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2022 2023 2024 2024Q2 2024Q3 2024Q4 2025Q1 11 12 01 02 03 04

GDP年增率(%, BEA) 6.1 2.5 2.9 2.8 3.0 2.7 2.5 2.0

GDP季增年率(%, BEA) 3.0 3.1 2.4 -0.3

領先指標(MoM, %, Conference Board) 0.7 -0.5 -0.6 -0.3 -0.4 -0.4 0.0 -0.4 0.3 -0.1 -0.2 -0.2 -0.7 尚未公布

零售銷售額月增率(%, Census Bureau) 1.3 0.6 0.4 0.3 -0.1 0.6 0.7 0.2 0.7 0.7 -1.0 0.2 1.4 尚未公布

消費者信心指數(Conference Board, 期底值) 115.2 109.0 108.0 109.5 97.8 99.2 109.5 92.9 112.8 109.5 105.3 100.1 93.9 86.0

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University

of Michigan, 期底值)
70.6 59.7 69.7 74.0 68.2 70.1 74.0 57.0 71.8 74.0 71.1 64.7 57.0 52.2

非農就業人數增減
(千人,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7,186 4,607 2,788 2,348 442 477 627 456 261 323 111 117 228 尚未公布

失業率(%,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5.4 3.6 3.6 4.0 4.0 4.2 4.0 4.1 4.2 4.1 4.0 4.1 4.2 尚未公布

初領失業救濟金人數(千人) 22,881 11,445 11,581 11,391 2,917 3,005 2,715 尚未公布 874 893 867 897 892 241 (4/26)

續領失業救濟金人數(千人，期底值) 1,559 1,645 1,759 1,871 1,847 1,858 1,871 1,844 1,873 1,871 1,839 1,851 1,844 1,916 (4/19)

CPI年增率(%,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4.7 8.0 4.1 3.0 3.2 2.6 2.7 2.7 2.7 2.9 3.0 2.8 2.4 尚未公布

核心CPI年增率(%, BEA) 3.6 6.2 4.8 3.4 3.4 3.2 3.3 3.1 3.3 3.2 3.3 3.1 2.8 尚未公布

核心PCE年增率(%, BEA)

(*註：季資料為季增年率)
3.6 5.4 4.1 2.8 2.8* 2.2* 2.6* 3.5* 2.8 2.9 2.7 3.0 2.6 尚未公布

PPI年增率(%,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6.8 9.4 2.1 2.3 2.5 2.2 3.0 3.2 2.9 3.4 3.7 3.2 2.7 尚未公布

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60.7 53.5 47.1 49.2 48.5 47.2 49.2 49.0 48.4 49.2 50.9 50.3 49.0 48.7

ISM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62.5 56.2 50.5 54.0 48.8 54.9 54.0 50.8 52.1 54.0 52.8 53.5 50.8 尚未公布

耐久財訂單月增率(%, Census Bureau) 1.0 0.9 0.3 -0.6 -2.2 2.7 -1.0 4.5 -2.0 -1.8 3.4 0.9 9.2 尚未公布

非國防資本財訂單(不含飛機)月增率

(%, Census Bureau)
0.8 0.4 0.1 0.1 -0.1 0.2 0.3 0.3 0.8 0.2 1.0 -0.3 0.1 尚未公布

工業生產指數月增率(%, Fed) 0.2 0.3 0.1 0.1 0.4 -0.2 0.2 0.3 -0.2 1.1 0.3 0.8 -0.3 尚未公布

產能利用率(%, Fed) 75.4 79.3 79.2 77.8 78.2 77.6 77.2 77.9 77.0 77.5 77.8 78.2 77.8 尚未公布

營建許可數月增率(%, Bloomberg) 1.1 -2.9 0.6 -0.2 -0.8 -0.5 1.4 0.0 5.2 -0.7 -0.6 -1.0 1.6 尚未公布

新屋開工數月增率(%, Bloomberg) 1.2 -2.0 0.7 0.4 1.5 0.8 4.4 -4.1 -2.9 16.9 -10.8 9.8 -11.4 尚未公布

NAHB房屋市場指數(建商信心指數) 81 31 37 46 43 41 46 39 46 46 47 42 39 40

貿易 貿易收支(十億美元, Bloomberg, 期底值) -82.0 -71.4 -64.2 -98.1 -73.6 -84.3 -98.1 尚未公布 -78.2 -98.1 -130.7 -122.7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2025年2月份貿易入超金額減少至1,227億美元。

財政 聯邦財政預算(十億美元, Bloomberg, 期底值) -21.3 -85.0 -129.4 -86.7 -71.0 64.7 -86.7 -160.5 -366.8 -86.7 -128.6 -307.0 -160.5 尚未公布 2025年3月份聯邦財政預算赤字減少至1,605億美元。

利率
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上限值

(%, Fed, 期底值)
0.25 4.50 5.50 4.50 5.50 5.00 4.50 4.50 4.75 4.50 4.50 4.50 4.50 4.50 2025年3月份FOMC會議(3/18~19)宣布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維持於4.25~4.50%不變；4月未召開FOMC會議。

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

(%, Bloomberg, 期底值)
1.51 3.87 3.88 4.57 4.40 3.78 4.57 4.21 4.17 4.57 4.54 4.21 4.21 4.16 受川普實施關稅等政策影響，美國聯準會(Fed)謹慎看待通膨前景，促2025年4月份10年期美國公債殖利率呈區間震盪態勢。

VIX恐慌指數(CBOE, 期底值) 17.22 21.67 12.45 17.35 12.44 16.73 17.35 22.28 13.51 17.35 16.43 19.63 22.28 24.70 川普對等關稅公布後使市場擔憂情緒升溫，促2025年4月底VIX恐慌指數較上月底上升。

美元指數(Bloomberg, 期底值) 95.67 103.52 101.33 108.49 105.87 100.78 108.49 104.21 105.74 108.49 108.37 107.61 104.21 99.47
市場警惕川普關稅政策恐有導致經濟陷入衰退及推升通膨之虞，為美國聯準會(Fed)貨幣政策路徑增添變數，促2025年4月份美元指

數呈震盪偏弱態勢。

近月西德州原油現貨價
(USD/bbl, Bloomberg, 期底值)

76.99 80.26 71.65 71.72 81.54 68.17 71.72 71.48 68.72 71.72 72.53 69.76 71.48 58.21 市場對關稅衝擊的擔憂情緒升溫，促2025年4月底西德州原油現貨價較上月底下跌。

道瓊工業指數(Bloomberg, 期底值) 36,338 33,147 37,690 42,544 39,119 42,330 42,544 42,002 44,911 42,544 44,545 43,841 42,002 40,669
貿易前景惡化、貨幣政策動向複雜化，加以美國外交政策趨於現實及籌碼化，使投資人擔憂美國經濟前景，促2025年4月底道瓊工業

