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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中共近十年國防預算統計表                             單位:人民幣億元 

 

國防預算  占 財 政 總 支 出 比 率 占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比 率
年

別  
總額  成長率

(%)  

總額  比 率

(%)  

總額  比 率

(%)  

折合美金 

兌 換 匯 率

1993 432.48 14.44 4,982.47 8.68 35,161 1.23 74.57 1:5.76 

1994 550.63 27.32 5,819.76 9.46 43,800 1.26 63.30 1:8.70 

1995 636.72 15.64 6,812.19 9.35 57,650 1.10 75.81 1:8.40 

1996 720.06 13.08 7,912.75 9.10 67,930 1.06 85.72 1:8.40 

1997 812.57 12.84 9,233.75 8.80 74,548 1.09 98.01 1:8.29 

1998 934.72 15.03 10,771.00 8.66 79,553 1.17 112.01 1:8.29 

1999 1,076.70 15.19 13,137.00 8.20 82,054 1.31 128.98 1:8.29 

2000 1,197.96 11.27 15,879.00 7.54 89,404 1.34 144.68 1:8.28 

2001 1,411.56 17.83 18,844.00 7.49 95,933 1.47 170.49 1:8.28 

2002 1,660.00 17.60 21,113.00 7.86 102,648 1.62 200.24 1:8.28  

資料來源：民國九十二年國防白皮書第一篇：http://www.mnd.gov.tw/report/defence/chinese/p1.HTM 

 

 

 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