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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前景壟罩高度不確定性

 貿易限制措施升級與政策不
確定性，加劇全球經濟分化，
削弱前景成長動能，依據
IMF及Oxford Economics最新
展望，今(2025)年全球經濟
成長率分別為2.8%、2.3%，
雖運行正向軌道大致不變，
惟均較1月預測數下修0.5個
百分點。

 IMF全面調降主要經濟體今
年展望，預測中國大陸、美
國、歐元區及日本成長率各
為4.0%、1.8%、0.8%、0.6%，
擴張力道普遍不及上年，又
以美國較1月預測下修0.9個
百分點最劇。

3

全球及主要國家經濟成長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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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xford Economics (牛津經濟研究院，2025.4.15發布)、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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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徵關稅措施衝擊，世界商品貿易量轉為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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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美國新一輪關稅措施及
貿易政策不確定性，WTO預
測2025年全球商品貿易量將
陷入停滯，小減0.2%1，遠
不及前次預測值 (+3.0%)；
與商品相關之貨運及物流服
務亦受牽連，預測全球服務
貿易量成長率放緩至4.0%。

 全球製造業新增出口訂單指
數略有好轉，為去年6月以
來首見突破50，反映部分業
者提前下單以規避即將提高
的關稅，並帶動貨櫃吞吐量
指數續揚，今年前2月年增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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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RWI/ISL貨櫃吞吐量指數涵蓋92個國際港口、約占全球貨櫃運輸量64%；
說明：新增出口訂單為全球製造業PMI的細項指數，以50為景氣榮枯分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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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TO(2025/4)，商品指進、出口量之平均；服務指出口量，係首次發布預測。

備註：1.截至2025年4月14日止，美國對各國不同稅率之對等關稅暫緩實施90日。
若未來仍生效，且負面效應進一步擴散，全球商品貿易量恐衰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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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PMI係由生產、新接訂單、就業、交貨時間及存貨等5個指標

加權而成，指數與50之間的差距，代表擴張或趨緩的程度。

2024

 主要國家最新月份製造業
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多低
於50，落在景氣趨緩區間，
僅我國(中經院)及中國大陸
維持擴張。

 根據標普全球(S&P Global)
調查，我國製造業PMI隨市
場需求降溫轉為緊縮，終
止連11個月擴張；美國PMI
亦陷入萎縮，結束短暫復
甦；南韓、歐元區、日本
景氣續呈趨緩，惟歐元區
PMI值升至48.7之近27個月
高點，並已連續2個月增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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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經濟體出口同呈升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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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月亞洲主要國家/地區
出口均呈上揚，以我國增
18.6%、中國大陸增12.4%升
幅較高，日本、南韓、新加
坡皆屬溫和成長。香港因春
節落點差異，2月出口大增
21.4%，併計1月後增8.5%；
美國、德國2月出口分別增
0.3%、減5.1%。

 進口方面，中國大陸因鐵礦
石、大豆等輸入減少，3月
進口下滑4.3%；美國受貴金
屬製品進口劇增，前2月進
口成長21.5%；其餘國家變
化態樣大致與出口相仿。

資料來源：各國官方網站、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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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經貿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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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季出口淡季不淡，規模值再攀單季新高

說明：實質出口增加率=名目出口增加率-出口物價增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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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惠於人工智慧(AI)等新興
科技應用需求持續擴散，以
及美國關稅政策變數引發之
提前拉貨效應，我國114年
第1季出口1,296億美元，改
寫單季最高紀錄，較上季及
上年同季各增2.9%、17.5%；
隨AI供應鏈之國際協作架構
及國內半導體業投資加溫，
進口1,059億美元，為歷年
單季第3高，年增16.2%。

 若剔除物價變動因素觀察，
第1季實質出口上升18.5%，
為近7季最大擴張幅度，實
質進口年增率亦達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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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商機與關稅趨避引發拉貨潮，資通產品單季出口破400億美元

113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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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AI新興科技應用持續發酵，
以及客戶端因應美國對等關
稅而提前拉貨，第1季電子零
組件出口460億美元，年增
15.3%，為111年第3季以來最
大升速，其中積體電路增
16.2%、電容及電阻器增8.0%、
印刷電路增1.8%。

 資通與視聽產品出口規模同
步躍升至435億美元(+42.3%)、
占總出口比重達33.6%，雙雙
締造單季新高，其中電腦及
其附屬單元因顯示卡、伺服
器等出貨暢旺，年增59.3%，
交換器及路由器增34.5%、電
腦之零附件增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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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電子類中，受惠於光纖電纜、
靜電式變流器需求推升，第1
季電機產品出口年增13.1%；
光學及精密儀器隨半導體檢量
測設備、鏡頭外銷暢旺，出口
增11.1%；對美出口工廠或實
驗室設備擴增1.4億美元(+11.2
倍)，亦激勵機械出口增2.8%，
為11季來最佳成績。

 礦產品出口則略現止跌跡象，
連續7季衰退後轉為持平；塑
化產品除國際間產能過剩外，
下游需求亦顯低迷，減3.3%；
基本金屬製品因重建題材遞延，
以及美方鋼鋁關稅施行，減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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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創新科技相關供應鏈出貨
強勁，114年第1季主要市場
出口普遍上揚，其中對美國、
東協出口規模創單季新高，
各年增33.9%、17.9%，均連
續 7季成長；對陸港亦增
8.0%，對日本止跌回升5.8%，
終止連續8季下滑；對歐洲
續呈疲弱，減7.7%。

 市場結構同步消長，對美國
及東協出口比重分別升至
25.5%、20.3%，分別為近26
年同期、歷年單季高點，對
陸港占比(28.4%)則降至24年
以來同期低點。

對美國、東協出口齊登新頂峰，對歐洲續呈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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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設備進口創近15年來單季最大增速