指數較上月底下滑。

本報告內容係根據市場資訊加以整理及研究，僅供第一銀行內部同仁參考，不作為對外推薦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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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份零售銷售額月增率大幅升至1.4%，創逾2年以來最大單月升幅，主係因消費者趕在汽車及對等關稅生效前購買汽車等耐

久財及各種生活用品所致，而排除汽車及汽油等波動較劇烈的項目後，核心零售銷售額月增率持平於上月的0.8%，此外，鑑於對等

關稅暫停實施90天，預期消費者將把握機會持續採購，進而提振4月份零售銷售表現。2025年4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降至86.0，連續

第5個月下滑，其中，現況指數由上月的134.4降至133.5，而預期指數則由上月的66.9大幅降至54.4，創近13年以來新低，依歷史資料

顯示，若預期指數低於80.0代表未來陷入經濟衰退的機率增加，反映民眾仍擔憂關稅政策恐導致生活成本上升，進而對勞動市場、

商業狀況及自身財務等前景看法悲觀所致，此外，消費者對未來1年通膨預期由上月的6.2%升至7.0%，創2022年11月以來新高。2025

年4月份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終值降至52.2，雖高於初值的50.8，然已連續第4個月下滑，且創2022年7月以來新低，其中，現

況指數及預期指數終值由上月的63.8及52.6分別降至59.8及47.3，此外，消費者對未來1年通膨預期終值由上月的5.0%大幅升至6.5%，

創1981年以來新高，而對未來5年通膨預期終值則由上月的4.1%升至4.4%，反映民眾擔憂川普政府關稅政策，恐導致通膨惡化、衝擊

勞動市場及經濟前景，進而對自身財務狀況的看法轉趨悲觀。

2025年4月份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降至48.7，主係因企業警惕川普關稅政策，使製造業活動持續降溫，其中，雖新增訂單

指數及僱傭指數由上月的45.2及44.7分別升至47.2及46.5，然仍續處緊縮區間，而新增出口訂單指數及生產指數由上月的49.6及48.3

分別降至43.1及44.0，此外，價格指數由上月的69.4升至69.8，已連續第7個月攀升，反映受關稅衝擊，使生產端通膨壓力加劇。3月

份ISM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降至50.8，主係隨關稅政策威脅逼近，企業對業務前景之預期轉趨謹慎，進而使服務需求及就業

狀況降溫，促新增訂單指數及僱傭指數由上月的52.2及53.9分別降至50.4及46.2，而價格指數則由上月的62.6降至60.9。2025年3月份

耐久財訂單月增率大幅升至9.2%，創近8個月以來新高，主係因波音飛機訂單由上月的13架激增至192架所帶動，惟美中貿易緊張局

勢延續，市場傳出中國政府近期已指示國內航空公司暫停採購與接收波音飛機，預估此增幅恐難持久；非國防資本財訂單(不含飛

機)月增率雖回升至0.1%，然企業在關稅政策不確定性下投資意願仍保守。2025年3月份工業生產指數月增率降至-0.3%，主係因氣候

相對歷年同月溫暖，導致電力及天然氣等公營事業產出減少，綜促製造業產出月增率由上月的1.0%降至0.3%，而產能利用率則降至

77.8%。

註：由於計算基準不同，年增率、季增率、月增率間無法互相比較。

就業

消費

2025年3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降至2.4%，連續第2個月下滑，月增率由上月的0.2%降至-0.1%，為近5年以來首月呈負成長

，主係因燃料及汽油等價格下跌所致；3月份核心CPI年增率由上月的3.1%降至2.8%，月增率由上月的0.2%降至0.1%，創近9個月以來

新低，主係因中古車、醫療保健及機票等價格下跌所致，反映核心通膨壓力降溫。2025年3月份核心個人消費支出(Core PCE)物價指

數年增率降至2.6%，創近4年以來新低，月增率則由上月的0.5%降至0.0%，其中，商品價格指數月增率由上月的0.2%降至-0.5%，服

務價格指數月增率則由上月的0.5%降至0.2%，顯示整體核心物價壓力降溫；另，個人收入月增率由上月的0.7%降至0.5%，個人支出

月增率由上月的0.5%升至0.7%，而個人儲蓄率則由上月的4.1%降至3.9%，反映消費者擔憂關稅將推升物價，而提前執行支出計畫及

囤積日用品所致。2025年3月份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增率降至2.7%，月增率則由上月的0.1%降至-0.4%，主係因食品、能源及服務

