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2012年6月7日 

當前經濟情勢 



大    綱 

壹、國際經濟情勢 

貳、國內經濟情勢 

參、綜合研析 

2 



壹、國際經濟情勢 

3 



全球及主要國家經濟成長率 

地區或國家別 
Global Insight IMF 

2011 2012 2013 2012 2013 Q1 Q2 Q3 Q4 

全球 3.0 2.8(2.8) 2.5 2.7 2.7 3.1 3.5(3.6) 3.5(3.3) 4.1 (3.9) 

 美國 1.7 2.2(2.2) 2.1 2.2 2.3 2.1 2.4(2.4) 2.1 (1.8) 2.4(2.2) 

 歐元區國家 1.5 -0.5(-0.5) -0.3 -0.6 -0.7 -0.2 0.7(0.8) -0.3 (-0.5) 0.9 (0.8) 

 日本 -0.7 1.5(1.5) 1.4 2.2 0.8 1.5 2.1(2.1) 2.0 (1.7) 1.7 (1.6) 

 亞太地區(不含日本) 6.7 6.3(6.5) 5.7 6.2 6.5 6.8 6.8(7.0)  7.3 (7.3)*  7.9 (7.8)* 

 中國大陸 9.3 8.1(8.4) 8.1 7.8 8.0 8.3 8.3(8.6) 8.2 (8.2) 8.8 (8.8) 

註：GI ( )內數值係2012年4月預測； IMF( ) 內數值係2011年9月預測；*為亞洲開發中國家。 

資料來源： World Overview, Global Insight Ltd.,  May 15, 2012.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IMF, April. 17, 2012.                     

單位：% 

 2012年初，隨著希臘債務危機暫獲紓緩、美國經濟持續轉佳，全球經濟
成長出現曙光。惟近期希臘、西班牙債務危機升溫、中國大陸經濟活動
加速減緩、美國復甦動能和緩，以及伊朗緊張局勢仍未解除等，使得國
際經濟前景仍潛存高度風險。 

 IMF(4月17日)小幅上修2012、2013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分別為3.5%及
4.1%；環球透視機構(5月15日)則維持2012年原預測值2.8%，並微幅下
調2013年預測值。其中，2012、2013年亞太及中國大陸經濟展望皆有小

幅下修。 

一、全球經濟風險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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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債危機存在加劇風險 

 希臘退出歐元區疑慮加深 
 希臘本(6)月須提出未來2年財政撙節方案，以獲得歐盟及IMF續撥放紓困

金；若6月17日國會改選後，仍無法組成願意恪守撙節承諾的新政府，歐

盟及IMF可能停止紓困，希臘恐面臨債務違約，甚而退出歐元區。  

 最新民調顯示，支持財政緊縮的新民主黨與反撙節的左翼聯盟之民意支持

度呈現拉鋸，選情仍未明朗。 

 西班牙債務危機升高 
 西國銀行業資產體質因房地產泡沫破裂而嚴重惡化，政府面臨紓困銀行業

的沉重壓力；加以經濟景氣衰退、失業率(4月為24.3%)居歐盟最高，及地

方政府財政缺口擴大等，均加深國際對西國政府財政狀況的擔憂。  

 5月30日西班牙10年期公債殖利率達6.7%，已逼近必須尋求國際救助的

7.0%水準， 惟6月6日回降至6.3%。 

 德、法意見分歧，增添歐元區未來的不確定性 
 法國新任總統歐蘭德力倡擴張財政以刺激經濟成長，使得原由德法主導、

以財政撙節為主軸的歐債解決方案面臨調整。 

 法國總統歐蘭德主張發行歐元區共同債券，協助財政困頓國家降低債務負

擔，德國亦持反對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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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內需及外貿成長均轉緩 
 4月零售銷售年增率14.1%，低於市場預期之15.2%； 

