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5 _ Vol. 9 _No. 532
台灣經濟論衡

系列二  國內經濟情勢檢討

壹、經濟成長

貳、物價變動

叁、勞動情勢 
肆、產業成長

伍、財政收支

99年國家建設計畫執行檢討

經建會綜合計劃處

2010年國際經濟景氣回升，帶動外貿需求增加，加以政府採

行各項提振經濟措施成效顯著，台灣經濟表現亮眼，呈

現「快速成長與結構調整」的特色，並在多項國際評比展現具體成果。99

年台灣經濟成長率、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每人 GDP 及勞動力參與率等

多項總體指標均達成目標。另全年失業率及就業增加率則未達目標，惟 99

年 12 月失業率已降至 4.67%，為 97 年 12 月以來最低水準；就業增加率

2.09%，為自 94 年以來最大增幅。

在出口及內需雙引擎帶動下，99 年經濟成長率 10.88%，為近 24 年來新

高，居亞洲四小龍第 2（新加坡 14.5%、香港 6.8%、南韓 6.2%），較原訂目標

4.8%，提高 6.08 個百分點。根據事後主客觀條件的模擬分析，此一優異表現，

來自國際景氣復甦較預期快速的激勵效果貢獻 2.32 個百分點（占 38.2%）；來

自政府及民間部門的積極性作為貢獻 3.76 個百分點（占 61.8%）。顯示國內善

用國際經濟復甦契機，掌握競爭優勢。99 年每人 GDP 1 萬 8,588 美元（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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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58 萬 7,892 元），較原訂目標高 1,047 美元，主要源自經濟成長的大幅提升

及新台幣的升值。99 年消費者物價溫和上漲 0.96%，低於原訂不超過 1% 之計

畫目標，較亞洲其他三小龍相對平穩（南韓 2.9%、新加坡 2.8%、香港 2.4%）。

表1　重要總體經濟指標

項　目 單　位 98年

99年

目標值

（A）
實績

（B）
差異（百分點）

（C）=（B）-（A）

經濟成長率 ％ -1.93 4.8 10.88 +6.08

每人GDP 美元 16,353 17,541 18,588 +1,047（美元）

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 ％ -0.87 不超過1.0 0.96 －

失業率 ％ 5.85 4.9 5.21 +0.31

就業增加率 ％ -1.20 2.4 2.09 -0.31

勞動力參與率 ％ 57.9 58.0 58.07 +0.07

資料來源：1. 行政院主計處。

　　　　　2.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 99 年國家建設計畫，民國 98 年 12 月。

壹、經濟成長

99 年台灣經濟表現亮麗，經濟成長率 10.88%（上半年 13.21%，下半年

8.84%）；實質 GDP 規模 14.21 兆元，已超越金融海嘯前的水準，較 98 年增

加 1 兆 3,950 億元。出口與內需為帶動經濟成長的雙引擎，其中，99 年商品出

口及外銷訂單均創歷史新高，商品與服務輸出實質成長 25.65%。另國內投資毛

額亦首度突破新台幣 3 兆元，99 年民間投資實質成長 32.51%，是近 45 年來新

高；總就業人數 1,049 萬 3 千人，為歷史新高；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每人每

月平均薪資 4 萬 4,430 元，亦為歷年最高水準；民間消費實質成長 3.65%，為

近 6 年來最高。顯示民間投資擴增帶動就業，就業帶動薪資成長，薪資成長再

帶動消費增加，為 99 年國內經濟成長的重要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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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台灣經濟成長來源，若按需求面計算，國內需求貢獻達 8.48 個百分

點（占 77.9%），遠超過國外淨需求貢獻 2.4 個百分點（占 22.1%），此一結構

變化改變過去台灣經濟由國外淨需求帶動的成長型態，顯示經濟結構明顯轉型；

生產面方面，服務業占 GDP 規模近 7 成，續為國內經濟活動主體，然其對經濟

成長的貢獻約僅為製造業之一半，兩者分別貢獻 3.71 及 7.16 個百分點；投入

面方面，勞動生產力成長貢獻 80.8%，就業增加貢獻 19.2%。

圖1　台灣經濟成長率變動趨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Global Insight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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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台灣經濟成長來源（需求面）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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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間部門

