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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民國90年國內外經濟情勢檢討 

 

2001年，全球資訊科技產業嚴重衰退，美、日、歐三大經

濟體景氣同步下挫；加以美國發生「911」恐怖攻擊事件，一度

重創經濟景氣、信心，使原已疲弱的美國、世界經濟更形雪上

加霜。根據世界銀行2001年10月估計，2001年世界經濟成長率

將由2000年的4.0％降至1.3％，世界貿易量擴張率更由13.3％

劇降至1.0％，世界景氣逆轉之快、幅度之大，為1982年來僅見。 

民國90年台灣經濟不僅受到「911」事件的波及，更遭遇「桃

芝」、「納莉」等多次暴風豪雨的侵襲，重創第三、四季的復

甦動能，以致經濟陷入負成長困境。經濟衰退情勢反映在勞動

市場，失業率不斷攀升，5月突破4％，8月超過5％，10月更高

達5.33％，全年估計達4.5％。 

不過，儘管台灣經濟嚴重衰退，但成長潛力仍相當深厚。

WEF發布的「2001全球競爭力報告」指出：台灣經濟成長率遽降，

並不表示台灣逆轉為較不具競爭力的經濟體，而是反映即使最

具競爭力的國家，也難以擺脫景氣循環的衝擊。 

一、經濟成長 

民國90年，台灣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有三： 

國際景氣頓挫：全球電子資訊產品需求縮減，嚴重衝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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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商品出口，生產大幅衰退，國內需求明顯萎縮。 

國內短期因素影響：90年多次颱風豪雨災情慘重、股市交

易低迷、失業率不斷攀升等不利因素，導致一般民眾及企

業信心減弱，民間消費及投資同告衰退。 

國內長期結構調整問題：近年來，台灣知識創新及新興工

業的發展速度，明顯不及傳統工業、部分高科技工業外移

與西進速度，以致工業生產及就業量皆呈下降趨勢。 

二、失業 

90年1至10月，台灣平均失業率高達4.4％(廣義失業率

6.3％)，失業人數43萬5千人，波及人口達102萬人，創歷年

新高。整體而言，台灣失業呈現三項重要趨勢： 

青年及低技能勞動者失業率高於平均失業率，低學歷及中

高齡勞動者非自願性失業人數大幅升高；7月起，高科技人

力失業人數急遽增加。 

失業期間延長，長期失業人數增加，且男性多於女性。 

產業區域結構失衡，失業潮由南至北、由東至西，擴及全

台各地。 

三、物價變動 

90年1至10月，新台幣貶值雖造成進口成本上升，惟因全

球經濟景氣衰退，國際物價下跌，加以內銷市場競爭激烈，

故消費物價指數變動平穩。90年消費者物價估計較89年僅上

升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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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民國91年總體經濟展望 

 

一、外在客觀環境 

為因應國際景氣低迷情勢，主要國家已採取寬鬆貨幣與

財政政策，預期效果將逐漸顯現；又美國對阿富汗發動「反

恐怖」戰爭，後續負面衝擊幸未擴大。展望2002年，美國經

濟可望自下半年起明顯復甦，全球資訊科技(IT)產業景氣將

隨之回升。根據世界銀行對2002年世界經貿情勢的估測，全

球經濟成長率將由2001年的1.3％增為1.6％，世界貿易量擴

張率亦將由1.0％升至4.0％；惟兩者均遠低於2000年之水

準，復甦強度有限。 

美國呈U型經濟復甦：據OECD估計，2002年上半年，美國經

濟續呈負成長(－0.1％)；下半年，美國資訊科技投資支出

回升，且2001年連續降息及5月23日通過10年減稅法案(1兆

3,500億美元)等，振興景氣效果逐漸顯現，經濟成長率將

轉負為正，達3.8％。 

歐、日成長動能薄弱：2002年日本經濟受制於金融機構龐

大呆帳與通貨緊縮，恐將持續呈現負成長；惟下半年可望

轉呈正成長0.2％。歐盟則因德、法、英等經濟表現不樂觀，

成長率將由2001年的1.5％略降至1.3％。 

東亞掙脫景氣低迷谷底：東亞各國在全球資訊產業及美、

日景氣回升的激勵下，經濟可望復甦成長。其中，亞洲四

龍出口止跌回升，扮演成長主導動能，經濟成長率將由2001

年的0.8％增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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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體經濟展望 

基本構想 

民國90年，台灣失業率創歷年新高；91年，國外景氣

復甦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因素，更加突顯提振景氣及促進

就業、紓解失業問題的重要性。因此，91年總體計畫最優

先的發展重點，就是以加強創新及擴大公共投資，帶動經

濟成長；以經濟成長及結構調整，促進就業增加。 

擴大公共投資規模 

基於提振景氣及創造就業的政策考量，並衡酌政府執

行公共投資的能力，以行政院主計處90年11月16日設定之

政府固定投資4,803億元、公營事業固定投資2,277億元為

基礎，再增加政府固定投資500億元，擴大公共投資規模為

7,580億元。 

目標設定 

根據國際經濟環境三個假設：基準方案、相對樂觀方

案及相對悲觀方案，配合國內公共投資政策變數的不同設

定值，經由總體計量模型模擬6組條件的結果，91年經濟成

長率介於1.61％至3.08％。 

參酌行政院主計處2.2％的經濟成長基準值，考量增加

政府固定投資500億元，約可提升經濟成長率0.5個百分

點。因此，91年經濟成長率2.7％，就業增加率1.2％，失

業率4.5％，應為務實可行的展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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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1年經濟成長率展望值2.7％之政策示意圖 

