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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兩岸經貿情勢回顧與 2013年展望 

一、前言 

回顧 2012年全球經濟，不僅延續了 2011年下半年的低迷，更面臨了新的挑

戰，原本各界預期，在南歐各國獲得歐洲央行金援後，經濟情勢可望逐步回穩，

孰料歐債問題不僅並未因希臘獲得紓困資金而告緩解，反而擴及西班牙及義大利

等重要國家，無獨有偶地，美國經濟改善速度也在第 2季陷入遲緩，中國大陸經

濟更出乎意料地降溫，第 2 季及第 3 季經濟成長率連續跌破 8%水準，分別降至

7.6%及 7.4%。上述政經事件不僅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衝擊，也拖累了兩岸間經

貿往來表現。在貿易方面，2012 年前 11 月兩岸貿易總額為 1,110.7 億美元，較

上年同期減少 5.9%，前 11 月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件數及核准金額也分別減少

19.3%及 20.8%，所幸陸客來臺觀光人數仍大幅成長，2012 年前 11 月中國大陸

民眾來臺總人數為 231.0 萬人次，較上年同期增加 48.8%，且來臺人數中以觀光

活動為主要目的者更增加了 58.8%，有效降低了全球經濟疲弱對兩岸經貿造成的

不利影響，以下本文將就 2012 年兩岸個別經濟及兩岸貿易進行回顧，接著展望

2013年國際情勢及兩岸可能的經濟表現，以及影響兩岸經貿發展的相關因素。 

 

二、2012年兩岸貿易情勢回顧 

在貿易方面，國際經濟及金融情勢的不穩定，直接影響兩岸各自對外出口表

現，也間接影響兩岸貿易擴張步伐。首先在臺灣方面，根據財政部統計，2012

年前 11 個月中，除了少數月分有所成長外，其餘出口均呈衰退，其中又以 1 月

減少 16.8%最高，累計出口年減 3.3%，在主要出口市場方面，則以對美國及歐

洲減少較多，前 11月分別減少了 10.0%及 9.4%，其次為香港及中國大陸，分別

減少了 6.3%及 5.2%。由於出口不振拖累我相關原材料及半成品進口，廠商投資

意願也趨於保守，累計前 11月我進口年減 4.3%，其中又以資本設備年減率 8.8%

最高，其次為農工原料減少 4.2%，消費品則小幅成長 2.3%，雖然出、進口均呈

衰退，但由於進口減幅大於出口，使得前 11 月累計貿易出超金額為 262.6 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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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較上年同期不減反增 17.6億美元。 

