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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國內外經濟情勢
與展望

■  轉載自  紡織月刊

去（2017）年全球整體經濟呈現正成長，進而帶動

臺灣出口，主要產業成長率以機械業成長最高，紡織業

相對較低；隨著國際景氣逐漸復甦，各行各業的表現未

來皆有所不同。以下先就國外經濟談起，說明近期全球

三大經濟體之重要經濟情況及政策，以及臺灣與國際連

結狀況及經貿情勢，接著討論2018年全球經貿展望，

最後針對影響未來景氣的重要因素進行探討。

過去十年，新興市場的投資分兩種模式：一是設立

工廠進行生產，受惠的國家如中國大陸、東南亞、印度

等國，也使其經濟成長率在過去幾年逐步升高；另一是

投資以原物料為主要經濟來源的國家，如俄羅斯、巴

西、阿根廷等國。不過在2016年及2017年，由於油價

及景氣等因素，導致這些國家的經濟狀況有所差異。

2016年因石油價格下跌及原物料價格尚未反應，使

得以油、礦、原物料為生的國家，如：俄羅斯、巴西、

阿根廷的經濟衰退較多；由於經濟表現及政治因素，致

使歐盟（成長率2.0%）、美國（成長率1.5%）、日本（成

長率1%）等國的成長率呈現減緩的趨勢。唯一幾個高

度成長國家（超過3%），如：中國大陸、東南亞、印度

等，因為工資低廉、內需動能較強等因素，使其能有不

同的表現。綜觀此情形，可知臺灣政府為何要推行新南

向政策，就是掌握全球最高度成長的國家（東南亞、印

度）之經貿優勢。

大致來說，去年全球進入復甦階段，根據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IMF）的估計，全球經濟成長率達3.6%，其

中主要國家的經濟成長率達2.2%，新興市場國家則達

過去十年，全球經濟

就像一架雙翼的飛機，常

會出現斷翼的現象，造成

每次經濟看似好轉時，即

會受到來自各方突如其來

的阻力影響，要期待雙翼

能同時發揮作用，才能使

得全球經濟這架大型飛機

向前起飛。為協助紡織業

者瞭解未來一年的經濟情

勢，紡拓會舉辦了「紡織

產業經貿發展研討會」，

特別邀請台灣經濟研究院

景氣預測中心主任孫明

德，分享2018年的國內

外經濟情勢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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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皆較前一年成長。此外，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預估全球前45大會員國的經

濟表現，經過2009年金融風暴，造成35個會員國經濟衰退，以及2012年歐債危機、2015

年新興市場國家崩盤後，去年全球經濟總算開始好轉，使得33個會員國恢復高成長。綜觀

上述，去年可說是近10年來最好的一年，臺灣的經濟成長率也在該年達到2.8%。

國際經濟概況

▌▌▌美國

美國經濟規模占全球四分之一，因此美國經濟好壞對於全球經濟有一定的影響。根據

IMF的估計，近3年來，美國GDP成長率除2016年在2%以下，2015年及去年都維持在2%

以上；物價指數（CPI）自2016年回升至去年的2.1%，且估計今年物價會持續走高，因此

預測今年開始會有升息的可能。經常帳方面，2015~2017年依然是貿易逆差的情況，占GDP

的比例皆為-2.4%（負號代表貿易逆差）。政府債占GDP比重於2015年的105.2%持續增加至

去年的108.1%；在尚未執行減稅及增加支出之下，其負債就已超過GDP，未來若再繼續負

債、做更多公共建設或減稅，此債務比例將會擴大。

綜合以上數據，去年美國經濟逐漸復甦，物價指數亦回升至正常水準且持續看漲，然

而貿易赤字及政府債的問題仍然存在，未來美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可能要同時將此兩因

