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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壹、2015 年國際經濟情勢 

貳、2015 年國內經濟情勢 

參、2016 年經濟展望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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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2015 年國際經濟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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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今 (2015) 年全球經濟成長不如預期，主因先進國家復甦步伐減

緩，新興與開發中國家成長下滑，尤以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減緩的

影響最顯著 

註： 1. 2015 年數據為預測值 

2. ( )內數字均為今年1月預測值 

3. 各國 2015 年 Q1 至 Q3 為官方統計值 

4. *GI 為新興國家 

資料來源：1.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 6, 2015 

                    2. IHS Global Insight Inc., World Overview, Nov. 1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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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主要國家（地區）經濟成長率 

一、全球經濟成長趨緩 

地區別 
IMF Global Insight 

 2014 2015  2014 2015 Q1 Q2 Q3 Q4 

全球 3.4 3.1 (3.5) 2.7 2.6 (3.0) 2.7 2.7 2.5 2.4 

先進國家 1.8 2.0 (2.4) 1.8 1.9 (2.3) 1.9 2.0 1.8 1.8 

   美國 2.4 2.6 (3.6) 2.4 2.4 (3.1) 2.9 2.7 2.2 2.1 

   歐元區 0.9 1.5 (1.2) 0.9 1.5 (1.4) 1.2 1.5 1.6 1.6 

   日本 -0.1 0.6 (0.6) -0.1 0.5 (1.0) -0.8 1.0 1.0 0.9 

新興與開發中國家* 4.6 4.0 (4.3) 4.4 3.7 (4.1) 3.9 3.9 3.7 3.4 

   中國大陸 7.3 6.8 (6.8) 7.3 6.8 (6.5) 7.0 7.0 6.9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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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就業巿場穩定、失業率下降，CPI 轉為回升，惟 11 月製造

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為  36 個月以來首度呈現緊縮 

 歐元區：製造業 PMI 持續擴張，下半年復甦明顯加速，惟法國恐

攻事件恐影響歐洲觀光及商業活動，進而拖累歐洲經濟復甦力道 

 日本：出口停滯、資本支出疲軟，惟民間消費擴增，第 4 季經濟

可望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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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PMI > 50 代表製造業或非製造業景氣處於擴張；= 50 為持平； < 50 則為緊縮 

資料來源：ISM,  Markit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月 

2015                                                                                                                         年 

二、先進國家經濟緩慢復甦 

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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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興經濟體經濟疲軟 

%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 

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 yoy )  中國大陸主要經濟指標成長率 

經濟指標 2014年 
2015年 

前3季 

工業生產  8.3  6.2 

固定資產投資 15.7 10.3 

消費品零售額 12.0 10.5 

貿易(進出口)總額  3.4 -8.1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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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經濟體受美國升息預期影響，資金持續流出，加以國際商品

價格持續探底，俄羅斯、巴西等經濟成長陷入衰退 

 中國大陸面臨產能過剩去化、產業結構調整之經濟「新常態」，

今年經濟成長率預估低於 7%，創 1990 年以來新低。惟服務業前 

3 季成長  8.4%，比重提升至  51.4%，最終消費支出貢獻率為 

58.4%，顯示消費已漸成為驅動大陸經濟成長的主要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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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市場明顯波動 

20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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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 

99.795  

75.000

80.000

85.000

90.000

95.000

100.000

105.000

1 4 7 10 1 4 7 10

美元指數 

資料來源：CEIC資料庫 
2014                                        2015 

 今年以來，歐元區、日本賡續採行擴張性貨幣政策，美國則處於 

Fed 升息的預期，美元指數持續維持於高檔，主要國家貨幣兌美

元匯價多呈貶值 

 受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減緩，新興市場需求轉弱、石油及原物料價

格下跌、預期美國升息等影響，資金紛紛抽離新興市場 

資
金
流
入 

資
金
流
出 

資金淨流入(出) 

 
單位：10億美元 

虛線右
邊為預
估值 

 新興巿場資金流出、入 

資料來源：國際金融協會 (I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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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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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IP商品行情網 

