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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成長力道增強且明年展望仍佳 

資料來源：IMF、IHS Global Insight 

 全球經濟步入向上循環期，
回升基礎益趨強健廣泛，
IMF及IHS環球透視漸次調升
展望，10月最新預測今年全
球經濟成長3.6%(按購買力平
價計算)、3.1%，為近6年最
佳，明年成長力道小幅擴增，
均較今年提升0.1個百分點。 

 美國隨消費者、企業投資信
心改善，日本受淨出口強勁
推升，中國大陸因寬鬆及供
給側政策有利支撐，今年分
別成長2.2%、1.5%及6.8%，
明年日本受勞動力萎縮牽制，
僅成長0.7%，美、中則與今
年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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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貿易量上升動能看好 

資料來源：WTO、IMF 

說明：WTOI係由出口訂單、國際空運、貨櫃港吞吐量、汽車生產銷售、電子零組件及 

           農業原物料貿易等6個指標加權而成，指數以100為景氣擴張與萎縮的分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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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6 2017(f) 2018(f) 

% 
全球貿易量成長率(yoy)  受惠於亞洲地區出貨量回升，

金融情勢改善等有利因素，
全球商品貿易量明顯提振，
WTO及IMF預測今年全球商
品貿易量分別擴張3.6%、
4.2%，均為近6年最大增速，
明年亦具相當動能。 

 另依世界貿易組織第3季發
布最新世界貿易展望指標
(WTOI)，指數水準值102.6，
進入景氣擴張區間，且今年
以來逐季轉佳，主要構成因
子中出口訂單、國際空運及
貨櫃港吞吐量指數均高於趨
勢水準，顯示全球貿易活動
延續穩定向上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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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財新、美國ISM、markit、日經、中經院 

說明：PMI係由生產、新接訂單、就業、交貨時間及存貨等5個指標加權 

          而成，指數與50之間的差距，代表擴張或趨緩的程度。 

2016 

 全球景氣延續穩定復甦基
調，市場需求熱度有增無
減，主要國家製造業採購
經理人指數 (PMI)最新月
份均在景氣榮枯分界點50
之上，維持擴張態勢。 

 美國及歐元區景氣展望顯
著優於亞洲，最新月份
PMI各為60.8、58.1，分
別為2004/6及2011/3以來
高點；南韓由景氣趨緩轉
呈擴張至50.6，為近21個
月來最優；中國大陸較上
月略緩；我國擴張力道雖
亦較上月微減，惟表現仍
在一般水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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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各國進出口普遍重現活力 

資料來源：各國官方網站、WTO 

說明：單月香港、美國及德國為106年8月，其餘國家為106年9月資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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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前9月主要國家出口普
遍轉佳，南韓在半導體、石
化製品等需求旺盛推升下，
9月出口激增35%，累計增
18.5%，新加坡年增10.0%，
中國大陸、香港及日本在
7.5%~8.5% 之 間 ， 美 國 增
6.4%，德國8月出口不俗，
增率12.8%，惟受去年領先
回穩之基期因素影響，累計
增5.3%，落後各國。 

 由於去年同期主要國家進口
衰退幅度甚大，加以今年內
需回溫及原物料價格上漲，
進口翻揚幅度均頗可觀，其
中南韓、中國大陸、新加坡
及日本升逾1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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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年增率  由於全球貿易動能轉強，

消費性電子與新興應用需
求擴散，加以國際原物料
漲價效應及基期偏低因素，
第 3季我國出進口各增
17.5%、11.4%，均為近7
年同期最大增幅，並連續
4季兩位數成長，為6年來
首見榮景。 

 如剔除物價變動因素，今
年第3季出口規模值創歷
年單季最高，實質成長率
達13.7%，連續6個季度上
揚，顯示出口復甦主要來
自基本面堅實之支撐。 

海關出進口年增率為近7年同季最高 

說明：實質出口增加率=名目出口增加率-出口物價增加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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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電子零組件景氣暢旺，第
3季出口達285億美元單季新
高，占出口比重升抵34%，
主要來自積體電路之貢獻；
積體電路出口金額亦攀高點，
已連續5季呈兩位數成長；
預計全年出口規模可望雙雙
刷新紀錄。 

