所得按戶數五等分組間所得差額之分配比

年別
全體家庭平

均產業主所

得 (A)

產業主所得所得按戶數五等分組 產業主所得按戶數五等分組間所得差額 各組戶間產

業主所得 (B)

所得平均差額

附表2-4 民國83年至99年臺灣地區家庭實質產業主所得概況表 

(按95年價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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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2 民國83年至99年不同所得家庭之各消費平均差額 

(按95年價格計算) 

                          單位：元 

年別 總消費 食 衣 住 
運輸交通
及通訊 

醫療和 
保健 

娛樂教育和 
文化服務 

雜項 
支出 

83 189,065  35,492  11,661  53,471  24,806  8,750  36,388  18,498  

84 197,767  36,290  11,201  53,693  26,929  13,748  35,707  20,200  

85 196,460  41,479  10,986  53,549  26,458  10,686  35,618  17,683  

86 198,522  42,456  11,222  52,546  26,623  11,333  36,115  18,227  

87 200,772  41,967  11,460  54,091  28,501  11,488  35,312  17,953  

88 206,130  43,525  10,454  51,511  30,970  14,095  36,649  18,926  

89 206,656  40,848  9,773  52,025  30,176  15,115  38,615  20,104  

90 213,125  42,358  9,795  52,294  31,921  16,978  39,125  20,656  

91 210,124  39,965  9,484  49,036  33,392  19,262  39,329  19,656  

92 208,638  40,205  9,135  49,157  32,252  20,470  36,951  20,468  

93 218,538  40,161  9,812  48,899  36,823  21,808  38,884  22,151  

94 211,118  39,862  9,193  48,300  33,257  22,097  37,765  20,645  

95 217,252  41,087  9,351  49,276  33,116  23,902  38,701  21,818  

96 210,027  41,817  9,232  46,731  32,908  24,189  37,011  18,139  

97 201,114  40,236  8,584  46,165  29,573  24,997  36,212  15,347  

98 203,663  41,291  8,648  43,992  32,516  25,556  34,037  17,625  

99 202,584  41,519  8,442  43,840  31,762  25,738  34,317  16,965  

83-99 年 

差額倍數 
1.07  1.17  0.72  0.82  1.28  2.94  0.94  0.92  

  附註：食指食品、飲料及菸草等；衣指衣著、鞋襪類等；住指住宅服務、水電瓦斯及燃料、家具設備

及家服等、行指運輸交通及通訊等。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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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83 100.00 26.05 4.90 30.20 9.87 8.49 13.48 7.00 100.00 29.74 3.69 32.88 6.75 13.76 7.86 5.32

84 100.00 25.50 4.60 29.48 10.00 10.37 13.12 6.93 100.00 29.48 3.58 33.34 6.49 14.20 7.90 5.01

85 100.00 26.08 4.49 29.88 10.16 9.84 12.97 6.57 100.00 28.73 3.50 33.58 7.05 14.66 7.48 4.99

86 100.00 25.74 4.50 29.48 10.42 9.98 13.11 6.77 100.00 27.75 3.51 33.50 7.60 14.39 7.84 5.40

87 100.00 25.77 4.48 29.42 10.60 10.32 12.81 6.61 100.00 28.05 3.33 33.72 7.41 15.12 7.27 5.09

88 100.00 25.15 4.08 28.93 11.11 10.96 12.96 6.80 100.00 26.78 3.17 35.08 6.88 15.29 7.53 5.28

89 100.00 24.21 3.83 29.11 11.37 11.09 13.51 6.88 100.00 26.09 3.01 34.98 7.77 15.06 7.92 5.17

90 100.00 24.34 3.64 28.51 11.69 11.53 13.32 6.97 100.00 26.76 2.68 34.68 7.93 15.68 7.16 5.11

91 100.00 24.05 3.56 27.42 12.23 12.28 13.52 6.94 100.00 26.60 2.70 33.65 8.33 15.57 7.85 5.31

92 100.00 24.00 3.52 27.50 12.12 12.70 13.12 7.03 100.00 26.81 2.67 33.87 8.07 16.35 7.04 5.18

