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太经济· 台港澳经济　 1999年第 1期

台湾经济 1998年回顾与 1999年展望

梁宏彦　●　 361000　厦门, 厦门大学台湾所

　　 1998年的台湾经济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后续影响逐渐显现, 经济景气翻转直下, 不仅进出

口贸易大幅衰退, 民间投资增长速度也迅速滑落, 经济目标不断下调。尤其第四季度以后, 多

家企业相继发生财务危机和倒闭现象, 金融市场动荡不安, 就业市场形势非常严峻, 各项经

济活动的表现都未如预期。展望 1999年的台湾经济, 仍然面临不少重大挑战, 当局将继续以

扩大内需、 促进民间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

　　一、 1998年台湾经济的基本状况

　　经济总量。1998年台湾经济景气一直往下走,当局被迫四度向下修正增长预测值。与 1997

年比较, 全年国民生产总值 (GDP)达到近 3千亿美元, 实现了 5%的经济增长率, 低于当局原

订的经济增长率 ( 6. 2% ) 1. 2个百分点, 创历年来新低。经济增长率在全球排名第 9位。

　　工业生产。 这是台湾经济的主导面。 1998年累计工业生产增加 4%, 远低于 1997年 7.

86%的增长率。矿业和房屋建筑业景气依旧低迷不振, 水电燃气业有 8. 4%的增长,占工业产

值近九成的制造业仅有 3. 6%的增长率。其中,电力及电子器材业表现突出,仍然有 14. 02%的

增长率
〔1〕
。尤其笔记型电脑,继主机板、监视器、键盘之后成为台湾的明星产业, 较 1997年增长

35%,产量居世界首位,占到 40%。

　　对外贸易。本来它是台湾经济成长的支柱, 1998年呈现大幅衰退。据统计,全年贸易总额

为 2150亿美元,比上年度的 2365亿美元减少 200多亿美元,衰退 8. 9%, 是 40多年来进出口

贸易衰退最严重的一年。其中进口为 1047亿美元,减少 8. 5% ;出口为 1106亿美元, 减少 9.

4% 。进出口贸易分别创下 16年、 44年以来衰退幅度最大的记录。全年顺差仅有 59亿美元,比

上年缩减 22. 9%,是 15年以来最低〔2〕。

　　岛内需求。与外贸易表现大幅衰退的“外冷”相比, 1998年岛内需求可以说是“内温”了。主

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民间投资十分活络,较上年增长了 16%多,创五年来最高水准。由“经

济部”列管的 2亿元以上重大投资, 1月至 11月突破 4千亿元;二是民间消费缓慢成长,全年

增长率有 5. 72% ,比以往表现要差些〔3〕;三是侨外投资 1月至 10月件数虽然增加了,但金额衰

退 17%。

　　货币供给。 1998年岛内货币供给经历了从“偏紧”到“带松”的过程。 台“央行”原定的 M 2

年增率目标区在 6%至 12%之间。为了刺激投资和消费,下半年当局曾二度调降存款准备率,

并释出大量邮政储金, 总计释出强力货币近 2千亿元, 使 M 2年增长率仅转上扬, 1月至 10月

的货币供给 M 2年增率为 8. 6%, 未达到目标区的中间值 9% 。

　　物价指数。近几年台湾物价相当平稳。全年通货膨胀率为 1. 68% 。主要原因是:全球景气

萧条使需求疲软; 移动电话、个人电脑等商品的价格降幅超过两成。

　　金融市场。 1998年是动荡不安的一年。 年中受到国际金融环境不稳的影响, 岛内股市重

挫,台“央行”提供金额达千亿元的资金,股市稳定在 7000点左右。 十二月中旬股市又一路下

滑,跌破 6300点,当局动用行政资金,采取各种措施强力动作, 并破天荒同意发生财务困难公

司申请股票暂停交易。 诸多政策延续到年底,成效依然不彰, 年终以 6418点封关,比上年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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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 1769点,跌幅为 21. 6%
〔 4〕
。同时, 6月初外汇市场出现台币贬值现象, 10日汇率一度跌破