等價格下跌所致；排除食品及能源的核心PPI年增率由上月的3.5%降至3.3%，月增率則由上月的0.1%降至-0.1%，反映生產端核心物價

壓力有緩解跡象。

2025年3月份營建許可數月增率回升至1.6%，惟新屋開工數降至近8個月以來新低，導致月增率大幅回落至-11.4%，主係受進口關稅

衝擊，促建材供應商將價格平均調漲6.3%，推升建築成本使獨棟住宅開工數月增率大幅降至-14.2%，此外，2025年4月份NAHB房屋

市場指數小幅回升至40，其中銷售現況指數由上月的43升至45，銷售預期指數由上月的47降至43，潛在買家指數則由上月的24升至

25，反映建商對未來6個月的銷售狀況看法轉趨悲觀。

生產

物價

2025年3月份新增非農就業人數升至22.8萬人，其中零售、運輸倉儲、醫療保健及休閒與飯店等新增就業人數上升，加以政府(包含

聯邦、州及地方)新增就業人數亦由上月的0.1萬人升至1.9萬人，此外，1月份及2月份分別下修1.4萬人及3.4萬人。另，3月份失業率

升至4.2%，主係因失業人口增幅大於勞動人口增幅所致，而3月份平均時薪年增率由上月的4.0%降至3.8%，月增率則由上月的0.2%升

至0.3%，反映薪資漲幅溫和；整體而言，勞動市場表現仍具韌性，惟隨川普實施對等關稅，加以美國政府效率部裁撤政府部門的負

面效應恐漸顯，導致市場對就業前景的看法轉趨悲觀。另，截至2025/4/26當週，初領失業救濟金人數較前週增加1.8萬人至24.1萬人

，部分原因係美國春假期間校園臨時工請領人數增加所致，而截至2025/4/19當週，續領失業救濟金人數較前週增加8.3萬人至191.6

萬人；整體而言，考量初領失業救濟金人數的4週移動平均值出現回升跡象，反映即使排除季節性因素，勞動市場表現已有所降溫，

此外，關稅威脅猶存，多數企業雖尚未出現大規模裁員的狀況，然普遍採取凍結招募、延後投資及縮減營運規模等「防禦型操

作」。

美國商務部公布(4/30)美國第1季GDP季增年率初值由上季的2.4%降至-0.3%，為2022年第2季以來首度呈負成長，主係因多數企業在美

國總統川普公布對等關稅政策前提前拉貨，導致進口額季增年率由上季的-1.9%驟增至41.3%所致，此外，部分企業為避免受關稅衝

擊，亦提前對資訊、生產及運輸等設備增加投資，提振民間投資季增年率初值由上季的-5.6%大幅回升至21.9%，而民眾減少耐久財

及服務等消費支出，使個人消費支出(PCE)季增年率初值由上季的4.0%降至1.8%，惟仍續呈溫和成長態勢。另，個人消費支出(PCE)物

價指數季增年率初值由上季的2.4%升至3.6%，而剔除食品及能源的核心個人消費支出(Core PCE)物價指數季增年率初值則由上季的

2.6%升至3.5%，反映核心通膨壓力升溫。2025年3月份領先指標月增率降至-0.7%，主係因關稅陰霾籠罩，使企業及消費者對經濟前

景轉趨悲觀所致，美國經濟諮商會將2025年GDP年增率預估值由2.0%下調至1.6%。

景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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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2022 2023 2024 2024 Q2 2024 Q3 2024 Q4 2025 Q1 10 11 12 01 02 03 04

GDP年增率(%,EUROSTAT) 5.9 3.4 0.4 0.9 0.5 1.0 1.2 1.2

GDP季增率(%,EUROSTAT) 0.2 0.4 0.2 0.4

消費信心指數(EUROSTAT) -7.5 -21.9 -17.4 -14.1 -14.2 -13.0 -13.4 -14.1 -12.5 -13.6 -14.3 -14.1 -13.7 -14.5 -16.7

經濟信心指數(EUROSTAT) 111.5 102.3 96.4 95.9 95.9 96.2 95.2 95.4 96.2 95.8 93.5 95.2 96.1 95.0 93.6

工業信心指數(EUROSTAT) 9.7 4.9 -5.8 -10.7 -10.6 -10.9 -12.6 -11.4 -12.5 -11.1 -14.3 -12.4 -11.1 -10.7 -11.2

出口額年增率(%,EUROSTAT) 15.0 18.1 -1.2 0.8 2.3 2.2 1.2 尚未公布 2.4 -1.7 2.9 2.8 6.2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進口額年增率(%,EUROSTAT) 22.0 38.1 -13.5 -3.4 -4.3 0.4 2.2 尚未公布 3.4 -0.4 3.5 7.5 5.7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貿易出(入)超(十億歐元,EUROSTAT) 131.1 -332.2 65.9 173.9 47.8 33.1 37.8 尚未公布 7.6 14.7 15.7 0.8 24.0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工業生產年增率(%,EUROSTAT) 9.9 1.7 -1.7 -3.0 -3.9 -1.7 -1.5 尚未公布 -1.1 -2.0 -1.5 -0.5 1.2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工業生產月增率(%,EUROSTAT) 0.2 0.1 -0.4 0.6 1.1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製造業PMI指數 60.2 52.1 45.0 45.9 46.3 45.5 45.4 47.6 46.0 45.2 45.1 46.6 47.6 48.6 48.7

服務業PMI指數 53.6 52.1 51.2 51.5 53.1 52.1 50.8 50.9 51.6 49.5 51.6 51.3 50.6 51.0 49.7

就業 失業率(%,EUROSTAT) 7.7 6.8 6.6 6.4 6.4 6.3 6.3 尚未公布 6.2 6.2 6.2 6.2 6.1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2025年2月份歐元區失業率由上月的6.2%降至6.1%，失業人數較上月減少7.0萬人至1,058萬人，

整體勞動市場仍呈緊俏態勢。

零售銷售年增率(%,EUROSTAT) 5.8 1.4 -1.9 1.0 0.2 2.0 1.9 尚未公布 2.3 1.8 2.2 1.8 2.3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零售銷售月增率(%,EUROSTAT) -0.3 0.0 0.0 0.0 0.3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PPI年增率(%,EUROSTAT) 12.2 32.8 -1.6 -4.1 -4.4 -2.6 -1.5 尚未公布 -3.3 -1.2 0.1 1.7 3.0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CPI年增率(%,EUROSTAT) 2.6 8.4 5.5 2.4 2.5 2.2 2.2 2.3 2.0 2.2 2.4 2.5 2.3 2.2 尚未公布

核心CPI年增率(%,EUROSTAT) 1.5 3.9 5.0 2.9 2.8 2.8 2.7 2.6 2.7 2.7 2.7 2.7 2.6 2.4 尚未公布

M3年增率(%,ECB) 9.0 5.8 0.5 2.2 1.7 2.8 3.6 尚未公布 3.4 3.8 3.5 3.7 3.9 3.6 尚未公布

存款利率(%,期底值,ECB) -0.50 2.00 4.00 3.00 3.75 3.50 3.00 尚未公布 3.25 3.25 3.00 2.75 2.75 2.50 2.25

EURO STOXX 50(月底值平均) 4,024 3,757 4,272 4,896 4,933 4,944 4,843 5,333 4,828 4,804 4,896 5,287 5,464 5,248 5,162 2025年4月底歐股較上月下跌1.64%至5,162點。

歐元匯價(月底值平均,Bloomberg) 1.183 1.053 1.082 1.079 1.074 1.101 1.060 1.052 1.088 1.058 1.035 1.036 1.038 1.082 1.136 2025年4月底歐元兌美元平均匯價較上月底升值4.99%至1.136。

布蘭特原油(USD/bbl,Bloomberg) 70.52 99.93 82.64 74.11 84.89 78.11 73.89 75.86 73.28 74.27 74.11 76.98 73.43 77.17 64.35 2025年4月底布蘭特原油價格下跌至64.35美元/桶。

2024 2025

2025年2月份零售銷售額年增率由上月的1.8%升至2.3%，月增率則由上月的0.0%升至0.3%，主係

因非食品及燃料銷售月增率由上月的-0.2%及0.0%分別升至0.3%及0.2%所致，惟食品、飲料暨菸

草銷售月增率由上月的0.5%降至0.3%。

物價

2025年2月份工業生產年增率由上月的-0.5%升至1.2%，主係因能源、資本財及非耐久財生產年增

率由上月的-1.4%、-3.2%及5.9%分別升至1.4%、-1.8%及9.7%所致，惟中間財及耐久財生產年增率

下滑，抵銷部分增幅。4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由上月的48.6略升至48.7，已連續第34