素納入考量。

為促進美國經濟，去年新上任的美國總統川普祭出一系列政策，包括：稅制改革、基

礎建設、金融鬆綁及貿易協商。而該國近期通過的減稅法案，目的在於增加消費者的消費

能力、吸引外國企業至美國投資，以及引導美國企業回流。早期美國稅率較高，造成廠商

外移或有錢人將錢向外匯出，使得政府課稅不易，所以川普認為，解決該問題最好的方

法，即是「減稅」。這樣的政策使許多人擔心對臺灣有所影響，但事實上，稅改的施行，可

能會讓美國消費者增加對臺灣的採購；

企業投資方面，也可能僅有規模較大且

深具前景的公司才有能力赴美投資，否

則風險會過大。

未來十年，基礎建設的投資會是美

國最大的亮點，該國政府已計劃提撥超

過2,000億美元來進行基礎建設；以投

資角度而言，基礎建設相關的標的，

如：建材、物資等，皆被看好。另一方



特 別 報 導

2018.03
紡紗會訊

18

面，由於之前金融海嘯重創美國經濟，故金融鬆綁政策的施行將有助於資金回流美國。貿

易協商方面，川普政府認為美國貿易赤字嚴重，且希望企業以美國為優先投資地區，因此

採取退出TPP、重新談判所有自由貿易協定、批評匯率操縱國及保護主義等政策，以確保貿

易條件有利美國。

川普的四新政是能相互結合和影響的，例如，「稅制改革＋金融鬆綁」可吸引金融投

資，使資金回流，進而使美元升值；「稅制改革＋貿易協商」可吸引外資投資。不過這些新

政也同時會對美國的基礎建設、國防產業、能源產業及金融產業等造成正向或負面影響。

▌▌▌歐洲

2015年~2017年，歐洲GDP成長率連續三年皆在2%以上，主要是由德、法等成長動能

較強的國家支撐。今年物價有所成長，自2015年及2016年幾近為0的水準上升至1.7%；

由於該區利率低於物價指數，且估計CPI會持續攀升，因此預期未來歐盟區也會走上升息之

路。經常帳方面，2015~2017年維持2.2~2.4%左右，顯示歐盟區在貿易上仍有表現，特別是

德國的機械、汽車等。政府債方面，其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5%左右，雖然之前有歐債危

機的問題，但此問題主要都是出現在南歐地區，而德國等貿易較為優異的國家之外匯存底

較高，因此平衡了整個區域的政府債的比例。

2016年，由於英國脫歐效應，使得當時經濟狀況較為不穩定的歐盟更加雪上加霜；直

至去年第3季後，經濟情況好轉且達到近年來的最高峰2.6%。此外，民間消費及固定資本

投資皆有所提升，達到近5年來的高點（分別為1.9%及4.2%），表示歐盟經濟已呈穩定狀

態。

有關英國脫歐的進程，目前已進入第三階段。第一階段是於2016年6月完成內部公

投；第二階段於去年由該國國會通過法案，正式授權首相梅伊啟動《里斯本條約》，展

開脫歐程序；第三階段為在去年下半年正式啟動為期兩年的脫歐談判；第四階段預計到

明（2019）年，英國才會正式退出歐盟，並另與歐盟重新談判自由貿易協訂。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GDP成長率自2015年~2017年連續3年維持在6.8%左右，以臺灣對中國大陸

貿易依賴度來看，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對臺灣是有利的現象。CPI亦在穩定範圍，經常帳則從

2015年的2.7%下跌至去年的1.4%，主要原因是受到土地成本與工資高漲，以及環保法規的

影響，使得原本投資於中國大陸、從事加工生產的企業紛紛有外移的趨勢，再加上中國大

陸人民消費力增加，使其貿易順差的情況在近幾年來持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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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經濟規模來看，中國大陸在1995年時僅占全球2%，2009年超越日本成為第二大經

濟體，至2015年時，其規模已達73.6兆美元，占全球15%；若依購買力平價計算，2015年

中國大陸的GDP占全球17%，已高於美國的16%，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然而，目前中國大

陸已自過去的高速成長到成長趨緩的新常態現象，為因應此新常態，其政府將由投資和政

府支出為經濟動能為主軸的策略，轉變成為以民間消費為動力的政策（提升國民所得、減

少貧富差距）。為此，於中共19大會議上，中國大陸主席習近平宣布：「希望到2035年將建

成現代化強國」，以「2020奔小康，2035要富強」的方向邁進。

不過美國的新政可能會對中國大陸產生不小的衝擊，美國未來可能會對中國大陸課徵

高關稅及對全球引發貿易戰，致使中國大陸對美國的出口減少、外資將生產基地自該國撤

離及人民幣貶值，進而影響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率。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美國的貿易赤

