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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兩岸經貿情勢回顧與 2016年展望 

 

2015年全球景氣未能延續 2014年復甦動能，全年經濟呈現開高走低的低迷

氣氛，其中油價紅利效果未見是主要原因。原本寄託在油價大幅滑落之後，將刺

激相關石化支出轉移至其他消費，但結果卻造成廠商擔憂原物料價格持續下跌，

進而減少庫存備貨，而且消費也不如預期熱絡，使得全球貿易表現不如預期，受

此影響，2015年兩岸對外進出口數據皆呈現負成長。 

在兩岸經濟表現方面，中國大陸產能過剩問題尚未解決、房地產投資減速，

加上出口數據疲弱下，固定投資難有正面表現。在貿易及投資雙雙減速下，民間

消費雖然受惠民眾薪資穩定提升而帶動，但由於成長幅度不大，難以改善經濟降

溫趨勢，2015 年全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僅有 6.9%，不及官方目標的 7%。而

在臺灣部分，2015 年內需表現同樣不盡理想，產業不僅面臨能源價格對供需緊

縮的壓力，尚要面對中國大陸製造實力崛起的紅色供應鏈，拖累外銷訂單及工業

生產指數皆為負成長。 

展望 2016年，儘管國際機構預期全球經濟將優於 2015年，將有利兩岸貿易

及產業情勢，不過經濟前景仍有不確定因素干擾，例如，美國聯準會貨幣政策、

中國大陸經濟政策動向及國際油價後續走勢等，也可能為兩岸經貿帶來衝擊，影

響 2016年經濟表現。以下本文將就 2015年兩岸個別經濟及兩岸貿易進行回顧，

接著展望 2016 年國際情勢及兩岸經濟表現，以及影響兩岸經貿發展的可能因

素。 

 

一、2015年兩岸經貿情勢回顧 

201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經濟學人(EIU)數次下調全年經濟成長率，

反應全球需求不如預期，探究其原因發現，油價係干擾全球貿易的主要因素之一，

受到國際原油價格於 2014 年第 3 季起逐漸走跌影響，全球農工原料價格不如往

年，以原油價格為例，下跌幅度就超過 6成，而且廠商因全球原物料行情下跌，

為避免庫存跌價而減少備貨，在價量同步減少的情況下，衝擊 2015 年兩岸對外

貿易表現。而在臺灣部分，還有紅色供應鏈的挑戰，由於中國大陸自製能力提升，

原先需要從日、韓、臺進口的機器設備及工業半成品，改由中國大陸境內廠商生

產，而減少對我國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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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財政部統計，自 2015 年 2 月起，臺灣對外出口持續衰退，而且原本預

期在第 4季隨著油價年減幅度的收斂，加上傳統電子旺季的來臨，將可帶動景氣

復甦，但第 4 季出口情況並未改善，而且 12 月出口仍連續第 7 個月的兩位數衰

退，反應外貿情勢尚未回穩。2015年累計出口 2,804.6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10.6%，而進口 2,289.2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16.5%，雖然進口減幅超過出口，

使得出超金額同期增加，但貿易額銳減，仍讓實體經濟面臨挑戰。而在出口產品

項目中，表現較差者以能資源及原物料產品為主。例如礦產品、化學品、塑橡膠，

以及基本金屬等產品皆呈現兩位數衰退。 

在中國大陸貿易部分，不僅同樣受到國際能源價格影響，尚有國際需求不振

影響出口表現，2015 年全年出口金額為 22,749.5 億美元，年減 2.9%，遠遠不及

官方年初所設定的 6%成長目標。而在進口方面，在價格因素之外，中國大陸持

續調控產能過剩，以及製造實力提升，減少對外進口工業原料及半成品，致使全

年進口金額為 16,819.5億美元，年減達 14.2%，其中，與工業原料及半成品相關

的「進料加工貿易」年減 16.7%。也導致中國大陸對亞洲國家的進口普遍不如去

年同期，對臺進口減少 5.7%，而對日韓分別也有 12.2%及 8.2%的減幅。 

在兩岸投資部分，根據經濟部投審會統計，2015 年全年臺灣對中國大陸投

資金額達 109.7億美元，與去年同期比增加 6.7%。其中，主要投資在金融保險、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及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來臺投資部分，自 2009 年累計至 2015 年底，投資金額計

14.4億美元，其中以批發零售業、銀行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及港埠業投資最多。 

 