 受惠於供需結構改善及原料
成本推升，第3季印刷電路
出口增12%，二極體則自9
月止降回穩；太陽電池因越
南再生能源發電需求，及中
國大陸預計明年下調補貼政
策，短線搶貨等影響，出口
轉增2%。 

電子零組件及積體電路全年出口可望再締新猷 

第3季 

    

Q3比重 86 5 3 2 

106/Q1-Q3 18.6 8.2 -4.0 -27.2 

Q1 24.7 5.6 -5.4 -39.6 

Q2 16.0 6.2 -3.6 -33.1 

Q3 16.1 12.0 -3.0 1.9 

9月 20.5 29.7 1.9 30.6 

各類電子零組件出口年增率及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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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季礦產品、塑橡膠
製品及化學品受原油、
石化原料供貨緊俏，
中國大陸加強環保稽
查，帶動價格揚升，
加以低基期因素，出
口分別成長16%、19%
及23%。 

 基本金屬製品受成本
面有利支撐及需求湧
現、中國大陸鋼鐵供
給限縮等影響，第3季
出口77億美元，為史
上單季第 5高，年增
23%。 

礦塑化及基本金屬製品出口增幅在2成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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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倫敦金屬交易所(L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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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通視聽產品受電腦零
附件、手提電腦需求拉
抬，第3季出口增18%。
光學器材因手機及筆電
面板價格看俏，大尺寸
面板走跌激勵中國大陸
電視業者進貨意願，第3
季出口增14%。 

 機械出口在海外投資、
智慧設備需求，及飛機
維修產業引領下，劇增
35%，出口金額創歷年
單季新高，以出口到中
國大陸與香港占逾3成最
多，第3季增幅亦以接近
8成稱冠。 

機械第3季出口成長逾3成遙居各類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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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季對主要國家出口全
面擴大至兩位數成長，其
中以對東協、中國大陸與
香港出口各增20%、18%
表現最佳，推升亞洲市場
占我總出口比重達72.3%，
對總出口增幅之貢獻率達
6成3。 

 新南向國家發展潛力備受
看好，第3季我對越南、
馬來西亞出口28億、27億
美元，齊創歷年單季新高，
各增19%、30%，另對泰
國、孟加拉及印尼出口均
逾2成，對印度、菲律賓
及新加坡出口亦約增1成5
以上，表現均佳。 

亞洲區域內需求為我出口最大驅動力 

12 

說明：中國大陸資料含香港；新南向包含18個國家。 

第3季對新南向主要國家 

出口年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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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季主要進口貨品中，電子
零組件受出口衍生需求強勁
帶動，進口136億美元，為歷
年單季新高，年增20%；礦
產品因低基期產生之擴張效
果，增26%；交通運輸設備
受惠於航空機隊購進，劇增1
倍；半導體設備因業者投資
回歸常態水準，年減38%。 

 按用途區分，第3季進口農工
原料年增17%，持續超越資
本設備成為推升進口之主力。
資本設備雖有運輸設備有利
支撐，但在半導體業者投資
佈局高峰漸過，繼第2季微減，
第3季再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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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半導體設備主導之資本財進口升勢暫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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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海外生產比及訂單動向指數(以金額計) 

第3季及累計外銷接單金額齊創同期紀錄 

 受惠於行動裝置推陳出新
及旺季備貨需求增加，9
月外銷接單達459億美元
新高，第3季1,254億美元、
累計1至9月3,490億美元，
齊創歷年同期高點，其中
占比逾2成5之資訊通信及
電子產品皆改寫紀錄。 