99 年民間需求（民間消費及民間固定投資）強勁復甦，實質成長率

8.54%，對經濟成長貢獻 5.94 個百分點。

（一）民間消費

上半年隨著經濟景氣穩步復甦，民眾消費信心明顯提振，民間消費實質成

長率為 3.66%。下半年因景氣持續升溫，失業率下降，薪資回升，國人消費意

願及消費能力增強，零售業及餐飲業營業額成長快速，信用卡簽帳金額與自用

小客車新增掛牌數持續增加，第 3 季民間消費實質成長率升為 4.63%；第 4 季

在比較基期墊高下，降為 2.68%。全年成長 3.65%，為近 6 年來最高，占名目

GDP 比率 58.04%，對經濟成長貢獻 2.11 個百分點。

（二）民間投資

上半年民間投資實質成長率達 40.72%。下半年由於國外需求持續強勁，製

造業產能利用率提高，加上部分國際半導體大廠擴大委外代工及釋放訂單予國

內業者，帶動高科技廠商積極擴充設備及提升製程等影響，第 3 季民間投資實

質成長率仍達 35.57%；第 4 季在比較基期墊高下，降為 16.78%。

 全年民間投資名目金額 2 兆 2,130 億元，實質成長 32.51%，為近 45 年來

新高，占名目 GDP 比率 16.27%，對經濟成長貢獻 3.83 個百分點。

二、公共部門

99 年公共支出名目金額 2 兆 4,002 億元，實質成長 1.74%，占名目 GDP

比率 17.64%，對經濟成長貢獻 0.30 個百分點。

（一）政府消費：因預算執行情形良好，全年實質成長 1.76%，占名目 GDP 比

率 12.20%，對經濟成長貢獻 0.22 個百分點。

（二）政府投資：政府持續推動各項公共建設計畫，惟為振興經濟推動的重大

公共工程高峰已過，全年固定投資規模 4,944 億元，占名目 GDP 比率

3.63%，實質負成長 1.71%，對經濟成長負貢獻 0.06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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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營事業投資：在台電等資本支出增加帶動下，實質成長 9.10%，占名目

GDP 比率 1.81%，對經濟成長貢獻 0.14 個百分點。

表2　需求面經濟成長來源

項　　　目 98年
99年

全年 Q1 Q2 Q3 Q4

實質成長率（%）

國內生產毛額 -1.93 10.88 13.59 12.86 10.69 7.13

　國內需求 -3.64 9.91 14.82 10.34 10.24 5.10

　　民間消費 1.08 3.65 3.02 4.32 4.63 2.68

　　政府消費 3.88 1.76 2.91 1.33 0.40 2.48

　　固定投資毛額 -11.01 23.44 28.61 31.98 24.62 12.34

　　　民間固定投資 -17.91 32.51 42.29 39.22 35.57 16.78

　　　政府固定投資 16.01 -1.71 -12.52 7.93 -5.65 1.10

　　　公營事業固定投資 2.71 9.10 -1.68 30.91 -0.46 7.19

　　存貨增加 － － － － － －

　國外淨需求（貿易順差） － － － － － －

　　商品與服務輸出 -8.71 25.65 39.11 32.89 20.45 15.13

　　（減）：商品與服務輸入 -12.83 28.20 49.32 34.04 22.31 14.26

占名目GDP比率（%）

國內生產毛額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國內需求 91.37 92.86 93.71 91.52 92.98 93.22