在中國大陸貿易表現部分，受到主要國家需求疲弱，特別是中國大陸最大出

口地-歐盟經濟萎縮影響，累計前 11月貿易總額年增率僅 5.8%，較 2011 全年貿

易年增率 22.5%大幅下滑，其中出口成長率為 7.3%，進口成長率為 4.1%，亦遠

低於 2011 全年出口成長 20.3%及進口成長 24.9%表現，同樣由於進口影響幅度

高於出口，使其前 11 月順差 1,995.4 億美元已高於 2011 全年水準。在其主要貿

易伙伴中，以對歐元區主要國家之法國及德國出口減少最多，前 11 月分別減少

10.5%及 10.0%，在進口方面，則以自日進口減少 7.6%最多，綜合兩岸數據觀察，

可發現歐盟為兩岸同時出口減少地點，其餘市場表現則有所差異，例如對美國出

口中國大陸前 11月仍較上年同期成長 8.2%，但臺灣對其美出口則減少兩位數達

10.0%。 

在兩岸雙邊貿易方面，2012 年前 11 月我對中國大陸出口 737.0 億美元，較

上年同期減少 5.2%，在主要出口中國大陸及香港產品中，依目前國貿局最新公

布數據為例，前 10 月唯一成長產品為礦物燃料，年增率達到 36.6%，主要原因

是上年同期國內重要石化廠商中油五輕歲修及臺塑化煉油廠停工，導致基期數據

較低，2012 年廠商恢復正常產能，也使得該項產品出口回溫，不過其他產品出

口均呈現衰退趨勢，其中以貴金屬及其製品減少 54.0%最多，其次為鋼鐵及人造

纖維絲，分別減少 23.9%及 20.3%。在進口方面，累計前 11 月我自中國大陸進

口為 373.8 億美元，年減率為 7.5%，在前 10月主要進口產品中，以雜項化學產

品及鋼鐵減少最多，分別較上年同期減少了 29.1%及 27.3%。 

分析兩岸貿易在 2012 年表現不佳的主要原因主要可分為以下三點，首先是

中國大陸經濟降溫特別是固定投資的減少，致使我以中國大陸內需，特別是與固

定投資有關產品出口受到壓抑，這可由金屬、機械、石化與塑膠等類產品出口減

少幅度高於電機、光學類產品看出。其次，國際需求疲弱致使低價產品當道，使

得我與中國大陸本地所生產同類產品面臨其低價產品強力競爭。最後也是最重要

的一點，臺灣出口受到中國大陸進口替代政策的強力挑戰，如表 1 所示，2012

年中國大陸前 11月進口主力商品中，機電產品僅成長 3.4%，但中國大陸出口同



兩岸經濟統計月報  237期  3-3 

類產品卻有 8.2%的成長，兩者間差距達 4.8個百分點，而臺灣主要出口產品如積

體電路、液晶面板及塑膠原料，中國大陸前 11 月進口金額分別增加了 11.6%、

5.1%，以及減少 2.2%，但中國大陸同類型產品出口金額卻大幅成長了 57.4%、

22.5%及 34.7%，鋼材也呈現進口大幅減少，但出口約略持帄的現象，除了出口

金額成長驚人外，若就其數量及金額比較更可以發現，積體電路及塑膠製品出口

金額的成長率遠高於數量的成長率，這顯示其產品單價上揚，產品有朝向高值化

發展趨勢，由於上述產品向來為臺灣出口中國大陸主力，當中國大陸進口替代並

朝向高質化發展時，臺灣出口不僅面臨短期衝擊，更將面對未來中長期的結構挑

戰。 

表 1 中國大陸 2012年前 11月主要商品進出口成長率 

單位：年增率 % 

進口 
年增率 

出口 
年增率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機電產品 - 3.4 機電產品 - 8.2 

積體電路 11.7 11.6 積體電路 26.5 57.4 

液晶顯示板 26.0 5.1 液晶顯示板 26.9 22.5 

初級形狀的塑膠 3.4 -2.2 塑膠製品 6.9 34.7 

鋼材 -12.3 -17.1 鋼材 12.7 -0.1 

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總署。 

回顧 2012年兩岸貿易各項數據，雖然成長幅度並不如往年，但可喜的是「兩

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已產生正面效果，且其效益逐步反映在減免關稅

金額，也表現在早收利用率、ECFA產證核發金額及核發廠商家次等指標上，以

關稅減讓金額為例(如表 2所示)，由於臺灣產品早收項目陸續增加至 539 項，且

早收清單中 94.5%產品均將降為免稅，在開放程度及降稅額度提高，利用率逐漸

增加的情況下，我獲中國大陸減免關稅金額，已由 2011全年的 1.22億美元，增

加至 2012 年第 3 季累計達 5.09 億美元，單以這 539 項商品在 2012 年前 3 季為

臺灣企業節省的關稅 3.87億美元而言，便占同時期臺灣出超金額 195.6億美元之

2%，且關稅減讓金額有逐季增加趨勢，由 2012 年第 1季的 1.03億，增加至第 2

及第 3 季分別有 1.35 億及 1.49 億美元，中國大陸方面獲我減免關稅金額也有相

同情況，若未來能隨著 ECFA後續協商逐步擴大免稅項目，對我產品銷陸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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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獲利將可產生更大的正面效益。 

