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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際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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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近期主要國際經濟機構多下修今（2014）或明年全球經濟

展望，主因歐元區、日本經濟疲弱，中國大陸成長減緩 

 明（2015）年全球經濟成長將優於今年，美國續為重要動

力來源 

註： 1.  2014、2015 年數據為預測值 

         2. ( ) 內數據 IMF 為 7 月預測值， Global Insight 為 9 月預測值 

         3. 美國及中國大陸 2014 年 Q1 至 Q3 為官方統計值，歐元區及日本 2014 年 Q1 及 Q2 為官方統計值 

資料來源：1.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 7, 2014 

                  2. IHS Global Insight Inc., World Overview, Oct 15, 2014  

                  3. 美國商務部、歐盟統計局、日本內閣府、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 

地區別 

IMF Global Insight 

2014(f)  2015(f) 2014(f) 2015(f) Q1 Q2 Q3 Q4(f) 

全球 3.3 (3.4) 3.8(4.0)  2.7 (2.7) 2.9 2.7 2.6 2.6 3.2(3.3) 

美國 2.2 (1.7) 3.1(3.0)  2.3 (2.2) 1.9 2.6 2.3 2.3 2.6(2.9) 

歐元區 0.8 (1.1) 1.3(1.5) 0.8 (0.8) 1.0 0.7 0.8 0.6 1.2(1.4) 

日本 0.9 (1.6) 0.8(1.1)   1.0 (1.1) 3.0 -0.1 0.4 1.1 1.1(1.2) 

中國大陸 7.4 (7.4) 7.1(7.1)   7.3 (7.5) 7.4 7.5 7.3 7.2 7.1(7.2) 

全球主要國家（地區）經濟成長率 

一、全球復甦力道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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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國經濟諮商局, Oct. 2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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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擴張、歐日中疲弱（1/3） 

 IMF 10 月預估美國 2014 年經濟成長，由原預測 1.7% 上調

至 2.2% 

 今年 9 月失業率降至 2008 年 7 月以來 5.9% 低點，勞動市

場持續好轉 

美國 

美國領先指標 美國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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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區 CPI 上漲率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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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歐元區通貨緊縮壓力持續，10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成

長 0.4%，仍遠低於歐洲央行設定 2% 的目標值 

 經濟信心指數（ESI）持續走低，跌破長期平均值 100，衰

退風險升高 

歐元區 

二、美國擴張、歐日中疲弱（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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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生產與家庭支出成長率 

2014 年 

% 

資料來源：CEIC 資料庫 

家庭支出 

工業生產 

月 

日本 

 IMF 預測今年經濟成長率由 

1.6% 下修至 0.9% 

 今年 8 月消費及工業產出受

消費稅調升影響，分別負成
長 4.7% 及 1.9% 

中國大陸 

 今年第  3 季  GDP 成長 

7.3%，創 6 年來新低 

 固定資產投資持續下滑，主

因產能過剩、房地產疲弱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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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擴張、歐日中疲弱（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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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貨幣政策緊縮、歐日加碼寬鬆（1/2） 

2014.11 不
再收購債券 

2014.1 縮減
購債規模 

 Fed 宣布於今年 11 月終止資產購買計畫，QE3 正式退場，

惟維持 0-0.25% 的基準利率不變，並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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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貨幣政策緊縮、歐日加碼寬鬆（2/2） 

歐元區 

日本
(QQE) 

• ECB 今年 6 月推出負利率政策、定向長期

再融資操作 

• ECB 並於 10 月中開始收購擔保債券、第 

4 季起開始購買資產擔保證券（ABS） 

• 今年 10 月 31 日宣布將每年基礎貨幣規模

由 60-70兆日圓擴大至 80 兆日圓 

• 增加 30 兆日圓公債，年度上市交易基金

（ETF）和日本房地產投資信託（JREIT）

擴大為 3 倍 

歐
元
區
、
日
本
加
碼
寬
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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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流入新興市場 

1/14         2/14        3/14          4/14        5/14         6/14       7/14         8/14        9/14       10/14 