 9月海外生產比5成6，其
中資通產品維持9成3，電
子產品及光學器材約4成6。
以金額計算之動向指數
52.5略高於持平水準 (50)，
預期本(10)月接單將依循
季節性步調較9月小幅上
升，全年規模可望超越
103年所創高點。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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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生產延續穩步走升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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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益於外貿需求強勁，國
內生產活動續受推升，第
3季工業生產指數為113.3，
年 增 3.5% ， 製 造 業 為
114.8，創下歷年單季最
佳水準，年增4.0%，其中
電 子零組件 業指數達
144.0，惟因比較基數偏
高，僅增3.1%。 

 全球景氣能見度日趨明朗，
加以進入電子終端產品備
貨旺季，價格條件仍屬有
利，挹注經營環境及售價
面指標表現，8月製造業
景氣信號維持黃藍燈，信
號值略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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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 低迷 持平 

106年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台灣經濟研究院 

說明：衰退表≤10.5分、10.5<低迷<13、13 ≤持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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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餐飲業營業額年增率 

零售業 餐飲業 
 受部分新車款及進口車熱

銷，燃料零售業隨油價提
升及氣溫偏高帶動消暑商
機等影響，第3季零售業
營業額較上年同期增1.9%，
為連續2季下滑後轉正成
長，顯示內需略有回溫；
餐飲業則因業者持續展店
及冰飲品需求上升，年增
2.6%。 

 零售業及餐飲業動向指數
均高於持平水準，顯示隨
國慶假期效應及百貨週年
慶登場，加以陸客人數降
幅未見持續下探，第4季
營收可望看增。 

零售業營業額中止連2季下滑轉呈增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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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櫃公司上半年營業利益增1成7 

單位：億元；yoy ％ 

  科目

年季 

營業收入 營業利益 稅前 

淨利 增減率 增減率 

105年 297,959 -0.4 17,754 12.0 23,255 

 Q1 68,374 -4.1 3,526 -15.4 4,412 

 Q2 71,022 -1.4 4,276 1.6 5,712 

 Q3 76,694 2.5 4,813 33.3 6,275 

 Q4 81,869 1.2 5,139 32.9 6,856 

106年 

上半年 
144,979 4.0 9,159 17.4 11,424 

 Q1 72,072 5.4 4,890 38.7 5,278 

 Q2 72,907 2.7 4,269 -0.2 6,146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說明：以105年8月底上市上櫃公司(不含TDR及F股)合併財報為主。 

 106年上半年上市櫃公
司營收14.5兆元，年增
4.0%，除手持行動裝
置與電腦陸續推出新
品，各項新興科技應
用商機湧現，帶動相
關產業供應鏈及組裝
代工之營運暢旺外，
國際油價及鋼價上漲
亦挹注營收增長。 

 上半年營業利益9,159
億元，年增17.4%，主
因面板需求增溫、價
格持穩、半導體先進
製程銷售占比提升及
DRAM產品均價上漲等
影響。 17 



上市櫃公司106年發放股利達1.4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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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櫃公司發放股利及年增率 yoy％ 
億元 

 106年上市櫃公司發放股
利達1.4兆元，較上年增
加883億元(+6.8%)。股利
金額以電子零組件業
(3,680億 )、電腦電子產
品及光學製品業 (2,166
億 )、金融中介業 (2,045
億)最多；增加金額以化
學材料業(+287億)、電子
零組件業(+205億)最多。 

 股利所得增加有助挹注
稅收，其中外國股東股
利就源扣繳部分，於今
年下半年陸續解繳入庫，
本國股東將遞延反映於
107年綜所稅結算申報。 

+287 

+205 

+191 

+114  

-85  

-300 -200 -100 0 100 200 300
億元 

106年股利增減較大業別 

化學材料業 

電子零組件業 

石油及煤製品業 

基本金屬業 

金融中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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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櫃公司資本支出占現金存量比為近4年同期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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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櫃公司資本支出及占現金存量比 