　　民間消費 60.75 58.04 59.23 58.04 57.63 57.35

　　政府消費 12.96 12.20 13.57 10.99 11.46 12.80

　　固定投資毛額 18.88 21.71 19.13 21.46 23.36 22.71

　　　民間固定投資 13.15 16.27 15.44 15.70 18.28 15.58

　　　政府固定投資 3.94 3.63 2.55 3.86 3.60 4.46

　　　公營事業固定投資 1.79 1.81 1.14 1.91 1.47 2.66

　　存貨增加 -1.22 0.91 1.79 1.04 0.54 0.36

　國外淨需求（貿易順差） 8.63 7.14 6.29 8.48 7.02 6.78

　　商品與服務輸出 62.49 73.65 69.55 78.04 74.46 72.54

　 （減）：商品與服務輸入 53.86 66.51 63.26 69.56 67.44 6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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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貿易部門

99 年在國際景氣復甦帶動外貿需求增加下，我國商品與服務輸出實質成長

25.65%，是近 24 年來新高；輸入因出口暢旺及民間投資熱絡所衍生之進口需

求，加以國際原物料價格走高而大幅彈升，實質成長 28.20%。輸出、入相抵，

商品與服務貿易順差 306.77 億美元。另根據 WTO 統計，2010 年我國商品貿

易占全球商品貿易比重 1.7%，高於上年 1.5%；商品貿易出、進口全球排名分

別為第 16 位及第 17 位，均較上年進步 1 名。2010 年我國服務貿易占全球服務

貿易比重 1.1%，高於上年 0.9%；服務貿易出、進口全球排名分別為第 24 位及

第 28 位，分別較上年進步 3 名和 1 名。

— 99年商品出口2,746.01億美元，為歷年新高，年增率34.82%，為68年以來新

高；商品進口2,512.36億美元，年增率44.08%；商品出超233.64億美元。出

口結構方面，以機械及電機設備出口占總出口比重47.8%最高。進口結構方

面，資本設備進口417.75億美元，創歷年新高，較98年增62.4%。

項　　　目 98年
99年

全年 Q1 Q2 Q3 Q4

對經濟成長之貢獻（百分點）

國內生產毛額 -1.93 10.88 13.59 12.86 10.69 7.13

　國內需求 -3.17 8.48 12.78 8.92 8.77 4.30

　　民間消費 0.61 2.11 1.91 2.52 2.63 1.44

　　政府消費 0.45 0.22 0.34 0.16 0.05 0.31

　　固定投資毛額 -2.03 3.92 4.33 5.05 4.32 2.22

　　    民間固定投資 -2.52 3.83 4.71 4.36 4.52 2.02

　        政府固定投資 0.46 -0.06 -0.36 0.26 -0.20 0.04

　　    公營事業固定投資 0.04 0.14 -0.02 0.43 -0.01 0.16

　　存貨增加 -2.20 2.24 6.20 1.18 1.77 0.32

 國外淨需求（貿易順差） 1.25 2.40 0.81 3.94 1.92 2.83

　  商品與服務輸出 -6.13 16.81 22.92 21.42 13.98 10.42

　  （減）：商品與服務輸入 -7.38 14.40 22.11 17.49 12.06 7.59

註：因四捨五入關係，合計數未必相符；以下各表同。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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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隨著我國製造業對外投資不斷增加，「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三

角貿易益趨熱絡。99年海外生產比率首度突破50%，達50.43%。99年國內三

角貿易淨收入168.7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並較98年擴大34.66%，占商品服

