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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當前經濟情勢概要 

一、國際經濟 

美伊戰後近幾個月來，消費者與企業信心恢復，油價稍有降低，SARS 疫情的

威脅似亦暫時消弭，為全球經濟景氣復甦提供較有利的條件，加上美國近來積極推

動反通貨緊縮（又稱再通貨膨脹，reflationary）政策，亞洲除日本外之許多國家亦

紛紛採行貨幣寬鬆政策，投資者重拾信心，主要股票市場也回升二至三成。惟一的

隱憂係廣大的歐元地區與日本於美伊戰後景氣回升的力道疲軟，差強人意 ，由此

觀之，全球經濟復甦暫時只得依賴美國經濟獨撐大局，惟美國巨額經常帳赤字問題

仍未見明顯改善。 

展望未來幾季，全球景氣復甦的腳步仍將偏緩，環球透視(Global Insight)機構

七月中旬亦將其 2003年預估全球經濟成長率由 2.4%，向下修正為 2%，雖較上（2002

）年 1.2%的成長率有所改善，但要恢復到具永續發展條件之長期平均趨勢的 3%經

濟成長率水準，最快恐怕要到 2004年才有可能實現。 

 

二、國內經濟 

由於美伊戰爭及 SARS疫情的不確定性因素消失，全球景氣漸趨復甦，根據主

計處預測，我國經濟已由第二季的谷底，逐季向上攀升，全年經濟成長率為 3.06％

，較 5月預測上修 0.17個百分點。其他國內外研究機構預測今年我經濟成長率約在

2.65％至 3.53％之間。 

隨國內、外景氣漸趨明朗，下半年民間消費將緩步回溫，對外貿易亦將恢復活

絡，惟民間投資仍需持續加強。明年經濟將在揮別美伊戰爭及 SARS疫情的影響，

及國內外景氣漸趨復甦下，較今年表現為佳，經濟成長率為 3.81％。 

 

三、大陸經濟 

受 SARS影響之大陸經濟雖已回復正常運作，固定資産投資持續增加，工業生

產穩定成長，對外貿易亦有三成以上的增幅。但大陸經濟社會亦呈現高成長與低就

業、高投資與低消費等諸多不平衡發展的現象，例如 2002年大陸經濟成長為 8.0%，

而其城鎮登記失業率已持續攀升至 4%，若包括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及農村剩餘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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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則實際失業率將逼近 15-20%；又如 2003 年 1-7 月固定資產投資成長 32.7%，而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增加 9.8%。 

此外，大陸目前失業問題嚴重，農民所得低落、城鄉發展失衡、國企問題嚴重

，均使大陸在下半年的經濟政策仍以擴大內需、刺激消費、促進投資為主軸，加強

推動如農村教育及建設、鼓勵就業措施、扶持農業及中小企業、加快城市化進程…

等重點工作，並輔以穩定的貨幣政策，以期擺脫供過於求、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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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外經濟指標 

表 1   世界經濟成長預測             單位:% 

Global Insight IMF OECD   

2002 2003 2002 2003 2002 2003 

全    球 2.0 2.0 3.0 3.2 － － 

美    國 2.4 2.3 2.4 2.6 2.4 2.5 

歐 元 區 0.9 0.7 0.9 0.5 0.9 1.0 

日    本 0.2 1.1 0.2 2.0 0.3 1.0 

亞太地區  2.5 2.8 6.4 6.4 － － 

中華民國 - - 3.5 2.7 － － 

南    韓 6.3 3.2 6.1 2.5 - - 

新 加 坡 2.2 1.6 2.2 0.5 － － 

資料來源：Global Insight, August 2003；World Economic Outlook, IMF,Septermber 2003
；OECD,April。 

 
 

表 2    世界貿易成長量預測        單位：% 

 2002 2003 

Global Insight＊ 2.9 3.7 

IMF 3.2 2.9 

OECD 3.6 5.9 

資料來源：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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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內主要經濟指標（1） 
     90年 91年  91年 92  年 

     全年 11月 12月 全年 1月 2月 

經濟成長率

(%) -2.18(r) 
第四季（r）

4.52 - 3.59(r) 
  

民間投資成長

率(%) -29.17(r) 
第四季（r）

16.46 - 2.50(r) 
  

經

濟

成

長民間消費成長

率(%) 1.04(r)  
第四季（r）

1.49 - 1.99(r)  
  

工業生產指數

年增率(%) -7.32 7.47 10.48 6.95 8.50 10.10 

製造業生產指

數年增率(%) -7.98 8.69 10.97 8.05 8.70 11.23 

商業營業額  
金額(億元) 80,772 7,380 7,581 85,136 7,444 6,537 

產

業

年增率(%) -6.62 7.63 7.51 5.40 8.84 3.69 
出口     

金額（億美元

） 
1,229.0 119.2 116.5 1,306.4 100.7 98.2 

年增率(%) -17.1 17.1 13.5 6.3 4.0 22.2 

進口     

金額（億美元

） 
1,072.4 93.4 99.5 1,125.9 95.0 84.1 

年增率(%) -23.4 17.5 16.9 4.0 29.1 28.9 

外銷接單   

金額（億美元

） 
1,357.1 134.2 130.4 1,509.5 130.2 111.7 

對

外

貿

易

年增率(%) -11.54 13.83 14.04 11.23 14.99 9.91 

消費者物價年

增率(%) -0.01 -0.57 0.76 -0.20 1.10 -1.52 
物

價躉售物價年增

率(%) - 1.33 3.10 4.65 0.05 4.33 5.40 

貨幣供給額

M2年增率(%) 5.79 2.86 2.79 3.55 2.90 2.54 
金

融
基本利率(%) 6.99 7.10 7.10 7.26 6.98 6.33 

就業人數(萬
人)  938.3 948.0 950.6 945.4 952.4 950.0 

失業人數(萬
人) 45.0 52.2 50.5 51.5 50.4 51.8 

就

業

 

失業率(%) 4.57 5.22 5.04 5.17 5.03 5.1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中央銀行、經濟部。 
註:經濟成長率、民間投資及民間消費成長率係為行政院主計處 92.08.15最新修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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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內主要經濟指標（2） 

      
 92年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1-當月 

累計 
92年全年 
預估 

經濟成長率(%) 第一季(r) 
3.53 

第二季(p)
-0.08 

第三季(f)
3.96 

第四季(f)
4.67 

   
3.06(f) 

民間投資成長率

(%) 
第一季(r) 
1.31 

第二季(p)
-11.49 

第三季(f)
7.75 

第四季(f)
8.25 

   
1.64 (f) 

經

濟

成

長民間消費成長率

(%) 
第一季(r) 
0.63 

第二季(p)
-1.81 

第三季(f)
1.78 

第四季(f)
2.85 

   
0.89(f) 

工業生產指數年

增率(%) 1.59 -0.71 -2.84 2.13 7.49 5.31 3.61  

製造業生產指數

年增率(%) 1.63 -0.69 -3.32 2.11 6.86 5.28 3.54  

商業營業額   

金額(億元) 7,305 7,063 6,852 7,148 7,570 - 50,164  

產

業

年增率(%) 3.43 1.54 -3.82 0.88 4.67 - 2.88  
出口      

金額（億美元） 126.2 114.7 112.7 116.1 116.4 123.0 907.55 - 

年增率(%) 10.2 5.6 2.1 3.4 4.5 13.0 7.6 7.11(f) 

