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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 》統計‧調查

我國家庭消費支出結構概況
隨著社經環境變遷及國人所得提升，民眾生活需求發生變化，消費模式亦隨之改變，本文探討 40 年

來家庭消費結構變動趨勢。 

賴薏如（行政院主計總處專員）

壹、前言

隨著產業發展，臺灣由

農業社會走向工商業社會，物

質生活也逐漸豐富。近 40 年

來，新興產業崛起、資通科技

發展，以及家庭結構改變，使

得家庭消費型態有了明顯的轉

變。

行政院主計總處按年辦理

家庭收支調查，蒐集我國家庭

收支資料，作為研究家庭所得

分配及消費型態之參據。本文

藉由家庭收支調查所發布有關

家庭消費支出結構等資料，探

討工商業發展及社經環境變遷

對家庭消費型態之影響，提供

一個了解家庭消費支出結構的

管道。

貳、消費結構及型態

變化趨勢

一、消費支出分類

家庭收支調查中消費支

出 之 分 類 係 依 聯 合 國 2000

年 版 用 途 別 個 人 消 費 分 類

（Classification of Individual 

C o n s u m p t i o n  A c c o r d i n g  t o 

Purpose，以下簡稱 COICOP），

以用途作為分類基礎，將消費

支出分成 12 大類（下頁圖 1）。

以下將依 COICOP 所定內涵簡

述我國歷年消費支出情形。

二、社經發展與消費結構

變化

根據家庭收支調查結果，

109 年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為

108 萬元，較 108 年增 1.9％，

歷年大致呈穩定成長趨勢。隨

著社經環境變遷及所得增加，

我國家庭消費型態也有了此消

彼長的現象（下頁圖 2、第 92  

頁表 1）。

（一）飲食消費模式改變，

「住、水電瓦斯及燃料」

支出穩定 

自古以來「民以食為

天」，食衣住行乃生活基本

需求，食更是排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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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各消費型態觀察，食的費

用歷年占比穩居首位，包含

「食品、飲料及菸草」及「餐

廳及旅館」
1
，惟其中的變化

值得探究。以「食品、飲料

及菸草」而言，其支出比重

呈逐年下降趨勢，從 70 年

38.6％降至 109 年 15.6％，

減少 23.0 個百分點，減幅最

大；而「餐廳及旅館」則隨

著社經發展及國人飲食消費

模式轉變，外出用餐次數提

高，致支出比重由 70年 2.5％

增 至 109 年 13.1 ％， 上 升

10.6 個百分點。整體而言，

國人在飲食方面的支出雖由

70 年占逾 4 成，遞減至 109

年約 2 成 9，但仍為大宗。

另「住、水電瓦斯及燃料」

則相對穩定，歷年約維持在

2 成 4，變化不大，可見即使

社經環境時移世變，國人對

於居住仍有穩定的需求。

（二）「醫療保健」支出受高

齡化社會及保健需求影

響大幅增加

國民所得增加提升人民

的生活水準，再加上醫藥科

技進步及健康養生觀念越來

圖 2　我國家庭消費支出結構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圖 1　消費支出分類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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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被重視，使得國人平均壽

命由 70 年的 72 歲增至 109

年的 81 歲，顯示國人越來

越長壽。依世界衛生組織定

義，「高齡化社會」係指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

達 7％，達 14％稱為「高齡

社會」，20％以上就是「超

高齡社會」。我國老年人口

在 70 年 時 僅 占 4.4 ％，82

年成為高齡化社會，近 10

年來老化速度加驟，107 年

步入高齡社會，109 年已達

16.1％（表 1），即將邁入

超高齡社會。

依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

顯示，108 年全民健保醫療費

用申報點數 7,732 億點，其中

0-14 歲僅占 6 ％，15-44 歲占

21％，45-64 歲占 34％，65 歲

以上占 39％為最大（下頁圖

3）。另隨國人平均壽命延長，

保健食品需求漸增，依據經濟

部統計資料顯示，保健營養食

品 109 年產值為 195 億元，創

歷史新高，且連續 6 年正成長，

顯見健康及保健機能食品的市

場需求穩定發展。綜整上述，

隨著老年人口占比逐漸攀升，

其高醫療需求、保健食品消費

增加及我國全民健保制度的實

施，使得家庭「醫療保健」支

出逐漸增加，比重由 70年 4.5％

表 1　我國家庭消費支出結構變遷概況

年別

平均每

戶可支

配所得 
( 萬元 )

65 歲以

上人口

占總人

口比率

(%)

消費支出結構按消費型態分 (%)

