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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在經歷2017年的成長後，2018年第1季經濟基本面雖仍維持

成長態勢，就各地區成長步調觀察，歐盟景氣已出現降溫，美國則持續強

勁成長，亞洲國家則大致維持平穩，為今年的全球經濟成長埋下不確定因

素。根據環球透視機構(Global Insight, GI) 2018年5月16日的資料顯示(詳

見表1)，2018年第1季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為3.4%，相較2017年同期的

2.9%明顯為高，與2017年第4季相較則維持高檔不變，其中已開發國家的

成長預測相較三個月前下修0.1%，新興市場國家則上修0.2%。 

觀察已開發國家的部分，成長率相較2017年第1季的2.0%增至2018年

同期的2.5%，其中增幅較大的國家包括美國從2.0%增至2.9%，法國由

1.2%增至2.1%，新加坡則從2.5%增至4.2%，惟英國成長趨緩，自2.1%縮

減至1.2%。在新興市場國家部分，2018年第1季成長率自2017年第1季的

4.5%增至5.0%，其中巴西從-0.5%轉正為1.9%改善最多，俄羅斯也由

0.6%增至2.2%，越南亦由5.1%增至7.4%，印度從5.6%增至7.1%，至於

中國大陸則由去年同期的6.9%微幅降至6.8%。 

對於2018年全年的經濟成長走勢，GI預測全球經濟成長為3.4%，可

見對於全球經濟基本面仍維持一定程度之信心。針對不同地區做細部比較

可發現，歐盟2018年經濟成長率僅2.2%，遜於2017年2.6%，美國仍維持

2.8%的強勁成長，亞太地區(不含日本)在中國大陸、越南及印度的高成長

帶動下，與去年相比仍大致維持不變。 

從貿易面來看，2018年第1季的全球出進口成長率仍延續去年的好表

現，成長率維持雙位數，且更勝於去年同期。出口成長率相較2017年第1

季的11.1%增至11.4%，進口成長率則從10.2%增至11.2%，至於全年出進

口成長率估計則分別為10.8%與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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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世界經濟預測 

單位：% 
項目 2017Q1 2017Q2 2017Q3 2017Q4 2018Q1 2018(f) 

實質 GDP成長(1990年為基年) 

全世界 2.9 3.2 3.5 3.4 3.4 3.4 

已開發國家 2.0 2.2 2.5 2.5 2.5 2.4 

新興市場 4.5 4.8 5.1 4.9 5.0 4.9 

俄羅斯 0.6 2.5 2.1 0.9 2.2 1.7 

巴西 -0.5 0.8 1.5 2.2 1.9 2.3 

北美自由貿易區 2.1 2.4 2.3 2.5 2.8 2.8 

美國 2.0 2.2 2.3 2.6 2.9 2.8 

加拿大 2.3 3.7 3.0 2.9 2.4 2.4 

墨西哥 2.9 3.1 1.7 1.5 2.1 2.2 

歐盟 2.3 2.5 2.8 2.7 2.4 2.2 

西歐 2.0 2.3 2.5 2.5 2.3 2.0 

德國 2.1 2.3 2.7 2.9 2.3 2.4 

法國 1.2 2.0 2.3 2.6 2.1 1.9 

義大利 1.3 1.6 1.8 1.6 1.4 1.2 

英國 2.1 1.9 1.8 1.4 1.2 1.2 

亞太(不含日本) 5.7 5.8 6.0 5.9 5.9 5.9 

日本 1.3 1.6 1.9 2.1 1.6 1.4 

中國大陸 6.9 6.9 6.8 6.8 6.8 6.7 

韓國 2.9 2.7 3.8 2.8 2.8 2.8 

臺灣 2.7 2.5 2.9 3.3 3.0 2.7 

新加坡 2.5 2.8 5.5 3.6 4.2 3.2 

香港 4.4 3.9 3.7 3.4 4.7 3.5 

印度 5.6 6.4 7.3 7.2 7.1 7.3 

越南 5.1 6.3 7.5 7.6 7.4 6.7 

中東 1.8 1.2 1.0 1.0 1.6 2.1 

北非 4.6 5.0 5.1 5.1 4.6 4.4 

南非 2.3 2.6 2.9 3.2 3.3 3.4 

出口   全世界 11.1 7.2 11.1 13.8 11.4 10.8 

進口   全世界 10.2 8.3 11.2 14.1 11.2 10.3 

資料來源：Global Insight Inc., World Overview, 16 May, 2018. 

註 1：(p)為初步統計數；(r)為修正數；(f)為預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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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我國經濟表現比較表」，2018年第1季我國內生產毛額(GDP)為

1,367.1億美元，成長率3.02%，其中農業成長2.36%，工業與服務業則分別

成長3.39%與3.05%。平均每人名目GDP成長1.61%，達到6,338.8美元。 

貿易方面，2018年第1季延續2017年全球景氣同步回溫的趨勢，加上

能源與原物料價格走高，我國出口成長表現依然亮眼，進出口與去年同期

相比皆維持雙位數成長率。2018年第1季我國對外貿易總額成長10.8%，出

口金額成長10.6%，達797.4億美元，而進口金額則成長11.0%，為679.7億

美元。 

消費方面，2018年第1季我國國民消費成長3.46%，高於去年同期

0.46%，其中民間消費及政府消費的成長率皆較去年同期為高，民間消費成

長2.73%，政府消費成長6.58％。在物價指數方面，2018年第1季臺灣消費

者物價指數(CPI)成長1.58%，主因為香菸、油料費、燃氣、運輸費及醫療

費用價格調漲，加上蔬菜、水產品、乳類及肉類價格上揚所致；躉售物價

(WPI)方面，成長率為0.53%，其中基本金屬、石油及煤製品、化學材料及

其製品與藥品類價格上漲，惟農產品價格下跌，抵銷部分漲幅。 

投資方面，2018年第1季國內固定資本形成成長0.55%。第1季國內民

間投資表現小幅成長，相較去年同期成長0.81%，公營事業投資衰退4.58%

較多，至於政府投資則成長0.12%。2018年在半導體領導廠商擴大先進製

程投資下，將有助供應鏈跟進投資，加上政府積極改善投資環境，推動各

項產業創新發展計畫及前瞻基礎建設等，預計將對國內投資動能產生有效

的推力。 

外人來台投資方面，2018年第1季外國人來台投資相較去年同期大增

105.82%，而我國第1季對美國、香港、馬來西亞及越南投資金額皆有顯著

提升，但對中國大陸、日本、新加坡、泰國及菲律賓則明顯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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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我國經濟表現比較表 

 2018年Q1(1) 2017年Q1 

 金 額 成長率％ 金 額 成長率％ 

國內生產毛額 (GDP)(2)(億美元) 1,367.1 3.02 1,327.1 2.64 

 農產 16.9 2.36 16.5 4.04 

 工業 460.6 3.39 445.4 5.49 

 服務業 903.1 3.05 876.4 2.24 

平均每人名目GDP(美元) 6,338.8 1.61 6,238.6 0.62 

國內固定資本形成(3) (新臺幣億元) 8,813.9  0.55  8,766.1  4.82  

 政府 833.2  0.12  832.2  8.04  

 公營事業 323.7  -4.58  339.3  18.34  

 民間 7,650.4  0.81  7,588.9  3.89  

國民消費(3) (億新臺幣) 28,624.3  3.46  27,665.7  0.46  

 民間消費 23,057.5 2.73 22,444.3 1.81 

 政府消費 5,578.9 6.58 5,234.7 -4.83 

物價指數(4)         

 消費價格 (CPI) 101.16 1.58 99.59 0.18 

 躉售價格 (WPI)     101.81 0.53 101.27 1.71 

對外貿易(億美元)(5) 1,477.1 10.8 1,333.2 17.9 

 出口金額 797.4 10.6 720.8 15.0 

 進口金額 679.7 11.0 612.4 21.5 

僑外來華投資(百萬美元) 2,246.7  105.43  1,093.7  -12.86  

 華僑 1.6  -43.25  2.9  92.62  

 外國人 2,245.1  105.82  1,090.8  -12.99  

核准(備)對外投資(百萬美元)         

 中國大陸 1,057.0  -46.53  1,976.8  -22.28  

 美國 160.2  217.92  50.4  -9.90 

 香港 48.7  59.77  30.5  -75.73 

 日本 3.3  -72.86  12.1  -78.80 

 新加坡 2.8  -99.54  609.3  436.68 

 泰國 49.5  -90.07  498.8  9366.58 

 馬來西亞 16.6  318.63  4.0  -68.51 

 菲律賓 16.9  -75.61  69.2  269.00 

 越南 359.0  257.12  100.5  -23.94 

貨幣供給額(億元)         

 M1B 169,101  5.29  160,598  4.40  

 M2  433,106  3.54  418,651  3.59  

外匯存底(億美元) (3月底) 4,571.9  4.5  4,375.3  1.4  

新臺幣匯率(相對1美元) (期底數平均) 29.12    31.10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國民所得統計摘要(2017年5月)、財政部海關出進口統計、經濟部投資審議委

員會核准投資統計、中央銀行統計資料。 

註1：國民所得統計目前更新至2018Q1，數據為初步統計。 

註2：我國國民所得統計按93SNA編制，為連鎖實質值，以2011年為參考年，未經季節調整。 

註3：國內固定資本形成與國民消費為連鎖實質值，以2011年為參考年。 

註4：以2016年為基期。 註5：商品出、進口總值(海關統計)均含復運出、進口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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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1 季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為 1,477.1 億美元，相較 2017

年第 1 季成長 10.8%；出口值為 797.4 億美元，成長 10.6%；進口值

為 679.7 億美元，成長 11.0%；出超 117.6 億美元，成長 8.6%。在全

球經濟基本面依然穩固的情況下，2018 年第 1 季我國出進口延續

2017 年之高成長表現，維持雙位數之成長率。 

觀察我國主要貿易夥伴(表 4)，2018 年第 1 季我國主要貿易夥伴

為中國大陸及香港、東協 10 國、美國、日本、歐盟(28 國)，此五大貿

易夥伴占我國貿易總額的比重達 78.2%。就出口面觀察，我國第 1 大

出口市場為中國大陸及香港，占我國出口額比重 41.3%，較去年同期

成長 14.3%；第 2 大出口市場為東協 10 國，占我國出口額比重 17.7%，

成長 2.2%；第 3 大出口市場為美國，占我國出口額比重 11.2%，成長

9.0%；緊接著為歐盟，占我國出口額比重 8.9%，成長 12.9%；日本則

為我國第 5 大出口市場，占我國出口額比重 6.9%，成長 14.5%。整體

而言，2018 年第 1 季我國出口表現依然維持強勁，除對少數國家為負

成長以外，對全球各主要地區出口皆維持正成長。 

就進口面觀察，2018 年第 1 季我國第 1 大進口來源為中國大陸及

香港，占我國進口額比重 19.1%，較去年同期成長 14.0%；第 2 大進

口來源為日本，占我國進口額比重 16.2%，成長 7.0%；第 3 大進口來

源為美國，占我國進口額比重 11.6%，成長 4.0%；第 4 大進口來源為

東協十國，占我國進口額比重 11.6%，成長 3.1%；歐盟則為我國第 5

大進口市場，占我國進口額比重 10.4%，成長 22.2%。 

2018 年我國重點拓銷目標國家為中國大陸、印度、馬來西亞、印

尼、菲律賓、越南、泰國、德國及美國等 9 國。2018 年第 1 季我國對

上述 8 個國家除了對泰國出口衰退 0.7%外，對其他 8 國出口皆為正成

長，其中對印度、中國大陸、馬來西亞及德國的出口金額成長最為顯

著，分別成長 27.5%、18.9%、11.0%及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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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我國對外貿易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貿 易 總 額 出     口 進      口 出 (入) 超 

