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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十一五」執行成效與「十二五」初步規劃 

一、前言 

「五年計劃」是中國大陸國家發展計畫的重要藍圖，每一個規劃主要是根據

當時的國外經濟情勢，以及大陸內部本身的經濟發展趨勢及問題，有系統地制定

未來五年的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遠景規定目標和方向。目前仍在實施的「十一五」

是大陸 2006-2010年五年的發展規劃，接下來登場的「十二五」則是大陸 2011-2015

年五年發展規劃。隨著大陸在全球的經濟實力及影響力愈來愈大，「十二五」所

衍生的市場商機備受全球注目。由於我國與大陸有相當緊密的經貿連結，因此「十

二五」對我國產業的可能影響不容忽略，除了可能衍生的商機外，同時也帶來了

產業發展的新課題。 

 

二、大陸「十一五」執行成效 

「十一五」規劃內有 9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依序是宏觀經濟平穩運

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城鄉區域發展趨向協調、基本

公共服務明顯加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增強、市場經濟體制比較完善、人民生活水

平繼續提高、民主法制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取得新進展，在前 8個目標的背後都

有一些量化指標衡量「十一五」規劃的執行成效。如下表所示，這些量化指標可

分成四個方面，分別是經濟增長、經濟結構、人口資源環境和公共服務人民生活。

截至去(2009)年底，「十一五」的部分量化指標都已實現預期目標或是仍在預期

目標之內。分述如下： 

(一) 在經濟增長方面，GDP和人均 GDP這 2項指標截至去年底都已提前實現

「十一五」之目標，例如去年 GDP為 34兆人民幣，明顯高於目標的 26.1

兆，而且 2006年至去年實質 GDP的年均增長為 11.4%，也明顯高於目標

的 7.5%；人均 GDP也有超過預期目標之表現。顯示在「十一五」期間的

前 4年，中國大陸的經濟有超乎預期的成長。 

(二) 在經濟結構方面，至去年底，唯有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達到預期目標，顯示

產業結構有改善，但是服務業就業比重及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國內

生產總值比重還未達預期目標，顯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離目標尚有一段距

離；而與城鄉區域發展相關的城鎮化率目標尚未達成，仍有加強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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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人口資源環境方面，共有 8項量化指標，除了耕地保有量未取得實際資

料外，至去年底多數人口資源環境指標都有實現預期目標或是在目標之

內。不過，至去年底 GDP能源消耗累計共下降了 15.61%，未達到預定下

降 20%的目標，而化學需氧量累計共下降 9.66%，也未達到下降 10%的目

標，顯示不論是能源消耗或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皆未達目標。 

(四) 在公共服務人民生活方面，除了轉移農業勞動力還未取得實際資料，以及

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目標外，其他 6項量化指標都已實現預期目標或

是預期目標之內，顯示「十一五」時期的前 4年，大陸的養老保險覆蓋人

數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都有明顯的增加；而且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收

入也都有穩定的成長，例如城鎮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的人均純收入，

在 2006年至去年的年均成長分別達到 10.2%及 8.3%。 

 

整體而言，大陸執行「十一五規劃」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成果有經濟呈

現超乎預期的成長；人口資源環境大都得到有效的控制，表示污染惡化和生態環

境破壞有趨緩，反應了攸關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有改善跡象，但尚未達到預期

目標，顯示在節能減排方面仍有繼續努力的空間；另外，公共服務人民生活多數

目標都有達成，反應大陸的就業人數增加有達到目標以上，居民收入明顯改善，

農村醫療及養老保險也都有進步。 

 

 



 

 

表一  大陸「十一五」時期經濟發展主要指標的完成進度  

類別 指標 2005年(實際值) 2010年(目標)
年均增長或變
化累計(%)

屬 性 2009年(實際值)
2006~2009的年均增長

或變化累計
進度

國內生產總值（萬億元） 18.2 26.1 7.5 預期性 34 年均增長11.4% 已實現預期目標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元） 13985 19270 6.6 預期性 25575 - 已實現預期目標
服務業增加值比重（%） 40.3 43.3 [3] 預期性 43.4 累計增加3.1% 已實現預期目標
服務業就業比重（%） 31.3 35.3 [4] 預期性 34.1 累計增加2.8% 尚未達到預期目標

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
總值比重（%）

1.3 2 [0.7] 預期性 1.62 累計增加0.32% 尚未達到預期目標

城鎮化率（%） 43 47 [4] 預期性 46.6 累計增加3.6% 尚未達到預期目標
全國總人口（萬人） 130756 136000 ＜8‰ 約束性 133474 0.52% 在預期目標之內