進口      

金額（億美元） 109.1 104.3 95.1 103.0 103.6 104.0 798.10 - 

年增率(%) 7.4 7.1 0.8 7.1 -2.6 14.3 10.0 5.10(f) 

外銷接單    

金額（億美元） 134.9 135.0 137.1 138.3 145.0  932.1  

對

外

貿

易

年增率(%) 6.10 4.56 4.32 11.70 14.83  9.33  

消費者物價年增

率(%) -0.18 -0.11 0.32 -0.55 -0.98 -0.59 -0.31 -0.10(f) 
物

價躉售物價年增率

(%) 4.92 2.65 2.01 1.94 2.49 2.18 3.30 2.20(f) 

貨幣供給額M2
年增率(%) 2.20 2.1 2.56 2.89 3.27  2.64  金

融
基本利率(%) 6.33 6.33 6.33 6.26 6.26-  6.46  

就業人數(萬人)  951.4 953.5 952.3 954.2 959.3 961.3 954.3  

失業人數(萬人) 50.9 49.3 49.9 51.2 52.2 52.9 51.1  
就

業

 失業率(%) 5.08 4.92 4.98 5.09 5.16 5.21 5.0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中央銀行、經濟部。 
註:經濟成長率、民間投資及民間消費成長率係為行政院主計處 92.08.15最新修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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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陸主要經濟指標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1-7月 

2003年 
預測值 

金額 
（億人民幣） 82,054 89,404 95,800 102,398 

(1-6月) 
50,053 109,800 國內生 

產總值 
（GDP） 成長率 

（%） 7.1 8.0 7.3 8.0 
(1-6月) 

8.2 7.0 

金額 
（億人民幣） 29,876 32,619 36,898 43,202 18,753 48,340 固定資 

產投資 成長率 
（%） 5.2 9.3 12.1 16.1 32.7 12,0 

金額 
（億人民幣） 31,135 34,153 37,568 36,506 

(7月) 
3,562 44,800 商品零 

售總額 成長率 
（%） 6.8 9.7 10.0 8.8 

(7月) 
9.8 9.5 

金額 
（億美元） 1,949 2,492 2,661 3255.7 2,284.1 3,425 

出口 
成長率 
（%） 6.1 27.8 6.8 22.3 33.4 7.0 

金額 
（億美元） 1,658 2,251 2,436 2952.2 2,223.3 3,130 

對
外 
貿
易 

進口 
成長率 
（%） 18.2 35.8 8.2 21.2 42.9 7.9 

金額 
（億美元） 412 642 692 827.68 591.71 - 

協議 
成長率 
（%） -21.3 51.3 10.9 19.6 33.96 - 

金額 
（億美元） 404 407 468 527.43 333.54 580 

外
商
直
接
投
資 實際 

成長率 
（%） -11.4 0.9 14.9 12.51 26.63 11.5 

居民消費
價格指數 

年增率 
（%） -1.4 0.4 0.8 -0.8 

(7月) 
+0.5 - 

貨幣
供給 

成長率 
（%） 17.7 16.0 12.7 16.8 

(7月) 
20.7 - 

匯率 美元兌 
人民幣 1:8.279 1:8.278 1:8.2766 1:8.2768 

(1-7月) 
1:8.2773 - 

金
融 
外匯
準備 

金額 
（億美元） 1,547 1,656 2,122 2,864 

(1-6月) 
3,464.76 - 

資料來源：中共「中國統計年鑑」、中共「國家統計局」、中共「中國人民銀行」、中

共「中國海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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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兩岸經貿統計 

2002
年 

2003年  

2000年 2001年 

1-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1-7月 

總額 
(件) 

1,490 
#(3950) 

840 1,186 223 
#(810) 

132 
#(554) 

168 
#(599) 

136 
#(98) 

131 
#(8) 

171 
#(29) 

131 
#(3) 

1,092 
#(8268) 項 

目 
成長率 

(％) 
25.6 72.1 41.2 102.7 123.7 50.0 24.8 7.4 72.7 -7.7 45.0 

總額 
(億美元) 

38.6 
＃(28.6) 

26.1 27.8 4.6 
＃(11.5) 

2.6 
＃(6.9) 

3.9 
＃(10.0) 

3.0 
＃(1.3) 

3.0 
#(0.1) 

3.0 
＃(1.2) 

5.3 
＃(0.008) 

25.4 
＃(31.0) 

成長率 
(％) 

38.6 108.1 6.8 120.8 271.5 35.3 22.6 22.2 -10.1 29.7 30.9 

 

我 
對 
大 
陸 
投 
資 

金 
額 

比重 
(％) 

53.4 34.0 38.8 52.1 52.2 61.1 52.0 49.4 61.1 67.2 56.6 

總額 
(億美元) 

294.5 261.4 240.6 24.3 22.6 31.1 27.7 27.1 27.1 - *160.1 

成長率 
(％) 

22.4 23.2 -8.0 17.9 55.7 24.9 17.1 8.4 6.5 - *19.0 

我對
大陸
地區
輸出 

比重 
(％) 

22.5 17.6 19.6 24.2 23.0 24.7 24.1 24.1 23.4 - *23.9 

總額 
(億美元) 

79.5 62.2 59.0 7.9 5.6 9.1 9.1 8.3 8.8 - *48.8 

成長率 
(％) 

34.7 37.5 -5.2 64.9 45.2 33.4 33.1 30.1 29.8 - *37.6 

我自
大陸
地區
進口 

比重 
(％) 

7.1 4.4 5.5 8.3 6.7 8.4 8.7 8.8 8.5 - *8.3 

總額 
(億美元) 

215.0 199.4 181.6 16.5 16.9 22.0 18.6 18.8 18.3 - *111.2 

 

兩 
 
岸 

 
貿 

 
易 

順 
(逆) 
差 成長率 

(％) 
18.4 19.3 -8.8 3.8 59.5 21.6 10.6 0.9 -1.9 - *12.3 

註：＃為台商經核准補報備投資件數及金額(含新投資及增資案件)；我對大陸投資金額比重
不含補報備金額統計；*表示 1-3月資料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審會「投資統計月報」、貿易局「兩岸貿易情勢分析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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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濟情勢分析 

一、國際經濟 

（一）美國經濟 

六月由於出口貿易改善，美國商品貿易赤字由五月414.8億美元減少為395.5

億美元，係二月以來赤字最小的月份，其中商品出口成長 13億美元，服務業出

口成長 7 億美元，進口方面則變動不大，商品進口減少 4 億美元，抵銷掉服務

業進口(以旅遊業為主)的成長幅度。 

眾所期盼的產業活動復甦跡象亦逐漸浮現，根據環球透視(Global Insight)機

構分析，美國工業生產於六月持平，七月則有 0.5%成長的良好表現；消費者物

價指數（CPI）與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ore CPI，不計食物與能源物價）七月