年  別 金  額 年增率 金  額 年增率 金  額 年增率 金   額 年增率 

2006 4,267.1 12.0 2,240.1 12.9 2,026.9 11.0 213.2 34.8 

2007 4,659.2 9.2 2,466.7 10.1 2,192.5 8.2 274.3 28.6 

2008 4,960.7 6.5 2,556.2 3.6 2,404.4 9.7 151.8 -44.6 

2009 3,780.4 -23.8 2,036.7 -20.3 1,743.7 -27.5 293.0 93.0 

2010 5,258.3 39.1 2,746.0 34.8 2,512.3 44.1 233.6 -20.3 

2011 5,896.9 12.1 3,082.5 12.3 2,814.3 12.0 268.2 14.8 

2012 5,716.5 -3.1 3,011.8 -2.3 2,704.7 -3.9 307.1 14.5 

2013 5,753.3 0.6 3,054.4 1.4 2,698.9 -0.2 355.4 15.8 

2014 6,019.3 4.6 3,200.9 4.8 2,818.5 4.4 382.4 7.6 

2015 5,225.5 -13.2 2,853.4 -10.9 2,372.1 -15.8 481.2 25.8 

2016 5,108.8 -2.2 2,803.2 -1.8 2,305.6 -2.8 497.5 3.4 

2017 5,765.1 12.8 3,172.4 13.2 2,592.6 12.4 579.8 16.5 

第 1季 1,333.2 17.9 720.8 15.0 612.4 21.5 108.3 -11.5 

第 2季 1,391.5 11.0 756.1 10.2 635.3 11.9 120.8 1.8 

第 3季 1,496.3 14.7 837.1 17.4 659.2 11.3 177.9 47.7 

第 4季 1,544.1 8.8 858.4 10.4 685.6 6.9 172.8 27.1 

2018 1,477.1 10.8 797.4 10.6 679.7 11.0 117.6 8.6 

第 1季 1,477.1 10.8 797.4 10.6 679.7 11.0 117.6 8.6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註1：本表資料含復出進口。 

註2：2014年以前係採特殊貿易制度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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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18年第1季我國對各洲(地區)貿易統計 
單位：億美元；% 

區域/國別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總額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總額 出口 進口 總額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亞洲 947.1 575.8 371.3 204.5 64.1 72.2 54.6 9.6 10.0 9.0 11.9 

中國大陸及香港 459.1 329.1 130.0 199.1 31.1 41.3 19.1 14.2 14.3 14.0 14.4 

中國大陸 358.8 232.2 126.6 105.7 24.3 29.1 18.6 17.4 18.9 14.7 24.3 

香港 100.4 96.9 3.5 93.5 6.8 12.2 0.5 4.1 4.5 -7.2 5.0 

日本 165.0 55.1 109.8 -54.7 11.2 6.9 16.2 9.4 14.5 7.0 -0.4 

韓國 79.3 35.1 44.2 -9.1 5.4 4.4 6.5 5.7 -3.6 14.4 -317.5 

新南向 18國 277.2 165.5 111.7 53.8 18.8 20.8 16.4 3.9 4.3 3.2 6.5 

印度 17.3 9.6 7.8 1.8 1.2 1.2 1.1 10.3 27.5 -5.4 --- 

東協 10國 220.0 141.3 78.7 62.5 14.9 17.7 11.6 2.5 2.2 3.1 1.1 

馬來西亞 44.5 25.8 18.7 7.2 3.0 3.2 2.7 12.3 11.0 14.1 3.7 

印尼 20.3 8.5 11.8 -3.3 1.4 1.1 1.7 2.7 9.6 -1.7 22.8 

菲律賓 32.6 26.3 6.2 20.1 2.2 3.3 0.9 7.7 7.7 7.6 7.7 

越南 33.4 24.4 9.0 15.4 2.3 3.1 1.3 11.9 6.4 30.0 -3.8 

新加坡 58.8 38.3 20.4 17.9 4.0 4.8 3.0 -11.5 -9.3 -15.3 -1.4 

泰國 26.9 15.3 11.6 3.7 1.7 1.8 1.7 4.5 -0.7 12.2 -26.8 

大洋洲 37.3 10.1 27.3 -17.2 2.5 1.3 4.0 7.5 6.9 7.7 -8.2 

澳大利亞 30.6 8.3 22.3 -14.0 2.1 1.0 3.3 7.6 14.5 5.2 -0.3 

紐西蘭 3.2 1.0 2.2 -1.2 0.2 0.1 0.3 8.5 -4.7 15.6 -40.0 

歐洲 161.4 75.7 85.6 -9.9 10.9 9.5 12.6 14.8 12.5 16.9 -66.5 

歐盟 141.2 70.7 70.5 0.3 9.6 8.9 10.4 17.4 12.9 22.2 -94.9 

西班牙 4.7 3.0 1.7 1.2 0.3 0.4 0.3 20.3 26.4 11.2 56.7 

法國 14.9 4.3 10.6 -6.3 1.0 0.5 1.6 10.3 10.3 10.3 -10.3 

英國 13.9 8.8 5.1 3.6 0.9 1.1 0.8 5.5 -0.3 17.0 -17.7 

荷蘭 21.8 13.5 8.3 5.2 1.5 1.7 1.2 30.9 27.0 37.8 12.7 

義大利 13.9 6.7 7.2 -0.6 0.9 0.8 1.1 22.5 37.1 11.6 64.8 

德國 41.5 16.7 24.8 -8.1 2.8 2.1 3.6 18.2 10.7 23.9 -64.1 

俄羅斯 12.1 2.6 9.5 -6.9 0.8 0.3 1.4 17.4 6.4 20.9 -27.5 

北美洲 178.4 95.1 83.3 11.8 12.1 11.9 12.3 7.0 9.8 4.0 80.3 

美國 167.8 89.0 78.8 10.1 11.4 11.2 11.6 6.6 9.0 4.0 74.0 

加拿大 10.5 6.1 4.4 1.7 0.7 0.8 0.6 14.9 23.2 5.0 116.7 

中美洲 11.9 7.6 4.3 3.3 0.8 1.0 0.6 2.7 2.9 2.3 3.6 

墨西哥 7.5 5.5 1.9 3.6 0.5 0.7 0.3 6.1 1.5 21.6 -6.8 

南美洲 17.7 6.8 10.9 -4.1 1.2 0.9 1.6 8.0 21.1 1.2 20.4 

巴西 8.9 3.3 5.6 -2.3 0.6 0.4 0.8 4.8 29.9 -5.9 33.0 

中東及近東 84.2 18.2 66.1 -47.9 5.7 2.3 9.7 23.2 30.5 21.3 -18.2 

土耳其 4.9 4.2 0.7 3.5 0.3 0.5 0.1 35.4 36.4 29.6 37.7 

沙烏地阿拉伯 23.8 2.3 21.5 -19.2 1.6 0.3 3.2 15.9 -10.2 19.7 -24.7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15.4 3.8 11.5 -7.7 1.0 0.5 1.7 25.6 25.2 25.7 -26.0 

伊朗 4.2 1.4 2.8 -1.4 0.3 0.2 0.4 0.4 -7.5 5.0 -21.5 

科威特 12.3 0.3 12.0 -11.6 0.8 0.0 1.8 28.0 30.9 27.9 -27.8 

非洲 11.3 4.8 6.5 -1.7 0.8 0.6 1.0 12.3 8.3 15.4 -40.6 

奈及利亞 0.5 0.2 0.3 0.0 0.0 0.0 0.0 9.2 16.0 4.0 33.4 

南非 4.7 1.8 2.9 -1.0 0.3 0.2 0.4 38.0 28.5 44.8 -86.3 

其他 27.8 3.4 24.4 -21.1 1.9 0.4 3.6 32.0 16.9 34.4 -37.7 

全球 1,477.1 797.4 679.7 117.6 100.0 100.0 100.0 10.8 10.6 11.0 8.6 

註1：本表資料來源為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註2：順差變逆差或逆差變順差，以----表示。 

註3：網底部分係我國重點拓銷目標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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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1季我國主要出口產品中，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之

出口金額341.2億美元為最高，占第1季總出口金額的42.8%，其他主要

出口產品依比重排序為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塑膠及其製品(HS39)

、光學儀器 (HS90)、礦物燃料 (HS27)、有機化學產品 (HS29)、鋼鐵

(HS72)、汽機車及其零件(HS87)、鋼鐵製品(HS73)、銅及其製品(HS74)

。前10大出口產品合計金額為669.5億美元，占我出口比重高達84.0%。

2018年第1季我國前十大出口貨品中，所有品項出口金額皆呈現正成長

，其中有機化學產品(HS29)成長22.0%，而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也

有20.1%的成長率，此外鋼鐵製品(HS73)、塑膠及其製品(HS39)和鋼鐵

(HS72)的成長率也都達到雙位數。 

觀察前10大出口產品的表現情形，2018年第1季前10大出口產品中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在全球經濟穩定成長的帶動下，智慧化、自

動化及客製化之需求持續擴張，因此今年接單出貨持續暢旺，展望第2季

，由於各機械暨零組件廠接單滿載，加上今年各項大型展會於4月起陸續

登場，有助廠商全球搶單與帶動買氣升溫，後續前景可期。石化相關之

有機化學產品(HS29)和塑膠及其製品(HS39)部分，由於全球經濟成長帶

動整體原油需求，加上美伊關係緊張、敘利亞持續動亂等中東地緣政治

因素的影響，第1季我國原油進口價格相較去年同期大漲20.7%，較上一

季也上漲11.4%，因此相關下游產業之產品價格也跟著水漲船高，致出

口金額大幅提升，成長率皆達到雙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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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我國主要出口商品變動趨勢 

單位：％ 

 

電機設備及其零

件 

機械用具及其零

件 
塑膠及其製品 光學儀器 礦物燃料 

H.S.85 H.S.84 H.S 39 H.S.90 H.S.27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2000 年 29.1 39.2 26.6 18.9 5.4 22.0 2.5 43.2 1.1 66.0 

2001 年 28.6 -16.3 26.6 -14.7 5.5 -12.1 2.5 -12.5 1.4 8.2 

2002 年 29.9 12.1 25.2 1.3 5.7 10.3 3.4 43.7 1.6 19.3 

2003 年 32.1 19.4 21.5 -4.9 5.8 13.3 5.1 66.5 2.2 56.1 

2004 年 33.8 27.6 18.2 2.3 6.1 26.9 6.5 55.4 3.0 63.2 

2005 年 34.7 11.8 14.8 -11.3 6.5 16.2 7.1 18.1 4.5 62.7 

2006 年 36.8 19.7 13.0 -0.8 6.2 8.2 8.0 28.7 4.8 21.7 

2007 年 36.3 8.7 11.6 -2.2 6.8 19.9 7.9 8.7 5.6 27.5 

2008 年 34.1 -2.7 10.6 -4.8 6.7 3.0 8.4 9.6 7.3 35.5 

2009 年 37.0 -13.4 9.7 -27.1 7.2 -14.9 7.8 -26.4 5.5 -39.3 

2010 年 37.6 37.1 10.2 40.9 7.2 34.4 8.5 47.5 5.2 27.4 

2011 年 36.5 8.9 10.3 13.7 7.1 11.7 7.6 1.0 5.7 21.1 

2012 年 36.2 -3.1 9.9 -6.1 7.0 -4.0 7.6 -2.4 7.2 23.9 

2013 年 37.4 4.8 9.6 -1.1 7.2 4.3 7.3 -3.2 7.6 7.2 

2014 年 39.3 8.0 10.0 6.6 6.4 -2.6 6.6 -7.7 6.8 -13.5 

2015 年 42.1 -4.3 10.3 -7.8 6.6 -13.4 5.7 -22.7 4.1 -42.2 

2016 年 44.3 3.4 10.8 -0.7 6.3 -5.7 5.3 -7.5 3.5 -9.0 

2017年 44.5 13.9 11.5 21.2 6.4 15.4 5.2 10.6 3.4 11.0 

第 1季 44.1 18.1 10.6 10.7 6.5 15.8 5.1 17.1 4.1 42.9 

第 2季 43.5 12.0 11.7 16.6 6.6 12.0 5.1 9.6 3.4 4.5 

第 3季 44.6 14.2 11.7 34.2 6.2 18.8 5.4 15.5 3.3 18.3 

第 4季 45.8 12.0 12.0 22.7 6.4 15.1 5.0 2.0 3.0 -11.6 

2018 年 42.8 7.3 11.5 20.1 6.8 16.4 4.8 3.3 3.9 6.7 

第 1季 42.8 7.3 11.5 20.1 6.8 16.4 4.8 3.3 3.9 6.7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註1：本表資料含復出進口。 

註2：2014年以前係採特殊貿易制度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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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我國主要出口貨品類別(二位碼) 