政策展望值(2.7％)與基準預測值(2.2％)之比較說明 

－外在環境變動條件相同。 

－展望值2.7％之政府固定投資規模較預測值2.2％增加500億元： 

● 基準解之公共支出(包括政府消費、政府固定投資及公營事業固定

投資)僅占GDP之19.4％，為民國83年以來最低水準；而且91年政府

固定投資金額較90年僅增加46億元，在當前國際經濟景氣持續低迷

之下，政府仍需進一步擴大公共投資與改善投資環境，以提升國內

需求、振興經濟與創造就業機會。 

● 以83至89年實際政府固定投資之最高支用數(88年之5,207億元)為

依據，就基準預測之政府固定投資設定值(4,803億元)，再增加500

億元，可使經濟成長率升至2.7％。 

－預測風險：外在環境變動若較預期樂觀，則政策展望值由2.7％增至

3.1％；若較預期悲觀，則由2.7％降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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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經濟預測機構對民

國91年台灣經濟成長率之

預測值： 

中經院(90.10.19) 2.13％ 

主計處(90.11.16) 2.23 

台經院(90.11.16) 2.03 

台綜院(90.12. 3) 2.24 

中研院(90.12.19) 3.08 

DRI-WEFA(90.11) 1.5 

ADB(90.1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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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落實重要會議結論與政策措施 

 

民國90年初以來，政府為因應景氣不振、失業率攀升等問

題，分別召開全國經濟發展會議、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等一

系列全國會議，積極研擬解決對策與方案。91年，政府除擴大

公共投資、提振景氣、促進就業外，決致力穩定政局，促進朝

野和諧，落實推動各項會議結論;並加速進行經社改革，全面提

升競爭力、行動力及創造力，以突破轉型困境，實踐「綠色矽

島」建設願景。 

一、經濟、科技及行政會議重要結論 

產業面：積極延攬國外科技人才，增加企業融資管道，提

升傳統產業競爭力；提供具國際競爭力的租稅環境，激勵

高科技產業發展；整合政府研發資源，建立產、學、研創

新研發機制；推動知識經濟產業化。 

投資面：活用生產用地，穩定水電供應；提供具國際競爭

力獎勵誘因，吸引國內外投資；擴大公共建設預算，加速

完成具國際水準的基礎建設；排除妨礙經濟發展的非經濟

因素；調和環保規範及勞工法規與產業發展關係。 

財金面：推動財政改革，靈活運用財政政策；消除財政赤

字，追求財政平衡；健全金融制度，力求金融國際化及財

務透明化。 

科技面：加強知識創造，追求學術卓越；推動技術創新，

加速產業升級；重視永續發展，提升民生福祉；加強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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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延攬及運用。 

就業面：修改勞動法規，健全勞資關係，擴大勞動力參與；

檢討外勞政策，兼顧企業需要及勞工就業機會；推動勞工

退休制度改革，落實勞工福利保障；研訂「就業保險法(草

案)」，建構完整就業安全體系。 

兩岸面：秉持「台灣優先、全球布局、互惠雙贏、風險管

理」，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取代「戒急用忍」，建

構穩健的兩岸經貿政策；建立資金流動的靈活機制；主動

因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及兩岸三通問題，推動兩岸協商。 

行政面：擬訂組織調整架構，確立調整策略；尊重地方自

治，釐清各級政府責任；強化績效管理，推動行政文化轉

型；落實法規鬆綁，擴大單一窗口服務。 

二、重要政策措施 

布局全球，提升台灣競爭力

厚植競爭利基 

因應加入WTO：依對外貿易開放進程，採行農、工、服

務業調適措施，紓緩產業所受衝擊，並對受嚴重影響

產業實施必要之救濟。

促進產業升級：促進農業轉型與升級，提高農產品附

加價值，緩和貿易自由化的衝擊；強化研發創新誘因，

促進新興工業發展及傳統工業科技化；提升商業生產

力與服務品質，整備電子商務環境，提供e時代服務業

經營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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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科技水準：推動各項尖端科學研究與科技專案計