93 100.00 23.71 3.47 26.79 12.54 12.91 13.31 7.26 100.00 26.96 2.55 33.06 8.25 16.72 7.19 5.27

94 100.00 23.62 3.40 26.95 12.56 13.41 12.99 7.08 100.00 26.57 2.49 33.31 8.57 17.13 6.76 5.17

95 100.00 23.51 3.36 26.67 12.35 13.93 12.86 7.33 100.00 26.31 2.51 32.60 8.47 17.83 6.90 5.38

96 100.00 24.20 3.27 26.94 12.46 14.30 12.52 6.30 100.00 26.60 2.32 33.86 8.54 17.61 6.28 4.79

97 100.00 24.64 3.18 27.31 11.98 14.64 12.49 5.76 100.00 26.94 2.21 34.18 8.58 17.13 6.32 4.64

98 100.00 24.18 3.19 26.83 12.73 14.45 12.03 6.60 100.00 26.46 2.30 34.44 8.99 16.18 6.56 5.06

99 100.00 24.44 3.23 27.05 12.52 14.39 12.03 6.34 100.00 26.22 2.29 34.91 8.66 16.92 6.12 4.86

83 100.00 30.04 4.38 30.54 8.39 9.48 11.44 5.74 100.00 28.20 4.74 29.95 9.81 8.01 13.05 6.25

84 100.00 29.17 4.16 30.03 8.47 11.27 11.35 5.55 100.00 27.60 4.47 29.23 9.80 10.26 12.62 6.03

85 100.00 28.88 4.10 30.69 8.56 11.28 10.85 5.64 100.00 27.62 4.30 29.31 9.99 10.17 12.65 5.97

86 100.00 28.18 4.11 30.24 9.21 11.41 11.04 5.81 100.00 27.14 4.22 29.40 10.00 10.68 12.56 6.01

87 100.00 28.14 4.02 30.06 9.39 11.92 11.02 5.46 100.00 27.30 4.36 28.76 10.02 10.85 12.70 6.02

88 100.00 27.48 3.73 30.43 9.60 12.21 10.75 5.82 100.00 26.71 3.83 28.40 11.00 11.27 12.89 5.90

89 100.00 26.47 3.42 30.65 10.15 12.32 11.21 5.78 100.00 25.90 3.69 28.69 10.91 11.39 13.37 6.06

90 100.00 26.78 3.21 30.14 10.47 12.94 10.94 5.53 100.00 25.99 3.52 28.13 11.28 11.89 13.12 6.07

91 100.00 25.86 3.18 29.52 10.92 13.19 11.54 5.80 100.00 26.10 3.38 26.59 11.73 12.83 13.06 6.31

92 100.00 26.40 3.17 29.37 10.67 13.42 11.11 5.86 100.00 25.58 3.33 26.95 12.10 12.49 13.22 6.32

93 100.00 26.62 2.97 28.72 10.87 13.64 11.23 5.96 100.00 25.29 3.34 26.44 12.21 12.93 13.21 6.58

94 100.00 26.16 2.97 28.99 10.98 14.21 10.84 5.86 100.00 25.27 3.22 26.52 12.18 13.65 12.69 6.47

95 100.00 26.06 2.92 28.84 11.17 14.62 10.41 5.97 100.00 24.84 3.22 26.15 12.24 14.10 12.82 6.64

96 100.00 26.20 2.77 29.49 11.05 15.36 9.96 5.17 100.00 25.64 3.05 26.74 12.25 14.20 12.46 5.67

97 100.00 26.69 2.69 29.27 10.91 15.58 9.98 4.87 100.00 26.14 2.98 26.81 12.13 14.45 12.23 5.25

98 100.00 25.94 2.71 29.11 11.59 15.01 9.85 5.79 100.00 25.75 2.96 26.76 12.12 14.53 11.96 5.92

99 100.00 26.34 2.80 29.84 11.21 14.85 9.49 5.47 100.00 25.94 3.06 26.84 12.36 13.98 12.15 5.67