資本支出 全年 上半年 資本支出占現金存量比 
％ 億元 

 隨全球景氣穩步復甦，
上市櫃公司購買不動產
廠房設備資本支出回升，
106年上半年為7,790億
元 (電子零組件業4,143
億元，占逾5成)，年增2
成4，占現金存量比達
9.0%，為近4年同期最高。 

 近2/3業別資本支出占比
皆較去年同期有所成長。
電子零組件業因半導體
及相關供應鏈業者高階
製程投資增加，上半年
資本支出增加1,117億元
最多，占比提高6.5個百
分點。 

電力設備業 

電子零組件業 

水上運輸業 

橡膠製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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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3.89  3.87  3.87  

4.08  

3.79  3.77 

3.5

3.7

3.9

4.1

1M 3M 6M 9M 12M

 % 
失業率 

106年 

105年 

104年 

 1 至 9 月平均就業人數
1,134萬人，較上年同期
增8萬人(+0.7%)，主要來
自批發零售業及製造業各
增2.1萬及1.7萬人，而住
宿餐飲業因市場漸呈飽和
及大陸來臺旅客人數減少
拖累，僅增0.6萬人。 

 伴隨景氣回溫，廠商人力
僱用略轉積極，失業率已
連續11個月低於上年同期
水準，1至9月平均3.8%，
為近17年同期次低，其中
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
25-29歲青年失業率分別
為4.7%及6.6%。 

失業率連續11個月低於上年同期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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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8 

15 

11 

1 
42 

單位：千人 

住宿餐飲業 

製造業 

批發零售業 

其他 

就業增加人數 

106年1-9月 
0.73% 

105年1-9月 
0.62% 

平均就業 
人數年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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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1-8月平均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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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月加班費用與工時 

費用增率 工時增數 
小時 

105 106 

 1至8月工業及服務業經
常性薪資平均39,793元，
為歷年同期最高，年增
1.7%，加計加班費、績
效獎金後平均總薪資
51,935元，年增2.4%，
剔除物價因素後，實質
薪資成長率1.7%，民眾
實質購買力略有提升。 

 勞基法新制施行，加班
費計算調整，今年以來
每人每月加班工時除2
月春節因素外，皆較上
年同期減少，累計1-8
月減0.2小時，加班費用
則增7.4%。 

1-8月非農部門實質薪資成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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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實徵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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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稅 

遺產稅 
% 

增減金額 年增率 

256 

 1-9月賦稅實徵淨額1兆7,834
億元，創歷年同期新高，年
增800億元或4.7%，主因企
業獲利成長，暫繳稅款增加，
股市成交量擴大，房地交易
回溫，加上贈與稅大額稅款
入帳。 

 主要稅目中以營所稅增348
億元對稅收挹注最大，其次
為贈與稅、土增稅及證交稅
各增115億、110億及105億
元，遺產稅、貨物稅則因基
期偏高及購車減徵措施，合
計縮減102億元；實徵淨額
創歷年同期新高者計有營所
稅、贈與稅、營業稅、房屋
稅及牌照稅。 

17,834 

4,203 

699 

641 

3,147 

760 

360 

624 

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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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月總稅收及主要稅目變動 

稅收規模 
 

(億元) 

賦稅實徵淨額刷新歷年同期水準 

144 

4,262 

1,334 



 103至105年受股利可扣抵稅額
減半、銀行業及保險業經營本
業營業稅調增3%、公告地價
調整等影響，稅收連續3年超
徵逾千億元，集中於所得稅，
其次為營業稅或地價稅。 

 今年前3季賦稅實徵淨額超徵
1,323億元(達成率108%)，仍以
所得稅為主要貢獻來源，其中
營所稅、綜所稅各超徵871億、
104億元。另部分民眾因應贈
與稅率即將調整而提早進行財
務規劃，贈與稅繼去年超徵
116億元，今年前9月再超徵
177億元，亦推升整體稅收超
徵規模。 