 1-4月固定資產投資年增率20.2%，低於市場預期的20.5%，且創近10年
新低； 

 4月工業生產年增率9.3%，創2009年5月以來新低； 

 5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由4月之53.3，降至50.4； 

 4月出口成長率由3月的8.9%下滑至4.9%；進口由5.3%降至0.3%。 

 國際主要機構下修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預測 
 Global Insight、OECD及世界銀行5月份發布最新經濟展望報告，相繼

小幅下修中國大陸2012年經濟成長率至8.1%-8.2%間。 

中國大陸發改委國家信息中心預測，第2季經濟成長率將由第1季的
8.1%減緩至7.5%。 

 推動擴張景氣新措施 
 5月16日宣布新一波節能家電補貼計畫，補貼金額高達人民幣265億

元。 

人民銀行宣布自5月18日起，下調存款準備率0.5個百分點，預計可釋出

4,000至5,000億元左右的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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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陸經濟成長降溫 



 今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低於預期 

 第1季經濟成長率1.9%(季折合成年率)，低於初估的2.2%，也低於去年第4

季3%的成長率。 

 勞動市場改善遲緩 

 5月失業率由4月的8.1%升至8.2%；非農業就業人數較前月僅增加6.9萬

人，增幅為1年來最低，且遠低於市場預期的15萬人。 

 截至5月26日的一周內，美國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為38.3萬人，高於市場

預期的37萬人及前一周的37.3萬人。 

 製造業活動減緩，民間消費信心續降 

 5月芝加哥企業調查指數下降3.5點至52.7，為連續第3個月下滑，且為2009

年9月以來最低水準；5月ISM製造業指數由前月的54.8降至53.5。 

 經濟諮商理事會(The Conference Board) 5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自4月的68.7

下降至64.9，為連續第3 個月下滑。 

 主要機構預估今年美國經濟可望溫和成長 

 受失業率仍居高點、房地產市場低迷與全球金融市場風險猶存等因素影

響，GI、IMF、OECD等機構預估美國今年經濟擴張步調溫和，成長率預

測值介於2.1%至2.4%之間。  7 

四、美國復甦動能和緩 



五、近期國際油價下滑，惟未來走勢仍存不確定性 

美
元
／
桶 

2012年                                        2011年                                        

國際油價變化 

 國際油價創近8個月新低 

 3月底以來，受歐債危機升溫、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趨緩，以及美國原
油庫存增至1990年以來新高影響，國際油價持續下滑。 

 6月1日WTI跌至每桶83.23美元，創去年10月7日以來新低；與今年4

月底相較，跌幅達20.6%；與2月24日的今年最高價(109.77美元/桶)相
較，跌幅則達24.2%。其後受市場預期各國將採取振興措施激勵，6

月6日WTI略回升至每桶85.0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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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IP商品行情網。  



  國際油價(WTI)預測：均價小幅上升 

 路透社、美國能源資訊署皆預測未來國際油價大幅飆升的機率應不大，

今年下半年國際油價預估將較上半年小幅上升，相關因素包括： 

－伊朗與6大國5月23日第二輪限核談判未獲共識，6月將再度協商。若雙
方仍無法達成協議，美歐對伊朗的石油禁運制裁將於7月生效，加以蘇

丹、敘利亞、葉門與北海產能中斷情況遲未改善，國際原油短期供給
仍存變數。 

－國際景氣疲弱抑低原油需求、避險需求推升美元，以及沙烏地阿拉伯

承諾將全力供油等，均將制約油價漲勢。 

單位：美元／桶 

資料來源：1.路透社(Thomson  Reuters), May 24, 2012(每月月底公布)。 

             2.美國能源資訊署(U.S.A.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May  10, 2012(每月上旬公布)。                             

國際油價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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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2012年 

 
2013年 

 Q1 Q2 Q3 Q4 

路透社 93.90 103.10 100.60 101.80 103.70 104.20 106.20 

美國能源資訊署
(EIA) 