非洲及中東 

歐洲新興國家 

拉丁美洲 

亞洲新興國家 

合計 

             2014 年 
資料來源：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IIF 

單位：10 億美元 

四、資本市場波動擴大（1/2） 

資金撤出新興市場 

 美國 QE 政策實施期間，2010 至 2013 年平均每年流入新興市場資

金達 244 億美元 

 今年 7 月起受強勢美元影響，全球資金流入新興市場明顯趨緩，亞

洲新興國家 10 月甚至呈現資金淨流出 

 IMF 建議部分新興經濟體，特別是外匯不足及外債偏高的國家（如

巴西、阿根廷等），應預作準備，以減少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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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本市場波動擴大（2/2） 

美元持續走強 

 今年 1 月 Fed 開始縮減

購債，7 月起美元持續走

強，11 月 3 日美元指數

升至 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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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貨幣漲跌幅 
(2014/6/30~11/3) 

各國貨幣多呈貶值 

 人民幣除外，7 月以來各

主要貨幣全面貶值，尤以

日圓、歐元貶幅較大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及 CEIC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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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持續走跌 

 Brent 原油價格受今年 7 月

起美元走強與美國頁岩油增

產，11 月  4 日跌至每桶 

82.82 美元，創 2010 年 8 

月以來低點 

國際糧價續跌 

 今年初以來，國際糧價跌幅

超過兩位數；10 月份價格

一度回升 

 惟 10 月底 Fed 宣布 QE 完

全退場後，國際糧價再轉跌 

% 

資料來源：CIP商品行情網 資料來源：CIP商品行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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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五、國際原油及重要商品價格走跌 

美元/每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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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伊波拉疫情風險值得關注 
 伊波拉疫情已衝擊西非經濟，各界對疫情的擔憂，亦影響交通、觀光

業、股市等，後續影響值得密切關注 

 
 WHO 將幾內亞、賴比瑞亞及獅子山共和國等西非三國列為疫情

廣泛傳播國；根據 WHO 統計，迄 10 月 31 日 累計 13,567 病例 

 與我經貿較為密切的國家，僅美國有 4 例病例，亞洲國家尚未有

確定案例 

重
要
訊
息 

伊
波
拉 

 伊波拉影響經濟的管道有二：勞動力供給下降、醫療資源耗損；

對疫情的恐懼，間接導致交通、觀光等需求減少 

 由於伊波拉疫情主要集中在西非地區，世界銀行估計疫情對西

非經濟的影響： 

 隨病例數、疫情擴散程度不同，2014、2015年合計經濟損失

將在 38 至 326 億美元間，其中 326 億美元相當於西非三國 

2013 年 GDP 總計的 2.5 倍 

 西非 3 國受影響較大的產業有農業、礦、服務業等，包括可

可、棕櫚油、橡膠、鐵礦、交通運輸等 

經
濟
影
響 

對
國
際 

資料來源：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 World Bank,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2014 Ebola Epidemic : Short and Medium Term Estimates for West Africa, Oct.  7,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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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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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內表示預測日期；    為前次預測值 

資料來源：各發布機構 

 行政院主計總處概估今年第 3 季經濟成長率為 3.78%，優於原預

測之 3.62%，且為近 7 季最高，主因國際景氣持續復甦及來臺旅

客大幅成長，帶動商品與服務輸出優於預期 

 近期經濟預測機構多上調今年臺灣經濟成長率至 3.4% 以上，主

因輸出與民間投資動能增強 

一、經濟穩健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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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品出口持續擴增 
 9 月出口總額 264 億美元，成長 4.7% 

臺灣對主要地區出口 

% 

註：1. 中國大陸含中國大陸及香港；東協六國為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泰國及越南 

       2. 貢獻百分點 = 各地區 (或產品) 出口變動金額除以總出口變動金額*本月總出口成長率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發會計算製表 

 對主要國家（地區）出口大多較去年成長，其中對日本出口增幅較大，

主因為電子產品增加 1.1 億美元；東協六國則微幅減少。中國大陸對

總出口成長之貢獻較高 

 電子產品續呈 2 位數成長，創歷年單月次高，主因為智慧手持行動裝

置等新品持續推出，帶動積體電路出口增加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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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至 9 月來臺旅客 725.2 萬人次，續創歷年同期新高，較上年同期

增加 25.0%，其中觀光目的旅客占比突破七成 

 來臺旅客大幅成長，帶動觀光服務輸出增加，今年上半年觀光服務

輸出 72.1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18.5%，占總服務貿易輸出 

26.25% 

觀光服務輸出年增率及占總服務貿易輸出比率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來臺旅客人數及其年增率 