單位：億美元；％ 

貨品 H S 
2018Q1 2017Q1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出口總額   797.4 100.0 720.8 100.0 76.6 10.6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85 341.2 42.8 318.0 44.1 23.2 7.3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84 92.1 11.5 76.7 10.6 15.4 20.1 

塑膠及其製品 39 54.2 6.8 46.5 6.5 7.6 16.4 

光學等精密儀器 90 38.3 4.8 37.0 5.1 1.2 3.3 

礦物燃料 27 31.5 3.9 29.5 4.1 2.0 6.7 

有機化學產品 29 29.4 3.7 24.1 3.3 5.3 22.0 

鋼鐵 72 26.6 3.3 23.1 3.2 3.6 15.5 

汽機車及其零件 87 24.3 3.0 22.6 3.1 1.8 7.8 

鋼鐵製品 73 20.3 2.5 17.2 2.4 3.1 17.9 

銅及其製品 74 11.7 1.5 10.7 1.5 1.0 9.1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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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1季我國主要進口產品中，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進

口金額176.5億美元為最高，占總進口金額的26.0%。第2大項進口產品

為礦物燃料(HS27)，進口金額為113.6億美元，占我國進口比重16.7%。

進口第3大項的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進口金額為85.5億美元，占進

口比重12.6%。其他主要進口產品依次為光學儀器(HS90)、有機化學產

品(HS29)、鋼鐵(HS72)、汽機車及其零件(HS87)、塑膠及其製品(HS39)、

雜項化學產品(HS38)與銅及其製品(HS74)。前十大進口產品合計金額為

520.8億美元，占我國進口比重達76.6%。2018年第1季前十大進口產品

多數皆呈現正成長，僅光學儀器(HS90)衰退2.6%，另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HS85)、礦物燃料(HS27)、有機化學產品(HS29)、鋼鐵(HS72)、汽機車

及其零件(HS87)及雜項化學產品(HS38)則均有雙位數的成長率。 

觀察前10大進口產品的表現情形，汽機車及其零件 (HS87)成長

30.5%表現最為突出，主要原因為國內對進口車需求暢旺，而進口車單

價又較高，因此單小客車及其他主要設計供載客之機動車輛(HS8703)進

口金額相較去年同期就有40.0%的成長率；礦物燃料(HS27)、有機化學

產品(HS29)、鋼鐵(HS72)及雜項化學產品(HS38)部分，進口金額成長率

也都達到雙位數成長，主因為國際原油及原物料價格上漲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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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我國主要進口商品變動趨勢 

單位：% 

 

電機設備 

及其零件 
礦物燃料 

機械用具 

及其零件 
光學儀器 有機化學品 

H.S.85 H.S.27 H.S.84 H.S.90 H.S.29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2000 年 27.3 36.6 9.3 59.6 19.9 23 6.3 49.6 4.0 26.8 

2001 年 27.8 -21.6 10.9 -9.4 16.7 -35 5.5 -32.3 3.6 -30.8 

2002 年 28.6 7.9 10.3 -1.4 16.1 1.0 5.6 6.8 3.9 12.0 

2003 年 27.3 8.2 11.9 30.5 14.4 1.1 6.5 31.4 4.3 27.1 

2004 年 25.2 21.4 12.7 41.4 14.4 32 7.3 46.3 4.5 37.2 

2005 年 24.9 6.9 15.4 30.7 12.8 -3.9 6.0 -10.7 4.7 12.4 

2006 年 24.2 7.8 18.1 30.4 11.6 0.7 5.9 9.7 4.8 13.7 

2007 年 22.3 -0.1 19.8 18.6 10.8 0.1 5.7 4.9 4.7 5.1 

2008 年 19.6 -3.6 25.8 42.7 9.7 -0.9 4.3 -17.7 4.2 -2.1 

2009 年 22.9 -15.3 21.3 -40.1 10.9 -18.7 4.1 -31.4 4.1 -29.3 

2010 年 21.8 37.1 20.5 38.7 12.6 66.7 4.1 46.4 4.2 50.7 

2011 年 21.0 7.8 22.4 22.4 10.6 -5.6 3.8 2.6 4.8 27.4 

2012 年 20.2 -7.4 25.9 10.9 9.8 -11.2 3.7 -6.5 4.3 -13.8 

2013 年 20.2 -0.2 25.5 -1.6 10.6 7.5 3.7 3.8 4.4 0.4 

2014年 20.9 4.9 23.8 -5.1 10.2 -2.3 4.1 9.6 3.9 -8.7 

2015 年 23.3 -6.8 16.3 -42.7 12.0 -2.2 4.5 -9.0 3.5 -24.6 

2016 年 25.3 5.6 13.8 -15.8 14.6 16.5 4.4 -0.4 3.2 -9.5 

2017 年 26.0 15.2 15.6 27.5 13.4 3.2 4.1 3.5 3.6 26.2 

第 1季 24.7 19.3 16.1 55.2 13.7 23.8 4.5 24.9 3.9 38.8 

第 2季 25.2 16.6 15.7 28.8 13.2 6.7 4.5 3.2 3.5 24.2 

第 3季 27.5 16.9 15.5 25.8 12.5 -7.6 3.8 -7.7 3.3 15.5 

第 4季 26.3 9.3 15.2 9.4 14.0 -3.7 3.7 -2.7 3.6 27.4 

2018 年 26.0 16.8 16.7 15.6 12.6 2.2 3.9 -2.6 3.9 10.1 

第 1季 26.0 16.8 16.7 15.6 12.6 2.2 3.9 -2.6 3.9 10.1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註1：本表資料含復出進口。 

註2：2014年以前係採特殊貿易制度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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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我國主要進口貨品類別(二位碼) 

單位：億美元；％ 

貨   品 HS 

2018Q1 2017Q1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進口總額   679.7 100.0 612.4 100.0 67.3 11.0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85 176.5 26.0 151.2 24.7 25.3 16.8 

礦物燃料 27 113.6 16.7 98.3 16.1 15.3 15.6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84 85.5 12.6 83.7 13.7 1.8 2.2 

光學等精密儀器 90 26.8 3.9 27.5 4.5 -0.7 -2.6 

有機化學產品 29 26.2 3.9 23.8 3.9 2.4 10.1 

鋼鐵 72 21.6 3.2 19.2 3.1 2.4 12.6 

汽機車及其零件 87 20.5 3.0 15.7 2.6 4.8 30.5 

塑膠及其製品 39 18.3 2.7 16.7 2.7 1.6 9.6 

雜項化學產品 38 16.8 2.5 14.5 2.4 2.3 15.7 

銅及其製品 74 15.1 2.2 14.0 2.3 1.1 7.9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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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美國貿易分析 

2018年第1季我國與美國貿易總值為167.8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6.6%，其中出口為89.0億美元，成長9.0%，進口為78.8億美元，成長

4.0%，貿易出超10.1億美元，成長74.0%。2018年第1季美國仍維持溫和

成長，GDP成長率經季節性因素調整後為2.3%，優於市場預期的2.0%，

但個人消費支出對美國第1季GDP貢獻度僅達0.73%，創2013年第2季以

來新低，但就業市場則表現良好，失業率維持低檔。 

在出口產品方面，我國今年第1季出口美國前3大產品為電機設備及

其零件(HS85)、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與汽機車及其零件(HS87)，三

者合計占我對美國出口比重56.6%。由出口變化來看，2018年第1季我國

對美國出口的前10大產品中，除了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HS85)和鋼鐵

(HS72)分別衰退1.7%和13.4%外，其餘品項皆呈現正成長，其中機械用

具及其零件(HS84)相較去年同期成長23.7%最高，顯示美國製造業景氣持

續轉好，因此機械設備投資依然熱絡，鋼鐵製品(HS73)成長20.3%居次，

玩具及運動用品(HS95)、汽機車及其零件(HS87)和光學儀器(HS90)成長

率也達到雙位數，其他產品則皆為個位數的成長率。 

進口產品方面，我國今年第1季自美國進口的前3大產品為機械用具

及其零件(HS84)、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與礦物燃料(HS27)，合計占

自美國進口比重49.3%。由進口變化來看，2018年第1季我國自美國進口

的前10大產品中，僅礦物燃料(HS27)、肉及食用雜碎(HS02)和塑膠及其

製品(HS39)為正成長，分別較去年同期成長667.2%、35.4%和13.7%，

其餘品項皆為負成長。其中礦物燃料(HS27)延續去年第4季之漲勢，大幅

成長667.2%，主因為美國頁岩油擴產外銷，我國自美國進口原油

(HS2709)量也隨之上升，另外由於中東地緣政治緊張導致油價上漲，也

連帶拉高了原油(HS2709)的進口金額(詳見表9、10)。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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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我國對美國貿易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年  度 
貿易總值 輸      出 輸     入 出入超 

金額 金  額 比重 年增率  金  額 比重 年增率  金  額 比重 年增率  

2012 年 565.8 9.9 -8.9 329.8 10.9 -9.3 236 8.7 -8.4 93.7 

2013 年 577.7 10.0 2.1 325.6 10.7 -1.2 252 9.3 6.8 73.6 

2014 年 651.5 10.8 12.8 351.1 11.0 7.8 300.4 10.7 19.2 50.8 

2015 年 637.4 12.2 -2.2 345.4 12.1 -1.6 292 12.3 -2.8 53.5 

2016年 621.2 12.2 -2.5 335.2 12.0 -3.0 286 12.4 -2.1 49.3 

2017 年 671.8 11.7 8.1 369.4 11.6 10.2 302.4 11.7 5.7 67.1 

第 1季 157.5 11.8 12.0 81.6 11.3 7.6 75.8 12.4 17.2 5.8 

第 2季 164.7 11.8 3.6 92.1 12.2 9.2 72.6 11.4 -2.6 19.5 

第 3季 172.8 11.5 11.3 98.3 11.7 15.1 74.5 11.3 6.7 23.8 

第 4季 176.8 11.5 6.2 97.4 11.3 8.7 79.5 11.6 3.3 17.9 

2018 年 167.8 11.4 6.6 89.0 11.2 9.0 78.8 11.6 4.0 10.1 

第 1季 167.8 11.4 6.6 89.0 11.2 9.0 78.8 11.6 4.0 10.1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註1：本表資料含復出進口。 

註2：2014年以前係採特殊貿易制度統計。 

表10 我國對美國主要出進口產品類別 

單位：億美元；％ 

貨   品 HS 
2018Q1 2017Q1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出口總額 
 

89.0 100.0 81.6 100.0 7.3 9.0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85 23.8 26.8 24.2 29.7 -0.4 -1.7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84 19.2 21.6 15.5 19.0 3.7 23.7 

汽機車及其零件 87 7.3 8.2 6.5 8.0 0.8 11.8 

鋼鐵製品 73 7.1 8.0 5.9 7.2 1.2 20.3 

塑膠及其製品 39 4.8 5.4 4.8 5.8 0.0 1.0 

光學等精密儀器 90 3.0 3.3 2.7 3.3 0.3 11.0 

鋼鐵 72 2.3 2.6 2.7 3.3 -0.4 -13.4 

家具、燈具及配件 94 2.1 2.3 2.0 2.4 0.1 3.3 

玩具及運動用品 95 2.0 2.3 1.8 2.2 0.2 12.7 

金屬工具及其零件 82 2.0 2.2 1.9 2.4 0.0 1.0 

進口總額  78.8 100.0 75.8 100.0 3.0 4.0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84 18.2 23.1 21.0 27.7 -2.8 -13.3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85 10.8 13.7 11.2 14.8 -0.5 -4.0 

礦物燃料 27 9.9 12.5 1.3 1.7 8.6 667.2 

光學等精密儀器 90 5.9 7.5 5.9 7.8 0.0 -0.1 

航空器及其零件 88 3.5 4.4 3.6 4.8 -0.1 -3.9 

關稅配額之貨品 98 2.9 3.6 5.2 6.9 -2.3 -45.0 

種子、果實、穀粒、藥用
植物、芻草及飼料 

12 2.5 3.2 2.8 3.7 -0.3 -10.4 

塑膠及其製品 39 2.4 3.1 2.1 2.8 0.3 13.7 

有機化學產品 29 2.2 2.8 2.3 3.1 -0.1 -3.5 

肉及食用雜碎 02 1.9 2.4 1.4 1.9 0.5 35.4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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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日本貿易分析 