個月處於緊縮區間，然創27個月以來新高，反映緊縮幅度放緩，產出指數連續第2個月處於擴張

區間，惟新訂單及新出口訂單指數均續呈緊縮加劇態勢，僱傭指數亦未見改善，反映製造業信

心仍陷低迷；服務業PMI由上月的51.0降至49.7，由擴張轉落入緊縮區間，主係因新訂單及新出

口指數均呈緊縮，且服務業信心指數創5年以來新低所致；整體而言，雖製造業緊縮有所緩解，

然服務業由擴張轉呈緊縮，致綜合PMI由上月的50.9降至50.1。

金融

市場

景氣

貿易

生產

消費

                             年月別

指標別

2025年3月份M3年增率降至3.6%。歐洲央行(ECB)2025年4月份貨幣政策會議宣布將存款利率、主

要再融資利率及隔夜貸款利率分別下調25bps至2.25%、2.40%及2.65%，符合市場預期，為2024

年6月以來第7度降息；會後聲明指出，通膨降溫進展順利，然貿易緊張局勢升溫使市場動盪，

進而使金融環境收緊，而經貿不確定性亦恐使家庭及企業信心下滑，均使歐元區前景惡化、下

行風險加劇，另刪除貨幣政策「仍具限制性(restrictive)」的措辭，暗示決策者已認為目前利率趨

近「中性水準」，即不再對經濟活動構成抑制效果，另表示當前面臨極度不確定環境，仍不會

預先對特定貨幣政策路徑做出承諾，將持續採「依賴數據、逐次會議決定適當的貨幣政策」的

謹慎立場；總裁拉加德則指出關稅將為需求帶來負面衝擊，或透過出口、投資與消費三方面抑

制成長，而其對通膨的影響則需時間才能完全反映。

2025年2月份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增率由上月的1.7%升至3.0%，主係因能源價格年增率由上月

的3.4%大幅升至7.4%所致，而非耐久財、耐久財、資本財及中間財價格亦呈上漲。3月份消費者

物價指數(CPI)年增率終值由上月的2.3%降至2.2%，主係因服務價格年增率由上月的3.7%降至3.5%

，且能源價格年增率由上月的0.2%降至-1.0%所致，而非能源工業品價格年增率持平於上月的

0.6%，然食品暨菸酒價格年增率由上月的2.7%升至2.9%，抵銷部分降幅；另排除能源、食品及

菸酒的核心CPI年增率初值由上月的2.6%降至2.4%。

2025年2月份出口額年增率升至6.2%，進口額年增率降至5.7%，致歐元區貿易出超金額增加至

240億歐元。

貨幣

2025年第1季GDP年增率初值持平於上季的1.2%，續處2023年第2季以來高點，其中德國GDP年增

率持平於上季的-0.2%，仍然呈現經濟衰退，法國GDP年增率則持平於上季的0.8%，義大利GDP年

增率由上季的0.5%升至0.6%，西班牙GDP年增率由上季的3.3%降至2.8%。2025年4月份消費者信

心指數由上月的-14.5降至-16.7，創2023年11月以來新低，消費者對家庭財務過去及預期狀況、

經濟前景看法皆有所惡化，且大宗採購意願下降所致；4月份經濟信心指數由上月的95.0降至

93.6，主係因服務業樂觀情緒下滑，且工業、消費者、零售業及營建業悲觀情緒皆惡化所致；4

月份工業信心指數由上月的-10.7降至-11.2，主係因其中產出預期指數由上月的3.4降至0.0所致，

顯示製造業對未來產出看法不再樂觀。

歐元區重要經濟暨金融指標快報

年資料 季資料
分類 動向簡析



                                           年月別

指標別指標別 2021 2022 2023 2024 2024 Q2 2024 Q3 2024 Q4 2025 Q1 11 12 01 02 03 04

GDP(%,QOQ Ann.,內閣府) 2.7 0.9 1.5 0.1 3.2 1.4 2.2 尚未公布

企業獲利(%,YOY,財務省) 41.8 11.2 12.3 9.6 13.2 -3.3 13.5 尚未公布

企業資本投資(%,YOY,財務省) -0.8 5.7 8.8 5.5 7.4 8.1 -0.2 尚未公布

領先指標總合指數(內閣府) 114.3 112.0 108.7 109.5 110.2 108.5 108.4 尚未公布 107.6 107.9 108.2 107.9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同時指標總合指數(內閣府) 108.5 113.0 114.5 114.9 115.3 115.6 116.2 尚未公布 115.1 116.0 116.4 117.3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就業 失業率(%,總務省) 2.8 2.6 2.6 2.5 2.6 2.5 2.5 尚未公布 2.5 2.5 2.5 2.4 2.5 尚未公布
2025年3月份失業率由上月的2.4%升至2.5%；失業人數增加5萬人至173萬人；就業人

數減少8萬人至6,808萬人，而求職求才比由上月的1.24升至1.26。

全國消費者信心指數(內閣府) 36.3 32.2 35.1 37.2 37.0 36.8 36.3 34.7 36.4 36.2 35.2 34.8 34.1 31.2

勞工實質薪資(%,YOY,厚生勞動省) 0.6 -1.0 -2.5 -0.5 -0.5 -0.2 0.2 尚未公布 0.5 0.3 -2.8 -1.2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家庭實質生活支出(%,YOY,總務省) -0.9 -1.0 0.3 尚未公布 -0.4 2.7 0.8 -0.5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零售銷售(%,YOY,經產省) 2.0 2.6 5.7 2.6 2.8 2.1 2.6 尚未公布 2.8 3.5 4.4 1.3 3.1 尚未公布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52.7 52.1 49.0 49.2 50.0 49.5 49.3 48.7 49.0 49.6 48.7 49.0 48.4 48.7

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Service

PMI)
48.2 50.5 53.5 52.2 52.5 53.5 50.4 52.2 50.5 50.9 53.0 53.7 50.0 52.2

工業生產指數(%,YOY,經產省) 6.5 0.0 -1.2 -2.3 -2.9 -1.6 -0.8 尚未公布 -2.7 -2.2 2.2 0.1 -0.3 尚未公布

私部門核心機械訂單(%,YOY,內閣

府)
6.8 5.6 -3.4 1.7 3.3 0.2 6.7 尚未公布 10.3 4.3 4.4 1.5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第三產業指數(%,MOM,經產省) 0.0 0.1 0.2 0.1 0.5 0.3 0.0 尚未公布 0.0 0.2 1.4 0.0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出口值(%,YOY,財務省) 23.2 18.2 2.8 6.5 9.1 4.7 3.2 7.5 3.8 2.7 7.3 11.4 3.9 尚未公布

進口值(%,YOY,財務省) 25.4 39.6 -5.9 2.2 7.0 7.0 -0.5 5.8 -3.8 1.8 16.2 -0.7 2.0 尚未公布

貿易出(入)超(十億日圓,財務省) -1,438.7 -19,887.1 -9,266.2 -1,994.5 -1,462.6 -1,618.3 -440.6 1,602.0-   -110.3 132.5 2,736.6-   590.5 544.1 尚未公布