二、2016年兩岸經貿展望 

展望 2016 年，目前各主要預測機構認為全球經濟雖有改善，但幅度不大，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學人(EIU)及聯合國(UN)三機構所作的最新預

測結果顯示，2016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將較 2015 年提高 0.2 至 0.7 個百分點

之間，其中，主要帶動全球景氣復甦的地區為美國、歐洲及日本，而中國大陸經

濟持續降溫，也將壓抑 2016年全球景氣復甦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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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5及 2016年全球及主要國家經貿數據預測 

單位：年增率 % 

機構名稱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2015/10) 

經濟學人(EIU) 

(2015/12) 

聯合國(UN) 

(2015/10) 

2015 2016 2015 2016 2015 2016 

全球 3.1 3.6 2.4 2.6 2.3 3.0 

美國 2.6 2.8 2.5 2.4 2.4 2.6 

歐元區 1.5 1.6 1.6 1.7 1.4 2.0 

日本 0.6 1.0 0.7 1.2 0.5 1.6 

中國大陸 6.8 6.3 6.9 6.5 6.8 6.4 

全球貿易 3.2 4.1 2.3 3.7 2.6 4.4 

資料來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 2015/10)、EIU(Country Report, 2015/12)、UN(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 2015/10)。 

 

在兩岸個別經濟表現方面，預期中國大陸官方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及過剩產能

調控仍將持續，加上股市及房地產市場又產生泡沫化問題，這些都將不利其經濟

擴張，因此三大機構都下調中國大陸 2016年經濟成長率至 6.5%以下，IMF、EIU

及 UN 預測數分別為 6.3%、6.5%及 6.4%。由於中國大陸係我國出口主要市場，

其經濟成長下滑也將會影響臺灣對中國大陸出口及 2016年經濟表現。 

而在 2016年臺灣經濟方面，由於全球經濟復甦可能延至 2016年第 1季後，

方能有較為明朗的走勢，而臺灣在 2015 年第 2 季起內、外需成長動能都呈現明

顯下滑，因此台灣經濟研究院預測 2015 年 GDP 成長率為 0.83%，2016 年 GDP

成長率預測為 1.84%，較 2015年增加 1.01個百分點。以下本文就兩岸 2016年經

濟組成項目，如表 2 所示，分別以台經院及 EIU 的預測數據加以比較說明兩岸

經貿情勢，以進一步展現全貌。 

 

表 2  2016年兩岸總體經濟重要指標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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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2.79 3.82 2.72 3.08 1.14 31.64 

中國大陸 6.5 7.3 5.4 3.6 2.8 2.1 6.37 

資料來源：臺灣經濟研究院(2015/11)、EIU(Country Report, 2015/12)。 

在消費部分，臺灣 2015 年面對國內外景氣高度不確定性，國內零售業表現

不佳，消費信心受到衝擊，估計 2015 全年成長率為 2.28%。2016 年隨國際景氣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4/02/weodata/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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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回穩，有利於投資及出口成長，帶動民間消費信心，預期 2016 年民間消費