 AI產業鏈之國際分工運作，推
升電子零組件進口連續3季創
高，第1季農工原料進口年增
18.8%；資本設備進口復受半
導體設備購置帶動，創歷年單
季新高，增幅達65.7%。消費
品因小客車、手機進口減少，
與儲存裝置、食品輸入增加互
抵後，進口微減0.2%。

 按資本設備類型觀察，第1季
資通設備進口續呈倍增，精密
及機械設備進口增率分別擴大
至88.8%、62.0%。若將與半導
體相關者加以歸併，其進口值
90億美元(歷年同季最高)，劇
升1.5倍，反映半導體廠商裝
機需求顯著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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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Q1 -39.6 35.0 -23.3 -7.9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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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10.6 88.7 27.1 7.6 27.5

Q4 18.3 106.3 53.9 34.8 44.8

114Q1 62.0 101.7 88.8 34.9 147.3

比重 44.7 24.9 19.3 6.9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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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產品動能勝於傳產，第1季外銷接單年增1成2

 受惠於新興科技應用需求殷
切，帶動電子及資訊通信產
品接單成長，第1季總接單
1,495億美元，為歷年同期次
高，年增12.1%，惟基本金屬、
塑化等貨品仍受需求偏弱及
海外同業低價競爭拖累，接
單均呈縮減。

 3月海外生產比45.5%，年降
1.2個百分點，第1季平均僅
45.3%，寫下96年第3季以來
單季最低紀錄，主因電子、
資通廠商提高國內生產比重。
以金額計算之動向指數47.4，
低於持平水準(50)，預期本(4)
月整體接單金額將較3月放緩。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13



14

 雖部分傳統產業受市場競爭
與需求疲弱影響續呈減產，
惟AI應用商機持續驅動相關
供應鏈生產量能，第1季電
子零組件業年增20.4%，同
步推升製造業及工業生產指
數俱創歷年同季次高，各增
12.8%、11.9%。

 春節落點不同，工作天數增
加，加上AI、高效能運算等
商機持續發酵，拉抬需求、
原物料投入與經營環境面等
指標表現，致2月製造業景
氣信號值較1月增加4.3分，
燈號由代表景氣低迷的黃藍
燈轉為持平的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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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台灣經濟研究院。
說明： 10.5 <低迷< 13 、13 ≤持平≤ 16 。

製造業生產連續4季雙位數正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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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業

零售業

 第1季零售業受惠於春節連假買
氣熱絡，超級市場持續拓點，惟
進口車交車數減少影響汽機車零
售業，布疋服飾零售業因國內精
品銷售趨緩，抵銷部分增幅，營
業額年增0.9%，規模值仍為同期
最高；餐飲業因新品牌展店挹注，
加以旅運人次增長，帶動空廚餐
點需求，第1季營業額創單季新
高，年增3.7%。

 就動向指數觀察，零售業因逢清
明節、母親節檔期，以及新商場
加入，可望維繫成長動能。餐飲
業因業者延續展店策略及開發新
品，加以天候漸熱帶動消暑商機，
預期年增趨勢可望延續。

零售及餐飲業首季營業額雙雙創同期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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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55.9 
46.2 

0

25

50

75

100

1月 2月 3月 1月 2月 3月114年

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動向指數

零售業 餐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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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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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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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8.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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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15.3 15.3 
17.5 

-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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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0

6

12

Q2
112

Q3 Q4 Q1
113

Q2 Q3 Q4 Q1
114 季/年

上市櫃公司營收及年增率

營收 年增率

yoy％兆元  上市櫃公司114年首季營業
收入 11.1兆元，年增 1兆
6,561億元或17.5%，連4季
兩位數正成長。

 按產業觀察，受惠於AI伺服
器需求強勁、美關稅政策造
成客戶提前拉貨與中國大陸
手機補貼政策影響，相關產
業第1季營收成長皆逾雙位
數，其中以電腦電子產品業
增3成最多、批發業增2成4、
電子零組件業增2成2、水上
運輸業增1成9；金融服務業
受股市走跌，交易量下滑拖
累，僅增5.1%。

9,663 

4,243 

1,415 

320 

268 

0 2,500 5,000 7,500 10,000
億元

114年Q1營收增加較大業別

Q3

16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說明：以上市櫃共1,657家公司(不含TDR及F股)合併財報與月營收資料彙編。

上市櫃公司首季營收年增1成8，連5季正成長

(+29.7%)

(+21.9%)

(+24.2%)

(+18.7%)

(+5.1%)

水上運輸業

金融服務業

電腦電子產品
及光學製品業

電子零組件業

批發業



 3月就業人數月減0.05%、年
增0.25%；1至3月平均就業
人數1,162萬人，年增3.5萬
人 (+0.31%)，主要來自服務
業部門，包括醫療保健及社
會工作服務業、住宿及餐飲
業各增約1萬人，製造業則
減少3千人。

 由於年後轉職潮持續，3月
失業率上揚為3.35%，第1季
失業率平均3.33%，創近25
年同期低點，年降0.03個百
分點，關稅戰影響尚未顯現。

關稅戰衝擊尚未顯現，失業率維持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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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人

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住宿及餐飲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
工作服務業

1-3月平均
0.31%

3月
0.25%

就業人數
年增率

2

7

營建工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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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至2月工業及服務業受僱
員工經常性薪資調升3.0%，
併計獎金及加班費後之總
薪資平均為8.4萬元，亦增
3.0%；剔除物價因素後，
實質經常性薪資年增0.8%，
為近4年同期最佳，實質總
薪資年增0.9%。

 AI需求暢旺帶動國內製造
業景氣擴張，每人每月加
班工時已連續9個月走升，
前2月加班工時平均 16.0
小時，年增1.5小時；加班
費相應成長，1至2月平均
為4,156元，年增14.2%。

