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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個人所得分配調查始於民國43年，由臺灣省政府創辦「臺灣省

薪資階級家計調查」，民國53年始擴大範圍為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

實地調查工作兼採訪問與記帳兩種方式辦理，隔年辦理一次；自60年起

，再改為逐年辦理迄今。其主要目的，在以抽樣方法蒐集台灣地區各階

層家庭之收支資料，用以探討台灣地區家庭所得水準暨其分配，消費型

態及民眾生活水準之演變，提供政府作為編算國民所得，分析所得分配

，釐訂社會政策，推行社會福利及改善人民生活措施之依據。多年以來

，學術及民間企業機構亦經常應用本調查資料，從事有關社會經濟問題

之研究或釐訂企業經營計畫之參考，用途至為廣泛。 

民國107年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訪問調查，於107年12月至108年2月間

舉辦，此次調查之抽樣設計，採用分層二段隨機抽樣法，由台灣地區總

戶數中約抽出千分之二，計1萬6,528戶為樣本家庭予以訪問調查，樣本

戶遍及台灣地區各角落、各行業、各階層，在地域上及性質上均有充分

之代表性。本縣境內計調查350戶，目前調查資料已由行政院主計總處整

理統計竣事。茲就調查統計結果編撰本縣近十年家庭所得水準、消費結

構演變之過程、家庭現代化設備等資料概況，加以摘要分析，俾便提供

各界參考應用。(106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附錄二、調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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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結果提要分析 
 

一、家庭所得水準 
 

107 年本縣平均每戶家庭所得為 96萬 8,293 元，較 106 年 94 萬 1,572

元增加 2.84％，較 98年 83 萬 338 元增加 16.61％。扣除戶量因素後，107

年本縣平均每人所得1為36萬9,577元，較106年的37萬9,666元減少2.66

％，但較 98 年 28 萬 2,428 元增加 30.86％。 

與台灣地區比較，本縣雖歷年平均每戶家庭所得均較低，但扣除戶量

因素的平均每人所得差距幅度縮小。（圖一、表一） 

 

圖一、花蓮縣近 10 年平均每戶家庭所得與平均每人所得趨勢 

 

                                                 
1平均每人所得=平均每戶家庭所得/平均戶內人口數。戶內人口數包括戶內有所得收入者及無收入之失業
者、無酬家屬工作者、主婦及學生等。依本次家庭收支訪問調查結果，107年花蓮縣平均戶內人口數 2.62
人，台灣地區則為 3.0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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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花蓮縣近 10 年平均每戶家庭所得與平均每人所得 

 

 

二、家庭所得結構 
 

107 年本縣家庭所得收入中，薪資所得為主要家庭收入來源，占家庭

所得收入總計 46.21％，其次為捐贈移轉所得占比 28.05％，再其次為產業

主所得占比 15.76％。其中僅產業主所得占比較 106 年減少，餘為增加，

而薪資所得占比為近 10年次低，捐贈移轉所得占比則為近 10 年最高。（圖

二、表二） 

圖二、花蓮縣 107 年家庭所得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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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花蓮縣近 10 年家庭所得結構 

 

 

三、家庭可支配所得、消費支出與儲蓄 
 

107 年本縣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2平均數及中位數皆較 106 年增加，其

中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平均數為 78 萬 9,072 元，較 106 年增加 4.87％，

較 98 年增加 20.34％，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為 64 萬 9,983 元，較

106 年增加 4.51％，較 98年增加 15.74％。 

與台灣地區數值比較，本縣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平均數及中位數每年

均低於台灣地區，無論平均數或中位數，本縣與台灣地區近 10年平均差距

約 20 萬元。（圖三、表三） 

                                                 
2 可支配所得=所得收入總額-非消費性支出，其中，非消費性支出包括利息、社會保險費、稅金、罰款、
捐款及禮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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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花蓮縣近 10 年家庭可支配所得平均數及中位數 

 

 

表三、花蓮縣近 10 年家庭可支配所得平均數及中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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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本縣平均每戶家庭消費支出3為61萬 3,314元處近 10年最高點，