成長率為 2.79%，較 2015 年增加 0.51 個百分點。而在中國大陸方面，雖然民眾

薪資持續增加，加上全面二胎、加速城鎮化等政策正在發酵，但由於製造業前景

仍面臨下滑壓力，恐將壓縮上述利多效益，EIU 預測 2016 年中國大陸內需市場

將進一步下跌，從 7.5%減少至 7.3%。不過，相對於實體零售成長幅度減少，未

來值得注意的消費趨勢是網路購物，2015年全年網路零售額年增 33.3%，占社會

消費品零售總額的 10.8%。而在 2015 年的 11 月 11 日，中國大陸電子商務龍頭

廠商-阿里巴巴，當天交易額達 912.2億元人民幣，更較去年成長 6成。 

在投資部分，2015 年前三季臺灣電子產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及電

子零組件製造業)投資金額占民間投資超過六成，係貢獻我國民間投資之主要來

源，不過 2015 年受到國際景氣不佳導致終端需求減緩影響，臺灣電子大廠對產

業景氣看法保守，進而影響民間投資意願，預估 2015 年整體固定資本形成成長

率為 0.85%，其中民間投資成長率為 1.67%。而 2016 年可望在全球經濟表現趨

穩下，投資意願隨之回升，同時政府相關投資成長率由負轉正，預期 2016 年固

定資本形成成長率為 3.82%，較 2015 年增加 2.97 個百分點；其中民間投資成長

率為 3.98%，較 2015 年增加 2.31個百分點。 

在中國大陸固定投資部分，產業中的製造業及房地產業，和官方推出的基礎

建設係影響中國大陸固定投資成長的主要來源，其中製造業尚在產能調控、結構

調整的關鍵期間，加上緩慢回升的國際經貿情勢對產能提振有限，工業增加值將

維持低迷情勢。而在製造業表現讓人無法期待的情況下，不動產前景及官方投資

動向成為拉抬投資的主要來源。EIU預測 2016 年中國大陸固定投資將從 5.0%增

加至 5.4%。其中，在房地產市場部分，近年來中國大陸官方陸續推出一系列放

寬房地產調控措施，且在金融上也維持較為寬鬆的貨幣政策，已經帶動 2015 年

下半年一線城市的不動產市場，2016年可望延續 2015年買氣逐步回溫。而在政

府投資方面，預期 2016 年官方將維持 2015年積極投入基礎建設的態度，增加對

鐵路、水利、運輸等設施的建設。另一方面，由於 2016年為十三五規劃的元年，

在 2015年 10月所召開的第十八屆五中全會，會中發布「十三五規劃」建議，提

出十大任務目標，除了強調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之外，更加重視社會民生和資源

環境等項目，未來還有哪些政策出爐，值得 2016年加以關注。 

在貿易部分，2015 年美、日經濟情勢均趨保守，中國大陸全年 GDP 成長率

也跌破 7%來到 6.9%，並波及東南亞國家復甦腳步，整體全球經濟表現不如原先

預期，皆影響 2015 年兩岸貿易情勢。不過，油價跌幅收斂，加上 2016 年全球貿

易表現可望較 2015 年轉佳，將可推升兩岸貿易表現。其中，在臺灣方面，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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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輸出與輸入成長率分別為 0.61%及 1.31%，而出口與進口金額成長率則為

-8.36%與-15.24%。而 2016年輸出與輸入成長率則分別為 2.72%與 3.08%，較 2015

年增加 2.11與 1.77 個百分點；出口與進口成長率分別為 3.09%與 3.52%，較 2015

年增加 11.45與 18.76 個百分點。 

在中國大陸貿易方面，2015 年由於製造業產能過剩，以及產業轉型升級，

工業零組件在地生產比例提升，導致進口農工原料及工業製品總額減少，而 2016

年儘管預期上述現象持續進行，但在外貿情勢好轉下，出口成長引申進口需求，

EIU預測出口成長 1.95%，而進口成長 4.0%。另一方面，服務貿易則預期維持較

大成長趨勢，2016 年在中國大陸擴大與週邊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議，以及鼓勵

企業走出去之下，預測輸出成長 3.6%，高於 2015 年的 2.4%，而輸入則從 0.9%

成長至 2.8%。 

在物價及匯率部分，在臺灣方面，由於 2015 年景氣回溫速度較預期緩慢，

且國際油價及原物料價格維持低檔，短期內難以出現大幅反彈，壓縮國內物價成

長，預期 2015年 CPI成長率為-0.43%。2016 年雖然油價仍不易有明顯回升，但

基期效果已除，加上全球景氣回穩，預期 2016 年 CPI成長率為 1.14%，較 2015

年增加 1.57 個百分點。而且，在美國升息及國內景氣恢復成長的前提下，央行

貨幣政策將維持動態穩定，以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可能波動與衝擊。 

在中國大陸方面，同樣受到全球原物料價格低迷影響，2015年及 2016年物

價成長皆維持低檔，EIU 預測 2016 年消費者物價漲幅為 2.1%，較 2015 年小幅

回升 0.6 個百分點。另一方面，2015 年持續負成長的生產者物價指數，在 2016

年是否有機會獲得改善，回到正成長，致使中國大陸產能過剩陰影消散，成為物

價的關注焦點。若製造業成長壓力猶在，預期中國人民銀行將維持 2015 年寬鬆

貨幣政策走向，持續透過降準降息或公開市場操作來刺激經濟。而在匯率方面，

由於美國聯準會升息，為人民幣帶來貶值壓力，EIU 預測 2016 年人民幣匯率將

從 6.22貶值至 6.37。而人民幣波動幅度在歷經 2015年 8月匯率改革往市場化邁

進，預期未來人民幣雙向波動將更為明顯。 

 