35元关卡,创下 11年来的新低。 受美国降息、美元走软影响,新台币从 9月底开始走强, 从 9

月 28日的 34. 51元升至年底的 32. 216元。其间为缓减台币上升对出口的压力,提升出口产品

的竞争力, “央行”释出新台币 1千多亿元。 年底外汇存底达到 903. 41亿美元,为 37个月来最

高,全球排名仍居第三位。

　　对祖国大陆经贸。 1998年台商对外投资减缓,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降幅达 25% (对日本 )

到 73. 8% (对马来西亚 ),但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仍方兴未艾。前 10个月祖国大陆批准台商间

接投资项目达到 2180个, 实际利用金额达 24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微缩 0. 29% ,目前台商对祖

国大陆投资金额占其对外投资的 42%以上, 而且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市场占领型投资迅速兴

起。截止 10月底,台上市公司赴祖国大陆投资已达 143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 1 /3。两岸贸易

总额稍有下降, 1998年前 10月,两岸贸易总额为 191. 33亿元。其中台湾对祖国大陆输出金额

为 157. 2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8. 4% 。台湾自祖国大陆输入金额为 34. 06亿美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8. 3% 。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达 123亿美元,首次出现负增长。

　　二、 1998年岛内经济主要特点

　　从前面论述的 1998年台湾经济基本表现中,不难看出具有的几个明显特点。

　　第一,内需市场差强人意,进出口增长双双大幅下滑, “内温外冷”构成台湾经济 1998年运

行的最大特点。

　　“内温”: 主要是指岛内民间投资总额、民间消费总量, 较 1997年分别增长 16. 59%、 5.

72%。 内温又凸现“民间部门热,政府部门冷”的不平衡状态。 原因是:其一, 近年来,在财政赤

字压力下,财政投资增长缓慢,迫使台湾当局转向鼓励民间投资,开放更大空间鼓励民间投资,

开放电厂、电信市场、公共设施让民间投资,协助企业融资贷款,激发了民间投资意愿。其二,近

年来台湾当局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改善岛内投资环境, 解决重大投资所遇到的土地、资金、水

电、环保等问题,使岛内环境有了一定改善。其三,为了改变今年以来出口衰退对经济增长的不

利影响,台湾当局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积极推动扩大内需方案,并创造了一

些条件。可见,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成为 1998年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

　　“外冷”: 指台湾 1998年进出口双双大幅衰退。 前面已提到进出口总额比 1997年减少 8.

9% 。外贸衰退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全球产业出现产量过剩,供过于求现象明显,生产

过剩体现在传统产业到高科技产业各个方面,国际市场需求缓慢。 台湾除了对美国出口略减、

对欧洲出口增加 6. 7%外, 其余均呈大幅度衰退之势。其次,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一方面,

东亚国家货币贬值使市场需求锐减,购买力下降,直接影响了台湾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另一方

面,虽然新台币对美元贬值,但相对于东南亚各国的货币贬幅较低,台湾主要竞争对手韩国、新

加坡竞相杀价求售,在国际出口市场上台湾产品遇到强烈竞争。结果台湾对亚洲主要国家的出

口锐减 18. 5% ,所占比重由 1997年的 50. 4%降低为 45. 5% 。

　　第二,东南亚金融风暴持续发展,对 1998年台湾经济的冲击逐渐显现出来。

　　 1997年 7月暴发的亚洲金融风暴使东南亚地区损失惨重,韩国与日本也受到重大冲击,

台湾经济在 1997年却受创较小。但 1998年以来,面临全球性金融大灾难,先是东亚金融风暴

持续发展,亚洲各国股市汇市动荡不安,接着俄罗斯卢布狂贬,中南美洲经济情势岌岌可危,台

湾经济遭受波及势不可免, 整体经济形势日益恶化。

　　这种冲击表现在各个方面:进出口贸易衰退幅度创记录, 外销接单减少 4%左右;厂商投

资意愿减弱, 民间投资由第一季度增长 39. 1%迅速滑落至第四季度仅增长 8. 6%
〔 5〕

;金融市场

动荡不安, 股市下跌压力沉重; 房地产市场景气低迷不振;下半年以来一连串企业发生跳票事

件及财务危机,工厂倒闭现象严重,全年关厂家数达到近 7000家; 岛内各大上市企业集团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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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比上年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 经济不景气蔓延到就业市场,失业率不断攀升至近 3%, 失