前2月薪資調幅高於物價增率，實質購買力續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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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贈稅

營所稅

土增稅

貨物稅

營業稅

證交稅
%

增減金額 年增率

 美國關稅政策未明，衝擊國
內股市信心及成交量；規避
關稅而來的提前拉貨潮推升
出口，適用外銷零稅率者退
稅大增；以及車市、房市買
氣之高基期效應，均減損相
關稅收動能，惟薪資及盈餘
分配所得扣繳稅款俱見上升，
正負互抵後，今年第1季全
國賦稅實徵淨額5,540億元，
微減36億元或0.6%。

 主要稅目以證交稅減少52億
元最多，其次為營業稅減少
43億元、貨物稅減少33億元，
綜所稅則增128億元。

5,540

370

59

161

38

138

176

197

1,900

稅收規模
(億元)

114年Q1總稅收及主要稅目變動

增減因素影響相當，第1季全國稅收微降0.6%

570

1,392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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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轉趨保守，前3月證交稅年減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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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交稅占總稅收比重

 第1季證交稅570億元，年減
8.4%，為112年第2季以來首
度負成長，主因基期偏高，
加以美國對等關稅等負面消
息籠罩，市場轉趨保守。

 觀察近10年證交稅占總稅收
比重，111年及112年因成交
量下滑及所得稅劇增之排擠
影響，占比約5.5%上下，
113年則因AI商機爆發，相
關產業類股價量齊揚，占比
回升至7.7%。證交稅易受外
部情勢干擾，近10年實徵數
與預算數高低各半，以110
年、113年差距居前2大。

稅收增率 成交值

與全年預
算數比較
(億元)

-120  -180 -77 +20   -217  +442 +1,554  -12  +422 +794

稅收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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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賦稅指標中的高齡族群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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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14.7
18.0 18.3 19.1 19.2

21.8 22.5
24.7

29.4

我國 新加坡 美國 英國 南韓 法國 德國 義大利 日本

 醫療科技進步，平均壽命持續
延長，加上戰後嬰兒潮世代逐
漸年邁，致我國65歲以上(高齡)
人口占比快速攀升，於107年3
月底突破14%，邁入高齡社會，
至113年底已達19.2%(共449萬
人)，嘉縣、臺北、南投、基隆、
雲林等8縣市已提前進入超高
齡社會，國發會預估全台亦將
於今(114)年跨越20%門檻。

 歐洲國家多已由高齡轉為超高
齡社會，惟進程較緩，如德國
36年、法國28年，亞洲國家則
相對快速，根據推估，新加坡
18年、日本11年、中國大陸9
年、南韓7年，而我國為7年
(2018-2025年)，老化速度之快，
表列國家中僅南韓可相提並論。

我國將於今年由高齡邁入超高齡社會，歷時僅7年

14.1

19.2
23.2 23.1 21.7 21.3 21.1

16.6 16.1 15.9 15.4 14.5

嘉
縣

臺
北

南
投

基
隆

雲
林

臺
中

連
江

桃
園

竹
市

竹
縣

我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

2024年主要國家/地區之65歲以上人口占比(%)

107年
3月底

113

年底

說明：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定義，65歲以上者占總人口比率達到7%稱為高齡化社會，
達14%稱為高齡社會，達20%稱為超高齡社會。

中國
大陸

高齡概況 綜所稅 財產稅營利事業經營

資料來源：我國為國發會；日本、南韓、美國、英國、新加坡(實際數)為該國網站；
法國、德國、義大利為歐盟統計局；中國大陸、新加坡(推估數)為聯合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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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衛福部「老人狀況調查」，
111年高齡者13.4%仍有工作，
且約5成係因「經濟上需要」；
以性別觀察，高齡男性有工作
比率占19.1%，明顯高於女性
之8.7%，男性主要從事職業以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27.8%)居
多，女性則為服務及銷售人員
(41.1%)。

 6成5高齡者之主要經濟來源來
自「本人」，多為自己的退休
金或軍公教等年金給付，其中
男性占比更達7成7，高於女性
之5成6；另2成8主要來自「家
人」，多為「晚輩奉養」，女
性此項占比高於男性；而高齡
者有儲蓄或財產之比率占7成5。
由賦稅指標可大致一窺高齡者
之收入及房地等資產概況。

6成5高齡者主要經濟來源來自「本人」

111年65歲以上者工作情形
單位：%

111年65歲以上者主要經濟來源

資料來源：衛福部111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113年1月出版)」(資料期間111年10月
底)，每4~5年辦理一次。

單位：%

有工作

主要從事職業結構

專業
人員

服務及
銷售人員

農、林、
漁、牧業
生產人員

技藝有關
工作人員

基層技術工
及勞力工

總計 13.4 5.4 31.3 23.6 8.6 16.6

男性 19.1 5.7 25.7 27.8 11.6 13.8

女性 8.7 5.1 41.1 15.9 3.1 21.8

本人 家人 政府
救助
或
津貼

其他2

軍、
公、
教、
勞、
國保
年金
給付

自己的
退休金
、撫恤
金或社
會保險
一次給
付

自己的
儲蓄、
利息、
租金、
投資所
得或商
業保險
給付

自己的
工作或
營業
收入

晚輩1

奉養
配偶
或同
居人

總計 65.0 22.0 19.2 13.0 10.8 27.8 22.0 5.7 6.7 0.5

男性 76.5 22.6 24.5 13.9 15.5 16.1 14.7 1.3 6.9 0.5

女性 55.5 21.4 14.8 12.3 7.0 37.5 28.0 9.4 6.6 0.5

備註：1.晚輩奉養係指子女或孫子女奉養(含媳婦、女婿、孫媳婦、孫婿)。
2.其他含社會或親友救助及借貸。

高齡概況 綜所稅 財產稅營利事業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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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利事業負責人依不同組織
型態而不同，如股份有限公
司為董事(長)、獨資組織為出
資人，需具備完全行為能力，
但無法定年齡上限。截至113
年底尚在營業之營利事業165
萬家，經透過稅籍登記檔與
戶政資料串接，負責人年逾
65歲有29.1萬家，相當於營利
事業中有近1/5為高齡負責人。