三、未來可能影響兩岸經貿因素 

綜合上述分析，儘管全球經濟轉佳有利兩岸外貿表現，但後續仍有不確定因

素影響兩岸經貿因素。例如，美國聯準會已於 2015年 12月啟動升息循環，後續

升息幅度及速度都將影響全球匯率走勢，進而增添貿易風險；其次是中國大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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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政策動向，過去幾年中國大陸官方所實施的產能調控、製造實力提升等政策，

都影響兩岸貿易情勢，因此在2016年中國大陸因應經濟局勢所提出的相關對策，

值得臺灣當局關注。第三為能源價格的跌勢是否改善，2015 年全球經濟未因油

價紅利而受惠，反深受其害，若 2016 年油價可望止跌回穩，不僅油價跌幅大幅

收斂，且廠商備貨需求也將同步增溫，反之，若油價持續下跌，在價量雙雙減少

下，將不利相關產業貿易表現；最後是臺灣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議進度，面對全

球經貿自由化的趨勢，以及臺灣對外貿易主要競爭對手韓國所洽簽自由貿易協議

的數量，使得臺灣對外貿易壓力有增無減，2016 年能否積極對外拓展，都將對

臺灣接下來的經貿表現造成影響。 

(一)  美國聯準會貨幣政策後續走向 

2015年有關美國聯準會的貨幣政策，各國關注的是何時升息，而在 2015年

12 月調升利率 1 碼之後，在 2016 年各國接著關注的是未來的升息速度及幅度。

從 2015 年全球匯率走勢來看，當美國就業、房屋開工等經濟數據轉強時，預期

聯準會將啟動升息循環，進而帶動美元走強，加上兩岸央行考量本地經濟復甦力

道不強，反而推動較為寬鬆的貨幣政策，使得新臺幣及人民幣在 2015 年呈現貶

值趨勢，且波動較大。而在 2016 年美國聯準會貨幣政策後續走向，加上兩岸央

行態度，都將牽動未來匯率走勢。 

(二)  2016年中國大陸經濟政策動向 

2015 年 12 月中旬中國大陸官方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商討 2016 年經濟

目標要保持經濟成長在合理區間，同時著重結構性改革，並訂定去庫存化，去槓

桿化，削減工業產能，降低企業成本和改善薄弱環節等五大重點任務。對於臺灣

而言，上述政策施行成效，以及對經濟成長的衝擊，都將影響未來兩岸經貿發展。

例如，中國大陸為化解房地產庫存，推動加快農民工到城市定居，將帶動當地服

務業發展，也有利臺商前往投資；然而在製造業方面，2015 年受到中國大陸產

能過剩影響，中國大陸輸出鋼鐵已造成臺灣相關產業經營壓力，若 2016 年加強

產能調控力道，擴大產能過剩產品輸出，對我國產業挑戰需審慎以對。 

(三)  國際能源價格跌勢是否改善 

自 2014年下半年逐漸下跌的國際能源價格，不利 2015年我國貿易及生產表

現，原本預期油價可望在 2015 年落底反彈，將帶動廠商庫存補貨，為我國石化

相關廠商帶來正面效益。然而，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為了擴大市占率，於 2015

年 12月上旬宣布產量無上限，同時國際能源總署（IEA）下調 2016 年全球原油

需求量，從原先預期的每日 180萬桶，修正至 120萬桶，使得 2015年 12月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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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再度下探至 35-40美元區間，來到 2008 年底以來低點。若 2016 年國際油價

延續 2015年年底下滑趨勢，雖然衰退幅度不至於比 2015年嚴重，但在需求量持

續萎縮下，將不利我國相關產業前景。 

(四)  臺灣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議進度 

面對 TPP 已於 2015年 10月完成第一輪談判，韓國國會於 11月底通過中韓

自由貿易協定等進展。2015 年臺灣 FTA 進度為 11 月下旬完成貨品貿易協議第

12 次協商，以及研擬爭取加入 TPP 第二輪談判及 RCEP 的準備工作，和主要競

爭對手韓國相比，臺灣進度相對落後。由於貿易皆是臺韓在經濟發展上的重要角

色，面對韓國對外洽簽 FTA 的進度，臺灣未來的出口壓力自然是有增無減。而

且，國際間區域經濟整合已成趨勢，接下來臺灣是否能完成與主要貿易夥伴的

FTA，減少廠商對外出口的關稅及非關稅障礙，將影響中長期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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