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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臺灣經濟情勢總展望 

 ─ 外貿驅動 穩步復甦 

受到全球需求回溫與原物料價格穩健回升影響下，全球經濟同步擴張，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近期的預測展望報告中，持

續上修2017與 2018年全球經濟成長與貿易預測。其中，在先進國家如美國以及歐元

區推動全球需求回溫所引伸出的相關投資影響下，帶動民間就業與消費成長，日本

也因出口貿易順差與企業獲利上升，成為經濟成長的動力之一。新興國家則受惠於

原物料價格穩定及全球需求回溫，經濟表現回穩。國內經濟情勢因受智慧型產品需

求上升與高科技產業產能擴張，帶動前三季的出口與經濟。此外，11月製造業PMI

指數連續21個月處於榮枯線上，外銷訂單亦連續16個月正成長，反映出未來需求持

續擴張，預期2017年全年實質經濟成長率為2.64%。展望2018年，先進國家經濟表

現仍有向上增溫的趨勢，為國內出口與投資帶來助益，然中國因經濟結構調整，成

長將有所趨緩，因此預期2018年的實質經濟成長率為2.43%。 

民間消費部分前三季實質年成長率為2.19%，主因來自於就業市場改善與股市

交易活絡。其中，就商業營業額增加部分而言，主要來自於批發業受手持行動裝置

備貨旺季影響，累計前10個月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5.22%；零售業方面，雖綜

合商品買氣增加，但因資通及家電設備、家庭器具銷售減少等因素，僅較去年累計

同期微幅成長0.63%，因此我們修正2017年全年實質民間消費成長率為2.15%。此外

消費者信心指數於11月份創下本年度新高，表示民眾的消費意願增加，有利消費成

長。另一方面，政府公務人員加薪政策效應擴大至民間企業，將有助於消費的促進，

因此，在考量物價因素後，估計2018年全年實質民間消費成長率為2.12%。 

民間投資部分，前三季累計成長率較去年同期下滑0.51%，主因於國內半導體

主要廠商減少資本支出，資本設備進口自五月份起出現負成長所致。考量上述情況

後，我們預期2017年全年實質民間投資僅成長0.08%；而2018年實質民間投資在基

期較低的情況下，預期成長至2.80%。政府與公營部門則因前瞻計畫推動將擴大公

共支出，實質固定資本形成預期將從2017年的0.92%成長至2018年的3.56%。 

對外貿易部分，受惠於電子與半導體等強勁外需與國內智慧型產品需求提升，

實質輸出與輸入累計前三季分別達到8.12%與6.52%。名目出口與進口亦持續成正成

長趨勢，最新11月數據仍顯示出貿易活動持續增加的情形。考量物價影響後，我們

預期2017年全年實質出口及商品服務輸出年成長率為7.16%，進口及商品服務輸入

年成長率則為5.78%。2018年全球貿易依然強勁，但中國經濟成長逐漸放緩，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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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實質出口有所抑制。在考量到物價因素與2017年基期較高之影響後，我們預期

2018年全年實質商品及服務輸出與實質商品及服務輸入成長率分別為5.04%與

5.90%。 

物價方面，因蔬菜、水果、蛋類等食品價格相對下滑，抵消油料費等其他類別

價格上漲，因此相對平穩，累計前11個月的國內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較去年同期成

長0.57%。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於相同期間則較去年同期成長0.99%。2017年因受去

年基數較高之影響，預期本年CPI成長率為0.62%。由於OPEC已延長原油減產之協

議，因此預期國際原油價格有上升的壓力，推估2018年的CPI成長率為1.18%。躉售

物價指數(WPI)方面亦受到國際原物料價格上漲的影響，2017年的成長率預期為

0.90%。在需求回升與國際油價推升的情況下，2018年成長率預期為1.21%。 

勞動市場部分，今年前10個月之平均失業率為3.77%，代表整體就業狀況相對

良好，預期2017年全年失業率維持在3.74%，2018年則降低至3.72%。貨幣供給方面，

因國內資金動能充沛，狹義貨幣供給額M1B高於廣義貨幣供給額M2年成長率。最新

2017年10月M1B以及M2年成長率分別為4.61%及3.85%，因此我們預期2017年M1B

以及M2全年將維持4.70%以及3.66%的年成長率。2018年因國內投資需求相對增

加，預期M1B以及M2將分別成長3.79%與3.96%。 

綜觀2017年國內經濟表現，主要乃受到國外需求回升帶動出口成長、股市活絡

增進民間消費等影響，推估短期內國民所得相關數據將有顯著的增長。然而，國內

需求尤以民間投資表現仍相對疲緩，為國內經濟無法有效改善之原因。長期而言，

國內經濟仍高度受到全球經貿大環境變動之影響，其中包括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動向

可能對全球貿易成長帶來的衝擊、中國不斷擴張的債務問題、聯準會持續升息所導

致的資金波動等，但國際地緣政治風險持續上升為主要不確定的風險來源。在考量

上述因素下，2018年全年實質GDP成長率的50%信賴區間預測為 (1.29%,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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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研院經濟所 2017 年臺灣總體經濟季預測值之修正 