 高齡負責人的行業大類分布
以批發零售業、製造業、住
宿餐飲業及營建業為主，4者
合占7成6。男、女性均以批
發零售業占5成上下為最高，
次要行業略有不同，女性為
住宿餐飲業(占11.2%)，男性
則為製造業(占15.5%)。

近1/5營利事業負責人為高齡者，從事批發及零售業占約5成

高齡負責人之營利事業家數-按行業及性別分

高齡概況 綜所稅 財產稅營利事業經營

大類業別
(1位碼)

總計
(萬家)

高齡負責人

合計
(萬家)

男性
(萬家)

女性
(萬家)占比% 占比% 占比% 占比%

總計 165.0 100.0 29.1 100.0 18.0 100.0 11.1 100.0

批發及零售業 72.4 43.9 14.2 48.7 8.4 46.3 5.8 52.7

住宿及餐飲業 18.5 11.2 2.3 8.0 1.1 6.0 1.2 11.2

營建工程業 16.7 10.1 1.6 5.7 1.2 6.6 0.5 4.1

製造業 14.0 8.5 3.9 13.4 2.8 15.5 1.1 10.0

其他服務業 9.6 5.8 1.2 4.3 0.7 3.8 0.5 5.0

專技服務業1 6.4 3.9 0.7 2.6 0.5 2.6 0.3 2.5

金融及保險業 5.1 3.1 1.0 3.5 0.7 3.7 0.3 3.1

不動產業 4.9 3.0 1.1 3.7 0.8 4.2 0.3 2.9

藝術休閒服務2 4.1 2.5 0.5 1.7 0.3 1.6 0.2 2.0

運輸及倉儲業 3.7 2.3 1.1 3.7 0.8 4.6 0.3 2.3

支援服務業 3.6 2.2 0.5 1.8 0.3 1.7 0.2 1.9

其他 6.0 3.6 0.9 3.0 0.6 3.4 0.3 2.4

說明：本表資料不含非本國人，並排除停、歇業之家數。

備註：1、2分別為「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之簡稱。

113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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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為高齡者之營利事業資本額
集中在10萬元以下(占45.7%)，比
重稍高於全體營利事業(占39.1%)；
而資本額逾千萬元者占14.4%，則
遠高於全體的7.9%。進一步觀察資
本額千萬元以上的營利事業，其負
責人為高齡者計4.2萬家，占此級
距(13.0萬家)之32.3%，換算平均每
3位就有1位為高齡者，年齡集中在
65~74歲。

 所從事前5大行業中類為批發業(占
22.7%)、金融服務業(占11.5%，主
要為投資公司)、不動產開發業、
不動產經營及相關服務業(主要為
不動產租售業)、零售業，合占5成，
均屬服務業，除與國內產業結構有
關，亦可能與租稅規劃考量及近年
股市投資風行，上述行業工作時間
較具彈性，或較倚賴職涯中累積的
人脈與穩定的客戶關係。

資本額逾千萬元之營利事業-按高齡負責人年齡及行業分

高齡概況 綜所稅 財產稅營利事業經營

中類業別
(2位碼)

65歲以
上合計 65-69歲 70-74歲 75-79歲 80歲以上

家數(萬家) 4.2 1.8 1.3 0.6 0.4

行
業
結
構
(%)

批發業 22.7 23.1 22.8 22.9 20.4

金融服務業 11.5 11.4 11.0 11.8 12.8

不動產開發業 6.2 6.1 6.1 6.4 6.4

不動產經營及相關服務業 5.6 5.2 5.3 6.3 7.1

零售業 4.4 4.6 4.5 4.1 4.1

金屬製品製造業 4.2 4.4 4.3 3.5 3.6

陸上運輸業 3.5 3.9 3.5 2.9 2.7

機械設備製造業 3.2 3.0 3.6 3.6 2.9

專門營造業 3.2 3.8 3.2 2.5 1.8

證券期貨及金融輔助業 2.4 2.4 2.4 2.4 2.9

113年底

資本額級距
總計
(萬家)

高齡負責人

合計
(萬家)

男性
(萬家)

女性
(萬家)占比% 占比% 占比% 占比%

總計 165.0 100.0 29.1 100.0 18.0 100.0 11.1 100.0

10萬元以下 64.6 39.1 13.3 45.7 7.5 41.4 5.8 52.6

10~100萬元 56.1 34.0 5.5 18.9 3.3 18.4 2.2 19.7

100~500萬元 23.0 14.0 4.2 14.4 2.8 15.4 1.4 12.7

500~1,000萬元 8.3 5.0 1.9 6.6 1.3 7.4 0.6 5.3

1,000萬元以上 13.0 7.9 4.2 14.4 3.1 17.4 1.1 9.6

高齡負責人之營利事業家數-按資本額及性別分

113年底

說明：本表資料不含非本國人，並排除停、歇業之家數。

資本額千萬元以上企業負責人約1/3年齡逾6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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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負責人之營利事業約貢獻整體營所稅的5成2

112年高齡負責人之營所稅應納稅額按10等分位

高齡概況 綜所稅 財產稅營利事業經營

 由高齡者擔任負責人的營利事業，
112年結算申報之應納稅額共
3,539億元，占全體營利事業5成2；
將其(包含無應納稅額者1)分別由
小至大排列切分為10等分位，第
1~6等分位(合計60%)都屬無應納
稅額者，而第10等分位(亦即最高
10%)之應納稅額貢獻度達9成8。

