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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計 處 經 濟 統 計 通 報 

                        第 105-05 號                105 年 11 月 

近 3 年臺中市外食費物價指數漲勢概況 

隨著社會變遷，工作型態的轉變，潛移默化臺灣民眾的飲食習慣，

位居臺灣第三大都會區的臺中市也不例外。根據本市近 4 年家庭收支

記帳調查資料顯示，100 年平均每戶每月外食費用為 6,537 元，逐年遞

增，至 104 年則增為 8,344 元；此外，每月外食費占經常性收入的比例

也是逐年增加，至 104 年為最高 8.56%，顯示外食費用的波動對民眾家

庭收支的影響甚鉅（如圖 1）。 

然而，外食費用向來易漲難跌，受食材成本和水電燃氣價格上漲

的影響下，商家為轉嫁成本，價格隨之水漲船高。本文係針對本市 102

年至 105 年 9 月之外食費指數概況分析，並與臺灣地區及三都直轄市

（桃園市、臺南市未編布 CPI 除外）比較，供本府相關單位作為決策

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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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中市平均每戶每月外食費 

 

資料來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一、臺灣地區及四都外食費指數權數占 CPI 比率為一成左右 

本市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以下簡稱 CPI）食

物類所占比率 26.52%為最高，其中以外食費為最大宗，占食物類指數

的 38.74%及占 CPI 總指數的 10.27%（如圖 2），與臺灣地區及三都差

異不大，皆在一成左右（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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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臺中市消費者物價指數權數組成比率 

 
資料來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圖 3 臺灣地區及四都外食費指數權數占總指數比率 

資料來源：行政院主計總處、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新北市政府主計處、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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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市 102 年至 105 年 9 月外食費指數呈現遞增趨勢，其中

105 年 9 月外食費指數為 110.79，為近 45 個月最高；而本

市外食費指數年增率在 104 年 5 月後漲勢趨緩，均維持在

1.5%以下 

觀察本市外食費指數走勢，自 102 年至 105 年 9 月呈現遞增趨勢

（如圖 4 與表 1），其中漲勢最快速的 103 年 2 月到 5 月，主因年後遇

豬下痢疫情以及房租、瓦斯價格上漲，加上梅雨造成蔬菜歉收，外食

業反應營運成本上漲所致。而本市 105 年 9 月外食費指數為 110.79，

為近 45 個月最高。 

在外食費指數年增率方面，本市於民國 103 年 8 月出現高峰值

4.45%，主因蛋類受禽流感疫情影響年增率達 19.23%，肉類受豬下痢

疫情影響年增率達 16.41%，水電燃氣價格調漲年增率達 5.82%（如圖

5），店家反映營業成本調漲商品售價所致。然而，本市外食費指數年

增率在 104 年 5 月後漲勢趨緩，均維持在 1.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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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2 年至 105 年 9 月臺中市外食費指數與年增率 

 

資料來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表 1 102 年至 105 年 9 月臺中市外食費指數與年增率 

 

資料來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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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03.23 105.41 2.11 108.63 3.05 109.74 1.02

3月 103.34 105.87 2.45 108.65 2.63 110.26 1.48

4月 103.72 106.76 2.93 109.12 2.21 110.28 1.06

5月 103.74 107.77 3.88 109.25 1.37 110.24 0.91

6月 103.81 107.85 3.89 109.1 1.16 110.25 1.05

7月 103.77 108.02 4.10 109.21 1.10 110.39 1.08

8月 103.61 108.22 4.45 109.19 0.90 110.42 1.13

9月 104.12 108.16 3.88 109.53 1.27 110.79 1.15

10月 104.36 108.23 3.71 109.52 1.19

11月 104.37 108.5 3.96 109.56 0.98

12月 104.26 108.57 4.13 109.65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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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02 年至 105 年 9 月臺中市水電燃氣指數與年增率 

資料來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三、103 年至 105 年 9 月臺灣地區及四都外食費指數平均 

  年增率以本市 2.16%為最低，臺北市 2.73%為最高 

由 102 年至 105 年 9 月臺灣地區以及四都外食費指數觀察（如圖

6 與表 2），本市的外食費指數自 104 年 5 月至 105 年 9 月便維持四都

最低；而 103 年至 105 年 9 月臺灣地區以及四都外食費指數每月平均

年增率（如圖 7 與表 3）來看，以臺北市 2.73%為最高，其次為新北市

2.62%、高雄市 2.51%，本市 2.16%為四都中最低，亦低於臺灣地區 2.55%。

顯見本市外食費指數雖然走勢看漲，但與臺灣地區以及四都相較之下

仍屬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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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02 年至 105 年 9 月臺灣地區及四都外食費指數走勢 

 

資料來源：行政院主計總處、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新北市政府主計處、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圖 7 103 年至 105 年 9 月臺灣地區及四都外食費指數年增率 

