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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少子化（baby bust）與人口老化（population aging）的現象除了使台灣面臨

扶養、退休與醫療等重要的社會問題外，也漸漸的影響到未來工作年齡人口數的

多寡與經濟成長的表現。而有關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成長的影響，過去的研究大

多採取跨國性的橫斷面資料（cross-sectional data）或者追蹤資料（panel data）進

行研究。然而，以台灣為研究對象針對此議題進行分析的文獻仍不多見。因此，

人口結構轉變對我國經濟成長的影響，乃是本文的研究主題。 

 

本文以 Bloom and Williamson（1998）的理論架構為基礎，採用民國 43 年到

民國 96 年的時間序列年資料，分析人口結構變數對我國經濟成長的影響。實證

結果發現：台灣人口結構轉變的確會對經濟成長造成影響。本文以人均所得成長

率（growth rate of per capita income）代表經濟成長率，各變數對經濟成長的影響

如下：由於資本稀釋的關係，因此總人口成長率的提高，反而帶動人均所得成長

率之下降；而工作年齡人口成長率、預期壽命和人力資本的上升則對經濟成長具

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此外，每單位勞動資本存量對經濟成長具有顯著的負向影

響，這有可能是因為每單位勞動資本存量尚未到達體系之靜止均衡狀態（steady 

state）所致。 

 

    本文除了探討人口結構變數對台灣經濟成長的影響之外，亦嘗試利用加入人

口結構變數後的經濟成長模型來進行樣本內預測，並與行政院主計處和中研院所

發布的預測資料進行預測準確度之比較，以探討加入人口結構變數之成長模型是

否可以提高對經濟成長的預測力。本文的實證結果發現：就 RMSE 與 MSE 此二

預測準則而言，經濟成長模型加入了人口結構變數之後，其對經濟成長率的預測

確實比主計處和中研院所公布的預測資料更為準確；然而，若就 Diebold and 

Mariano(1995)之檢定而言，則主計處和中研院的預測力大致和本文所設定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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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模型的預測力沒有太大差異。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少子化少子化少子化少子化、、、、人口老化人口老化人口老化人口老化、、、、人口結構人口結構人口結構人口結構、、、、經濟成長經濟成長經濟成長經濟成長、、、、預測準確度預測準確度預測準確度預測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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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is facing a baby bust, with an aging population affecting important social 

issues such as retirement levels and demand for health care, as well as leading to a 

decline in the size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which could affect economic growth.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in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has focused on the use of cross-sectional or panel data; however, 

little of this has been based upon Taiwan. The main aim of this paper, therefore, is to 

examine the way that changes in demographic structure are affecting economic 

growth in this country. 

 

This paper follow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provided by Bloom and 

Williamson (1998), applying this to data from 1954 to 2007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affect of a chang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on Taiwan’s economic growth.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of this show that demographic changes are certainly affecting our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rowth rate of per capita income is used here 

as an indicator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s found to be affected in several ways. 

Capital dilution means that an increase in the growth rate of the overall population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growth rate of per capita income, but a larger working 

population, longer life expectancy and greater human capital stock all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a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 Furthermore, increases in physical capital have a 

significant and negative a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which may be a result of physical 

capital not having reached the system’s steady state level.  

 

 This paper not only discusses the ways in which demographic changes are 

affecting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but also attempts to add population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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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bles into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which is then used to produce a sample 

forecast of future growth. The accuracy of this prediction is then compared to the 

forecasts published on the official websites of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DGBAS) and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t the Academia 

Sinica (IEAS), in order to determine if the inclusion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could 

improve the forecasts produced by economic modeling. Analysis using RMSE and 

MSE shows that an economic model incorporating demographic data produces more 

accurate forecasts than those of the DGBAS and IEAS. However, Diebold & Mariano 

(1995)’s asymptotic test suggests that the DGBAS and IEAS forecasts are roughly 

equivalent in accuracy to the one produced by our model.  

 

Keywords：：：：baby bust, population ag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economic growth, 

forecast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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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一一一、、、、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有關人口與經濟發展究竟如何相互影響，此一議題早在 18 世紀前即在社會

科學領域廣受討論。重商主義者（the mercantilist）認為巨大的人口數量可以刺

激經濟成長1。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時，馬爾薩斯（Malthus）認為人口成長

（population growth）會降低人均所得（per capita income）的論點則說服了大部

份的經濟學者。然而，進入二十世紀後，乃出現了許多不同的論點。新馬爾薩斯

主義者（Neo-Malthusians）認為人口成長不利於經濟成長2，而凱因斯學派（the 

Keynesians）則認為人口成長會刺激投資需求並帶動所得的成長（Perlman, 1975）

3。另一方面，人口悲觀主義者（the population pessimists）認為快速的人口成長

對經濟發展是不利的，因為它會壓縮到資本的累積（Coale and Hoover, 1958 ; 

Ehrlich, 1968），而人口樂觀主義者（the population optimists）卻認為快速的人口

成長能使國家獲得經濟規模以及提升技術的進步和制度的創新（Boserup, 1981 ; 

Kuznet, 1967 ; Simon, 1981）。 

 

1980 年代為探討此議題的最高峰，且越來越多的學者對上述的觀點提出質

疑。Bloom and Freeman（1986）和 Kelly（1988）探討人口成長對人均收入成長

的影響則保持著猶豫的態度，這是因為其實證結果顯示：人口成長對人均收入成

長並無顯著的正相關與負相關。因此，近二十年來，大部份的學者認為：影響人

                                                
1
 重商主義強調累積金銀貨幣和對外貿易的重要性，把金銀看作是財富的唯一形式，認為國家的

繁榮依賴於資本(貴金屬)的供應。 
2
 當初馬爾薩斯認為，自然原因、災害、道德限制和戰爭會導致人口成長減緩。不過由於近代的

社會發展與生產技術的進步，使得馬爾薩斯的戰爭和饑荒無法自然發生，所以又產生新馬爾薩

斯學派。新馬爾薩斯學派的人口理論乃是利用控制生育的方式限制人口的增長。 
3
 凱因斯的經濟理論是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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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所得水準的原因是人口結構（population structure）而不是人口數多寡，且認為

人口總數只是人口結構的變數之一。此外，Barro（1991）首將人口結構變數中

的出生率、人口成長率、死亡率、人口總數和人口密度納入經濟成長模型中，開

啟了人口結構變數對經濟成長影響的研究先河，也帶領了日後更多的經濟學者對

此議題的研究。Bloom and Williamson（1998）則以亞洲地區之國家為研究對象，

採用 panel data 進行分析，實證結果顯示：影響經濟成長的因素主要是人口結構

而非總人口數。Lindh and Malmberg（1999）則進一步指出，年齡結構中的工作

年齡人口是影響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 

 

    全球的人口結構正從過去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轉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

此現象使得人類預期壽命延長和人口結構趨於老化4。少子化（baby bust）與人

口老化（population aging）的現象同樣使台灣面臨人口結構的轉變5。台灣近年來

的生育率呈現節節下降的趨勢，由圖一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所公布之「中華民

國台灣 97 年至 145 年新生嬰兒人口推估」可知，台灣新生兒人口在民國 65 年達

到 42.5 萬人的高峰之後(根據行政院經建會「中華民國台灣 95 年至 140 年人口推

估」)，即逐步下降至民國 97 年的 20.5 萬人，使得台灣近年來的人口成長逐漸趨

緩。 

 

此外，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的資料顯示，過去 10 年婦女總生育率（即平均每

位婦女一生中所生育之子女數）已明顯下降。民國 86 年台灣地區的總生育率為

1.77，而到了民國 96 年則降至 1.1，總生育率與替代人口生育率差距越來越大6，

未來幾年總生育率很可能會下降至 1 的水準。如果與鄰近各國相比，台灣的生育

率似乎相對較低（除了香港以外），如圖二所示。圖三的國民預期壽命也顯示出， 

                                                
4
 衡量人口老化的指標包括：預期壽命、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老年人口依賴率（65 歲以上 

  人口占工作年齡人口比例）和老化指數（65 歲以上人口占 0~14 歲人口數之比率）。 
5
 人口結構轉變的定義請參見附錄一。 

6
 替代人口生育率係指維持人口數不變的生育率。也就是說，育齡婦女（15 ~ 40 歲）生育 2.1 個

子女是最理想的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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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台灣地區台灣地區台灣地區 97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145 年年年年新生嬰兒人口推估新生嬰兒人口推估新生嬰兒人口推估新生嬰兒人口推估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民國 97 年至 145 年人口推估」。 

      註：TFR 值是指總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台灣與鄰近國家總生育率之比較台灣與鄰近國家總生育率之比較台灣與鄰近國家總生育率之比較台灣與鄰近國家總生育率之比較 

資料來源：1. 內政部網站「內政國際指標」資料。 

    來源：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資料。 

 

民國 97 年男性國民的預期壽命為 75.6 歲、女性國民的預期壽命則為 82.3 歲，相

較於民國 45 年的國民預期壽命，約略增加了 17 歲，且未來國民的預期壽命有

逐年延長的趨勢，這也反應出近年來台灣國民的預期壽命出現了顯著的增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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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由上述的圖示可知，台灣的出生率不但年年遞減，且日漸完備的醫療體系，

亦使得平均壽命有延長的現象。 

 

 

圖圖圖圖三三三三 國民預期壽命國民預期壽命國民預期壽命國民預期壽命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民國 97 年至 145 年人口推估」。 

  

 

 

圖圖圖圖四四四四 人口結構變化之趨勢圖人口結構變化之趨勢圖人口結構變化之趨勢圖人口結構變化之趨勢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民國 97 年至 145 年人口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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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育率的遞減一方面意謂著女性的勞動供給增加（Bailey, 2006）以及資源有

效投資在小孩的健康和教育上（Joshi and Schultz, 2007），而另一方面則會影響未

來工作年齡人口數的多寡；而預期壽命的延長一方面意謂著將會促進社會的勞動

供給以及為了降低老年扶養風險而增加中年時的儲蓄（Bloom, Canning and 

Graham, 2003），且會影響未來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進而使得老化指數越

來越高。由圖四人口結構變化之趨勢圖可知，由於少子化與人口老化的關係，未

來台灣人口結構將出現工作年齡人口之比例逐年減少的趨勢。 

 

    綜觀過去有關人口結構變數和經濟成長的實證文獻，大多採取跨國性的橫斷

面（cross- sectional data）資料進行估計，爾後漸漸有學者如：Bloom et al.（2007）; 

Brander and Dowrick（1994）等開始使用追蹤資料（panel data）進行分析。然而，

這些文獻卻鮮少針對單一國家進行研究。除此之外，Bloom and Williamson（1998）

也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東亞國家比起 19 世紀的歐洲國家有著更快速的人

口結構轉變7，且在過去 30 年間東亞國家也比南亞和東南亞地區有較高的經濟成

長。尤其，身處東亞地區的台灣，在面臨人口結構轉變之際，以台灣為對象針對

此議題進行分析的相關文獻仍不多見，故本文對此一課題深感興趣。 

 

二二二二、、、、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少子化與人口老化的現象除了使台灣面臨扶養、退休與醫療等重要社會問題

外，也漸漸的影響到未來工作年齡人口數的多寡。這樣的人口結構轉變究竟對台

灣的經濟成長帶來多大的影響，乃是本文想要探究的課題。因此，為了釐清上述

問題，本文擬遵循 Bloom and Williamosn（1998）的理論架構，就台灣從民國 43

年至民國 96 年的時間序列年資料為對象，探討人口結構變數對台灣經濟成長的

                                                
7
 Fogel（1994）指出，過去的歐洲在 19 世紀時，經過了近一個半世紀緩慢的改變他們的理解力 

  以及實行重視基礎公共衛生、廢物處理、乾淨飲用水的供應以及健全的營養，藉由投資這些方 

  式來減少死亡率和營養失調的問題。然而，東亞地區卻在幾十年間解決了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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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最後，本文也嘗試對加入人口結構變數後的經濟成長模型進行樣本內預