 第7~10等分位(最高前40%)之應納
稅額主要來自製造業、批發零售
業、金融保險業及運輸倉儲業，
其中第7~9等分位以批發零售業
占比最高，第10等分位以製造業
貢獻占5成最大。高齡負責人應
納稅額之男女差距倍數為5.1倍，
遠高於其家數倍數(1.6倍)，顯示
男性高齡負責人經營之企業獲利
較高。

65歲以
上合計

大類業別 性別

製造業
批發及
零售業

金融及
保險業

運輸及
倉儲業

男性 女性

合計 3,538.7 1,741.9 599.9 394.7 313.3 2,956.0 582.7

第7等分位 2.4 0.6 1.1 0.1 0.1 1.5 0.9

第8等分位 16.8 4.5 7.1 0.6 0.8 11.1 5.7

第9等分位 52.1 14.8 20.4 1.9 2.2 35.7 16.4

第10等分位 3,467.3 1,722.0 571.3 392.1 310.2 2,907.6 559.7

各等分位行業、性別結構(%)

合計 100.0 49.2 17.0 11.2 8.9 83.5 16.5

第7等分位 100.0 24.7 44.7 4.0 3.2 63.2 36.8

第8等分位 100.0 26.7 42.2 3.7 4.6 66.1 33.9

第9等分位 100.0 28.4 39.3 3.6 4.3 68.5 31.5

第10等分位 100.0 49.7 16.5 11.3 8.9 83.9 16.1

各等分位所得占合計比重(%)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第7等分位 0.1 0.0 0.2 0.0 0.0 0.1 0.2

第8等分位 0.5 0.3 1.2 0.2 0.2 0.4 1.0

第9等分位 1.5 0.9 3.4 0.5 0.7 1.2 2.8

第10等分位 98.0 98.9 95.2 99.3 99.0 98.4 96.1

備註：1.全年課稅所得額在12萬元以下之營利事業，依法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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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綜所稅申報1資料，111年高齡有所
得者232.5萬人，占高齡人口的5成7，
以有利息所得者170.7萬人(41.8%)最
多；次為股利所得者136萬人(33.3%)，
薪資所得者僅38.5萬人，主因高齡者
多已退離職場。與102年比較，高齡
有所得人口增加近6成，各類所得人
中，以薪資所得增1.5倍最高，股利
所得增1.1倍次之。

 就各類所得額觀察，111年高齡者以
股利所得3,778億元最多，占總所得
一半，若加計利息及租賃所得，則
三項被動收入合占3/5強，薪資所得
占1/4。與102年比較，股利、薪資所
得各增3.0、2.3倍，主因高齡人數上
升，加上企業股利發放增加，以及
薪資調升，利息所得則隨利率下降，
減2.1%；影響所及，9年來股利及薪
資所得占比各增17.7個、5.6個百分
點，利息所得減18.3個百分點。

高齡者所得以股利所得占5成最多，9年來提升17.7個百分點

111年65歲以上所得人之綜所稅主要所得

總計 利息
所得

股利
所得

薪資
所得

租賃及
權利金

人數(萬人) 232.5 170.7 136.0 38.5 28.8

較102年
變動(%)

58.2 46.3 107.6 153.3 104.3

占65歲以上
人口比重(%)

56.9 41.8 33.3 9.4 7.0

總所得(億元) 7,452 835 3,778 1,876 590

較102年
變動(%)

157.8 -2.1 296.3 232.2 99.8

各所得比重(%) 100.0 11.2 50.7 25.2 7.9

較102年
增減百分點

- -18.3 17.7 5.6 -2.3

說明：1.本表資料不含非本國人及未能歸類所得者。
2.每一所得人可能非僅有單一所得，致所得人數細項加總不等於總計。
3.股利所得包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薪資所得包含薪資費用。

高齡概況 綜所稅 財產稅營利事業經營

備註：1.不含免稅所得、股利所得以外之分離課稅所得、來自政府或親友之
移轉所得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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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高齡女性有所得者128.9萬
人，占比為55.4%，高出男性10.8
個百分點，其中女性有利息者明
顯多於男性。與102年比較，各項
所得女性人數之增幅多超過男性，
尤以薪資所得者增2.3倍最多；另
股利、租賃所得者各增1.2倍。

 折算111年高齡者人均總所得為
32.1萬元，平均薪資、股利所得
各48.7萬、27.8萬元，與全年齡層
相較，呈現一低一高，或因高齡
者多屬兼職打工、二度就業，而
股票投資部位相對較多。以性別
觀察，高齡男性人均總所得45.9
萬元，為女性20.9萬元之2.2倍，
且平均每人之各類所得亦多為男
高於女，其中股利、薪資所得之
男、女差距倍數均為2.0倍。

111年高齡男、女性所得人數及平均每人所得

總計 利息
所得

股利
所得

薪資
所得

租賃及
權利金

人數(萬人) 232.5 170.7 136.0 38.5 28.8

男性(萬人) 103.6 72.4 61.6 22.7 15.1

較102年
變動(%)

51.2 38.7 93.1 118.3 93.6

女性(萬人) 128.9 98.3 74.4 15.8 13.7

較102年
變動(%)

64.2 52.4 121.4 229.2 117.5

平均每人所得(萬元)1 32.1 4.9 27.8 48.7 20.5

較102年
變動(%)

63.0 -33.1 90.9 31.1 -2.2

男性(萬元) 45.9 6.1 37.9 61.2 23.1

較102年
變動(%)

66.7 -36.6 102.2 40.0 2.2

女性(萬元) 20.9 4.0 19.4 30.9 17.6

較102年
變動(%)