務貿易順差比率55%，占GDP比率3.92%。從總體經濟觀點，三角貿易的發

展型態雖有助於提升經濟成長，但因生產製造在海外，對國內產業的關聯效

果有限，因而對增加國內就業機會及薪資成長的效果相對有限。

貳、物價變動

99 年躉售物價指數（WPI）上漲 5.46%；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上漲

0.96%，不包括蔬果、水產及能源之 CPI（即核心 CPI）則上漲 0.44%。

一、消費者物價

99 年國內景氣復甦，民間消費轉趨活絡，部分商品隨原物料價格上漲漸次

傳遞至下游零售端，惟因廠商競爭劇烈，致限縮轉嫁幅度；加以國內食品價格

較往年平穩，及在央行適時彈性調整寬鬆貨幣政策，與政府推動各項穩定物價

措施下，99 年 CPI 較 98 年溫和上漲 0.96%。

（一）基本分類：99 年七大基本分類指數中，除教養娛樂類物價呈下跌外，其

餘皆為上漲。其中：交通類物價上漲 2.78% 最高，創近 10 年來新高，對

總指數影響達 0.37 個百分點；雜項類、衣著類物價上漲幅度亦皆達 2%

以上，合計對總指數影響達 0.26 個百分點。教養娛樂類物價雖因消費性

電子商品優惠促銷而下跌，惟因受國外旅遊機票調漲，抵銷部分跌幅，僅

微幅下跌 0.05%。

（二）生活物價指數：99 年生活物價指數甲類（涵蓋食物類、居住類之水電燃

氣及交通類之油料費）較 98 年上漲 1.81%，生活物價指數乙類（涵蓋甲

類與教養娛樂類）上漲 1.21%，生活物價指數丙類（包含一般家庭每季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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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 1 次以上之基本生活必需品或價格變動較為敏感之項目）上漲 1.36%。

三項物價指數上漲率皆較 CPI 為高，顯示生活物價漲幅相對為高，加重庶

民生活負擔。

（三）所得層級別消費者物價指數：99 年低所得家庭（可支配所得最低 20% 家

庭）平均 CPI 總指數為 106.15，較 98 年上漲 0.91%；中所得家庭（中

間 60% 家庭）、高所得家庭（最高 20% 家庭）平均 CPI 總指數分別為

105.62、105.08，亦上漲 0.99% 及 1.02%。低所得家庭 CPI 漲幅低於高

所得家庭，主要係因高所得家庭的交通類物價漲幅 2.92%，高於低所得家

庭的 2.23%。

圖3　台灣物價變動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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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躉售物價

99 年躉售物價指數上漲 5.46%，主要係因油品、化學材料及基本金屬

價格上漲所致。其中，國產內銷品價格漲 7.44%，進口品及出口品亦分別漲

7.0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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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分類：99年農林漁牧業產品、土石及礦產品、製造業產品以及水電燃

氣價格分別上漲3.83%、18.41%、4.63%及3.11%。其中，石油及天然氣、

化學材料與基本金屬價格漲幅皆高於20%；惟電子資訊相關產品價格持續下

跌，其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價格下跌7.39%，電子零組件價格下

跌4.53%，紓緩原物料價格上漲對WPI的衝擊。

— 內銷品按加工階段別分類：國際油價及農工業原料價格持續上漲，致國內原

料價格大幅上漲17.97%，惟因廠商競爭激烈，中間產品及最終產品漲幅並未

完全轉嫁成本，分別上漲5.67%及0.61%。

叁、勞動情勢

99 年國內外經濟景氣明顯回升，企業人力需求增加，加以政府各項促進

就業計畫發揮效果，新增就業機會增加，勞動力參與率 58.07%，較 98 年增

0.17 個百分點，較目標值高 0.07 個百分點；就業率（就業人口占勞動力比率）

94.79%，較 98 年增 0.64 個百分點；平均失業率 5.21%，較 98 年下降 0.64 個

百分點，勞動情勢漸趨穩定。

勞動市場結構方面，99 年國內非勞動力人口達 799 萬 2 千人，較 98 年增

5 萬 5 千人；非典型就業持續增加，99 年 5 月國內從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

力派遣工作者達 72 萬 3 千人，占總就業人數比率 6.92%，成為社會關注課題。

此外，99 年勞動人口中約有 26.34% 為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者，但失業人口中則

有 28.41% 為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者，顯示學用落差問題仍待改善。

薪資方面，99 年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每人每月平均薪資 4 萬 4,430 元，

較 98 年增加 5.34%；其中，經常性薪資 3 萬 6,271 元，增加 1.83%。扣除物

價變動後，實質平均薪資與實質經常性薪資分別增加 4.34% 及 0.85%，創近 17

年來及近 8 年來最大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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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業

