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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提要 

2015 年國際主要預測機構數次調降全年經濟成長預測，反應全球經濟成長動能

減速，使得兩岸貿易數據不盡理想，連帶拖累全年經濟成長率，其中 2015 年中國大

陸經濟成長為 6.9%，不僅未達官方 7%目標，而且創下 25 年以來的新低水準，而臺

灣同期經濟成長則僅有 0.85%，同樣不及年初設定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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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月兩岸貿易總額為 1,154.1 億美元，

較上年同期減少 11.3%，其中我對中國大陸出口為 712.2 億美元，較上年同

期減少 13.3%，進口為 441.9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8.0%。由於原物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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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對中國大陸(含香港)出口產品方面，礦產品、資通信及精密儀器等衰退

幅度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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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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月我國對中國大陸貿易占我

外貿比重 22.7%，較上年底 22.8%相比，減少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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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與上年底 18.8%相較，增加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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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月臺商對中國大陸經核准投

資含補辦件數為 427 件，較上年同期減少 17.3%(不含補辦)，總核准金額含

補辦為 109.7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5.8%(不含補辦)，臺商投資主要集中

在江蘇省、廣東省、北京市、上海市等地區，投資金額依序為 22.9 億美元

（占總金額 20.9%）、14.7 億美元（占總金額 13.4%）、14.3 億美元（占總金

額 13.0%）、12.9 億美元（占總金額 11.7%）。 

 

2015 年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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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月主要分佈於金融及保險業、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等，

投資金額依序為 27.9億美元（占總金額 25.4%）、12.3億美元（占總金額 11.2%）、

11.1 億美元（占總金額 10.1%）、10.1 億美元（占總金額 9.2%）。 

 

 
2015 年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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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月我國核准對外投資（含對

中國大陸投資及補辦）件數共計 889 件，金額為 217.1 億美元，其中核准赴

中國大陸投資金額為 109.7 億美元，占我核准對外投資總額 50.5%，位居第

一位。累計自 1991 年至 2015 年 12 月底止，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總核准件

數 41,686 件，總核准金額達 1,549.2億美元，占我核准對外投資總額的 61.4%，

位居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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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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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月我國核准陸資來臺投資件數

共計 170 件，金額為 2.4 億美元。累積 2009 年 6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間我國核

准陸資來臺投資件數共 789 件，金額為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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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億美元(占總

金額 30.6%)、2.0 億美元（占總金額 14.0%）、1.5 億美元（占總金額 10.5%）、

1.4 億美元（占總金額 9.6%）。 

  

2015 年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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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月全體銀行對中國大陸匯出款為 3,689.7 億美元，

跟上年同期相較增加 5.3%。 

2015 年 1-11 月全體銀行自中國大陸匯入款為 2,435.2 億美元，跟上年同期相

較增加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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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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月我國民眾赴中國大陸旅遊人數

約達 549.9 萬人次，與上年同期增加 2.5%。 

累計自 1987 年至 2015 年 12 月底止，我國民眾赴中國大陸旅遊人數共計 8,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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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月中國大陸人民來臺總人數為 414.4 萬

人次，較上年同期增加 5.0%。其中經貿交流為 28.8 萬人次，較上年同期增加

7.9%，觀光活動為 333.6 萬人次，較上年同期成長 0.2%。累計自 1987 年至

2015 年 12 月底止，中國大陸人民來臺總人數共計 2,000.1 萬人次。在 2016

年兩岸觀光方面，在陸客來台自由行之後，值得關注的是陸客中轉，2016 年

1 月 5 日中國大陸開放昆明、南昌、重慶三地試點，2 月 1 日首度有 8 名遊客

來臺轉機，預期後續擴大試點將有利提升我國觀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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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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月我方船舶往返航次為 5,825 次，較上年同

期減少 7.4%。中國大陸船舶為 4,829 航次，較上年同期增加 1.9%。累計自

2001 年至 2015 年 12 月底止，兩岸船舶往返航次共計 10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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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月經金馬小三通入境人數為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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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 萬人次。 

累計自 2001 年至 2015 年 12 月底止，經金馬「小三通」入出境人數(含臺灣、

中國大陸)共計 1,4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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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月中國大陸核准外商直接投資項

目 26,575 件。自 1979 年中國大陸採取開放政策至 2015 年 12 月底止，累計批

准外商投資項目為 86.0 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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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23。 

 

 

2. 2015 年 1-12 月中國大陸外商直接投資實際金額為 1,262.7 億美元，自 1979 年至

2015 年 12 月底止，實際投資金額累計達 17,590.8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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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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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5 年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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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9.1

億美元（占實際總額的 69.2%）、英屬維爾京群島 69.2億美元（占實際總額的 6.1%）、

新加坡 58.3 億美元(占實際總額的 5.1%)、南韓 37.1 億美元（占實際總額的 3.3%）

等。 

 

 

2015 年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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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月我國出口金額 2,804.8 億美元，較上年同

期減少 10.6%。依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同期中國大陸出口金額為 22,749.5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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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出口量分別下跌 4.5%及 2.6%，而出口值則大幅衰退至

13.1%及 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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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月我國進口金額為 2,289.2 億美元，較上年

同期減少 16.5%。 

依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2015年 1-12月中國大陸進口總值 16,819.5億美元，

較上年同期減少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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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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月貿易總額為 5,094.0 億美元，與上

年同期減少 13.3%。 

依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中國大陸 2015 年 1-12 月貿易總額為 39,569.0 億美

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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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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月貿易順差 515.6 億美元。 

依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中國大陸 2015 年 1-12 月貿易順差 5,930.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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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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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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較上年底的 20.7%增加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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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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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較上年底增加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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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月我國對東協 10 國貿易總額為 793.4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15.3%，其中我國對東協 10國出口總額為 509.4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14.4%，

進口總額為 284.0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16.7%；中國大陸對東協 10 國貿

易總額為 4,721.6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1.7%，其中中國大陸對東協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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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為 2,774.9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2.0%，進口總額為 1,946.8 億美元，

較上年同期減少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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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37。 

 

 

三、金融 

新臺幣兌美元 2016 年 1 月底報收 1 美元兌新臺幣 33.650 元，與上月底相比貶值

1.7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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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陸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及自

由化，例如 201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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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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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底 IMF 宣佈將人民幣納入 SDR(特別

提款權)等。而在 2016 年 1 月，受到美國聯準會於 2015 年年底調升利率下，加上

國際市場看空人民幣的貶值氛圍，2016 年 1 月底 1 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 6.5516

元，與上月底相比貶值 0.8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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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6 元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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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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月我國對中國大陸出口早期收穫貨品之

出口值為 179.1 億美元，較 2014 年同期減少 13.6%，累計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獲減免關稅為 30.0 億美元。而 ECFA 原產地證明書 2015 年核發 103,683 件，總

金額約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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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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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家分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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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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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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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