94.86 104.12 102.88 103.60 105.00 105.00 103.75 



貳、國內經濟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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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14分，總燈號連續第6個月出現藍燈。

整體而言，當前國內景氣仍低緩。 

資料來源：經建會。 

一、當前景氣低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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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領先指標6個月平滑化年變動率為6.6%，較上月增加0.7個百

分點。 

 不含趨勢之同時指標為95.9，較上月微幅下跌0.1%；跌幅正逐月縮小。 

 

資料來源：經建會 12 



 今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初步統計為0.39%，較4月概估數(0.36%)微

幅上修0.03個百分點。 

 主計總處預測今年經濟成長率為3.03%(較4月預測值下修0.35個百

分點），仍呈逐季好轉；若歐債危機能獲得控制，國內景氣可望於

上半年觸底緩步回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2年5月25日預測。 

我國經濟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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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括弧內表示預測日期；[  ]為前次預測值。 
資料來源：各機構。 

單位：% 

 各機構對今年成長率預測值，介於2.8%~4.02%之間。 

預測機構 2012年 2013年 

國內機構 主計總處(2012.5.25) 3.03  [3.38] - 

台灣經濟研究院(2012.4.24) 3.48 [3.96] - 

中華經濟研究院(2012.4.17) 3.55  [4.07] 4.01 

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2012.3.28) 3.88  [3.93] - 

台大-國泰產學合作計畫團隊
(2012.3.9) 

3.73 [3.70] - 

中央研究院(2011.12.29) 3.81 - 

台灣綜合研究院(2011.12.15) 4.02 - 

國際機構 國際貨幣基金(2012.4.17) 3.6 [5.0] 4.7 

環球透視機構(2012.5.15) 3.5  [3.8] 4.9 [4.9] 

亞洲開發銀行(2012.4.11) 3.4  [4.1] 4.6 

經濟學人智庫EIU(2012.5.4) 2.8  [2.8] 4.3 [4.7] 

外資券商 花旗銀行(2012.5.25) 3.3  [3.7] 4.2 

巴克萊資本(2012.3.26) 3.0  [3.0] - 

摩根士丹利(2012.5.2) 3.1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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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率及各因子之貢獻 單位：百分點 

GDP 
(%) 

國內需求 國外淨需求(-) 

合計 
民間
消費 

政府
消費 

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存貨
增加 

輸出
 

輸入
 小計 民間 公營 政府 

2011r 4.03 0.26 1.60 0.21 -0.73 -0.35 -0.21 -0.16 -0.82 3.77 3.36 -0.40 

Q4 1.85 -3.07 0.55 0.38 -2.42 -1.75 -0.41 -0.26 -1.58 4.92 0.64 -4.28 

2012f 3.03 0.79 1.08 0.01 -0.23 0.07 0.00 -0.30 -0.07 2.24 2.33 0.10 

Q1p 0.39 -1.20 0.97 0.27 -1.85 -1.38 -0.12 -0.35 -0.59 1.59 -2.47 -4.06 

Q2f 0.77 -0.34 0.88 0.08 -0.34 0.08 -0.01 -0.41 -0.95 1.11 0.77 -0.34 

Q3f 4.00 1.45 1.11 -0.08 0.31 0.47 0.03 -0.20 0.11 2.54 4.37 1.83 

Q4f 6.65 3.05 1.36 -0.23 0.84 1.00 0.10 -0.27 1.08 3.59 6.23 2.64 

今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0.39%，以民間消費貢獻最大，為0.97個百分點，
而民間投資及輸出皆為負貢獻。 

展望今年，預測經濟成長率為3.03%，其中以輸出貢獻2.33個百分點
最大，其次為民間消費1.08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2年5月25日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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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消費及民間投資成長率 