經季節調整後之成長率為 0.2%，溫和上揚，較市場預期為佳，化解通貨緊縮的

疑慮。 

消費者支出在七月也有明顯成長，美國商務部普查局(Census Bureau)八月中

旬根據相關統計數據將五、六月零售額(retail sales)成長率分別由 0.0%、0.5%修

正為 0.5%、0.9%，七月的零售額則進一步成長 1.4%。另七月失業率則由六月的

6.4%降低為 6.2%。 

此外，由於能源及資本設備價格之上漲抵銷食物成本的下跌，七月的最終

成品之生產者價格指數(Producer Price Index, PPI)經季節調整後上揚 0.1%；其中

，資本設備價格上漲 0.4%，反應景氣復甦的廣泛力度，同時，訂單持續增加的

鐵路設備價格上揚 1.0%，通訊設備價格上揚 0.4%，油氣田機械價格上揚 0.3%

，辦公室機器價格更強勁上漲 1.8%，該等跡象再度確認眾人期盼已久的產業活

動已漸開始復甦，若持續至下個月，則景氣之回春不遠矣。 
 
表 1-1  美國重要經濟指標             單位：億美元；% 

出 口 進 口 年 
(月) 

實質

GDP＊ 
(%) 

工業 
生產 
(%) 

金 額 
(億美元) 

成長率 
(%) 

金 額 
(億美元) 

成長率 
(%) 

出(入)超 
(億美元) 

消費 
物價 
(%) 

失業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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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03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2.4(P) 
 

4.0 (III) 
 

1.4(IV) 
 
 
 

1.4(I) 
 
 

2.4(II) 

 
0.5 
0.6 
1.2 
1.0 
1.8 
1.4 

 
1.6 
1.4 
0.4 
-0.5 
-0.8 
-1.0 

-     

 
586.4 
578.7 
578.1 
573.0 
577.7 

  557.7 
 

571.4 
579.1 
583.0 
572.3 
575.8 
846 

- 

 
0.4 
-1.4 
4.2 
1.8 
3.2 
0.8 

 
3.5 
5.3 
5.8 
0.6 
1.3 
3.2 
- 

 
979.4 
999.4 
997.5 
979.5 

1,019.1 
1,032.2 

 
1,020.0 
1,015.6 
1,058.0 
1,035.9 
1,043.6 
1242 

- 

 
3.8 
7.5 
9.0 
6.4 

13.2 
19.4 

 
15.0 
11.8 
15.3 
7.2 
6.8 
5.6 
- 

 
-393.0 
-420.7 
-419.4 
-406.5 
-441.5 
-474.5 

 
-448.6 
-436.5 
-475.1 
-463.6 
-467.8 
-395 

- 

 
1.6 
1.7 
1.6 
2.0 
2.2 
2.4 

 
2.6 
3.0 
3.0 
2.2 
2.1 
2.1 
- 

 
5.9 
5.7 
5.6 
5.7 
6.0 
6.0 

 
5.7 
5.8 
5.8 
6.0 
6.1 
6.4 
6.2 

註：＊本季與上季比較再轉為年成長率 
資料來源：國際經濟情勢週報、美國商務部 

 
 
（二）歐元區 

今年上半年經濟表現雖仍持續遲緩，惟隨著地緣政治緊張情勢減緩，消費

者信心恢復加上石油降價，預期可刺激 2003年下半年景氣緩和復甦。不過由於

失業率提高波及消費表現，企業財務收支情況難以立刻改善，而石油價格仍持

續維持高檔，因此景氣反彈的力道並不強勁。 

近來歐元區的經濟信心漸顯穩定，歐元區的貿易條件改善後，使得區內可

支用所得增加，刺激消費成長，加上利率偏低，整體金融環境有益於投資，此

外，由於其他經濟體的相關經濟活動陸續逐步恢復熱絡，帶動歐元區外部需求

，也進一步促成區內的加速復甦，並可抵銷部分歐元升值的負面影響。 

依據歐盟執委會經濟暨金融事務總署（DG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ffairs）

7月公佈，應用指標季預測模型（Indicator-based model）預測歐元區 2003年第

二季及第三季經濟成長率仍介於 0%至 0.4%之間，顯示歐元區景氣仍陷於疲弱

，預估 2003年歐元區平均經濟成長率約為 1%，不過一旦國際整體環境改善，

投資與就業機會增加，歐元區 2004年經濟成長率可望達到 2.3%到 2.4%。 
 

表 1-2   歐元區重要經濟指標       單位：億歐元；% 

出 口 進 口 
年 

(月) 

實質

GDP 
(%) 

工業* 
生產 
(%) 

金 額 
(億歐元) 

成長率 
(%) 

金 額 
(億歐元) 

成長率 
(%) 

出(入)超 
(億歐元) 

消費者物

價＊ 
(%) 

失業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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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03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0.8 
- 

1.0(III) 
 
 

1.2(IV) 
 
 
 

0.8(I) 

 
-0.0 
-0.3 
0.1 
0.1 
0.5 
-1.5 

 
0.8 
0.4 
-0.8 
0.3 
-0.9 
-0.1 

- 

 
 

2671(III) 
 
 

2783(IV) 
 
 

825 
846 
883 
860 
838 

- 
- 

 
 

5.4 
 
 

3.1 
 
 

3.9 
1.9 
-2.4 
-2.2 
-5.1 

- 
- 

 
 

2350(III) 
 
 

2523(IV) 
 
 

837 
792 
857 
825 
801 

- 
- 

 
 

1.4(III) 
 
 

1.1(IV) 
 
 

2.4 
1.5 
5.5 
-1.0 
3.7 
- 
- 

 
 

321(III) 
 
 

260(IV) 
 
 

-12 
54 
26 
35 
37 
- 
- 

  
 

0.0 
0.3 
0.3 
-0.1 
0.4 

 
-0.1 
0.4 
0.6 
0.1 
0.0 
0.1 
-0.2 

 
8.4 
8.4 
8.5 
8.5 
8.5 
8.6 

 
8.7 
8.7 
8.8 
8.8 
8.9 
8.9 
- 

註：與去年同期比較 
資料來源：歐洲統計局,ECB‧ Monthly Bulletin, August 2003 
  *與前一個月比較，其中工業生產成長率之計算不包括建築業   

 

 

（三）亞太地區 

1.亞太地區第三季經濟成長步履穩健 

走出第二季 SARS 疫情陰影後，第三季亞太地區各新興經濟體成長動力持續增

強，資本市場交投見活絡，航空旅遊業恢復商機，商品進出口量擴增，環球透視（

Global Insight）機構今年 8月預測亞洲地區全年經濟成長率達 2.8%，其中日本 1.1%

，南韓 3.2%，工業生產成長率 4.9%水準。 

亞太國家面對全球低利率、高油價、通貨緊縮的經濟環境，亦採取刺激區內需

求、寬鬆貨幣政策、擴大貿易協定範圍、透過 IT產業運用技術改進產業競爭力、調

整勞動密集型產業朝高附加價值產業發展，以導引亞太區經濟健全發展。 

2. 亞太國家財經表現 

（1）日本內閣府公布第二季經濟成長率 2.1%，其中民間需求成長 2.8%，出口成長 6.2%

，進口成長 3.8%，而公共需求則衰退 1.7%；觀察最新 6 月份景氣動向指數，同

時指標為 66.7，領先指標為 80，連續兩個月皆高於景氣榮枯分界點 50水準；東

京股價指數年初迄今漲幅 19%。整體評估，日本經濟可望於通貨緊縮的威脅逐步

排除，金融壞帳的處理獲得改善後，經濟前景漸步入穩定發展進程。 

（2）韓國鑑於 SARS 爆發期間，主要經濟數據表現未如預期，致當前經濟措施鎖定

以擴大外銷及振興景氣為當務之急。為促進知識服務業外銷，正研擬修正對外貿

易法，將知識服務業包括在進出口認定範圍內，並於年底前送修與金融和稅賦有

關的法律。簡化外人投資理體制，將物流業為中心的關稅自由區及製造業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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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貿易區併為自由貿易地區，研修「有關指定自由貿易地區之法律」。並擴