63.5 -26.6 83.4 34.0 -6.8

男/女(倍) 2.2 1.5 2.0 2.0 1.3

說明：1.本表資料不含非本國人及未能歸類所得者。
2.每一所得人可能非僅有單一所得，致所得人數細項加總不等於總計。

高齡概況 綜所稅 財產稅營利事業經營

備註：1.平均每人之各類所得係該類所得除以有此所得者人數。 28

高齡女性持有股利者增速高於男性，惟平均每人所得僅及男性之半



 將111年高齡所得人之總所得(不含
免稅所得、移轉收入等)由小至大排
列切分為10等分位(每等分位23.3萬
人)後，觀察各等分位人均年所得，
第1~9等分位(合計90%)平均所得在
39.8萬元以下，而第10等分位，亦
即最高10%之平均所得則達238萬元。

 第1~6等分位(60%)高齡所得人以利
息所得為主要所得來源，比重均逾
4成7，而前40%所得較高者則股利
所得大於利息所得，尤以第10等分
位者股利所得比重達5成6最高，薪
資所得占2成6居次，顯示高所得者
多擁有較高投資收益及工作報酬。

 最高10%高齡所得人囊括77%薪資
所得、82%股利所得及70%租賃所
得，可能因當中有高層管理人員、
專業人士，或藉由投資獲取可觀的
股利所得。

最高10%高齡者所得占整體高齡者7成4，平均每人所得238萬元

111年高齡綜所稅所得人所得按10等分位

總所得
(億元)

利息
所得

股利
所得

薪資
所得

租賃及
權利金

合計 7,451.8 835.3 3,778.1 1,876.4 589.7

第1等分位 1.8 1.0 0.6 0.1 0.0

第2等分位 8.9 6.1 1.8 0.3 0.1

第3等分位 22.2 15.7 4.2 0.5 0.5

第9等分位 925.4 165.6 309.0 312.2 97.7

第10等分位 5,541.0 305.9 3,108.4 1,452.4 412.4

各等分位所得來源結構(%)

第1等分位 100.0 56.7 32.8 2.9 0.4

第2等分位 100.0 68.3 20.2 3.3 1.1

第3等分位 100.0 70.6 18.9 2.3 2.0

第9等分位 100.0 17.9 33.4 33.7 10.6

第10等分位 100.0 5.5 56.1 26.2 7.4

各等分位所得占合計比重(%)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第1等分位 0.0 0.1 0.0 0.0 0.0

第2等分位 0.1 0.7 0.0 0.0 0.0

第3等分位 0.3 1.9 0.1 0.0 0.1

第9等分位 12.4 19.8 8.2 16.6 16.6

第10等分位 74.4 36.6 82.3 77.4 69.9

高齡概況 綜所稅 財產稅營利事業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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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本表資料不含非本國人及未能歸類所得者。

2.綜所稅所得資料不含免稅所得、股利所得以外之分離課稅所得、來自
政府或親友之移轉所得收入等，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



113年地價稅高齡者申報戶占33%，10年來大增10個百分點

113年高齡納稅義務人地價稅開徵概況

高齡概況 綜所稅 財產稅營利事業經營

 隨人口結構老化，113年地價稅
高齡納稅人開徵件數1計354萬戶，
占全體納稅人比率達33.2%，較
103年(23.1%)劇增10.1個百分點；
高齡納稅人占該年齡人口比率為
78.8%，大致隨年齡愈長比重愈
高。高齡者持有土地平均每戶面
積 45.4 坪 ， 高 出 全 體 9.0 坪
(+24.7%)，惟平均每坪地價僅高
出5.4%。

 113年地價稅高齡納稅人申報戶
數6成3集中於六都，各縣市高齡
者所占比重以連江、臺北逾4成
較高，持有土地平均每戶面積以
連江107.5坪居首，金門、臺東
接近80坪，而離島除外之平均每
坪地價最高及最低分別落在臺北
19.5萬元、臺東2,518元。

縣市別 高齡者戶數
(萬戶)

平均每戶面積
(坪)

平均每坪地價
(元)

占全體比重
(%)

新北市 58.5 32.1 25.8 37,445

臺北市 38.6 41.0 14.0 195,037

桃園市 27.0 26.9 49.9 14,915

臺中市 33.1 29.0 60.2 8,569

臺南市 30.6 33.8 54.6 10,451

高雄市 35.2 31.6 42.8 20,476

新竹市 5.3 26.6 39.8 23,553

彰化縣 21.6 37.4 68.0 5,126

屏東縣 14.3 35.6 68.1 3,818

花蓮縣 5.5 34.6 67.8 4,206

臺東縣 3.8 34.1 77.9 2,518

備註：1.開徵件數包含免稅件數在內，地價稅係按人課徵，每一土地所有權人在
同一縣(市)內所有的土地合併歸成1戶，開立1張繳款書，故涵蓋同一人
跨縣市持有土地情形。

全體
高齡納稅義務人

小計 65-69歲 70-74歲 75-79歲 80歲以上

戶數(萬戶) 1,065.0 353.8 122.6 101.2 55.7 74.3

占整體比重(%) 100.0 33.2 11.5 9.5 5.2 7.0

占該年齡層人口(%) 45.5 78.8 77.6 79.2 79.1 80.0

平均每戶面積(坪) 36.4 45.4 45.5 45.3 44.7 46.1

平均每坪地價(元) 17,153 18,072 16,867 18,240 19,925 18,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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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房屋稅高齡者開徵戶數占1/3強，創新高記錄

113年高齡納稅義務人房屋稅開徵概況

高齡概況 綜所稅 財產稅營利事業經營

 113年房屋稅高齡納稅人開徵件
數1為413萬戶，占全體納稅人比
率35.5%創新高。高齡者持有之
房屋平均每戶面積為42.7坪，稍
高於全體40.8坪，與近年房價走
高，戶內人數下降，房屋趨向小
宅化等有關，折算每坪現值，高
齡者平均為6,713元，較全體平
均低24.6%，可能因持有之房屋
屋齡較高所致。

