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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台湾地区经济金融形势述评
□邓利娟 陈斯敏

(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2007年我国台湾地区经济温和扩张, 经济基本面没有大的改变, 但经济生活却有若干明显的变化: 关于经济

状况的认知呈明显分歧化 , 经济增长动力来源转 为 “内 外 皆温”, 物价上涨趋势明显增强 , 股票市场大起大落。展望

2008年台湾的经济发展 , 其面临的内外挑战依然十分严峻 , 但因岛内政局发生了新的变化 , 重振经济的机会也明显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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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湾“主计处”2008年2月发布

的统计数据显示 , 2007年我国台湾地

区整体经济在内需好转与外需稳定增

长的推动下, 呈现温和扩张局面, 全年

经济增 长 率 为5.7%。总 体 而 言 , 2007

年 来 台 湾 经 济 的 基 本 面 没 有 大 的 改

变, 经济仍在中低增长的轨道上运行。

但若深入分析可见, 与以往几年相比,

台湾经济金融形势呈现出若干明显的

变化 , 与未来岛内经济金融发展走势

密切相关, 值得关注。

一、关 于经济状况的认知呈明显

分歧化

近几年来, 台湾经济持续低迷, 但

2007年各界对台湾经济状况的认知则

出现了分歧。

( 一) 总体经济指标趋于较乐观。

台湾“主计处”2008年2月公布的统计

资料显示 , 2007年四个季度经济增长

率基本呈持续上升走势, 分别为4.19%、

5.24%、6.86%及6.39%, 全年经济增长

率达5.7%, 较年初预估大幅提高1.56

个百分点。而“经建会”发布的景气灯

号显示, 2007年9、10月连续黄红灯, 为

2004年10月以来仅见的纪录 , 显示岛

内经济向活络加温方向发展; 随后11、

12月虽转为绿灯 , 仍显示岛内经济景

气持续稳定。

( 二 ) 民间感受依旧悲观。在2007

年 各 项 经 济 指 标 呈 现 逐 渐 好 转 的 同

时 , 岛内民众对经济的实际感受却是

景气持续低迷。一些民间权威机构的

调查数据也指向景气较悲观。“中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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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内的多种金融服务 , 由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和行业协

会负责组织提供担保并进行监督 , 采取由政府补贴部分

资金、农业生产合作组织会员缴纳部分资金等方式 , 建

立灾害风险准备金, 或向保险公司集体投保相关农业险,

切实分散农业生产的系统性风险。四是搭建农产品产供

销贷款平台 , 引导农村地区银行业机构重点加大对农产

品加工和经销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信贷支持力度, 扩

大对上游农产品的有效需求 , 鼓励下游农产品加工和收

购企业为上游农户提供信贷担保 , 形成“下游牵引上游、

公司带动农户、县域辐射乡村”的信贷资金转化平台。五

是搭建农村小企业贷款平台。组建小企业担保公司, 切实

简化小企业抵押、评估和登记等手续 , 建 立企业资产拍

卖转让市场、产权转让市场 , 进一步健全小企业贷款“六

项机制”, 切实加大农村小企业融资力度。六是搭建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平台。对一些大型农村基础建设项目,

银行业机构可实行银团或社团贷款, 积极支持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

( 责任编辑: 吴湧超)

( 责任校对: 吴湧超 梁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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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台经中心”公布的2007年12月份消