    2014                                                2015                                            年 

五、國際原油價格走跌 

美元/每桶 

資料來源：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國際原油供需 

百萬桶/每日 百萬桶/每日 

國際原油價格 

 因全球需求疲弱，以及伊朗將重回石油市場、美元走強等因素影

響，8 月下旬布蘭特 (Brent) 原油價格一度跌至每桶 42.69 元，創 

6 年半以來新低，邇後維持於 44 美元上下波動 

 國際原油短期內仍將呈現供過於求現象，美國能源資訊署 (EIA)

預測 2016 年 Brent 原油均價為每桶 56.24 美元，略高於 2015 年 

53.82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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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2015 年國內經濟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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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率（％）  貢獻百分點 

GDP 1.06 (1.56) 1.06 

民間消費     2.55 (3.05) 1.36 

政府消費    -0.65 (-1.42) -0.09 

固定投資  0.93 (1.62) 0.20 

民間投資     2.02 (2.65) 0.35 

輸出 0.15 (1.35 ) 0.11 

-輸入   0.86 (1.96 )   0.51 

註： （ ）內為 8 月預測值；(p) 表初步統計數；(f) 表預測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5 年 8 月 14 日及 11 月 27 日新聞稿 

 行政院主計總處 11 月預估今（2015）年經濟成長率為 1.06%，較 

8 月預測之 1.56% 下修 0.5 個百分點。其中，第 3 季經濟成長率為 

-0.63%，較為低緩，但第 4 季可望回升至 0.49% 

內需溫和成長：民間消費及民間投資溫和成長，為支撐今年經濟成

長主要動能，國內需求對經濟成長貢獻為 1.46 個百分點 

輸出動能疲弱：雖然服務輸出維持成長，惟商品出口呈現衰退；輸

出入相抵後，國外淨需求對經濟成長負貢獻 0.40 個百分點 

2015 年 GDP 及主要支出成長率預測 

一、經濟成長率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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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輸出動能疲弱 
 今年商品及服務輸出成長率下修為 0.15% 

 今年商品出口受全球電子產品需求成長減速、中國大陸供應鏈興起，

以及油價走低等影響，呈現衰退 

− 1 至 10 月商品出口年減 9.6%，其中對中國大陸出口衰退 11.1%，對

總出口影響逾 4 成，主因 ICT 及石油相關產品出口減退；對東協出

口衰退 13.8%，對總出口影響逾 2 成，以石油相關產品出口跌幅最大 

2015  年商品及服務輸出實質成長率 

% 

註：（p）表初步統計數、（f）表預測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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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長 

0.15% 

2015 年 1-10 月主要商品出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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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市場 
比重 
(％) 

年增率 
(%) 

貢獻度 
(百分點) 

總出口 100.0 -9.6  -9.6  

中國大陸 38.9  -11.1  -4.4  

東協六國 17.9  -13.8  -2.6  

美國 12.2  -0.2  -0.02  

歐洲 9.0  -12.1  -1.1  

日本 6.9  -2.6  -0.2  

其他 15.2  -8.7  -1.3  

註：中國大陸資料含香港 

資料來源：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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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費溫和成長 
 今年民間消費成長率預估為 2.55% 

今年上半年民間消費相對活絡，主要受惠於就業情勢改善，以及國

人出國旅遊人數增加；第 3 季受景氣降溫影響，消費力道轉緩，但

第 4 季受到政府「消費提振措施」點火帶動，可望回升 

− 10 月民間消費相關指標多呈回升，其中，零售業、餐飲業受惠於

週年慶促銷激勵，營業額均呈成長；股價指數、自用小客車新增掛

牌數跌幅縮小 

 單位：% 
2015 年民間消費相關指標年增率 

註：（p）表初步統計數、（f）表預測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 2015 年民間消費實質成長率 

3.73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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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金管會、交通部 