大支援中小創投企業穩定經營資金為 6億 7千萬韓圜，保證供應金擴增為 42兆 5

千億韓圜，籌措 1千億韓圜併購基金，活絡創投業併購案，並制定「中小企業人

力支援特別法」與「中小企業技術革新促進計畫」；設置「中小企業綜合商談電

話服務中心」，提供高效率商談服務系統。  

（3）新加坡受 SARS影響，投資與開支銳減，第二季經濟負成長 4.2%，其中餐飲需

求萎縮 32.6%最為嚴重，交通與通訊衰退 10.5%，建築業衰退幅度減緩至 9.0%，

金融服務業逆勢成長 4.3%；展望下半年，如果東南亞未再發生嚴重恐怖攻擊活

動，而 SARS也未死灰復燃，新加坡經濟將在全球電子業復甦、美國經濟穩健、

交通旅遊業活絡、提振建築業的推動下，可望有 1.3%到 3.3%的增長，惟全年預

估最多還是只能增長 1%，失業率預測仍維持在 5.5%水準。 

（4）香港今年 1-6月出口成長 16.8%，預期下半年將因美元走勢、亞洲區內貿易發展、

商業旅客回復，及緊密經貿關係（CEPA）的簽署給予香港產品零關稅優惠，均

有利於香港出口表現。惟失業率 5月至 7月間攀升至 8.7%水準，對經濟發展的嚴

峻考驗尚待克服。另貨品方面，香港政府統計處發布，今年上半年與去年同期比

較，香港轉口貨品類別中以「通訊、錄音及音響設備和儀器」32.1%增幅最大，

「攝影儀器、設備和供應品、光學器材及鐘錶」增幅 15.5%，「嬰兒車、玩具、

遊戲及運動貨品為主的雜項製品」增幅 6.0%。另依香港機場管理局統計，香港市

民 7月份出外旅遊情況已恢復正常，而往來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旅客量也回升至疫

症前 9成，香港國際機場 7月旅客量每天平均接近 8萬人次。 
 

表 1-3   亞太主要國家重要經濟指標         單位：% 
 經濟 

成長率 
工業生產年

增率 
出口 
年增率 

進口 
年增率 

消費者 
物價上漲率 

日本 
2002年 0.2 -1.4 3.2 -3.6 -0.9 
2003年 1.1 

（f） 
4.1 

（1-6月） 
12.1 

（1-7月） 
15.2 

（1-7月） 
-0.2 

（1-6月） 
韓國 
2002年 6.3 7.3 8.0 7.8 2.7 
2003年 3.2 

（f） 
4.2 

（1-6月） 
17.3 

（1-7月） 
19.9 

（1-7月） 
3.6 

（1-7月） 
新加坡 
2002年 2.2 8.6 2.8 0.4 -0.4 
2003年 1.6 

（f） 
-1.1 

（1-6月） 
13.8 

（1-7月） 
7.4 

（1-7月） 
0.4 

（1-6月） 
香港 
2002年 2.3 -9.7 5.4 3.3 -3.1 
2003年 1.9 

（f） 
-8.9 

（第一季） 
16.8 

（1-6月） 
15.4 

（1-6月） 
-2.5 

（1-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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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部統計處、行政院主計處、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統計局；美國資訊華

頓協會（GLOBAL INSIGHT）2003年 8月資料 
 
 

二、國內經濟 

(一)國民生產─由於美伊戰爭及 SARS疫情的不確定性因素消失，全球景氣漸趨復甦，92
年經濟成長率向上調整為 3.06％。 
1.今年上半年接連受到美伊戰爭及 SARS 疫情衝擊，國內經濟未能延續去年第二季以

來復甦之力道，成長遲滯，尤其今年第二季 SARS疫情重創內需市場，出現民間消

費及國內固定資本形成雙雙衰退之現象。 

2.展望下半年，由於 SARS 疫情遠颺，國內民眾生活已回復正軌，國內消費應可漸入

佳境；投資部分則在政府擴大公共建設之帶動及民間投資在自由貿易港區及營運總

部方案等多項政策利多刺激下，下半年亦可有較佳之表現；另受惠於全球景氣漸趨

復甦，個人電腦換機潮帶來商機，預計我主力出口電子產品將出現反彈，對外貿易

應相當活絡。根據行政院主計處預測，今年下半年經濟將在第二季的谷底（-0.08％

）後，逐季向上攀升，全年經濟成長率為 3.06％，較 5月預測上修 0.17個百分點。 
 

表 2-1  國內需求及國外需求實質成長率 
                                                                 單位：實質增加率% 

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

9

16

23

30

37

44

8
7
年
1
月
4 7 1

0

8
8
年
1
月
4 7 1

0

8
9
年
1
月
4 7 1

0

9
0
年
1
月
4 7 1

0

9
1
年
1
月
4 7 1

0

9
2
年
1
月

4
月

分數

國內需求 國外需求 
國內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年  
（季） 

對國內

生產毛

額之支

出 

合 計 民間 
消費 

政府 
消費 小 計 民間 公營 政府 

商品及 
勞務輸

出 

減：商品 
及勞務 
輸入 

90年 -2.18 -5.18 1.04 -1.02 -20.61 -29.17 4.05 -4.77 -7.77 -13.87 
91年 3.59 1.04 1.99 -0.20 -2.13 2.50 -2.31 -13.14 9.98 5.84 
92年(ｆ) 3.06 1.58 0.89 0.15 0.03 1.64 -8.53 0.48 7.11 5.10 
Ⅲ 3.96 2.06 1.78 0.05 5.00 7.75 -9.41 4.47 6.40 3.06 
Ⅳ 4.67 3.98 2.85 0.09 4.97 8.25 -9.91 8.39 8.28 7.8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行政院經建會。 

註：  

 

9∼16分為藍燈，17∼22分為黃藍燈，23∼31分為綠燈，32∼37分為黃紅燈，38分以上為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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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業生產─92年 7月份工業生產較上年同期增加 7.49% 
1.由於美伊戰爭、SARS疫情等因素造成訂單向後遞延效果，92年 7月工業生產較上