民間消費:由於零售業及餐飲業銷售佳，為今年第1季民間消費提供穩
定支撐， 成長1.72%；展望今年，雖勞動市場穩定、消費性電子商品
推陳出新激勵買氣，惟薪資、物價因素影響購買力，制約部分民間消
費意願及信心，預測民間消費全年成長2.03%。 

民間投資:今年第1季較上年同期減少9.40% ，主因廠商產能過剩，科
技業者持續縮減資本支出；展望今年，國內具技術優勢之半導體業者
大幅擴增高階製程投資，可望帶動下游廠商資本支出，加以電信業者
持續加碼等因素，預測全年微幅成長0.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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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2年5月25日預測。 



資料來源：台灣CPI採主計總處資料；其他國家為Global Insight Inc, 

2012年5月15日。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預測) 

台灣 3.5 -0.9 1.0  1.4 1.8 

南韓 4.7 2.7 3.0  4.0 2.7 

香港 4.3 0.6 2.3 5.3 4.2 

新加坡 6.6 0.6 2.8 5.2 4.1 

亞洲四小龍CPI年增率 

說明:2012年為預測數。資料來源：主計總處。 

 今年5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較上年同月上漲1.74%，主因食物類漲3.75

％，對總指數影響為1.04個百分點，其中蔬菜受天候及部分產品去年盛產

價低影響，漲25.35%，對總指數的影響為0.50個百分點。扣除蔬果、水

產及能源之核心物價，上漲0.89%。 

 近來國際原油及原物料價格迭有波動，並透過進口物價影響國內物價，

所幸政府積極採取各項穩定物價措施，國內消費者物價及重要民生物資

價格持續維持穩定。主計總處5月25日預測，今年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上漲1.84% ，居亞洲四小龍國家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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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價相對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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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項重要民生物資價格指數 
5月CPI 17項重要民生物資與3月相較，雖有9項上漲，惟權數最大的豬肉

(-2.6%)與雞肉(-0.8%)續跌，加以近來沙拉油、泡麵與洗髮乳等常有促銷
活動，加權平均後，17項合計較3月跌0.5％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5月CPI重要民生物資價格變動概況 

95年
 100年

基期權數 年增率 1-5月

％ ％ 年增率

％

指數

95年=100

較3月

％

較4月

％

米 0.35 2.1 5.2 119.1 1.2 0.7

麵粉(含水餃皮、鬆餅粉等) 0.32 7.0 2.9 134.7 0.8 1.1

豬肉 0.90 3.5 -2.5 115.7 -2.6 -0.3 

雞肉 0.77 4.9 -5.1 127.1 -0.8 -0.5 

雞蛋 0.17 11.9 14.6 134.5 -3.4 1.6

醬油 0.06 1.6 -0.7 108.1 -0.9 -0.2 

糖(含砂糖、冰糖、果糖) 0.04 5.7 -0.2 121.6 0.2 1.9

沙拉油 0.06 9.4 -1.7 160.2 -6.5 -4.5 

鮮乳 0.45 3.6 9.0 133.6 0.8 0.8

奶粉 0.31 3.2 4.7 139.2 0.1 0.2

泡麵 0.08 9.2 5.7 138.2 -0.3 0.0

吐司麵包 0.43 5.5 3.9 123.9 -0.1 -0.1 

衣服清潔劑 0.17 1.3 1.0 111.0 1.0 -0.4 

衛生紙 0.19 0.6 -0.5 122.2 3.3 1.9

沐浴精或肥皂 0.19 -0.9 1.4 109.7 1.6 2.1

牙膏牙粉 0.09 4.3 4.9 113.8 1.1 -2.1 

洗髮乳 0.19 -0.9 -0.2 98.3 -2.1 -3.5 

上述17項平均 4.77 4.1 1.3 124.3 -0.5 0.1

101年

項目名稱
5月



 出口方面 

去年下半年受歐債危機影響，主要貿易夥伴需求減弱，11月起出口成
長明顯下降。今年1-4月我國出口減少4.7% ，主因先進國家經濟成長
力道仍脆弱，需求疲軟，加上中國大陸進出口成長明顯放緩所致。 