零售 餐飲 
股價 

指數 

出國 

人數 

自用小客
車新增掛
牌數 

1-10月 0.1 2.7 1.6 10.9 -1.8 

7 月 -2.1 2.9 -5.4 8.5 3.6 

8 月 -0.7 2.3 -12.0 8.9 -0.7 

9 月 -3.0 1.5 -11.1 11.0 -30.6 

10月 0.6 7.7 -3.0 12.5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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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設備進口 半導體設備進口 

 今年固定投資成長率預估為 0.93 %，其中民間投資將成長 2.02%   

今年上半年民間投資僅微幅成長；第 3 季受惠於國內半導體業者投資

高階製程，加以鐵路機車等投資增加，帶動民間投資擴增 

− 10 月資本設備進口雖因運輸設備進口減少而呈負成長，但半導體設

備進口仍明顯擴增 

四、固定投資續增 

2015 年以美元計價之資本設備進口年增率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2015 年固定投資實質成長率 

註：（p）表初步統計數、（f）表預測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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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 -30.02 21.83 -6.30 -8.11 -6.06 

% 

月 

2015年 

Q1 Q2 Q3 

-9.4 -4.3 9.0 



14/27 

 失業率微升、廠商求才趨緩、無薪假人數上升 

 10 月失業率 3.90%，為近 15 年同月最低（與 2006 年 10 月同），但較上月微

升 0.01 個百分點，其中因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而失業者連續 4 個月上升 

 10月求供倍數為 1.82 倍，較上月減少 0.22 倍，主因企業新登記求才人數較上

月減 6.2%，連續 4 個月下降 

 11 月底實際實施無薪假人數攀升至 5,437 人，為 2012 年 3 月底以來最高，較 

10 月底大幅增加 4,219 人，主要受部分電子業廠商因應訂單尚未明朗，暫以實

施無薪假降低營運成本所致 

 

 

 

五、勞動市場漸受景氣低緩影響 

失業率及求供倍數（新登記） 

註：求供倍數 = 求才人數 / 求職人數，表示平均每一位求職
者有多少個工作機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勞動部 

104年 
失業率 

（%） 

失業原因 

求供 

倍數 

（倍） 

工作場所

業務緊縮

或歇業 

(千人) 

季節性或

臨時性工

作結束 

(千人) 

求才
人數 

(千人) 

6月 3.71 110 42 2.22 140 

7月 3.82 112 43 1.99 131 

8月 3.90 115 44 1.93 127 

9月 3.89 117 46 2.04 126 

10月 3.90 118 47 1.82 118 

1,218  

5,437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2014 2015

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無薪假）人數 

註：1.圖中數字為每月底實際實施人數 

2.無薪假若領有報酬，不計入失業人數 

資料來源：勞動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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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質平均薪資持續成長 

 1 至 9 月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名目平均薪資為 49,977 元，較上年同

期增 3.0%，主要因年初廠商增加發放年終及績效獎金；各行業中，

以醫療保健服務業增幅最大 （5.06%）、製造業 （4.54%） 次之 

 1 至 9 月工業及服務業實質平均薪資為 48,343 元，為歷年同期最高，

較上年同期增 3.54%，實質經常性薪資為 37,368 元，年增 1.90% 

 38,422  
 37,368  

48,258  

 43,858  

48,343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1.90%） 

元 

經
常
性 

非
經
常
性 

   （3.54%） 

歷年 1~9 月實質平均薪資 

50,000 

45,000 

40,000 

35,000 

0 

註：1.（ ）內數據為年增率 

2. 平均薪資包含經常性薪資及加班費、年終獎金、員工紅利、非按月發放之績效獎金與全勤獎金等非經常性薪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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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漲項目 年增率 

%  
    下跌項目 年增率 

% 

  食物類 2.92 教養娛樂類 -0.09 

 醫藥保健類 0.21 衣著類 -0.51 

  雜項類 0.21 居住類 -1.17 

  交通及通訊類 -6.02 

七、食物類物價漲幅趨緩 

1 至 10  月 CPI 各類指數年增率 蔬菜、外食費及油料費物價指數年增率 
% 

蔬菜(左軸) 

外食費(右軸) 

油料費(左軸) 

