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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景論壇 

5月中旬爆發新一波本土疫情以來，內需消費產業受到的衝擊將較去年更為嚴重，但在

政府紓困 4.0方案及時推出與疫苗逐步到位下，臺灣整體經濟受到的衝擊應相當有限。 

（圖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4ugcYyiAPE） 

 

本土疫情再起對臺灣經濟的影響 

 

張建一 

臺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兼院長 

 

原本為全球防疫優等生，且 2020 年繳出所有先進經濟體最高

3.12%經濟成長率的我國，5月中旬因防疫破口爆發新一波本土疫情，

染疫人數更甚於去年，至今仍未見高到染疫高峰期，讓人不得不擔憂

臺灣今年的經濟成長率將不如預期，甚至出現大幅下修的空間。然而，

6月 4日主計總處最新公布的國民所得統計及國內經濟情勢展望不僅

未下修 2021年臺灣的經濟成長率，甚至由上次預測的 4.64%上修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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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百分點至 5.46%。此數據一公布，不僅跌破眾人眼鏡，一些人甚至

認為主計總處嚴重低估國內本土疫情對經濟的衝擊，5.46%的經濟成

長率顯然過於樂觀。 

事實上，如果我們仔細去看主計總處公布的資料，有些數據確實

是下修，特別是民間消費的部分。2020 年因全球疫情的影響，臺灣

的消費因外國人士來臺大幅減少，致使消費最終值減少 2.42%，對經

濟成長率的貢獻度為-1.26 個百分點。然而去年臺灣防疫作得好，加

上國人無法出國轉而在國內消費，因此國人在臺灣的消費不但沒有減

少反而增加，此由零售業營業額年增 0.2%可以看出。 

原本在低基期與國內薪資水準今年將普遍提高下，主計總處原本

預測 2021年國內消費將由 2020年的-2.42%大幅增加至 3.74%；事實

上，今年 1－4 月國內消費相關指標均見回升，例如零售業營業額大

幅成長 11.3%，餐飲業更是增加 13.3%。然而，此次疫情防疫層級提

升，禁止群聚與外食，短期間勢必重創零售、餐飲及旅遊等民生經濟

活動。不過，主計總處假設疫情隨政府管制、國人自律與疫苗施打將

於第 3季獲有效控制，並考量電子商務及外送平臺等無接觸商機受疫

情催化將加速發展，預測 2021 年民間消費仍將成長 2.75%（即使下

修 0.99個百分點），對經濟成長率的貢獻度減少 0.48%。既然占 GDP

最大比重的消費成長率下修，為何整體經濟成長率反而上修呢？主要

因素在於國內的投資與出口。 

由於主要半導體廠商持續擴大投資與臺商回流國內設廠及增購

設備持續落實，加上國內前瞻基礎建設等各項建設持續進行，預測

2021 年民間投資實質成長 9.10%（上修 5.19 個百分點）。在出口方

面，隨全球經濟成長動能增強，IMF預測世界貿易量將由 2020年衰

退 8.5%轉為 2021年成長 8.4%，多項國際非經濟與經濟因素亦增添不

少臺灣出口動能。即使近期國內疫情升溫，然而尚不致影響以出口為

主的製造業生產活動，預測全年輸出實質成長 15.44%（較上次預測

上修 10.39個百分點）。 

由上面的說明可知，去年在全球疫情影響下，臺灣的傳統產業出

口受到極大的衝擊。然而今年的情況大不相同，因主要經濟體疫情趨

緩帶動全球景氣回升，此由國內第 1季製造業產值年增 14.6%，其中

資訊電子產業年增 18%；傳統產業則走出陰霾，年增 12.8%，致使 1

－4月整體出口值大幅成長 28%即可看出。換言之，去年因國外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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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峻，傳統製造業與內需均受到衝擊；今年則是因國外疫情趨緩需求

大幅回升，所有製造業因全球景氣復甦、新興科技加速應用得以大幅

成長；而國內內需，特別是內需消費產業因本土疫情受到的衝擊將較

去年更為嚴重。但我們相信在政府紓困 4.0方案及時推出與疫苗逐步

到位下，臺灣整體經濟受到的衝擊應相當有限。總而言之，這次本土

疫情對臺灣經濟確實有影響，但整體而言只是降低未來上修的可能性。

若真如主計總處所預期本土疫情在第 3季獲能有效控制，在國外出口

需求可能超出預期的情況下，5.46%的經濟成長率反而仍有上調的空

間。 

 

 

編按：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遠景基金會之政策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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