 

資料來源：行政院主計總處、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新北市政府主計處、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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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市 103 年至 105 年 9 月外食費指數項目中，平均年增率

上漲 3%以上有 1 項，上漲 3%以下者有 11 項，以學生營

養午餐上漲 5.92%為最高 

觀察本市外食費指數細項平均年增率，漲幅 3%以上有 1 項，以學

生營養午餐上漲 5.92%為最高，主因 104年 9月學生營養午餐調漲所致，

若考慮物價指數權數，每年每戶支出僅微幅增加；漲幅 1%到 3%有 9

項，以中式餐廳料理 2.93%與中式早點 2.86%為較高；漲幅不到 1%有

2 項，以西式速食 0.40%為最低（如圖 8）。 

 

圖 8 103 年至 105 年 9 月臺中市外食類細項指數平均年增率 

 
資料來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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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根據 104 年家庭收支訪問調查結果，以平均每戶家庭消費

支出為 77.7 萬元規模之家庭為例，當本市外食費指數年增

率為 2.16%時，假設在消費相同品質與數量的商品及服務

情況下，推估本市平均每年每戶外食費支出會增加 1,725

元 

根據 104 年家庭收支訪問調查結果，以平均每戶家庭消費支出為

777,046 元規模之家庭為例，當本市外食費指數年增率為 2.16%時，假

設在消費相同品質與數量的商品及服務情況下，推估本市平均每年每

戶外食費支出會增加 1,725 元，按外食費細項分類，每戶每年支出增加

金額依序為（如圖 9 與表 4）：300 元以上有 3 項，以「中式餐廳料理」

420 元為最高，「中式米食」393 元、「中式麵食」312 元次之；100 至

299 元僅有 1 項為「中式早點」138 元；99 元以下有 8 項，「中式以外

料理」97 元，「學生營養午餐」92 元，「其他家外食物」81 元，「在外

點用之咖啡、飲料」64 元，「火鍋」62 元，「西式早點」32 元，「幼兒

園點心費」22 元，以「西式速食」14 元為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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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臺中市外食費細項每戶每年支出增加金額 

 

資料來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六、結論 

近 45 個月臺灣地區與四都（包括本市）之外食費指數呈現遞增趨

勢，因受到疫情與颱風等因素影響，導致肉類與蔬菜類等物價高漲，

加上房租與瓦斯費用等成本的調漲，連帶影響外食費用居高不下。 

然而，本市在 103 年到 105 年 9 月每月平均年增率為四都最低，

且年增率在 104 年 5 月以後止穩，均維持在 1.5%以下，顯示本市外食

費用較其他縣市相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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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2 年至 105 年 9 月臺灣地區及四都外食費指數（100=民國 100） 

 

資料來源：行政院主計總處、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新北市政府主計處、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臺中市 臺灣地區 臺北市 新北市 高雄市

