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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經濟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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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際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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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經濟動能平疲
⚫ 受全球通膨居高、主要國家緊縮貨幣政策之影響，今年全球經濟動能較

去年大幅放緩。惟受惠主要國家勞動市場呈現活絡，近期主要預測機構

均微幅上修今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值。

⚫ 全球貿易晴雨表指數自去年下半年觸底後，持續呈回升走勢，惟全球需

求尚屬平疲，未來是否持續復甦仍存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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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1.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 Jun. 8, 2023. (前次預測為1月11日)

2. OECD, OECD Economic Outlook, Jun. 8, 2023. (前次預測為2021年12月1日)

3.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Jul. 25, 2023. .(前次預測為4月19日)

4. S&P Global, World Overview, Aug. 15, 2023. (前次預測為7月15日)

5. EIU, One-click Report: World, Aug. 16, 2023. (前次預測為7月18日)

2022-2023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值

前次預測

WTO商品貿易晴雨表

季
2022 2023 年

指數

註：GTB主要目的為預測未來3至4個月全球貿易量走勢，若指
數≦95為紅色，代表成長動能低於長期趨勢；若指數
≧105為綠色，代表成長動能高於長期趨勢；若指數介於
95與105之間為琥珀色，代表成長動能與長期趨勢相當。

資料來源：WTO, 商品貿易晴雨計，Aug. 24,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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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於就業市場強勁支撐消費支出，企業投資擴增，美國2023年第2季

GDP季增年率初值由第1季2.0%增至2.4%。

⚫由於食品價格上揚，美國7月CPI、PPI年增率均較上月略上揚，惟核心

CPI年增率微幅下降。

二、美國經濟仍具韌性

美國經濟活動指標

美國物價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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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國商務部、聯準會。

資料來源：美國勞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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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SAAR為季節調整後，對上季增率折成年率；YoY則為對上
年(同季)直接比較。

資料來源：美國經濟分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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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元區今年第2季GDP季增率為0.3%，續呈疲弱，主因緊縮貨幣政策壓

抑經濟動能，且全球終端需求不振，工業生產陷入萎縮所致。

⚫ 歐元區7月CPI及核心CPI年增率分別達5.3%、5.5%，續居高檔，主因服

務業通膨頑強，6月PPI年增率則因能源等投入成本走低而持續下降。

三、歐元區經濟疲弱

歐元區經濟活動指標

歐元區物價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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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uro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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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SAQR為季節調整後對上季增加率；YoY則為對上年(同季)

直接比較。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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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今年第2季GDP季增年率達6.0%，較第1季3.7%明顯擴增，且連續

3季正成長，主因汽車外銷暢旺，帶動出口擴增。惟外部需求趨緩，7

月出口轉為年減0.3%，恐影響下半年經濟表現。

⚫ 日本7月PPI年增率3.6%，連續7個月下滑，反映能源、食品、鋼鐵等價

格下跌；CPI年增率持平於3.3%，核心CPI年增率則略微放緩至3.1%。

四、日本經濟復甦面臨壓力

日本經濟活動指標

日本物價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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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經產省、財務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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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第2季GDP成長達6.3%，但季調後季增率縮減至0.8%。7月各項經濟指標持續

放緩，出口、消費、投資、失業皆不如預期。近期中國最大房地產開發商之一碧桂

園未能支付2,250萬美元的債券利息，資產管理集團「中植系」及中融信託亦傳出

產品逾期未兌付的危機，引發各界對中國經濟與金融風險擔憂。

⚫ 7月中國PPI年增率為 -4.4%，已連續10個月負成長，CPI年增率亦由6月的零成長轉

為-0.3%，顯示內部需求下降，增加通貨緊縮疑慮。

五、中國經濟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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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IP商品行情網。

國際油價現貨價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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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LME基本金屬現貨價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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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近月期貨指最靠近下一個結算日，但尚未交割之期貨合約。

⚫ 由於美國農產品產區雨量增加、氣候有利作物生長，加以俄羅斯小麥產
量預估增加，大宗商品價格呈現下跌。

⚫ 沙烏地阿拉伯及俄羅斯延長減產決議，惟市場擔憂中國經濟降溫之風險，
致國際油價呈現震盪，EIA 8月預測今年第3季布蘭特原油每桶均價
83.77美元，高於第2季之78.02美元，全年均價82.62美元。

六、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國際油價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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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股市、匯率多呈下跌

資料來源：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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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我國中央銀行。