字一直居高不下，而其貿易逆差的主要來源為中國大陸（比例占約46%）之故；中國大陸對

美國之貿易金額達近3,470億美元，主要進口產品包含消費電子、服裝及機械。因此，美國

為降低其貿易逆差，即對中國大陸採取一系列的貿易策略，但未來可能的作法會是偏向如

提高非關稅貿易障礙、不給予中國大陸市場經濟地位等方法，預計今年應會開始動作。

▌▌▌日本

日本自失落的二十年之後（1990~2010年）仍然持續嘗試各種的刺激景氣措施，但卻

無太大的效益產生，直至2012年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任後，提出一系列的經濟改革

措施，才使得日本經濟有不一樣的變化。在歷經歐債危機、新興市場崩盤、全球景氣不佳

後，其經濟成長雖然相對底迷，但已有緩慢成長的現象。

2015~2017年，日本經濟跟國際趨勢一致，皆在緩和成長中，去年GDP成長率達1.5%。

經常帳方面，自2015年的3.1%上升至2017年的3.6%。近年來為刺激貿易，安倍政府透過

日圓貶值的方式，試圖增加國外對日貨的消費，雖然在貿易上有達到效果，但卻會造成日

本企業易被外資併購的危機；此外，日圓的貶值也使得企業自國外購買中間材等產品時付

出相對昂貴的價格，但賣出的最終產品卻相對便宜，導致企業有偷工減料的動機，以及缺

乏創新的能力。政府債方面，三年來，日本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約240%左

右，顯示日本財政脆弱，需要多加觀察。

▌▌▌東南亞

東南亞目前是全球矚目的對象，不管是在一帶一路或是新南向政策上，皆是各國爭相

合作的明日之星，因此經濟成長率一路往上，自2015年的4.8%增加至去年的5.1%。CPI的

部份，除了2016年略有下降外（2.6%），2015年及2017年皆維持在3.2%的水準，相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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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經常帳方面，貿易表現佳，三年來皆有3.3%以上的水準。政府債的比例則相對其他大

國少，三年都在46~47%左右。

我國政府也看好東南亞這波成長趨勢，積極與各東南亞國家合作，期望能藉由此合

作，減少對中國大陸的依賴，並提升國家經濟成長。雖然各界對東南亞的前景一致看好，

但仍須注意的是，東南亞各國屬性皆不相同，在投資時必須要多加留意；例如，大多在泰

國投資的臺商皆是臺灣的大企業，或是第二代企業家至該國設立公司，然而，在越南的情

況就有所不同，至越南開設公司的企業，大多是將在臺灣的公司整個移轉至越南，而不再

繼續於臺灣營運。

綜合分析

綜觀全球經濟，自去年後，各國皆處於復甦階段，而先前各界擔心的失業率及通貨膨

脹率等問題，已有所改善。主要國家，如美國、歐盟、日本的失業率，就2014年~2017

年來看，都已呈現下降趨勢；美國和日本甚至已處於自然失業率的水準。物價方面，去年

年中後，產油國之間的協議使得油價逐步回穩，帶動各國CPI的回升，連同價格久已未反

應的原物料，也有成長。雖然各界一面看好的全球經濟，但仍有以下幾個現象和問題值得

注意。首先是各國利率，由於全球經濟的好轉、通貨膨脹率的回升，未來一年各國會採取

的策略會是偏向提高利率，以防景氣過熱情形；不過，市場較為擔心的並非各國央行的升

息，而是擔心升升不息，致使新興市場又會有另一波的熱錢大幅度匯入，進而造成更多的

負面影響。

再來是美國縮減資產負債表（簡稱縮表）的問題。美國的股市（道瓊）與房地產長年

以來與美國資產規模呈高度相關的情況，目前美股牛市驚人，但也使投資人擔心接下來是

否有泡沫的情形，以及在FED進行縮表之後，會不會帶給美股及房地產嚴重的衝擊。最後

是匯率議題，過去幾年，美金的有效匯率指數一直沒有超過100，顯示美金尚未完全反應其

價格；相對歐元及日圓，過去匯率皆在升值，因此預估，未來一年在美國景氣復甦的帶動

下，美金將會開始強勢。

臺灣經濟情勢

臺灣是個高度仰賴貿易的國家，因此我國的實質GDP的成長率，與全球的連動性相當

顯著；近期全球經濟的好轉，意味著未來一年我國景氣也會隨之改善。

回顧去年，臺灣經濟表現可以「外強中乾」四字形容，比起外貿出口的強勁成長，內

需消費及投資的表現差很多；臺灣人民大多向外消費和觀光，對於促進國內經濟的貢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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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高，反觀貿易成長則維持雙