第1季 第2季 第3季 第4季

預測值
年增率

(%) 實際值
年增率

(%) 實際值
年增率

(%) 初估值
年增率

(%) 預測值
年增率

(%)

實質GDP 16,294.29 2.64 3,883.04 2.64 3,979.25 2.28 4,162.49 3.10 4,269.51 2.52

  民間消費 9,016.72 2.15 2,244.43 1.81 2,226.76 2.05 2,287.48 2.69 2,258.05 2.04

  政府消費 2,349.31 -0.45 523.47 -4.83 569.48 0.84 604.23 0.83 652.13 0.96

  固定資本形成 3,674.30 0.92 876.61 4.82 890.37 0.80 926.05 -3.65 981.28 2.21

    民間投資 2,996.96 0.08 758.89 3.89 733.87 0.26 768.47 -5.18 735.73 1.96

    公營投資 203.85 3.43 33.93 18.34 46.42 -7.49 40.78 -3.28 82.72 8.74

    政府投資 470.69 5.03 83.22 8.04 110.14 8.73 114.45 6.04 162.87 0.61

  存貨變動 -51.97 - 2.01 - 30.22 - -69.23 - -14.98 -

  貿易順差 1,251.25 21.79 220.44 3.87 249.13 5.80 401.95 64.66 379.73 13.16

    商品及服務輸出 12,474.92 7.16 2,858.97 7.34 2,938.15 5.08 3,309.23 11.70 3,368.57 4.66

    商品及服務輸入 11,227.31 5.78 2,638.52 7.64 2,689.02 5.01 2,907.28 6.94 2,992.49 3.80

物價

    消費者物價指數 105.75 0.62 105.05 0.78 105.26 0.57 105.94 0.74 106.74 0.39

    躉售物價指數 85.57 0.90 86.55 2.30 84.30 -0.69 84.92 0.81 86.49 1.18

貨幣供給
    M1B 16,362.47 4.70 16,180.93 5.07 16,084.27 4.35 16,471.37 4.69 16,713.30 4.68

    M2 42,169.22 3.66 41,780.40 3.53 41,986.67 3.62 42,249.90 3.53 42,659.93 3.95

    新台幣兌美元匯率 30.45 31.10 30.27 30.28 30.13

說明：以2011年為參考年計算之連鎖實質值通常不具可加性。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2017年12月22日。

單位：新台幣十億元

2017年預測值 2017年季預測值

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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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研院經濟所 2018 年臺灣總體經濟季預測值 
 

預測值
年增率

(%) 預測值
年增率

(%) 預測值
年增率

(%) 預測值
年增率

(%) 預測值
年增率

(%)

實質GDP 16,689.61 2.43 3,968.02 2.19 4,070.67 2.30 4,321.06 3.81 4,329.85 1.41

  民間消費 9,208.01 2.12 2,296.17 2.31 2,279.71 2.38 2,339.74 2.28 2,292.38 1.52

  政府消費 2,365.91 0.71 533.55 1.93 570.62 0.20 607.07 0.47 654.67 0.39

  固定資本形成 3,805.21 3.56 905.49 3.29 917.04 3.00 971.29 4.89 1,011.40 3.07

    民間投資 3,080.80 2.80 775.17 2.15 750.13 2.22 798.43 3.90 757.07 2.90

    公營投資 211.60 3.80 34.54 1.79 49.66 6.97 44.22 8.44 83.19 0.57

    政府投資 517.01 9.84 89.64 7.71 117.91 7.05 125.66 9.80 183.80 12.85

  存貨變動 17.79 -5.18 - 8.06 - 13.20 - 1.72 -

  貿易順差 1,272.89 1.73 223.63 1.44 281.75 13.10 401.70 -0.06 365.81 -3.67

    商品及服務輸出 13,103.74 5.04 3,076.09 7.59 3,166.12 7.76 3,389.13 2.41 3,472.41 3.08

    商品及服務輸入 11,889.17 5.90 2,874.03 8.93 2,898.96 7.81 2,993.67 2.97 3,122.52 4.35

物價

    消費者物價指數 107.00 1.18 106.19 1.09 106.61 1.28 107.32 1.30 107.87 1.06

    躉售物價指數 86.60 1.21 86.74 0.22 85.88 1.87 85.85 1.09 87.94 1.68

貨幣供給

    M1B 16,982.44 3.79 16,967.13 4.86 16,740.91 4.08 17,019.84 3.33 17,201.87 2.92

    M2 43,839.69 3.96 43,626.86 4.42 43,554.91 3.74 43,870.96 3.84 44,306.01 3.86

    新台幣兌美元匯率 29.99 30.04 30.01 29.98 29.95
說明：以2011年為參考年計算之連鎖實質值通常不具可加性。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2017年12月22日。

單位：新台幣十億元

2018年預測值 2018年季預測值

全 年 第1季 第2季 第3季 第4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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