測，並與行政院主計處和中研院經研所所發布的預測資料進行預測準確度之比

較，以探討納入人口結構變數之經濟成長模型是否具有更高的經濟成長預測力。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架構架構架構架構 

    本文共分五章，其內容說明如下： 

第一章：緒論，介紹研究動機、目的和研究流程與架構。 

第二章：文獻回顧，首先回顧人口與經濟成長之相關理論與論點，並回顧人口結  

        構之變數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之國內外實證文獻。 

第三章：理論模型，介紹本文的模型架構。        

第四章：研究設計與方法，說明本文所應用之資料來源及各變數之定義與衡量， 

第四章：並設定其實證模型。 

第五章：實證結果與分析，包括基本敘述性統計，並採用普通最小平方法做估計，

以探討人口結構等因素對經濟成長影響的顯著性。最後，再對台灣的經

濟成長做預測準確度之比較。 

第六章：結論，彙總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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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人口與經濟成長理論之回顧人口與經濟成長理論之回顧人口與經濟成長理論之回顧人口與經濟成長理論之回顧 

    回顧整個經濟成長理論演變的發展過程，衡量經濟產出高低以判斷國家財富

強弱一直是經濟學家所關切的問題。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76）在「國富論」

一書中曾闡述到國家為何富強的原因，諸如以專業分工取代傳統無效率的生產方

式、實體資本的累積厚植國家競爭根基等，這些正是導致國家富強的因素。其中，

探討人口與經濟成長相關的理論主要源自於：1.馬爾薩斯的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2.新古典成長理論（外生成長理論 - exogenous growth 

theory）；3.內生成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y）。此節茲將各論點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馬爾薩斯的人口論 

英國學者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98）所著之人口論對世界經

濟發展前景持悲觀的態度。他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沒有限制，人口是呈等比級數

成長，而食物供給則呈等差級數成長。因此，從長遠來看，生產的增長不會與人

口增長保持同步，人口數量與供養能力之間必將出現巨大裂痕。從經濟學的角度

來解釋，人口成長意謂著勞動供給增加，而糧食生產如同資本設備的土地，短期

內不會有大幅的增減。雖然總產量因人口成長而增加，邊際產出卻因人口成長而

減少，將導致資本稀釋而勞動報酬遞減。因此，他認為要有效的阻止人口的成長。 

 

二二二二、、、、新古典成長理論新古典成長理論新古典成長理論新古典成長理論（（（（外生成長理論外生成長理論外生成長理論外生成長理論））））  

    馬爾薩斯之後，接續還有其它的理論，其中 Solow 在 1956 年所提出的新古

典成長模型對人口與經濟成長做了突破性解釋。他改正了 Harrod-Domer 成長模

型不穩定的缺失，讓勞動與資本兩種生產因素於生產過程可以互相替代，而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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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於靜止均衡狀態所體現的穩定均衡特質。他推論當經濟體處於靜止均衡狀態

時，整體社會的產出成長率必定等於體系外生決定的人口（勞動）成長率。但是

考慮勞動的技術會進步下，則每人資本成長率及每人產出成長率皆等於勞動的技

術進步率；同時，資本成長率會等於人口（勞動）成長率與技術進步率之和。 

 

三三三三、、、、內生成長理論內生成長理論內生成長理論內生成長理論 

    新古典成長理論的觀點，認為體系處於靜止均衡狀態時，每人實質所得固

定；且只要政府任何的政策無法影響人口成長率及技術進步率，則該政策也就無

法影響整體社會的產出成長率，此種觀點不被一些經濟學者所接受。因此，Lucus 

and Romer 於 1980 年代中期修正了新古典成長理論，將經濟成長議題從外生成

長帶入內生成長理論。他們認為晚近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成長主要的原因是在於知

識及智慧的累積有助於提升生產的水準。因此，該理論特別著重人力資本對於產

出的貢獻。人力資本猶如實質資本（機器設備），是生產過程中重要的生產要素。

透過人力資本與實質資本的相輔相成，將會促成每人所得的成長。 

 

表表表表一一一一 人口與經濟成長理論人口與經濟成長理論人口與經濟成長理論人口與經濟成長理論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發表年份發表年份發表年份發表年份 經濟成長理論經濟成長理論經濟成長理論經濟成長理論 主要內容主要內容主要內容主要內容 

Malthus 1798 人口論 

人口成長在不加限制的情況下會以等比

級數的成長，但是經濟環境中的食物供

給卻以等差級數的方式增加，因此人口

的快速成長會使每人可使用資源減少。 

Solow 1956 外生成長理論 

人口成長率是外生變數，而經濟體的所

得成長取決於一個外生的人口成長率。

人口成長率越高時，均衡時每人所得越

低，反之亦然。 

Lucus 

and 

Romer 

1988 內生成長理論 

將其經濟成長變數內生化，加入人力資

本。透過人力資本與實質資本相輔相

成，將會促進每人所得的成長。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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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之相關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之相關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之相關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之相關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成長的影響，由既存的文獻大多顯示出人口結構的轉變

的確會影響經濟成長或者預測未來會造成多大的影響。就實證方面來說，影響究

竟正負如何，效果多大，則會因為隨著研究者所分析的國家、所採用的資料型態、

衡量的方式及對各種變數定義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實證結論。以下茲將分別對國

內外相關研究的既有文獻作以下的介紹： 

 

    Brander and Dowrick（1994）利用跨國的追蹤資料再檢驗人口成長和生育率

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他們利用 107 個國家，時間為 1960 -1985 年，此實證結果發

現，由於投資效果與資本稀釋的關係，高出生率會降低經濟成長。最後他們也指

出，由於勞動供給與撫養比的關係，使得出生率的下降對人均收入成長在中期有

正向的影響。這是因為出生率的下降使得在中期時工作年齡人口相對於總人口的

比例上升，且撫養人口也相對下降。 

 

    陳淼（2004）利用資料觀察法（data survey）說明了人口老化對已開發和發

展中國家會產生衝擊，並指出人口老化將直接造成三種影響：一、勞動人口比例

下降將造成勞動供給數量減少。若勞動產出不變，總產出將因勞動供給數量減少

而下降；二、人口老化將會降低社會吸收新知或新觀念的速度，創新技術能力因

此而下降；三、國民所得因為大量用於非生產性消費上（如老年看護、醫療等），

故減少用於生產性投資的比例，在對未來生產性較無幫助的情況下，總產出和人

均國民收入增加速度因此而下降。 

 

    Bloom and Williamson（1998）利用估計出來的人口成長率係數和經濟活動

人口的成長率係數（16-64 年齡群）評估人口結構的轉變對經濟成長在過去

（1965-1990 年）和預測未來（1990-2025 年）的貢獻（應用七十八個已開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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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長做跨國迴歸的估計）。此結果顯示出，他們所計算

1965-1990 年間的人口動態，認為其可以解釋東亞實質人均經濟成長率介於 1.37

和 1.87 之間，甚至可以解釋 1/3 的亞洲經濟奇蹟8。最後他們也推測，由於人口

的老化而使得東亞在 1990-2025 年的實質人均 GDP 成長率是呈現負成長。此外，

他們也以整合的橫斷面和時間序列的資料來驗證整個亞洲國家，由於亞洲國家在

戰後嬰兒潮後，當嬰兒潮進入職場使勞動人口逐步上升，而生育率急遽下降，使

撫養比持續降低，並提出人口撫養比（dependency ratios）的減少會有人口紅利

（demographic dividend）的產生。因此，許多開發中國家都曾經短暫享有人口撫

養比減少所帶來的經濟成長，這是因為人口結構剛開始的轉變，其人口成長會大

於工作年齡人口的成長而導致人口負擔（demographic burden）；而之後的生育率

遞減，人口結構轉變會因為工作年齡人口的成長速度大於總人口的成長導致人口

紅利。 

 

Bloom et al.（2000）利用 70 國，時間為 1965-1990 年的追蹤資料，探討人

口結構改變與經濟成長彼此間的雙向因果關係。其實證結果顯示出，人口結構與

經濟成長存在著雙向的因果關係。他們認為因為經濟的成長而影響人口結構的改

變是因為收入較高的人自然會傾向於把他們的時間花在較高價值的地方。假設撫

養小孩是時間密集的，那他們會比其他人較傾向於較少的孩子。因此，僅管東亞

在過去的收入是低水準的，但是後來較高的壽命與低生育率這些有利於經濟成長

的人口結構條件，使得出現了經濟奇蹟。然而，東亞的經濟成長卻在未來將會減

緩，這是因為生育率將會維持現在的低水平以及扶養比將會因人口老化而上升。

相較之下，東南亞由於慢慢進入有利於經濟成長的人口結構條件，而使得其經濟

慢慢趕上東亞國家。 

 

                                                
8
 東亞在 1960-1990 年的人均 GDP 維持在百分之六的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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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俊文（2004, 2005, 2007）利用資料觀察法指出，人口結構失衡的現象對總

體經濟的衝擊在於經濟成長率長期持續降低。他認為人口成長明顯減緩，必然會

降低經濟成長率。從經濟學的總供給與總需求來看（圖五、圖六所示），少子化

會使總需求先減少，總合需求曲線左移造成產出及物價下降，使內需市場萎縮，

形成通貨緊縮的問題；隔一段時間以後，先前的生育率下降再加上大量的勞工退

休，則引發勞動力不足，總合供給曲線將會左移，進而使總供給減少，造成經濟

成長下降、價格上升的停滯性通貨膨脹，經濟更進一步衰退。 

 

    Lee and Mason（2007）認為，過去的許多實證研究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轉

變會影響人均收入，但是卻鮮少文獻探討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所帶來的人口紅利

是否會均等的分配在各個年齡群9。因此，他們以台灣為對象，時間為 1978-1998

年，利用疊代家庭模型（overlapping families；OLF）驗證台灣各年齡群，探討

何者可以因人口紅利而獲利。實證結果顯示出，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的確對台灣

的收入成長有正向的效果，但是人口紅利卻不是均等的分散在各個年齡群。小孩

群和工作年齡群所獲得的利益最大，而老年群則最少。他們最後也針對台灣未來

的經濟成長做預測，其結果顯示出人口的老化對台灣未來十年的經濟成長是不利

的。 

 

Bloom et al.（2007）利用追蹤資料探討是否年齡結構可以預測經濟成長。它

們先對 1960-1980 年的樣本進行估計，檢驗是否加入年齡結構變數可以改善

1980-2000 年的模型預測，最後再對 2000-2020 年進行樣本外預測。其實證結果

顯示出，經濟成長模型加入了人口年齡結構之變數後，的確會改善 1980-2000 年

的預測力。然而，作者認為此經濟成長模型對於 1980-2000 年的二十年間，其經 

 
                                                
9
 人口紅利係指一個國家的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而造成人口老齡化加速的同時，少兒撫養比亦迅

速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

對豐富、撫養負擔輕，對經濟成長十分有利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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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圖五圖五圖五 少子化對總需求的影響少子化對總需求的影響少子化對總需求的影響少子化對總需求的影響 

資料來源：鍾俊文（2007）。 

 

 

 

圖六圖六圖六圖六 少子化對總供給的影響少子化對總供給的影響少子化對總供給的影響少子化對總供給的影響 

資料來源：鍾俊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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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成長預測與實際數值有稍微高估的現象，這是由於世界經濟在此時期正處於成

長趨緩的情況，且這是模型無法捕捉到的。 

 

Lindh and Malmber（2007）利用 111 國的追蹤資料預測其未來到 2050 年的

實質人均 GDP，其實證結果顯示出現在老年化的已開發國家將會經歷一個衰退 

或甚至 GDP 的負成長。大部份開發中國家將會經歷快速的成長以及收入水準會 

趨近於已開發國家，它們預期生育率的遞減將會減少世界上人民處於極端的貧

窮。 

 