2018年第1季我國與日本貿易總值為165.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9.4%，其中出口為55.1億美元，成長14.5%，進口為109.8億美元，成長

7.0%，貿易逆差54.7億美元。根據日本官方公布之數據，日本今年第1季

經濟成長率衰退0.6％，是9個季度以來首度出現負成長，主因為民間消費

支出下滑，第1季衰退了0.1％，造成需求不振之故。 

出口產品方面，我國出口至日本前3大產品為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HS85)、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與塑膠及其製品(HS39)，占我對日本

出口比重61.2%。由出口變化來看，2018年第1季我國對日本出口的前10

大產品中，除了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和鋼鐵(HS72)僅成長7.8%和

1.4%外，其餘皆達到雙位數正成長，其中雜項化學產品(HS38)、塑膠及

其製品(HS39)和有機化學產品(HS29)分別成長48.1%、46.8%和30.7%最

為突出，至於鋼鐵製品(HS73)成長率亦高達21.2%。 

進口產品方面，我國自日本進口前3大產品為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HS85)、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與汽機車及其零件(HS87)，合計占我

國自日本進口比重的50.7%。我國2018年第1季自日本進口前10大產品中

，除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HS84)衰退11.4%幅度最高，另外光學儀器

(HS90)亦衰退3.5%，其餘皆為正成長，如汽機車及其零件(HS87)成長

40.4%最高，雜項化學產品 (HS38)成長30.2%次之，感光或電影用品

(HS37)、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和鋼鐵(HS72)成長率也都有達到雙位

數成長(詳見表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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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我國對日本貿易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年  度 
貿易總值 輸      出 輸     入 出入超 

金額 金  額 比重 年增率  金  額 比重 年增率 金  額 比重 年增率  

2012 年 665.6 11.6 -5.5 189.9 6.3 4.2 475.7 17.6 -8.9 -285.8  

2013 年 623.8 10.8 -6.3 192.2 6.3 1.2 431.6 16.0 -9.3 -239.4  

2014 年 621.3 10.3 -0.4 201.4 6.3 4.8 419.8 14.9 -2.7 -218.4 

2015 年 584.6 11.2 -5.9 195.9 6.9 -2.7 388.6 16.4 -7.4 -192.7 

2016 年 601.7 11.8 2.9 195.5 7.0 -0.2 406.2 17.6 4.5 -210.7 

2017年 627.2 10.9 4.2 207.8 6.6 6.3 419.4 16.2 3.3 -211.6 

第 1季 150.8 11.3 10.0 48.1 6.7 2.7 102.6 16.8 13.8 -54.5 

第 2季 152.7 11.0 4.6 50.0 6.6 6.7 102.7 16.2 3.6 -52.7 

第 3季 161.3 10.8 2.5 56.3 6.7 11.9 104.9 15.9 -1.9 -48.6 

第 4季 162.5 10.5 0.7 53.4 6.2 3.8 109.2 15.9 -0.7 -55.8 

2018年 165.0 11.2 9.4 55.1 6.9 14.5 109.8 16.2 7.0 -54.7 

第 1季 165.0 11.2 9.4 55.1 6.9 14.5 109.8 16.2 7.0 -54.7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註1：本表資料含復出進口。 

註2：2014年以前係採特殊貿易制度統計。 

表12 我國對日本主要出進口產品類別 

單位：億美元；％ 

貨   品 HS 
2018Q1 2017Q1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出口總額 
 

55.1 100.0 48.1 100.0 7.0 14.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85 23.3 42.3 21.6 44.9 1.7 7.8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84 6.2 11.3 5.3 11.0 0.9 17.5 

塑膠及其製品 39 4.2 7.6 2.9 6.0 1.3 46.8 

光學等精密儀器 90 2.4 4.3 2.0 4.3 0.3 14.8 

鋼鐵 72 1.8 3.4 1.8 3.8 0.0 1.4 

鋼鐵製品 73 1.6 2.9 1.3 2.7 0.3 21.2 

水產品 03 1.5 2.7 1.3 2.6 0.2 17.3 

汽機車及其零件 87 1.4 2.5 1.2 2.6 0.1 11.0 

雜項化學產品 38 1.2 2.2 0.8 1.7 0.4 48.1 

有機化學產品 29 1.2 2.1 0.9 1.9 0.3 30.7 

進口總額  109.8 100.0 102.6 100.0 7.2 7.0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85 26.2 23.9 22.9 22.4 3.3 14.2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84 19.8 18.0 22.4 21.8 -2.5 -11.4 

汽機車及其零件 87 7.5 6.9 5.4 5.2 2.2 40.4 

塑膠及其製品 39 6.8 6.2 6.4 6.2 0.4 6.5 

光學等精密儀器 90 6.8 6.2 7.1 6.9 -0.2 -3.5 

雜項化學產品 38 6.1 5.5 4.7 4.6 1.4 30.2 

鋼鐵 72 5.1 4.6 4.5 4.4 0.6 13.9 

有機化學產品 29 4.9 4.4 4.7 4.6 0.1 2.2 

銅及其製品 74 3.9 3.5 3.6 3.5 0.3 7.4 

感光或電影用品 37 2.3 2.1 2.0 2.0 0.3 14.3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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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中國大陸及香港貿易分析 

2018年第1季我國對中國大陸及香港貿易總額為459.1億美元，較去

年同期上升14.2%，其中出口為329.1億美元，成長14.3%，進口為130億

美元，成長14.0%，出超達199.1億美元，金額較去年同期增加25.1億美

元，成長率達14.4%。中國大陸第1季GDP成長率為6.8％，符合市場預期，

其中消費成長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中國大陸第1季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成

長的貢獻率為77.8％，較去年全年的58.8％成長近2成，但美中之間貿易

形勢的緊張則給出口帶來了壓力，成為經濟成長的阻力。 

出口產品方面，我國出口至中國大陸及香港的前3大產品為電機設備

及其零件(HS85)、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和光學儀器(HS90)，合計占

我國對中國大陸及香港出口比重71.6%，其中電機設備為出口最大宗，占

我國對中國大陸及香港比重55.3%。成長率方面，2018年第1季我國出口

中國大陸的前10大產品金額皆呈現正成長，其中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

受惠於中國大陸製造業需求暢旺，對機械設備的需求湧現，加上智慧機械

與自動化生產興起，帶動我國機械設備對中國大陸及香港出口在第1季成

長28.3%，此外雜項化學產品(HS38)成長20.6%，礦物燃料(HS27)、電機

設備及其零件(HS85) 、有機化學產品(HS29)和塑膠及其製品(HS39)也都

達到雙位數的成長率。 

進口產品方面，2018年第1季我國自中國大陸及香港進口的前3大產

品依序為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和鋼鐵

(HS72)，合計約占我國自中國大陸及香港進口總額的61.8%。我國自中國

大陸及香港進口前10大產品中，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成長25.5%最

高，有機化學產品(HS29)成長21.3%居次，塑膠及其製品(HS39)成長

20.5%亦超過兩成(詳見表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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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我國對中國大陸及香港貿易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年度 

貿易總值 輸出 輸入 出入超 
金額 金額 比重 年增率 金額 比重 年增率 金額 比重 年增率 

2012 年 1,623.9 28.4 -4.2 1,188.10 39.4 -4.4 435.8 16.1 -3.8 752.3  

2013 年 1,656.1 28.8 2.0 1,213.60 39.7 2.1 442.6 16.4 1.6 771.0  

2014 年 1,796.7 29.8 8.5 1,286.80 40.2 6.0 510.0 18.1 15.2 776.8 

2015 年 1,592.7 30.5 -11.3 1,125.4 39.4 -12.4 467.3 19.7 -8.3 658.1 

2016 年 1,576.0 30.8 -1.1 1,122.8 40.1 -0.2 453.2 19.7 -3.0 669.6 

2017年 1,817.7 31.5 15.3 1,302.1 41.0 16.0 515.5 19.9 13.8 786.6 

第 1季 402.1 30.2 18.7 288.1 40.0 21.9 114.1 18.6 11.1 174.0 

第 2季 424.8 30.5 11.8 299.8 39.7 12.3 124.9 19.7 10.6 174.9 

第 3季 477.0 31.9 18.0 342.5 40.9 18.4 134.5 20.4 17.1 208.0 

第 4季 513.8 33.3 13.4 371.8 43.3 12.6 142.0 20.7 15.7 229.7 

2018 年 459.1 31.1 14.2 329.1 41.3 14.3 130.0 19.1 14.0 199.1 

第 1季 459.1 31.1 14.2 329.1 41.3 14.3 130.0 19.1 14.0 199.1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註1：本表資料含復出進口。 

註2：2014年以前係採特殊貿易制度統計。 

表 14 我國對中國大陸及香港主要出進口產品類別 

 單位：億美元；％ 

貨   品 HS 
2018Q1 2017Q1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出口總額 
 

329.1 100.0 288.1 100.0 41.1 14.3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85 182.1 55.3 158.2 54.9 23.9 15.1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84 27.0 8.2 21.0 7.3 5.9 28.3 

光學等精密儀器 90 26.7 8.1 26.3 9.1 0.5 1.7 

塑膠及其製品 39 22.9 7.0 20.0 6.9 2.9 14.4 

有機化學產品 29 17.2 5.2 14.9 5.2 2.3 15.1 

銅及其製品 74 7.1 2.2 6.6 2.3 0.5 7.5 

礦物燃料 27 4.4 1.3 3.7 1.3 0.6 17.1 

鋼鐵 72 3.5 1.1 3.4 1.2 0.2 4.5 

雜項化學產品 38 2.9 0.9 2.4 0.8 0.5 20.6 

玻璃及玻璃器 70 2.9 0.9 2.7 0.9 0.1 5.1 

進口總額  130.0 100.0 114.1 100.0 15.9 14.0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85 56.6 43.5 49.5 43.4 7.1 14.3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84 19.1 14.7 15.2 13.3 3.9 25.5 

鋼鐵 72 4.7 3.6 4.8 4.2 -0.1 -1.7 

光學等精密儀器 90 4.0 3.1 4.1 3.6 -0.1 -2.8 

雜項化學產品 38 3.9 3.0 3.5 3.1 0.4 12.4 

有機化學產品 29 3.7 2.8 3.0 2.7 0.6 21.3 

塑膠及其製品 39 3.5 2.7 2.9 2.5 0.6 20.5 

銅及其製品 74 3.3 2.6 3.1 2.7 0.3 8.2 

關稅配額之貨品 98 2.6 2.0 2.7 2.3 0.0 -0.6 

珍珠寶石及貴金屬 71 2.5 1.9 2.6 2.3 -0.1 -3.3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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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歐盟(EU)貿易分析 

2018年第1季我國對歐盟28國貿易總值為141.2億美元，較去年同

期增加17.4%，其中出口金額為70.7億美元，成長12.9%；進口金額為

70.5億美元，成長22.2%；貿易由2017年第4季的入超2.5億美元轉為出

超0.3億美元。根據歐盟統計局發布統計顯示，歐盟地區經濟成長已出現

放緩的跡象，第1季歐元區經濟較前季成長0.4%，略低於2017年第4季

的0.7%。 

觀察我國對歐盟2018年第1季的主要出口產品，前三大產品為電機

設備及其零件(HS85)、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與汽機車及其零件

(HS87)，三者合計占我國出口至歐盟地區的60.5%。而我國對歐盟前10

大出口產品相較去年同期皆呈現正成長，其中鋼鐵(HS72)成長55.2%最

高，有機化學產品(HS29)成長52.9%次之，鋼鐵製品(HS73)成長20.2為

第3高，其他品項中除了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和汽機車及其零件

(HS87)分別成長17.2%和10.1%外，其餘品項成長率皆為個位數。 

主要進口產品部分，前三大產品分別為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和汽機車及其零件(HS87)，合計占我國自歐盟

地區進口金額的44.4%。前10大進口產品中，所有品項除了有機化學產

品(HS29)衰退7.0%外，其餘品項於第1季皆呈現正成長。其中機械用具

及其零件(HS84)成長44.7%最高，關稅配額之貨品(HS98)成長37.1%次

之，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和醫藥品(HS30)也都有超過三成的成長率，

另汽機車及其零件(HS87)和光學儀器(HS90)也有超過兩成的成長率(詳

見表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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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我國對歐盟(EU)貿易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年   度 

(加盟國數) 

