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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與財政改善形成良性

循環
近年來國內經濟在公私協力下，投資大舉擴增，不僅強化國內產業競爭力，也活絡各行各業發展，

企業獲利及國人所得增加，帶動稅收與財政優化，使經濟成長與財政改善形成相互提攜之良性循環。

高志祥（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專門委員）

壹、前言

稅收是政府財政最主要

來源，經濟成長帶動企業獲利

及國人所得增加，充裕稅收，

有助以適度財政政策活化經濟

或因應衝擊，提升或維繫經濟

成長動能。本文分析我國近年

在國內投資擴充帶動下，經濟

體質改善，即使在美中貿易爭

端干擾全球經濟成長力道下，

仍能穩健成長，並使稅收表現

受益，財政改善，致在面對

COVID-19 疫情肆虐時，有餘

力採行多項紓困及振興措施，

減輕國內經濟所受衝擊，形成

經濟與財政之良性循環。

貳、國內經濟體質蛻變

一、製造業擴大國內投資

優化國內經濟體質

相對於過去資金不斷外

流，近年製造業國內投資明顯

回升。原就以國內為主要生產

基地的半導體業者，持續擴大

投資先進製程，以及台商由過

去的外移轉為回流，帶動國內

製造產能擴增。製造業者擴大

國內投資的原因，除美中角力

推升全球供應鏈重組浪潮外，

政府積極排除缺地、缺水、缺

電、缺人才和缺工等問題，改

善投資環境，及推動台商回台

投資方案等，均為重要因素。

截至今（110）年 6 月 18 日止，

核准 215 家台商回台投資，預

計投資金額約 8,224 億元；此

外，國內半導體業者台積電連

年加碼資本支出，華邦電、力

積電、美商美光等也大幅擴建

新廠，製造業投資透過產業關

聯效果，帶動 GDP 增加及經濟

成長。

以台積電為例，109 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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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1.34 兆元，毛利率 53.1％，

較 108 年分別大增 25.2％及 7.1

個百分點，直接創造的附加價

值占 109 年國內 GDP 約 5％，

若再加上間接對相關設備與材

料產業之帶動，以及逐漸提高

的在地採購比率，對整體經濟

之貢獻更為可觀。

此外，一年外銷訂單金額

約 1,600 億美元、海外生產占比

逾 9 成的資訊通信產品，因主

要業者如廣達、和碩及英業達

等近年積極回台設廠，增加國

內產能，只要國內生產比重增

加 1 個百分點，國內生產及出

口即可增加約 16 億美元。108

年我國資通與視聽產品出口年

增 73 億美元（+20.7％），109

年續增 66 億美元（+15.4％），

有很大部分即來自於台商回台

投資的效果。

二、國內經濟成長再度優

於全球

製造業國內投資擴充產

能，最直接效果就是帶動國內

生產，使出口成長。就我國實

質出口（按美元計價商品出口

成長率扣除出口物價變動）

與 IMF 全球貿易量成長率之長

期時間數列觀察，71-79 年、

80-89 年與 90-99 年我國實質

出口分別成長 11.6％、9.6％及

7.8％，均高於全球貿易量成長

率（5.1％、7.2％及 5.2％）；

100-107 年 我 國 成 長 降 為

3.3％，低於全球貿易量之增

幅 4.0％；108 年已有不少廠商

因美中貿易爭端升高而回國投

資擴充產能，以致出口回升至

3.8％，轉為高於全球之 0.9％；

109 年全球經濟受 COVID-19

疫情衝擊，全球貿易量衰退

8.5％。惟我國因防疫得宜，生

產活動如常，加上國內電子資

訊產能擴增，恰能肆應全球遠

距服務需求，帶動實質出口成

長升至 7.8％，表現遠優於全球

貿易量（圖 1）。

我國經濟為外貿導向，

經濟成長與出口關係緊密。從

經濟成長率觀察，70-79 年及

80-89 年期間，我國平均經濟成

長率分別為 8.2％及 6.7％，高

於全球之 3.2％及 2.8％；90-99

年平均經濟成長 4.2％，雖仍領

先全球，但差距已由 70-79 年

之大幅領先 5 個百分點，縮小

至 1.6 個百分點；100-107 年平

均經濟成長率則轉為落後於全

球。108 年美中貿易衝突，各

界原本普遍不看好我國經濟，

但在出口成長帶動下，最終交

圖 1　我國實質出口與全球貿易量成長率

資料來源：財政部、行政院主計總處、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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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成長 2.96％的成績單，不