主要貨幣兌美元匯價變動

%

貶值 升值

⚫ 美國經濟續呈擴張，支撐聯準會進一步升息的預期，加上美國多家銀行

信用評等被調降，拖累美股下跌，全球主要股市亦多呈走跌，尤以香港

股市跌幅較大。

⚫ 美國7月零售銷售數據優於預期，且聯準會會議紀錄指出仍有通膨壓力，

市場提高升息預期，美元持續走強，主要國家貨幣兌美元匯價多呈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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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全球經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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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家
利率走勢

中國
經濟前景

• 消費信心低迷，通縮危機攀升：中國消費疲弱、投資不振、失業
率攀高，6月CPI年增率更轉為負成長。中國經濟動能若持續降溫，
恐衝擊全球經濟成長。

• 房地產危機恐蔓延：大型房地產企業債務違約及資產管理集團財
務問題引發各界對中國經濟與金融風險擔憂，若開發商違約引發
連鎖反應，恐進一步拖累經濟。

地緣政治
衝突

• 高利率壓抑全球終端需求：全球核心通膨居高不下，歐美國家央
行恐維持高利率更長時間，恐影響投資並削弱家庭購買力，壓抑
全球終端需求。

• 債務危機升高：新興經濟體因美元走強導致貨幣大幅貶值，加以
發行龐大美元外債，恐增加主權債務違約風險。

• 俄羅斯與北約緊張：俄烏戰爭曠日持久，俄羅斯與北約衝突風險
升高，恐導致雙方政治、經濟和軍事長期對峙，不利經濟發展。

• 全球大宗商品供應不確定性：俄羅斯退出黑海穀物協議，加深全
球糧食供應不確定性，此外，倘若俄羅斯停止供應歐洲天然氣，
亦將增添全球能源市場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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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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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3年國內經濟情勢總覽

商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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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出口 -10.4%

資料來源：經濟部、財政部。

⚫ 隨人工智慧等新興應用需求遞增，且步入科技產品外銷旺季，科技

產品出口明顯較上月回升，惟受總體消費力道偏弱及高基期因素影

響，7月出口及外銷訂單分別年減10.4%、12.0%。

⚫ 隨新興應用與數位商機持續推展，加以消費性電子新品陸續上市帶

動備貨，有利挹注我國下半年出口動能，惟全球通膨、升息、俄烏

戰事僵持、美中科技戰等變數，我國外貿仍承受壓力。

二、出口續呈衰退

月

年

7月外銷訂單 -12.0%

月

年

477.3 

-12.0 

-30

-20

-10

0

10

20

3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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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2023

%億美元 外銷訂單金額(左軸) 年增率(右軸)



14

⚫ 7月主要出口貨品中，資通與視聽產品受惠AI應用熱潮帶動相關產品

需求暢旺，年增54.1%，為99年6月以來最大增幅，其餘主要出口產

品則呈下滑。

⚫ 7月對主要國家或地區出口表現，對歐洲出口規模創下歷年單月新高，

年增24%；惟對中國、東協、日本及美國則分別年減16.3%、8.4%、

6.1%及3.3%。

對主要國家或地區出口主要貨品出口

三、主要出口產品及市場表現不一

資料來源：財政部，( )內為對各經濟體出口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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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 資訊電子業 傳統產業
年增率
%

四、工業生產續呈負成長
⚫ 全球經濟成長力道疲弱，消費與投資動能減速，產業鏈庫存調整時

間拉長，7月工業生產指數年減15.2%，連續第14個月負成長。

⚫ 7月電子零組件業年減22.92%，主因產業鏈持續調整庫存，客戶下

單保守，抑制半導體生產表現；傳統產業因終端需求持續疲軟，景

氣展望不佳，廠商設備投資意願下滑，均呈現負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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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零售及餐飲營業額均創歷年同期新高

資料來源：經濟部。

⚫ 受惠疫後民眾外出消費動能回升、國境解封帶動觀光旅遊人次增加，
7月零售業營業額達3,778億元，續創歷年同期新高，年增5.3%，為
連續23個月正成長。

⚫ 受惠暑假人潮增加，外食消費動能強勁，加上天氣炎熱帶動冷飲需求，
7月餐飲業營業額達891億元，續創歷年同期新高，年增17.6%，為
連續15個月正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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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

資料來源 :行政院主計總處、勞動部。

減班

休息

2023年7月 3.56%
(較上月+0.07百分點)

• 7月失業人數較上月增加2.23%，
主因受應屆畢業生及暑期工讀生投
入尋職行列影響，初次尋職失業者
增加6千人。

8月底 12,388人

(較7月底增加2,058人)

• 製造業減班休息人數較上月增加2,207
人，服務業較上月減少141人。

• 受國外訂單減少影響，製造業減班休
息人數以資訊電子工業增加較多。

六、勞動市場尚屬穩定

實質

經常性

薪資

• 2023年1-6月經常性薪資較上年同

期增加2.47%；剔除物價因素後，
實質經常性薪資年增0.14%。

1-6月 41,513元

(較去年同期+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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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物價壓力趨緩
⚫ 7月CPI年增1.88%，為連續第2個月低於2%。上漲主因休閒娛樂需求