 Bloom et al.（2008）利用 49 個國家，時間為 1960-2005 年的追蹤資料，探

討亞洲的人口老化是否會對經濟成長呈現負效果。他們認為老化是過去生育率和

死亡率動態發展的結果，因此他們的實證研究將主要探討以下三個面向：1.檢驗

生育率和死亡率在 1960-2005 年的改變對年齡結構的影響；2.說明當生育率和死

亡率在此期間的改變結果時，年齡結構在 2005-2050 年將會如何改變；3.探討生

育率和死亡率在此期間的動態發展，對年齡結構在 2005-2050 年改變的影響。其

實證結果顯示出，老齡人口比重的改變在短期對經濟成長會有影響，但是在長期

則沒有影響。幼年人口比重的改變在長期對經濟的表現則出現負效果。因此，此

結果對亞洲國家在長期來說是一件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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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二二二二 文獻整理文獻整理文獻整理文獻整理-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成長的影響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發表年份發表年份發表年份發表年份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Brander 

and 

Dowrick 

1994 107 國 Panel data 

高出生率會降低經濟成長，

這是因為資本稀釋的關係。

然而，出生率下降對人均收

入成長在中期有很強的正向

衝擊，這是因為勞動供給和

撫養的影響。 

Bloom 

 and  

Williamson 

1998 78 國 
Ramsey 

model 

計算亞洲人口動態與經濟成

長的相對貢獻，指出人口老

化將可能造成經濟成長率的

衰退。 

Bloom, 

Canning 

and 

Malaney 

2000 70 國 Panel data 

人口結構與經濟成長存在著

雙向的因果關係。東亞的經

濟成長在未來將會減緩，這

是因為生育率將會維持現在

的低水平以及扶養比將會因

人口老化而上升。東南亞則

由於慢慢進入有利於經濟成

長的人口結構條件，而使得

其經濟慢慢趕上東亞國家。 

Lee  

and 

 Mason 

2007 台灣 
OLF 

model 

小孩群和工作年齡群會因為

人口紅利而受惠最多，而老

年群最少。預測結果顯示出

人口老化對台灣未來十年的

經濟成長是不利的。 

Bloom, 

Canning, 

Fink  

and 

 Finlay 

2007 90 國 Panel data 

利用 1960-1980 年期間的參

數加入年齡結構變數去預測

1980-2000 年的經濟成長率。

結果顯示出，當經濟成長模

型加入年齡結構變數可以明

顯改善模型的預測準確性。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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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二二二二 文獻整理文獻整理文獻整理文獻整理-人口結構轉人口結構轉人口結構轉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成長的影響變對經濟成長的影響變對經濟成長的影響變對經濟成長的影響        承接上頁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發表年份發表年份發表年份發表年份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Lindh 

and 

Malmber 

2007 111 國 Panel data 

利用人口統計的推估，估出人

均 GDP 的預測模型，且預測

到 2050 年。其結果發現較為

貧窮的國家會追趕上已開發

國家，而以開發國家則因人口

老化而經濟成長停滯。 

Bloom, 

Canning 

and Finlay 

2008 49 國 Panel data 

老齡人口比重的改變在短期

對經濟成長會有影響，但是在

長期則沒有影響。幼年人口比

重的改變在長期對經濟的表

現則出現負效果。因此，此結

果對亞洲國家在長期來說是

一件好消息。 

陳淼 2004 台灣 
Data 

survey 

人口老化造成三種直接影

響：1.總生產將因勞動供給數

量減少而下降。2.創新能力因

此下降。3.總產出和人均國民

收入增加速度減緩。 

鍾俊文 

2004 

2005 

2007 

台灣 
Data 

survey 

台灣和世界各國由過去嬰兒

潮至現今老年潮造成人口結

構上的衝擊。最重要的是少子

化會造成國家總需求的減

少，使內需市場收縮，過一段

時間以後，因為勞工大量減

少，勞動供給也跟著下降，經

濟將進一步衰退。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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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預期壽命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之相關文獻預期壽命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之相關文獻預期壽命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之相關文獻預期壽命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之相關文獻 

    一般而言，當民眾預期未來的壽命會增長，一個理性的民眾將會增加中年時

期的儲蓄，以因應未來退休後更多的消費支出。民眾在中年時期扮演儲蓄者的角

色，增加儲蓄將進而增加經濟體的儲蓄量（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下），再透過儲蓄

影響產出。經由此傳遞過程，預期壽命的增長將對經濟成長產生影響。因此，本

節將預期壽命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之相關文獻作以下的介紹： 

 

    Ehrlich and Lui（1991）認為世代間存在著相依關係，中年時期養育小孩，

當進入老年時，小孩會提供物質上的資源和生活照顧，因此出生率影響了個體跨

期間的最適化行為。父母在中年時期透過對小孩的人力資本投資決策，影響小孩

未來收入，進而影響老年時小孩的扶養回饋，故影響整個個體跨期效用，構成兩

代之間的交互關係橋樑。他再進一步分析中年時期和老年時期存活機率不同對行

為的改變。當中年時期的存活機率增加，將造成父母投資更多的人力資本於小孩

身上並減少出生率，增加小孩未來收入以因應更多的總合消費支出，而老年時期

存活機率增加，將造成儲蓄率增加，和小孩人力資本投資形成替代關係。因此，

預期壽命的增加會提升經濟成長。 

 

    Zhang et al. (2003)建構一個重疊世代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探討中年人死亡率降低將如何影響經濟成長。他們認為中年人死亡率降低將經由

三種管道影響經濟成長。第一，為了支付更長的生活期間消費，促使中年時期增

加儲蓄率，並進而累積實體資本；第二，由於中年人死亡機率降低，相對而言，

將減少中年人遺產遺留給子女的機會，因此降低了投資，減少資本累積；第三，

以所得稅來融通大眾教育支出，進而改變其淨所得和儲蓄率。研究結果顯示，在



                               台 灣 人 口 結 構 轉 變 對 經 濟 成 長 的 影 響 

       The Effect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on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第第第第 17 頁頁頁頁，，，，共共共共 78 頁頁頁頁 

死亡率很高的情況下（如：第三世界的國家）10，死亡率的降低，意謂著預期壽

命的增加，以上三種管道的淨效果將促進經濟發展；但是在死亡率很低的情況下

（如：工業化國家），死亡率的降低，以上三種管道的淨效果將可能減緩經濟成

長。Zhang and Zhang（2005）利用不確定的存活模型（uncertain survival model）

進行 76 個國家的橫斷面資料分析，其實證結果顯示出，當壽命增長為了支付老

年期間更多的消費，而造成儲蓄增加。除此之外，也會增加教育支出，使小孩未

來的所得增加。但是所得增加，造成養育小孩的機會成本提升，造成出生率下降，

他們也證明以上的傳遞結果將促成經濟成長，實證結果也支持以上論點。  

 

Li et al.（2007）將生命循環假說（life-cycle hypothesis）同時納入預期壽命

和老年人口依賴率對儲蓄率的影響。他們認為社會的儲蓄主要受到中年人和老年

人的影響，當預期壽命增加時，中年人預期到生命長度將延長，所以會增加儲蓄

以因應生命長度延長所導致的消費支出；等到民眾退休進入老年時，將會開始消

耗中年的儲蓄，造成社會儲蓄下降。換句話說，當人口老化，代表老年人相對於

中年人的比例增加，使得會消耗社會儲蓄的老年人比例上升，造成社會儲蓄降

低，進而減緩經濟成長。他們也發現當老年人口增加時，將造成儲蓄率下降，而

資本投資也會下降。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人力資本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之相關文獻人力資本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之相關文獻人力資本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之相關文獻人力資本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之相關文獻 

    在過去的經濟理論中，大多以勞動力（labor）與實體資本（physical capital）

來解釋經濟成長，且認為一個國家在擁有充沛的勞動力下，只要有足夠的資本便

能使經濟成長。然而，實際上只有勞動力與實體資本是無法使經濟快速成長的，

這是因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還需要一種重要的要素，那就是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 人力資本是由勞動者的知識、技能、經驗等因素所構成，它是經濟成

                                                
10
 第三世界國家一般係指在政治、經濟和現代化腳步比較落後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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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基本動力和關鍵因素。人力資本的投資方式包括一般的學校教育、在職訓

練、健康程度改善和工作中的學習等。實證上用來衡量人力資本的指標，主要為

識字率、入學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支出佔 GDP 比率。本節將人力資本對

經濟成長的影響之相關文獻作以下的介紹： 

 

一一一一、、、、負向影響之文獻負向影響之文獻負向影響之文獻負向影響之文獻 

    過去的理論與實證顯示，大多支持教育的累積將會促進經濟成長。但是

Gemmel（1996）和 Prichett（2001）卻發現教育程度的累積對經濟成長僅有些微

的影響甚至是負向的關係。Temple（1999）也發現到些許國家因為教育的擴張，

造成失業率上升和教育程度報酬遞減的現象，例如：1960 年代前的韓國，很多

高等教育的人在公部門工作，如此可能對經濟成長造成相對的損害。Temple

（2001）認為在未開發中的國家，其教育的品質較差且有技術的勞動力需求也較

少的問題，假如教育程度的增加可能只會對經濟成長造成些微的正向影響。因

此，這說明了教育程度的增加在開發程度不同的國家，其對經濟成長也會有所差

異。 

 

二二二二、、、、正向影響之文獻正向影響之文獻正向影響之文獻正向影響之文獻 

    Bils and Klenow（2000）探討教育是否會影響經濟成長。他們的研究中視技

術進步為外生變數，檢驗一個含有人力資本的模型。他們利用 85 個國家，時間

1960-1990 年學校入學率的資料探討教育與經濟成長的關係。實證結果顯示出，

發現經濟成長與學校教育存在顯著的正向關係，而且研究結果也指出學校教育與

經濟成長是存在因果關係。 

 

 Barro（1991）以新古典成長模型探討人力資本存量的累積對國家經濟成長

是否呈現顯著的正向關係。他是利用 98 個國家，時間為 1960-1985 年期間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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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以進行實證分析。他以實質人均 GDP 為被解釋變數，解釋變數為期初實

質人均 GDP、政治情況、政府消費和生育率，再分別以國中小的入學率當人力

資本的衡量變數。其實證結果顯示出，人力資本存量累積對經濟成長均呈現顯著

的正向關係。他也發現實質人均 GDP 與期初人力資本的素質（以 1960 年的學校

入學率來衡量）是正相關的，且實質人均 GDP 與期初人均 GDP（以 1960 年為

基期）為負向關係。此研究結果支持新古典成長理論的收斂假說，即在相同的人

力資本水準下，因投資率的不同，低所得國家比高所得國家的經濟成長速度較為

快速。因此，低所得國家可以依循高所得國家的模式，慢慢趕上他們。 

 

 Benhabib and Spiegel（1994）探討人力資本與經濟成長是否會對經濟成長造

成影響。他們以 Cobb-Douglas 的生產函數為基本模型，利用橫斷面資料進行 OLS

迴歸分析。他們的解釋變數為實體資本、人力資本、所得、人口與勞動力，其中

人力資本是以識字率來衡量。假如先以人力資本當成生產函數中唯一的解釋變

數，其實證結果發現解釋能力不佳，而且與理論中所預測的方向相反。因此，當

他們加入了實體資本變數時，其發現實體資本與人力資本對於經濟成長對經濟成

長皆有顯著的正向關係。他們也指出人力資本可透過兩個管道影響經濟成長：1.