年同期增加 7.49%，製造業生產增加 6.86%，其中化學工業因國際原油處高檔及大

陸地區市場需求上升，增幅為 12.61%最大。累計 92年 1-7月工業生產較上年同期

增加 3.47%，製造業生產增加 3.40%。 

2.92年 6月份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為 145.14，較上年同月上升 0.43%。 
                表 2-2  工 業 生 產                 單位：﹪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行政院經建會 

  
（月） 

工業 
生產 
年增率 

製造業 
生產 
年增率 

金屬機

械工業 
資訊電

子工業 
化學 
工業 

民生 
工業 

房屋建

築業年

增率 

設備 
利用率 

89年 7.38 7.96 3.66 18.08 3.71 -1.28 -15.07 80.4 
90年 -7.32 -7.98 -13.05 -9.56 0.32 -8.53 -12.32 75.7 
91年 6.95 8.05 8.91 13.39 5.83 -3.10 -23.11 - 

11月 7.47 8.69 14.09 8.47 10.86 0.25 -29.58 77.8 
12月 10.48 10.97 18.91 9.70 12.10 3.28 7.63 78.0 

92年 1-7月 3.47 3.40 6.91 2.96 5.24 -4.64 4.58 - 
1月 8.50 8.70 15.10 8.56 9.22 1.45 16.95 78.0 
2月 10.10 11.23 17.14 12.90 11.78 0.38 -42.45 72.7 
3月 1.59 1.63 8.64 0.84 -1.70 1.42 3.36 78.4 
4月 -0.71 -0.69 7.94 -1.28 -3.76 -4.60 -7.52 77.6 
5月 -2.84 -3.32 -0.41 -5.71 1.60 -6.74 -1.74 78.0 
6月 2.13 2.11 2.70 -0.98 12.09 -7.42 11.74 77.5 
7月 7.49 6.86 2.45 8.93 12.61 -1.83 39.25 78.7 

設備利用率變化

80.4

75.8

71.8

77

78

72.7

78.7

77.5

76.8

78.3

78
78.1

77.8

75.7

77.5

78

77.6

78.4

77

77.4

78.5

70

72

74

76

78

80

82

8
9
年

9
1
年
1
月

3
月

5
月

7
月

9
月

1
1
月

9
2
年
1
月

3
月

5
月

7
月

年(月)別

(%)

 

製造業勞動生產力

131.52
134.86

138.4

144.13143.75

154.33

145.14

140.28
139.51

144.98

152.35
144.36

146.12

145.81

142.69146.26

145.64

147.26

126.88

131.97

4.01

12.41

8.46

5.97

2.35
1.17

4.99

9.8

2.32

0.04

-3.43
-2.7

0.43

8.01

10.1610

17.74

10.05

0.68

6.12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89
年

91
年

1月 3月 5月 7月 9月 11
月

92
年

1月 3月 5月

年(月)別

指數

-5

0

5

10

15

20

年增率(%)

指數 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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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業─揮別 SARS的陰霾，92年 6月份商業營業額較上年同期微增 0.88%，恢復
正成長。 

1. 92年 6月份揮別 SARS的陰霾，民眾開始外出消費，加上業者大打折扣加速促銷，

帶動商業活動的買氣，致 6月份商業營業額為 7,148億元，較上年同月微增 0.88%

，恢復正成長。其中批發及餐飲業減少幅度已趨緩，而零售業則轉為成長 5.47%。 

2.92年 6月份消費品進口年增率為 8.4%。 

                  表 2-3  商業營業額         單位:億元;% 
商    業 

 批發業 零售業 餐飲業 
年 

(月) 

消費品

進口 
年增率 
率

金額 年增率 金額 年增率 金額 年增率 金額 年增率 
89年 4.81 87,370 10.91 59,212 13.37 25,152 5.55 3,006 10.52 

90年 -9.86 81,553 -6.66 54,264 -8.36 24,651 -1.99 2,638 -12.25 
91年 5.4 85,878 5.30 57,325 5.64 25,920 5.15 2,633 -0.17 

10月 -9.7 7,512 9.77 5,111 11.89 2,191 6.00 210 0.95 
11月 20.0 7,463 7.67 5,065 9.81 2,187 4.35 211 -5.26 
12月 18.7 7,637 6.80 5,140 7.45 2,279 7.05 218 -8.44 

92年1-6月 7.7 42,591 2.56 28,307 3.01 13,042 2.55 1,242 -6.82 
1月 17.6 7,487 8.64 4,924 8.97 2,332 8.56 231 2.78 
2月 -11.7 6,608 3.74 4,389 6.79 2,005 -1.10 214 -7.80 
3月 18.9 7,372 3.44 4,977 4.30 2,184 2.34 211 -4.49 
4月 6.9 7,124 1.77 4,781 2.24 2,152 1.74 191 -8.34 
5月 7.1 6,852 -2.90 4,538 -2.71 2,133 -1.85 181 -17.36 
6月 8.4 7,148 0.88 4,698 -0.84 2,236 5.47 214 -5.98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經濟部統計處。 
註：自 92年 5月起商業動態調查之業別依中華民國標準分類（第七次修訂）辦理，往

後商業係指批發業、零售業及餐飲業等三個中業別，國際貿易業已改依買賣性

質歸入批發業或零售業下之適當類別。 

 

92年6月商業營業額構成比分析

批發業

66%

零售業

31%

餐飲業

3%

 

消費品進口年增率

4.81

17.6 18.9

8.4
7.16.9

-11.7

18.7

43

8.7

10.2

-12.96
-6.52-3.07

10.95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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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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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貿易─負面因素消弭，外貿穩健成長 

1. 92 年 8 月份出口值 123.0 億美元，較上年
同月增加 13.0%；進口值 104.0億美元，較
上年同月增加 14.3%；出超 19.0 億美元。
累計 1-8月出口總額 907.5億美元，進口總
額 798.1億美元，分別較上年同期增加 7.6%
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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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貿易地區觀察，8月份我出進口值二位數
成長，主因係本月我對中國大陸(出口成長
132.2%，進口成長 40.3%)、歐洲(
出口成長 13.3%，進口成長 5.4%)
、及南韓(出口成長 28.1%，進口成
長 25.7%)等；惟對美國(出口衰退
2.7%，進口成長 1.3%)、香港(出口
衰退 12.0%，進口衰退 15.4%)所致。 

進口-產品別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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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品貿易結構觀察，8 月份出口以

工業產品較上年同月增加 13.2％，

成長幅度最大。進口方面以資本設

備較去年同月增加 8.9％，是今年 3

月份以來首度由負轉正。 

 

表 2-4   對 外 貿 易 

出  口 進  口 年 

(月) 金額(百萬美元) 成長率（%） 金額(百萬美元) 成長率（%） 

貿易出超 

(百萬美元) 
91年 130,641.5 6.3 112,591.2 5.0 18,050.3 

92年1-8月  90,754.7 7.6 79,809.9 10.0 10,944.8 
1月 10,066.9 4.0 9,495.6 29.1 571.3 
2月 9,824.7 22.2 8,409.0 28.9 1,415.7 
3月 12,617.2 10.2 10,912.7 7.4 1,704.5 
4月 11,469.4 5.6 10,427.6 7.1 1,041.8 