102年1月 103.34 103.43 102.75 103.38 104.20

2月 103.23 103.39 102.75 103.39 104.11

3月 103.34 103.64 102.87 103.92 104.24

4月 103.72 103.73 102.90 103.64 104.96

5月 103.74 103.82 102.97 103.90 105.25

6月 103.81 103.96 103.04 103.95 105.57

7月 103.77 103.89 103.04 103.93 105.24

8月 103.61 103.76 102.98 103.83 105.21

9月 104.12 103.99 103.03 103.88 105.51

10月 104.36 104.29 103.27 103.99 105.71

11月 104.37 104.43 103.35 103.95 106.14

12月 104.26 104.49 103.37 104.08 106.03

103年1月 104.87 104.97 103.68 104.85 106.84

2月 105.41 105.31 104.12 105.30 106.95

3月 105.87 106.16 105.23 105.75 107.80

4月 106.76 107.14 106.47 106.47 108.84

5月 107.77 107.78 107.27 107.31 109.24

6月 107.85 108.10 107.70 107.68 109.43

7月 108.02 108.31 108.12 107.76 109.57

8月 108.22 108.48 108.39 107.58 109.82

9月 108.16 108.60 108.38 107.95 110.08

10月 108.23 108.71 108.77 107.89 110.26

11月 108.50 109.03 109.14 108.01 110.54

12月 108.57 109.17 109.34 108.39 110.61

104年1月 108.65 109.17 109.31 108.17 110.52

2月 108.63 109.27 109.48 108.34 110.80

3月 108.65 109.24 109.34 108.29 110.78

4月 109.12 109.68 109.81 108.82 111.31

5月 109.25 109.96 109.80 109.90 111.38

6月 109.10 109.91 109.71 109.69 111.33

7月 109.21 110.14 109.96 110.00 111.61

8月 109.19 110.32 109.96 109.93 111.83

9月 109.53 110.55 110.37 110.19 111.83

10月 109.52 110.65 110.54 110.42 111.88

11月 109.56 110.91 110.55 111.17 111.93

12月 109.65 111.03 110.70 111.29 112.00

105年1月 109.72 111.11 110.72 111.40 112.25

2月 109.74 111.15 110.73 111.41 112.22

3月 110.26 111.35 110.96 111.53 112.41

4月 110.28 111.45 111.00 111.59 112.59

5月 110.24 111.42 110.96 111.53 112.79

6月 110.25 111.48 111.04 111.38 112.87

7月 110.39 111.74 111.16 111.88 113.14

8月 110.42 111.77 111.11 111.94 113.22

9月 110.79 112.03 111.51 112.10 113.57

地區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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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3 年至 105 年 9 月臺灣地區及四都外食費指數年增率（%） 

 

資料來源：行政院主計總處、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新北市政府主計處、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臺中市 臺灣地區 臺北市 新北市 高雄市

103年1月 1.48 1.49 0.91 1.42 2.53

2月 2.11 1.86 1.33 1.85 2.73

3月 2.45 2.43 2.29 1.76 3.42

4月 2.93 3.29 3.47 2.73 3.70

5月 3.88 3.81 4.18 3.28 3.79

6月 3.89 3.98 4.52 3.59 3.66

7月 4.10 4.25 4.93 3.69 4.11

8月 4.45 4.55 5.25 3.61 4.38

9月 3.88 4.43 5.19 3.92 4.33

10月 3.71 4.24 5.33 3.75 4.30

11月 3.96 4.40 5.60 3.91 4.15

12月 4.13 4.48 5.78 4.14 4.32

104年1月 3.60 4.00 5.43 3.17 3.44

2月 3.05 3.76 5.15 2.89 3.60

3月 2.63 2.90 3.91 2.40 2.76

4月 2.21 2.37 3.14 2.21 2.27

5月 1.37 2.02 2.36 2.41 1.96

6月 1.16 1.67 1.87 1.87 1.74

7月 1.10 1.69 1.70 2.08 1.86

8月 0.90 1.70 1.45 2.18 1.83

9月 1.27 1.80 1.84 2.08 1.59

10月 1.19 1.78 1.63 2.34 1.47

11月 0.98 1.72 1.29 2.93 1.26

12月 0.99 1.7 1.24 2.68 1.26

105年1月 0.98 1.78 1.29 2.99 1.57

2月 1.02 1.72 1.14 2.83 1.28

3月 1.48 1.93 1.48 2.99 1.47

4月 1.06 1.61 1.08 2.55 1.15

5月 0.91 1.33 1.06 1.48 1.27

6月 1.05 1.43 1.21 1.54 1.38

7月 1.08 1.45 1.09 1.71 1.37

8月 1.13 1.31 1.05 1.83 1.24

9月 1.15 1.34 1.03 1.73 1.56

平均 2.16 2.55 2.73 2.62 2.51

地區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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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臺中市外食費細項每戶每年支出增加金額 

資料來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附註：1.總指數為所有家庭購買消費性商品及服務價格變動的平均情況；由於每個家庭購買的內容

及頻度不同，且可能差異懸殊，總指數變動與個人對物價漲跌的感受，常有落差，此種現

象，各國皆然。依國外(日本、歐盟、加拿大及英國等)研究結果顯示，一般民眾對購買頻

度較高商品之價格漲跌感受較為深刻，例如食物類價格短期波動，多數家庭時有感受，至

於久久才購買 1 次的 3C 電子產品，其價格變化容易忽視。 

2.本表平均漲跌率係以 102 年至 105 年 10 月臺中市外食費指數細項平均年增率為例，並計

算其簡單平均數。 

3.本市各類外食費消費支出金額係依 CPI 權重計算而得，利用平均漲跌率推算平均每戶家庭

消費支出增減金額，故各類支出增減金額加總不一定等於總消費支出增減金額。 

4.消費支出增減金額之計算因四捨五入到整數，故金額有些許差異。 

總指數 1000 777,046

外食費 102.75 79,841 2.16 1,725

  中式餐廳料理 18.45 14,336 2.93 420

  中式米食 29.43 22,868 1.72 393

  中式麵食 14.96 11,625 2.68 312

  中式早點 6.22 4,833 2.86 138

  中式以外料理 6.18 4,802 2.03 97

  學生營養午餐 2 1,554 5.92 92

  其他家外食物 5.11 3,971 2.04 81

  在外點用之咖啡、飲料 5.08 3,947 1.61 64

  火鍋 2.9 2,253 2.76 62

  西式早點 6.63 5,152 0.62 32

  幼兒園點心費 1.27 987 2.27 22

  西式速食 4.51 3,504 0.4 14

類別 權數(‰)
平均每戶家庭

消費支出金額(元)
平均漲跌率(%)

平均每戶家庭消費

支出增減金額(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