生產者物價指數(%,YOY,日本銀行) 4.7 9.6 4.2 2.3 2.2 2.8 3.7 4.2 3.8 3.9 4.2 4.1 4.2 尚未公布

消費者物價(%,YOY,總務省) -0.1 2.5 3.3 2.8 2.7 2.8 2.9 3.8 2.9 3.6 4.0 3.7 3.6 尚未公布

核心消費者物價(%,YOY,總務省) -0.2 2.3 3.1 2.6 2.4 2.6 2.7 3.1 2.7 3.0 3.2 3.0 3.2 尚未公布

強力貨幣(%,YOY,日本銀行) 16.2 1.6 1.8 1.0 1.2 0.5 -0.5 -2.5 -0.3 -1.1 -2.5 -1.8 -3.1 尚未公布

M2(%,YOY,日本銀行) 6.5 3.3 2.5 1.7 1.9 1.3 1.2 1.1 1.2 1.3 1.3 1.2 0.8 尚未公布

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期底值,%,日

本銀行)
-0.030 -0.022 -0.014 0.227 0.076 0.225 0.227 0.475 0.227 0.227 0.475 0.475 0.476 0.477

十年期政府公債殖利率(期底值,%,

Bloomberg)
0.07 0.42 0.61 1.10 1.06 0.86 1.10 1.37 1.05 1.10 1.25 1.38 1.49 1.32

日圓兌美元匯價(月底值平均) 115.1 131.7 141.4 152.4 158.7 146.6 153.0 151.9 149.8 157.2 155.2 150.6 150.0 143.1
2025年4月底日圓兌美元匯率較上月升值4.84%至143.1。

日經225股價指數(月底值平均) 28,550 27,113 30,934 39,203 38,826 38,557 39,061 37,449 38,208 39,895 39,572 37,156 35,618 36,045 2025年4月底日經指數較上月底上漲1.2%至36,045點。

日本重要經濟暨金融指標快報

年資料 季資料
動向簡析

2024 2025
分類

2025年3月份出口額年增率由上月的11.4%降至3.9%，低於市場預期的4.5%，主

係受美國鋼鐵和鋁關稅影響，使製成品及鋼鐵出口量呈負增長所致；進口額年

增率由上月的-0.7%升至2.0%，部份係因藥品進口年增率由13.5%升至24.8%所致

，進、出口相抵，致貿易出超額收窄至5,441億日圓。

2025年3月份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增率由上月的4.1%升至4.2%，高於市場預期

的3.9%，主係大部分組成項目(運輸設備、飲料和食品及石油和煤炭等)成本持續

上漲所致。3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由上月的3.7%降至3.6%，主係因政

府能源補貼的挹注下，使電價及天然氣價格進一步下降，年增率由上月的9.0%

及3.4%分別降至8.7%及2.4%，惟米價年增率較上月上升11.1個百分點至92.0%；

另，扣除生鮮食品後的核心CPI年增率則由上月的3.0%升至3.2%，而扣除能源及

生鮮食品的核核心CPI年增率由上月的2.6%升至2.9%。

2025年3月份強力貨幣年增率由上月的-1.8%降至-3.1%，連續7個月呈負增長；3

月份M2年增率由上月的1.2%降至0.8%。

2025年4月底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由上月的0.476%升至0.477%，10年期政府公債

殖利率則由上月底的1.49%降至1.32%。

景氣

生產

2024年第4季GDP季增年率修正值由上季的1.4%升至2.2%，主因企業設備投資強

勁反彈與政府消費支出續呈正增長所致，惟較初值2.8%明顯下修，係因私人消

費季增年率僅0.1%，遠低於初值的0.5%。另，2024年GDP年增率僅0.1%，較上年

的1.5%大幅放緩，主係受自然災害、日圓貶值和全球貿易不確定性等不利因素

拖累，並創2020年以來最慢的增長速度。第4季企業獲利年增率由上季的-3.3%升

至13.5%，主係因製造業經常利益年增率由上月的-15.1%升至26.7%，加以非製造

業經常利益年增率亦由上月的4.6%升至6.4%所致；企業資本投資年增率由上季

的8.1%降至-0.2%，低於市場預期的4.9%且為2021年第1季以來首次轉呈負增長，

主係因非製造業投資年增率轉呈負增長，加以製造業投資年增率放緩所致。

2025年2月份領先指標總合指數由上月的108.2降至107.9，主係除新屋開工面

積、機械訂單及東京股價指數走升外，其他指數均下跌所致；2月份同時指標總

合指數由上月的116.4升至117.3，主係因生產指數(採礦及製造業)、耐久消費品

出貨指數、勞動投入量指數、出口數量指數及投資品出貨指數等走升所帶動。

2025年4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由上月的48.4微幅升至48.7，惟已連續10個

月低於50，主係因需求疲軟及對美國關稅的擔憂加劇，使新訂單及產量指數萎縮加劇

所致；4月份服務業PMI則由上月的50.0升至52.2，主係因海外需求增長使新訂單指數

創3個月以來新高所致，綜促綜合PMI由上月的48.9升至51.1。3月份工業生產指數年

增率由上月的0.1%降至-0.3%，月增率則由上月的2.3%降至-1.1%，轉呈負增長，主係

因機動車輛、電氣機械/資訊和通訊電子設備及通用/商業機械等產出月增率均轉呈負

增長所致；2月份私部門核心機械訂單年增率由上月的4.4%降至1.5%，月增率則由上

月的-3.5%升至4.3%，優於市場預期的0.8%並創1年以來新高，主係製造業及非製造業

訂單月增率分別由上月的-1.3%、-7.4%升至3.0%、11.4%所致；2月份第三產業指數月

增率由上月的1.4%降至0%，主係金融和保險及生活娛樂相關服務等行業指數月增率

之漲幅被資訊和通訊及運輸和郵政服務等行業指數月增率下滑所抵銷。

金融

市場

貿易

消費

物價

貨幣

2025年4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由上月的34.1降至31.2，連續第5個月下降並創2023年2月以來新

低，主係因所有指標情緒均惡化所致；2月份勞工實質薪資年增率由上月的-2.8%升至-1.2%，

惟已連續第2個月呈負增長，主係因CPI年增率雖有所放緩，然續處偏高水準所致，另，基本

薪資年增率則由上月的2.1%降至1.6%；另，2月份家庭實質生活支出年增率由上月的0.8%降

至-0.5%，為2024年11月份以來再次轉呈負增長，主係因食品、服裝和鞋類及家具和家居用品

等支出續呈負增長，加以住房、醫療保健和教育等支出轉成負增長所致；3月份零售銷售額

年增率由上月的1.3%升至3.1%，已連續36個月呈正增長，主係因薪資上漲持續支撐消費支出

，使大部分行業銷售額均有所增長所致。



2021 2022 2023 2024 2024Q2 2024Q3 2024Q4 2025Q1 11 12 01 02 03 04

景氣 GDP成長率 (YOY,%) 8.4 3.0 5.2 5.0 4.7 4.6 5.4 5.4

2025年第1季GDP年增率持平於上季的5.4%，優於市場預期的5.1%，主係企業因

應美國關稅政策變數積極出貨，帶動出口表現強勁，加上以舊換新等消費政策

支持，促進民間消費成長所致。惟美中貿易戰升溫為中國經濟帶來下行壓力，

致實現官方設定之5.0%左右年度目標有難度。

出口金額 (億美元) 33,571 35,444 33,800 35,772 9,023.4 9,128.7 9,569.1 8,538.5 3,123.1 3,356.3 5,399.4 尚未公布

