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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經 訊 息~ 

☆☆明年最大利多是這個 學者：全球經濟恐面臨 10 年低成長☆☆ 
2022 年世界各國面對俄烏戰爭和大陸清零的防疫政策，加上不斷飆漲的通膨，經濟體顯

得疲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今年的全球 GDP 為 3.2%，明年 2.7%；也有經濟學

家說，大陸經濟體重新開放對全球很重要，但全球經濟恐面臨長達 10 年的低成長。 

據《CBNC》報導，經濟學家費南德斯（Daniel LacalleFernández）說，全球經濟恐面臨

長達 10 年的低成長，而明年市場最大的利多，是大陸經濟全面重新開放，「我們一直關注黯

淡的大陸經濟，這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增長很重要，對拉丁美洲和非洲也是如此。」 

費南德斯表示，大陸經濟重新開放，會大大推動全球經濟增長，「我認為我們可能會進入

很糟糕的 10 年，如果發達經濟體能年增漲 1%，那是件很幸運的事，因為一切都伴隨著高通膨

水平。」儘管前景黯淡，他強調，未來經濟體沒有危機，「市場開始對這種環境進行定價，而

儘管全球的增長和經濟發展水平並不高，還是能避免金融危機，如果真是這樣，那是一件好

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預測，全球 GDP 增長將從去年的 6%，放緩至今年的 3.2%和明年

的 2.7%，該組織說，「現在這是繼全球金融危機和疫情大流行，最弱的增長狀況。」與此同

時，全球通膨預計將從 2021 年的 4.7%升至今年的 8.8%，在明年再降到 6.5%，20204 年會

到 4.1%，儘管如此，仍高於很多央行的目標水平。資料來源：周刊王 CTWANT 2022.12.29 

☆☆【年終懶人包】年終獎金被扣稅？起扣額、稅率一次看！☆☆ 

年終獎金入帳怎麼好像比估算得少？可能是被扣稅了！根據最新「年度薪資所得扣繳稅額

起扣標準」，年終獎金若領超過 8 萬 6001 元，必須先預扣 5％的稅款。 

根據 yes123 求職網調查，有 7 成 9 以上的企業有意在農曆兔年前發放年終獎金，而發放

的平均落在 1.23 個月，創下近 3 年的新高。 

總額超過 86001 元先扣 5％ 

由於終獎金為非每月給付之薪資，按照《所得稅法》第 14 條規定，每次給付金額超過薪

資所得扣繳稅額表無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者之起扣標準者（2022 年度最新標準為新臺幣 86,001

元），需要預扣 5％的稅額。而預扣的稅額將納入當年度所得稅中，多退少補。 

舉例來說，小明月薪 5 萬元，今年年終獎金 2 個月，若領了 10 萬元，就會被預扣 5%，

也就是 5000 元。所以實際拿到的年終是 9 萬 5,000 元。但也別心，因為下個年度報稅時，

這 5000 元就會列入已繳納所得稅中，不用再繳這筆獎金的稅。 

至於 2023 年是否會再調升年度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起扣標準？國稅局官員表示，起扣標準

是依照國內物價指數再調整，並非每年都會調整。 

當物價上漲超過一定幅度時才會調升，而 2021 年底時已調升過一次（自 2022 年起適

用），近期應該不會再調升，因此企業在 2023 年發放年終獎金也將適用 8 萬 6001 元的起扣

標準。 

領超過 4 個月還要留意健保補充費 

https://www.cnbc.com/2022/12/28/global-economy-is-heading-into-a-decade-of-low-growth-economist-says.html