僅再度高於全球成長，在亞洲

四小龍中也躍居首位；109 年

疫情肆虐，各國經濟多呈衰

退，國內經濟則成長 3.12％，

延續領先態勢（圖 2），顯示

近年來政府政策方向的推力

與國際政經風向的拉力，已使

國內經濟體質改善，同時經濟

增長及韌性增強，也帶來政府

財政改善，彼此之間呈現良性

循環。

參、經濟成長帶動財

政改善

一、企業獲利挹注稅收，中

央政府財政明顯改善

高毛利的半導體與高技術

含量的回台業者在國內累積產

能，擴增生產活動，促使製造

業附加價值率明顯提升，從民

國 100 年的 20％，至 108 年已

達 30％，除反映在經濟成長率

外，對政府稅收也挹注不小，

即使近年政府大幅減稅，108

年中央政府稅收 1.69 兆元，仍

較 105 年約增 1 成。

從中央稅收之稅目觀察，

其中以企業獲利為稅基之營利

事業所得稅增加最多，108 年

較 105 年 增 加 25.8 ％， 增 近

1,200 億元。若對照國內同期

間上市、櫃企業之個體財報，

106、107 年獲利創下超越 2 兆

元之高峰，加上 107 年提高營

所稅率，以致 108 年支付所得

稅金額較 105 年增加 24.2％，

兩者趨勢相近，反映出企業擴

增投資，獲利能力增加，也產

生充盈稅收之效果；此外，營

業稅也因國內經濟活動升溫及

進口擴增而增加；上、市櫃企

業獲利能力提升，亦有助於帶

動證券交易熱絡，這些稅課項

目與企業績效關係密切，增幅

都高於整體中央政府稅收，

顯示國內經濟成長確使稅收增

加，充裕國庫。

在支出方面，政府推動前

瞻基礎建設，但也穩健控制歲

出增幅，使中央政府 107、108

年併計總決算與特別決算，連

續兩年收支出現賸餘，為民國

89 年以來首見，108 年底中央

政府債務餘額 5 兆 3,276 億元，

甚至低於 105 年底之 5 兆 3,393

億元，占前三年度 GDP 比率

（債務比率）亦降至 29.6％，

較 105 年底下降 3.4 個百分點，

較 101 年底高點 36.3％低 6.7

個百分點，經濟動能增強與實

質減債，中央政府財政明顯改

善（下頁圖 3）。

圖 2　我國與全球經濟成長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IHS Mar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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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COVID-19 疫情對

全球經濟衝擊前所未見，各國

紛紛投入大量資源紓困。根據

IMF 統計，全球政府紓困經費

已經達 10 兆美元，約占全球

GDP 之 9.2％。109 年我國疫情

管控得宜，所受衝擊相對其他

國家輕微甚多，但因邊境管制，

109 年編列防治紓困振興特別

預算 2,800 億元，連同前瞻與

新式戰機採購，再併計總預算，

總支出規模達到 2 兆 4,476 億

元，增近 20％，差短近 3 千億

元，但由於前幾年財政改善成

效形塑的基礎，109 年債務餘

額占前三年 GDP 的比率僅略提

高至 30％。

二、地方財政也受惠甚多

國家一體，台商回台增加

產能及半導體擴大投資，遍及

北中南各地，反映在稅收上，

中央與地方同步受益。首先，

中央政府可透過統籌分配稅

（所得稅與貨物稅之 10％，以

及營業稅扣除統一發票獎金後

之 40％）挹注地方財政；其次，

中央財政體質改善，也較有餘

裕補助地方政府；另外，屬於

地方的租稅項目，尤其是與不

動產交易有關的土地增值稅、

契稅與印花稅也會成長。整體

來看，106-108 年，決算統計

顯示，地方政府歲入減去歲出，

僅 107 年 短 差 125 億 元，106

與 108 年分別賸餘 56 及 75 億

元；地方債務餘額方面，108

年 8,605 億元，也較 105 年減

少 84 億元。109 年中央政府雖

因疫情減稅或緩繳而使稅收年

減 4.8％，較預算數短徵 742 億

元，但地方政府因廠商設廠需

求或員工舉家遷移帶動不動產

交易熱絡，土增稅、契稅及印

花稅三項地方稅大增 10.9％，

較預算數超徵 271 億元，整體

地方稅收仍增 0.7％，超徵 250

億元。

肆、結語

109 年 國 內 經 濟 成 長

3.12％，上市櫃公司獲利再創

新高，加上部分營所稅因疫情

延遲入帳，110 年稅收應可恢復

較高成長，今年 5 月中旬以來

國內疫情雖明顯增溫，惟政府

增加紓困規模，且國內產能持

續擴增，臺灣科技產品的全球

需求延續，110 年經濟成長率預

測可達 5.46％，經濟成長與財

政改善良性循環可望持續。

圖 3　中央政府債務餘額概況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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