 

表 2 兩岸 ECFA早期收獲計畫關稅減免金額 

單位：億美元 

  2011 2012Q1 2012Q2 2012Q3 

臺灣 
累計 1.22 2.25 3.60 5.09 

增加金額  - 1.03 1.35 1.49 

中國大陸 
累計 0.23 0.34 - 0.63 

增加金額  - 0.11 - 0.29 

資料來源：經濟部貿易局。 

 

三、2013年兩岸經貿展望 

展望 2013年，由於歐債問題短期內仍無法根本解決，加上美國在 2013 年即

將面臨財政懸崖(Fiscal Cliff)，同時中國大陸經濟前景亦未明朗，使得各主要機

構在預測 2012及 2013 年全球及各主要國家經濟表現時，均抱持較為保守態度，

以經濟學人(EIU)同月公布數據中(如表 3所示)，2013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 2.3%，

僅高出 2012 年 0.1 個百分點，環球透視(GI)在 202 年 11 月公布數據為例，2013

年預測結果為 2.6%，同樣較 2012年之 2.5%提高 0.1個百分點，其餘如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IMF)在 10 月分的預測數據也多呈現類似看法，顯見 2013 年全球復甦

動能仍顯薄弱，經濟前景無法有較大幅度改善。 

 

表 3 2012及 2013年全球及主要國家經貿數據預測 

單位：年增率 % 

機構名稱 經濟學人 

(EIU) 

2012.12 

環球透視 

(GI) 

2012.11 

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IMF) 

2012.10 預測時點 

  2012 2013 2012 2013 2012 2013 

全球 2.2 2.3 2.5 2.6 3.3 3.6 

美國 2.1 2.1 2.1 1.9 2.2 2.1 

歐盟 -0.2 0.1 -0.4 -0.3 -0.4 0.2 

日本 1.7 0.6 1.7 0.3 2.2 1.2 

全球貿易 2.9 4.3 － － 3.2 4.5 

資料來源：各國際預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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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主要國家中，美國由於兩黨協商財政懸崖解決方案，不論是否開徵富人

稅或減少社福支出，都將對其經濟產生影響，除經濟學人(EIU)外，其餘機構都

認為 2013 年美國經濟成長率將微幅減少 0.1至 0.2個百分點，日本則由於重建支

出高峰已過，2013年經濟成長率降幅較為明顯，較 2012年減少 1個百分點以上；

在經濟情況有所改善的經濟體中，歐盟在歷經 2012 年經濟萎縮後，2013 年雖有

望恢復成長，但力道相當薄弱，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現衰退的可能，若全球經濟情

勢不再惡化，2013年全球貿易成長率將可較 2012 年提高 1個百分點，對兩岸雙

邊貿易將可產生正面助益。 

在臺灣方面，展望 2013 年，雖然全球經濟動能復甦腳步仍顯蹣跚，但因基

期數據較低，且全球貿易擴張速度高於 2012 年，由於我國經濟相當依賴外需貢

獻，民間投資更與出口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加上我政府吸引臺商回臺投資可望產

生效果，在民間投資領先其他指標成長的帶動下，根據目前臺灣各主要機構的最

新預測，2013 年經濟成長率將高於 2012 年 2 個百分點以上(如表 4 所示)，行政

院主計總處預測值為 3.15%，臺經院及中經院則分別預測為 3.42%及 3.59%。在

中國大陸方面，雖然國際景氣觸底回穩，中國大陸新任黨職及軍職領導也已更

動，但政務部門人事仍頇待 2013年 3月兩會決定，因此在 2013年首季形同「看

守內閣」，新的財經人事及相關政策恐無法在年中前定案並執行，整體經濟情勢

也將以穩定為主，因此 2013年經濟成長率雖將較 2012年為高，但其成效仍頇視

實際政策內容而定，使得各機構對其預測數據略有差異，根據國際預測機構近期

所作的預測顯示，環球透視(GI)預測值為 7.8%，經濟學人(EIU)及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則認為經濟成長率可重新回到 8.0%以上水準。 