人力資本水準會直接影響國內產出與技術創新的速度；2.人力資本存量會影響向

國外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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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理論模型理論模型理論模型理論模型 

 

    本文以 Bloom and Williamson（1998）之研究架構為基礎，來建構人口結構

因素對台灣經濟成長影響的理論模型。  

 

    Solow-Swan 模型將儲蓄率、人口成長率與技術進步視為外生變數，利用實

體資本（physical capital）與勞動力（labor）來解釋經濟成長的動力。假設新古

典生產函數具有 Cobb-Douglas 型式： 

 

    αα KLY −= 1              10 << α                               （3.1） 

 

其中，Y 是總產出，K 是資本存量，L是勞動人口數，α 是資本存量的產出彈性

（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capital），（1－α ）是勞動力的產出彈性（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labor）。將（3.1）式等號兩邊同除勞動量 L，則（3.1）式改寫為: 

 

     α

α

αα
k

L

K
LKL

L

Y
y =








=⋅⋅== −− 11                               （3.2） 

 

其中， y 為每單位勞動產出，k 為每單位勞動的資本存量，α 是資本存量的產出

彈性。 

    每單位勞動產出在 1T 與 2T 此期間的平均成長率可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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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的推導過程請參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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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yg 代表每單位勞動產出在 1T 到 2T 期間的平均成長率， 1T 代表期初， 2T 代

表期末， ∗
y 代表靜止均衡狀態下的每單位勞動產出，Λ 代表每單位勞動產出 y 收

斂到靜止均衡狀態下的每單位勞動產出 ∗
y 的速度。 

 

    Bloom and Williamson（1998）認為在長期靜止均衡狀態下的每單位勞動產

出會受經濟體系其他外生變數影響，故  

 

    βXy =∗                                                      （3.4） 

 

其中，

STSTTT

S

S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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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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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2

12111

代表影響靜止均衡每單位勞動產出的 S 個因

素所形成的 ( )ST × 矩陣， β 代表 ( )1×S 的係數向量。 

 

將（3.4）式代入（3.3）式即得 

      

    ( )
1lnln TyXg y Λ−Λ= β                                        （3.5） 

 

    為了探討人口結構因素對經濟成長的影響，Bloom et al.（2000）將每單位勞

動產出（ y ）改成人均產出（ y~），式子如下： 

 

    y
N

L

L

Y

N

L

N

Y
y ===~                                           （3.6） 

 

其中， y~為人均產出（per capita income），Y 為總產出， N 為總人口數， L為勞

動人口數， y 為每單位勞動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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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3.6）式取對數再微分，即可求得人均產出的成長率，列式如下： 

 

ypopulationswory gggg +−= ker~                                      （3.7）  

 

其中， yg ~ 是人均產出的成長率， yg 是每單位勞動產出的成長率，
sworg ker
是勞動

人口的成長率， populationg 是總人口的成長率。 

 

將（3.5）式代入（3.7）式即得： 

 

    ( )
1ker~ lnln TyXggg populationswory Λ−Λ+−= β                        （3.8） 

 

表示成一般式為： 

 

( )
1432ker1~ ln TZggg populationswory δδδδ +++=                         （3.9）   

 

其中， 421 ,, δδδ 為係數，Z 為經過對數轉換後，會影響靜止均衡每單位勞動產出

的 S 個因素所形成的 ( )ST × 矩陣， 3δ 為 ( )1×S 的係數向量。 

 

    比較（3.9）式與（3.7）式得知：若 121 =−= δδ ，則代表人口成長是穩定的。

也就是說，當勞動人口成長率等於總人口成長率時，人口結構對人均所得成長率

之影響即會消失，此時體系達靜止均衡狀態12。如果人口是呈現不穩定的成長，

那就代表體系處在一個動態轉換的過程，那麼人口結構之轉變就會對人均所得成

長率 yg ~ 產生影響。 

 

 

                                                
12

 詳細的推導過程請參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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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實證方法與資料處理實證方法與資料處理實證方法與資料處理實證方法與資料處理 

 

    本文以台灣為研究對象，採用民國 43 年到民國 96 年間之時間序列年資料來

探討人口結構因素對實質人均 GDP 成長率的影響。以下茲將實證方法、實證模

型、變數定義與來源介紹於後。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實證方法與模型設定實證方法與模型設定實證方法與模型設定實證方法與模型設定 

一一一一、、、、實證方法實證方法實證方法實證方法 

    過去探討人口結構變數對經濟成長之影響的文獻非常廣泛。如果以單一國家

作為分析對象時，可能以時間序列（time-series）為分析主軸；而分析對象為某

個特定區域（如：亞洲）或組織（如：OECD）時，則可能涉及到需要蒐集數個

國家相關數據與資料。倘若國家數目充足，則以橫斷面資料（cross-section data）

分析。近來，更有許多的文獻使用包括橫斷面和時間序列這兩種特性的追蹤資料

（panel data）來進行實證分析。然而，傳統的橫斷面分析無法解釋時間變動的動

態性，而追蹤資料雖然可以解釋時間的動態過程但卻無法明確觀察單一國家的實

際情形。因此，本文將只針對台灣為研究對象，並採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來進行估計。 

 

二二二二、、、、實證模型設定實證模型設定實證模型設定實證模型設定 

本文參考 Bloom et al.（2008）的論點，並考量本國經濟發展之實際背景，

將預期壽命、人力資本和資本存量等對靜止均衡每單位勞動產出有影響之因素納

入考慮，故本文之實證方程式如下所式： 

 

ttphysicalthumantlifetpopulationtswory kkeggg
t

εδδδδδδ ++++++= ,33,32,31,2,ker1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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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代表時間， Tt ,......,3,2,1= 為樣本個數；
tyg~ 代表 t期的人均所得成長率；

0δ 代表截距項； tsworg ,ker 代表 t期的工作年齡人口成長率； tpopulationg , 代表 t期的總

人口成長率； lifee 代表預期壽命；
humank 代表人力資本； physicalk 代表資本存量；

tε

代表誤差項。 

 

    本文將以（4.1）式作為本文之實證模型，以進行迴歸估計與統計分析。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資料來源與說明資料來源與說明資料來源與說明資料來源與說明 

    本文之研究期間自民國 43 年至民國 96 年，共計 54 年，且均為年資料13。

實證分析中所選取的變數分別為人均所得成長率、總人口成長率、工作年齡人口

成長率、預期壽命、人力資本與資本存量，共計六項變數。 

 

一一一一、、、、人均所得成長率人均所得成長率人均所得成長率人均所得成長率 

本文以民國 90 年為基期之實質人均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growth rate of per 

capita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為人均所得成長率之代理變數，資料取自行政

院主計處第三局國民所得統計。 

 

二二二二、、、、總人口成長率與工作年齡人口成長率總人口成長率與工作年齡人口成長率總人口成長率與工作年齡人口成長率總人口成長率與工作年齡人口成長率 

總人口成長率和工作年齡人口成長率主要以內政部所編印的中華民國人口

統計年刊所列的臺灣地區年中人口之年齡分配為選取對象。雖然內政部也有編印

內政統計月報、各縣市內政統計指標、人口統計季刊和人口統計年刊，且各刊物

                                                
13

 民國四十二年起，主計處即以聯合國國民經濟會計制度為藍本，按年編算臺灣地區國民所得， 

   並自民國五十九年開始於每季終了二個月內，完成該季國民生產與所得之初步統計。1968 年

聯合國發布第二版國民經濟會計制度（簡稱 68SNA），我國歷經多年研究與試編，於民國七

十七年全面按 68SNA 編布。民國九十四年國民所得資料之編算則依聯合國 1993 年公布之國

民經濟會計制度（稱 93S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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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的項目別大多會有季資料與月資料。然而，唯獨人口年齡分配的項目大多只有

年資料，故而無法選取較多的樣本數。 

 

三三三三、、、、預期壽命預期壽命預期壽命預期壽命 

預期壽命則擷取自內政部統計處的簡易生命表。1.簡易生命表的預期壽命乃

自 0 歲平均餘命開始統計（唯民國 40、41 與 42 年乃是從 1~4 歲平均餘命開始統

計），故本文預期壽命之取樣乃為民國 43 年至民國 96 年。2.另外，有關預期壽

命之統計，內政部將其分為台閩地區與台灣地區兩種類型，由於民國 83 年起才

有台閩地區之統計資料，故本文乃以台灣地區的國人平均餘命來做為預期壽命之

代理變數14。 

 

四四四四、、、、人力資本人力資本人力資本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則取自教育部統計處，並以教育支出佔 GDP 的比例來衡量。教育

支出乃為各年度之金額，為了與教育支出有一致的衡量基礎，故本文採用名目

GDP 來平減之。雖然既存的人口年齡分配資料可追朔至民國 35 年，且行政院主

計處所發佈的實質國內生產毛額（real GDP）與國民所得統計年報可追朔到民國

40 年，但因預期壽命只能追朔到民國 43 年。因此，本文為了求資料的一致性，

乃以民國 43 年為起始年份。 

 

五五五五、、、、資本資本資本資本存量存量存量存量 

本文先自行政院主計處摘錄各年度的投資資料，包括固定資本形成與存貨，

再以直線法攤提折舊來推算各年度的資本存量數量，計算公式如下：   

 

                                                
14

 一個出生嬰兒到達 x 歲以後平均尚可期待生存之年數稱為 x 歲之平均餘命。因此，零歲之平 

   均餘命特稱「平均壽命」（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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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t

s

t IsK −

=

∑ −=
δ

δ
/1

0

1                                              （4.2） 

 

其中， tK 為一國於第 t 年的資本存量，δ 為資本折舊率， stI − 為一國於第 st − 年

的投資量，本文採用以 2001 年為基期之實質固定資本形成作為投資的代理變

數， δ/1,...,0=s 。此公式的特色在於推算第 t年資本存量時，必須額外收集前 δ/1

年的資本形成。本文參考過去文獻，如 Nadiri and Prucha（1996）、Manuneas

（1999）、Chang and Luh（2000）以及 Kruger（2003），將資本折舊率定為 10％。

接著，再將總實質資本存量除以總勞動量，以求取每單位勞動之實質資本存量。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變數定義與預期符號變數定義與預期符號變數定義與預期符號變數定義與預期符號 

    茲針對本文各解釋變數之特性與對人均所得成長率之影響及預期符號說明

如下15： 

 

一一一一、、、、實質人均實質人均實質人均實質人均 GDP 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 [ yg ~ ] 

    GDP 為衡量一國產出多寡的指標。倘若一國之 GDP 數值很大但是總人口數

卻也非常的多，其人均 GDP 數值的表現可能就不會很高。因此，以人均 GDP 來

衡量一國生產力或所得之高低較 GDP 來得客觀。故本文擬以實質人均 GDP 成長

率來衡量經濟成長，並以此探討人口結構變數對經濟成長的影響。 

 

二二二二、、、、工作年齡人口成長率工作年齡人口成長率工作年齡人口成長率工作年齡人口成長率 [ sworg ker ] 

就經濟生產活動而言，工作年齡人口是屬於最重要的一群，他們是國家經濟

活動最主要的參與者。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當工作年齡人口的成長率愈

高，則會導致實質人均 GDP 成長率的上升。這是因為：工作年齡人口相對於總

                                                
15

 相關變數彙總請參照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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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比例若上升，乃意謂著撫養比的下降，進而使得照顧的負擔減少以及儲蓄

增加。因此，本文認為兩者間應呈正向關係（ 01 >δ ）。 

 

三三三三、、、、總人口成長率總人口成長率總人口成長率總人口成長率 [ populationg ] 

    由(3.7)式得知：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實質人均 GDP 成長率會因總人口成

長率的增加而下降。這是因為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總人口成長率的增加，進而使

得實質人均 GDP 成長率下降。本文預期台灣總人口成長率與實質人均 GDP 成長

率之間應該呈現負向關係（ 02 <δ ）。 

 

四四四四、、、、預期壽命預期壽命預期壽命預期壽命 [ lifee ] 

    預期壽命的增加意謂著死亡率的降低以及存活時間的延長，如果年長的勞動

者願意的話則可能會持續工作。經由工作時間的延長，年長的勞動者可能會比過

去增加更多的儲蓄以支應未來的退休生活。除此之外，年長者可經由幫忙照顧小

孩、打工與持續儲蓄等方式對社會回饋與貢獻，進而促進經濟成長。因此本文認

為預期壽命的增加將對經濟成長產生正向的影響（ 031 >δ ）。 

 

五五五五、、、、人力資本人力資本人力資本人力資本 [ humank ] 

    由於人力資本是一種無形資產，通常難以量化，因此在過去的文獻中，衡量

一國人力資本的變數相當多，包括教育經費、入學率（enrollment rate）、識字率

（literacy rate）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等教育變數。Jones（2001）認為教育支出可提