5月 11,266.9 2.1 9,511.6 0.8 1,755.3 

 6月 11,607.8 3.4 10,298.7 7.1 1,309.0 

7月 11,639.3 4.5 10,365.0 -2.6 1,274.3 

8月 12,300.8 13.0 10,397.3 14.3 1,903.5 

資料來源：財政部進出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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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銷接單─7月份外銷接單創歷年來單月新高紀錄 
92年7月份外銷訂單金額達145億美元

，在全球景氣復甦態勢確定下，增幅明顯，

年增率持續攀升達14.83%。 

主要接單地區比重

37.12 35.34 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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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主要接單貨品，以資訊與通信產

品(29.09%)增幅最大，其次為運輸工具設備

(21.60%)、電機產品(18.97%)、及電子產品

(17.26%)。 

主要接單地區中，來自香港訂單為34.2

億美元，再創歷年單月新高，其次為日本訂

單，較上年同期增加3.3億美元，其中以資訊

與通信產品增加2.1億美元最多。 

     表 2-5   外 銷 訂 單          單位：百萬美元；% 

主要接單地區成長率(%) 主要接單貨品成長率(%) 
年 

(月) 

金額 
(百萬 
美元) 

成長率

(%) 美國 香港 日本 歐洲 
資訊與

通訊產

品 
電子產品 紡織品 基本金屬

製品 

88年 127,474 7.26 6.04 11.55 11.89 2.27 9.30 19.11 4.26 9.39 
89年 153,424 20.36 15.56 28.44 31.75 13.61 17.88 54.05 6.66 23.04 
90年 135,714 -11.54 -12.35 -10.07 -17.00 -16.94 -12.31 -23.64 -13.50 -9.87 
91年 150,952 11.23 3.97 24.99 15.07 5.75 24.46 11.33 -2.06 16.87 
8月 12,996 13.90 1.27 28.36 25.83 22.45 29.30 14.75 -1.27 11.01 
9月 12,788 22.00 10.27 39.04 32.58 14.82 49.89 23.98 10.51 32.20 
10月 13,455 12.31 5.68 25.97 20.31 4.94 28.05 12.62 15.88 26.92 
11月 13,417 13.83 3.27 29.63 21.89 8.39 20.53 17.78 8.39 31.72 
12月 13,043 14.04 4.60 33.39 49.48 5.04 28.29 8.70 6.44 33.81 
92年1-當月 93,211 9.33 3.56 16.27 7.77 10.08 13.61 7.71 3.24 5.89 
1月 13,017 14.99 8.28 19.85 10.87 13.90 26.54 7.81 19.46 17.35 
2月 11,166 9.91 0.00 28.86 2.40 8.32 13.73 6.05 13.66 6.61 
3月 13,489 6.10 -8.40 11.39 4.41 7.03 2.96 2.51 -2.26 5.79 
4月 13,503 4.56 7.82 9.24 -5.56 7.04 8.83 3.50 3.16 5.93 
5月 13,706 4.32 1.45 6.27 -1.48 6.81 3.90 5.37 -3.82 -0.64 
6月 13,829 11.70 8.08 14.12 20.39 12.61 15.25 11.30 0.70 2.22 
7月 14,501 14.83 8.77 29.31 24.85 15.35 29.09 17.26 -1.04 5.9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外銷訂單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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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資─民間投資動能仍需加強 

1.民間投資  

 92年 8月份新增民間投資共 96件，投資金額 270.8億元。其中 2億元以上計

14件，金額為 151.83億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41.10%；2億元以下計 82件，金

額為 118.97億元。 

 92 年本部新增民間投資目標金額為新台幣 7,245.8 億元，累計 1-8 月金額為

4,720.34億元，已達成年度目標 65.15%。預測全年民間投資正成長 1.64%。 

2. 僑外投資及對外投資 

 92年 1-8月核准僑外投資金額為 18.63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9.20%。核准

公開發行海外有價證券金額為 124.58 億美元，外資投資我國股市淨匯入金額

計 135.92億美元。 

 92年 1-8月對外投資金額（不含大陸地區）為 20.58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3.39%。對大陸投資金額為 27.40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15.65%  

表 2-6  民 間 投 資 變 動 情 形 
二億元以上新增民營製造業重大投資 年 

(月) 件數(件) 投資金額(億元) 年增率(%) 
民間投資實質 
成長率(%) 

90年 406 6,883.51 -4.35 -29.17 
91年 489 7,056.00 2.51 2.50 
第一季 92 1,940.86 25.90 -15.52 
第二季 147 2,156.34 9.39 -5.05 
第三季 142 1,827.95 -15.84 17.84 
第四季 108 1,130.85 -5.42 16.46 

92年 1-8月 303 4,428.32 -21.38 1.64(全年) 
第一季 122 1,732.86 -10.72 1.31 
第二季 148 2,301.99 6.75 -11.49(p) 

7月 13 138.11 -89.19 7.75(Q3) 
8月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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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物價─8月份CPI下跌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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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2年 8月在房租續跌、國內民間消

費仍未恢復成長動能影響下，使得

CPI較去年同月下跌 0.59%，剔除新

鮮蔬果魚介及能源後的核心物價，

則較上年同月下跌 0.52%，為今年連

續第六個月下跌。 

  8月CPI-按商品性質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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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月份在國際原油、石化原料及鋼品

持續走高的影響下，進口物價與去年

同期相較，上漲 4.70%，國產內銷價

格指數年增率 3.02%，出口物價指數

則受到電機及設備類價格下滑影響

，下跌 0.80%，整體WPI較上年同期

呈現 2.18%的增幅。 

 
 

                  表 2-7  物價變動            單位：% 
     

年 
(月) 

消費者

物價年

增率 
不含新鮮蔬果

魚介及能源 
服務類 

躉售物價

年增率 國產內銷
品物價 

進口物價 
(新台幣) 

出口物價 
(新台幣) 

89年 1.26 0.61 1.86 1.82 2.01 4.62 -0.87 
90年 -0.01 0.08 1.17 -1.33 -2.57 -1.24 0.34 
91年 -0.20 0.69 -0.38 0.06 0.95 0.41 -1.46 
92年(f) -0.1   2.2    

1-當月 -0.31 -0.61 -0.48 3.30 4.28 6.37 -0.50 
第 1季 -0.20 -0.60 -0.64 5.06 6.54 9.42 -0.53 
第 2季 -0.11 -0.56 -0.41 2.20 3.21 4.25 -0.70 

3月 -0.18 -0.26 -0.16 4.92 7.39 8.19 -0.91 
4月 -0.11 -0.26 -0.22 2.65 4.38 4.65 -1.19 
5月 0.32 -0.45 -0.46 2.01 3.05 3.78 -0.68 
6月 -0.55 -0.99 -0.55 1.94 2.21 4.32 -0.23 
7月 -0.98 -0.85 -0.39 2.49 2.22 5.51 0.52 
8月 -0.59 -0.52 -0.25 2.18 3.02 4.70 -0.80 

註：f為全年預估值。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物價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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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金融─7月M2年增率為 3.27% 

1. 受到國人投資海外金融商品日趨

增加、股市表現轉強及外匯存底

持續攀高等交互影響下，7 月

M1A年增率為 8.44%，而M1B年

增率為 11.16%。M2 則受到國內

投資國內債券型基金與海外金融

商品增加的影響，年增率為 3.27%

，而 M2 加計債券型基金(淨額)

