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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提要 

2015 年以來，由於原物料價格大幅下跌，加上全球主要市場需求疲弱，使得兩

岸對外貿易表現皆不盡理想。2015 年 11 月臺灣出口年減少 16.9%，連續第 10 個月衰

退，而同期中國大陸也不及去年表現，年減 6.8%，而且累計衰退 3.0%，遠遠不及中

國大陸官方年初訂定的 6%目標。 

 

壹、 兩岸經濟交流重要指標 

 

一、兩岸貿易概況 

1. 經參考我國海關統計資料，2015 年 1-10 月兩岸貿易總額為 964.6 億美元，

較上年同期減少 10.6%，其中我對中國大陸出口為 599.6 億美元，較上年同

期減少 12.2%，進口為 365.0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7.7%。全球原物料行

情低迷、中國大陸經濟成長降溫以及自身製造實力提升，部分產品改由境

內生產，減少進口，是影響近年來我國對中國大陸出口減少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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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1。 

 

 

2. 根據上述對兩岸貿易的統計資料，2015 年 1-10 月我國對中國大陸貿易占我

外貿比重 22.5%，較上年底 22.8%相比，減少 0.3 個百分點；其中，出口占

我總出口比重 25.4%，與上年底 26.1%相較，減少 0.7 個百分點，進口占我

總進口比重 19.0%，與上年底 18.8%相較，增加 0.2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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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2。 

 

 

二、臺商赴中國大陸投資概況 

1.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2015 年 1-10 月臺商對中國大陸經核准投

資含補辦件數為 363 件，較上年同期減少 17.6%(不含補辦)，總核准金額含

補辦為 91.9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11.4%(不含補辦)，臺商投資主要集中

在江蘇省、廣東省、北京市、山東省等地區，投資金額依序為 20.6 億美元

（占總金額 22.4%）、13.9 億美元（占總金額 15.1%）、10.6 億美元（占總金

額 11.5%）、8.9 億美元(占總金額 9.7%）。 

 

2015 年 1-10 月 

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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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至於臺商投資行業，2015 年 1-10 月主要分佈於金融及保險業、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批發及零售業等，投資金額依序為 24.1

億美元（占總金額 26.3%）、10.7 億美元（占總金額 11.7%）、9.9 億美元（占

總金額 10.8%）、6.0 億美元（占總金額 6.6%）。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結構轉型，

經濟由投資轉由消費驅動，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也逐漸從製造業轉為服務

業。 

 

 
2015 年 1-10 月 

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9。 

 

 

3.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2015 年 1-10 月我國核准對外投資（含對

中國大陸投資及補辦）件數共計 741 件，金額為 185.9 億美元，其中核准赴

中國大陸投資金額為 91.9 億美元，占我核准對外投資總額 49.4%，位居第一

位。累計自 1991 年至 2015 年 10 月底止，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總核准件數

41,622 件，總核准金額達 1,531.5 億美元，占我核准對外投資總額的 61.4%，

位居第一位。 

 

 



1-4  兩岸經濟統計月報 272 期 

 
2015 年 1-10 月 

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10。 

 

 

三、陸資來臺投資概況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2015 年 1-10 月我國核准陸資來臺投資件數

共計 135 件，金額為 1.3 億美元。累積 2009 年 6 月至 2015 年 10 月期間我國核

准陸資來臺投資件數共 754 件，金額為 13.3 億美元，主要分佈於批發及零售

業、銀行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港埠業，投資金額依序為 3.5 億美元(占總

金額 26.3%)、2.0 億美元（占總金額 15.1%）、1.5 億美元（占總金額 11.0%）、

1.4 億美元（占總金額 10.4%）。 

  

2015 年 1-10 月 

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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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匯款概況 

我國全體銀行對中國大陸匯出匯入款除 2009 年較上年度下滑之外，其餘年度

皆持續成長。2015 年 1-9 月全體銀行對中國大陸匯出款為 2,988.5 億美元，跟

上年同期相較增加 4.1%。 

2015 年 1-9 月全體銀行自中國大陸匯入款為 1,933.6 億美元，跟上年同期相較

增加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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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13。 

 

 