业人口高达 29万人,因关厂而失业的人口也由 1. 9万人迅速增加到近 8万人
〔6〕
。可见,亚洲金

融风暴对台湾总体经济造成激烈冲击,也让民众对岛内经济发展的信心为之动摇。

　　第三,下半年企业不断发生跳票事件, 影响到金融市场的稳定。

　　所谓“跳票”,即债权人持债务企业所开具的到期信用凭证到指定银行提款时因债务方在

银行的存款不足而发生的信用票据被退回的事件。 如资本额仅有 1. 9亿的建商罗杰公司跳票

金额达 4. 8亿元最高。经清查发现,它与岛内 13家金融机构有业务往来,债务总额近 16亿元。

这一消息立即引起岛内金融界和投资大众的恐慌。 接着数十家大型企业接二连三发生跳票事

件,形成“跳票症候群”。银行鉴于承担的风险太大,纷纷刮起了降息风。股市行情低迷,一路下

滑跌破 6300点。 台“行政院” 11月 3日紧急宣布五项重大措施,以免企业跳票风暴蔓延,冲击

金融市场, 但这只能是应急,最多只能对体制良好、一时周转不灵的企业出面协调给以暂时性

融通,不可能对企业整体解困。

　　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原因, 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亚洲金融风暴影响到岛内经济,造成整

体经济环境的日益恶化;其次, 企业经营不当,危机起因于经营者以股市作为筹集资金的主要

渠道,从事本业以外的股票操作,结果操作失利; 另外,长期以来台湾金融制度法令不健全, 为

不法商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他们为了甩脱已经陷入危机的企业包袱,不惜铤而走险。

　　三、台湾经济 1999年展望

　　 1999年的台湾经济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有利因素主要有: ( 1)台湾的产业结构以中小

企业为主, 较日本和韩国健康 ,这是台湾在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中受创较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台湾当局认识到这一点,在 1999年将继续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在资金取得、土地利用、开

发研究、人才培训等方面协助中小企业。 ( 2)内部需求已颇具规模。 1999年高铁和民营电厂将

要动工,内需尤其民间投资的扩张,仍是支撑台湾 1999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 3)为刺激产

业发展,促进经济景气复苏,当局将产业条例延长 10年,以租税优惠减轻业者负担, 以利于产

业结构的调整。

　　同时, 1999年台湾经济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 1)东南亚市场低迷,出口至这些地区的厂

商仍然面临较大压力。 东亚金融风暴不仅重创 1998年台湾经济, 而且也将继续影响其以后几

年的经济增长率, 1999年消费与投资增长也难理想。 ( 2)欧美经济扩张形势转缓, 台湾出口压

力变大,很难维持在这些地区的贸易增长率,当局的全球拓销方案遇到了巨大阻力。( 3)当局在

两岸经贸关系上将继续执行“戒急用忍”政策,两岸关系不易改善, 台商对祖国大陆贸易和投资

很难提升。 ( 4) 1999年政治力量仍介入经济决策过程。 1998年“行政院”八月间提出扩大内需

方案,在实施不到四个月,又增添了一个振兴经济方案。政府一再订立功能重叠的各种方案,反

而不利于内部经济的调整。

　　基于上述多种因素的分析, 1999年台湾经济将在多方面得到调整。由于支撑其经济增长

的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很难比 1998年有更好表现, 贸易顺差也无法扩增,预计 1999年的台湾

经济增长率只能维持在 4. 5%— 5% 。岛内需求和对大陆经贸关系仍是支撑其经济继续增长的
关键。 □ (责任编辑　翁东玲 )

注释:

　　〔 1〕台湾《经济日报》 1999年 1月 6日。 〔2〕台湾《经济日报》 1999年 1月 9日。

　　〔 3〕台湾《工商时报》 1998年 12月 19日。 〔 4〕台湾《经济日报》 1999年 1月 8日。

　　〔 5〕台湾《工商时报》 1999年 1月 9日。 〔6〕台湾《经济日报》 1999年 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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