升勞工的知識技能，並且改善生產效率，有助於人力資本的累積。一個國家的教

育支出佔該國 GDP 越多，表示該國對學校的補助就會越多，學校與學生所獲得

的資源也相對越多，使得人力資本的品質進而提升，對經濟成長也有更深一層的

幫助。因此，本文以教育支出佔 GDP 的比率作為人力資本的代理變數，且預期

人力資本與經濟成長具有正向的關係（ 032 >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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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資本資本資本資本存量存量存量存量 [ physicalk ] 

    假設在其它條件不變之下，一國的總產出(Y)與其總資本存量(K)具有正向的

關係。然而，每單位勞動實質資本存量 








L

K
對一國人均所得成長率的影響則正

負未定。經由理論模型之推導可以發現16，人均所得成長率 ( )yg ~ 與每單位勞動實

質資本存量 ( )physicalk 的關係有以下兩種情況： 

    (a)如果每單位勞動實質資本存量 ( )k 未達其長期靜止均衡值 ( )*
k 或者每單位

勞動實質資本存量 ( )k 等於其長期靜止均衡值 ( )*
k 時，則人均所得成長率 ( )yg ~ 與每

單位勞動實質資本存量 ( )physicalk 是呈現負向關係； 

    (b)如果每單位勞動資本存量 ( )k 大於其長期靜止均衡值 ( )*
k 時，則人均所得

成長率 ( )yg ~ 與每單位勞動資本存量 ( )physicalk 的關係是正負未定。因此，本文在此

不預先假設兩者之間的關係（ 033

>

<
δ ）。 

 

 

 

 

 

 

 

 

 

 

 

 

 

                                                
16

 請參見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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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三三三三 實證變數彙總表實證變數彙總表實證變數彙總表實證變數彙總表 

變數變數變數變數 定義及公式定義及公式定義及公式定義及公式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yg~  100
GDP

GDPGDP
2001

1-t

2001

1-t

2001

×
−

實質人均

實質人均實質人均 t  

行政院 

主計處 

sworg ker  
( ) ( )

( )
100

64~15

64~1564~15

1

1 ×
−

−

−

年中人口
台灣地區

年中人口
台灣地區

年中人口
台灣地區

歲人口總數

歲人口總數歲人口總數

t

tt  

中華民國

人口統計

年刊 

populationg  100

1

1 ×
−

−

−

年中人口
台灣地區

年中人口
台灣地區

年中人口
台灣地區

人口總數

人口總數人口總數

t

tt  

中華民國

人口統計

年刊 

lifee  






 +

2
ln

台灣地區
ｔ

台灣地區
ｔ 女性壽命男性壽命

 
內政部 

統計處 

humank  







×100

GDP
ln

名目

教育支出
 

教育部 

統計處 

physicalk  

( )


















−=∑

=
−

L

IsK
s

stt

δ

δ
/1

0

2001 1

ln  
行政院 

主計處 

研究期間研究期間研究期間研究期間 民國 43 年 ~ 民國 96 年（1954 年 ~ 2007 年），共 54 年。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台灣地區各項統計資料。 

實證模型實證模型實證模型實證模型 ttphysicalthumantlifetpopulationtswory kkeggg
t

εδδδδδδ ++++++= ,33,32,31,2,ker10~  

預期符號預期符號預期符號預期符號 sworg ker  populationg  lifee  
humank  physicalk  

 01 >δ  02 <δ  031 >δ  032 >δ  033

>

<
δ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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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預測準確度之衡量法預測準確度之衡量法預測準確度之衡量法預測準確度之衡量法 

    由於經濟成長率是反應一國經濟行為的重要指標，因此行政院主計處等研究

機構所定期發布的預測資訊，不僅會成為政府相關單位施政的參考依據，同時也

會成為眾多廠商進行投資計畫的參考指標。既然，預測訊息會左右決策，成為行

為者的引導方針，那麼預測資料是否準確，對預測資料的使用者而言，便顯得重

要與值得重視。 

 

    目前國內有關台灣各總體經濟變數的預測，除了有行政院主計處（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 Executive Yuan, R.O.C.； DGBAS）所提

供的預測資料可供參考之外，還有其他比較耳熟能詳的學術機構與團體，如：中

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IEAS）、中華經

濟研究院（Chung 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CIER）、台灣經濟研究

院（Taiw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CIER）和台灣綜合研究院（Taiwan 

Research Institute； TRI）等，皆會定期對台灣的總體經濟情勢做預測。然而，

本文在此僅以國內的官方代表：行政院主計處與學術機構代表：中央研究院經濟

研究所，所提供的預測數據作為比較的對象。本文將以納入人口結構變數之成長

模型進行樣本內預測，並將本文之預測數據與主計處和中研院所提供的預測資料

進行預測準確性（forecast accuracy）之比較。 

 

    本文除了以均方根預測誤差（root mean squared forecast error, RMSE）、均方

預測誤差（mean squared error, MSE）作為準確度的判斷標準外，並採用 Diebold 

and Mariano（1995）之衡量準則進行預測準確度之比較。 

 

一一一一、、、、RMSE、、、、MSE 衡量準則衡量準則衡量準則衡量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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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經濟變數預測值減去實際值後所得之差額稱為預測誤差，因此得 

 

tjttjt yye −= −
ˆ

1                                                  （4-3） 

 

其中， jte 代表 j 模型對經濟變數 y 的預測誤差， jtt ŷ1− 為 j 模型於 ( )1−t 期對經濟

變數 y 的 t期預測值，
ty 為經濟變數 y 於 t 期的實際值。則 

 

( )
2

1

1

21
2

1

1

21 ˆ 







=








−= ∑∑

=

−

=

−
T

t

jt

T

t

tjt eTyyTRMSE                        （4-4） 

 

 

    ( ) 







−= ∑

=

−
T

t

tjt yyTMSE
1

21 ˆ                                       （4-5） 

 

其中，T 為樣本數。 

 

二二二二、、、、Diebold and Mariano（（（（1995））））衡量指標衡量指標衡量指標衡量指標  

    除了上述的兩個衡量指標，本文接下來想要採用由 Diebold and Mariano

（1995）所提出來的一般化預測準確度檢定準則來進行預測準確度的比較。令 

 

tttt yye −= − 111
ˆ                                                 （4-6） 

 

tttt yye −= − 212
ˆ                                                 （4-7） 

 

其中， tt y11
ˆ

− 與 tt y21
ˆ

− 分別為第一個預測模型與第二個預測模型的預測值， te1 與 te2

各自代表第一個預測模型與第二個預測模型的預測誤差， ty 為人均 GDP 成長率

的實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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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ebold and Mariano（1995）的檢定準則允許預測誤差具有 non-Gaussian、

non-zero mean、serially correlated 與 contemporaneously correlated 的特性。再令 

 

( ) ( )2

2

2

1 ttt eed −≡                                               （4-8） 

 

td 代表第一個預測模型與第二個預測模型其「預測誤差平方之差額」。對「預測

誤差平方之差額」求算母體平均數，令其為 

 

    ( )
tdE=µ                                                     （4-9） 

 

    Diebold and Mariano（1995）指出：當無法拒絕 0=µ 此一虛無假設的時候，

即代表第一個預測模型的預測數據與第二個預測模型的預測數據具有同等的預

測力（predictive power），也就是說兩者的預測準確度沒有差異。而當拒絕 0=µ

此一虛無假設，且 0>µ 的時候，則可以推論第二個預測模型的預測力優於第一

個模型。本文在此以納入人口結構變數之成長模型為第一個預測模型，而第二個

預測模型則為主計處或中研院。  

 

    令{ }T

ttd
1=
代表本文預測模型的預測數據與主計處或中研院預測資料「預測誤

差平方之差額」的樣本，而且{ }T

ttd
1=
具有 covariance stationary 與 short memory 的

特性。Diebold and Mariano（1995）證明出：兩者「預測誤差平方之差額」( )
td 的

樣本平均數 ( )d ，其漸近分配乃為常態分配。本文將其表示如下： 

 

    ( ) ( )
ff

d
SNdT ,0→− µ                                       （4-10） 

 

其中，T 代表預測值的樣本數，µ 為「預測誤差平方之差額」的母體平均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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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T

t

tt ee
T

d
1

2

2

2

1

1
                                       （4-11） 

 

則為「預測誤差平方之差額」的樣本平均數， 

 

    ∑
∞

∞−

Ω≡ iffS                                                  （4-12） 

 

乃為變異數-共變異數矩陣（variance-covariance matrix），而且  

 

( )( )µµ −−≡Ω −itti ddE                                        （4-13） 

 

    由於預測誤差之間具有自我相關等特性，因此本文在此以 Newey-West 

estimator 來取代此處的變異數-共變異數矩陣。本文以「預測誤差平方之差額」

對常數項進行迴歸估計： 

 

ttd εα +=                                                   （4-14） 

 

    若無法拒絕 0=α 此一虛無假設，即代表本文預測模型的預測數據與主計處

或中研院的預測資料兩者預測準確度相近，沒有差異。而當拒絕 0=α 此一虛無

假設，且 0>α 時，則可以推論主計處或中研院預測資料的預測力優於本文預測

模型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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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實證結果分析實證結果分析實證結果分析實證結果分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敘述性統計敘述性統計敘述性統計敘述性統計 

    此節首先針對全體研究樣本進行敘述性統計分析。表四列出了各變數之平均

數、極大值、極小值、標準差和 JB 統計量。茲將各變數之統計量分析詳述如下： 

 

表表表表四四四四 人口結構變數之基本敘述性統計人口結構變數之基本敘述性統計人口結構變數之基本敘述性統計人口結構變數之基本敘述性統計 

被解釋變數被解釋變數被解釋變數被解釋變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極大值極大值極大值極大值  極小值極小值極小值極小值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JB 統計量統計量統計量統計量 

實質人均 GDP

成長率(%) 
5.7674 11.6752 -2.841 2.9687 

  0.8669 

（（（（0.6473）））） 

解釋變數解釋變數解釋變數解釋變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極大值極大值極大值極大值 極小值極小值極小值極小值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JB 統計量統計量統計量統計量 

 總人口成長率    

(%) 
1.9014 4.5964 0.3433 1.149 

3.6438 

（（（（0.1617））））  

工作年齡人口 

成長率(%) 
2.4135 4.836 0.7418 1.1532 

2.6168 

（（（（0.2703）））） 

預期壽命(歲) 71.2409 78.57 61.155 4.8255 
     3.3706 

（（（（0.1854））））  

人力資本 

 

資本存量 

4.5269 

 

 268,864 

6.9306 

 

754,333 

1.7481 

 

8,037 

1.4526 

 

252,379 

3.4481 

（（（（0.1748））））  

6.9945 

（（（（0.0302））））  

觀察值=54      

  資料來源：1. 本文整理，研究期間為民國 43 年到民國 96 年。 

資資料來源：2. 資本存量的單位以新台幣表示。 

資料  來源：3. Jarque-Bera 列中的括號內代表 P 值。 

 

    由表四可以發現，實質人均 GDP 成長率極大值為 11.6752，極小值為-2.841，

且標準差為 2.9687，可知過去的台灣經濟成長率較不集中於平均數而是比較分散

的，因此經濟成長率的落差程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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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近 54 年的總人口成長率，可以發現台灣的總人口數一直在增加，但是

隨著時間的經過其成長速度逐漸減緩。總人口成長率平均為 1.9014，代表人口數

在此期間仍是微幅上揚的。 

 

工作年齡人口成長率，其極大值為 4.836，極小值為 0.7418，此數值和總人

口成長率的極大值與極小值略同，但是工作年齡人口的成長率為 2.4135，略高於

總人口成長率的 1.9014。 

 

預期壽命其極大值為 78.57，極小值為 61.155，標準差 4.8255，可知預期壽

命從過去 54 年來約略增加了 17 歲，且隨著時間的經過而呈現逐年增加之趨勢。

人力資本其極大值為 6.9306，極小值為 1.7481，平均數為 4.5269。資本存量其極

大值為 754333，極小值 8037，平均數為 34344，可知過去 54 年來，資本存量累

積得非常快速（以上各變數之趨勢請參見圖八）。  

 