99 年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 1,906 萬 2 千人，較 98 年增加 20 萬 7 千人或

1.10%；勞動力人數 1,107 萬人，較 98 年增加 15 萬 3 千人或 1.40%。隨著經

濟景氣持續增溫，99 年就業機會增加，總就業人數 1,049 萬 3 千人，較 98 年

增加 21 萬 4 千人，增加率 2.09%，則較計畫目標值低 0.31 個百分點。99 年就

業結構變化如次：

（一）行業別

— 農業：就業人數55萬人，較98年增加7千人或1.33%，占總就業人數比率

5.24%。

— 工業：就業人數376萬9千人，較98年增8萬5千人或2.30%，占總就業人

數比率35.92%。其中，製造業增7萬1千人或2.54%，占總就業人數比率

27.27%；營造業增9千人或1.18%。

— 服務業：就業人數617萬4千人，較98年增12萬3千人或2.02%，占總就業人

數比率58.84%，且各業別均呈正成長。其中，以住宿及餐飲業增加3萬4千人

為最多（成長4.80%）。

圖4　失業率與就業增加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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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職業別：99 年國內就業人力專業分工續朝知識技術型人力發展。其中，

技術及專業人員 311 萬人，占總就業人數比率 29.64%；服務工作人員

197 萬 7 千人，占總就業人數比率 18.84%。

二、失業

99 年平均失業人數 57 萬 7 千人，較 98 年減少 6 萬 2 千人或 9.66%，

其中因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而失業者大幅減少 9 萬 7 千人或 28.83%。99

年平均失業率 5.21%（廣義失業率 6.57%），較 98 年降低 0.64（0.78）個百

分點，惟仍較目標值高 0.31 個百分點。其中，12 月失業率 4.67%，較 98 年

8 月高峰 6.13%，下降 1.46 個百分點，為 97 年 12 月以來最低水準。此外，

99 年受失業波及人口 116 萬 6 千人，較 98 年減少 14.41%。99 年失業結構

變化如次：

— 按年齡層分：15至24歲青年失業率達13.09%，居全體年齡層之首，為總

失業率5.21%的2.5倍，顯示青年失業問題亟待改善。25至44歲壯年失業率

5.35%，45至64歲中高齡失業率3.39%。

表3　失業情勢變化

民　國 
（年）

失業人數

（萬人）

非自願性

失業人數

（萬人）

長期失業

人數

（萬人）

平均失

業週數

（週）
失業率

（%）

占總失業

人數比率

（%）

占總失業

人數比率

（%）

94 42.8 4.13 17.9 41.90 7.4 17.3 27.6

95 41.1 3.91 16.1 39.18 5.6 13.6 24.3

96 41.9 3.91 16.7 39.98 5.8 13.9 24.2

97 45.0 4.14 19.5 43.48 6.6 14.6 25.3

98 63.9 5.85 39.4 61.68 10.1 15.9 27.5

99 57.7 5.21 30.4 52.70 10.5 18.2 29.7

註： 非自願性失業者包括因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及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之失業者；長期失業者指失

業期間在 53 週以上之失業者。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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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教育程度分：以高中職程度者失業率5.58%最高，國中及以下程度者失業

率4.83%，大專及以上程度者失業率5.12%。

— 失業週數：平均失業週數29.7週，較98年增加2.2週。此外，失業期間達53週

以上之長期失業者達10萬5千人，占總失業人數比率18.2%，亦較98年增加

2.3個百分點，長期性失業居高難下，值得關注。

肆、產業成長

99 年台灣景氣強勁復甦，加以新興市場國家需求強勁及科技產品推陳

出新，帶動相關電子零組件業增產，工業及製造業分別實質成長 24.07% 及

26.71%，均創 71 年以來新高。惟 99 年製造業「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比例高