出口金額 (YOY,%) 29.6 5.6 -4.6 5.9 5.9 6.0 10.0 5.7 6.7 10.7 2.3 尚未公布

進口金額 (億美元) 26,867 27,065 25,568 25,851 6,484.3 6,554.1 6,589.1 5,807.0 2,148.7 2,307.9 3,694.3 尚未公布

進口金額 (YOY,%) 30.1 0.7 -5.5 1.1 2.5 2.5 -1.7 -7.0 -3.9 1.0 -8.4 尚未公布

貿易收支餘額 (億美元) 6,704 8,379 8,232 9,922 2,539.1 2,574.5 2,980.0 2,731.6 974.4 1,048.4 1,705.1 尚未公布

工業生產指數年增率 (%) 12.1 3.8 4.6 5.8 5.9 5.0 5.6 6.5 5.4 6.2 5.9 尚未公布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50.5 49.1 49.9 49.8 49.8 49.4 50.2 49.9 50.3 50.1 49.1 50.2 50.5 49.0

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52.9 49.1 53.2 50.9 50.9 50.2 50.8 50.5 50.0 52.2 50.2 50.4 50.8 50.4

固定資產投資額 (累計值,億人民幣) 544,547 572,138 503,036 514,374 245,391 378,978 514,374 103,174 465,839 514,374 52,619 尚未公布

固定資產投資額年增率 (累計值,%) 4.9 5.1 3.0 3.2 3.9 3.4 3.3 4.2 3.3 3.2 4.1 尚未公布

實際使用外資額 (累計值,億人民幣) 11,493.6 12,326.8 11,339.1 8,262.5 4,989.1 5,867.5 8,262.5 尚未公布 7,497.0 8,262.5 975.9 1,712.1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實際使用外資額 (累計值,YOY,%) 14.9 6.3 -8.0 -27.1 -29.1 -30.5 -27.1 尚未公布 -27.9 -27.1 -13.4 -20.4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房市 國房景氣指數 100.93 95.46 93.94 92.22 91.94 92.29 92.63 93.70 92.60 92.76 93.35 93.80 93.96 尚未公布

就業
城鎮調查失業率(%,2017年以前資

料為城鎮登記失業率(%))
5.1 5.6 5.2 5.1 5.0 5.2 5.0 5.3 5.0 5.1 5.2 5.4 5.2 尚未公布

115,642 117,595 134,331 124,671 43,763 45,172 83,731 尚未公布

3 3 3 40940.0 3 3 3 3 6 尚未公布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增率 (%) 12.5 -0.2 7.2 3.5 2.6 2.7 3.8 4.6 3.0 3.7 4.0 尚未公布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 0.9 2.0 0.2 0.2 0.3 0.5 0.2 -0.1 0.2 0.1 0.5 -0.7 -0.1 尚未公布

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年增率 (%) 8.1 4.1 -3.0 -2.2 -1.6 -1.8 -2.6 -2.3 -2.5 -2.3 -2.3 -2.2 -2.5 尚未公布

M1成長率 (YOY,%,期底值) 3.5 3.7 1.3 -3.0 -5.0 -7.4 -3.7 1.6 -3.7 -1.4 0.4 0.1 1.6 尚未公布

M2成長率 (YOY,%,期底值) 9.0 11.8 9.7 7.3 6.8 6.8 7.3 7.0 7.1 7.3 7.0 7.0 7.0 尚未公布

1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 (期底

值,%,2019年以前資料為1年期貸款
3.80 3.65 3.45 3.10 3.45 3.35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2025年4月份1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持平於上月的3.10%。

人民幣即期匯率 (平均值) 6.4488 6.7350 7.0824 7.1988 7.2428 7.1644 7.1991 7.2795 7.2094 7.2821 7.3103 7.2774 7.2508 7.3025

外匯存底 (期底值,億美元) 32,502 31,277 32,380 32,024 32,224 33,164 32,024 32,407 32,659 32,024 32,090 32,272 32,407 尚未公布

上海A股 (平均值) 3,712 3,382 3,329 3,204 3,217 3,018 3,501 3,471 3,516 3,552 3,381 3,496 3,536 3,425 2025年4月份上海A股指數均值較上月下跌3.14%至3,425點。

                 中國重要經濟暨金融指標快報
季資料年資料

分類

2025年3月份出口額年增率由首2月的2.3%升至12.4%，優於市場預期的4.4%，

並創近5個月以來新高，主係受美中貿易緊張局勢升級，企業積極出貨以為應

對所致，然隨美中貿易關係急遽惡化，後續中國出口將面臨較大壓力；進口額

年增率則由首2月的-8.4%升至-4.3%；進、出口相抵，貿易出超額收窄至1,026.4

億美元。

動向簡析
年月別

指標別

貿易

3,139.1

12.4

2,112.7

-4.3

1,026.4

2024 2025

2025年4月份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平均值為7.3025，較上月平均值貶值

0.71%。3月份外匯存底升至32,407，主因匯率折算與資產價格變化等因素綜合

影響所致。

440,823 439,733 471,495 487,895

2025年3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由上月的-0.7%升至-0.1%，主係消費需

求提振的政策效應逐漸發酵，且春節錯期的影響消退，促食品及服務類價格年

增率均有所回升所致，另，扣除食品和能源之核心CPI年增率則由上月的-0.1%

轉呈0.5%；3月份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年增率由上月的-2.2%降至-2.5%，已

連續30個月呈負增長，主係國際油價下滑，加上北方地區冬季供暖逐漸結束，

且內需依舊偏弱，致煤炭等能源需求下降所致。

2025年3月份M2年增率持平於上月的7.0%，符合市場預期；另，M1年增率則由

上月的0.1%升至1.6%。

2025年3月份城鎮調查失業率上月的5.4%降至5.2%，略低於市場預期的5.3%，

且3月份全國城鎮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亦由上月的16.9%降至

16.5%，惟美國加徵高額關稅對中國經濟和外貿前景構成壓力，恐影響後續勞

動市場表現。另，3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增率由首2月的4.0%升至5.9%，

優於市場預期的4.3%，並創近1年新高，主係受惠於2024年同月基期偏低，加

以消費補貼和以舊換新政策，帶動家電、傢俱、通訊器材類消費年增率均呈雙

位數成長，且汽車、體育、娛樂用品類及文化辦公用品類消費年增率均較上月

上升所致。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億人民幣)