 113年各縣市房屋稅高齡納稅人
於開徵戶數所占比重以連江、臺
北、澎湖及南投較高，皆在4成
以上，每戶平均面積以臺中52.7
坪、臺北30.3坪分據首、尾，而
離島除外之平均每坪現值最高為
臺北1.4萬元，最低為臺東3,324
元。整體態樣與地價稅類似，但
差距懸殊程度較緩。

全體
高齡納稅義務人

小計 65-69歲 70-74歲 75-79歲 80歲以上

戶數(萬戶) 1,163.6 412.8 138.8 117.2 67.1 89.7

占整體比重(%) 100.0 35.5 11.9 10.1 5.8 7.7

平均每戶面積(坪) 40.8 42.7 43.9 43.7 42.9 39.4

平均每坪現值(元) 8,906 6,713 7,534 7,011 6,494 5,047

備註：1.開徵件數包含免稅件數在內，房屋稅原則按戶課徵，每一戶門牌開立1張
繳款書，故涵蓋同一人持有多戶房子情形。

縣市別 高齡者戶數
(萬戶)

平均每戶面積
(坪)

平均每坪現值
(元)

占全體比重
(%)

新北市 72.3 34.6 33.6 9,283

臺北市 54.5 44.6 30.3 13,726

桃園市 31.6 28.3 50.7 6,189

臺中市 45.1 32.0 52.7 5,810

臺南市 32.3 34.3 49.0 5,124

高雄市 44.7 34.0 43.6 7,223

新竹市 6.5 28.0 47.1 6,219

彰化縣 24.7 40.1 50.1 4,284

屏東縣 14.7 39.0 49.0 3,873

花蓮縣 6.4 39.2 39.7 4,083

臺東縣 4.3 40.4 39.7 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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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兩稅高齡納稅人之男女差距齊降至歷年最低
高齡概況 綜所稅 財產稅營利事業經營

 綜合觀察地價稅及房屋稅高齡
納稅人之性別差異，歷年均呈
現男多於女，惟其差距逐年縮
小，反映高齡女性經濟能力的
提高，113年地價稅男女性戶數
占比相差3.8個百分點，房屋稅
相差6.4個百分點，差距為歷年
最低，且較10年前分別減少7.7
個、8.0個百分點。

 高齡者在地價稅及房屋稅之平
均每戶面積，男性分別為女性
的1.5倍及1.1倍，歷年變化不大；
折算平均每坪地價或房屋現值，
女性反而超越男性，113年各為
男性的1.5倍及1.2倍，與往年差
距倍數相近。

高齡者地價稅開徵概況-按性別分

年別
戶數占比(%) 平均每戶面積(坪) 平均每坪地價(元)

男性 女性 男-女
(百分點)

男性 女性 男/女
(倍)

男性 女性 女/男
(倍)

103 55.8 44.2 11.5 51.6 33.9 1.52 12,819 19,373 1.51

109 53.0 47.0 6.1 53.3 34.6 1.54 15,008 22,394 1.49

110 52.7 47.3 5.5 53.2 34.6 1.54 14,755 22,032 1.49

111 52.5 47.5 5.0 53.6 34.7 1.54 14,930 22,305 1.49

112 52.2 47.8 4.4 54.3 35.1 1.55 14,619 21,851 1.49

113 51.9 48.1 3.8 54.8 35.4 1.55 15,264 22,767 1.49

高齡者房屋稅開徵概況-按性別分

年別
戶數占比(%) 平均每戶面積(坪) 平均每坪房屋現值(元)

男性 女性 男-女
(百分點)

男性 女性 男/女
(倍)

男性 女性 女/男
(倍)

103 57.2 42.8 14.4 44.1 41.5 1.06 5,656 6,650 1.18

109 54.5 45.5 9.0 43.8 41.1 1.06 5,917 6,906 1.17

110 54.1 45.9 8.2 43.8 41.0 1.07 5,969 7,105 1.19

111 53.8 46.2 7.6 43.9 41.1 1.07 6,031 7,222 1.20

112 53.5 46.5 6.9 44.0 41.1 1.07 6,058 7,281 1.20

113 53.2 46.8 6.4 44.0 41.2 1.07 6,143 7,405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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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概況 綜所稅 財產稅營利事業經營

 113年牌照稅高齡納稅人開徵
輛數1為116萬輛，占全體納稅
人比率14.5%，較103年增加11
個百分點；高齡男性占54.6%，
較女性高9.2個百分點，差距較
10年前大幅縮減18.2個百分點。
高齡納稅人於113年貢獻1成5
之牌照稅應納稅額，且明顯集
中於小客車，占比達9成6。

 高齡者持有之車種以小客車為
大宗，113年占8成7，貨車占1
成，機車僅占2.2%；以使用燃
料別區分，113年高齡者持有
電動車計3,062輛，僅占高齡者
車輛之 0.26%，不若全體之
4.2%，可能對電動車之接受度
較低、或車齡較高等因素所致。

高齡納稅義務人牌照稅開徵概況

說明：本表資料不含非自然人。

年別

車種別輛數結構 使用燃料別輛數結構

小客車 貨車 機車 燃油車 電動車 全體
比重

103 85.8 13.5 0.7 100.00 0.00 1.39

109 87.3 11.2 1.5 99.95 0.05 3.32

110 87.4 10.9 1.7 99.93 0.07 3.47

111 87.4 10.7 1.9 99.89 0.11 3.59

112 87.4 10.5 2.1 99.82 0.18 3.95

113 87.4 10.4 2.2 99.74 0.26 4.20

備註：1.開徵輛數為小客車、貨車、機車(151c.c/20.20英制馬力)及大客車應免稅車
輛，本表以車輛數計數，並無進行歸戶，故涵蓋同一人持有多輛車情形。

年別
開徵
輛數
(萬輛)