關於樣本分配的常態性檢定，本文以 Jarque-Bera（JB）的統計量為指標，

由表四可以看出，在 1%的顯著水準下，各變數的 JB 值都不拒絕具有常態分配

的的虛無假設。由此可知，本文所設定的變數之資料型態皆符合常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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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圖七圖七圖七 產出與各個產出與各個產出與各個產出與各個變數之趨勢圖變數之趨勢圖變數之趨勢圖變數之趨勢圖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實證結果與分析實證結果與分析實證結果與分析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文以 Bloom and Williamson（1998）的理論架構為基礎，採用民國 43 年到

民國 96 年的年資料，分析人口結構變數對我國經濟成長的影響。茲將各變數之

估計結果詳列於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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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五我們可以發現：如理論模型所預期，總人口成長率與經濟成長呈現顯

著的負向關係；而工作年齡人口成長率則與經濟成長呈現顯著的正向關係。此意

謂著如果總人口成長率增加 1 單位則經濟成長會下降 3.9619 單位，而工作年齡

人口成長率增加 1 單位則經濟成長會上升 1.435 單位。 

 

另外，預期壽命對經濟成長有著顯著的正向關係，當預期壽命每增加 1 單位

則經濟成長會上升 86.4894 單位。理性的民眾為了支付老年時的更多消費支出，

乃以增加中年的儲蓄以為因應，並透過儲蓄的上升而增加資本投資（Li, Zhang 

and Zhang, 2007），刺激產出，進而促進經濟成長。 

 

實證結果也發現：人力資本的累積將促進經濟成長，人力資本每增加 1 單位

則經濟成長會上升 6.8609 單位。Barro（1990）認為人力資本的累積是研究發展

的重要關鍵，研發（research & development, R&D）活動可以累積人力資本，且

具有正面之外部經濟效果，研發與人力資本累積形成一種良性循環，其能使廠商

在現有的技術水準下，開創新的產品和想法。因此，當一國累積較多的人力資本，

國家的產出亦會跟著增加。 

 

一般來說，我們的經濟直覺會認為總實體資本存量與產出是呈現正向的關

係，且過去的文獻大多是認為總實體資本存量是促進經濟成長很重要的因素之

一。然而，本文的實體資本是以每單位勞動資本存量來衡量，因此，每單位勞動

資本存量對一國經濟成長率的影響則是正負未定。本文的實證結果顯示：每單位

勞動資本存量對經濟成長率具有顯著的負向關係。也就是說，每單位勞動資本存

量增加 1 單位則經濟成長率會下降 8.4751 單位。根據理論模型的推導可知，如

果每單位勞動資本存量 ( )k 未達體系的長期靜止均衡狀態 ( )*
k 或者剛好處於靜止

均衡狀態，則每單位勞動之資本存量與實質人均 GDP 成長率的關係是呈現負向

關係。因此，由表五之結果可知，就台灣而言，目前國內每單位勞動之資本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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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達到長期靜止均衡之水準。 

 

表表表表五五五五 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之迴歸分析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之迴歸分析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之迴歸分析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之迴歸分析 

被解釋變數被解釋變數被解釋變數被解釋變數：實質人均 GDP 成長率 [ yg~ ] 

解釋變數名稱解釋變數名稱解釋變數名稱解釋變數名稱 係數係數係數係數        P 值值值值       預期符號預期符號預期符號預期符號 

截距 [C] -268.4781 

(-1.5099) 

  0.1376 

  工作年齡人口成長率 [ sworg ker ] 1.435 

(2.0906) 

  0.0419**      01 >δ  

總人口成長率 [ populationg ] -3.9619 

(-2.7008) 

  0.0095***     02 <δ  

預期壽命 [ lifee ] 86.4894 

(1.7889) 

  0.0799*       031 >δ  

人力資本 [ humank ] 6.8609 

(2.0649) 

  0.0444**      032 >δ  

實體資本 [ physicalk ] -8.4751 

(-2.8918) 

  0.0057***     033

>

<
δ  

  Adjusted 2R  = 0.2717   

     2
R  = 0.3404 

Durbin-Watson Statistic = 1.7747 

Observations = 54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註：1.本文之實證模型為： 

            
ttphysicalthumantlifetpopulationtswory kkeggg

t
εδδδδδδ ++++++= ,33,32,31,2,ker10~  

          2.括弧內為 t 統計量，***表示在 1%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表示在 5%顯著水 

          2.準下拒絕虛無假設；*表示在 10%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虛無假設為該解釋變 

          2.數對實質人均 GDP 成長率沒有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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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預測準確度之比較預測準確度之比較預測準確度之比較預測準確度之比較 

    有關台灣實質國內生產毛額的實際值與預測值，本文取自行政院主計處出刊

的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而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的實質國內生產毛額之預測

值則取自台灣經濟情勢總展望。就年預測資料而言，主計處對實質國內生產毛額

進行預測的時候，它會在 ( )1−t 年 11 月公布對 t年全年的預測數據。t年的實際值

乃會在 ( )1+t 年 8 月修訂，而本文則以 ( )1+t 年 11 月公布的數據作為 t年的實際

值，而以 ( )1−t 年 11 月公布的數據作為 t年的預測值。中研院對實質國內生產毛

額進行預測的時候，它會在 ( )1−t 年 12 月公布對 t年全年的預測數據，本文即以

此數據作為中研院之預測值。 

     

    預測時若以不同的年份為基期，其所獲得的預測數據必不相同，為了免去物

價變動對國內生產毛額的測量產生影響，本文皆著手對部分基期不一致的實質

GDP，進行更換基期的工作。由於本文的實質人均 GDP 是以民國 90 年為基期，

因此，行政院主計處和中研院的實質國內生產毛額之預測值亦必須以民國 90 年

為基期作換算17，接著再轉換成實質人均國內生產毛額，以求資料的一致性（其

結果如表六所示）。 

 

    本文先以 RMSE 和 MSE 來衡量預測準確度，此二個指標的值越小，意謂著

預測值與實際值越接近，故預測準確度越高。由表七所顯示的預測誤差結果可

知，不管是以 RMSE 或者 MSE 來衡量，本文實證模型其預測值的 RMSE 與 MSE

分別為1.8646和3.4769；主計處所發布的預測資料之RMSE與MSE分別為2.2479

和 5.0529；而中研院所發布的預測資料之 RMSE 與 MSE 分別為 1.9648 和 3.8605。

由此可知，本文所設定之模型的預測數據比主計處和中研院所發布之預測資料較

                                                
17

 詳細的基期轉換過程請參見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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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準確，因為其 RMSE 與 MSE 皆比較小。 

 

表七表七表七表七 本文預測模型與主計處本文預測模型與主計處本文預測模型與主計處本文預測模型與主計處、、、、中研院中研院中研院中研院預測資料之預測準確度比較預測資料之預測準確度比較預測資料之預測準確度比較預測資料之預測準確度比較 

 本文所設定之 

模型的預測數據 
 主計處所發布 

之預測資料 
 中研院所發布 

之預測資料 

衡量指標 RMSE MSE  RMSE MSE  RMSE MSE 

 1.8646 3.4769  2.2479 5.0529  1.9648 3.8605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雖然上述的 RMSE 與 MSE 是衡量預測準確度的傳統方法，但是這些方法有

其缺點。它們只是反應預測誤差變異數大小（預測準確度）的點估計值，用此點

估計值來評比模型之間的預測準確度，似乎稍嫌不足，因為點估計值會受到抽樣

不確定性（sampling uncertainty）的影響。此外，RMSE 與 MSE 兩種衡量方式也

可能存在自我相關的現象。因此，本文在此再採用 Diebold and Mariano（1995）

的檢定準則來比較兩組預測資料的準確度。 

 

表表表表八八八八 Diebold and Mariano（（（（1995））））之檢定之檢定之檢定之檢定 

（（（（模型一模型一模型一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二模型二模型二））））=（（（（本文預測模型本文預測模型本文預測模型本文預測模型、、、、主計處預測資料主計處預測資料主計處預測資料主計處預測資料）））） 

常數項 標準差 t 統計量 顯著水準 

-1.5859 1.1157 -1.4125 0.1578 

（（（（模型一模型一模型一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二模型二模型二））））=（（（（本文預測模型本文預測模型本文預測模型本文預測模型、、、、中研院預測資料中研院預測資料中研院預測資料中研院預測資料）））） 

常數項 標準差 t 統計量 顯著水準 

-0.3835 0.5246 -0.7311 0.4647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註： ( ) ( )2

2

2

1 ttt eed −≡  

     註：
ttd εα +=  

 

     Diebold and Mariano（1995）的估計結果可以從表八得知，雖然本文預測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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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不管是與主計處或者中研院比較，其顯著水準皆無法拒絕 0=α 此一虛無假

設，即代表本文預測模型的預測數據和主計處與中研院的預測資料其預測準確度

相近，沒有差異。但是，由常數項皆為負值（ 0<α ）可知，本文預測模型之預

測誤差相對小於主計處與中研院之預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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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六六六六 本文預測模型與主計處本文預測模型與主計處本文預測模型與主計處本文預測模型與主計處和中研院和中研院和中研院和中研院對台灣對台灣對台灣對台灣實質實質實質實質人均人均人均人均 GDP 成長率之預測值成長率之預測值成長率之預測值成長率之預測值 

時間           本文預測模型 實際值   主計處      中研院 

 1990 
2001

1990gFRGDP
  6.1833%     4.5227%  6.6935%  5.8414%  

 1991 
2001

1991gFRGDP
  6.9971% 6.4004%  5.5585%  6.0643% 

 1992 
2001

1992gFRGDP
  5.9244% 6.5478%  5.824%  6.3315% 

 1993 
2001

1993gFRGDP
  6.3022% 5.9011%  5.8422%  5.5073% 

 1994 
2001

1994gFRGDP
  5.8239% 6.4351%  5.3012%  5.2596% 

 1995 
2001

1995gFRGDP
  6.0135% 5.8439%  5.8443%  6.0929% 

 1996 
2001

1996gFRGDP
  5.0749% 5.4367%  5.6555%   5.564% 

 1997 
2001

1997gFRGDP
  4.8837% 5.6554%  5.2717%  5.3957% 

 1998 
2001

1998gFRGDP
  3.1375% 3.3116%  5.198%  4.9797% 

 1999 
2001

1999gFRGDP
   5.258% 5.1853%  4.6835%   4.326% 

 2000 
2001

2000gFRGDP
   3.087% 4.9400%  5.2067%  5.5422% 

 2001 
2001

2001gFRGDP
  3.7327%   -2.8410%  5.3088%   4.486% 

 2002 
2001

2002gFRGDP
  4.8208% 4.0829%  1.6917% 2.5347% 

 2003 
2001

2003gFRGDP
   5.615% 3.0514%  2.9311%  2.8622% 

 2004 
2001

2004gFRGDP
  5.7029% 5.7718%  3.7242%  3.9751% 

 2005 
2001

2005gFRGDP
   5.391% 3.8042%  4.1975%  3.694% 

 2006 
2001

2006gFRGDP
  5.6454% 4.4845%   3.682%   3.849%  

 2007 
2001

2007gFRGDP
  5.6648% 5.3125%  3.7138%  3.808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 s

tFRGDP g 為預測的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 s 代表基期， t代表當期。 

          2.公式： 100
GDP

GDPGDP

×
−

=

總人口
初估值實質

總人口
初估值實質

總人口
預測值實質

s

tFRGDP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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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 

    人口結構的快速變遷是當前一個令人關注的議題。現今，全球許多的國家正

面臨著少子化和人口高齡化的情形。而少子化與高齡化的人口議題不僅為我們帶

來相關的社會經濟問題，也使國家的社經政策面臨調整與修訂。 

 

