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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外經濟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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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成長步調趨緩 

 全球經濟復甦力道仍顯不足，環球透視機構(Global Insight)5月
預測今年全球經濟成長2.7%，較上月預測數下調0.1個百分點，
已連續3個月下修。 

 主要國家普遍下調，美國第1季受嚴寒氣候及美元升值影響，經濟
增速大幅放緩，下修0.5個百分點，歐盟及日本雙雙調降0.1個百
分點，中國大陸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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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家出口年增率比較(按美元計) 

 全球需求疲弱，削弱主要國家出口成長動能，1-4月新加坡年減
逾1成，我國年減6.2%，南韓年減4.3%，中國大陸僅增1.6%；
1-3月德國減少13.5%，日本減少6.0%，美國減少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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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數據好壞參半，美國經濟充滿不確定性 

 美國就業市場好轉，4月失業率降至5.4%，為近7年來的最低，非
農就業新增人數重回20萬人，新增22.3萬人。 

 零售銷售表現欠佳，美國4月零售銷售年增率自3月的1.7%大減至
0.9%，為2009年11月以來最低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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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區經濟復甦動力轉強 

 能源價格下跌、歐元貶值、歐洲央行祭出量化寬鬆措施，激勵歐
元區經濟成長步調，第1季經濟成長1.0%，其中德國成長1.0％，
法國成長0.7％，義大利擺脫連13季的衰退，西班牙表現亦十分強
勁，首季成長率達2.6％，創2008年第2季以來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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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經濟復甦態勢轉佳 

 由於汽車、半導體等電子零件出口增加，日本3月出口按日圓計
價較去年同月成長8.5%，連續7個月正成長；工業生產年減
1.7%，減幅已見縮小。 

 受惠於出口穩健成長和企業提高庫存，日本第1季經濟成長2.4%
，優於預期，已連2季擴張，且增幅為1年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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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經濟放緩跡象益趨明顯 

 中國大陸近期主要經濟數據表現不佳，4月出口年減6.4%，連續
二個月負成長；4月零售銷售年增10.0%，增幅進一步放緩，逾9
年新低；工業生產年增5.9%，雖較前月增幅回升，但仍低於市場
預期。1-4月固定資產投資年增率12.0%，為近15年新低，顯示中
國大陸經濟下滑壓力逐漸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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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出口減幅持續擴大 

 日圓和歐元走貶削弱南韓出口競爭力，南韓4月出口年減8.1%，
連4個月下滑，並創下2年來最大減幅，其中無線通信機器及鋼鐵
製品雙雙年減5.2%，船舶、汽車及平面顯示裝置年減幅度各約
8%，家電年減逾2成，石油化學及石油製品受油價下跌及設施進
入定期保養影響，大減20.1%、43.3%。 

 -9- 



貳、國內經濟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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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率 

 104年經濟成長率預測3.28％，較今年2月預測下修0.5個百分點

，主因全球景氣復甦力道疲弱、兩岸產業競爭，以及國際品牌

競爭加劇，內外需求展望均轉趨審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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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支出面 

 全球經濟復甦力道不足，預測今年輸出成長4.69％，進口受原物
料價格下跌及出口與內需動能減弱影響，預測輸入年增2.88％。 

 景氣轉趨保守，加上食安問題紛擾短期內仍存，約制部分消費動
能，預測104年民間消費成長2.76％；由於行動通訊對高階晶片
需求持續，物聯網、巨量資料等應用商機興起，半導體相關供應
鏈業者投資可望延續，預測104年民間投資成長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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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由於全球景氣成長步調略緩，油價及農工原料價格下跌，又適
逢清明連假，工作天數減少等因素綜合影響，致我國4月出口再
度下挫，年減幅度擴大至11.7%。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預測104年出口3,055億美元，年減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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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國家及貨品 

 1-4月對主要出口市場之年增率，消長互見，其中對中國大陸與香
港出口減6.5%，對東協六國減12.5%，對歐洲減13.5%，惟對日
本增2.3%，對美國增5.4%。 

 按主要出口貨品觀察，僅電子產品及機械小幅成長，而礦產品、
塑化產品明顯衰減，為近期出口走疲之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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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訂單 

 4月外銷訂單較上年同月減4.0%，為102年7月以來首次出現負成長(春節
因素除外)，其中資訊通信產品年增6.1%，主因部分國際品牌大廠手持
行動裝置需求續增；而電子產品受到新興市場手持行動裝置需求減緩、
國際競爭激烈之影響，年增率呈負成長0.9%；精密儀器年減13.6%。 