CPI 總指數 -0.44% 

 1 至 10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較上年同期下跌 0.44% 

 交通及通訊類物價隨國際油價大幅走跌而下滑 6.02% 

 食物類價格漲幅為 2.92%，主因蔬菜受風災侵襲，供給減少致價

格攀升，惟隨著復耕及秋冬蔬果陸續上市，價格已有回穩趨勢；

外食費已連續 5 個月漲幅在 2% 以下，漲勢漸趨平穩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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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景氣燈號續呈藍燈，惟分數回升 
 10 月景氣燈號雖連續第 5 個月呈現藍燈，惟分數較上月增加 1 分至

15 分，顯示當前景氣雖仍處於低緩狀態，但止跌跡象已漸浮現 

1 0 月 燈 號 改 變 之 項 目  

 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  

10 月 9 月 

轉為 +1分 

24 
25 

22 
23 

24 
2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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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4 14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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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2014 20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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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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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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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判斷說明：           紅燈（45-38），           黃紅燈（37-32），           綠燈（31-23），          黃藍燈（22-17），            藍燈（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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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信心指數 採購經理人調查之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指數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  國民經濟信心調查景氣展望樂觀指數 

 

 全球經濟表現平疲，加上許多國內經濟數據不佳，廠商對景氣
看法仍偏保守，但有止跌跡象 

 受景氣復甦緩慢，以及科技大廠裁員及無薪假消息頻傳影響，
消費信心仍偏保守，但對未來景氣看法已略有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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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I總指數 未來半年國內經濟景氣子指數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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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企業及消費者信心止跌跡象已漸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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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2016 年經濟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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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2016 年全球經濟可望緩步成長，Global Insight 預估 2.9%，優

於今年的 2.6%。其中，美國續為全球經濟成長的重要動力來源；

歐、日持續復甦；中國大陸則進一步放緩 

全球主要國家（地區）經濟成長率 

一、全球經濟展望 

註：1. (f) 表示預測值 

        2. ( )  內數據均為 1 月預測值 

資料來源 ：1.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 6, 2015 

                     2. IHS Global Insight Inc., World Overview, Nov. 15, 2015 

地區別 
IMF Global Insight 

2015(f)  2016(f) 2015(f) 2016(f) 

全球 3.1 (3.5) 3.6 (3.7)  2.6 (3.0) 2.9 (3.4) 

 美國 2.6 (3.6) 2.8 (3.3)  2.4 (3.1) 2.9 (2.7) 

 歐元區 1.5 (1.2) 1.6 (1.4) 1.5 (1.4) 1.7 (1.7) 

 日本 0.6 (0.6) 1.0 (0.8)  0.5 (1.0) 1.0 (1.4) 

 中國大陸 6.8 (6.8) 6.3 (6.3)   6.8 (6.5) 6.3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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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率（％）  貢獻百分點 

民間消費  1.76 (2.51) 0.92 

政府消費 1.68 (1.19) 0.23 

固定投資 1.45 (1.65) 0.30 

民間投資    0.97 (1.33) 0.16 

政府投資  3.60 (2.33) 0.09 

公營事業投資 3.60 (4.76) 0.04 

存貨變動 - -0.01 

輸出 4.74 (3.93) 3.07 

– 輸入 4.25 (2.93) 2.19 

國內 

需求 

( 1.44  ) 

國外 

淨需求 

( 0.88  ) 
註： （ ）內為 8 月預測值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5 年 8 月 14 日及 11 月 27 日新聞稿 

 主計總處預估明（2016）年經濟成長率為 2.32%，將高於今

年的 1.06%，主要因出口可望隨國際景氣好轉而回升，加以

國內公共支出增加所致 

經
濟
成
長
率 

2.32% 
(2.70%) 

2016 年經濟成長來源 

二、臺灣經濟展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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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外主要機構預測明年臺灣經濟成長率介於 1.8%~2.6% 

間，可望高於今年之 0.7%~2.2% 

 

二、臺灣經濟展望 (2/2) 

註：(  ) 內表示預測日期；[  ]為上次預測值 

資料來源：各發布機構 

預測機構 2015年(%) 2016年(%) 

