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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簸中前行
2017年台灣經濟5大挑戰
邁向前景未明的2017年，台灣經濟景氣在內憂外患的大環境之下，充滿變數，短期內經濟前景恐難有

明顯成長，但也不至於更壞，整體而言，2017年台灣經濟將呈現顛簸中緩步回升的態勢。

◎撰文／劉麗惠  圖片提供／商業周刊、路透社、美聯社

不畏內憂外患  走向緩步回升

台
灣經濟自2015年第3季至

2016年首季以來，連續

3季負成長，經濟景氣陷入嚴重

的低迷困境，所幸2016年呈現

逐季上揚的穩定態勢。行政院

主計總處資料顯示，2016年前

3季經濟成長率分別為-0.29%、

0.70%與2.06%，持續緩步回

溫，2016年整體經濟成長率約

為1.35%。

台灣綜合研究院呼應主計

總處的看法提到，2016年下

半年開始，在低基期的環境之

下，台灣不管在商業營業額、

工業生產、景氣燈號、外銷接

單或進口金額，各項經濟指標

皆有所改善，終結連續負成長

的惡劣格局，2016年台灣經濟

成長率為1.26%。

展望2017年，全球經濟成

長雖可望微幅提升，但由於不

20162016年上半季，台灣出口陷入嚴重衰退，鋼鐵業首當其衝，陷入出口瓶頸，但年上半季，台灣出口陷入嚴重衰退，鋼鐵業首當其衝，陷入出口瓶頸，但20172017年可望微幅回溫。年可望微幅回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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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全球經濟復甦緩慢，國際貿易表現走緩，未來台灣經濟動能將不再是來自於外貿貢
獻，「內需」將成為經濟成長的主要動能，提振內需成為台商的當務之急。

確定因素仍多，在詭譎多變的

局勢下，表現難以論定。台灣

經濟研究院分析，若仔細觀察

相關經濟數據的組成及結構可

發現，2016年前3季台灣出口表

現仍未好轉，主要是靠內需，

特別是民間消費、民間投資及

政府消費等3項指標的支撐，再

加上國際經濟復甦仍有疑慮，

貿易展望仍顯保守，2017年台

灣出口帶動效果有限，使得全

年經濟成長雖較2016年提升，

但幅度有限，預測2017年國

內生產總值（GDP）成長率為

1.65%。台綜院預測2017年GDP

成長率為1.74%，較為樂觀；另

外，主計總處更提出GDP成長率

1.87%的看法。

台灣經濟面臨的5大挑戰

儘管整體經濟有些回溫現

象，但2017年台灣經濟除了面

對外部黑天鵝紛飛的局面，內

部也將面臨諸多挑戰，包括貿

易成長趨緩、經濟成長果實分

配不均、房價過高、投資不足

與超額儲蓄、出口附加價值低

等，需要透過政府與企業採取

具體作為，尋求改善之道。

挑戰1》提振內需經濟成長動能

根據台灣綜合研究院調查

顯示，相較過去全球商品貿易

量成長的速度是經濟成長的兩

倍，2016年僅能維持約0.8倍的

水準，國際整體需求疲弱，台灣

出口接單仍維持負成長。展望

2017年，國際經濟景氣雖有改

善，在美元走強之下，未來新台

幣走弱基調應能夠維持，不過，

國際保護主義氣氛蔓延，中國大

陸成長放緩轉型因素，恐制約台

灣出口成長空間。

台灣綜合研究院院長吳再

益分析，過去外需市場一直扮

演著台灣經濟成長的主要推動

力量。然而，在面對當前全球

經濟復甦緩慢，國際貿易表現

走緩，未來成長動能將不再是

來自國際貿易的國外淨需求所

貢獻，將由國內需求成為經濟

成長的主要動能，台灣必須思

考如何提振內需，才能減緩全

球貿易趨弱的影響。

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預測

中心主任孫明德則認為，由於

原油及原物料價格在2016年

中已止跌回穩，對新興市場及

開發中經濟體的表現，以及台

灣相關產業供應鏈可望帶來有

利因素，進而提升貿易需求。

不過，在主要經濟體前景仍有

疑慮、需求尚未有效擴張，加

上貿易保護風潮再起，都將對

2017年台灣貿易表現產生不小

的影響。

挑戰2》
出口產品附加價值逐年衰退

出口貿易表現減緩之外，

台灣產業同時也面臨出口產品

附加價值率過低的問題。吳再

益指出，台灣附加價值出口占

整體出口毛額比重自1995年的

69.35%，逐年衰退到2011年

的56.48%，代表我國出口值雖

然逐年成長，但由於生產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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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需的國外中間投入占比增

