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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膨巨獸會吞噬全球及
臺灣經濟的復甦嗎？

王健全／中華經濟研究院   副院長

隨著缺櫃、塞港、全球原物料價格飆漲、加上石油價格上漲，以及美國缺工問題嚴

重，致通膨升溫。雖然臺灣的物價上漲率遠遠低於美國，仍在2%以下的可控制範圍，但

民生物品價格的大幅上漲也使得消費者憂心忡忡。鑑此，本文首先探討通膨是短暫或長

期？接著分析有那些觀察指標可以掌握通膨的情況，最後則提出通膨對產業的影響分析

及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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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初至十二月上旬，道瓊鋼

鐵指數漲了77%，油價漲了

49%，天然氣價格上漲50%左右。波羅的海航

運指數不遑多讓，漲了約151%，棉花也漲了

36%（見表1）。在油價、原物料價格飆漲之

際，也使得整體物價的蠢蠢欲動。

美國感受的物價上漲壓力最大，11月份

美國物價上漲率為6.8%，雖然過去聯準會

（FED）主席一直信誓旦旦認為，美國失業

人口達600萬人之多，祇要就業增加，帶動供

給力道，就會消弭需求上漲的壓力。因此，

通膨祇是短暫升溫而非長期趨勢，但幾個月

來美國通膨壓力似乎有增無減。

在臺灣方面，11月份的物價上漲率高達

2.84%，不過，扣掉油價、蔬果價格的核心

物價上漲率祇有1.49%，仍在可控制範圍。故

中央銀行跟主計總處認為通膨率破2的機會不

高，央行表示，除非通膨惡化或美國升息，

臺灣目前並沒有升息的打算。

雖然政府認為通膨不嚴重，但民眾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