推升娛樂服務價格，加以肉類、外食費、房租、個人照顧服務費及醫

療費用價格上漲。核心CPI年增2.73%。

⚫ 教養娛樂類上漲幅度3.62%最多，隨疫後生活回歸常軌，休閒娛樂消

費需求增加，娛樂服務費上漲9.06%；雜項類上漲幅度2.95%居次，

主因個人照顧服務費用、金飾及珠寶等個人隨身用品價格上漲所致。

7月CPI各類指數年增率

資料來源 :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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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內景氣出現落底跡象
⚫ 7月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15分，較上月增加2分，主因貨幣總計數

M1B由藍燈轉呈黃藍燈，股價指數由綠燈轉呈黃紅燈，各增加1分。

⚫ 台股交易熱絡帶動金融面指標回升，勞動市場維持穩定，零售及餐飲業營

業持續成長，惟全球終端需求偏弱，生產、貿易面續呈低迷，但跌幅已見

收斂，製造業信心亦較上月改善。

綠燈(23-31分)，表示景氣穩定； 紅燈(38-45分)，表示熱絡； 藍燈(9-16分) ，表示景氣低迷

黃紅燈(32-37分) 及 黃藍燈(17-22分) 均為注意性燈號，密切觀察後續景氣是否轉向

資料來源：國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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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採購經理人指數介於0%~100%之間，若高於50%代表製造業/非製造業景氣正處於擴張，若低於 50% 則為緊縮。
2.PMI指數係經季節調整後結果，NMI則未調整。

資料來源：國發會、中華經濟研究院。

製造業PMI 及非製造業NMI 對未來6個月景氣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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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製造業PMI續呈緊縮、非製造業NMI續呈擴張

⚫ 8月製造業PMI、未來六個月展望指數均續呈緊縮，主因全球終端需求仍偏疲弱，

訂單能見度仍不高，加上中國經濟不如預期，廠商對未來景氣看法謹慎保守。

⚫ 8月非製造業NMI續呈擴張、未來六個月展望指數轉呈緊縮，顯示內需消費動

能仍屬穩健，惟全球經濟不確定風險增加，仍影響部分廠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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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暨光學產業新增訂單與客戶存貨指數製造業PMI新增訂單與客戶存貨指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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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製造業存貨已降至低點

註：1.「客戶存貨」係指已銷售給客戶的完成品存貨，當受訪廠商認為客戶完成品存貨過低時，代表市場需求可能增加致存貨降低，但也可能是下
游客戶仍對景氣抱持謹慎看法，主動降低存貨水準。

2.製造業PMI新增訂單為經季節調整指數，客戶存貨未經季節調整；電子暨光學產業之新增訂單及客戶存貨均未經季節調整。
資料來源：國發會、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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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製造業PMI新增訂單指數續為緊縮，由於全球終端需求未見

明顯復甦，企業下單仍偏保守，但庫存去化壓力趨緩。

⚫8月電子暨光學產業新增訂單緊縮速度加快、客戶存貨緊縮幅度趨緩，

反映電子業存貨已降至低點，但市場需求不明影響企業延後拉貨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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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消費者信心分歧

資料來源：中央大學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消費者信心指數 大額消費意願指數
指數

2022                                                 2023 年

月
月

2022 2023 年

註：大額消費意願指數由未來半年增加大額消費的意願調查計算而得，
大額消費意願指數=比較高-比較低。

資料來源：國泰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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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8月消費者信心指數(CCI) 為67.51點，較上月減少0.88點，

主因全球不確定性仍高、台股震盪，民眾對股市信心轉為保守。

⚫ 國泰金控公布之8月大額消費意願指數穩定回升至12.5，連續四個月

改善，並創20個月以來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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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r)表修正值，(p)表初步統計值，(f)表預測值。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23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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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2023年(f)

(+1.61%)

單位：%

各季實質經濟成長率

十二、2023年經濟不如預期

◼ 通膨、升息抑制終端需求

◼ 商品庫存調整時間拉長

◼ 航運服務及三角貿易縮減

◼ 疫後消費動能釋放

◼ 零售、餐飲與旅遊需求暢旺

◼ 政府普發現金激勵消費

◼ 全球經濟前景不確定性仍高

◼ 產業去化庫存約制生產、投資

◼ 去年基數較高

固定投資轉趨保守

輸出動能疲弱

民間消費大幅提升

-4.22%

-1.74%

+7.94%

⚫ 行政院主計總處8月預測今年經濟成長1.61％，較5月預測下修0.43個百分點，
主因全球終端市場需求疲軟，供應鏈持續去化庫存，加以固定投資基期高所
致，惟下半年將優於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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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經濟成長展望
⚫ 全球終端需求不振，商品存貨調整時間拉長，影響我國出口及投資