费者信心指数 ( CCI) 总数为62.58点 ,

创近6年来的单月新低, 而且在本次调

查的六项 指 标 中 , 除 物 价 水平上升、

就业机 会 持 平 外 , 家 庭 经 济状况、岛

内 经 济 景 气 等 其 余 四 项 指 标 均 呈 现

下降趋势, 显示民众信心悲观。“台经

院”公布的制造业厂商对2007年10月

以及未来景气看法, 也创下近4年来单

月新低 , 至12月厂商对未来景气看坏

比例才从10月的23.5%略降为19.2%。

可见 , 台湾官方经济数据与民众实际

感受出现了明显的落差。

事实上 , 2007年台湾经济增长超

过5%, 仍属温和扩张 , 经济基本面并

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 而民众感觉不到

2007年总体经济指标好转的直接原因

则在于 , 总体经济数据反映的是平均

值, 大多数民众无法分享经济增长有所

加快带来的成果。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个别领域的景气提升掩盖了

多数领域的持续低迷。台湾2007年下

半年经济增长大幅调高 , 进而拉动全

年预估增长率 , 其主因是出口增长明

显提升所致。第三季度台湾出口大增

11.1%, 较“主 计 处 ”的 预 测 提 高 一 倍

多 , 第四季度出口增长高达15.3%。与

出口相关行业的景气好转 , 但大多数

的内需产业及市场依旧不景气。据台

湾“经济部商业司”统计 , 2007年台湾

公司登记数较上年减少20409家; 新设

公 司 家 数 比 上 年 减 少 17.61% , 而 解

散、撤销及废止公司家数却比上年增

长29.8%。此外 , 虽然出口增长有利相

关行 业就 业 有 所 改 善 , 但 在 “台 湾 接

单, 海外生产”运营模式日益扩大的背

景下 , 出口增长对岛内就业市场的影

响较为有限。从 股 价 来 看 , 2007年9～

10月台湾股市交投热络, 股价攀高, 由

此带动了相关的金融及保险业的大幅

增长 , 但股市短期暴涨的真正受惠者

仍主要是少数股市大户及金融业者。

二是少数高所得者的富裕掩盖了

大多数中低收入者的窘境。台湾大多

数民众无法感受景气好转的另一个重

要原因是, 经济增长的果实分配不均。

过 去 6 年 台 湾 年 均 经 济 增 长 率 大 约

4%, 而 劳 动 薪 资 增 长 率 仅 1%～2% 。

2007年台湾经济增长率为5.7%, 而平

均薪资( 含经常性薪资与非按月奖金)

较上年增长2.28%; 平 均 经 常 性 薪 资

( 含本薪与按月给付的固定津贴及奖

金 ) 较上 年 增 长1.77%。这 表 明 , 台 湾

广大劳动者的报酬远不能与经济增长

同步 , 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多被掌握

资本、技术及知识的企业主及科技新

贵等获取。与此同时, 广大劳动者微弱

的薪资涨幅又被物价涨幅所侵蚀 , 实

际购买力停滞甚至下降。2007年台湾

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1.8%, 扣除物价

因 素 , 台 湾 实 质 薪 资 仅 较 上 年 增 长

0.47%, 实质经常 性 薪 资 则 比 上 年 减

少0.03%。

二、经济增长动力来源呈现“内外

皆温”

