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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今天承蒙大院財政委員會邀請本會列席，就「世

界各國為因應新冠肺炎之衝擊，採取對策對我國經濟

整體環境所造成之影響與政府因應之道」進行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一、 疫情對全球經濟之影響  

近期「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在全球快

速擴散，不僅衝擊各國需求，亦干擾全球產業鏈，使全

球經濟面臨下修壓力(表 1)。 

表1  COVID-19對全球經濟影響 

單位:%、百分點     

 EIU IHS Markit IMF OECD 

 最新 

預測 

調整 

幅度 

最新 

預測 

調整 

幅度 

最新 

預測 

調整 

幅度 

最新 

預測 

調整 

幅度 

全球 1.0 -1.2 0.7 -1.8 3.2 -0.1 2.4 -0.5 

美國 1.0 -0.7 -0.2 -2.3 - - 1.9 -0.1 

歐元區 -0.5 -1.7 -1.5 -2.3 - - 0.8 -0.3 

日本 -0.2 -0.5 -0.8 -1.3 - - 0.2 -0.4 

中國大陸 2.1 -3.3 3.9 -1.5 5.6 -0.4 4.9 -0.8 

臺灣 - - 1.0 -1.1 - - - - 

香港 - - -3.0 -1.7 - - - - 

新加坡 - - -1.0 -2.0 - - - - 

韓國 - - 0.2 -1.3 - - 2.0 -0.3 
   資料來源：1. EIU：本次預測2020/3/17；前次預測2020/2/11。 

   2. IHS Markit：本次預測2020/3/17；前次預測2020/2/18。 
3. IMF：本次預測2020/2/22；前次預測2020/1/20。 
4.OECD：本次預測2020/3/2；前次預測201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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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U、IHS Markit 今年 3 月 17 日分別下修今年全球

經濟成長率預測值至 1.0%、0.7%，主因 COVID-19 疫情

快速蔓延，歐美主要國家亦相繼提出隔離及管制措施，

恐使各國內需急速緊縮，加以停工停產致各國生產中

斷，嚴重衝擊全球貿易、投資與消費，並造成金融市場

大幅波動，均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衝擊。 

二、 各國因應對策 

因應疫情對各國經濟所造成之影響，主要國家相繼

提出大規模財政措施(詳附件)，包括：增加醫療、防疫

用品支出、疫苗開發、提供企業與個人租稅優惠、低利

融資、發放個人津貼等，同時採取降息與量化寬鬆等貨

幣政策。G20 領袖亦舉行視訊高峰會，展現合作防疫救

經濟決心，均可望提升市場信心，並緩解疫情對全球經

濟的負面衝擊。 

三、 疫情對國內經濟影響 

今年 3 月以來，EIU、IHS Markit 等國際機構相繼

下修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值。由於我國為小型開放經

濟體，受國際景氣影響甚深，國內經濟難免受到影響，

近期各機構對我國 2020 年經濟成長率預估值介於

1.0~2.37%間。(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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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國內外機構對我國2020年經濟成長率預測 
單位:%、百分點 

註：( )內為上次預測。 
資料來源：各預測機構。   
 
 

根據本會評估，若疫情持續至今年 6 月，對我國

經濟成長率之影響介於 0.66 至 1.40 個百分點，影響幅

度取決於來台旅客人次減少幅度，以及全球經濟下滑

對我國之衝擊程度。由於我國經濟亦受國際景氣連動

影響，故本會所推估樂觀與悲觀預測值，主要反映國

際機構對中國大陸、美國、歐元區等我國主要貿易夥

伴經濟成長下調幅度之差異。 

疫情對國內經濟影響層面主要包括：國人消費意

願下滑，來臺旅客人次減少，將衝擊我國民間消費及

服務輸出動能。此外，全球需求緊縮及生產陷入停滯，

將減少對我國生產之終端產品及中間財需求，影響我

國商品出口。 

由於國人原規劃的出國旅遊可能有部分轉為國內

 預測機構 2020 年 調整幅度 

國內 

機構 

行政院主計總處 (2020.2.12) 2.37(2.72) -0.35 

中央銀行 (2020.3.19) 1.92(2.57) -0.65 

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 (2020.3.25) 1.50(2.20) -0.7 