達 50.43%（其中資訊通信產品海外生產比重 84.82%），致使國內產業生產增

加與就業創造的落差益趨擴大。政府刻正積極推動「產業有家，家有產業」計

畫，透過適地適性的產業發展策略，增加在地就業，提高所得，共享產業發展

效益。

99 年服務業生產占國內總生產比重達 67.08%，就業的比重 58.84%，續

為國內經濟活動主體及創造就業的主要來源；惟實質成長率 5.52%，遠低於製

造業 26.71%，致服務業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僅為製造業之半；服務業投資占國

內投資比重亦低於生產所占比重，顯示服務業亟需加速創新轉型與投資。99

年 5 月《產業創新條例》公佈施行，獎勵各產業研發創新投資，將有助於提升

產業競爭力。

一、農業

99 年農業實質 GDP 負成長 0.77%，占名目 GDP 比率 1.58%，對經濟成

長負貢獻 0.01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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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業

99 年上半年全球景氣回溫，加以比較基期較低，工業生產指數大幅成長

38.06%。自第 3 季起全球復甦力道漸呈平緩，且因各國成長步伐分歧，及在比

較基期墊高下，工業生產指數成長略緩，9 月至 12 月先降為 12.08% 後回升至

18.93%，全年平均成長達 26.93%，創歷年來新高。99 年工業實質 GDP 成長

24.07%，占名目 GDP 比率 31.34%，對經濟成長貢獻 7.53 個百分點。

（一）製造業：受到全球景氣回溫，帶動國內外需求活絡及投資增加，加上兩岸

經貿逐漸活絡，及比較基期偏低等因素之影響，99 年製造業生產逐漸回

復到金融海嘯前水準，增產 28.60%，四大行業中，以資訊電子工業增產

40.27%，最為顯著；其次金屬機械工業增產 32.54%，民生工業與化學工

業增產幅度則在 10% 左右。99 年製造業 GDP 實質成長 26.71%，占名目

GDP 比率 26.27%，對經濟成長貢獻 7.16 個百分點。

（二） 水電燃氣及污染整治業：在國內工業增產帶動下，發電量增加 7.55%，電

力及燃氣供應業指數較上年增 5.09%，用水工業生產指數亦增 1.35%，併

計氣體燃料、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整體水電燃氣及污染整治業實質成

長 5.21%，占名目 GDP 比率 1.83%，對經濟成長貢獻 0.10 個百分點。

（三） 營造業：受惠國內房地產市場交易升溫，99 年核發建造執照總樓地板

面積較上年增 56.53%，營造業實質成長 10.86%，占名目 GDP 比率

2.77%，對經濟成長貢獻 0.25 個百分點。

（四）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因土石採取增產，實質成長 9.25%，占名目 GDP 比

率 0.46%，對經濟成長貢獻 0.03 個百分點。

三、服務業

在國內需求大幅成長 9.91% 帶動下，99 年服務業實質成長 5.52%，為 90

年以來新高；服務業名目 GDP 9 兆 1,246 億元，占名目 GDP 比率 67.08%，

較 98 年 69.30%，下降 2.22 個百分點，對經濟成長貢獻 3.71 個百分點。另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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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國各級產業新設商業登記 4.42 萬家中，服務業占 84.8%，遠高於工業的

14.3%；新設商業登記服務業平均資本額 14 萬元，約僅為工業之一半，顯示服

務業資本規模較小，適合新創事業發展。

（一） 流通運輸服務業：實質成長 6.06%，占服務業名目 GDP 比率 34.59%，

對經濟成長貢獻 1.41 個百分點。其中：批發及零售業實質成長 5.64%，

主要係受國內景氣回溫，就業率回升，民間消費增加所致，占服務業名

目 GDP 比率 27.11%，對經濟成長貢獻 1.03 個百分點。住宿及餐飲業與

運輸及倉儲業，受惠於外貿活絡及民眾買氣回升，分別實質成長 9.13%、

6.69%，兩項共占服務業名目 GDP 比率 7.48%，對經濟成長貢獻 0.38 個

百分點。

表4　生產面經濟成長來源與結構變化

項　　目 97年 98年 99年

經濟成長率（%） 0.73 -1.93 10.88
實質成長率（%）

  農業 0.10 -3.00 -0.77
  工業 0.24 -4.30 24.07
    製造業 0.99 -4.40 26.71
  服務業 1.06 -0.66 5.52
占名目GDP比率（%）

