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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民所得對外交易帳綜

合陳示本國各經濟部門與其他

各國發生之經濟活動，包括商

品及服務輸出入、國外要素所

得收支及國際經常移轉收支等

3 大項目，其中除商品進、出

口援引海關貿易統計推計外，

餘多仰賴中央銀行（簡稱央

行）國際收支統計（Balance of 

Payments，簡稱 BOP）資料估

算。

因 央 行 BOP 統 計 自 105

年 5 月起已改按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最新第 6 版《國際收支

與國際投資部位手冊（Balance 

of Payment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Manual, 

Sixth Edition，簡稱 BPM6）》

基礎編布，國民所得對外交易

帳亦將配合修訂，預計與 108

年國民所得統計五年修正結果

併同發布，相關主要變革及其

影響，即為本文所欲探討之重

點。

貳、B O P 基本架構

BOP 係記載某一期間，經

濟體內居民與非居民間的一切

經濟交易活動統計，包括商品、

服務、生產要素，以及金融債

權交易及移轉項目等，由經常

帳、資本帳及金融帳三種帳表

所組成（下頁圖 1）。

國際收支統計之改編及對國民

所得統計之影響
中央銀行國際收支統計業於 105 年 5月依據國際貨幣基金（IMF）國際收支統計手冊第 6版（BPM6）

最新規範修正發布統計結果，主要變革係強化國際收支與國民所得統計架構之一致性，以及因應全

球化跨境加工生產，釐析交易模式，並進行歸類調整，以更適切陳示相關經濟活動。鑑於國際收支

統計為編算國民所得對外交易帳之重要參據，相關修正對於國民所得統計之影響，將納入明（108）

年國民所得五年修正作業。

　陳雅俐（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專員）

論述 》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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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收支統計之改編及對國民所得統計之影響

一、經常帳（Current 

account）

記錄居民與非居民間商品

與服務交易；以及提供勞動力、

金融資產或出租自然資源所獲

得的回報，包含薪資、投資所

得、土地租金等初次所得；另

含各種單方面的無償贈與，如

國際間援助、職工匯款、捐贈、

獎學金及社會福利等二次所

得，屬流量統計。

二、資本帳（Capital 

account）

記錄居民與非居民間之資

本移轉，以及非生產（如土地

與礦藏等天然資源）、非金融

資產（如可轉讓契約、商標與

商譽等無形資產）的取得和處

置。

三、金融帳（Financial 

account）

記錄居民與非居民之間關

於金融資產（負債）的交易，

如國外投資我國公司股份。

參、B O P 主要變革

2009 年 IMF 公 布 之

BPM6，主要係因應全球運籌

管理盛行，而改採交易各階段

商品之嚴格所有權制，希冀改

善全球商品出口不等於進口的

現象。在嚴格所有權移轉之準

則下，若干商品及服務交易類

別須重新劃分，包括：

圖 1　國際收支統計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106 年第 4 季國際收支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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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角貿易由服務類改

為商品類，並區分為

商仲貿易與委外加工

貿易

前版規範（BPM5）認為

三角貿易為居民 A 向非居民 B

購買商品，隨後轉賣非居民 C，

交易過程中，因商品並未通關

交付居民 A，故將居民 A 買賣

價差視為服務收入。BPM6 則

認為雖商品未通關，然所有權

已在居民 A 與非居民 B、C 間

移轉，須調整 BOP 所有權規範

下之商品貿易規模，買賣價差

（三角貿易）因而由服務類移

列商品類。

由於實務上三角貿易非

僅單純跨境買賣，可能涉及委

託國外加工，因此 BPM6 再

將三角貿易區分為商仲貿易

（merchanting）與委外加工貿

易（表 1）：

（一）商仲貿易：指交易過程

無委外加工型態。舉例

來說，我國接到美國

100 元訂單，先向中國

大陸購買成品 80 元，

請中國大陸將成品逕

運 美 國。BOP 改 版 前

後差異（圖 2）說明如

下：

BPM5：商品未進出我

國海關，以買進賣出價差

（20=100 － 80）列於服務

類下貿易相關淨收入。

BPM6：我國向中國大

陸購買 80 元商品，所有權

移轉我國，記商品負出口

（-80），商品以 100 元賣給

美國，所有權移轉美國，記

商品出口（100），即價差

(20) 記錄於商品類下之商仲

貿易淨出口。

（二）委外加工貿易：指交易

表 1　三角貿易在 BPM5 與 BPM6 列計差異

BPM5 BPM6

貿易行為 三角貿易 商仲貿易 委外加工貿易

商品 / 服務 服務類 商品類 商品 / 服務類

單獨項目

列示
無 有 無

列計方式

買進賣出價差

列計服務收

入。

買進賣出價差

列計商仲貿易

淨收入。

1. 貨款收支列計商品收支；

加工費支出列計加工服務

支出。

2. 由我國出口之半成品，自

通關統計中剔除。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2　商仲貿易改版前後記錄方式差異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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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收支統計之改編及對國民所得統計之影響