    過去有關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成長之影響的實證文獻大多以跨國的橫斷面

資料或者追蹤資料進行分析，卻少有文獻以台灣為對象，針對人口結構轉變對經

濟成長之影響此議題加以探討。因此，人口結構轉變對台灣經濟成長的影響究竟

正負如何、效果多大，這是本文想要探究的問題。本文以 Bloom and Williamson

（1998）的理論架構為基礎，採用民國 43 年到民國 96 年的時間序列年資料，來

探討人口結構因素對經濟成長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總人口成長率與每單位勞

動的資本存量對經濟成長有著負向的影響；而工作年齡人口成長率、預期壽命與

人力資本則對經濟成長呈現正向的影響。 

 

    除此之外，本文也以納入人口結構變數的經濟成長模型進行樣本內預測，並

將預測所得的人均GDP成長率與行政院主計處和中研院所發布的人均GDP成長

率預測資料進行預測準確度之比較。結果顯示：以 RMSE 和 MSE 來看的話，本

文考慮人口結構變數之經濟成長預測模型較主計處和中研院的預測模型有更高

的預測準確度。而以 Diebold and Mariano (1995)之檢定法來看的話，本文所設定

之模型的預測數據與主計處和中研院的預測數據其準確度沒有太大差異，不過，

由本文的實證結果，我們發現一些經濟意涵。總人口成長率的增加將會減緩經濟

成長，而工作年齡人口成長率的增加將會促進經濟成長。此二變數對經濟成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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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與理論模型的推論一致。因為隨著出生率的下降，使得總人口成長率也會慢

慢的隨之減緩。在初期，雖然總人口成長率會大於工作年齡人口的成長率，然而，

隨著時間的經過，工作年齡人口成長率反而會呈現上升的情況。因此，從出生率

下降到人口老齡化這段期間，由於經濟體系的勞動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逐漸上

升，進而使得撫養比降低，勞動力資源相對的豐富，對經濟成長十分有利。Bloom 

and Williamson（1998）也曾提到，亞洲許多新興國家在 1965-1990 年期間都曾

短暫經歷過一段因人口紅利現象而出現經濟高度成長的情況。 

 

然而，隨著醫療體系的日漸完備，亦使預期壽命逐年延長。預期壽命的延長

與總人口成長率的下降雖然對經濟成長是呈現正向的影響，但是就長期發展來

看，老年人口依賴率18會隨著時間的經過而逐漸上升，而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壓

力亦會逐漸加重。因此，該人口依賴率的上升也代表著未來的勞動力將相對減

少，而勞動力的不足，將使經濟成長趨緩。在此老年人口依賴率不斷上升的情況

下，如何解決因此所衍生出來的勞動力之不足，的確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從實證結果也可以得知，人力資本也是促進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Becker

（1975）的人力資本理論指出，透過教育可以教授勞動者更有價值的技能，而使

他們有更高的生產力。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生產力之提高可以帶動工資之提升，

故教育程度較高的勞動者會有較高的工資。由此可知，政府對人力資本應給予更

高度的重視，透過大量對教育積極的投入與支出，將會使得該國擁有更好的經濟

成長與競爭力。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未來未來未來未來研究研究研究研究之之之之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台灣目前正處於人口結構轉變的時期，然而過去以台灣為對象針對此議題進

                                                
18

 老年人口依賴率是指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數占 15~64 歲的工作年齡人口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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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探討的文獻仍較為少見。因此，基於本文所得之結論，在實證方面，提出些許

建議，以提供後續研究者做進一步的討論。 

 

    一、本文的各項人口結構之變數是以年資料作為實證分析，因此，面臨了樣

本數稍嫌不足的情形，以致在實證上容易出現估計的偏誤。未來之研究可以應用

由 Efron 在 1979 年所提出的拔靴法（bootstrap），去建構參數的信賴區間，使檢

定能更加準確。 

     

    二、本文經濟成長之預測數據是以各項變數估計出來的係數再進行樣本內預

測。然而，加入人口結構變數後的經濟成長模型會如何影響台灣未來的經濟成長

是個很值得探討的議題。因此，未來之研究可以再進行樣本外預測，也許可以增

加對此議題的貢獻性。 

 

    三、過去的文獻，大多是以勞動受教育年限來作為人力資本的代理變數。然

而，此數據在國內卻不易取得，且樣本年限也無法追朔到民國 43 年，因此，本

文乃以教育支出佔 GDP 的比例來衡量人力資本。然而，本文之被解釋變數為實

質人均 GDP，因此，以教育支出佔 GDP 之比例來作為人力資本之代理變數可能

會存在內生性的問題。若後續研究者對此議題有興趣的話，可對此變數進行內生

性之檢定，以彌補實證上之缺失。 

 

    由於論文完成的時間緊迫，使本文未能做到全盤之考量，故提供上述三點建

議給對於此議題有興趣之後進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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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圖圖圖圖八八八八 人口結構之轉變人口結構之轉變人口結構之轉變人口結構之轉變 

       資料來源：Bloom and Williamson（1998）。 

 

     圖九為人口結構轉變的過程。它假定體系是處於封閉的狀態，因此，忽略了

外來的移民19。Bloom and Williamson（1998）將人口結構轉變（demographic 

transition）定義為：從過去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現在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

的一個改變。死亡率的下降意謂著人口結構轉變的開始，且由於嬰兒與小孩的死

亡率較早的遞減使得人口結構的轉變加速。然而，小孩存活率（survivor rates）

的改善的確會使父母減少他們的生育率。因此，假使父母立即對生育率完全調整

的話，則年輕人就不會過度的供應以及出現人口快速成長的情況。但是，他們並

不是立即的對生育率做調整，而是緩慢的調整，且年輕人依然持續的過度供應。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生育率就會開始減緩，而進入下一個轉變的階段。Bloom et 

al.（2000）也指出：高度的人口成長率是死亡率降低趨於生育率降低的一個暫時

                                                
19

 假如外來移民在數量上是很重要的，且會反應出過度供應或者供應不足的情況，則外來移民 

   會是減輕人口結構轉變的最好方法。但是，Bloom and Noor（1997）指出，在 20 世紀的後期， 

   國際移民的數量除了美國和一些中東的石油生產國之外，並不會非常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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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結果。因此，人口結構會隨著時間從原本集中在年輕族群而轉往到工作年齡族

群，最終再集中到老年族群。圖十顯示美國人口調查局（U.S. Census Bureau）根

據台灣地區人口統計的資料，所描繪出 1990~2040 年人口金字塔之圖示。由圖中

可以知道台灣地區人口結構轉變的動態過程，並預知未來的人口結構是呈現上寬

下窄的形狀。 

 

 

 

 

圖九圖九圖九圖九 台台台台灣地區灣地區灣地區灣地區 1990 ~ 2040 年人口金字塔年人口金字塔年人口金字塔年人口金字塔 

   資料來源：美國人口調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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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20
 

假設生產函數具有 Cobb-Douglas 型式： 

 

αα KLY −= 1  

 

其中，Y 代表產出， L代表勞動力，K 代表資本。 

 
α

αα








== −−

L

K
LKL

L

Y 11  

所以 ( ) αkkfy ==                                                   （1）  

 

其中， y 代表每單位勞動產出， k 代表每單位勞動資本量。 

 

又因為 Solow 模型的基本累積方程式為： 

 

( ) ( )knkfsk δ+−⋅=&                                             （2） 

 

代表 k&為 k 所形成的函數，即 ( )kkk && =  

 

故將（1）式代入（2）式，得 

 

    ( )knskk δα +−=&                                                （3）     

 

（3）式為一條一階的微分方程式，所以 k 的一般解為： 

 

    teAkk λ
1

* +=                                                    （4）  

 

                                                
20

 附錄二之推導過程參見 Barro and Sala-i-Martin（2004）和 Romer（2006）。  



                               台 灣 人 口 結 構 轉 變 對 經 濟 成 長 的 影 響 

       The Effect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on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第第第第 55 頁頁頁頁，，，，共共共共 78 頁頁頁頁 

其中， tA 為待解參數，λ 為特性根（eigenvalue）。 

因為 ( )kkk && = ，所以當 k 等於 *
k 時， 0=k&  

 

A first-order Taylor-series approximation of ( )kk&  around *
kk =  is 

    
( ) ( )*

*

kk
k

kk
k

kk

−












∂

∂
≅

=

&
&  

所以 0
*

<
∂

∂
=

− k

k

kk

k &&

；因為 *
kk < ，則 0>

k

k&
                              （5） 

 

由（4）式得知 t
eAk

λλ1=&                                               （6） 

 

    且 ( ) t
eAkk

λ
1

* =−                                                 （7） 

 

將（6）式和（7）式代入（5），可得 

 

    ( )*

1 kkeAk
t −== λλ λ&                                             （8） 

 

    將收斂速度（speed of convergence）或收斂係數（convergence coefficient）

定義為： 

 

    令 0
1

1 >−=−=
∂

∂
−=Λ λ

λ
λ

λ

t

t

eA

eA

k

k&
                                    （9） 

 

其中，Λ 為調整速度。 

 

又由（3）式得知： 

    ( )δα α +−=
∂

∂ −
nks

k

k 1
&

 

代入（9）式，可得特性根 ( )δαλ α +−= −
nks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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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靜止均衡時， 0=k& ，且 *
kk = ，故由（3）式可知： 

( ) **
knsk δα += ， 

同除 *
k ，可得 ( )δα +=−

nksk
1**  

也就是 ( )δα +=−
nsk

1*                                               （11） 

 

將（11）式代入（10），可得 

 

( ) ( ) ( )[ ] ( )( )[ ] 01 >+−=+−+=−=Λ δαδαδλ nnn                        （12） 

 

於是， k 是以 ( )( )[ ]δα +− n1 的速度收斂到靜止均衡狀態。 

收斂速度Λ 的經濟意義為：如果 k 不等於 *
k ，則每單位時間 k 的變動 ( )k& 占 k 與 *

k

差額的比率。 

 

對（8）式同除 k ，得 k 的成長率為 kγ ， 

( )








−=

−
==

k

k

k

kk

k

k
k

**

1λλγ
&

                                   （13） 

 

因為 ( )1lnln 00 +−= XXXX ，故 

    







+−= 1lnln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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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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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

k

k

k

k

k
 

假設期初 *

00 kk = 成立 

    則 1ln
**

+=
k

k

k

k
                                               （14） 

 

對（14）式移項，可得 

    
k

k

k

k
**

ln1 −=−    代入 k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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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kkkk
k

k

k

k
k lnlnlnlnln

**
**

+−=−−=







−== λλλγ     

[ ]
*

* lnlnln
k

k
kk λλ =−=                                      （15） 

 

因為 α
ky =  

所以
k

k

y

y &&
α=                                                      （16） 

 

    ky lnln α=                                                    （17） 

 

    ** lnln ky α=                                                  （18） 

 

將（16）、（17）、（18）代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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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α
λ

*lnln yy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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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λ−=Λ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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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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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nln yy +−Λ=  

            ( )yy lnln *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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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21
 

    Solow 的新古典成長模型之基本累積方程式（Fundamental accumulation 

equation）為： 

 

    ( ) ( )knkfsk δ+−⋅=&                                             （1）  

 

其中， ( )kfs ⋅ 為每人的儲蓄 








L

S
 

    syS =Q ， s代表平均(邊際)儲蓄傾向 

    故 ( )kfssy
L

sY

L

S
⋅===  

    k⋅δ ：為每人的資本折舊 

    kn ⋅ ：為人口增加造成每人所得分配的資本減少 

 

所以
( ) ( ) kn

k

kfs

k

k
γδ =+−

⋅
=

&

                                         （2） 

 

    因為在 Solow 模型中，靜止均衡條件要求 0=k& ，故 ( ) ( ) **
knksf δ+= 。所以

靜止均衡時每人資本 ( )k 的成長率為： 

 

    0
*

*

=
k

k&
                                                        （3）  

  

代表 Solow 模型於靜止均衡時，每人資本存量固定於每一特定水準不會成長。 

 

已知生產函數為： ( )kfy =  

    ( )KLfY ,=  

                                                
21

 附錄三之推導過程引用自 Barro and Sala-i-Martin（2004）和 Romer（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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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每人產出 ( )y~ 的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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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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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 )
( )kf

kfk
kk

′⋅
=α 代表資本份額（capital share）或者 the elasticity of output with 

respect to capital。 

 