國內 
機構 

主計總處 (11.27) 1.06 [1.56] 2.32 [2.70] 

台灣經濟研究院 (11.5) 0.83 [3.11] 1.84 

中華經濟研究院 (10.15) 0.90 [3.04] 2.27 [3.21] 

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 (9.23) 1.15 [3.32] 2.30 

台大-國泰產學合作計畫團隊 (9.17) 1.7 [3.4] 2.4 

國際 
機構 

亞洲開發銀行 (12.3) 1.0 [1.6] 2.4 [2.6] 

環球透視機構 (11.15) 0.9 [1.9] 2.0 [2.5] 

經濟學人智庫EIU (11.27) 1.1 [1.1] 2.1 [2.0] 

國際貨幣基金 (10.6) 2.2 [3.8] 2.6 [4.1] 

金融 
機構 

惠譽信評 (11.18) 1.3 [3.8] 2.4 [3.5] 

星展銀行 (11.6) 0.7 [1.4] 2.4 [2.9] 

澳盛銀行 (10.30) 1.0 [1.3] - 

花旗銀行 (10.22) 1.5 [2.0] 2.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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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經濟下行風險 

 中國大陸刻正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雖使經濟成長放緩及動能轉

弱，惟經濟成長將由外需轉內需、由工業導向轉為服務業導向，

尚不致於發生經濟硬著陸的風險 

 惟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減速，恐提高金融與地方債務風險，以

及房地產泡沫化 

 

三、2016 年經濟變數  (1/3) 

風險 

結構轉型困難 

經濟與產業結構
轉型非一蹴可及 

房地產泡沫化 

房地產開發投資大
幅下滑房價趨冷 

金融風險升高 

債務規模持續擴
大違約風險升高 

人口紅利消失 

勞動成本提高傳
統製造優勢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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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金淨流出：美國聯準會 (Fed) 可能於今年結束持續多年的零
利率政策，促使新興市場資金大量流出。國際金融協會 (IIF) 

預估今年資金淨流出超過  5  千億美元，為歷年首見 

 倒債危機：IMF 示警，開發中國家過度舉債，恐爆發企業倒債
潮；經濟學人 (Economist) 及高盛亦指出，新興巿場債務危機
恐接續「全球金融海嘯」及「歐債危機」，成為全球債務危機
「第三部曲」 

新興巿場債務危機 

三、2016 年經濟變數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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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際清算銀行 
資料來源：國際清算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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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緣政治風險增加：全球經濟論壇 (WEF) 及 IMF 均表示，全球
經濟面臨地緣政治緊張風險。近期巴黎恐怖襲擊、比利時炸彈威
脅，再次深化圍繞敘利亞的地緣政治風險 

 難民危機：敍利亞和鄰國局勢持續惡化，已造成數百萬人民流離
失所。持續的難民潮已給歐洲各國領導人帶來艱巨的挑戰，不僅
危及經濟復甦，亦可能導致歐盟成員間的對立與分裂 

資料來源：WEF, Global Risks report 2015   資料來源：UNHCR 

地緣政治紛擾 

三、2016 年經濟變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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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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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全球經濟受到新興國家經濟疲弱、先進國家復甦緩慢影

響，成長未如預期，連帶衝擊我國貿易動能，但內需仍呈現

溫和成長，為支撐今年經濟成長主要動能。行政院主計總處

估計第 3 季經濟成長率為 -0.63%，第 4 季將回升至 0.49%，

全年經濟成長率預測為 1.06% 

 展望未來，主計總處預測明年經濟成長率為 2.32%，高於今

年，主因出口可望隨國際景氣好轉而回升；固定投資在半導

體及相關供應鏈業者持續擴充高階製程投資，以及國內公共

支出增加帶動下，亦可望續增。惟中國大陸經濟下滑、新興

市場債務危機等外在潛存風險，仍須密切關注。政府將密切

掌握經濟情勢變化，持續積極推動「經濟體質強化措施」，

並機動彈性調整「消費提振措施」，以提升經濟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