過程有跨國委外加工型

態。例如，我國接到美

國 100 元訂單，國內先

出口 40 元半成品至中

國大陸，並向日本購買

10 元原料至中國大陸，

再支付中國大陸 30 元

加工費，加工後成品由

中國大陸逕運美國。相

關收付紀錄差異（圖 3）

說明如下：

BPM5： 國內半成品經

海關出口至中國大陸，已

在通關統計記錄商品出口

（40），餘未經我國海關之

收付價差（20=100 － 40 －

10 － 30）為三角貿易，列

計於服務類下貿易相關淨收

入。

BPM6： 半 成 品（40）

經我國海關出口，商品所有

權仍在我國，須自通關統計

之出口剔除（-40）；我國向

日本購買原料 (10) 逕運中國

大陸，原料未經我國海關，

但所有權已屬我國，故調整

通關統計之進口（+10）；

支付中國大陸加工費計入服

務類之加工費支出（30）；

加工後成品由中國大陸逕

運美國，未經我國海關，

但所有權係由我國移轉美

國，須調整通關統計之出口

（+100）。

二、境內外委託加工由商

品類改為服務類

境內外委託加工與前項三

角貿易之委外加工不同之處，

在於前者之商品於加工完成後

將回運我國（境外委託加工），

或由我國受託加工後運出（境

內委託加工）。以境內委託加

工為例，我國接受日本委託加

工，自日本進口半成品（價值

50 元），收取加工費 30 元，

加工後成品回運日本（價值 80

元）。相關收付紀錄差異（圖

4）說明如下：

圖 3　委外加工貿易改版前後記錄方式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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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4　境內委託加工改版前後記錄方式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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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M5：自日本進口半成

品與加工出口後之成品，皆經

我國海關通關，故分別列記

商品進口（50）與商品出口

（80）。

BPM6：自日本進口半成

品（50） 與 出 口 成 品（80）

雖經我國海關，然商品所有權

並未移轉我國，須自通關統計

剔除（進口調整 -50；出口調

整 -80）；我國自日本收取的

加工費（30）則計入服務類之

加工費收入。

三、其他

其他主要變革尚有：

（一）跨帳挪動：包括專利權、

版權、工業製程與設計

買賣由資本帳改列至經

常帳之「研發服務」；

因應黃金投資多元化，

非央行持有黃金條塊區

分為可分配黃金（與實

體黃金相似）及不可分

配黃金（與存款相似），

前者納計於經常帳商品

類的「非貨幣性黃金」，

後者仍列於金融帳。

（二）經常帳跨項挪動：包括

1. 間接衡量之金融中介服務

（FISIM）：因銀行存款

利率低於放款利率，其

間差距隱含了銀行提供之

中介服務費用，故 BPM6

將 BPM5「所得」當中的

「利息」拆分「純利息」

與「FISIM」，純利息保

留於 BPM6 之 「初次所

得」，「FISIM」移至服

務類下之「金融服務」。

2. 營建業者於國外當地採

購的商品與服務，BPM5

列「其他事務服務」，

BPM6 改列「營建支出」。

3.BPM5 之通訊服務含「郵

務 」 及「 電 信 」， 於

BPM6 中，前者併入「運

輸服務」，後者併入「電

信、電腦與資訊」。

肆、BOP 改編對國民

所得統計之影響

由前述說明可發現此次

BPM6 之改版，主要係著重各

項交易活動分類之合理性與重

新調整，對於輸出、入淨額之

國外淨需求規模並無影響。

表 2　BOP 與國民所得統計對照表

國際收支統計 國民所得統計

經常帳

　商品與服務收入 商品及服務輸出

　　商品

　　服務

　商品與服務支出 商品及服務輸入

　　商品

　　服務

　初次所得收入淨額 國外要素所得收入淨額

　二次所得收入淨額 國外經常移轉收支淨額

資本帳

　國外資本移轉收入淨額 國外資本移轉收入淨額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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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收支統計之改編及對國民所得統計之影響