五、我國民眾赴中國大陸旅遊人數 

依據中國大陸國家旅遊局估計，2015 年 1-10 月我國民眾赴中國大陸旅遊人數

約達 460.9 萬人次，與上年同期增加 3.2%。 

累計自 1987 年至 2015 年 10 月底止，我國民眾赴中國大陸旅遊人數共計 8,679.1

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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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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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國大陸人民來臺人數 

自 2003 年起中國大陸人民來臺觀光人數開始超過經貿活動人數。依據內政

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統計，2015 年 1-10 月中國大陸人民來臺總人數為 346.7 萬

人次，較上年同期增加 5.8%。其中經貿交流為 24.9 萬人次，較上年同期增加

12.3%，觀光活動為 278.3 萬人次，較上年同期成長 0.8%。累計自 1987 年至

2015 年 10 月底止，中國大陸人民來臺總人數共計 1,932.4 萬人次。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大陸旅遊法 2013 年 10 月上路，原本預期受到團費提高

的限制下，陸客來臺人數可能不如往年表現，不過從觀光人次觀察，中國大

陸人民來臺人數仍持續成長。未來隨著陸客自由行配額，和自由行中國大陸

試點城市限制的放寬下，預計陸客來臺自由行的人數將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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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15。 

 

 

七、金馬「小三通」航運、人員往來統計 

1. 金馬「小三通」航運往來統計 

依據交通部統計，2015 年 1-10 月我方船舶往返航次為 4,785 次，較上年同

期減少 9.4%。中國大陸船舶為 3,987 航次，較上年同期增加 1.6%。累計自

2001 年至 2015 年 10 月底止，兩岸船舶往返航次共計 104,048 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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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16。 

 

 

2. 金馬「小三通」人員往來統計 

依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統計，2015 年 1-10 月經金馬小三通入境人數為

72.0 萬人次(含臺灣、中國大陸)。經金馬小三通出境人數(含臺灣、中國大

陸及外國人民)為 72.7 萬人次。 

累計自 2001 年至 2015 年 10 月底止，經金馬「小三通」入出境人數(含臺灣、

中國大陸)共計 1,375.7 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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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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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中國大陸經濟概況 

 

  一、中國大陸利用外資概況 

1. 依據中國大陸「商務部」統計，2015 年 1-10 月中國大陸核准外商直接投資項

目 21,022 件。自 1979 年中國大陸採取開放政策至 2015 年 10 月底止，累計批

准外商投資項目為 83.1 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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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23。 

 

 

2. 2015 年 1-10 月中國大陸外商直接投資實際金額為 1,036.8 億美元，自 1979 年至

2015 年 10 月底止，實際投資金額累計達 16,169.3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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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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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5 年 1-8 月中國大陸外商直接投資實際金額排名方面，依序為港、澳地區 587.5

億美元（占實際總額的 68.8%）、英屬維爾京群島 55.8億美元（占實際總額的 6.5%）、

新加坡 39.5 億美元(占實際總額的 4.6%)、南韓 29.4 億美元（占實際總額的 3.4%）

等。 

 

 

2015 年 1-8 月 

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24。 

 

 

參、 兩岸重要經濟指標 

 

 一、兩岸對外貿易狀況 

1. 依據我國海關統計，2015 年 1-10 月我國出口金額 2,363.1 億美元，較上年同

期減少 9.6%。依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同期中國大陸出口金額為 18,551.1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2.5%。影響我國出口數據表現不佳的原因，除了

全球需求不振以及紅色供應鏈之外，2014 年年中以來，國際油價及原物料

價格大幅滑落，使得石化、鋼鐵等製品產品報價同步走跌，讓原本需求疲

弱的產品，更因為價格的打折，使得出口值大幅衰退，以基本金屬產品及

礦產品為例，1-10 月出口量分別下跌 4%及 3%，而出口值則大幅衰退至 12%

及 43%，在價量皆跌的情況下，衝擊 2015 年以來出口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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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32。 

 

 

2. 依據我國海關統計，2015 年 1-10 月我國進口金額為 1,916.5 億美元，較上年

同期減少 16.8%。 

依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2015年 1-10月中國大陸進口總值 13,701.6億美元，

較上年同期減少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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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32。 

    

 

3. 依據我國海關統計，我國 2015 年 1-10 月貿易總額為 4,279.6 億美元，與上

年同期減少 13.0%。 

依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中國大陸 2015 年 1-10 月貿易總額為 32,252.7 億美

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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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32。 

 

 