 4月出口較上年同期減少6.4%，減幅持續擴大，受到外在需求減緩影

響，化學品出口減少16.9％ ，資訊與通信產品減少16.8％，電子產品

則減少6.2％ ；按出口地區觀察，對美國、中國大陸及香港出口分別減

少16.3％及11.6％，惟對東協六國出口維持正成長4.4％，對歐洲出口亦

由負成長轉正成長3.5％ 。 

 

 

三、對外貿易亟待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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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口方面 

 受歐債危機影響，去年11月起進口轉為負成長。今年以來雖國際油價

上揚帶動礦產品進口金額擴增，惟出口及投資衍生之進口需求疲弱， 

今年1-4月進口較上年同期減少3.8% 。 

 4月我國進口成長2.1%，其中資本設備進口減少1.4%，機械進口減少

5.7%，已經連續10個月呈現負成長，反映國際經濟情勢不明對廠商

投資意願之影響。 



 外銷訂單 

 去年下半年受歐債危機擴大影響，8月起年增率降為5%以下，12月

起轉為負成長(除今年2月春節因素為正成長)。今年1-4月外銷訂單

金額1,399.0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0.13%。 

 今年4月外銷訂單金額360.9億美元，年增率續降為-3.52%，主因新

舊機種轉換、化學品需求下滑及自中國大陸接單減少。 

 工業生產 

 受外銷接單逐季下滑與國內景氣趨緩影響，去年下半年工業生產明

顯減緩，11月起(除2月春節因素為正成長)皆為負成長。今年1-4月

工業生產較去年同期減少4.1%。 

 今年4月工業生產指數年增率為-2.33%，主因全球景氣走緩，廠商

機械設備支出減少以及資訊電子產品需求疲弱所致。 

四、外銷訂單及工業生產負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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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人數增加，失業率持續下降 

 今年1-4月平均就業人數為1,080.6萬人，較去年同期增加1.7%；平均

失業人數為47.1萬人，較去年同期減少6.47%。 

 4月就業人數為1,081.8萬人，較上年同月增加1.6%；失業率續降為

4.1%，較去年同月下降0.19個百分點，自97年8月以來新低。 

五、勞動市場相對穩定 

六、消費信心下滑 
 去年11月起因歐美市場買氣保守、外銷接單不佳影響，商業營業額轉

為負成長。今年1-4月累計商業營業額為4兆5,677億元，較去年同期續

減少1.31%。 

 4月商業營業額為1兆1,458億元，較去年同月減少2.37%。其中批發業

減少4.37%，主因機械器具、布疋及服飾品、化學原料及其製品減少

所致。另零售業增加2.69%，餐飲業增加3.51%。 

 中央大學公布5月消費者信心指數為77.61點，較上月下降1.31點，為

連續第2個月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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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類評比指標變化 
 攸關國家長期發展的「政府效能」、「基礎建設」排名分別躍升至第

5、第12，創歷年最佳成績。「企業效能」排名第4，仍維持歷年次佳 

 我國排名較上年滑落1名，主要係因易受短期景氣波動影響的「經濟表
現」下降5名所致。 

(一)經濟表現 (二)政府效能 

(三)企業效能 (四)基礎建設 

資料來源：http://www.worldcompetitiven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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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12年IMD世界競爭力排名第7 



排名 國家   （較上年變動） 
1 香港       （ 0） 
2 美國      （-1） 
3 瑞士      （+2） 
4 新加坡    （-1） 
7 台灣      （-1） 
14 馬來西亞   （ + 2） 
22 韓國       （0） 
23 中國大陸   （ - 4） 
27 日本      （-1） 
30 泰國      （-3） 