國民所得對外交易帳各項

目之定義與範圍，與 IMF 國

際收支統計規範大致相同（上

頁表 2），因此，BOP 之改編

對於國民所得對外交易帳之影

響，亦多半屬於分類修正，整

體統計結果變化不大，惟不

同分類之統計結果則有大幅

變動。以香港為例（表 3），

2011 ～ 2015 年淨輸出雖變化

不大，然商品之輸出、入修正

率分別介於 -0.4 ～ 2.9％，以

及 -10.0 ～ -5.2 ％；服務的輸

出、入修正率則介於 -23.1 ～

-24.5％，以及 18.0 ～ 31.8％。

目前國民所得對外交易帳

相關改編之影響尚在研析中，

惟若以央行改版前後差異初步

評估，以 2015 年為例（下頁表

4），大致有幾個層面：

一、貿易順（逆）差變動不大：

雖此次央行之改版除依

BPM6 規範改編外，部分

項目亦依最新資料同步修

正，惟餘額變動不大，影

響所及，對外交易帳之貿

易順差變動應屬有限。

論述 》統計•調查 

表 3　香港國民所得統計之輸出入修正差異

單位：億港元；％

年 GDP 商品及服務輸出 商品及服務輸入
淨輸出

商品 服務 商品 服務

依 BPM6 規範修正（2017 年 2 月新聞稿）

2011 19,344 41,175 34,068 7,107 40,430 34,650 5,780 745

2012 20,371 43,970 36,330 7,640 43,740 37,797 5,943 230

2013 21,383 47,387 39,261 8,126 47,259 41,427 5,832 128

2014 22,600 48,159 39,868 8,291 48,112 42,377 5,735 46

2015 23,984 46,982 38,892 8,089 46,409 40,665 5,743 573

修正差異（修正後－修正前）

2011 0 -2,438 -133 -2,305 -2,438 -3,832 1,395 0

2012 0 -1,978 412 -2,390 -1,978 -3,367 1,389 0

2013 3 -1,360 1,097 -2,456 -1,363 -2,523 1,160 3

2014 18 -1,395 1,093 -2,488 -1,416 -2,341 925 21

2015 12 -1,346 1,100 -2,445 -1,358 -2,235 876 13

修正率（％）

2011 0.0 -5.6 -0.4 -24.5 -5.7 -10.0 31.8 --

2012 0.0 -4.3 1.1 -23.8 -4.3 -8.2 30.5 --

2013 0.0 -2.8 2.9 -23.2 -2.8 -5.7 24.8 --

2014 0.1 -2.8 2.8 -23.1 -2.9 -5.2 19.2 --

2015 0.1 -2.8 2.9 -23.2 -2.8 -5.2 18.0 --
資料來源：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季刊（2016 年 11 月，201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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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品輸出入規模擴大，服

務規模縮小：因 BOP 商品

收入及支出分別上修 519.7

及 324.7 億美元，修正率

分別為 18.2％及 14.0％；

服務收入下修 156.6 億美

元，修正率 -27.6 ％，支

出則上修 41.5 億美元，修

正率 8.8％，致商品貿易

收入及支出占整體商品及

服務之比重，各由 83.4％

及 83.0％，增為 89.1％及

83.7％，服務則由 16.6％

及 17.0％，降為 10.9％及

16.3％，對外交易帳之改

編亦將呈現類似結果。

三、商品及服務貿易淨額之消

長：由於 BOP 之商品及服

務貿易收支淨額分別上修

194.9 億美元及下修 198.1

億美元，對外交易帳之修

正方向料將相仿。

伍、結語

如前所述，央行國際收

支統計依最新 BPM6 規範改

編，將造成我國國民所得對外

交易帳之商品類輸出入占比進

一步提升，係因主要變動項目

中，三角貿易由服務類改為商

品類（商仲貿易占整體商品服

務貿易收入 3.7％）；而境內

外委託加工雖亦由商品類改為

服務類，惟比重較低（加工服

務僅占整體商品服務貿易收入

0.4％），相關改編結果預計於

明年國民所得五年修正結果同

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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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5 年我國 BOP 主要項目改版前後差異

單位：億美元

BPM5 BPM6
差異

（BPM6 － BPM5）

A. 經常帳 761.7 757.9 -3.8

    商品：收入 2,849.3 3,369.0 519.7

    商品：支出 2,315.9 2,640.6 324.7

　　 商品貿易收支淨額 533.4 728.4 194.9

    服務：收入 567.8 411.2 -156.6

    服務：支出 473.7 515.2 41.5

　　 服務收支淨額 94.1 -104.1 -198.1

    初次所得：收入 297.5 297.7 0.2

    初次所得：支出 129.6 130.3 0.7

　　 初次所得收支淨額 167.9 167.4 -0.5

    二次所得：收入 66.1 66.2 0.1

    二次所得：支出 99.9 100.0 0.1

　　 二次所得收支淨額 -33.7 -33.8 0.0

    商品及服務收支淨額 627.5 624.3 -3.2

       商品與服務收入 3,417.1 3,780.2 363.0

       商品及服務支出 2,789.7 3,155.9 366.2

B. 資本帳 -0.8 -0.1 0.8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季刊（2016年 9月），第 6版國際收支統計之變革－兼述我國改版前後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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