4. 依據我國海關統計，我國 2015 年 1-10 月貿易順差 446.6 億美元。 

依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中國大陸 2015 年 1-10 月貿易順差 4,849.5 億美元。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1-10

(億美元) 臺灣順(逆)差額

中國大陸順(逆)差額

 

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32。 

 

 

二、兩岸在國際經濟活動之比較 

1. 在美市場占有率之比較 

2015 年 1-9 月美國自我國進口占其進口總額 1.8%，較上年底的 1.6%增加 0.2

個百分點。 

同期美國自中國大陸進口額占其進口總額之 21.2%，較上年底的 20.7%增加

0.5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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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39。 

 

 

2. 在日市場占有率概況 

2015 年 1-10 月日本自我國進口占其進口總額 3.6%，較上年底增加 0.7 個百

分點；同期日本自中國大陸進口額占其進口總額之 24.6%，較上年底增加 2.0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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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40。 

 

 

3. 兩岸在東協市場貿易概況 

2015 年 1-10 月我國對東協 10 國貿易總額為 673.8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14.5%，其中我國對東協 10國出口總額為 431.6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13.6%，

進口總額為 242.3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15.9%；中國大陸對東協 10 國貿

易總額為 3,788.2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3.0%，其中中國大陸對東協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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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為 2,255.2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3.6%，進口總額為 1,533.1 億美元，

較上年同期減少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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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37。 

 

 

三、金融 

新臺幣兌美元 2015 年 11 月底報收 1 美元兌新臺幣 32.830 元，與上月底相比貶值

0.085%。中國大陸方面，2005 年 7 月 21 日中國大陸當局宣佈不再盯住美元，改

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實施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之後人民幣兌美元匯價逐漸升值，

但 2014 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放寬雙向波動幅度，改變人民幣單向升值趨勢，

人民幣雙向波動成為常態。而 2015 年 8 月中旬中國人民銀行改變人民幣定價方

式，提高匯率市場化程度，調降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近 3%，不過 9 月李克強總

理表示人民幣長期不存在貶值基礎，10 月人民幣略微回升，而 11 月在美國聯準

會升息可能性增加下，2015 年 11 月底 1 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 6.3962 元，與上月

底相比貶值 0.730%。經美元折算後，1 元新臺幣換算 0.195 元人民幣，1 元人民

幣則換算為 5.133 元新臺幣。另一方面，根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

報告顯示，2015 年 9 月人民幣作為全球支付貨幣的排名第 5 位，其市場占有率

為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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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43。 

 

 

肆、 ECFA 早期收穫計畫執行情形 

依據財政部關務署統計，2015 年 1-6 月我國對中國大陸出口早期收穫貨品之出

口值為 91.5 億美元，較 2014 年同期減少 11.8%，累計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獲

減免關稅為 26.1 億美元。而 ECFA 原產地證明書 2015 年 1-10 月核發 85,243 件，總

金額約 75.5 億美元。 

另一方面，ECFA 服務業早期收穫計畫執行成果，在金融服務業方面，延續「海

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及銀行、證券及保險三項金融合作備忘錄(MOU)，銀行業、

證券期貨業及保險業等金融服務業業者已陸續在中國大陸進行投資，根據金管會

累計至 2015 年 10 月底統計，在銀行業方面，金管會已核准 13 家國內銀行赴中國

大陸設立分(支)行及子銀行，其中 24 家分行、10 家支行及 1 家子行已開業，並已

收購 1 家子行，另設有 3 家辦事處。陸銀在臺部分已有 3 家分行開業，並設有 1

家辦事處；在證券期貨業方面，已核准 1 家證券商赴大陸地區參股設立期貨公司， 

5 家投信事業赴中國大陸地區參股設立基金管理公司，其中 1 家自行提出撤件、4

家已營業，另並有 10 家證券商赴中國大陸設立 20 處辦事處；在保險業方面，已核

准 12 家國內保險業及 3 家保經公司赴中國大陸參股投資，其中 6 家保險業者、2 

家保險經紀人公司已獲中國大陸核准營業，保險業並設有 13 處代表人辦事處；另

有 6 件(2 家產險公司、3 家壽險公司及 1 家保經公司) 赴中國大陸參股投資案經金

管會核准但尚未向中國大陸監理機構遞件申請或刻由中國大陸監理機構審核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