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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議題

 全球紓困振興比一比
 振興券整理包
 建構財富永久的N倍券

富邦人壽資訊公開說明文件放置網址http://www.fubon.com ，歡迎上網查詢。

振興三倍
FUN



2

議題重點掃描

振興券整理包
振興劵是否振興台灣
經濟?
後續效應值得期待?

全球紓困比一比
疫情影響下各國紓困
方案有哪些?
振興經濟效益有多少？

01

02

03 建構財富永久的N倍券
振興券是一時，實現財
富振興，才是王道

圖片來源:FLATICON、GOOGLE、 FREEPIK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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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新冠肺炎引發的全球經濟大振興，紓困救經濟是「第二

戰場」，其重要性不亞於對抗病毒。各國政府緊急提出救急或支持
復甦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因為一旦經濟持續下墜而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那將耗費更多的力氣也不見得能挽回。

各國紓困比一比
振興經濟一起來

台 美 日 韓 新

預算規模
1.05兆台幣

(約0.03兆美元)

2019 GDP規模
19兆台幣
佔GDP比重

5.5%

•貸款額度7,000億
•特別預算600億

+1,500億
•移緩濟急與基金約

1,400億

預算規模
2.2兆美元

2019 GDP規模
21.4兆美元
佔GDP比重

10.2%

• 5,000億援助災戶
• 2,900億家庭補助
• 2,500億失業保險
• 3,500億中小企業
貸款

預算規模
約12兆日幣

(約0.11兆美元)

2019 GDP規模
5.15兆美元
佔GDP比重

2.1%

預算規模
128.7兆韓元

(約0.11兆美元)

2019 GDP規模
1.6兆美元
佔GDP比重

6.8%

預算規模
550億星幣

(約0.039兆美元)

2019 GDP規模
0.36兆美元
佔GDP比重

10.8%

• 4,300億日圓振興
計畫

• 1.6兆日圓支援衝
擊企業

• 100兆韓元企業紓
困金

• 16.2兆韓元及五大
消費券、休假補助、
降稅、擴大投資

• 11.7兆韓元疫情防
控及活化經濟

• 1.64億紓困
• 8億防疫預算
• 40億協助企業
• 16億家庭補助
• 484億加碼薪資、
緩徵稅、發放現金

資料來源：行政院（上表為各國紓困方案額度比較表，與各國領袖在最初提案時相較會有所出入。）

各國政府提出龐大的資源政策來拯救所有產業，紓困金額來到史無前例
新高，這將是經濟政策全面革新的一頁；然而眼前多的這筆紓困金，無
疑地是在疫情之下，難得迎來的好消息，而台灣人民期待的振興三倍券，
已於日前開始發放，時至今日，你，振興了嗎?

7/1 7/15 12/31

開始申請 消費截止消費開始

圖片來源:FLATICON、GOOGLE、 FREEPIK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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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經濟三倍劵
後續效應

中央大學台灣經濟發展
研究中心執行長吳大任
表示，振興券要達到最
好效果，就要將替代

效果降到最低，乘數效果拉到最
高，但替代效果很難避免，用振
興券去買日用品，原本要拿去買
日用品的現金存下來，這就是替
代效果。政府能做的就是將乘數
效果放大，「愈簡單、愈接近現
金，乘數效果愈好」，制度設計
太複雜只會加大替代效果。

民眾對三倍券的期待及專家看法

42% 33% 10% 8% 7%

未決定 日用品 旅遊 買家電
買菜、
食品等..

可以依照個人喜好消費使用，不論是實體店面、夜市、演唱會、旅遊
住宿、交通等皆可使用。但不能使用在電商網購、繳稅、罰單、規費、
菸品、保單、股票、國民年金、信用卡費、禮券、儲值等11項消費。
有民調公司調查，民眾會用三倍券來買什麼呢？

註：TVBS民意調查中心共接觸1,203位15歲以上台灣民眾以電話方式進行調查

振興紓困案的賞味期限？

美中兩大經濟體疲弱，全球經濟
成長預測-2.9%下修至-5.4%，
經濟從 V 型緩步復甦 U 型走勢

全球經濟復甦緩慢，抑制我國
外貿動能，中研院下修台2020
經濟成長率估1.15% 

央行示警，龐大的財政措施推升
政府債務；疫情結束「加稅也是
選項之一」

資料來源:經部中小企業處、聯合新聞網109.06.03、中央社109.06.10、鉅亨網109.6.22、109.7.15、
聯合報109.06.27、新頭殼109.07.14  圖片來源:FLATICON、GOOGLE、 FREEPIK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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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財富永久的
N倍振興券

一個紓困兩個疑惑

【政府面】如果加稅成未來式，您適用幾項?
全球80多位富豪籲各國課富人稅，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也主張
加稅，以因應財政赤字創紀錄。
台灣的債務占GDP的比重來到33.08%，逼近金融海嘯時33.4%水準註1，
央行表示，以下4項均為主要國家積極推動的新稅源註2，您適用幾項?

資料來源：聯合報20200627、經濟日報20200714。註1：根據財政部統計至2020年4月底。註2：央行強調，財政重整的時間點及執行方式必須審
慎評估，過早財政重整或結束激勵措施，恐將阻礙復甦。圖片來源：123RF網站。

所得稅 碳稅 數位稅

綜合所得稅 因應氣候變遷 數位化經濟

全球所得稅負

促使大型跨國企業就全球所得，繳納一定比率的稅負

【個人面】振興券提高暫時收入，肥了心情，卻瘦了荷包?

短期

提振消費信心，具有紓困效果

長期

增加永久收入，保護資產面對不確定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