較 106 年 58 萬 6,240 元增加 4.62％，較 98 年 55 萬 1,512 元增加 11.21

％。雖消費支出為增加趨勢，但消費傾向並未隨之增加，107 年平均消費

傾向477.73％，較 106 年 77.91％減少 0.18 個百分點，較 98 年 884.11％

減少 6.38 個百分點。（表四、圖四） 

 

表四、花蓮縣平均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消費支出與儲蓄 

 

 

107 年本縣平均每戶家庭儲蓄為 17萬 5,759 元，較 106 年 16 萬 6,186

元增加 5.76％，較 98 年 10 萬 4,184 元增加 68.70％。107 年平均儲蓄傾

向522.27％，較 106 年 22.09％增加 0.18 個百分點，較 98年 15.89％增加

6.38 個百分點。（表四、圖四） 

                                                 
3消費支出=可支配所得-儲蓄。 
4平均消費傾向為平均每戶家庭消費支出占可支配所得比例。例如，某年平均消費傾向為 80，代表每 100
元的可支配所得，有 80元用於消費。 
5平均儲蓄傾向為平均每戶家庭儲蓄占可支配所得比例，例如，某年平均儲蓄傾向為 20，代表每 100元的
可支配所得，有 20元用於儲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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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花蓮縣平均消費傾向與平均儲蓄傾向趨勢 

 

 

四、家庭消費支出結構 
 

家庭消費支出可再細分成飲食費、菸酒及檳榔費、衣著費、居住費、

醫療保健費、交通費、育樂費及雜項等八類。 

本縣 107 年上述八類支出占家庭消費支出比例，以飲食費（占 25.17

％）、居住費（占 24.87％）及醫療保健費（占 20.34％）為大宗，其次為

交通費（占 14.13％）及育樂費（占 6.41％）。其中飲食費占比及醫療保健

費用占比為近 10 年次高，育樂費用占比則位於近 10年相對低點。（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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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花蓮縣近 10 年家庭消費支出結構 

 

五、家庭擁有設備普及率 
 

107 年家庭設備普及率達 9 成以上者，有洗衣機、彩色電視機（包括

一般彩色電視機、液晶及電漿電視）、熱水器及行動電話；普及率介於 8成

至 9 成者，有冷暖氣機、連網設備(使用電腦或其他設備)、有線電視頻道

設備（包括多媒體隨選視訊）及電話機；機車普及率為 78.47％，汽車普

及率 64.11％。 

觀察近 5年家庭設備普及率數值，彩色電視機（包括一般彩色電視機、

液晶及電漿電視）、洗衣機及熱水器已接近全面普及。行動電話、有線電視

頻道設備（包括多媒體隨選視訊）及連網設備(使用電腦或其他設備)普及

率則呈成長趨勢，其中以連網設備(使用電腦或其他設備)5 年間增加 19.82

個百分點為最多，顯示行動通訊及透過家庭設備連接網際網路日漸普及。

而從家用電腦及電話機普及率逐年降低，行動電話普及率逐年增加，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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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本縣家庭通話及連網型態的改變。（表六） 

 

表六、花蓮縣近 5 年家庭擁有設備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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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一、107 年本縣平均每戶家庭所得為 96萬 8,293 元、可支配所得為 78 萬

9,072 元，分別較 106 年增加 2.84％、4.87％。 

 

二、107 年本縣薪資所得為家庭所得主要來源，占家庭所得收入總計 46.21

％，捐贈移轉所得占比 28.05％次之。107 年薪資所得占比為近 10年

次低，捐贈移轉所得占比則為近 10年最高。 

 

三、107年本縣平均每戶家庭消費支出為61萬 3,314元，較106年增加4.62

％，位處近 10 年最高點。 

 

四、近 5年來，本縣家庭擁有設備中，行動電話、有線電視頻道設備（包

括多媒體隨選視訊）及連網設備(使用電腦或其他設備)普及率呈增長

趨勢，透過家庭設備連接網際網路比率日漸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