金融

市場

貨幣

供給

物價

消費

40,940

5.9

103,174

4.2

2025年3月份工業生產指數年增率由首2月的5.9%升至7.7%，優於市場預期的5.9%

，並創2023年12月以來新高，其中，製造業年增率由6.9%升至7.7%，而電力、熱

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由1.1%升至3.5%，採礦業年增率亦由4.3%升至9.3%，主

係受惠於為避開美國可能進一步對中國加徵關稅，部分出口商提前出貨所致，惟

自4月起受高關稅影響工業生產指數年增率或有所下滑。4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人

指數(PMI)由上月的50.5降至49.0，創2023年12月以來新低，顯示製造業景氣轉呈緊

縮，其中，生產指數由上月的52.6降至49.8，新增訂單指數亦由上月的51.8降至

49.2，主係關稅政策對外部需求造成的衝擊漸顯，「搶先出貨」的熱潮告一段落，

導致出口動能下滑，加以受美中貿易不確定性影響，企業信心下降，促生產活動

放緩所致。另，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NMI)由上月的50.8降至50.4，終止連續2

個月上升，並遜於市場預期，顯示非製造業景氣擴張放緩，其中，服務業商務活

動指數由上月的50.3降至50.1，建築業商務活動指數亦由上月的53.4降至51.9 ，主

係雖多地基建工程有序推進，清明假期帶動服務消費成長、新質生產力快速發展

等，促土木工程、文化娛樂、電信廣播電視及衛星傳輸服務、互聯網軟體及訊息

技術服務等行業景氣持續熱絡，惟受關稅戰影響貿易活動及市場信心，以及房市

景氣疲弱影響，水上運輸、貨幣金融服務及房地產等行業景氣均有所下滑所致。

此外，1~3月固定資產投資額年增率由1~2月的4.1%升至4.2%，優於市場預期的

4.1%，主因在「兩重」及「兩新」政策支持下，基礎設施投資額年增率由5.6%升

至5.8%，且製造業投資額年增率由9.0%略升至9.1%所致，另，雖推動房市止跌回

穩的政策效果正在逐漸顯現，然因目前房市仍處在調整階段，房地產開發投資額

年增率由-9.8%降至-9.9%，已連續第35個月呈負增長。3月份國房景氣指數由上月

的93.80升至93.96；2025年1~2月實際使用外資額1,712.1億人民幣，年增率由1月

的-13.4%降至-20.4%，已為連續第21個月呈負增長。

生產

投資

7.7



GDP(%,YoY,主計總處)

景氣對策信號及綜合判斷分數(國發會) 綠 50 黃藍 23 黃藍 22 紅 38 紅 38 黃紅 34 紅 38 黃紅 34 黃紅 34 紅 38 黃紅 35 黃紅 37 黃紅 34

領先指標(不含趨勢,國發會)

同時指標(不含趨勢,國發會)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中經院)

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中經院)

工業生產指數(%,YoY,經濟部)

外銷訂單(%,YoY,經濟部)

出口金額(億美元,財政部)

出口金額(%,YoY,財政部)

進口金額(億美元,財政部)

進口金額(%,YoY,財政部)

貿易出(入)超(億美元,財政部)

消費 零售業營業額(%,YoY,經濟部)

就業 失業率(%,主計處)

消費

信心
消費者信心指數(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躉售物價指數(%,YoY,主計處)

生產者物價指數(%,YoY,主計處)

消費者物價指數(%,YoY,主計處)

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YoY,主計處)

M2(日平均,%,YoY,中央銀行)

M1B(日平均,%,YoY,中央銀行)

重貼現率(期底值,%,中央銀行)

金融業隔夜拆款加權平均利率(%,中央銀行)

五大銀行1年期平均存款利率(%,中央銀行)

五大銀行平均放款基準利率(%,中央銀行)

新臺幣兌美元即期匯率(平均值,中央銀行)

實質有效匯率指數(台北外匯市場發展基金會)

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平均值,證交所) 股價方面，2025年4月份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均值較上月下跌11.88%至19,558點。

12.7

806.1

3.69

2.2

75.49

4.61

6.12

73.77

3.36

69.42 76.98

3.45

1.35

2.18 2.20

2.81

1.96

12.2

10.51

3.3

1,006.6

234.7

55.0

1.8751.125

2.58

2.49

3.95

16.29

8.72

1.750

7.49

74.59 65.99

3.67

2.61

2.95

12.71

1.33

65.94

-0.57

1.96

4,463.7

29.3 7.4

53.7

50.8

3.6

55.1

3,819.6 4,280.1 3,519.2

-17.812.133.5

-1.1 -15.926.3

644.1 514.3 805.6 65.5

13.65

12.5

495.7

18.6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106.32

347.6

尚未公布

31.5

426.2

18.21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413.1

47.8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外銷訂單方面，2025年3月份外銷訂單年增率由上月的31.1%降至12.5%，主係雖AI、高效能運算及雲端產業等商機熱絡

，惟傳統貨品因需求偏弱，加上部分產品受到海外同業低價搶市，客戶下單保守觀望，抵銷部分增幅所致。進出口方

面，3月份出口額年增率由上月的31.5%降至18.6%，惟仍連續17個月正成長，主係受惠於AI與新興應用商機持續熱絡，

以及客戶端因應美國關稅政策變數而提前拉貨所致，財政部指出4月份拉貨潮效應可能會減弱，但川普關稅政策變化莫

測，在不考慮對等關稅因素下，預估4月份出口額年增率或落在5.0~18.6%區間，惟若美國關稅政策負面效應顯現，不能

排除出口額年增率連續17個月正成長紀錄可能中斷，未來仍須關注美國廣泛性實施加徵關稅政策、各國後續因應作為、

地緣政治衝突等不確定性升高等對我國出口活動之影響。另進口額年增率由上月的47.8%降至28.8%，惟仍呈雙位數成長

，主因科技產業鏈國際分工帶動積體電路與資通產品進口維持強勁，以及半導體設備購置大幅增加所致；出、進口相抵

，貿易出超額升至69.5億美元。

102.29

69.5

19.7

100.6

3.34

72.59

3.84

49.2

-17.2

286.4

4.4

55.0

31.1-3.0

410.8

30.4

331.4

79.4

3.1

56.5

20.8

-3.85.5

1.08

0.820

3.265

0.821

3.10 1.82

尚未公布4.38

32.99

3.2643.265

2.0002.000

5.19

尚未公布

32.64

2.000

101.75

0.818

經濟成長率方面，2025年第1季GDP年增率由上季的2.90%升至5.37%，其中，受惠於AI與新興科技應用需求熱絡，且高階資

通產品供應瓶頸緩解，加以客戶端因應美國關稅措施提前備貨，商品及服務出口年增率大幅升至20.11%，另，新興科技應

用需求強勁，且企業大幅擴增投資力道，促資本形成年增率仍達14.72%，此外，雖因春節連假效應帶動餐飲、休閒娛樂相

關服務及海外旅行支出消費同步增長，支撐民間消費動能，惟2024年同季基期偏高，致民間消費年增率降至1.22%。景氣方

面，2025年3月份景氣對策信號續呈黃紅燈，綜合判斷分數降至34分，主係雖「工業及服務業加班工時」轉呈黃紅燈，分數

增加1分，惟「股價指數」、「製造業銷售量指數」及「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均轉呈黃紅燈，分數各減少1分，加