畫，加強科技人才培育、延攬及運用，鼓勵重點科技

研發，提升產業科技水準。 

充實基礎設施：研訂「公共工程基本法」，落實執行

「加速推動公共建設方案」，推動智慧型運輸系統，

提升公共建設的質與量。 

建立知識運籌網絡 

經濟知識化：加速推動「知識經濟發展方案」，營造

台灣經濟新比較利益，建構「知識經濟發展、全民共

享福祉」的良好環境。 

布局全球化：積極推動「全球運籌發展計畫」，健全

電子商務、實體物流及建設基礎環境，強化台灣電子

運籌(e-Logistics)全球競爭實力，達成「台灣接單，

全球獲利」目標。 

強化經濟體制 

健全財政金融：推動財政改革，靈活債務管理，促進

財政收支平衡；規劃電子金融業務監理，加速金融現

代化。 

塑造公平交易環境：積極執行公平交易法，並研修相

關法規及案件處理原則，落實保護智慧財產權，建立

貿易救濟及爭端解決機制。 

開展對外關係 

拓展對外貿易：推動「全球出口拓銷方案」，全力協

助出口業者開拓國際市場；配合WTO規範，放寬輸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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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建構符合WTO架構之貿易體制。 

改善兩岸關係：恢復兩岸溝通與對話機制，並規劃進

行整體談判，促進兩岸關係正常發展；配合加入WTO進

程，循序開放兩岸經貿交流；規劃設立「兩岸經貿安

全預警制度」，建置國家安全及產業風險防護罩。 

鞏固國家安全：秉持「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的國防

戰略，確保台海的和平與穩定；推動務實外交，積極

參與國際組織，擴大回饋國際社會。 

永續生態，重振台灣生命力 

加強環境保護：強化廢棄物處理、資源回收、各項污染

防治，減輕環境負荷；推動環境影響評估(環評)法制化，

加強環評之監督與追蹤，落實環評制度。 

落實生態保育：全面造林，加強治山防災救災技術與機

制，維護自然生態；執行「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落

實稀有野生動物資源保育。 

改善生活環境：改善偏遠地區公共與文化設施，致力縮

短城鄉差距；執行「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提

升台灣整體景觀風貌與生活品質。 

確保資源永續利用：維護國土資源，防杜國土違規破壞；

推動電業自由化，穩定電力供應；開發新能源及潔淨能

源，研訂適當能源配比，促進能源多元化。 

防治土石流：執行「解決土石流災害方案」，建立預警

及避難系統，澈底解決土石流災害；依循永續化理念，

全面檢討國土規劃政策與法規，強化國土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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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921」災後重建：推動公共工程復建；積極協助住

宅及社區重建；輔導開發重建區特有產業，發展生態觀

光及深度旅遊事業；加強生活重建服務，落實心靈、衛

生與醫療照顧。 

公義社會，展現台灣包容力 

強化公共安全：落實執行「維護公共安全方案」，強化

災害預防及緊急救護措施，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研

修建築相關法令，維護建築物公共安全。 

確保海域安全：擴充海上救難及環保設施，提升災難救

助、治安維護及海洋環保能力；充實海洋巡防力量，綿

密海巡監控與情報部署，強化安檢與漁業巡護。 

改善社會秩序：執行「強化社會治安行動方案」，加強

檢肅毒品、槍械、竊盜犯罪等；成立專案小組，強化偽

鈔、信用卡及網路詐欺等犯罪偵防，掃蕩新興犯罪。 

提升醫療品質：實施醫療給付費用目標總額制度及西醫

基層總額支付制度，紓解健保財務困境；擴大辦理老人

流感疫苗接種，加強醫療保健。 

健全社會安全體系：加速銀髮照護、環保及再生能源利

用等產業發展，創造就業；研訂「勞工退休金條例(草

案)」，健全勞工退休制度；研訂「社會福利基本法(草

案)」，加強老、幼、身心障礙者福利措施，強化社會救

助；推展社區發展、志願服務、非政府組織等活動，完

善社會安全網。 

充實文化內涵：加強社區文化、環境改造，執行「一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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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一生活文化館計畫」，深化文化根基；執行「多元文

化保存與推廣計畫」，促進多元文化發展。 

促進客家族群發展：加強客家文化研究，活化客家語言，

協助規劃成立客家文化園區，並推動海內外客家文化交

流。 

加強原住民族發展：推動「原住民族發展法」、「原住

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立法，研訂「原住民族自治法(草

案)」，確保原住民族權益。 

優質政府，強化台灣行動力 

提升政府效能：調整行政院組織架構，推動法規鬆綁與

創新，開創優質行政文化，增進行政效能。 

推動司法改革：落實司法改革，建立權責相符觀念，健

全訴訟制度；提供合理審判環境，保障基本人權，實踐

「司法為民」理念。 

掃除黑金、檢肅貪瀆：落實「掃除黑金行動方案」，加

強偵辦組織犯罪；強力查察賄選，端正政風，澈底打擊

黑金。 

知識學習，發揮台灣創造力 

提升教育水準：加強國民中小學教學創新，賡續推動高

中職多元入學方案；追求大學卓越發展，培育e世代傑出

人才；普及資訊應用知能，建立終身學習社會。 

加強人力培訓：建立職業訓練資源網絡，加強職業訓練

機構功能；培訓產業科技人才，辦理傳統產業、失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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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訓用合一及轉業訓練。 

增進國民體能：籌設國家體育發展基金，鼓勵民間企業

贊助體育建設；籌建國家體育園區，落實社區體育整體

營造，改善國民運動環境，推展全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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