國泰臺大產學合作團隊 (2020.3.18) 2.0(2.3) -0.3 

國外及 

金融機構 

IHS Markit (2020.3.17) 1.0(2.1) -1.1 

標普 S&P (2020.3.23 ) 1.6(1.9)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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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以及紓困振興及移緩濟急共計千億元等之正面

效益，可望減緩疫情衝擊，惟仍須關注疫情對中國大

陸、美國、歐元區等我國主要貿易夥伴的經濟影響程

度。 

四、 疫情對臺灣產業的衝擊 

(一) 直接影響民眾消費信心，衝擊內需  

為防堵 COVID-19 疫情，我國已限制全球非我

國籍人士入境，暫無國際旅客來臺，且世界各國也

為防堵疫情，紛紛發布旅遊禁令等措施，導致觀光

旅遊業及運輸業均受到重大衝擊；而國人消費及聚

餐意願，也直接受到影響，進而打擊觀光、零售及

商圈、傳統市場、實體餐飲業等之銷售業績。且為

防堵疫情擴散，室內外大型活動或會展紛紛取消，

除影響消費，也會衝擊整個產業鏈的發展。 

(二) 製造業產線停擺、供應斷鏈，商品出口動能下滑  

COVID-19 疫情衝擊全球內需市場，降低對我國

生產終端產品及中間財的需求，加以供應我國廠商

的國外業者面臨復工延遲、原物料難取、勞動力短

缺及產品出貨物流阻礙等四大衝擊，都會影響我國

出口量能。加上歐洲、美國及日本等地疫情持續擴

大，致使各國民眾降低消費需求，我國製造業勢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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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衝擊，倘疫情未能於短期間內獲得控制，將進

一步衝擊我國出口動能。  

(三) 訂單減少，企業面臨資金周轉壓力  

面對疫情爆發導致企業營收銳減，以及薪資、

租金、利息等費用壓力，國內大型企業或許還有因

應調適的能力，但臺灣產業以中小企業為大宗(2018

年家數占比達 97.6%)，後續影響仍須審慎因應。 

五、 因應措施 

(一) 紓困及振興作法 

政府已公布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編列 600

億元特別預算，並盤點移緩濟急預算及基金共約 400

億元，提出第二波紓困方案，全面照顧產業、家庭

與弱勢，此外，中央銀行調降政策利率及推出中小

企業融通機制。措施面向包括： 

― 提供企業融資保證與利息補貼、租稅緩繳、營運

費用補貼、環境優化、薪資補助、人才培訓補助，

以及內需與藝文產業的消費抵用券等措施。 

― 中央銀行調降政策利率 0.25個百分點及推出中小

企業融通機制，提供銀行轉融通資金，額度暫訂

為新臺幣二千億元，供銀行辦理中小企業貸款。 



6 

 

― 為緩和疫情對勞工生計影響，政府提供租稅緩

繳、補助減班休息勞工參訓、補貼減班休息勞工

薪資差額、提供防疫補償、降低貸款利息及加碼

弱勢補助等。 

― 行政院督管各部會盤點預算中應做事項及過去礙

於預算未能執行的事項，以加快、加速、加大啟

動公共支出，進一步穩定經濟成長動能。 

(二) 加速數位轉型 

政府除推動紓困跟振興方案，也將掌握數位科

技帶來新的生機，透過新技術、新經濟、新商業模

式（電商、影音串流訂閱、外送平臺），協助企業在

困境中找出生路。 

同時，透過此次疫情，使更多民眾轉向線上消

費、線上支付，並使更多中小企業看到虛實結合之

益處，這些轉變，均有利於政府推動國家的全面數

位轉型，及提供數位、智慧化的公共服務，成為未

來推廣 5G+AI 等商業應用的重要基礎。 

(三) 加強關鍵技術自主，分散市場風險  

協助企業分散供應商來源，並加強本身關鍵技

術研發，以強化供應鏈備援機制並增加生產彈性，

降低斷鏈風險，同時積極拓展國際市場，避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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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集中單一市場，以降低市場需求波動的風險。  