貿易總額 輸      出 輸     入 出入超
金額 金額 比重 年增率  金額 比重 年增率  金額 比重 年增率  

2012 年(27國) 487.2 8.5 -7.4 262.3 8.7 -8.3 224.9 8.3 -6.3 37.4 

2013 年(28國) 491.4 8.5 0.8 252.6 8.3 -3.7 238.7 8.8 6.1 13.9 

2014 年(28國) 524.1 8.7 6.7 268.9 8.4 6.4 255.2 9.1 6.9 13.7 

2015 年(28國) 476.4 9.1 -9.1 241.2 8.5 -10.3 235.1 9.9 -7.9 6.1 

2016 年(28國) 488.4 9.6 2.5 245.8 8.8 1.9 242.6 10.5 3.2 3.2 

2017年(28國) 532.3 9.2 9.0 271.8 8.6 10.6 260.5 10.0 7.4 11.3 

第 1季 120.3 9.0 6.9 62.6 8.7 5.8 57.6 9.4 8.1 5.0 

第 2季 131.9 9.5 9.0 66.7 8.8 6.2 65.1 10.3 12.1 1.6 

第 3季 136.9 9.2 10.9 72.1 8.6 17.5 64.9 9.8 4.3 7.2 

第 4季 143.2 9.3 9.0 70.3 8.2 12.7 72.9 10.6 5.6 -2.5 

2018年(28國) 141.2 9.6 17.4 70.7 8.9 12.9 70.5 10.4 22.2 0.3 

第 1季 141.2 9.6 17.4 70.7 8.9 12.9 70.5 10.4 22.2 0.3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註1：本表資料含復出進口。 

註2：2014年以前係採特殊貿易制度統計。 

表16 我國對歐盟主要出進口產品類別 

單位：億美元；％ 

貨   品 HS 
2018Q1 2017Q1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出口總額 
 

70.7 100.0 62.6 100.0 8.1 12.9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85 21.2 30.0 19.9 31.8 1.3 6.8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84 13.7 19.3 11.7 18.6 2.0 17.2 

汽機車及其零件 87 7.9 11.2 7.2 11.5 0.7 10.1 

鋼鐵製品 73 5.1 7.2 4.2 6.7 0.8 20.2 

鋼鐵 72 4.3 6.1 2.8 4.4 1.5 55.2 

塑膠及其製品 39 3.1 4.3 2.9 4.6 0.2 6.6 

金屬工具及其零件 82 2.0 2.8 1.9 3.0 0.1 5.6 

光學等精密儀器 90 1.9 2.7 1.8 2.9 0.1 6.2 

有機化學產品 29 1.2 1.7 0.8 1.3 0.4 52.9 

玩具及運動用品 95 1.0 1.4 1.0 1.5 0.0 2.5 

進口總額  70.5 100.0 57.6 100.0 12.8 22.2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84 13.9 19.8 9.6 16.7 4.3 44.7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85 10.1 14.4 7.6 13.2 2.5 32.8 

汽機車及其零件 87 7.2 10.2 5.7 9.9 1.5 26.1 

醫藥品 30 6.0 8.5 4.6 8.0 1.4 30.4 

光學等精密儀器 90 4.1 5.9 3.3 5.8 0.8 24.5 

航空器及其零件 88 3.8 5.4 3.8 6.6 0.0 1.0 

有機化學產品 29 3.1 4.4 3.3 5.8 -0.2 -7.0 

飲料、酒類及醋 22 2.2 3.1 2.0 3.6 0.1 6.8 

雜項化學產品 38 2.2 3.1 1.9 3.3 0.3 15.1 

關稅配額之貨品 98 1.5 2.1 1.1 1.9 0.4 37.1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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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東協10國(ASEAN)貿易分析 

2018年第1季我國對東協10國貿易總值為220.0億美元，較去年同

期成長2.5%，其中出口金額為141.3億美元，成長2.2%，進口金額為

78.7億美元，成長3.1%，貿易出超金額62.5億美元。東協國家第1季持

續受惠於歐美經濟成長，帶動其經濟表現，加上該等政府釋出刺激經濟

的利多政策，以及基礎建設投資力道強勁，使得東協經濟基本面仍顯穩

固，短期內可望維持穩定成長。 

出口產品方面，2018年第1季我國對東協出口的前三項產品為電機

設備及其零件(HS85)、礦物燃料(HS27)和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出

口金額合計占我國第1季出口該區總額的63.2%。前10大出口產品在第1

季除了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和針織品或鉤針織品(HS60)分別衰退

4.8%和6.2%之外，其他品項皆為正成長，其中有機化學產品(HS29)成

長21.6%最高，塑膠及其製品(HS39)也有16.0%的成長率，石化產業下

游產品的出口金額成長，主因為全球經濟成長帶動整體原油需求，加上

美伊關係緊張、敘利亞持續動亂等中東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使得第1

季我國原油進口價格相較去年同期大漲 20.7%，較上一季也上漲

11.4%，因此相關下游產業之產品價格也跟著水漲船高之故。除了石化

相關產品外，我國出口東協之鋼鐵(HS72)金額也有18.7%的成長率，光

學等精密儀器(HS90)和銅及其製品(HS74)亦達到雙位數成長。 

進口產品方面，2018年第1季我國自東協進口的前三項產品為電機

設備及其零件(HS85)、礦物燃料(HS27)和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金

額合計占我國進口該區總額的63.3%。前10大進口產品相較去年同期多

數皆呈正成長，僅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礦物燃料(HS27)和光學等

精密儀器(HS90)，分別衰退15.8%、15.6%和9.1%，其餘產品皆為正成

長，其中以鋼鐵(HS72)成長幅度最高，達到76.2%，經查原因為中國大

陸青山鋼鐵位於印尼的不銹鋼廠於去年8月投產後，不銹鋼產量大增，

導致我國自印尼進口之熱軋不銹鋼於第1季大幅成長之故(詳見表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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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我國對東協10國貿易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年   度 

(加盟國數) 

貿易總值 輸      出 輸     入 出入超
金額 金額 比重 年增率 金額 比重 年增率  金額 比重 年增率  

2012 年 880.8 15.4 4.4 565.5 18.8 9.7 315.3 11.7 -3.9 250.2  

2013 年 913.7 15.9 3.7 587.7 19.2 3.9 326.1 12.1 3.4 261.6  

2014 年 949 15.8 3.9 601.7 18.8 2.4 347.2 12.3 6.5 254.5 

2015 年 806.8 15.4 -15 516.4 18.1 -14.2 290.4 12.2 -16.4 226.0 

2016 年 784.4 15.4 -2.8 512.9 18.3 -0.7 271.5 11.8 -6.5 241.4 

2017年 896.0 15.5 14.2 585.7 18.5 14.2 310.3 12.0 14.3 275.4 

第 1季 214.6 16.1 22.1 138.2 19.2 17.9 76.4 12.5 30.4 61.9 

第 2季 217.1 15.6 13.0 139.4 18.4 10.9 77.7 12.2 16.9 61.6 

第 3季 231.6 15.5 16.3 154.6 18.5 19.9 77.0 11.7 9.5 77.6 

第 4季 232.7 15.1 7.1 153.5 17.9 8.8 79.2 11.6 3.9 74.3 

2018年 220.0 14.9 2.5 141.3 17.7 2.2 78.7 11.6 3.1 62.5 

第 1季 220.0 14.9 2.5 141.3 17.7 2.2 78.7 11.6 3.1 62.5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註1：本表資料含復出進口。 

註2：2014年以前係採特殊貿易制度統計。 

表18 我國對東協10國主要出進口產品類別 

單位：億美元；％ 

貨   品 HS 
2018Q1 2017Q1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出口總額 
 

141.3 100.0 138.2 100.0 3.0 2.2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85 59.2 41.9 62.3 45.0 -3.0 -4.8 

礦物燃料 27 19.7 13.9 18.5 13.4 1.1 6.1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84 10.5 7.4 9.8 7.1 0.8 7.7 

鋼鐵 72 7.4 5.2 6.2 4.5 1.2 18.7 

塑膠及其製品 39 7.2 5.1 6.2 4.5 1.0 16.0 

有機化學產品 29 3.8 2.7 3.1 2.2 0.7 21.6 

針織品或鉤針織品 60 3.4 2.4 3.6 2.6 -0.2 -6.2 

人造纖維絲 54 2.3 1.6 2.2 1.6 0.1 6.5 

光學等精密儀器 90 2.1 1.5 1.9 1.3 0.2 10.2 

銅及其製品 74 2.0 1.4 1.8 1.3 0.2 10.4 

進口總額  78.7 100.0 76.4 100.0 2.4 3.1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85 28.1 35.7 24.6 32.3 3.5 14.2 

礦物燃料 27 12.4 15.7 14.7 19.2 -2.3 -15.6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84 9.3 11.9 11.1 14.5 -1.7 -15.8 

光學等精密儀器 90 2.7 3.5 3.0 4.0 -0.3 -9.1 

有機化學產品 29 2.2 2.8 1.8 2.4 0.4 20.5 

鋼鐵 72 2.1 2.7 1.2 1.6 0.9 76.2 

塑膠及其製品 39 1.6 2.0 1.6 2.1 0.0 1.2 

銅及其製品 74 1.6 2.0 1.3 1.6 0.3 24.7 

雜項化學產品 38 1.4 1.8 1.2 1.6 0.2 14.9 

汽機車及其零件 87 1.1 1.4 1.0 1.3 0.2 18.2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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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對APEC會員體貿易分析 

2018年第1季，我國對APEC會員體貿易總值高達1,159.9億美元，

較去年同期成長9.1%，其中出口金額為672.0億美元，成長9.6%，進口

金額為487.9億美元，成長8.5%，貿易出超達184.0億美元，成長12.6%。 

觀察2018年第1季貿易統計數據可發現，我國對APEC會員體出進

口額占我國出進口額比重各為84.3%及71.8%，而我國對APEC會員體貿

易總額占我國整體比重則約八成，其中東協、美國、中國大陸及日本皆

為我國重要貿易夥伴，可見亞太地區與我國經貿往來之密切。 

我國第1季對APEC各會員體出口中，前5大依序為中國大陸、香港、

美國、日本、新加坡，合計占臺灣總出口的64.2%。成長率方面，我國

第1季除了對韓國衰退3.6%、對新加坡衰退9.3%、對泰國衰退0.7%、對

紐西蘭衰退4.7%及對巴布亞紐幾內亞衰退84.3%外，對其他APEC會員

體出口皆為正成長，其中又以對加拿大的出口成長幅度最高，達到

23.2%，對中國大陸成長18.9%次之，對香港成長4.5%、對美國出口成

長9.0%、對日本成長14.5%。其餘APEC會員體中，我國對馬來西亞、

澳洲、智利及汶萊等國家出口均有雙位數的成長率。 

進口前5大會員體則依序為中國大陸、日本、美國、韓國、澳洲，

合計占臺灣總進口的56.2%。成長率方面，我國除了自香港、新加坡、

印尼及祕魯的進口金額為衰退外，自其他APEC會員體皆為正成長，其

中自越南進口成長30.0%最高，自巴布亞紐幾內亞成長26.2%次之，自

智利、墨西哥及俄羅斯的成長率也都超過兩成(詳見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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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2018年第1季我國對APEC各會員體之貿易統計 

單位：億美元;% 

國別 
貿易總額 出口 進口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香港 100.4 6.8 4.1 96.9 12.2 4.5 3.5 0.5 -7.2 

韓國 79.3 5.4 5.7 35.1 4.4 -3.6 44.2 6.5 14.4 

  

新加坡 58.8 4.0 -11.5 38.3 4.8 -9.3 20.4 3.0 -15.3 

泰國 26.9 1.8 4.5 15.3 1.9 -0.7 11.6 1.7 12.2 

馬來西亞 44.5 3.0 12.3 25.8 3.2 11.0 18.7 2.7 14.1 

印尼 20.3 1.4 2.7 8.5 1.1 9.6 11.8 1.7 -1.7 

越南 33.4 2.3 11.9 24.4 3.1 6.4 9.0 1.3 30.0 

菲律賓 32.6 2.2 7.7 26.3 3.3 7.7 6.2 0.9 7.6 

  

美國 167.8 11.4 6.6 89.0 11.2 9.0 78.8 11.6 4.0 

加拿大 10.5 0.7 14.9 6.1 0.8 23.2 4.4 0.6 5.0 

墨西哥 7.5 0.5 6.1 5.5 0.7 1.5 1.9 0.3 21.6 

  