24 

前3季賦稅收入超徵1千3百餘億元 

稅目別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9月 

總    計 -296 1,088  1,878  1,274  1,323 

關    稅 -19 92  10  7  -3 

所得稅 -283 434 1,616 1,039 975 

營所稅 -381 149  700  669  871 

綜所稅 98 285  916  370  104 

遺產稅 -22 -30  29  101  25 

贈與稅 27 32 41 116 177 

貨物稅 -82 22  90  37  -39 

證交稅 -250 16  -120  -180  -94 

營業稅 70 390  -37  35  36 

地價稅 30 27  5  158  12 

土增稅 204 64  124  -138  49 

房屋稅 -6 13  30  41  48 

牌照稅 3 16  24  27  28 

近年稅收超(短)徵概況 
單位:億元 



贈與稅、房屋稅及牌照稅已提前達成全年預算目標 

 各稅目超短徵金額與其規模
有關，如觀察實徵淨額占累
計分配預算之達成比率，前
3季以贈與稅323%最高，次
為營所稅126%，遺產稅121
%，土增稅、房屋稅、菸酒
稅、牌照稅、綜所稅、營業
稅介於101%~108%，其中贈
與稅、房屋稅及牌照稅已提
前達成全年預算目標，贈與
稅超出幅度達1.4倍。 

 達成率不及100%者，以證交
稅87%較低，貨物稅97%、
關稅99.7%則與分配預算數
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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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主要稅目實徵淨額成
長率併同達成率觀察，
屬成長且超徵者計有贈
與稅、營所稅、土增稅、
房屋稅、菸酒稅、牌照
稅、營業稅，又以贈與
稅表現最為突出。 

 顯著成長卻大幅短徵者
為證交稅；未成長但超
徵者為遺產稅、綜所稅；
關稅不論成長率及達成
率均呈持平；貨物稅則
為衰退且短徵，全年可
能無法達成預算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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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稅負擔率與依存度 

賦稅依存度(左) 賦稅負擔率(右) ％ ％ 

 受惠於證交稅、贈與稅
明顯擴增，加以所得稅
及營業稅等兩大稅目表
現穩定，全年整體稅收
展望偏於正向，預計將
較去年小幅增長，並較
預算編列數呈現超徵。 

 影響所及，今年賦稅負
擔率預估較105年升0.1
個百分點為13.1%；占各
級政府歲出淨額比率(賦
稅依存度 )78.0%，自上
年高點78.9%(民國69年
以來最高 )小幅回落0.9
個百分點，仍維持穩健
水準。 

賦稅負擔率及賦稅依存度可望維持穏健 

說明:賦稅依存度=賦稅收入/歲出；賦稅負擔率=賦稅收入
/GDP；106年歲出採預算數，GDP採106/8主計總處 

        發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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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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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國際主要經濟體景氣復甦加速共振，全球成長基礎益見穩固且
延續性樂觀可期，預料明年在亞洲及歐洲新興市場接續帶動下，擴
張動能仍獲支撐，但歐美貨幣政策趨緊步調、貿易保護與經濟國族
主義、中國大陸經濟結構轉型及地緣政治緊張等變數干擾，可能使
全球經濟復甦進程有所折回。 

 拜行動裝置創新升級、新興科技應用擴散及海外投資需求活絡之賜，
我國第3季接單與出口俱創佳績，連帶助益生產活動及就業市場，
惟內需跟進步調稍有不足，投資則偏向集中化且升勢暫歇。第4季
在國際正向發展氛圍及低基期因素消退交互作用下，出口擴張轉緩，
惟全年可望突破1成，呈中間偏高成長態勢。 

 隨國內實體經濟活動升溫，股市轉佳與房市回穩，企業獲利改善及
股利發放增至近年高點，今年稅收增長與總體經濟之協調性有所提
升，加以民眾因應稅率調升積極進行財務規劃，亦顯著挹注贈與稅，
全年整體賦稅收入可望小幅增長，並較預算數呈現超徵，有利增益
政府財務運作之空間與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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