資料來源：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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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輸出受益於觀光明顯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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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業生產明顯成長 
 9 月工業生產指數年增率 10.3%，受惠於行動裝置新機熱賣，電腦

市場回溫，加以車市熱絡，帶動相關業別年增率均達二成左右 

 10 月製造業 PMI 續跌 1.8 個百分點至 51.5%，雖續呈擴張，惟擴

張速度為今年 3 月以來最慢 

 

工業 
 

            

製
造
業 

          

電子
零組
件 

化學
材料 

基本
金屬 

電腦、
電子產
品及光
學製品 

機械 

設備 

汽車及
其零件 

8 月 7.0 7.2 12.8 -5.2 4.6 15.0 12.7 1.5 

9 月 10.3 11.0 19.6 -8.8* 4.4 21.0 21.4 19.9 

單位：%   

註：* 因國內部分石化廠歲修，抑制化學材料產出 

資料來源：經濟部 

電子暨光學產業 52.7% (-2.8) 

食品暨紡織產業 46.8% (-4.5) 

電力暨機械產業 47.7% (-3.2) 

基礎原物料產業 50.6% (+0.1) 

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 52.5% (+0.2) 

交通工具產業 55.5% (+0.7) 

10 月 PMI  51.5% (-1.8) 

註：(  ) 內數值代表較上月變動百分點 

資料來源：國發會、中經院 

食品業 43.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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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商業營業額持續成長 
 9 月商業營業額創歷年單月新高，主因批發業及零售業在車市買氣

持續熱絡、擴廠及房屋建材需求增加、智慧手持裝置銷售上升等因

素帶動下持續成長；惟餐飲業營業額受食安問題影響減少 0.8% 

 其他民間消費相關指標持續成長，民間消費力道持續活絡 

其他民間消費相關指標年增率 
% 

集中市場 
股價指數 

資料來源：交通部、金管會 
資料來源：經濟部 

2014年 月 

商業 
批發 零售 餐飲 

8 月 2.2 1.2 4.5 4.9 

9 月 2.5 2.0 4.4 -0.8 

商業營業額年增率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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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失業率下降為 3.96%（季調後為 3.90%），為 2007 年以來同月

最低水準，主因畢業季影響淡去 

 9 月年輕族群失業率為近 3 年同月新低，高學歷者之失業率亦創近 6 

年同月新低，顯示整體勞動市場結構逐漸改善 

 1 至 9 月平均失業率為 3.99%，創近 6 年同期最低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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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六、失業率創 2007 年以來同月新低 

單位：%  

去年 9 月 今年 9 月 

總體失業率 4.24 3.96 

15 至 24 歲失業率 13.95 12.94 

大學及以上失業率 5.45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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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質薪資小幅成長 

 1 至 8 月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平均薪資為 49,043 元，較去年同

期增加 4.53%，其中以電力及燃氣供應業、金融及保險業增幅較大 

 1 至 8 月實質平均薪資年增率達 3.10% ，為近 4 年來最高增幅，

且較 2009 年全年實質平均薪資低點以來，已成長 9.38% 

註：      為經常性薪資，      為非經常性薪資；（）內數據為年增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實質平均薪資 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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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較去年同月上漲 1.07%。其中權重較大

的蔬菜價格及油料費*均呈下跌，惟蛋類及肉類價格漲幅仍較大 

 10 月低所得家庭 CPI 較上年同月漲 1.41%，主因占低所得家庭支出

比重較高的食物類漲幅較大 

* 國內油價自今年 9 月 8 日至 10 月 27 日間連續 8 次調降， 92 無鉛汽油降至每公升 29.8 元，為 2010年 12 月 
  以來新低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八、食物類物價漲幅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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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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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 9 月劣質豬油事件後，10 月又爆發飼料油混充食用豬油事件，

重創臺灣國際形象及消費者信心，經濟影響層面持續擴大 

近

期

食

安

事

件 

• 主計總處估計，食安問題使得第 3 季民間消費成長率減少
0.09 個百分點，經濟成長率減少 0.05 個百分點 

• 國內食品相關產業產值衝擊約 120 億元，占食品相關產業
產值約 1.9%、整體製造業產值約 0.1% 

• 9 月餐飲業營業額較上年同月減 0.8%，主要受食安問題衝
擊，影響外食意願所致 

國內

影響 

• 目前已有 11 個國家或地區加強對臺灣食品實施進口查驗
或業者自主管理，預估影響今年食品外銷金額約 22 億
元，占食品產業出口約 2.6%、整體出口約 0.02% 

