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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 回應稿 

針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提出「十問」之說明 

[詹方冠/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發展處代處長，電話：02-2316-5850] 

103年 9月 2日 

有關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8月 29日在「公民經濟會議」開幕致詞時，對

行政團隊提出「十問」，分別說明如下： 

一、 臺灣經濟已邁入正向循環 

蔡主席所提臺灣悶經濟，主要反映 2008年以來全球景氣的緩慢復甦，

導致各國經濟成長動能減弱，臺灣經濟亦受衝擊。惟今（2014）年起國

內經濟明顯改善，景氣燈號自 2 月起已連續亮出 6 個月綠燈，失業率也

逐漸下降，加以股市上漲，企業、消費者對景氣看法偏向樂觀。根據主

計總處最新預測，今年經濟成長率為 3.41%，明顯優於 2012年、2013年

的 1.48%及 2.09%，顯示臺灣經濟已邁向正向循環，也希望朝野能為協助

臺灣突破悶經濟共同努力。 

二、 失業率降至 2008年 6月以來最低水準 

針對蔡主席所提工作難找，今年 5月失業率為 3.85%，係 2008年 6

月以來最低水準；7 月適逢畢業潮，失業率略升為 4.02%，惟仍為近 14 

年同月最低水準，且 7 月年輕族群及高學歷者之失業率，均創近 6 年同

月新低，顯示整體勞動市場結構明顯改善。 

三、實質薪資小幅成長 

針對蔡主席所提實質薪資倒退問題，係為長期趨勢。我國實質薪資

成長自2000年以來即明顯轉緩，今年1至6月實質平均薪資為48,622元，

已較 2012 年及 2013 年增加。鑑於臺灣產業結構轉型與創新，是帶動薪

資成長的核心關鍵，政府目前正加速法規鬆綁與市場開放、創新產業發

展模式，及全力推動加入 TPP及 RCEP等，以有效擴增投資，並創造在

地就業機會，提高國人薪資。 

四、政府積極鼓勵青年創新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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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蔡主席所提年輕人就業起薪低，為鼓勵具創新能力之青年投入

創業，進而提升經濟成長動能，並提高薪資，政府積極推動「創業拔萃

方案」，期透過法規、資金及國際鏈結三大面向，形塑新創企業發展之優

質環境，並鼓勵新創企業以國際為市場，邁向全球，成為領導我國下一

波經濟發展之源頭活水。 

五、政府致力穩定民生物價、健全房地產交易 

針對蔡主席所提民生物價問題，近來天候回穩，加以政府採取各項

調節措施，水果及肉類等農畜產品價格自 4 月起已漸趨穩定。至於臺北

市等部分都會區房價上揚議題，為健全國內房市，政府已加強房市資金

管控，並研議推動房地合一實價課稅。 

六、國民所得分配出現改善 

針對蔡主席所提所得分配惡化，根據主計總計公布的「2013 年家庭

收支調查」結果，若以戶數五等分位組之所得分配比來比較，最高所得

組為最低所得組的 6.08倍，已連續 4年下降；每戶平均可支配所得的吉

尼係數(Gini concentration coefficient)為 0.336，亦已連續 4年持平或下降，

且遠低於香港(0.537)、新加坡(0.412)等國，顯示所謂「國民所得分配日益

惡化」，並沒有在客觀數據上得到支持。 

七、政府將積極提供協助以縮小「弱勢圈」 

針對蔡主席所提一個臺灣兩個世界，在資本主義社會、自由經濟體

制、全球化、知識經濟等諸多因素結合下，擁有資本或特殊技術、經驗

與知識的人，原本就較單憑體力勞動者容易進入或停留在「贏者圈」；這

種現象，即使沒有被鼓勵，也不應該被抑制。政府目前採行提供優質且

均等的教育機會，主要透過諮詢、補助與輔導等措施，協助弱勢族群、

勞工與產業，並提供租稅優惠等誘因，鼓勵贏者多回饋社會、分享利益，

來擴大「贏者圈」、縮小「弱勢圈」。 

八、南韓超越臺灣時點非在馬政府任內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資料，若以每人平均 GDP 來比較，臺灣被

南韓超越的時間點是 2004年，差距並在接下的 3年內逐年擴大，到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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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接近 4,500美元，也就是說台、韓人均 GDP的擴大，並非在馬政府

任內。 

九、臺灣當前正面臨內外嚴峻挑戰，國人應有更深刻體認 

針對蔡主席所提早沒有四小龍，本會管中閔主委於今年 2月表示「早

就不認為還有亞洲四小龍這件事」，目的是提醒國人不能再沉溺於過去的

成就中，必須對當前國際競爭加劇、國內產業結構升級轉型刻不容緩等

嚴峻情勢，有更加清楚的認識，希望朝野能摒棄成見，以人民福祉與未

來世代發展為念，共同謀劃未來經貿發展的方向與策略。 

十、政府對臺灣經濟發展方向已有完整規劃 

針對蔡主席所提臺灣經濟何去何從，為根本改善臺灣經濟的長期結

構性問題，政府已針對經濟結構調整面、法規制度面、國際經貿網絡面，

提出相關中長期策略，藉由推動加入 TPP/RCEP 及法制革新之「自由經

濟」思維，以及落實自由經濟示範區及推動創新創業之「創新經濟」策

略，完整規劃臺灣經濟發展方向，厚植臺灣未來成長動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