年增率則為 4.37%。 

  我國外匯存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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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年 7月全月隔夜拆款加權平均利率受資金面寬鬆影響，跌至 1.027%，較上月下滑

0.129個百分點，再創下歷史新低。 

3.92年 7月新台幣兌美元匯價為 34.42元。 

               表 2-8   金 融 指 標           單位：% 

(M2)及債券型 年 
(月) 

 貨幣供給額 
基金(淨額)年增
率(%) 

(M2)年增率(%) 
貨幣供給額 

(M1A)年增率 
(%) 

貨幣供給額 
(M1B)年增率 

(%) 

新台幣兌美

元年（月）

平均匯率 

金融業 
隔夜拆款

利率 
90年 6.46 5.79 -4.66 -0.89 33.80 3.64 
91年 5.65 3.55 8.69 17.10 34.58 2.05 

3月 6.45 4.43 5.48 17.58 35.02 2.27 
4月 6.71 4.61 6.53 19.29 34.91 2.27 
5月 6.73 4.29 8.91 20.8 34.46 2.22 
6月 6.10 3.75 10.93 20.37 33.99 2.07 
7月 5.79 3.29 10.76 20.01 33.40 2.07 
8月 5.41 2.85 11.87 19.06 33.98 1.95 
9月 5.02 2.77 11.48 18.16 34.59 1.95 
10月 4.45 2.52 10.99 16.79 34.95 1.93 
11月  4.56 2.86 11.24 15.23 34.71 1.79 
12月 4.33 2.79 10.34 11.08 34.85 1.61 

92年       
1-當月 4.05 2.64 7.98 7.95 34.74 1.23 

1月 4.44 2.90 11.10 9.56 34.61 1.30 
2月 4.04 2.54 6.23 6.89 34.79 1.26 
3月 3.62 2.20 7.60 5.78 34.72 1.20 
4月 3.60 2.09 8.50 6.04 34.82 1.19 
5月 4.09 2.56 7.34 7.08 34.72 1.18 
6月 4.22 2.89 6.62 9.16 34.62 1.16 
7月 4.37 3.27 8.44 11.16 34.42 1.03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金融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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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就業─92年 8月失業率 5.21%，較上月增加 

1. 92年 8月份就業人數為 961.3萬人，較上月增加 2萬人或 0.21%，如與上年同月比

較則增加 13萬 9千人或 1.47%。 

2. 92年 8月份失業人數為 52.9萬人，較上月增加 7千人，如與上年同月比較則減少 7

千人。其中初次尋職之失業者與對原有工作不滿意而失業者均增加 6千人，因工作

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而失業者減少 9千人。  

3. 92年 8月份失業率為 5.21%，較上月上升 0.05個百分點，廣義失業率則為 7.13%

，受失業波及人口 113.0萬人。失業人口中，以高中(職)教育程度及 20~29歲之年

齡層人數最多。                   

                       表 2-9  就 業 市 場 
年(月) 就業人數(萬人) 失業人數(萬人) 失業率(%) 

88年 938.5 28.3 2.92 
89年 949.1 29.3 2.99 
90年 938.3 45.0 4.57 
91年 945.4 51.5 5.17 
92年 1-8月 954.3 51.1 5.08 

1月 952.4 50.4 5.03 
2月 950.0 51.8 5.17 
3月 951.4 50.9 5.08 
4月 953.5 49.3 4.92 
5月 952.3 49.9 4.98 
6月 954.2 51.2 5.09 
7月 959.3 52.2 5.16 
8月 961.3 52.9 5.2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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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陸經濟 

（一）總體經濟方面 

1.經濟持續成長，仍以內需帶動為主 
大陸經濟持續成長，雖然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但仍然以內需帶動為主。1-7月

固定資產投資持續成長，增加 32.7%；7月份工業生產成長 16.5%，增速比上月略緩

；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 9.8%，較上月增加 1.5個百分點；出進口值分別成長 30.6%與

35.3%，增幅分別較第二季減少 3.7和 2.9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 0.5%。

惟由於貨幣供給成長加速，Ｍ０、Ｍ１和Ｍ２分別增加 13.1%、20.0%、20.7%；固定

資產投資扣除物價因素已接近 30%，加上人民幣升值預期心理、外商加速投資等情

況，其經濟是否過熱將值得觀察。 

2.現階段大陸經濟問題 

＊失業率居高不下 

＊國企虧損嚴重 

＊沙塵暴等環境保護問題 

＊銀行呆帳龐大 

＊東西發展失衡 

＊最終消費需求較投資需求低 

表 3-1  大陸地區主要經濟統計指標 

年份 經濟 
成長率 

（%） 

固定資產投資

成長率 

（%） 

商品零售 
總額成長率 

（%） 

居民消費 
價格指數 
年增率（%） 

1998年 7.8 13.9 6.8 -2.6 
1999年 7.1 5.2 6.8 -3.0 
2000年 8.0 9.3 9.7 0.4 
2001年 7.3 16.0 10.0 0.8 

2002年月 8.0 16.1 8.8 -0.8 

2003年 1-7月 8.2(1-6月) 32.7 9.8(7月) 0.5(7月)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2002）、「中國海關統計」；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

「中國人民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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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吸引外資方面 

1.受 SARS影響，外商仍持續延緩投資計畫 
－2003 年 1－7 月，大陸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為 333.5 億美元，成長 26.6%，較第一

季的 56.7%減少 30.1個百分點，亦較上半年 34.3%的增幅下降 7.7個百分點。 

－前 7月協議外資金額為 591.7億美元，成長 34.0%，較第一季的 59.6%減少 25.6

個百分點，亦較上半年 40.3%的增幅下降 6.3個百分點。 

2.大陸官方預估，今年協議外資金額將達 1,000億美元 
目前外資雖因 SARS效應而稍緩，但在預期人民幣升值、外資加速流入的情況下

，大陸官方預估，今年大陸協議外資金額將有 1,000億美元水準，實際投入金額亦將

有 600億美元。 

3.累計至 2002年大陸地區外商直接投資概況 
－中外合資、合作企業仍是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累計占外資企業家數的 65.74

％，協議外資金額的 59.28％，實際利用金額的 61.39％。 

－外商主要投資於製造業，累計外商企業家數、協議外資金額，分別占總外資比重

的 73.15％和 63.32％。 

－集中投資在東部地區，累計東、中、西部地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分別占全總外

資比重的 86.05％、8.86％和 5.09％。 

－香港（2048.75 億美元）為對大陸投資地區的首位，累計占實際使用外資總額的

45.73％，美國（398.89億美元;占 8.9％）、日本（363.40億美元;占 8.1％）、臺灣

（331.10億美元;占 7.4％）次之。 

                  表 3-2  大陸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協議金額 實際利用外資 年（月）別 項目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到位率 