内需不振是长期困扰台湾经济的

痼疾 , 近年来台湾经济维持中低增长

水平主要依靠外需 , 特别是对外贸易

的支撑。2006年的台湾经济就是“内冷

外热”的典型, 外需对经济增长贡献所

占的比重达77.3%, 内 需 的 贡 献 率 仅

占22.7%。2007年的情况则有所变化。

台湾“主计处”的资料显示 , 岛内全年

经济增长5.7%, 其中外需贡献3.74个

百分点 , 所占比重下降为65.6%; 内需

贡献1.96个百分点 , 所占比重上升为

34.4%, 经济增长动力来源转呈“内外

皆温”的发展态势, 尽管如此, “内冷外

热”的基本格局仍未改变。

( 一) 外需增长放缓 , 但仍为主要

增长动 力 。2007年 , 受 美 国 次 级 房 贷

风暴的影响, 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

国际原油与原物料价格不断攀高 , 全

球经济呈现温和走缓趋势 , 在此环境

下 , 支持台湾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动

力 削 弱 , 台 湾 对 外 贸 易 增 长 幅 度 减

缓 , 但 仍 维 持 稳 定 增 长 。按 台 湾 “海

关 ”统 计 , 岛 内 全 年 贸 易 总 额 增 长

9.2%, 贸 易 出 超 额 较 上 年 大 幅 增 长

28.4%。对 外 贸 易 仍 然是台湾经济增

长的 主要动力来 源 。值 得 关 注 的 是 ,

在 台 湾 外 贸 市 场 特 别 是 出 口 市 场 构

成 中 , 大 陆 市 场 的 重 要 性 进 一 步 强

化 。据 台 湾 “经 济 部 国 贸 局 ”统 计 ,

2007年台湾对大陆贸易总值首次突破

千亿 美 元 , 达1023亿 美 元 , 较 上 年 增

长16.1%, 远高于 同 期 台 湾 外 贸 总 额

的增幅 , 且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上升至

21.9%, 其中 对大陆 出 口 额 较 上 年 增

长17.3%, 自大陆 进 口 额 较 上 年 增 长

13.1%, 台湾对大 陆 贸 易 顺 差 较 上 年

增长20%。大陆继续为台湾第一大贸

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

来源地及贸易顺差最大来源地。

( 二) 内需趋于好转, 但增长乏力。

民间消费一直是影响台湾经济增长的

重要因素之一。2007年岛内平均失业

率 与 上 年 持 平 , 平 均 就 业 人 数 增 长

1.81%, 平均劳动力参与率略升0.33个

百分点 , 这对提升民间消费有一定帮

助。同时岛内“卡债”风波对消费金融

的 影 响 逐 渐 减 弱 , 民 间 消 费 逐 渐 回

升 , 全年民间消费增长率比上年提高

0.85个百分点。在投资方面 , 因岛内整

体投资环境没有明显改善 , 2007年岛

内投资增长率仅由上年的0.62%回升

至3.83%, 其中 , 民间投资因岛内半导

体业者增资扩产以及受当局推动都市

更新与农村改建的激励 , 全年增长率

由 上 年 的 2.96% 略 微 提 高 至 3.39% ;

公 营 事 业 投 资 由 上 年 的 负 增 长 转 为

正增长 , 而“政府”投资却持续呈负增

长状况。

与岛内投资增长乏力呈鲜明对比

的是 , 2007年侨外资本对台投资增长

迅速 , 全年核准侨外直接投资金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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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较上年增长22.75%, 投资金额较上

年增长9.96%。其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是 外

资并购活跃以及私募股权基金加快对

台投资 , 但这类外商并购投资不属新

兴投资, 不会增加岛内资本的存量, 只

是股权从本地人移转给外国人 , 对台

湾地区本身的就业增加、产业升级并

无 直 接 的 帮 助 。因 此 , 就 整 体 而 言 ,

2007年 台 湾 地 区 内 需 增 长2.24%, 略

好于上年的1.22%, 但 回 升 的 动 力 显

然不足, 仅勉强弥补外需减少的部分,

使台湾地区总体经济依旧维持中低增

长水平。

三、物价上涨趋势明显增强

进入21世纪 , 台湾岛内曾面临物

价持续疲软、通货紧缩压力明显增大

的 局 面 。2001～2003年 台 湾 消 费 者 物

价 指 数 ( CPI) 连 续 3 年 呈 负 增 长 。自

2004年起物价水平逐渐回升 , 但仍较

平稳。2006年CPI年增率为0.6%。而受

全球性通货膨胀加剧的影响 , 2007年

台湾物价上涨趋势明显加快 , 成为经

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

(一 )物 价 上 涨 趋 势 及 其 原 因 。

2007年 受 国 际 农 工 原 料 及 原 油 价 格

持续上涨的影响, 台湾趸售物价 ( WPI)