此外，民眾領取年終獎金時，可能還會被扣除健保補充保費，二代健保規範，當全年累計

獎金超過每月投保額的 4 倍時，差額部分需扣繳 2.11％的補充保費。 

舉例來說，小玉每月薪資為 4 萬元（適用投保級距 4 萬 100 元），而今年公司發放 8 個

月的年終獎金，將扣繳 3367 元【（32 萬-4.01 萬×4）×2.11％】的健保補充費。 

以上述案例來說，在為考量扣稅、健保補充費的情況下，該員工原本預估自己將領到 32

萬元的年終獎金，但扣除預扣的 5％稅款及健保補充費後，實際入帳金額將為 30 萬 633 元。 

資料來源：吳栢妤·Yahoo 財經特派記者 2022.12.13  

☆☆《工商社論》落實幸福經濟才是民之所欲的優先指標☆☆ 

隨著動盪不安的 2022 年已經進入年終歲末，然而不只持續已滿 3 年的新冠疫情，迄今未

見止歇；2022 年 2 月突然引爆的俄烏戰爭，更是使交戰雙方陷入進退失據、欲罷不能的泥沼

中。以致使得包括經濟學人、彭博社等國際媒體或世界經濟論壇（WEF）等專業智庫，在發布

2023 年有關全球經濟前景預測時，儘管關注的議題焦點不盡相同，但卻是異曲同工的指出，

「2023 年將是充滿挑戰的一年」。 

以彭博社所歸納出的 2023 年全球市場五大風險來看，就包括疫情復發，中國經濟復甦不

易、通膨影響，新興市場暴跌以及俄烏戰爭惡化，將影響食品、能源、化肥、金屬等之供銷。 

而經濟學人則是從相沿多年的發布新年度全球十大風險，於 2023 年改為發布十大關鍵趨

勢。其中的前五大，首先關注俄烏衝突的結果，將影響能源價格、通貨膨脹、糧食短缺、利率

及經濟成長等面向的表現。其次則是指出迫在眉睫的經濟衰退，其痛苦將是全球性的。第三個

則認為氣候問題，因各國需要找更安全的替代品，可能為氣候問題迎來一線希望。而第四個則

是中國隨著人口減少，經濟面臨逆風，將意謂著中國的經濟規模可能無法超越美國。第五個關

鍵趨勢則是指出美國的政治局勢因社會及文化分歧持續擴大，政黨對抗也將更加火上澆油了！ 

除了這些相對大家耳熟能詳，從市場發展前景所面臨的趨勢或風險提出預警之外，堪稱是

空谷足音的則是由芬蘭、冰島、蘇格蘭、威爾斯和紐西蘭所組成的「幸福經濟政府聯盟」

（Wellbeing Economy Governments），在其新年新展望中，強調將努力擴大影響力，目標

希望在 2040 年前，促成全球各地經濟體轉型。放棄以國內生產總值（GDP）成長率，做為衡

量進步的指標，重新制定能夠提供優質生活的經濟政策，讓人類與環境能夠和諧相處。 

參與此一「聯盟」的蘇格蘭首席大臣施特金（Sturgeon）就指出，「世界需要一個新的經

濟模式」，她並力促各國政府的決策者，追求經濟成長要以人民幸福為中心。尤其在面對氣候

緊急狀況、生物多樣性流失及生活成本因通膨提高在內的多重全球危機，因而更應反思「我們

該重視什麼，以及我們的經濟是為了什麼」的基本問題。 

另一個「聯盟」成員國的紐西蘭，更在 11 月公布了第一份「幸福報告」，務實的點出，

想要理解 GDP 之外的進展，則必須建構及檢視與幸福經濟有關的系列指標和證據，以理解更

廣泛意義上的進展。同時這份「報告」，也凸顯出紐西蘭的年長和年輕公民之間日益擴大的差

距，紐西蘭財政部也因而辨識出三大有待改善的領域，包括心理健康、教育成就，及住房的可

負擔性和品質。 

歸納「幸福經濟政府聯盟」所倡議的各國在評鑑政府治理經營績效時，應揚棄傳統只以

GDP 做為唯一指標的模式，改為以人民的幸福感、滿意度做為評鑑指標。嚴格來講，這其實算

不上是橫空出世的「新」意。問題的癥結其實在於，相較於 GDP 有明確的數據可做為「量化

指標」，幸福感則屬「質化」指標，迄今仍難精準的呈現出來。即使當國者明知施政理應質量

兼顧，但卻只能「捨難就易」，始終還是沿襲以 GDP 做為治理績效良窳的唯一指標了！ 



誠然，要建構政府施政是否符應「幸福經濟」的高標並非易事，但是民主政治的本質本來

就應該是「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執政者如果對如何提升幸福經濟的質感了無作為，卻只是依

GDP 數據，高調的炫耀台灣的國民年平均所得已跨越 3 萬美元大關，並將實現「超韓趕日」，

而卻無視於台灣的貧富差距正在逐年擴大中，以致於呈現一般生民大眾對所謂年平均所得創新

高卻完全無感的巨大落差了！ 

沒有錯，目前「幸福經濟政府聯盟」的成員都是屬於規模較小的經濟體，以致於所倡議的

「幸福經濟」，甚至也得不到國際媒體或專業經濟智庫的關愛眼神。然而不論是過往這兩三年

來，包括環境惡化、糧食短缺、通貨膨脹等災難接踵而至，並在環環相扣下呈現複合性危機。

因此在迎來 2023 新的一年，與其寄望於新冠疫情是否能像當年的 SARS 般停止肆虐，或者只

是消極的期待俄烏戰爭不致於惡化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甚至使台灣也遭波及。寄望因九合一選

舉敗選而陷入「跛腳」困局下的執政當局，能夠務實的在剩餘的任期，積極投入促成幸福經濟

的前瞻布局，則不只是全民幸甚，國家幸甚，小英總統也才有可能得到會被肯定的歷史評價

了！資料來源：工商時報—主筆室 2022.12.30 

☆☆基本工資、育兒津貼…16項元旦新制☆☆ 

行政院昨天公布明年元旦起實施的十六項惠民措施。包含基本工資調高，月薪調升到二萬

六千四百元、時薪一七六元，預估有二三二萬人受惠，另包括健保費率也不調漲。 

此外，民法修法將成年年齡調降為十八歲的新規定，也於明年元旦起施行，等於未來結婚

年齡從廿歲降為十八歲，此外，只要年滿十八歲就可自行租屋簽約、開銀行帳戶、申辦信用

卡、貸款等，不用先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還可擔任商業公司發起人、董事。 

元旦新措施還包括育兒津貼及○至二歲托育補助取消排富；調高每人基本生活費用，每年

由十九萬二千元調為十九萬六千元，約二三○萬戶受惠；調高綜所稅免稅額、扣除額，約有六

四一萬戶受惠。 

此外，因應升息，政府全額吸收學貸、青創、紓困貸款增加的利息，學貸約七十八萬人、

勞工紓困貸款約一五九萬名、勞工青創約六萬家企業等。 

大宗物資降稅措施，延續進口黃豆、小麥及玉米免徵營業稅，水泥、汽柴油減徵貨物稅，

以及牛肉、奶油、奶粉、小麥等廿二項貨品，調降關稅至明年三月底；老舊大型車汰舊換新減

徵貨物稅，每輛最高減徵四十萬元，約有一萬五千輛受惠。購買電動機車補助，每輛最高補助

七千元。住宅冷氣、冰箱汰舊換新節能補助，汰換為能效一級者，每台補助三千元，另可享減

徵貨物稅最高兩千元，至明年六月止。資料來源：聯合新聞-記者鄭媁、王聖藜／台北 2022.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