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 章  國際收支表  習題解答 

1.國際收支是指一國來自於其他國家的收入與對其他國家的支付。國際貨幣基金

為了統一各國對國際收支的統計，對國際收支的內容與記錄方式做了統一規

定，將國際收支表定義為一國居民與其他國家居民在一定期間內所進行的經濟

交易的記錄表。 

2.判斷一項交易是否應該列入國際收支，依據的是交易的一方是否為一國居民，

另一方是否是該國的非居民。居民是經濟概念，根據國際貨幣基金規定，居民

與非居民主要是根據當事者的經濟活動所在地來劃分。原則上，在某個國家居

住達一年以上者即為該國居民，否則即為非居民，居民和非居民包括個人、企

業、非營利團體與政府四類。 

3.國際收支表是採用複式簿記原則編製，每一筆交易都必須同時記入借方與貸

方。凡是涉及外國居民對本國居民支付的交易，即資金自外國居民流向本國居

民的交易，都列入貸方，並用加號（＋）表示，而相應的支付方式則記入借方。

反之，凡是涉及本國居民對外國居民支付的交易，即資金自本國居民流向外國

居民的交易都列入借方，並用減號（－）表示，而相應的支付方式則記入貸方。 

4.(1)經常帳：記載一國商品與勞務的進出口，分為「商品貿易」、「勞務貿易」、「國

外所得」與「經常移轉」四項。 

(2)資本帳：國際貨幣基金在第 5 版的「國際收支手冊」中，將原來的資本帳

擴大為金融帳與資本帳，並且將大部分的資本交易歸入金融帳，只

有「資本移轉」與「非生產性、非金融性資產交易」 

(3)金融帳：記載一國對外的金融資產交易，分為「直接投資」、「證劵投資」

與「其他投資」三項。 

(4)統計誤差與遺漏：一國政府即使周詳的紀錄該國對外的商品、勞務、資本

與金融等交易，仍然不能避免記錄不完全或誤差，因此，

當國際收支表不能平衡時，另立「統計誤差與遺漏」項目



來糾正。 

(5)官方準備資產：又稱為「國際準備」，是指一國貨幣當局所握有、可以隨時

動用以直接融通國際收支失衡或在外匯市場干預匯率以間

接調整國際收支失衡的金融資產。準備資產包括「貨幣性黃

金」、「特別提款權」、「在國際貨幣基金的準備部位」、「外匯

存底」，外匯存底項目下再分為現金與存款、證券。 

5. (1)商品與勞務收支餘額 = 商品出口(500)-商品進口(350)+勞務收支淨額

(-50)=100 

   (2)經常帳收支餘額 = 商品與勞務收支餘額(100)+國外所得淨額(50)+經常

性移轉淨額(-10)=140 

(3)金融帳收支餘額=對外直接投資淨額(-20)+證券投資淨額(-10)＝-30 

6.當一國經常帳有赤字時，該國有資本淨流入，或官方準備資產減少。直觀上，

一個國家如果有經常帳赤字，表示外國居民將實質資源借予這個國家使用，亦

即外國在對這個國家融資，因此，這個國家民間部門持有的國外資產減少(或

對外負債增加)，或是官方持有的國外資產減少。 

7.當一國有資本淨流出時，該國有經常帳盈餘，或官方準備資產減少。直觀上，

一個國家有資本淨流出，如果不是由經常帳盈餘來補償，便必須動用官方準備

加以補償。 

8.自發性交易是指由於國際間價格差異、金融資產預期報酬率差異、所得差異、

消費傾向差異與個人目的而產生的交易，例如以營利為目的的產品與勞務的進

出口、金融交易、僑民匯款、贈款等，這些交易不受國際收支表其他項目的影

響。調節性交易是指當自發性交易的收入與支出發生缺口，為了彌補這些缺口

而進行的交易，例如逆差國動用國際準備或自順差國融資，因此，調節性交易

可視為由自發性交易所衍生的交易。 

9.貿易餘額、商品與勞務餘額、經常帳餘額、基本餘額、官方清算餘額等五種(詳

細說明請參考本書 pp87-88)。 



10.  CA = (S-I) + (T-G) = 民間部門淨儲蓄+政府部門淨儲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