1997年 21,028 510.0 -30.4 452.6 8.5 87.4 

1998年 19,799 521.0 2.2 454.6 0.4 87.3 

1999年 17,100 412.2 -20.9 403.2 -11.3 98.0 

2000年 22,347 624.0 51.3 407.0 1.0 65.2 

2001年 26,139 691.9 10.9 468.5 14.9 67.7 

2002年 34.171 827.68   19.62 527.43 12.51 63.72 

2003年 1-7月 22,245 591.71   33.96 333.54 26.63 56.37 
  資料來源：「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鑑」、「中國統計年鑑」、中國大陸「國際貿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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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外貿易方面 

1. 7月份大陸出進口成長 30.6%、35.3%，幅度較上月稍緩 
－今年 1至 7月大陸進出口總值達 4,507.4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37.9％，出口

2,284.1億美元，成長 33.4%；進口 2,223.3億美元，成長 42.9％，順差 60.8億美

元。 

－累計加工貿易進出口值為 2,088.2 億美元，成長 31%，其中出口 1,243 億美元，

增 31.4%，占同期出口總值的 54.4%；進口 845.2億美元，增長 30.5%。 

－主要出口地區依次為美國(33.3%)、香港(25.3%)、歐盟(47.8%)，進口地區則依次

為日本(43.8%)、歐盟(38.6%)、台灣(28.7%)。 

2.大陸高新技術産品出口現況 
－2002年高新技術産品出口額首次超過紡織産品，達到 677.07億美元。2003年 1-7

月高新技術産品出口額爲 529.5億美元，占外貿出口總額的 23%，成長 55.8%，

逾大陸總外貿出口增幅 22.4個百分點。 

－目前高新技術産品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國營企業、民營企業出口占有率偏低；

出口市場集中；自有智財商品偏少；行業發展不平衡等。 

 
表 3-3   大陸地區進出口貿易統計 

    單位：億美元；% 
貿易總額 出口總額 進口總額 順（逆）差 年份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1997年 3,251.6 12.1 1,827.9 21.0 1,423.7 2.5 404.2 230.1 

1998年 3,239.2 -0.4 1,837.6 0.5 1,401.7 -1.5 435.9 7.8 

1999年 3,606.5 11.3 1,949.3 6.1 1,657.2 18.2 292.1 -33.0 

2000年 4,743.0 31.5 2,492.0 27.8 2,251.0 35.8 241.0 -17.5 

2001年 5,097.77 7.5 2,661.6 6.8 2,436.1 8.2 225.5 -6.5 

2002年 6,207.9 21.8 3255.7 22.3 2952.2 21.2 303.5 34.5 

2003年 1-7月 4,507.4 37.9 2,284.1 33.4 2,223.3 42.9 60.8 -61.1 
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統計」、中國大陸「商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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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經貿統計 

（一）我對大陸投資方面 

 2003年 1-7月我對大陸投資件數為 1,092件，核准金額約 36.44億美元(不含經

核准臺商補辦案件金額 31.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45.0%，占我整體對外投

資金額比重達 56.62%。如加計經核准之臺商補辦案件金額，累計自 1991 年至

2003年 7月，臺商赴大陸地區投資共計 322.6億美元，占我整體對外投資總額

比重達 49.0%。 
 2003年上半年臺商投資大陸地區主要集中於江蘇、廣東及福建等沿海省份，比重
分別為 44.0%、28.1%及 8.6%；投資業別以電子產業為主流，前五項行業主要為
電子電器產品製造業、基本金屬製造業、精密器械製品業、食品飲料製造業及塑

膠製品業，比重分別為 23.9%、9.9%、8.4%、6.5%及 6.1%。 

表 4-1  臺商赴大陸投資概況 
1997年 1998年 2002年 2003年1-7月  1991年

∣ 
1996年新申請 補辦 

許可 新申請 補辦 
許可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新申請 補辦
許可 新申請 補辦

許可 

1991年 
以來 

數量 
（件） 11,637 728 7,997 641 643 488 840 1,186 1,490 #3,950 1,092 #8,268 30,406 

金額 
（億美元

68.7 16.2 27.2 15.2 5.2 12.5 26.1 27.8 38.6 #28.6 20.2 #31.0 322.6 

平均投資規
模(萬美元) 59.1 221.8 - 237.0 - 256.7 310.7 234.4 259.0 - 233.0 - 106.1 

經
濟 
部
核 
准
資 
料 占我對外投
資比重(%) 42.4 35.8 - 31.6 - 28.1 34.0 38.8 53.4 - 56.6 - 49.0 

協議金額 
（億美元） 332.8 28.1 29.8 33.7 40.4 69.1 67.4 - *618.5 

實際金額 
（億美元） 146.8 32.9 29.2 26.0 23.0 29.8 39.7 - *336.2 

 到位率 
（%） 44.1 116.9 97.8 77.0 57.0 43.1 58.9 - *54.4 

中
共 
對
外 
宣
佈 

 占外資
比重(%) 9.4 7.3 6.4 6.5 5.6 6.4 7.5 - *7.6 

附    註：1.＃係指台商第三次補辦登記經核准件數(含新投資案、增資案)及金額；1991年以來之件數統計不含
補辦增資案件數 

          2.＊為累計至 2002年 12月底 
          3.到位率＝實際金額/協議金額 
資料來源：臺灣地區資料經濟部投審會統計；大陸資料來自中共「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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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貿易方面 

 2003 年 1-6 月我對大陸貿易

總額估計為 208.85 億美元，

其中，出口增加 19.0%，占我

總出口比重 23.9%，我自大陸

進口亦同步增加 37.6%，占我

進口總額的 8.3%；貿易順差

達 111.15 億美元，成長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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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 SARS疫情影響，4月份以

來我對大陸出口逐月遞減，6 月份我對大陸出口成長已降至 6.5%。惟根據本部

統計處外銷訂單統計顯示，7月份自大陸（含香港）訂單為 34.24億美元，成長

29.31％，顯示 SARS負面影響正逐步減緩中。 

 2003年 1-6月我對大陸地區前五項輸出貨品依次為電機設備及其零件(成長 16.1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15.3％)、塑膠及其製品(8.1％)、鋼鐵(30.4％)及光學、照

相等儀器及其零附件(116.0%)。 

表 4-2  兩岸貿易概況       單位：億美元；% 

年  份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1-6月 
金  額 244.33 224.91 257.48 323.7 299.6 373.9 208.9 

比  重 10.3 10.4 11.1 11.2 13.0 15.4 16.6 
貿 易 
總 額 

成長率 10.0 -8.0 14.5 25.7 -7.4 24.8 22.9 

金  額 205.18 183.80 212.21 261.4 240.6 294.5 160.0 

比  重 16.8 16.6 17.5 17.6 19.6 22.5 23.9 
我對大
陸地區
輸出估
算值  成長率 7.2 -10.4 15.5 23.2 -8.0 22.4 19.0 

金  額 39.15 41.11 45.26 62.2 59.0 79.5 48.8 

比  重 3.4 3.9 4.1 4.4 5.5 7.1 8.3 
我自大
陸地區
輸入值  

成長率 28.0 5.0 10.1 37.5 -5.2 34.7 37.6 

金  額 166.0 142.7 167.0 199.2 181.6 215.0 111.2 
順逆差 

成長率 3.2 -14.1 17.0 19.3 -8.8 18.4 12.3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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