指数上 升6.46%, 高 于 上 年 的5.63%,

其中 , 进口物价涨幅达8.94%, 主要因

原油、大宗谷物、钢品等国际市场行情

较高所致 ; 自产内销物价和出口物价

则分别上 涨6.39%和3.56%。在CPI 方

面 , 2007年第1～2季度因气候较好, 蔬

菜、水果价格平稳 , CPI指数年增率较

上年同期仅分别上升1%和0.3%。但自

8月 起 , 一 方 面 受 频 繁 的 风 灾 雨 害 影

响 , 蔬菜、水果价格大幅上扬 , 另一方

面国际原油价格、谷物价格暴涨, 导致

油类价格及食物类价格大幅上升 , 消

费者物价呈明显上升走势, 10月CPI年

增率高达5.34%, 创 下1994年10月以

来最高 , 2007年CPI年增率1.8%, 远高

于2006年 的0.6%, 核 心 物 价指数 ( 在

CPI中剔除短期易受波动影响的商品)

逐月上扬 , 全年上涨1.35%, 较上年大

幅提高0.83个百分点。

(二)物 价 持 续 上 涨 的 影 响 。岛 内

物价持续上涨 , 使2007年台湾的民生

痛 苦 指 数 ( 失 业 率+消 费 者 物价指数

年增率 ) 明显上升。虽 然 平 均 失 业 率

为3.91%, 与上年持 平 , CPI年 增率却

升至1.8%, 民生痛苦指数较上年高出

1.2个百分点。加之2007年台湾平均薪

资持续低增长 , 扣除消费者物价上涨

率 , 实质薪资仅增长0.47%, 实质经常

性薪资为负增长 , 使岛内民众的正常

生活深受 影 响 。面 对 持 续 上 涨 的 物

价 , 从2007年下半年起台湾当局相关

部门采取 了 一 些 应 对 措 施 , 如9月 为

应对国际油价的持续上涨 , 宣布实施

浮动油价新制 , 2个 月 后 宣 布 “冻 涨”

(冻结岛内油价)措施 , 期望通 过 价 格

管制来减轻物价上涨的 压 力 。又 如 ,

2007年12月为收缩市场流动性进而减

缓物价持续上涨的压力 , 台湾“央行”

宣布升息半码( 0.125个百分点) , 重贴

现率、担保放款融通利率、短期融通利

率分别调整为3.375%、3.75%和5.625%。

然而, 这些措施并未收到预期的成效,

2008年以来 , 岛内物价上涨趋势进一

步强化, 1月核心物价上涨率由2007年

12月的2.57%提高至2.71%。

四、股票市场大起大落

台湾股市在2006年受到国际股市

全面上涨的带动与外资大量流入的推

动而呈现上涨趋势 , 2007年总体仍呈

上涨趋势 , 全年加权平均股价指数为

8510点 , 较上年上涨1668点 ( 24.4%) ;

总成 交 值 为 新 台 币 33.04 万 亿 元 , 较

上年增长38.3%。然而 , 2007年台湾股

市却表现出大起大落的明显特征。股

价指数由年初最低时的7300多点 , 先

后 突 破 8000点 、9000点 大 关 , 10月 底

急涨至9859高点, 随后持续大幅下滑,

12月曾跌至7664低点 , 直至年末最后

几 天 才 有 所 回 升 , 最 终 收 于8506.28

点。全年台湾股价指数高低点差距为

2553点 , 为近6年震幅次高。台湾股市

巨幅震荡的基本原因在于台湾经济基

本面没有改善 , 而缺乏经济基本面支

撑的股市必然是脆弱而不稳定的。影响

2007年台湾股市的因素可分为内外两

个方面。

(一 )国 际 大 环 境 的 影 响 。2007年

全球经济大环境对台湾股市的影响十

分 明 显 。上 半 年 台 股 基 本 呈 上 涨 走

势 , 其 主 要 是 受 到 全 球 股 市 普 遍 上

项目

年份

经济

增长

率( %)

内部需求 外部净需求

占GNP

比率

( %)