 

表 4 各主要預測機構對兩岸 2012年經濟成長率預測 

單位: % 

臺灣 

主計總處    臺經院 中經院 

2012 2013 2012 2013 2012 2013 

1.13 3.15 1.16 3.42 1.52 3.59 

中國

大陸 

環球透視(GI) 經濟學人(EIU)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2012 2013 2012 2013 2012 2013 

7.6 7.8 7.7 8.5 7.8 8.2 

資料來源：國內外預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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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分析兩岸經濟細項指標，在 2013 年臺灣消費部分，雖然結構性問題

仍不易解決，但國際景氣回溫及國內經濟成長率上揚，將可使消費回復穩定，因

此預估 2013年民間消費成長率為 2.90%，如表 5所示，較 2012年估計值 0.96%

提高 1.94 個百分點。在固定資本形成方面，由於國際政經情勢可望逐步趨於穩

定，加上政府擴大對臺商招商，以及自由經濟示範區等重大建設陸續啟動，均可

帶動國內外企業投資意願增強，全年民間投資依臺經院預測將可成長 3.41%，不

過政府財政受到限制，相關投資將較 2012 年減少，使得整體固定資本形成僅能

較 2012 年增加 1.98%。在中國大陸方面，近期中國大陸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

出，2013 年要維持其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以保持中國大陸經濟帄

穩、持續、健康發展，其作法是透過擴大內需消費與投資將會雙管齊下，配合推

進城鎮化及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大陸 2013 年施政重點將

以內需為主，且不僅只擴大民間消費，近年受到壓抑的固定投資，甚至是房地產

及基礎建設投資都將因此重新啟動，因此經濟學人(EIU)預測 2013年中國大陸民

間消費及固定投資將可成長 9.8%及 8.7%，並帶動整體經濟成長表現。 

 

表 5 兩岸總體經濟重要指標年增率預測 

單位: %，元 

  

 
GDP 民間消費 固定投資 輸出 輸入 消費者物價 匯率 

臺灣 

(臺經院預測) 
3.42 2.90 1.98* 4.18 2.77 1.34 29.37 

中國大陸 

(EIU預測) 
8.5 9.8 8.7  8.5 10.2 4.8 6.21 

*民間投資成長 3.41% 

資料來源：臺經院；EIU, Country Forecast-China,2012/12。 

 

在貿易部分，2013 年在國際景氣回復成長的帶動下，若美國財政懸崖問題

能及早解決，歐中兩地不再出現不可預期的政治因素干擾，兩岸出口都將因此受

惠，更將帶動中國大陸進口的成長。在臺灣部分，依臺經院預測 2013 年輸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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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4.18%，輸入則在輸出引伸需求之帶動下，預估全年成長 2.77%。而中國大陸

近年經濟政策已由強調外需擴張轉向貿易帄衡，加上其工資、土地及匯率上揚，

將對其出口產生不利影響，反而進口增幅將可望超越出口，因此 EIU 預測 2013

年中國大陸輸入將成長 10.2%，高於輸出成長率之 8.5%。在物價及匯率部分，

2013 年因國內外需求仍顯疲弱，不僅國際原物料及能源價格上漲不易，預估全

年 CPI上漲率為 1.34%，新臺幣匯率部分，雖然美國經濟疲弱仍使亞洲貨幣面臨

升值壓力，尤其人民幣匯率更可能產生較大的變化，在國際主要貨幣不確定因素

較高的情況下，新臺幣匯率要維持目前動態穩定格局，將面臨相當大的挑戰。 

 