國內生產毛額 100.00 100.00 100.00
  農業 1.60 1.74 1.58
  工業 29.05 28.96 31.34
    製造業 24.83 23.83 26.27
  服務業 69.35 69.30 67.08
對經濟成長之貢獻（百分點）

  農業 0.00 -0.04 -0.01
  工業 0.08 -1.38 7.53
    製造業 0.27 -1.21 7.16
  服務業 0.70 -0.44 3.71

註：本表不含統計差異，故農、工、服務業貢獻加總不等於經濟成長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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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融服務業：政府持續推動金融改革，加以股市、基金及房地產市場交

易活絡帶動下，金融保險業實質成長 6.82%，占服務業名目 GDP 比率

9.50%，對經濟成長貢獻 0.45 個百分點。不動產業成長 2.77%，占服務

業名目 GDP 比率 12.80%，對經濟成長貢獻 0.24 個百分點。

（三） 新興及專業技術密集型服務業：以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實質成長

7.62% 最快，其次資訊及通信傳播業成長 6.05%，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

業與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亦分別成長 4.06%、3.04%。

伍、財政收支

99 年國內賦稅收入實徵淨額 1 兆 6,222 億元，較 98 年增加 920 億元（或

6.0%）。若與預算數相較，超徵 46 億元，預算達成率 100.3%。此外，政府持

續推動中長程財政健全方案，中央政府赤字總額占 GDP 比重由 98 年度 3.5%

降至 3.0%。另 99 年減稅金額 110 億元，雖占全國稅課收入僅 0.70%，惟其對

發揮所得移轉、穩定物價、鼓勵投資、增加消費的誘發效果，逐漸顯現。

一、政府收支

99 年各級政府收入（不含公債收入、賒借收入及移用歲計賸餘）2 兆

3,652 億元，較上年減 1.0%，占 GDP 比率 17.4%；各級政府支出（不含債務

還本支出）2 兆 7,915 億元，較上年減 1.1%，占 GDP 比率 20.5%，收支短差

4,263 億元，較上年度略減 64 億元。

－99年度中央政府歲入總額（總預算及特別預算）1兆4,971億元，較上年減少

3.6%；歲出總額（總預算及特別預算）1兆9,087億元，較上年減少4.4%，占

GDP比率14.0%。歲入歲出短絀4,116億元，仍需舉借債務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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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債務

99 年政府舉債均用於資本支出及政府重大公共建設，支援建設促進經濟

成長。

－截至99年12月底止，各級政府1年以上債務未償餘額實際數為5兆2,386億

元，占前三年GNP平均數比率為40.2%，占GDP比率僅為38.5%，仍在法定

債限48%範圍內。其中，中央政府1年以上債務未償餘額4兆5,419億元，較

98年度增加10.0%，占GDP比率33.4%，占前三年GNP平均數比率34.9%，

在公共債務法規定上限40%之範圍內。

表5　中央政府財政收支

項　　目 98年度 99年度

歲入總額（總預算及特別預算）（億元） 15,537 14,971

歲出總額（總預算及特別預算）（億元） 19,961 19,087

歲出總額占GDP比率（%） 16.0 14.0

政府赤字總額占GDP比率（%） 3.5 3.0

債務舉借占歲出比率（%） 9.1 13.1

1年以上債務未償餘額（億元） 41,280 45,419

年增率（%） 9.2 10.0

占前三年GNP平均數比率（%） 32.0 34.9

占GDP比率（%） 33.1 33.4

註：1. 98 年度為決算審定數；99 年度為院編決算數。

2. 歲入不包括公債、賒借收入及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歲出不包括債務還本。

3. 債務舉借占歲出比率之計算，不含債務基金為償還舊債而新舉借部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重要經社指標速報（100 年 5 月 19 日）及財政部重要財政指標（100 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