位數成長（13%）。

去年台灣出口產品以半成品

及原物料為大宗，消費品相對

少。 其 中， 資 訊 與 通 信 科 技 產

品（ICT）最多，占總出口的比重

為44.4%，其次為原物料產品，

比重占29.5%（包含紡織品），第

三名為機械設備，比重占20.1%。

分細項類別來看，主要出口商品

是電子零組件，比重占總出口的

33.6%，成長15%；紡織品則占總

出口3.2%，成長僅約1%。

我國貿易受到前六大貿易夥伴（中國大陸、東協十國、美國、日韓、歐洲及金磚三

國）的影響，尤以中國大陸的出口為重，去年占我國總出口比重40.8%，成長15.9%；東協

十國居第二，占比18.5%，成長14.5%。以產品來看，出口到中國大陸最多的項目為電子產

品；而出口到東協十國的，則以礦產品與紡織產品居多。

就國內市場來看，去年投資衰退，國內消費也不振，可能會進而影響今年經濟表現。

去年1月~11月，進口資本設備年增率沒有成長（0%），半導體進口資本設備年增率衰退

7.4%，表示今年半導體的出口表現可能會不如預期。去年整體消費表現則是跌多增少的情

形，像是零售業營業額、自用小客車新增掛牌數及來台陸客人數的成長，皆相對動能不

足。物價指數方面，雖然去年1月~11月物價指數僅上漲0.6%，但在新一波加薪潮及農產品

價格上漲的驅動下，估計今年物價將會提升。

另一個值得留意的是，在美國升息的趨勢下，很可能會帶動全球升息的策略，再加上

國內物價升高的趨勢，臺灣在今年亦可能加入此升息行列。

經濟前景與2018展望

▌▌▌國際展望

以領先指標及採購經理人指數來看，主要重點國家：美國、歐盟及日本皆有持平或上

漲的趨勢，尤其是美國，該兩指標表現強勁，預期今年上半年的經濟將一枝獨秀，持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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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下半年則需要觀察其

縮表的情形。

根據6家國際主要的

預測機構的預測，今年經

濟皆較去年成長，成長率

落在2.9~3.7%；但亞洲經

濟成長稍弱，歐美成長較

為明顯。而依IMF預測，

今年經濟情勢較去年好的

國家為巴西、印度、美

國。

▌▌▌國內展望

根據台經院預測，雖

臺灣今年的情形會較去年

佳，民間消費及投資上會有微幅成長，但在貿易上卻可能有減緩的情況，再加上由去年的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來看，仍有衰退的情形，因此預期今年臺灣GDP成長率為2.3%（中

經院預測2.27%，主計處預測2.29%）。

▌▌▌紡織相關產業展望

今年紡織業可能遇到的問題仍是競爭加劇、成本上升，油價走勢仍為需要觀察的指

標，但景氣復甦有利市場需求。在加工絲產業方面，其額外還需要留意中國大陸環保議題

及越南下游生產的擴大；成衣產業則另外要留意越南及印尼是否是值得投資的地區。

今年影響製造業主要因素是國際經濟，對紡織業而言，兩岸經貿及政策亦是影響該產

業很深的因素；就經濟指標來看，影響紡織業的因素則是原物料價格與新臺幣的匯率走

勢。此外，依台經院調查，製造業最想投資地點是臺灣，而紡織業投資地點則以東南亞為

主。至於美國政策是否會影響大多國內產業的移動方向，事實上最可能至美投資的產業為

面板、石化、運輸設備等投資效益高但供應鏈複雜度低的產業。

▌▌▌影響未來景氣重要因素

今年新樣貌是「貨幣戰退場，財政戰進場」，表示全球策略會逐漸由以貨幣政策轉為財

政政策，以刺激景氣的方式進行，但此也可能會造成新興市場的風險上升。貿易方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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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出口產品的屬性，使得新興市場（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出口會因油價下跌而有下降的趨

勢；反觀美國、歐洲、日本等主要要經濟體的出口會提升。另外，地緣政治衝突仍是需要

留意的因素，因為其會影響油價走勢，進而影響我國紡織業。

總結

依據海關出口統計，去年紡織品跟成衣出口金額與2016年相比成長了1.5%，突破了

百億美元，在歷經多年一直衰退以來的第一次成長後，雖然紡織業出口成長率仍偏低，但

展望今年，在國內外景氣回溫的趨勢下，未來紡織業出口期望開出紅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