中國大陸 358.8 24.3 17.4 232.2 29.1 18.9 126.6 18.6 14.7 

日本 165.0 11.2 9.4 55.1 6.9 14.5 109.8 16.2 7.0 

澳大利亞 30.6 2.1 7.6 8.3 1.0 14.5 22.3 3.3 5.2 

紐西蘭 3.2 0.2 8.5 1.0 0.1 -4.7 2.2 0.3 15.6 

智利 4.2 0.3 21.7 0.6 0.1 17.6 3.6 0.5 22.4 

巴布亞紐幾內亞 2.4 0.2 3.1 0.1 0.0 -84.3 2.3 0.3 26.2 

祕魯 1.2 0.1 -28.3 0.5 0.1 1.6 0.7 0.1 -42.0 

汶萊 0.5 0.0 13.3 0.0 0.0 14.1 0.4 0.1 13.2 

俄羅斯 12.1 0.8 17.4 2.6 0.3 6.4 9.5 1.4 20.9 

APEC(20) 1,159.9 78.5 9.1 672.0 84.3 9.6 487.9 71.8 8.5 

  

全球 1,477.1 100.0 10.8 797.4 100.0 10.6 679.7 100.0 11.0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26 

 (一)美國 

2018年第1季的美國經濟表現仍相對良好，美國商務部公布第1

季GDP年化成長率2.3%，雖不如去年第4季的2.9%，但仍優於市場

原先預估的2%，消費者支出擴大1.1%符合預期，但為2013年來最

小增幅。2018年第1季美國貿易總額為10,017.4億美元，相較去年

同期成長8.6%，其中出口額為4,025.1億美元，成長8.0%，進口

5,992.3億美元，成長9.0%。 

出口方面，2018年第1季美國主要出口前10大國家/地區依序為

加拿大、墨西哥、中國大陸、日本、英國、德國、韓國、荷蘭、香

港及巴西，合計占美國出口總體比重達65.5%，我國則排名美國出

口國家第15名，較上一季上升1名。美國出口前10大國家/地區金額

除對香港衰退5.8%外，其餘皆呈正成長，其中對英國成長31.4%最

高，對德國、韓國及荷蘭也都達到雙位數成長率，對中國大陸則成

長8.6%。 

進口方面，美國主要進口前10大國家/地區依序為中國大陸、墨

西哥、加拿大、日本、德國、韓國、英國、印度、義大利及法國，

合計占美國進口總體比重達69.6%，我國則排名第12名，與去年同

期持平。美國前10大進口國家金額皆呈正成長，其中義大利成長

15.6%、中國大陸成長13.6%、印度成長11.6%為前三高。 

臺美雙邊貿易部分，2018年第1季貿易總額達168.6億美元，成

長3.4%，其中美國對我國出口64.1億美元，衰退4.6%；自我國進口

104.5億美元，成長9.0%，我國對美國第1季出超金額40.4億美元，

相較去年同期成長40.9%(詳見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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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2018年第 1季美國對世界各國貿易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國別 
貿易總額 出口 進口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中華民國 168.6 1.7 3.4 64.1 1.6 -4.6 104.5 1.7 9.0 

香港 121.9 1.2 -7.8 107.1 2.7 -5.8 14.8 0.2 -19.9 

韓國 298.6 3.0 3.9 130.7 3.2 15.6 168.0 2.8 -3.7 

  
         

新加坡 136.2 1.4 17.1 77.9 1.9 5.4 58.3 1.0 37.7 

泰國 105.1 1.0 8.5 30.0 0.7 20.8 75.0 1.3 4.3 

馬來西亞 124.7 1.2 3.6 31.8 0.8 -2.6 92.8 1.5 5.9 

印尼 70.4 0.7 4.0 18.3 0.5 8.6 52.1 0.9 2.4 

菲律賓 50.3 0.5 7.6 20.4 0.5 1.4 29.9 0.5 12.2 

越南 135.1 1.3 10.2 21.2 0.5 2.5 113.9 1.9 11.8 

ASEAN(10) 633.9 6.3 9.2 201.5 5.0 5.5 432.4 7.2 11.0 

  
         

加拿大 1,502.6 15.0 6.9 732.7 18.2 9.8 769.9 12.8 4.3 

墨西哥 1,461.2 14.6 8.9 639.3 15.9 8.9 821.9 13.7 8.9 

NAFTA 2,963.8 29.6 7.9 1,372.1 34.1 9.4 1,591.7 26.6 6.6 

  
         

日本 524.6 5.2 6.1 174.6 4.3 8.9 350.0 5.8 4.7 

中國大陸 1,551.4 15.5 12.5 320.2 8.0 8.6 1,231.1 20.5 13.6 

澳大利亞 83.0 0.8 2.4 60.1 1.5 5.6 22.9 0.4 -5.2 

紐西蘭 19.4 0.2 5.2 8.5 0.2 4.5 10.9 0.2 5.7 

俄羅斯 61.9 0.6 18.5 15.8 0.4 23.2 46.1 0.8 16.9 

智利 69.4 0.7 12.2 33.1 0.8 5.2 36.3 0.6 19.4 

秘魯 44.4 0.4 6.3 22.6 0.6 1.1 21.7 0.4 12.2 

APEC(20) 6,529.4 65.2 8.3 2,509.0 62.3 7.9 4,020.3 67.1 8.5 

  
         

沙烏地阿拉伯 77.2 0.8 -20.8 33.6 0.8 -6.4 43.7 0.7 -29.2 

印度 201.4 2.0 17.3 74.0 1.8 28.7 127.3 2.1 11.6 

 

阿根廷 35.6 0.4 18.4 23.1 0.6 12.3 12.5 0.2 31.8 

巴西 163.6 1.6 10.6 92.5 2.3 13.4 71.1 1.2 7.1 

  
         

德國 454.2 4.5 12.2 147.6 3.7 14.0 306.7 5.1 11.4 

法國 202.1 2.0 2.6 80.7 2.0 -4.5 121.4 2.0 7.9 

英國 318.6 3.2 22.5 171.7 4.3 31.4 146.9 2.5 13.6 

荷蘭 169.1 1.7 15.1 118.0 2.9 13.6 51.1 0.9 18.8 

比利時 115.8 1.2 4.2 76.7 1.9 2.3 39.0 0.7 8.4 

義大利 180.5 1.8 14.1 53.8 1.3 10.7 126.6 2.1 15.6 

歐盟 28國 1,939.7 19.4 12.7 780.8 19.4 11.6 1,158.9 19.3 13.5 

  
         

全球 10,017.4 100.0 8.6 4,025.1 100.0 8.0 5,992.3 100.0 9.0 

資料來源：WTA 資料庫。 

註 1：APEC(20)為目前 APEC 21 個會員體扣除美國，除表列者外，尚包括汶萊與巴布亞紐幾內亞。 

註 2：ASEAN 目前有 10個會員國，除表列者外，尚包括緬甸、寮國、柬埔寨及汶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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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 

2018年第1季的日本經濟持續穩步成長，根據日本政府的估計，日

本第1季GDP年成長率為2.2％，優於市場預期的1.7％，且創下去年首季

以來新高，國內需求則略為增加，與上季相比成長0.4%，為連續第5季

成長。2018年第1季日本整體對外貿易總額為3,697.9億美元，成長

11.4%，出口金額1,843.7億美元，成長10.1%，進口金額1,854.1億美元，

成長12.7%。 

出口方面，日本前10大出口國家/地區依序為美國、中國大陸、韓國、

臺灣、香港、泰國、新加坡、德國、澳大利亞及印尼，合計占日本出口

總額比重達69.9%，我國則排名日本出口國家第四名，與去年相比維持

不變。日本出口前10大國家/地區在今年第1季除了對香港衰退3.8%外，

對其餘國家出口金額皆為正成長，其中對印尼、德國及泰國成長幅度較

高，分別成長22.9%、20.1%及15.0%，本季美國相較上季超越了中國大

陸，成為日本第一大出口國。 

進口方面，日本2018年第1季前10大進口國家依序為中國大陸、美

國、澳大利亞、韓國、沙烏地阿拉伯、德國、臺灣、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泰國與印尼，合計占日本進口總體比重達65.0%，我國則排名第7名。

2018年第1季日本自前10大進口國的進口金額皆為正成長，其中對德國

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進口金額成長率皆超過兩成，分別成長21.2%和

20.1%，另外日本對韓國也有19.8%的進口成長率。 

臺日雙邊貿易部分，2018年第1季貿易總額為170.2億美元，成長

7.7%，其中日本對我國出口104.6億美元，成長5.8%；自我國進口65.6

億美元，成長10.8%(詳見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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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018年第 1季日本對世界各國貿易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國別 
貿易總額 出口 進口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中華民國 170.2 4.6 7.7 104.6 5.7 5.8 65.6 3.5 10.8 

香港 90.2 2.4 -1.5 83.5 4.5 -3.8 6.7 0.4 39.7 

韓國 221.6 6.0 11.0 139.0 7.5 6.3 82.6 4.5 19.8 

  

新加坡 89.1 2.4 13.4 62.6 3.4 10.2 26.5 1.4 21.8 

馬來西亞 87.9 2.4 9.2 34.5 1.9 13.9 53.4 2.9 6.4 

泰國 141.3 3.8 16.0 79.1 4.3 15.0 62.2 3.4 17.2 

印尼 96.5 2.6 19.6 38.4 2.1 22.9 58.1 3.1 17.5 

菲律賓 54.5 1.5 9.6 27.7 1.5 3.9 26.8 1.4 16.3 

越南 86.8 2.3 13.1 37.2 2.0 9.1 49.6 2.7 16.4 

ASEAN(10) 573.3 15.5 14.1 283.1 15.4 12.7 290.2 15.7 15.6 

  

美國 535.8 14.5 8.0 342.3 18.6 7.0 193.6 10.4 9.8 

加拿大 53.9 1.5 6.5 25.1 1.4 3.1 28.8 1.6 9.6 

墨西哥 41.4 1.1 0.9 26.0 1.4 -2.7 15.4 0.8 7.6 

NAFTA 631.2 17.1 7.3 393.4 21.3 6.0 237.7 12.8 9.6 

  

中國大陸 764.0 20.7 10.1 340.5 18.5 14.2 423.5 22.8 7.0 

澳大利亞 155.1 4.2 15.4 45.1 2.4 13.8 110.0 5.9 16.1 

紐西蘭 11.7 0.3 9.3 5.7 0.3 1.7 6.0 0.3 17.7 

俄羅斯 57.2 1.5 16.5 19.2 1.0 44.9 38.0 2.0 6.0 

智利 26.4 0.7 17.8 4.9 0.3 6.0 21.4 1.2 20.9 

祕魯 9.0 0.2 40.2 2.3 0.1 15.0 6.7 0.4 51.7 

APEC(20) 2,704.6 73.1 10.3 1,418.3 76.9 9.2 1,286.3 69.4 11.5 

  

沙烏地阿拉伯 94.3 2.6 12.3 12.9 0.7 50.8 81.5 4.4 7.9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83.3 2.3 13.5 20.8 1.1 -2.5 62.4 3.4 20.1 

卡達 42.7 1.2 21.7 4.1 0.2 21.7 38.6 2.1 21.7 

印度 43.7 1.2 23.0 27.8 1.5 26.3 15.9 0.9 17.7 

 

阿根廷 3.8 0.1 13.4 2.0 0.1 17.4 1.8 0.1 9.2 

巴西 28.1 0.8 29.4 10.3 0.6 42.5 17.8 1.0 22.9 

  

德國 119.3 3.2 20.7 53.2 2.9 20.1 66.1 3.6 21.2 

法國 44.8 1.2 13.3 18.1 1.0 18.3 26.7 1.4 10.1 

英國 54.2 1.5 3.8 35.4 1.9 -0.3 18.8 1.0 12.6 

荷蘭 40.9 1.1 14.2 33.8 1.8 13.0 7.1 0.4 20.8 

歐盟 28國 431.9 11.7 17.2 212.8 11.5 15.1 219.1 11.8 19.3 

  