 2012年各國競爭力排名情形 

 2012年台灣總排名較去年滑落1名，排名第7。 

 亞太地區13國中，台灣僅次於香港（第1）、新加坡（第4）；仍領
先韓國（第22，與上年同）、中國大陸（第23，下滑4名）與日本
（第27，下滑1名）。 

我國歷年總排名 

資料來源：http://www.worldcompetitiveness.com/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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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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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排名變化 



參、綜合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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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國內外經濟情勢多變，特別是歐債危機加劇

之風險升高、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明顯降溫、美國復

甦步調和緩等外在因素，已對我國外貿造成影響。

內需方面，市場存在物價上漲預期心理，對民間消

費的衝擊漸漸浮現；而近期國際油價雖下滑，但未

來走勢仍具不確定性，必須持續關注。為期在經濟

「外涼」之下保持「內溫」，政府除應持續落實推

動「經濟景氣因應方案」的七大策略外，並須審慎

因應國際經濟景氣變化，適時採取各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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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全球需求疲軟影響，今年以來我國出口表現仍低緩，今年1-4月
出口較上年同期減少4.7%，為自2009年第4季金融風暴結束，恢復成
長以來首度轉呈負成長。尤其亞洲四小龍中，今年4月香港及新加坡
出口均已轉為正成長，南韓及我國出口仍持續衰退，值得注意。 

為提振出口，經濟部已提出「101出口龍騰計畫」，從資金、拓銷、
形象等面向，規劃多元拓銷出口作法，應積極推動。 

台灣:-6.4  

南韓:-4.8  

新加坡:3.5  

香港:5.8  

中國大陸:4.9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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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台灣 韓  國 新加坡 香 港 中國大陸 

亞洲四小龍及中國大陸出口成長率 
% 

資料來源：國際經濟情勢雙週報，各期。 

2011年 2012年 

一、提振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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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主計總處5月25日發布資料，今年我國民間投資雖轉為正

成長，惟僅微幅成長0.52%，仍有待進一步提振。 

 在加強公共建設投資方面，101年度工程會列管1億元以上公

共建設計畫，截至3月底預算執行率達97.27%， 執行成果尚

佳。未來應持續管控進度，確保公共工程順利甚至提前執

行，以促進投資。 

 民間消費應持續提振，鑒於經濟部去年辦理補助之民眾購

(換)置節能家電的推動成效良好，今年5月17日推動第二波

「補助民眾購(換)置節能家電」措施，應有助刺激民間消

費。 

二、增加投資、刺激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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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2008年國際油價及原物料飆漲，當年5月行政院成立「穩

定物價小組」，各部會持續監視國內、外商品價格之變化，且

定期調查國內民生商品價格，掌握民生物價變動趨勢，並適時

採取物價穩定措施，已收具體成效。根據2012年IMD世界競爭

力評比，其中「價格」排名進步7名，躍升全球第6，顯示政府

穩定物價作為相對優於其他國家。 

 鑒於「油氣價格合理化方案」及「電價合理化方案」的實施，

將影響國內民生物價變動，今年4月以來，行政院「穩定物價小

組」已召開多次會議，將嚴密注意民生物價狀況，適時採取相

關因應措施；並透過網頁、召開記者會與發布新聞稿等多元管

道宣導穩定物價措施，降低民眾預期物價上漲心理，確保物價

穩定。 

 端午節即將來臨，針對各類農漁畜商品之市場供需，必須預為

準備，做好各項調配措施，以充裕供應、平穩價格，確保國人

安渡佳節。 

三、力保物價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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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主計總處公布，台灣4月失業率為4.1%，其中青年失業率相對

偏高(超過10%)；加以校園畢業季節已屆，失業問題及相關因應

需更加重視。 

經濟部與青輔會正研議規劃青年返鄉創業計畫，如「青年築夢創

業啟動金」，將可有效協助青年創業圓夢；另青輔會與勞委會合

作推出「青年就業尋寶圖」，協助即將就業或轉業之青年，順利

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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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四、確保就業市場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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