由（5）式可知，在 steady state 之下，因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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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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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 

人均產出成長率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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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每單位勞動資本存量 ( )k 之關係 

 

將附錄三的第（2）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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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k 微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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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k 的關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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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如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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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附錄五附錄五附錄五】】】】22
 

     由於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只有公布 GNP 平減指數，故

本 文 需 先 求 算 GDP 平 減 指 數 ， 再 進 行 更 換 基 期 的 動 作。 例 如 ：

262,400,101996

2004 =FRGDP 百萬台幣，代表以 1996 年的物價為基礎，所衡量的 2004

年台灣之實質國內生產毛額的預測值，今若要將此數據換成以 2001 年的價格來

衡量，則 ?2001

2004 =FRGDP  

因為 

 

2001

19961996

2004

2001

1996

1996

20042001

2004
P

P
FRGDP

P

P

P

NGDP
FRGDP ==                            （1） 

  

其中，
2001

1996

P

P
代表以 1996 年為基期的 2001 年 GDP 平減指數，而 

 

( )

028471.1
127,194,10

364,484,10

GDP19962001

GDP2001
1996

2001

20011996

2001

2001

1996

==

===

　　　

年為基期之實質年以

年的名目

RGDP

NGDP
rGDPdeflato

P

P

   （2）         

 

將（2）式代入（1）式，即可求得 

 

368,696,10028471.1262,400,102001

2004 =×=FRGDP                          （3） 

 

式子（3）代表以 2001 年物價所衡量的 2004 年台灣之實質國內生產毛額的預測

值為 10,696,368 百萬台幣。主計處和中研院的實質 GDP 和前一期實質 GDP 之預

測值的更換基期前與更換基期後的資料分列於附表一、二、三和四。 

 

                                                
22

 附錄四之轉換過程引用自陳寶媛（2004）。 



                               台 灣 人 口 結 構 轉 變 對 經 濟 成 長 的 影 響 

       The Effect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on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第第第第 63 頁頁頁頁，，，，共共共共 78 頁頁頁頁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一一一一 台灣實質國內生產毛額預測值更換基期前後之對照表台灣實質國內生產毛額預測值更換基期前後之對照表台灣實質國內生產毛額預測值更換基期前後之對照表台灣實質國內生產毛額預測值更換基期前後之對照表(主計處主計處主計處主計處) 

                        實質實質實質實質 GDP 的預測值的預測值的預測值的預測值 

西元西元西元西元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更換基期前更換基期前更換基期前更換基期前  更換基期後更換基期後更換基期後更換基期後 

1990 79 FRGDP 1986

1990
 4000278 FRGDP 2001

1990
  5293658 

1991 80 FRGDP 1986

1991
 4156581 FRGDP 2001

1991
  5500497 

1992 81 FRGDP 1986

1992
 4463106 FRGDP 2001

1992
  5906129 

1993 82 FRGDP 1986

1993
 4748051 FRGDP 2001

1993
  6283203 

1994 83 FRGDP 1986

1994
 5006661 FRGDP 2001

1994
  6625427 

1995 84 FRGDP 1991

1995
 6188217 FRGDP 2001

1995
  7243593 

1996 85 FRGDP 1991

1996
 6595822 FRGDP 2001

1996
  7720714 

1997 86 FRGDP 1991

1997
 6923922 FRGDP 2001

1997
  8104770 

1998 87 FRGDP 1991

1998
 7404600 FRGDP 2001

1998
  8667426 

1999 88 FRGDP 1991

1999
 7694759 FRGDP 2001

1999
  9007070 

2000 89 FRGDP 1996

2000
 9580186 FRGDP 2001

2000
  9757916 

2001 90 FRGDP 1996

2001
 10194127 FRGDP 2001

2001
 10383247 

2002 91 FRGDP 1996

2002
 9565222 FRGDP 2001

2002
  9742674 

2003 92 FRGDP 1996

2003
 9982262 FRGDP 2001

2003
 10167451 

2004 93 FRGDP 1996

2004
 10400262 FRGDP 2001

2004
 10593206 

2005 94 FRGDP 2001

2005
 11239703 FRGDP 2001

2005
 11239703 

2006 95 FRGDP 2001

2006
 12185791 FRGDP 2001

2006
 12185719 

2007 96 FRGDP 2001

2007
 12756475 FRGDP 2001

2007
 12756475 

資料來源：1.實質國內生產毛額的衡量單位為新台幣百萬元。         

2. FRGDP
s

t
為預測的實質國內生產毛額， s 代表基期， t 代表當期。 

3.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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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 台灣實質國台灣實質國台灣實質國台灣實質國內生產毛額初估內生產毛額初估內生產毛額初估內生產毛額初估值更換基期前後之對照表值更換基期前後之對照表值更換基期前後之對照表值更換基期前後之對照表(主計處主計處主計處主計處) 

                     前一年的實質前一年的實質前一年的實質前一年的實質 GDP 初估值初估值初估值初估值 

西元西元西元西元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更換基期前更換基期前更換基期前更換基期前  更換基期後更換基期後更換基期後更換基期後 

1990 79 PRGDP 1986

1989
  3707695 PRGDP 2001

1989
 4906476 

1991 80 PRGDP 1986

1990
  3894259 PRGDP 2001

1990
 5153610 

1992 81 PRGDP 1986

1991
  4166692 PRGDP 2001

1991
 5513877 

1993 82 PRGDP 1986

1992
  4444157 PRGDP 2001

1992
 5881053 

1994 83 PRGDP 1986

1993
  4712297 PRGDP 2001

1993
 6235889 

1995 84 PRGDP 1991

1994
  5811159 PRGDP 2001

1994
 6802229 

1996 85 PRGDP 1991

1995
  6192316 PRGDP 2001

1995
 7248392 

1997 86 PRGDP 1991

1996
  6519411 PRGDP 2001

1996
 7631271 

1998 87 PRGDP 1991

1997
  6955455 PRGDP 2001

1997
 8141681 

1999 88 PRGDP 1991

1998
  7311391 PRGDP 2001

1998
 8558321 

2000 89 PRGDP 1996

1999
  9034890 PRGDP 2001

1999
 9202504 

2001 90 PRGDP 1996

2000
  9613940 PRGDP 2001

2000
 9792296 

2002 91 PRGDP 1996

2001
  9356334 PRGDP 2001

2001
 9529911 

2003 92 PRGDP 1996

2002
  9655966 PRGDP 2001

2002
 9835102 

2004 93 PRGDP 1996

2003
  9990817 PRGDP 2001

2003
 10176166 

2005 94 PRGDP 2001

2004
 10750013 PRGDP 2001

2004
 10750013 

2006 95 PRGDP 2001

2005
 11707761 PRGDP 2001

2005
 11707761 

2007 96 PRGDP 2001

2006
 12249856 PRGDP 2001

2006
 12249856 

資料來源：1.實質國內生產毛額的衡量單位為新台幣百萬元。         

2. FRGDP
s

t
為預測的實質國內生產毛額， s 代表基期， t 代表當期。 

3.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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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附表三附表三附表三 台灣實質國內生產毛額預測值更換基期前後之對照表台灣實質國內生產毛額預測值更換基期前後之對照表台灣實質國內生產毛額預測值更換基期前後之對照表台灣實質國內生產毛額預測值更換基期前後之對照表(中研院中研院中研院中研院) 

                        實質實質實質實質 GDP 的預測值的預測值的預測值的預測值 

西元西元西元西元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更換基期前更換基期前更換基期前更換基期前  更換基期後更換基期後更換基期後更換基期後 

1990 79 FRGDP 1986

1990
  3967800 FRGDP 2001

1990
  5250679   

1991 80 FRGDP 1986

1991
  4174314 FRGDP 2001

1991
  5523964   

1992 81 FRGDP 1986

1992
  4486226 FRGDP 2001

1992
  5936724  

1993 82 FRGDP 1986

1993
  4727535 FRGDP 2001

1993
  6256054  

1994 83 FRGDP 1986

1994
  5004678 FRGDP 2001

1994
  6622803  

1995 84 FRGDP 1991

1995
  6201345 FRGDP 2001

1995
  7258960  

1996 85 FRGDP 1991

1996
  6583275 FRGDP 2001

1996
  7706027  

1997 86 FRGDP 1991

1997
  6917586 FRGDP 2001

1997
  8097354  

1998 87 FRGDP 1991

1998
  7382819 FRGDP 2001

1998
  8641930  

1999 88 FRGDP 1991

1999
  7665180 FRGDP 2001

1999
  8972447  

2000 89 FRGDP 1996

2000
  9598498 FRGDP 2001

2000
  9776568  

2001 90 FRGDP 1996

2001
 10091756 FRGDP 2001

2001
 10278976  

2002 91 FRGDP 1996

2002
  9667480 FRGDP 2001

2002
  9846829  

2003 92 FRGDP 1996

2003
  9977160 FRGDP 2001

2003
 10162254  

2004 93 FRGDP 1996

2004
 10429080 FRGDP 2001

2004
 10622558  

2005 94 FRGDP 2001

2005
 11191240 FRGDP 2001

2005
 11191240  

2006 95 FRGDP 2001

2006
 12208950 FRGDP 2001

2006
 12208950  

2007 96 FRGDP 2001

2007
 12755750 FRGDP 2001

2007
 12755750  

資料來源：1.實質國內生產毛額的衡量單位為新台幣百萬元。         

2. FRGDP
s

t
為預測的實質國內生產毛額， s 代表基期， t 代表當期。 

3.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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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附表四附表四附表四 台灣實質國內生產毛額初估台灣實質國內生產毛額初估台灣實質國內生產毛額初估台灣實質國內生產毛額初估值更換基期前後之對照表值更換基期前後之對照表值更換基期前後之對照表值更換基期前後之對照表(中研院中研院中研院中研院) 

                     前一年的實質前一年的實質前一年的實質前一年的實質 GDP 初估值初估值初估值初估值 

西元西元西元西元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更換基期前更換基期前更換基期前更換基期前  更換基期後更換基期後更換基期後更換基期後 

1990 79 PRGDP 1986

1989
  3707200  PRGDP 2001

1989
  4905821  

1991 80 PRGDP 1986

1990
  3892410 PRGDP 2001

1990
  5150914  

1992 81 PRGDP 1986

1991
  4168287 PRGDP 2001

1991
  5515988  

1993 82 PRGDP 1986

1992
  4439000 PRGDP 2001

1992
  5874229  

1994 83 PRGDP 1986

1993
  4712297 PRGDP 2001

1993
  6235889  

1995 84 PRGDP 1991

1994
   5809840 PRGDP 2001

1994
  6800686  

1996 85 PRGDP 1991

1995
  6185894 PRGDP 2001

1995
  7240874  

1997 86 PRGDP 1991

1996
  6505781 PRGDP 2001

1996
  7615317  

1998 87 PRGDP 1991

1997
  6949421 PRGDP 2001

1997
  8134618  

1999 88 PRGDP 1991

1998
  7308247 PRGDP 2001

1998
  8554640  

2000 89 PRGDP 1996

1999
  9023394 PRGDP 2001

1999
  9190794  

2001 90 PRGDP 1996

2000
  9592349 PRGDP 2001

2000
  9770305  

2002 91 PRGDP 1996

2001
  9378619 PRGDP 2001

2001
  9552609  

2003 92 PRGDP 1996

2002
  9657497 PRGDP 2001

2002
  9836661  

2004 93 PRGDP 1996

2003
  9994327 PRGDP 2001

2003
 10179740  

2005 94 PRGDP 2001

2004
 10755636 PRGDP 2001

2004
 10755636 

2006 95 PRGDP 2001

2005
 11711223 PRGDP 2001

2005
 11711223 

2007 96 PRGDP 2001

2006
 12240120 PRGDP 2001

2006
 12240120 

資料來源：1.實質國內生產毛額的衡量單位為新台幣百萬元。         

2. FRGDP
s

t
為預測的實質國內生產毛額， s 代表基期， t 代表當期。 

3.本研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