四、未來可能影響兩岸經貿因素 

綜合上述分析，2012 年兩岸貿易雖有小幅衰退，但展望 2013年，由於國際

經濟環境有望復甦，中國大陸經濟也將重啟動能，將對兩岸經貿產生正面助益，

不過仍有若干國際及兩岸因素可能對實質經濟表現產生影響，值得加以說明並予

以關注。首先在國際因素部分，除了歐洲主權債務及美國財政懸崖問題外，日、

韓兩國分別為臺灣主要進口及競爭對手國，在日本方面，2012 下半年由於國際

景氣低迷，加上日元升值及釣魚臺事件引發中日間政治緊張，諸多不利因素嚴重

打擊日本企業出口表現，許多知名大廠紛紛傳出鉅額虧損，近期日本大選由自民

黨勝選，新任首相安倍晉三宣稱將擴大寬鬆貨幣來挽救出口，不過國際機構仍預

估 2013 年日本經濟成長率將可能再度下滑，安倍首相對釣魚臺問題的強硬態度

也可能引發中共不滿而引發新的政治衝突，日商將可能因中國排日問題未除，而

增加對第三國投資，此部分投資是否移轉至臺灣，將可能牽動臺、日、中三邊貿

易及投資情勢。 

在韓國方面，韓國大選由執政黨候選人連任，經濟政策將不致於有太大幅度

改變，觀察其對外貿易重要政策，由於美韓自由貿易協定(FTA)已於 2012 年生

效，對我國部分輸美產品如紡織成衣業、液晶電視與機械產品產生影響，而兩岸

經濟架構合作協議也將在 2013 年有所進展，若有更多銷中產品獲得減免關稅優

惠，則臺灣廠商將可透過中國大陸市場部分彌補韓美及韓歐 FTA的劣勢，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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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即將於 2013 年啟動中、日、韓三邊 FTA的談判，一旦中韓雙邊自貿協

定達成簽署，將對臺灣出口再度形成嚴重挑戰，因此，無論就貿易或投資角度而

言，我國都應積極思考如何加強對外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同時深化兩岸 ECFA

的效果，方能與韓國廠商進行新一輪的競爭。 

在兩岸貿易部分，首先要注意的是中國大陸新一屆領導團隊的財經政策走向

及其思維。在中央領導人部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帄在其就職演說中著重於「人

民」及「美好生活」，取代其前任對於經濟發展的論述，加上其預定總理人選李

克強，其博士學位著作係對中國大陸三元經濟進行研究，後任職於農業大省-河

南，以及工業大省-遼寧，對於中國大陸城鄉及貧富差距問題較為了解，在近日

中國大陸財政工作會議強調，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必需與民眾所得增加相連結，

因此中國大陸未來中長期經濟政策應朝縮小貧富及城鄉差距，減少經濟過於依賴

外貿及投資的不均衡問題，不過短期內，由於中國大陸 2012 年經濟動能不如以

往，因此仍頇重啟投資來補足消費單引擎支撐經濟的困難，並透過關稅、所得稅

及增值稅等減稅措施來增加民眾所得，降低交易成本，以促進民間消費的有效擴

張，這些政策轉變是否對兩岸貿易產生影響，或可因此產生更多商機，值得國內

各界高度重視。 

除了習、李兩位中共中央領導人之外，中國大陸廣東原省委書記汪洋出任國

務院副總理，將可能負責經貿政策推行，觀察其在廣東省任內的「騰籠換鳥」與

「築巢引鳳」政策，莫不對珠三角臺商形成營運壓力，未來是否將這些政策推展

至全中國大陸地區，造成臺商新挑戰，值得特別加以關注。而臺商近年由於中國

大陸經營環境改變，不僅工資及土地成本上升，同時面臨勞工短缺及地方政府產

業政策調整等不利因素影，加上人民幣持續升值，使得臺商經營日益困難並重新

規畫其投資布局，結合前述中國大陸經貿政策可能轉向消費並增加進口，如何運

用臺商資源擴大對臺投資，並運用兩岸 ECFA增加對中出口，由投資帶動新一波

對中出口，將是臺灣維持對中國大陸出口的重要思考方向。 

<孫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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