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降低（%） - - [20] 約束性 - 累計下降15.61% 尚未達到預期目標
單位工業增加值用水量降低（%） - - [30] 約束性 - 累計下降31.2% 已實現預期目標
農業灌溉用水有效利用係數 0.45 0.5 [0.05] 預期性 0.48 累計增加0.03 已實現預期目標
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 55.8 60 [4.2] 預期性 66.6 累計增加10.8% 已實現預期目標
耕地保有量（億公頃） 1.22 1.2 -0.3 約束性 - - -

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 - - [10] 約束性 -
化學需氧量累計下降

9.66%；二氧硫化累計
下降13.14%

化學需氧量減少尚未達到預
期目標；已實現二氧化硫減

少之預期目標
森林覆蓋率（%） 18.2 20 [1.8] 約束性 20.36 累計增加2.16% 已實現預期目標

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8.5 9 [0.5] 預期性 接近8.9年 - 接近預期目標
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覆蓋人數（億人） 1.74 2.23 5.1 約束性 2.35 年均增長7.8% 已實現預期目標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 23.5 >80 >[56.5] 約束性 94 累計增加70.5% 已實現預期目標
五年城鎮新增就業（萬人） - - [4500] 預期性 - 累計增加4603萬人 已實現預期目標
五年轉移農業勞動力（萬人） - - [4500] 預期性 - - -
城鎮登記失業率（%） 4.2 5 - 預期性 4.3 - 在預期目標之內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0493 13390 5 預期性 17175 年均增長10.2% 已實現預期目標
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元） 3255 4150 5 預期性 5153 年均增長8.3% 已實現預期目標

人口資源環境

公共服務人民
生活

經濟成長

經濟結構

 
註：[ ]是指五年變化的累計數；主要污染物指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表示仍缺實際資料。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 (全文)；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中國大陸環境狀況公報 (2009)；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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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陸「十二五」規劃主要內容 
 

大陸於「十一五」期間提出一些量化指標作為政策規劃的目標，根據上表各

經濟發展指標的相關數據，多數量化目標都已提早實現，顯示整體經濟、社會發

展都在進步中。不過，暫且不論那些未完成的目標是否可能在 2010 年底達成，

大陸仍存在一些經濟、社會及政治層面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仍是「十二五」面臨

的挑戰。根據「十二五」規劃的建議內文，表示中國大陸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

調及不可持續問題仍然突出，主要有資源環境約束強化、投資和消費關係失衡、

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科技創新能力不足、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發展基礎薄弱、

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就業壓力仍較大、社會不安定因素增多、影響發展的體制

障礙仍較多等問題。而為解決這些問題，「十二五」仍提出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

並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定為發展的主線或是主軸，其基本要求有 5點，

從這些基本要求大概可以看出大陸「十二五」的主要實施方向。 

(一) 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 

大陸為追求經濟快速成長，較重視量的增加，缺乏質的改善，在很多經濟結

構層面都出現失衡或是不協調的現象。因此，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

構戰略性調整是主攻方向，可分成擴大內需、產業發展及區域發展等 3個面向。 

1. 在擴大內需方面，主要重點是消費內需，因此必須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

機制，例如加速城鎮化、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會福利制度、建設市場流通

體系等；另外，就是調整投資結構，主要是引導投資進入農業、科技創新、

社會公益及資源節約等領域，以及引導更多投資進入中西部，同時鼓勵擴大

民間投資。 

2. 在產業發展方面，重點是產業結構的調整，例如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傳統製

造業的升級、發展戰略新興產業及加快發展服務業；而發展戰略新興產業主

要有七大產業，分別是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製造、

新能源、新材料及新能源汽車等產業；另外，加強現代能源產業和綜合運輸

體系建設，以及提高產業的信息化水平，也都是產業發展的重點方向。 

3. 在區域發展方面，主要是統籌城鄉發展、加速城鎮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及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最後的區域協調發展，主要有將西部大開發放在優先

位置；並大力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積極支持東部地區率先發展及全面振興東

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加大支持西藏、新疆和其他民族地區發展力度。 

(二) 科技進步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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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造」是全球對中國大陸的產業角色定位，但大陸國內的部分專家學

者也一直強調並建議大陸未來是要轉型為「中國設計」。對此，「十二五」規劃重

點在於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進而建設成創新型國家。因此，

未來五年大陸的自主創新人才的量與質都會有明顯的提升。 

(三) 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般認為過去大陸的規劃是在追求國強，存在著明顯國富民窮現象。然而，

「十二五」規劃的重點是國?轉民富，故更注重民生問題及社會目標的實現。而

「十二五」在這方面除了要促進就業、發展各項社會事業及完善社福制度外，調

整收入分配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實施重點。 

(四) 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社會 

過去大陸為追求經濟快速成長，較不注重資源節約及環境保護，或是沒有嚴

格執法，導致資源使用效率低落及環境污染速度加快等問題，讓經濟可持續成長

出現隱憂，即使「十一五」期間有達到預定的相關目標，但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

間。因此，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社會是「十二五」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的重要著力點，主要有節約能源，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強度，發展循環經濟，推廣