加，我國實際從出口中賺取的

附加價值逐年遞減。

附加價值出口的計算方式，

是將傳統海關統計的出口總額，

扣除中間商品的進口價值，如此

才得以呈現一國的真實出口價

值。由此可見，我國附加價值出

口衰退，顯示我國企業從出口賺

取的實質價值降低，對經濟成長

造成負面影響。

挑戰3》經濟成長果實分配不均

除了出口貿易表現無法樂

觀，實質出口價值衰退的挑戰

之外，我國經濟成長果實未能

妥善分配，導致貧富差距拉

大、人才外流，也持續衝擊台

灣產業的發展與經濟表現。吳

再益引述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的資料顯示，2010至

2014年全球經濟復甦，最低所

得族群僅成長1.1%，遠低於最

高所得族群的2.3%，充分顯示

經濟果實分配不均。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二所

副所長花佳正指出，相較於美

國、日本、韓國與新加坡，我

國勞動報酬可分配到的經濟成

果比重較低，而且與台灣自身

的過往數據相較，勞動報酬分

配也逐漸呈現下滑，實質薪資

停滯不前，導致企業難以留住

人才；元大寶華董事長梁國源

也直指低薪是台灣缺人才的關

鍵因素所在。

挑戰4》民間投資動能不足

另外，由於投資是帶動經

濟成長的關鍵因素，因此台灣

投資成長放緩的現象，也持續

對台灣經濟成長造成威脅。雖

然受惠於國際經濟表現回溫、

半導體廠商持續加碼等有利因

素帶動下，2017年我國民間投

資成長率可望持續提高，但由

於目前國內超額儲蓄的問題相

當嚴重，故整體投資環境仍舊

欠佳。

吳再益分析，一直以來台

灣超額儲蓄的問題導致閒置資

金長期未能投入助益經濟生產

活動的投資，2016年又逢國內

房市回檔降溫因素，廠商投資

意願低，於此同時，政府預算

編列受限於有限的舉債空間，

實際執行效率有待提升改善，

未來公共支出規模成長也有

限。整體而言，台灣投資動能

仍顯不足，無法為經濟成長注

入活水。

挑戰5》國家及企業競爭力下滑

整體投資不足之外，基礎

研發投入受限，也導致產業競

爭力下滑。花佳正指出，相較

於日本、韓國，台灣整體國家

研發密度大約維持在3%，低於

日本的3.26%與韓國的3.74%，

此外，我國製造業研發經費愈

來愈集中在資訊電子業，占企

業整體總研發經費的50%左右，

光學製造品、傳統產業研發經

費相對較低，因此，研發投入

比重低，高度影響我國產業在

全球市場的競爭。
台灣經濟成長果實未能妥善分配，台灣實質薪資停滯不前，導致貧富差距拉大、人才外
流，也持續衝擊台灣產業的發展與經濟表現。

20



顛覆中求勝
全球政經大觀察

3大不確定因素 

牽動後續發展

2017年台灣經濟除了要面

對內部因素的多重挑戰外，來

自外部的不確定因素，也將對

台灣經濟展望造成影響，其中

又以美元升息、區域經濟整合

後續發展趨勢、中國大陸經濟

走勢等，最為關鍵。

因素1》美國升息亞幣恐競貶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聯

準會，Fed）於2016年底宣布10

年來的二度升息，帶動亞洲貨幣

競貶，預期至2017年底，Fed還

會有多次升息動作，亞幣持續貶

值的機率提高，由於中國大陸、

韓國、日本與台灣的出口產品多

有重疊，因此上述國家的貨幣走

貶，勢必影響台灣的出口競爭

力，對台灣產業與經濟發展帶來

一定程度的風險。

面對美元升息帶來的影

響，孫明德認為，雖然美國升

息頻率加快，但其他國家央行

則仍偏向寬鬆，因此台灣央行

貨幣政策預期將維持動態穩

定，以因應國際金融市場變化

可能帶來的衝擊。

因素2》關注TPP是否胎死腹中？

隨著川普的貿易保護主義

興起，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胎死腹中的可能性提

升，對台灣影響甚鉅。資誠稅

務諮詢顧問執行董事邱文敏指

出，川普在當選後公開表示，

上任第一天「將簽署意向協定

退出TPP，以簽訂公平的雙邊

經貿協定代替。」此舉明確的

表現，美國將邁向保護主義的

態度。

邱文敏分析，若美國經濟保

護主義興起的實際行動是透過退

出TPP以及設立關稅壁壘，藉以

阻擋中國大陸或東南亞商品進入

美國，對於大部分主要生產基地

都配置在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的台

商而言，應轉而關注美國與中國

大陸或東南亞等地的雙邊經貿協

定，並且全面思考未來全球營運

的新策略與布局。

因素3》中國大陸經濟前景堪憂

長期以來，台灣對中國大

陸的經濟依賴甚深，近年來儘

管台灣新政府積極透過新南向

政策，改善台灣對中國大陸的

仰賴，但短期內恐難有明顯效

益，因此2017年中國大陸的經

濟發展態勢，仍將牽動台灣經

濟與產業的發展。然而，目前

中國大陸經濟正處於成長動能

轉型的關鍵時期，包括人民幣

貶值、出口衰退、資金外流、

企業債務風險與房市資產泡沫

等問題，都顯示出中國大陸經

濟前景充滿疑慮，是以未來中

國大陸的經濟調節如何，仍不

容台灣忽視。

綜觀來看，全球經濟景氣

詭譎多變，台灣經濟仍處於內

憂、外患皆具的整體格局之

中，因此如何因應各項挑戰、

面對多重不確定因素，正考驗

著政府與台商的智慧，各界必

須攜手共謀對策，才能開創美

好的2017年。■

美國聯準會（Fed）宣布升息帶動亞洲貨幣競貶，預期至2017年底，Fed還會有多次升息
動作，亞幣持續貶值的機率提高，勢必影響台灣的出口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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