全球 3,697.9 100.0 11.4 1,843.7 100.0 10.1 1,854.1 100.0 12.7 

資料來源：WTA資料庫 

註 1：APEC(20)為目前 APEC 21個會員體扣除日本，除表列者外，尚包括汶萊與巴布亞紐幾內亞 

註 2：ASEAN 目前有 10個會員國，除表列者外，尚包括緬甸、寮國、柬埔寨及汶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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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2018年第1季經濟成長表現略優於預期，根據中國國家統

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大陸2018年第1季GDP較去年同期成長6.8%，

固定資產投資成長7.5%，總體經濟表現保持穩定。2018年第1季中國大

陸對外貿易總額為10,266.3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15.6%，出口值為

5,460.5億美元，成長13.0%，進口值為4,805.7億美元，成長18.7%，出

超654.8億美元，衰退16.6%。 

出口方面，2018年第1季中國大陸前10大主要出口國家/地區依序為

美國、香港、日本、韓國、越南、印度、德國、荷蘭、英國及新加坡，

合計占中國出口總體比重達57.9%，而我國則排名第11名，較上季上升1

名。中國大陸出口前10大國家/地區中，僅對英國衰退2.6%，其餘前10

大出口國家/地區則皆為正成長，正成長國家中僅對日本、韓國及新加坡

成長幅度低於10%，對其餘國家則都達到雙位數成長。其中對最大出口

國美國的成長率為13.6%，對越南成長24.4%最高，對印度也有17.9%的

成長率。 

進口方面，2018年第1季中國大陸前10大主要進口國家依序為韓國、

日本、美國、臺灣、德國、澳大利亞、馬來西亞、巴西、俄羅斯及越南，

合計占中國大陸進口總體比重達56.1%，我國排名第4名，較上季下滑2

名。中國大陸自前10大進口國家/地區之進口額除澳洲僅成長5.3%外，

其餘皆為雙位數正成長，其中以越南、俄羅斯及巴西的成長幅度最高，

分別成長65.7%、33.1%和25.5%。 

中國大陸與我國的雙邊貿易部分，2018年第1季中國大陸對我國貿

易總額達509.1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21.9%，其中對我國出口107.7

億美元，成長16.3%，進口401.4億美元，成長23.5%(詳見表22)。 

  



31 

表22 2018年第1季中國大陸對世界各國貿易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國別 
貿易總額 出口 進口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中華民國 509.1 5.0 21.9 107.7 2.0 16.3 401.4 8.4 23.5 

香港 661.8 6.4 11.4 648.3 11.9 12.2 13.4 0.3 -17.2 

韓國 719.5 7.0 12.4 248.1 4.5 4.6 471.4 9.8 17.1 

  

新加坡 193.0 1.9 11.6 115.2 2.1 8.5 77.7 1.6 16.5 

馬來西亞 245.2 2.4 15.3 102.5 1.9 11.9 142.7 3.0 17.9 

泰國 207.1 2.0 13.8 101.6 1.9 19.0 105.5 2.2 9.2 

印尼 182.3 1.8 27.7 94.4 1.7 23.3 88.0 1.8 32.7 

菲律賓 120.0 1.2 9.9 72.0 1.3 3.1 48.1 1.0 22.1 

越南 294.4 2.9 38.0 178.0 3.3 24.4 116.4 2.4 65.7 

ASEAN(10) 1,302.3 12.7 20.6 707.0 12.9 16.6 595.4 12.4 25.7 

  

美國 1,400.6 13.6 13.0 997.6 18.3 13.6 403.0 8.4 11.6 

加拿大 123.1 1.2 7.5 70.2 1.3 10.5 52.9 1.1 3.8 

墨西哥 118.7 1.2 20.8 87.4 1.6 21.5 31.2 0.6 18.8 

NAFTA 1,642.3 16.0 13.1 1,155.3 21.2 14.0 487.1 10.1 11.1 

  

日本 756.3 7.4 10.2 343.9 6.3 6.9 412.4 8.6 13.1 

澳大利亞 331.2 3.2 7.2 100.6 1.8 11.7 230.6 4.8 5.3 

紐西蘭 41.7 0.4 23.6 12.1 0.2 14.4 29.7 0.6 27.8 

俄羅斯 229.9 2.2 28.0 103.0 1.9 22.2 126.9 2.6 33.1 

智利 104.7 1.0 23.1 35.7 0.7 17.6 69.0 1.4 26.1 

祕魯 56.1 0.5 16.1 17.6 0.3 15.3 38.5 0.8 16.5 

APEC(21) 6,632.4 64.6 15.2 3,440.9 63.0 12.9 3,191.5 66.4 17.8 

  

南非 81.9 0.8 7.3 36.7 0.7 17.9 45.2 0.9 0.1 

沙烏地阿拉伯 139.0 1.4 11.6 37.7 0.7 -6.7 101.4 2.1 20.4 

印度 221.6 2.2 15.9 175.9 3.2 17.9 45.8 1.0 9.1 

 

阿根廷 28.4 0.3 31.4 22.8 0.4 46.7 5.7 0.1 -7.3 

巴西 214.7 2.1 28.0 74.8 1.4 33.0 140.0 2.9 25.5 

  

德國 425.0 4.1 15.2 174.1 3.2 10.7 251.0 5.2 18.5 

法國 131.7 1.3 15.7 68.7 1.3 17.1 63.0 1.3 14.2 

英國 172.3 1.7 0.3 116.9 2.1 -2.6 55.4 1.2 7.0 

荷蘭 195.5 1.9 15.4 162.3 3.0 14.3 33.2 0.7 20.7 

瑞士 33.2 0.3 15.6 7.8 0.1 5.9 25.4 0.5 18.9 

歐盟 28國 1,535.0 15.0 14.5 902.6 16.5 12.5 632.4 13.2 17.5 

  

全球 10,266.3 100.0 15.6 5,460.5 100.0 13.0 4,805.7 100.0 18.7 

資料來源：WTA 資料庫。 

註 1：APEC(21) 除表列者外，尚包括汶萊與巴布亞紐幾內亞，且包含自中國大陸本身經濟特區出進口之數據。 

註 2：ASEAN 目前有 10個會員國，除表列者外，尚包括緬甸、寮國、柬埔寨及汶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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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歐盟 28 國 

2017年第4季的歐盟在德國經濟成長強勁的帶動下，GDP維持高速

成長，根據歐盟統計局公布之數據，歐盟第4季GDP年成長率為2.7%，

與上季相同，維持十年來最高之成長速度，且為連續第19個季度正成長。

2017年第4季歐盟28國整體的貿易總額為11,280.6億美元，成長15.5%，

出口5,747.4億美元，成長14.0%，進口5,533.2億美元，成長17.0%，出

超214.3億美元，衰退30.6%。 

出口方面，2017年第4季歐盟28國前10大主要出口國家/地區依序為

美國、中國大陸、瑞士、土耳其、俄羅斯、日本、挪威、韓國、印度及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合計占歐盟出口總體比重達59.5%，另我國則排名

第17名，與上季持平。2017年第4季歐盟對出口前10大國家/地區的出口

金額除對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衰退10.3%外，其餘相較去年皆為正成長，

其中對印度成長30.4%最高，對俄羅斯、土耳其及中國大陸成長幅度也

超過兩成，分別成長24.5%、23.5%及21.6%，對韓國成長率也達12.2%，

對美國亦成長11.6%。 

進口方面，2017年第4季歐盟28國前10大主要進口國家/地區依序為

中國大陸、美國、俄羅斯、瑞士、土耳其、挪威、日本、韓國、印度及

越南，合計占歐盟進口總體比重達64.3%，我國則排名第13名，較上季

下滑2名。2017年第4季歐盟前10大進口國家/地區金額皆為正成長，其

中僅對日本及瑞士為個位數成長，其餘皆達雙位數正成長，對韓國成長

28.7%最高，對印度成長23.4%則次之。 

歐盟與我國的雙邊貿易部分，2017年第4季歐盟28國對我國貿易總

額為146.3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15.2%，其中出口62.5億美元，成長

9.4%；進口83.7億美元，成長20.0%，貿易入超21.2億美元(詳見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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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2017年第4季歐盟28國對世界各國貿易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國別 
貿易總額 出口 進口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中華民國 146.3 1.3 15.2 62.5 1.1 9.4 83.7 1.5 20.0 

香港 141.9 1.3 -9.2 112.8 2.0 4.3 29.2 0.5 -39.4 

韓國 298.7 2.6 19.9 149.5 2.6 12.2 149.2 2.7 28.7 

  

新加坡 172.9 1.5 21.9 104.0 1.8 15.5 68.9 1.2 33.0 

馬來西亞 128.9 1.1 30.4 49.2 0.9 38.1 79.7 1.4 26.0 

泰國 110.2 1.0 21.0 45.4 0.8 21.8 64.8 1.2 20.4 

印尼 75.2 0.7 10.2 28.7 0.5 -0.4 46.5 0.8 17.9 

菲律賓 39.8 0.4 13.1 18.0 0.3 3.3 21.7 0.4 22.7 

越南 146.2 1.3 17.9 37.7 0.7 25.2 108.5 2.0 15.5 

ASEAN(10) 697.9 6.2 20.5 287.5 5.0 17.7 410.4 7.4 22.5 

  

美國 1,835.5 16.3 11.3 1,110.9 19.3 11.6 724.6 13.1 10.9 

加拿大 201.5 1.8 15.1 110.4 1.9 15.4 91.1 1.6 14.7 

墨西哥 187.3 1.7 23.7 109.6 1.9 14.8 77.7 1.4 38.7 

NAFTA 2,224.4 19.7 12.6 1,330.9 23.2 12.2 893.5 16.1 13.2 

  

日本 368.6 3.3 5.0 177.8 3.1 4.8 190.8 3.4 5.2 

中國大陸 1,752.5 15.5 18.5 608.6 10.6 21.6 1,143.9 20.7 17.0 

澳大利亞 140.4 1.2 15.9 105.7 1.8 14.7 34.7 0.6 19.6 

紐西蘭 24.4 0.2 16.1 16.0 0.3 19.0 8.4 0.2 10.9 

俄羅斯 648.6 5.7 22.0 260.5 4.5 24.5 388.1 7.0 20.4 

智利 52.5 0.5 25.3 27.8 0.5 20.2 24.7 0.4 31.7 

祕魯 31.2 0.3 15.8 11.5 0.2 3.0 19.7 0.4 24.8 

APEC(21) 6,505.9 57.7 15.3 3,147.6 54.8 14.7 3,358.2 60.7 15.9 

  

瑞士 755.5 6.7 4.3 437.2 7.6 1.1 318.4 5.8 9.0 

挪威 347.5 3.1 16.4 150.0 2.6 11.1 197.5 3.6 20.8 

 

土耳其 479.4 4.2 19.3 266.6 4.6 23.5 212.7 3.8 14.4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156.5 1.4 -4.3 126.3 2.2 -10.3 30.2 0.5 32.4 

印度 256.2 2.3 26.9 132.0 2.3 30.4 124.3 2.2 23.4 

 

阿爾及利亞 115.5 1.0 6.1 57.3 1.0 -1.7 58.2 1.1 15.0 

 

阿根廷 55.0 0.5 15.8 28.8 0.5 15.1 26.2 0.5 16.6 

巴西 183.1 1.6 14.8 95.2 1.7 11.2 87.9 1.6 18.9 

  

全球 11,280.6 100.0 15.5 5,747.4 100.0 14.0 5,533.2 100.0 17.0 

資料來源：WTA 資料庫 

註 1：APEC目前有 21個會員體，除表列者外，尚包括汶萊與巴布亞紐幾內亞 

註 2：ASEAN目前有 10個會員國，除表列者外，尚包括緬甸、寮國、柬埔寨及汶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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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東協 6 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越南) 

2017年第4季東協6國在年輕人口紅利帶來廣大內需消費的帶動下，經

濟基本面穩健，貿易成長率相較第3季又更上一層樓，不只持續維持雙位數

的出進口成長率，成長幅度又較上季更加提升。2017年第4季東協6國貿易

總額為6,042.4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17.3%，其中出口金額達3,395.2億