83 100.00 26.18 5.06 30.01 10.07 7.97 13.75 6.95 100.00 21.85 5.47 29.57 11.33 7.19 16.05 8.53

84 100.00 25.61 4.73 28.70 10.20 10.36 13.70 6.70 100.00 21.43 5.09 28.86 11.65 8.96 15.25 8.77

85 100.00 25.93 4.57 29.53 10.48 9.27 13.74 6.48 100.00 23.26 5.00 29.04 11.66 8.04 15.13 7.87

86 100.00 25.74 4.60 28.88 10.80 9.27 14.01 6.70 100.00 23.19 5.05 28.46 11.76 8.17 15.26 8.11

87 100.00 26.07 4.52 28.76 10.69 9.78 13.51 6.67 100.00 22.87 5.05 28.81 12.33 8.31 14.75 7.88

88 100.00 25.22 4.19 27.79 11.41 10.85 13.63 6.91 100.00 22.65 4.56 27.72 12.82 9.12 15.01 8.12

89 100.00 24.44 3.94 27.97 12.02 10.82 14.13 6.68 100.00 21.50 4.26 27.87 12.73 9.44 15.73 8.48

90 100.00 24.45 3.70 27.52 12.05 11.10 14.11 7.07 100.00 21.65 4.10 27.15 13.16 9.95 15.47 8.51

91 100.00 24.39 3.64 26.17 12.70 11.94 14.17 6.98 100.00 21.09 4.02 26.15 13.83 10.91 15.75 8.25

92 100.00 23.89 3.67 26.05 12.67 12.63 14.18 6.92 100.00 21.30 3.92 26.34 13.47 11.57 14.83 8.56

93 100.00 23.75 3.51 25.95 12.50 12.75 14.46 7.09 100.00 20.59 3.99 25.13 14.63 11.72 15.06 8.88

94 100.00 23.37 3.52 25.59 13.46 13.00 14.07 6.98 100.00 20.90 3.87 25.62 13.86 12.22 14.96 8.57

95 100.00 23.55 3.39 25.59 12.98 13.55 13.58 7.37 100.00 20.83 3.84 25.25 13.49 12.77 14.99 8.83

96 100.00 24.31 3.35 25.16 13.18 14.08 13.62 6.29 100.00 21.70 3.84 25.36 13.76 13.15 14.58 7.60

97 100.00 25.10 3.27 25.84 12.26 14.62 13.24 5.67 100.00 21.86 3.72 25.96 13.07 13.69 14.88 6.83

98 100.00 24.07 3.24 25.13 13.44 14.67 12.75 6.70 100.00 21.94 3.72 25.05 14.09 13.52 13.98 7.69

99 100.00 24.78 3.35 25.29 13.06 14.31 12.80 6.41 100.00 22.02 3.67 25.16 13.82 13.83 14.07 7.44

附       註： 食指食品、飲料及菸草等；衣指衣著、鞋襪類等；住指住宅服務、水電瓦斯及燃料、家具設備及家服等、行指運輸交通及通訊等。

資料來源： 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整理。

年別

可支配所得按戶數五等分位組

可支配所得按戶數五等分位組

衣 住
運輸交通

及通訊

醫療和

保健

娛樂教育和

文化服務

雜項

支出

運輸交通

及通訊

醫療和

保健

娛樂教育和

文化服務

雜項

支出
合計 食合計 食 衣 住

衣 住
運輸交通

及通訊

醫療和

保健

娛樂教育和

文化服務

雜項

支出

運輸交通

及通訊

醫療和

保健

娛樂教育和

文化服務

雜項

支出
合計 食

Y4 Y5

年別
Y2 Y3

合計 食 衣 住

年別

可支配所得按戶數五等分位組
全體家庭平均消費

Y1

醫療和

保健

娛樂教育和

文化服務

雜項

支出
合計 食 衣 住

運輸交通

及通訊
合計 食 衣 住

運輸交通

及通訊

醫療和

保健

娛樂教育和

文化服務

雜項

支出

附表3-3 民國83年至99年戶數五等分位組之平均消費支出結構 
(按95年價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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