合計

食品、

飲料及

菸草

衣著、

鞋襪類

住宅服

務、水

電瓦斯

及燃料

家具設

備及家

務服務

醫療

保健

運輸

交通

及通訊

休閒、

文化及

教育

消費

餐廳及

旅館

什項

消費

70 26.6 4.4 100 38.6 6.8 24.3 3.9 4.5 7.2 7.5 2.5 4.8

75 34.2 5.3 100 33.1 5.9 23.4 3.6 5.4 8.5 9.2 5.8 5.1

80 58.7 6.5 100 25.4 6.0 25.8 3.2 5.4 9.4 11.3 7.6 5.9

85 82.6 7.9 100 19.7 4.5 25.6 3.3 9.8 10.7 11.5 8.4 6.5

90 86.9 8.8 100 17.3 3.7 25.1 2.6 11.4 12.1 12.0 9.0 6.8

95 91.3 10.0 100 16.1 3.4 23.7 2.4 13.8 12.8 11.5 9.3 7.0

100 90.8 10.9 100 16.2 3.1 24.4 2.5 14.6 13.0 10.4 10.2 5.6

105 99.3 13.2 100 15.8 2.9 24.2 2.4 15.3 12.7 9.4 11.8 5.5

106 101.9 13.9 100 15.6 2.9 23.9 2.5 15.2 12.9 9.5 12.0 5.4

107 103.6 14.6 100 15.6 2.8 23.9 2.5 15.9 12.5 9.3 12.3 5.3

108 106.0 15.3 100 15.2 2.8 23.6 2.6 16.0 12.2 9.5 12.8 5.2

109 108.0 16.1 100 15.6 2.7 24.3 2.8 17.1 11.7 7.5 13.1 5.1

109 較 70 年

增減百分點
- 11.7 - -23.0 -4.1 0.0 -1.1 12.6 4.5 0.0 10.6 0.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內政部「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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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至 109 年 17.1％，在所有消

費結構中增幅（+12.6 個百分

點）居首位。

（三）「交通及通訊」支出因

科技進步、工商蓬勃而

上升

隨著科技與工商業蓬

勃發展，民眾對於運輸交通

及通訊的需求與日俱增，家

庭之「交通及通訊」支出比

重由 70 年 7.2％增至 109 年

11.7％。另觀察近 40 年家庭

之交通、通訊設備普及率均

大幅提升，其中 109 年家用

汽車普及率較 70 年增加了

53.9 個百分點，而電話機普

及率早在 74 年已逾 8 成，88

年達 98％，但此後開始反轉

下滑，係因為行動電話逐漸

普及，88 年至 109 年間行動

電話普及率成長了 36.2 個百

分點（表 2）。

（四）「休閒、文化及教育」

支出受少子女化、新冠

疫情影響

經濟快速成長，物質生

活逐漸豐富，國人的消費需

求隨著生活品質提升而有不

同面貌，在解決了食、衣、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圖 3　全民健保醫療費用申報點數結構

0-14
473 
6%

15-44
1,608 
21%

45-64
2,654 
34%

65
2,996 
39%

0-14 15-44 45-64 65

108 年                                      單位：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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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家庭交通、通訊設備普及率

單位：％

年別 家用汽車 電話 行動電話

70 6.4 60.9 …

75 13.6 85.2 …

80 33.7 94.8 …

85 51.2 97.5 …

88 54.3 98.0 60.0
90 55.6 97.8 79.5
95 59.1 97.4 88.0
100 59.1 96.1 91.7
105 59.7 92.7 94.6
106 60.8 91.3 95.1
107 60.6 89.6 95.2
108 60.8 88.2 95.6
109 60.3 85.9 96.2

109 較 70 年

增減百分點

53.9 25.0 36.2
（與 88 年比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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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行等基本需求後，人們

開始重視精神層面的滿足及

啟發，「休閒與文化支出」

由 70 年 4.0 ％上升至 80 年

6.6％，近年大致穩定維持在

6％左右，109 年則受新冠疫

情影響降至 4.2％。

近年受到少子女化及政

府陸續推出各項免學費措施

影響，致家庭「教育」支出

減少，其中少子女化對「教

育」支出之影響，亦可由學

生人數來觀察；國小以上學

生人數逐年遞增至 90 年代初

期後，呈現遞減趨勢，其與

「教育」支出比重由 70 年

3.5％遞增至 90 年 6.2％，而

後又逐漸下降至 109 年 3.4％

呈相同趨勢（表 3）。

參、結論

綜觀近 40 年來家庭消費

支出結構的變化，可發現消費

型態在不同年代有各自不同的

樣貌，早期以基本需求為主，

「食」、「住」的支出比重居

首位；而後隨著所得提升、社

經發展及人口結構變化，「醫

療保健」、「運輸交通及通訊」

支出比重呈現較明顯增加趨

勢，其中又以「醫療保健」支

出成長最多，這與我國高齡化、

全民健保普及有關。因此，透

過觀察家庭各項消費支出之消

長變化，可了解家庭主要消費

需求趨向及社會演進脈動。

隨著時間推移，科技進

步及社經環境變遷已使消費型

態產生明顯改變，未來在工業

4.0、共享經濟及新冠疫情的衝

擊下，會加速人工智慧及物聯

網的發展，並影響工作及生活

型態，進而牽動消費結構的轉

變，下一個世代將會是嶄新的

一頁。

註釋

1.「食品費」係指購買食材自行調

理，「餐廳費」係在外餐館用餐，

均屬「食」的費用，爰合併觀察；

另在外住宿費因樣本代表性考

量，調查報告未發布細項資料，

且其占比極小，此處予以忽略。



年別 
（學年度）

國小（含）以上 
學生人數 
（萬人）

教育支出占 
消費支出比重 

（％）

休閒與文化支出占 
消費支出比重 

（％）

70 445 3.5 4.0

80 509 4.7 6.6

90 511 6.2 5.8

95 509 6.2 5.3

100 467 5.1 5.3

105 401 3.8 5.6

106 388 3.4 6.1

107 379 3.5 5.7

108 370 3.4 6.1

109 363 3.4 4.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教育部。

表 3　學生人數、休閒文化及教育支出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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