美元，成長16.0%，進口金額為3,295.0億美元，成長18.6%。 

從2017年第4季東協6國彼此間的貿易表現來看，東協國家之間的出進

口相較去年同期皆有明顯成長，除了自泰國進口外，對其餘5國的出進口成

長率皆達到雙位數。 

出口方面，2017年第4季東協6國前10大主要出口國家/地區依序為中國

大陸、美國、日本、香港、韓國、印度、臺灣、澳大利亞、荷蘭及德國，合

計占東協6國出口比重達58.4%。我國排名第7名，與第3季名次相比下滑1

名。2017年第4季東協6國出口前10大國家/地區的出口金額皆為正成長，其

中對中國大陸成長31.5%最高，對印度成長21.9%次之，對韓國也有20.2%

成長率。 

進口方面，2017年第4季東協6國前10大主要進口國家/地區依序為中國

大陸、日本、美國、韓國、臺灣、德國、澳大利亞、法國、香港及英國，合

計占東協6國進口總體比重達55.2%。我國排名第5名，與第3季名次相比維

持不變。2017年第4季東協6國進口前10大國家/地區中，以印度成長28.8%

最高，其次為香港的25.1%與法國的21.5%。 

東協6國對我國雙邊貿易部分，2017年第4季東協6國對我國貿易總額為

263.7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6.7%，其中對我國出口89.5億美元，成長

0.8%；進口174.2億美元，成長9.9%，貿易入超達84.7億美元，較上季成長

21.4%(詳見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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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2017年第4季東協6國(印、馬、菲、泰、星、越)對世界各國貿易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國別 
貿易總額 出口 進口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中華民國 263.7 3.9 6.7 89.5 2.6 0.8 174.2 5.3 9.9 

香港 280.3 4.2 17.6 233.6 6.9 16.2 46.8 1.4 25.1 

韓國 352.4 5.3 9.6 143.9 4.2 20.2 208.6 6.3 3.3 

           

新加玻 304.3 4.5 15.2 152.0 4.5 11.8 152.3 4.6 18.7 

馬來西亞 362.7 5.4 20.5 180.7 5.3 24.0 182.1 5.5 17.2 

泰國 221.9 3.3 9.1 104.0 3.1 16.9 117.9 3.6 3.0 

菲律賓 112.2 1.7 24.8 74.3 2.2 19.8 38.0 1.2 36.0 

越南 143.8 2.1 11.4 94.5 2.8 11.7 49.3 1.5 10.8 

印尼 239.7 3.6 17.1 131.5 3.9 18.0 108.2 3.3 16.0 

ASEAN(10) 839.1 22.2 16.6 814.7 24.0 17.9 672.2 20.4 15.1 

           

美國 580.8 8.7 7.5 357.0 10.5 8.6 223.8 6.8 5.8 

加拿大 31.7 0.5 7.1 18.2 0.5 3.8 13.5 0.4 12.0 

墨西哥 32.9 0.5 -3.9 23.4 0.7 -5.8 9.4 0.3 1.0 

NAFTA 645.4 9.6 6.8 398.7 11.7 7.4 246.7 7.5 5.9 

           

日本 546.2 8.2 8.2 266.1 7.8 10.2 280.1 8.5 6.4 

中國大陸 1,148.0 17.2 16.7 531.5 15.7 31.5 616.5 18.7 6.4 

印度 185.0 2.8 24.5 113.3 3.3 21.9 71.7 2.2 28.8 

澳大利亞 151.9 2.3 11.2 89.1 2.6 9.8 62.7 1.9 13.3 

紐西蘭 24.4 0.4 14.0 15.3 0.4 19.9 9.1 0.3 5.3 

俄羅斯 45.2 0.7 33.7 15.2 0.4 26.3 30.0 0.9 37.9 

智利 8.2 0.1 15.2 5.7 0.2 22.8 2.4 0.1 0.5 

祕魯 4.0 0.1 13.4 2.6 0.1 10.6 1.4 0.0 18.8 

APEC(21) 4,219.9 72.8 13.1 2,534.5 74.7 16.6 2,333.1 70.8 9.5 

           

德國 152.3 2.3 7.0 72.6 2.1 7.4 79.7 2.4 6.7 

法國 87.3 1.3 19.7 31.8 0.9 16.6 55.4 1.7 21.5 

英國 80.9 1.2 16.8 43.6 1.3 5.6 37.3 1.1 33.4 

荷蘭 105.3 1.6 4.5 85.6 2.5 11.6 19.7 0.6 -18.1 

歐盟 28國 661.7 9.9 10.8 368.6 10.9 11.5 293.1 8.9 10.0 

           

全球 6,042.4 100.0 17.3 3,395.2 100.0 16.0 3,295.0 100.0 18.6 

資料來源：WTA資料庫。 

註 1：APEC目前有 21個會員體，除表列者外，尚包括汶萊與巴布亞紐幾內亞。 

註 2：ASEAN目前有 10個會員國，除表列者外，尚包括緬甸、寮國、柬埔寨、汶萊。 

註 3：ASEAN、APEC與全球總計皆包含東協 6國對其他各國之貿易額，其對 ASEAN(10)、APEC(21)與全球 

之貿易總額在計算時，已刪去 6國間彼此重複計算之部分，所以貿易總額會小於出口總額加進口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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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1季美元延續去年走勢持續貶值 

自2017年美國川普政府上台以來，美元匯率即呈現一路貶值的走勢，

至2018年1月更是出現快速崩跌的情形，除了新興市場的高成長表現吸引

國際資金流入，影響美元走弱外，川普政府削減貿易赤字的政策主張，也

被視為美元走貶的原因之一。2017年全年美元指數1從103.2跌至91.83，

跌幅達11.0%，2018年第1季則以89.81作收，季跌幅達2.2%(詳見圖1)。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統計資料庫，本研究整理。 

圖 1  美元指數走勢圖 

2018年第1季新台幣對美元升值超過5角，幅度達1.74%，收在29.120

新台幣兌1美元。與各國主要貨幣相比較，2018年第1季日圓對美元升值

6.07%，收在106.19日圓兌1美元；韓元對美元貶值0.22%，收在1063.5韓

元兌1美元；人民幣對美元升值3.56%，收在6.2733人民幣兌1美元；歐元

對美元升值2.35%，收在1.2324美元兌1歐元。比較後可發現，新台幣升值

幅度低於日圓、人民幣及歐元，因此在與上述國家出口美國的競爭上並未

因此受到損害，但唯獨韓元於第1季對美元逆勢貶值，因此我國廠商若與韓

國廠商於出口美國相競爭時，便可能處於較為不利之地位(詳見圖2至6)。 

  

                                                 
1美元指數，又稱美滙指數，是衡量美元在國際外匯市場匯率變化的一項綜合指標，由美元對六個主要國

際貨幣(歐元、日圓、英鎊、加拿大元、瑞典克朗和瑞士法郎)的匯率經過加權幾何平均數計算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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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統計資料庫，本研究整理。 

圖 2  2018年第 1季新台幣對美元(NTD/USD)走勢圖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統計資料庫，本研究整理。 

圖 3  2018年第 1季日圓對美元(JPY/USD)走勢圖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統計資料庫，本研究整理。 

圖 4  2018年第 1季韓元對美元(KRW/USD)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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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統計資料庫，本研究整理。 

圖 5  2018年第 1季人民幣對美元(CNY/USD)走勢圖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統計資料庫，本研究整理。 

圖 6  2018年第 1季歐元對美元 (USD/EUR)走勢圖 

 

由於美元為國際貨幣市場之強勢貨幣，因此美元走貶對於國際經貿局

勢亦影響重大。第一，美元走貶將對美國製造業出口有所助益，使得美國

大型跨國企業之認列收益因此增加；第二，弱勢美元會使新興市場獲得更

充裕之國際資金流入，使新興市場股市更為繁榮；第三，美元貶值將讓以

美元計價的石油、黃金等原物料價格上漲，連帶提升大宗商品之交易價格。

因此，弱勢美元具有推升美國出口、使新興市場獲得更多資金流入和使石

油、原物料及大宗物資價格上漲等效果，對國際經貿局勢影響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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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1季美元貶值主因 

對於2018年第1季影響美元走貶之主要因素，主要可分為各國央行政

策面及美國國內政治面來看。 

在各國央行政策方面，又可分為美國聯準會與其他主要國家央行分析。

由於美國聯準會新任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甫於今年二月初上任，因

此即使美國聯準會在貨幣正常化政策下，早已預告了今年的縮表進度，且

市場對於升息也早已有所預期，照理來說如此偏鷹派政策理應讓資金回流

美國，使得美元升值，但由於鮑威爾長期以來較少於利率政策上發表評論

與講話，因此其未知性也使得市場或多或少地懷疑他是否會遵循前主席葉

倫(Janet Yellen)時期的政策持續緊縮貨幣，連帶對於鮑威爾時代美元的走

勢產生懷疑。 

反觀市場對於全球其它央行的緊縮預期，則是越來越明確。隨著全球

景氣回溫，其它各國央行皆陸續釋出訊息，表示將逐步推動貨幣政策正常

化，縮小與美國聯準會之間的差距。歐洲央行在去年12月的政策會議上，

即已釋放出將在今年年初改變寬鬆政策的信號，而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委

員，同時也是荷蘭央行行長的諾特(Klaas Knot)在一月底也表示，歐洲央行

已沒有理由維持量化寬鬆政策，應盡早讓量化寬鬆政策退場。日本央行也

於2017年下半縮減購債額度，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於今年2月底表示，

如果能夠實現通膨目標，現行強有力的寬鬆政策沒有理由會繼續推行下去。

因此，與剛更換主席的美國聯準會相比，全球其它央行的緊縮預期較為明

顯，因此使得美元難保過去之強勢。 

美國國內政治面來看，川普政府對於第1季的美元貶值潮，亦需負上

很大的責任。美國財政部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於1月底在世界經濟論

壇上發表的談話，直接導致了美元大幅貶值。梅努欽在世界經濟論壇上表

示：「顯然，美元貶值對我們來說是好事，因為這與貿易和機遇有關 

(Obviously a weaker dollar is good for us as it relates to trade and 

opportunities.)。」此番言論也引發外界猜測，美國政府是否將為了迎合川

普縮小貿易逆差的政策主張，放棄一直以來的強勢美元政策，隔天美元匯

率隨即大貶，跌至3年新低，美元指數亦下跌0.93至89.283，為2014年12

月以來首度跌破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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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努欽弱勢美元的言論受到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Mario Draghi)的罕

見譴責後，雖然梅努欽與川普皆澄清美國貨幣政策並未轉變，並一度推動

美元反彈，但顯然市場並不相信持貿易保護主義的川普政府會希望美元走

強，因此美元在短暫反彈後隨即又再度走貶，使得梅努欽的弱勢美元談話

成為第1季美元貶值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元匯率政策的兩難與特里芬悖論(Triffin Dilemma) 

從第1季的美元貶值與美國政府的反應，其實可以看出美國在匯率政

策上所長期面對的兩難，並不止於進出口之間的權衡，而是有更深層的國

際經貿考量，也就是對於美元國際地位與自身經濟發展的抉擇，亦可視為

國際長期經濟目標和國內短期經濟目標的利益衝突，也就是著名的特里芬

悖論，被用來表達普遍的使用任何國家的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所衍生的

問題。 

特里芬悖論最早是由比利時裔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 (Robert 

Triffin)在1960年所提出，他在其《黃金與美元危機——自由兌換的未來》

一書中指出，美元雖然取得了國際核心貨幣的地位，成為國際各種商品貿

易之主要結算貨幣，但是由於各國為了發展國際貿易，得用美元作為結算

與儲備貨幣，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透過出口商品至美國來換得美元，因此

對美國來說就會發生長期貿易逆差，不利其自身經濟發展，且流出美國的

美元在海外不斷累積，亦將有損於美元幣值，及其作為國際核心貨幣之價

值；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核心的前提是必須保持美元幣值的穩定與強勢，但

這又要求美國必須是一個長期貿易順差國，且能夠維持自身經濟成長的穩

定，但如此一來又會影響美元做為國際核心貨幣在世界各國的流通需求，

形成互相矛盾的兩難，因此稱其為特里芬悖論。 

從現今美國聯準會的角度來看，若不大量發行美元使美元貶值，即無

法彌補美國龐大的貿易赤字和對外投資所流失的美元，與川普政府的貿易

政策立場相左；但如果大量發行美元使美元貶值，又將有損於美元做為國

際核心貨幣的地位與價值，讓各國降低對美元的信任，影響國際金融體系

與格局。因此，從特里芬悖論的角度切入思考，也就不難理解川普政府近

期於美元匯率政策上的反覆與兩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