 傳統貨品接單普遍不佳，塑橡膠製品及化學品續受國際油價低檔影響，
接單金額下滑9.2%及19.2%；基本金屬製品年減15.7%；機械因需求減
弱年減5.3%，由正轉負。 -15- 



製造業生產 

 4月製造業生產僅比上年同月增加1.2%，為103年2月以來之最
低增幅，主因電子零組件業成長力道降至個位數，基本金屬業
產量下滑，加上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業、汽車及其零件業
大幅減少一成以上之顯著衝擊，抵銷機械業及化學材料業之增
產貢獻所致。1-4月製造業生產較上年同期增加5.1%。 -16- 



商業 

 4月商業營業額1兆1,690億元，較上年同月減2.0%，其中批發業
年減2.9%，主因汽機車、食品、建材、化學品等營收衰退，以及
資通產品之採購代理業績縮減所致；零售業年減0.1%，主因燃料
業因油價下跌致營收減少，而網購、藥粧、百貨、超市、量販等
營收成長；餐飲業年增2.5%，主因清明連假及業者持續展店、推
出新品牌致業績成長。 -17- 



消費者物價指數 

 4月CPI較上年同月跌0.80％，主因油料費、燃氣價格及電價調降
，加以水果盛產價跌及3C消費性電子產品價格較上年為低所致，
，已連續4個月負成長。 

 原油價格下跌，4月油料費較上年同月續跌25.38％，食物類年增
1.50%，其中外食費漲幅為2.37％，為近14個月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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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及薪資 

 失業狀況持續改善，4月失業率為3.63%，為近15年同月最低，較
上月降0.09個百分點；如與上年同月比較，亦降0.28個百分點。 

 1-3月平均薪資及經常性薪資均為歷年同期最高，年增率分別為
5.1%、1.6%，若扣除同期間消費者物價指數，1-3月實質薪資為
59,078元，亦為歷年同期最高，較上年同期增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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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臺投資 

-20- 

 1-4月核准僑外投資件數為1,162件，年增9.5％，投資金額
15.2億美元，年增38.9％，其中批發及零售業投資占30％、
金融及保險業投資占21.8％。 

 陸資來臺投資方面，1-4月核准陸資來臺投資件數為48件，
投資金額2,626萬美元，因比較基期較高，致年減70.8%。 

年增率
(%)

年增率
(%)

年增率
(%)

年增率
(%)

3 206 17.1 49.3 -11.3  138 0.0 3.5 5.4

3 577 11.6 57.7 17.0  136 -1.4 3.3 -4.2

1 162 9.5 15.2 38.9  48 14.3 0.3 -70.8

102年

103年

104年1-4月

核准僑外來臺投資 陸資來臺投資

件數
(件)

金額
(億美元)

件數
(件)

金額
(億美元)



對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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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1-4月核准對外投資件數為145件，較上年同期減少
11.6％；投資金額25.1億美元，主因有較大投資案，致較上
年同期大幅增加71.9％。 

 對中國大陸投資方面，104年1-4月核准101件，投資金額
30.9億美元，年減9.2%，其中投資金融及保險業占28.0%最
多。 

年增率
(%)

年增率
(%)

年增率
(%)

年增率
(%)

 373 16.2 52.3 -35.4  440 -3.1 86.8 -20.5

 493 32.2 72.9 39.4  388 -11.8 98.3 13.2

 145 -11.6 25.1 71.9  101 -11.4 30.9 -9.2

103年

104年1-4月

102年

對外投資 對大陸投資(不含補辦)

件數
(件)

金額
(億美元)

件數
(件)

金額
(億美元)



參、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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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歐元區景氣漸趨正向發展，日本經濟亦持續緩步復甦，惟引
領國際景氣復甦的美國經濟近期出現震盪，中國經濟持續減緩，
目前全球經濟成長步調略有遲緩，加以主要國家央行政策步調分
歧、國際油價走勢、地緣政治風險等變數，加深全球經濟的疑慮
及不確定性。 

國內方面，出口受主要國家市場需求疲弱及油價維持低檔影響，
4月出口減幅持續擴大，加上中國大陸積極發展供應鏈自主，對
國內廠商競爭威脅加劇，且行動裝置需求成長趨緩，半導體庫存
仍待去化，恐約制今年出口增勢。 

就業情勢雖然好轉，惟景氣趨緩，民間消費動能轉弱，國內投資
由於航空公司購機金額，因部分改採租賃而減少，加上房市降溫，
營建投資疲軟，民間投資成長不如預期，內需展望轉趨保守，行
政院主計總處預測今年經濟成長率3.28%，成長增幅不如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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