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據最新資料顯示，台灣外匯存底排名第三，中國排名第一 

原因： 

中國：中國跨境資金流動和境內外主體交易行為總體平穩。歐元、日圓、英鎊等非 

美貨幣上漲，為外匯存底帶來較大的估值效應，同時伴隨人民幣快速升值，也刺激了資本流

入和結匯。 

台灣：一是來自外匯存底投資運用收益，二是歐元等貨幣對美元升值，因此，若以該等貨幣

持有的外匯折算成美元後，金額也增加。 

② 

 
以上是老師讓我們做的台灣在 1997-2017 年間五種國際收支帳的變化趨勢圖，由圖中可知，

台灣在 1998 年經常帳處在最低狀態：3129 百萬美元；資本帳在 2008 年時最低：-270 百萬

美元；金融帳在 2009 年時最低：-13488 百萬美元；凈誤差與遺漏在 2016 年處在最低：-6341

百萬美元；準備資產變動在 2007 年達到最低數值：-4020 百萬美元。 

心得 

經常帳是國際收支的主幹，記載一國與外國包括因為商品、勞務、進出口以及投資所得、其

他商品、勞務所得及片面移轉等因素所產生的資金流出和流入的狀況。從上圖可知，台灣在

1997 到 2017 年經常帳整體上呈現上升趨勢，且都是正數；表示台灣的凈國外財富或凈國外

投資增加，是貿易順差（出口＞進口）的體現。例如出口農產品、零部件等。資本帳包括資

本移轉及非生產性、非金融性資產（如專利權、商譽等無形資產）的取得與處分等，台灣的

金融帳整體上呈現負數，說明國外資本流入小於國內資本流出，但有在逐漸好轉，2013 年

時資本帳上升為正數。準備資產變動，反映出一國官方準備帳戶中金額的增減，指一國貨幣

當局所持有的全部準備資產，由上圖看出台灣的準備資產有逐漸增加中，在 2012 年之後逐

漸趨於穩定。 

 

資料來源:https://www.cbc.gov.tw/mp.asp(中華民國中央銀行全球資訊網) 

 

-20000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
9

9
7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2
0

1
4

2
0

1
5

2
0

1
6

2
0

1
7

經常帳

資本帳

金融帳

凈誤差與遺漏

準備資產變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