(四) 掌握轉單商機，提升國際競爭力  

因疫情持續擴散，造成各國將需求轉向其他市

場，也有部分外資企業將生產基地移出中國大陸。

臺灣應把握此一契機，展現臺灣產品品質及特色，

吸引國際轉單，並運用臺灣產業聚落完善、人才素

質優良等生產優勢，吸引外商將產能移轉至臺灣，

加速投資臺灣，提升臺灣整體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五) 提高今年公共建設計畫執行率目標 

確保經濟成長，公共投資落實執行亦相當關

鍵。今年公共建設預算規模大幅增加，政府也將致

力提高公共建設執行力道。109 年度公共建設經費為

5,365 億元，如達成率由 108 年之 93%再提升至

95%，則執行量可較 108 年再增加 966 億元。本會訂

定「109 年度加速公共建設計畫執行成效措施」，業

簽奉行政院核定，並已函請各部會積極推動辦理，

將藉由強化公共建設計畫執行管控，提升預算支用

與達成率，以提升經濟成長動能。 

六、 結語 

全球強化合作對抗疫情，並提出規模甚於以往的振

興經濟措施，將有助緩和疫情對經濟的不利影響。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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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嚴峻疫情，政府已努力協助產業因應危機度過難關，

但情勢已超越過去幾次財經危機，政府沒有樂觀的本

錢，但也沒有悲觀的權利，未來將更加努力，全力穩定

國內經濟。本會身為行政院重大政策的規劃、協調機

關，除持續關注全球疫情發展與各國因應對策，並將以

積極、主動的態度來因應疫情的各項挑戰，讓臺灣經濟

更穩健發展，人民生活幸福更有感。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並祝  

各位委員先進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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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家因應 COVID-19措施一覽表 

 

國家 金額 措施重點 

美國 2 兆 2,583 億

美元 

1. 研發疫苗、採購醫療用品 

2. 提供受疫情波及企業低利貸款 

3. 提供家庭照顧假、帶薪病假 

4. 擴大失業保險補助 

5. 向國民提供 1,200美元一次性津貼，擁有小孩的個人或夫婦，每位小孩將可額外

獲得 500美元 

6. 企業租稅優惠 

中 國 大

陸 

11,500 億人民

幣
1
 

1. 鼓勵地方政府推出相關財政扶持政策 

2. 加大政府採購 

3. 提供低利融資 

4. 受疫情影響嚴重、到期還款困難個體工商戶，延長貸款期限 

5. 疫情期間從事群眾基本生活保障的零售業個體經營者，依法予以豁免登記 

6. 疫情防控期間，住宿餐飲企業免徵增值稅 

7. 暫退旅行社部分旅遊服務質量保證金 

                                                 
1 此處金額為人民銀行疫情防控專項再貸款 8,000億人民幣，加上政策性銀行專項信貸 3,500億人民幣。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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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金額 措施重點 

日本2 20,308億日圓 1. 補貼托兒所消毒作業 

2. 購買醫療用口罩，優先分發給醫療機構 

3. 提供銷售額下滑中小企業低息貸款 

德國 11,000億歐元 1. 採購醫療保健設備、疫苗開發 

2. 向陷入困境的企業提供貸款  

3. 增加基礎建設投資 

英國 3,300億英鎊 1. 投入疫情相關研究 

2. 居家隔離已無法工作者，放寬申請法定病假工資規定 

3. 提供雇主薪資補貼 

4. 提供休閒娛樂住宿業相關折扣或減免補助 

5. 政府為銀行提供擔保，鼓勵銀行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 

 

                                                 
2日本政府預定 4月再推出緊急經濟政策，規模可能高達 30兆日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