以「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轉呈黃藍燈，分數減少1分所致；另領先指標經回溯修正後由上月的102.29降至102.14，惟同

時指標由上月的105.34升至106.32；國發會指出，整體景氣延續成長態勢，惟美國後續關稅措施範疇、美中關稅對峙演進，

以及各國貨幣政策走向等不確定因素，將牽動全球經貿表現，仍須密切留意對國內經濟之影響。

生產方面，2025年3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由上月的54.0升至54.2，連續2個月處在擴張區間，主因廠商在美國

新一輪關稅實施前積極提前拉貨，帶動新增訂單與存貨指數擴張加速所致；另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NMI)由上月的49.2

升至53.8，顯示非製造景氣轉呈擴張，主係受惠於商業活動及新增訂單指數雙雙轉為擴張所致。展望未來，儘管製造業

PMI未來6個月展望指數擴張加速，惟美國關稅政策可能持續影響PMI景氣狀況，另由於股市波動加大，央行貸款持續管

制及地緣政治風險仍存等，致非製造業NMI未來6個月展望指數轉呈緊縮，顯示未來景氣動態需要拉長時間觀察。工業

生產方面，3月份工業生產指數年增率由上月的18.21%降至13.65%，惟仍連續13個月正成長，主係雖部分傳統產業受市

場競爭及需求保守影響而減產，惟AI、高效能運算及雲端資料服務等需求持續熱絡，進而挹注工業生產動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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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營業額方面，2025年3月份零售業營業額年增率由上月的-3.8%轉為0.4%，主係異業結合拓展銷售通路，搭配促銷

活動挹注，促食品飲料及菸草零售業銷售增加，另，部分業者結合婦女節、白色情人節等節慶推出優惠促銷活動，加以

春季新品與聯名策略奏效，以及門市改裝效益顯現，帶動綜合商品零售業銷售成長，此外，電子購物及郵購業業者受惠

於持續擴增線上銷售品牌，強打優惠價格及快速配送優勢，帶動會員網路下單量增加，促銷售有所增溫所致。失業率方

面，3月份失業率由上月的3.34%升至3.35%，主因對原有工作不滿意而失業者增加3千人，另，初次尋職失業者則減少2

千人所致。消費者信心方面，4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較上月下降3.65點至68.21點，創近1年新低，且6個分項指標全數回

落，其中，下降幅度最多的指標為「未來半年投資股票時機」，創 2023 年 6 月以來新低，主因美國點燃關稅戰造成台

股崩跌，散戶信心受挫，且股市財富效果縮減，令消費者對汽車、家具及大型家電的購買意願下降，並使房市買方陷入

觀望，此外，消費者亦擔憂關稅議題使通膨壓力再起，導致整體民眾消費信心減弱所致。

匯率方面，2025年4月份新臺幣兌美元即期匯率平均值較上月升值1.07%至32.64，主係美國總統川普再度施壓Fed主席鮑

威爾降息，致Fed獨立性遭質疑，加以市場擔憂關稅政策將對美國通膨及經濟造成嚴重衝擊，促國際美元承壓，進而支

撐新臺幣匯價走升；而3月份新臺幣實質有效匯率指數則由上月的103.57降至101.75，顯示新臺幣匯價較他國貨幣貶值。

貨幣政策方面，考量2025年國內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將呈緩步下降趨勢，此外全球經濟成長降溫，且前景面臨諸

多風險，恐影響國內經濟成長力道，為審慎因應美國經貿政策等不確定因素帶來之影響，央行2025年3月理監事會議維

持基準利率(重貼現率)於2.0%不變，將有助維繫整體經濟金融穩健發展，強調將持續關注國內通膨發展情勢、美國經貿

政策變化、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調整步調、中國經濟成長放緩風險、地緣政治衝突、極端氣候等對國內經濟金融情勢之

影響，適時調整貨幣政策；另將2025年GDP年增率預估值下調0.08個百分點至3.05%，另維持2025年CPI及核心CPI年增率

分別為1.89%及1.79%不變；楊總裁於會後記者會表示，若概算公用事業費率調漲，或使2025年CPI年增率預估值調升至

2.04%，但因目前調整幅度與時程未定，尚不易評估渠等對物價之影響，強調通膨為利率決策第一優先關注項目，目前

基準利率處在合適水準，除非經濟成長大幅降溫，否則無轉向寬鬆條件，暗示2025年年內調降利率的可能性不高。金融

業隔夜拆款加權平均利率方面，2025年4月份金融業隔夜拆款加權平均利率由上月的0.821%降至0.818%。

存放款利率方面，2025年4月底五大銀行1年期平均存款利率持平於上月的1.70%，平均放款基準利率則由上月的3.265%

微幅降至3.264%。

貨幣供給方面，2025年3月份M2年增率由上月的5.19%降至4.38%，且M1B年增率亦由上月的3.10%降至1.82%，主因資金

淨匯出，且放款與投資年增率下降所致。

54.2

53.8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物價指數方面，2025年3月份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增率由上月的3.69%降至3.53%，主因石油及煤製品、基本金屬等價

格下跌所致；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則由上月的1.58%升至2.29%，重返通膨警戒線2.0%之上，並創近7個月以來新

高，主因2024年接連颱風豪雨後復耕期較長，導致水果價格續漲，蔬菜及水產品價格相對2024年同月仍高，且食用油、

肉類及外食費等食物類價格上漲，加上房租、掛號費、補習及學習費、汽車保養及修理等費用調升所致，惟蛋類、油料

費、成衣及機票等價格下跌，抵銷部分漲幅；剔除蔬果與能源類後，核心CPI年增率由上月的0.98%升至1.63%。主計總

處指出，預期水果價格將漸趨回穩，4月份CPI年增率可望下滑，但低於2%的可能性不大，另，外界擔憂對等關稅將使進

口物價上漲，進而推升國內物價，但對等關稅亦可能導致需求走弱，使得原物料價格走跌，目前國內物價尚屬平穩，暫

無停滯性通膨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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