 

 

 

 

• 食安疑慮衝擊臺灣國際形象及食品信譽，可能影響觀光客

來臺意願或在臺消費支出，不利觀光服務輸出 

出口

影響 

管制概況 
全面禁止進口問題 

廠商生產之所有產品 

禁止或管制 

問題產品進口 

業者下架及回收已進口
之問題產品，未採行貿
易障礙 

國家或地區 日本、中國大陸 
香港、澳門、馬來
西亞、新加坡 

紐西蘭、菲律賓、越南、
荷蘭、智利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經濟部 

九、近期食安事件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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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國內經濟續呈溫和成長 
 9 月景氣燈號連續第 8 個月呈現綠燈，顯示當前國內經濟續呈

溫和成長 

分 數 減 少 1 分 

景氣對策信號 
29分         27分 

分 數 不 變 項 目 

  8月          9月 

9月 9月 

 機 械及電機設備進口 值              

 股   價    指   數   

 海  關  出  口  值  

9月 8月 

 工業生產指數   

 製 造業銷售量指數   

 非 農 業 部門 就業人數   

 製 造 業 營 業 氣 候 測 驗 點                  

 貨 幣 總 計數 M 1 B   

轉為 

轉為 

 商業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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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 PMI 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指數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  

消費者信心指數 

 

國民經濟信心調查景氣展望樂觀指數 

 

 受全球不確定性逐漸加深及 10 月國內股市表現不佳等影響，企業

與消費者看好未來景氣的比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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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各發布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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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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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第 2 季以來，美國經濟持續穩步復甦，歐元區、日

本經濟疲軟，中國大陸成長減緩。國際貨幣基金（IMF）與

環球透視機構（Global Insight）10 月預測，2014 年全球經

濟將較上年持平或微幅成長。惟 QE 退場後，美國聯準會升

息動向、歐元區衰退風險及伊波拉疫情等，仍將牽動未來全

球經濟表現 

 國內方面，行政院主計總處上修今年第 3 季經濟成長率為

3.78%，為近 7 季最高；另近期國內外經濟預測機構多調升

今年我國經濟成長率預測值至 3.4% 以上，景氣燈號亦連續 

8 個月呈現綠燈，經濟展望審慎樂觀。主要經濟指標中，輸

出及民間消費活絡，工業生產明顯好轉，失業率持續降低。

惟食安危機對消費信心的影響，仍需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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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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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財經焦點 

日期                         事                件 

9/18 歐元區定向長期再融通操作（TLTRO）實施首輪發售  

9/28 香港民眾發起「占領中環」 行動，爭取直接普選 

9/29 國際貨幣及銀行研究中心（ICMB）示警全球債務持續增加  

10/2 ECB 宣布資產收購計畫於今年第 4 季開始啟動 

10/15 全球石油供過於求，倫敦布蘭特原油跌到 85 美元，創 4 年新低價 

10/15 南韓央行調降基準利率 0.25 個百分點至 2%，為 2009 年 2 月來新低 

10/21 中國大陸公布第 3 季經濟成長為7.3%，創2009年初以來最低 

10/29 美國聯準會宣布第 3 輪量化寬鬆措施 (QE3) 完全退場 

10/31 日本央行宣布擴大量化寬鬆 (QE) 貨幣政策，增加收購公債的規模 

資料來源：本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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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財經焦點 

日期                        事                件 

10/2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報告顯示，在全球前 50 名國家地區中，臺
灣今年上半年國際旅客成長率 26.7%，拿下世界第 1 

10/6 立法院初審通過，未來中小企業幫基層員工加薪可享營業稅優惠 

10/8 

 
台南地檢署查獲正義食品公司以飼料用油混充食用豬油，再掀國
內食安風暴 

10/22 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正式成立運作 

10/29 

世界銀行發布「2015 經商環境報告」，臺灣排名第 19 名，較去
年退步 1 名；在亞洲經濟體中，新加坡維持排名第 1 名、香港
第 3 名、韓國第 5 名、日本第 29 名，中國大陸第 90 名 

10/31 進口油品分流管制正式實施 

資料來源：本會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