表現，惟隨疫後生活正常化，加以政府落實推動「疫後強化經濟與

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以及加速公共建設計畫

進展，可望帶動消費成長、挹注投資動能。

⚫ 近期國內外主要機構預測2023年則介於0.9%至1.7%。

資料來源：各發布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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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我國經濟成長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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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26資料來源：本會整理。

國外財經焦點
日期 事 件

8/2 印度7/20祭稻米出口禁令，宣布禁止印度香米種類以外的白米出口。

8/3 英國央行（BOE）宣布升息1碼，利率提升至5.25%，為2008年2月以來新高。

8/4
沙烏地阿拉伯宣布原執行至8月底的每日減產100萬桶原油計畫，延長1個月至9月底；另俄羅

斯原油出口每日減少30萬桶之措施亦延長至9月底。

8/9
美國總統拜登正式簽署投資中國企業禁令，範圍限縮於晶片、量子運算與人工智慧等特定敏

感技術領域。

8/15
中國央行降息，將 1 年期中期借貸便利 (MLF) 利率下調 15 個基點至2.50%，7 天期逆回購利

率調降 10 個基點至1.80%。

8/16 中國商務部宣布對美歐、英國和新加坡產的進口⿄化丁基橡膠續徵反傾銷稅。

8/17 歐盟宣布「歐盟電池和廢電池法規」正式生效，將自2024年2月18日起實施。

8/17 美國商務部表示，為保護國內鋼鐵生產商，將對加拿大、德國和中國進口的鍍錫鋼板徵收初
步反傾銷稅。

8/18 美、日、韓領袖舉行峰會，並達成共享情報及共同舉行軍演之共識，以因應中國、北韓威脅。

8/21 中國央行宣布 1 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從3.55%下調至3.45%，5 年期以上則維持
4.2%不變。

8/21 美國商務部發布聲明，將33個實體從「未經核實清單」（Unverified List）剔除，其中27個
實體位於中國。

8/23 中國公告與南非於8/22簽訂《中南關於同意深化「一帶一路」合作的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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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 件

8/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改制為農業部並正式揭牌，首任部長由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接任。

8/7
臺灣證券交易所及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共同出資設立的「碳權交易所」正式在高雄揭牌成立，有助於發
揮碳金融在地影響力，協助更多企業加速淨零轉型，帶動綠色科技創新、促進綠色就業。

8/7
立法院今年初通過《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之2修正案，亦即俗稱「台版晶片法」；經濟部與財政部依
該條文授權訂定「公司前瞻創新研究發展及先進製程設備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正式公告實施。

8/7 「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實施法案」獲美國總統拜登簽署生效。

8/16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布「金融業運用AI核心原則與相關推動政策」草案，初步訂定「建立治理及問責
機制」等6項核心原則，並對外公開徵詢外界意見。

8/18
配合2023年7月6日行政院第3862次會議通過房屋稅差別稅率2.0方案，財政部正式預告修正「房屋稅條
例」部分條文草案。

8/18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2022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增至新台幣33.7萬元，牽動以此為調整基礎的納保法
「基本生活費」，可望提高至20.2萬元，明年5月報稅適用，受益戶數可望逾230萬戶；以四口之家試算，
最少可省稅1200元。

8/22 環境部組織法經立法院三讀通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改制為環境部並正式揭牌，首任部長由薛富盛接任。

8/24
行政院會通過明(113)年度總預算，歲入編列2兆7,092億元，較今年新增1,296億元(成長5％)；歲出2兆
8,818億元，較今年增加1,927億元(成長7.2％)，歲入、歲出雙創歷史新高。

8/24
內政部提出社宅新三箭，包括透過捷運TOD、科學園區或是工業園區開發規劃社宅用地，將聯開和都更
分回用於使用權社宅，以及配合教育部規劃運用私立大學退場後的校地等。

8/24
陸委會公布恢復兩岸觀光旅遊之相關規劃，將自9月1日起恢復旅居或留學海外、香港澳門之大陸地區人
民得申請來臺觀光；此外，將於1個月內積極準備相關工作，並視陸方回應，恢復兩岸團體旅遊。

8/30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因應國際淨零趨勢，啟動LINE@平台進行「碳服務」，支援中小企業加入減碳行動，
加速實現淨零目標，降低中小企業碳焦慮。

資料來源：本會整理。

國內財經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