对经济

增长率

的贡献

( 百分点)

对经济增

长贡献所

占比重

( %)

占GNP

比率

( %)

对经济增

长率的贡

献( 百分

点)

对经济增

长贡献所

占比重

( %)

2003 3.50 92.7 1.71 48.86 7.3 1.79 51.14

2004 6.15 96.6 7.08 115.12 3.4 - 0.93 15.12

2005 4.16 95.8 1.53 36.78 4.2 2.63 63.22

2006 4.89 94.4 1.11 22.70 5.6 3.78 77.30

2007 5.70 92.5 1.96 34.39 7.5 3.74 65.61

2003～2007年台湾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 : 台湾“主计处”: “省内生产毛额- 依支出分”, http:/ / www.dgbasey.gov.tw,

2008- 0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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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 、特 别 是 受 亚 太 股 市 大 幅 上 涨 的

影 响 , 由 外资大 量流入 台 湾 股 市 所

致。其间 , 在3月初美国传出次级房贷

违约消息后 , 台湾股指一度从7900点

下跌至7300点 , 但此后因次贷风暴仅

是初显征兆, 台股开始稳定回升。但是

进入下半年后 , 美国次贷危机愈发严

重 , 国 际 油 价 一 路 飙 涨 , 其 负 面 效 应

在全球范围内扩张 , 并引发全球股市

重挫, 对国际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依

赖度很深的台湾当然难以幸免 , 外资

纷纷撤离台湾股市。虽然在10月份因

受美联储降息政策影响 , 美国股价下

跌情况暂时得以缓解, 国际股市止跌

反弹 , 台股也随之逐步上涨 , 但 次 贷

风 暴 持 续 蔓 延 的 负 面 影 响 终 究 难

挡 , 一 个 多 月 后 , 随 着 花 旗 集 团 、美

林证券和瑞士银行股价暴跌, 全球股

市再次陷入动荡, 台湾股市也因此陷

入大跌局面。

(二 )岛 内 政 局 动 荡 不 安 的影响。

2007年台湾股市振荡如此剧烈 , 与其

动荡不安 的 政 局 密 切 相 关 。上 半 年 ,

在 岛 内 总 体 经 济 基 本 面 没 有 改 善 的

情况下, 台股逆势大涨的内部原因是 ,

民进党当局为了2008年的两个大选 ,

努 力 营 造 短 期 政 策 利 多 的 局 面 。5月

份 , 在以张俊雄为首的“选举内阁”组

成后, 推动所谓“一周一利多”的政策,

一方面 , 陆续通过《农村改建条例》草

案、劳工基本工资调涨、四大公有土地

都市更新案等各项草案与措施 , 以表

明振兴台湾经济的决心 , 也期望提振

内资与外资对台湾股市的信心 ; 另一

方面 , “央行”同步调升利率与汇率以

吸引外资流入 ,并将当局控制的多项

基金注入股市以拉抬股指。但是这些

以服务选举为导向的短期利多政策 ,

成效难以持续。而第4季度 , 造成台股

暴跌雪上加霜的内部因素则是 , 随着

2008年两大选举的日益临近 , 岛内激

烈政治斗争引发政局剧烈动荡 , 尤其

是台湾当局变本加厉地推行“入联公

投”等“台独”分裂活动, 对台海和平稳

定构成严重威胁 , 使台湾股市投资人

面临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此 外 , 台 湾 股 市 自 身 的 “先 天 不

足”也是其易于暴涨暴跌的重要原因。

台湾股市开户人数已超800万户, 占台

湾人口总数近30%, 但操纵股价的一

向是少数外资和大户 , 这就极易出现

人为炒高股价、广大散户跟风的情况,

而一旦大户资金撤出就会造成股价迅

速下跌。同时, 台湾股市相关法律法规

不够健全, 缺乏有效监督管理, 内线交

易弊案时有发生 , 从而严重影响了股

市的健康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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