低碳技術，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等方向。 

(五) 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是大陸「十二五」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主要是著重

在經濟、政治、文化及社會等領域的體制改革，重點方向有進行公有制和非公有

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資源性產品價格和要素

市場改革、社會事業體制改革等。 

 

四、「十二五」規劃下，我國產業的商機與課題 
 

我國與大陸有相當緊密的經貿連結，加上兩岸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

協議」(ECFA)後，很多關於兩岸經貿往來的規定、限制都將逐漸鬆綁，雙方競爭、

合作的機會也跟著增加。因此「十二五」對我國產業將會產生較大之影響，然而

影響的背後除了龐大商機外，也為我國產業發展帶來了新課題。 

(一) 「十二五」對我國產業的商機 

1. 擴大內需消費商機 

擴大內需消費是大陸為調整投資和消費失衡的實施方向，而做法在於擴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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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需求的長效機制或是釋放居民的消費潛力。對此，預計短期間將持續利用補貼

方式，鼓勵居民增加消費，例如已進行中的家電、汽車「下鄉」和「以舊換新」

等政策；此外，大陸為了促進消費並推廣節能環保，於去年實施了「節能產品惠

民工程」，涉及包含空調、冰箱、洗衣機、平板電視、熱水器、電機、汽車等產

品，只要節能效率符合規範要求的產品，都有機會受到補貼。另外，長期間大陸

將改善人民收入分配，提高消費能力；完善社會福利制度及醫療體系，減少預防

性儲蓄；加強市場流通體系的建設，改善消費環境。 

對我國產業而言，除了關注大陸短期的商品補貼商機外，擴大內需消費的長

期方向而帶來的商機也值得留意。在改善人民收入分配方面，不同類型的人有不

同的行銷定位策略，例如高、中、低所得的居民；一級城市及二、三級城市的居

民。這些不同類型的居民受到政策的影響，其收入增加背後衍生的消費商機意義

不同，我國業者的銷售定位策略也應有所差異。另外，社會福利制度及醫療體系

的改革，將帶來龐大的保險、醫療商機；而市場流通體系的建設，對於建設物流、

連鎖商店也有較大之需求，特別是建設仍較落後的小城市或是農村，還有龐大的

需求商機。 

2. 產業合作商機 

「十二五」規劃下的產業合作商機是建構在兩岸產業存在合作優勢互補之機

會。以製造業為例，一般認為大陸雖有大量生產的優勢，但仍是以低階產品為主，

品質低落，且自主創新、商品化能力有限，多數業者還存在模仿的層次，產品同

質性高；而台灣雖無量產能力優勢，但大都是以中、高階產品為主，且品質穩定，

自主創新及商品化能力都較大陸高。再以服務業為例，大陸市場廣大，各地人文

風俗都有差異，大陸業者擁有明顯的在地化優勢，但若以國際化的服務水準及服

務模式創新能力而言，我國服務業則明顯優於多數大陸業者；主要原因是台灣國

際化腳步較快，且有豐富的多元文化，加上市場規模小，市場相當競爭激烈，故

能生存下來的業者，大都有高品質或是獨特的服務模式，差異化能力明顯較高。 

大陸「十二五」的產業規劃如農業現代化、傳統產業升級、發展七大戰略新

興產業、加快發展服務業及產業資訊化(或訊息化)等方向，很明顯的都是為了讓

大陸各產業更上一層樓。從過去歷史看來，台灣在農業、傳統產業升級、服務業

及資通訊(ICT)的發展上都有豐富經驗，而且普遍擁有較先進的技術、高品質的

商品和服務，讓兩岸產業存在很多合作互補的機會。此外，台灣也正在發展「六

大新興產業」如生物科技、綠色能源、醫療照顧、精緻農業、文化創意、及觀光

旅遊，以及「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如雲端運算、智慧電動車、智慧綠建築、發

展專利產業化，顯示台灣現在的產業發展重點和大陸的戰略新興產業及部分服務

業都有相對應的發展規劃，由於兩岸產業各自擅長的資源優勢不同，隱含兩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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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產業及部分服務業可以進行合作，共同發展。因此，我國政府和民間應掌握此