應納
稅額
(億元)

占全體
比重

男性
占比

女性
占比

占全體
比重

小客車
應納稅
額占比

103 14.7 3.9 63.7 36.3 9.5 3.2 94.8

109 59.8 9.6 57.3 42.7 42.6 9.0 95.5

110 72.0 10.8 56.5 43.5 51.8 10.3 95.6

111 84.7 12.0 55.8 44.2 61.4 11.6 95.6

112 99.5 13.2 55.2 44.8 72.4 13.0 95.6

113 115.9 14.5 54.6 45.4 84.7 14.6 95.6

113年牌照稅高齡納稅人及稅額貢獻均占15%，10年俱增11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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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概況 綜所稅 財產稅營利事業經營

 申報贈與稅之高齡納稅人1逐年
遞增，113年為9.6萬人，占全
體贈與人 5成；占高齡人口
2.1%，亦即平均每百名高齡者
約有2人申報贈與稅，此比率
隨年齡增長而提升，顯示愈高
齡者愈傾向規劃透過逐步贈與
方式進行財產傳承。

 113年高齡贈與人中達到徵稅
門檻者1.3萬人，占1成4，核定
稅額共計188億元，對當年贈
與稅收貢獻6成3，按稅率區分，
以適用10%最多，占總件數9成
4。折算平均每位高齡者贈與
總額為341萬元，免稅及有稅
案件均值各為144萬元、1,604
萬元，均高於全體平均。

113年高齡納稅義務人贈與稅申報概況

全體
高齡納稅義務人

小計 65-69歲 70-74歲 75-79歲
80歲
以上

贈與人數(萬人) 19.3 9.6 2.7 2.6 1.7 2.6

占整體比重(%) 100.0 49.7 14.1 13.2 8.6 13.7

占該年齡層人口(%) 0.8 2.1 1.7 2.0 2.4 2.8

徵稅人數占比(%) 9.7 13.5 9.5 12.3 14.4 18.3

平均每人贈與總額(萬元) 268 341 367 278 290 407

有稅案件(萬元) 1,562 1,604 2,562 1,243 1,155 1,548

免稅案件(萬元) 128 144 137 143 145 151

核定稅額(億元) 300.2 187.7 39.6 39.4 25.9 82.8

說明：本表資料不含非自然人；為106年5月12日起新制贈與案件之核定贈與數，
以最新核定案件為準，若因補報或更正等原因而重新核定者皆不重複計算
件數；核定稅額因不含舊制案件及繳納時間差異，故與實徵淨額不同。

備註：1.申報贈與人數包含免稅在內，且將每一納稅人在同一年的贈與申報情形
合併歸戶。

113年贈與稅高齡申報人占半數，有稅案件之人均贈與總額1,60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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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關稅政策與貿易對手國的反制措施，持續推升國際貿易緊張局
勢，主要預測機構相繼調降今年全球經濟展望。雖然總體前景暫無
衰退之疑慮，惟經貿活動運行與供應鏈秩序明顯備受干擾，恐進一
步引發物價上漲、金融市場震盪等風險，衝擊消費與投資信心，而
後續國際貿易體系之變化，將是牽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關鍵變數，須
審慎以對。

 隨半導體、資通產品拉貨強勁，第1季我國出口及製造業生產延續
擴張態勢；而勞動市場穩健，實質薪資成長，零售及餐飲營業額併
創同期佳績。近期國際貿易對峙衍生的不確定性急速升高，恐增添
下半年我國出口阻力，並對內需與就業情勢造成壓力；所幸新興科
技應用需求依然熱絡，國內相關供應鏈深具競爭優勢，可望對外銷
動能發揮支撐作用。

 受美國關稅政策不明、央行信用管制政策持續與高基期影響，114
年第1季證交稅、營業稅、貨物稅及不動產相關稅收皆呈年減態勢，
惟綜所稅薪資及盈餘分配扣繳稅款成長，抵銷部分減幅，全國稅收
微減0.6%。展望未來，去年上市櫃公司獲利年增3成7，惟股利發放
年減1成3，綜所稅因應物價調整課稅級距門檻，對整體所得稅影響
仍待觀察，預期隨7月主要稅目入帳後，全年稅收情勢始轉明朗。

經貿稅收情勢 高齡族群賦稅指標專題



 伴隨醫療進步及嬰兒潮世代步入老年，我國高齡人口占比預估於今
年超過20%，僅7年即由高齡邁入超高齡社會，老化速度與南韓相
當，超越多數國家。高齡者中13%仍有工作，3/4擁有儲蓄或財產，
亦有部分經營營利事業；將近1/5企業負責人年逾65歲，對112年營
所稅貢獻5成2，資本額逾千萬元之企業負責人為高齡者更占1/3，
約半數分布在批發業、投資公司、不動產開發及租售、零售業。

 有申報綜所稅者占整體高齡人口的5成7，因多已退離職場，故被動
性所得收入居多，以股利所得占5成最多，9年來提升18個百分點，
顯示參與股市的活躍度上升，平均每人股利28萬元，其中男性為女
性的2倍。受部分高端人士影響，前1/10高齡者之所得囊括整體高
齡者7成4，折算平均每人所得238萬元。

 反映人口結構老化，財產稅納稅人屬高齡者逐年增加，113年房地
稅各約占3成，牌照稅占1成5，而贈與稅高達5成。在高齡女性經濟
條件提高下，房、地稅及牌照稅開徵數之男女差距均降至歷年最低。
高齡者透過生前贈與，進行財務資產傳承之情形相對一般民眾普遍，
113年平均每人贈與總額341萬元(有稅案件為1,604萬元)，較整體平
均高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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