商機，並積極透過各種管道、平台、方式進行交流，進而促成兩岸產業優勢互補

合作。 

(二) 「十二五」對我國產業的挑戰 

1. 大陸的技術、品質追趕之競爭壓力 

從兩岸產業競爭的角度來看，台灣和大陸相比，還有技術上或是品質穩定之

優勢。但大陸「十二五」挾著龐大市場商機，將會不斷吸引國際大廠進入設廠，

甚至為了貼近當地消費者，還會在當地設立設計、研發中心；此外，大陸為了扶

植本土業者，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設立了諸多外商投資障礙，例如不能獨資，

得要中外合資才能進入中國投資設廠。隨著各國際廠商陸續搶進大陸市場，以及

大陸政府的政策導向，未來大陸的技術、品質提升是必然發展之趨勢，對於我國

產業來說，將會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競爭壓力。以台灣的手工具業為例，大陸是

以 DIY 級的手工具生產為主，而台灣是以專業級手工具為主，但目前專業級手

工具的義大利、法國品牌已開始在大陸設廠生產，表示大陸在某些高階的專業級

手工具已經可以取代台灣。 

因此，面對大陸產業的技術、品質追趕之壓力，我國產業發展應持續進行差

異化，實現升級轉型。例如台灣的量產能力雖不如中國，但仍擁有技術、品質上

的優勢；另外，與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相比，於某些領域中，雖然台灣技術、

品質沒有明顯優勢，但平均而言台灣卻有平價優勢。因此，我國產業可以平價為

競爭力基本優勢條件，持續進行差異化，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走向與中國不同

市場區隔，進而突顯並維持台灣的競爭領先優勢。 

2. 台灣人才、資金及技術外流之疑慮 

大陸「十二五」規劃下，為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將會透過各種政策優惠措

施如租稅獎勵、便宜的土地、便利的融資管道及通關便利等好處，以及提供完善

的工業區等硬體設施，來吸引企業進駐投資；此外，產業升級及發展戰略新興產

業也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投入。因此，隨著大陸「十二五」規劃在 2011 年啟動所

產生的磁吸效應，我國產業的資金、人才都可能加速外移至大陸，而且隨著兩岸

產業雙向投資加快或是合作更為密切，極有可能因為產業的關鍵核心技術及知識

保護不當，而造成重要技術外流至大陸，造成我國的產業競爭優勢逐漸消失。對

此，我國政府對於產業要有明確的發展定位，再配合產業定位積極創造適合的經

營環境，將產業的資金和人才留在台灣，同時避免技術外流，而企業本身也要設

法深化產品技術以及經營、服務的知識，以降低關鍵技術和知識外流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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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陸台商面臨轉型的壓力 

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社會是「十二五」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

著力點，加上大陸為進行產業升級，以及東部沿海缺工及工資上漲等現象，很多

台商都面臨升級轉型的壓力，特別是勞動密集、高污染、高耗能等產業的台商。

對此，台商可能是往勞動成本較低或是執法較不嚴格的內陸地區遷移，或是考慮

往東南亞國家移動。若是不考慮遷移，希望留在東部沿海地區發展的企業，就得

設法升級轉型。 

 

五、結論 

綜觀「十一五」期間的執行成果，可以發現經濟成長超乎預期；污染惡化和

生態環境破壞現象雖有趨緩，但尚未達成預定目標；就業人數增加有達到目標以

上，居民收入明顯改善，農村醫療及養老保險也都在持續進步。不過，大陸發展

中的不平衡、不協調及不可持續問題仍然突出，顯現未來的「十二五」仍有不少

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要面對、處理。而為解決這些問題，「十二五」將「加快轉

變經濟發展方式」定為發展的主線或是主軸，而對應的實施方向，主要有經濟結

構戰略性調整；科技進步和創新；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

型的社會；最後是改革開放。 

然而，我國與大陸有相當緊密的經貿連結，「十二五」規劃將對我國產業產

生較大的影響；加上兩岸簽署 ECFA後，很多兩岸經貿往來的規定、限制都將逐

漸鬆綁，也有助於我國搭上「十二五」商機，但龐大的商機外，我國產業也將面

臨新的課題。「十二五」對我國產業的商機，主要是擴大內需消費市場的商機，

以及兩岸產業合作商機，不過擴大內需消費市場的商機，可能存在「看得到，但

不一定吃得到」的情況，因此我國業者要開拓大陸市場，除了本身競爭力要夠強

大外，有很多是需要政府協助的，例如關稅、通路、非貿易障礙的排除；另外，

兩岸產業合作商機的重點在於利用兩岸產業各自優勢，進行合作互補，共同開拓

大陸市場。 

最後，「十二五」對我國產業的挑戰主要有 3 點，第一是大陸的技術、品質

追趕之競爭壓力，因此我國產業應持續進行差異化，實現升級轉型，突顯並維持

台灣的競爭領先優勢；第二是台灣人才、資金及技術有外流之疑慮，對此我國政

府要有明確的產業發展定位，以及適合的經營環境，才能將產業的資金和人才留

在台灣，而企業本身也要設法深化產品技術以及經營、服務的知識內涵，藉此降

低關鍵技術和知識外流的風險；第三則是大陸台商面臨轉型的壓力，特別是在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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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高污染、高耗能等企業，我國台商若不往中西部地區或

其他東南亞國家遷移，就得面臨就地升級轉型的壓力。 

 

<曾仁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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