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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提要 

由於全球經濟復甦疲軟、原物料行情尚未回溫，加上中國大陸內部產能過剩問

題尚未解決，導致 2016 年 1 月兩岸對外貿易表現皆不盡理想，其中中國大陸出口衰

退 11.4%，而臺灣同期也減少 13.0%。為了緩解經濟下滑風險，2016 年中國人民銀行

持續在公開市場執行逆回購、常備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MLF）等措施，

並於 3 月 1 日起調降存款準備率兩碼，以刺激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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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兩岸貿易總額為 95.1 億美元，較上

年同期減少 14.8%，其中我對中國大陸出口為 55.0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22.0%，進口為 40.1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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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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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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我國對中國大陸貿易占我外

貿比重 23.3%，較上年底 23.4%相比，減少 0.1 個百分點；其中，出口占我

總出口比重 24.8%，與上年底 25.8%相較，減少 1.0 個百分點，進口占我總

進口比重 21.4%，與上年底 20.3%相較，增加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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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臺商對中國大陸經核准投資

含補辦件數為 30 件，較上年同期減少 35.5%(不含補辦)，總核准金額含補辦

為 3.6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55.0%(不含補辦)，臺商投資主要集中在上

海市、福建省、江蘇省、廣東省等地區，投資金額依序為 1.4 億美元（占總

金額 39.3%）、0.7 億美元（占總金額 19.5%）、0.51 億美元（占總金額 14.2%）、

0.48 億美元（占總金額 13.5%）。 

 

2016 年 1-1 月 

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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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至於臺商投資行業，2016 年 1 月主要分佈於金融及保險業、批發及零售業、

化學材料製造業、飲料製造業等，投資金額依序為 0.8 億美元（占總金額

23.2%）、0.7 億美元（占總金額 19.4%）、0.3 億美元（占總金額 7.4%）、0.2

億美元（占總金額 6.3%）。 

 

 

2016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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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我國核准對外投資（含對中

國大陸投資及補辦）件數共計 76 件，金額為 5.7 億美元，其中核准赴中國

大陸投資金額為 3.6 億美元，占我核准對外投資總額 62.3%，位居第一位。

累計自 1991 年至 2016 年 1 月底止，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總核准件數 41,716

件，總核准金額達 1,552.8億美元，占我核准對外投資總額的 61.4%，位居第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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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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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我國核准陸資來臺投資件數共

計 21 件，金額為 640.5 萬美元。累積 2009 年 6 月至 2016 年 1 月期間我國核准

陸資來臺投資件數共 810 件，金額為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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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億美元(占總金額

30.9%)、2.0 億美元（占總金額 13.9%）、1.5 億美元（占總金額 10.5%）、1.4 億

美元（占總金額 9.6%）。 

  

2016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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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月全體銀行對中國大陸匯出款為 4,121.4 億美元，

跟上年同期相較增加 5.9%。 

2015 年 1-12 月全體銀行自中國大陸匯入款為 2,778.4 億美元，跟上年同期相

較增加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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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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我國民眾赴中國大陸旅遊人數約

達 41.0 萬人次，與上年同期增加 1.0%。 

累計自 1987 年至 2016 年 1 月底止，我國民眾赴中國大陸旅遊人數共計 8,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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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月中國大陸人民來臺總人數為 36.4萬人次，

較上年同期增加 14.0%。其中經貿交流為 1.3 萬人次，較上年同期減少 27.3%，

觀光活動為 30.8 萬人次，較上年同期成長 13.9%。累計自 1987 年至 2016 年 1

月底止，中國大陸人民來臺總人數共計 2,358.2 萬人次。在 2016 年兩岸觀光

開放方面，2016 年 1 月 5 日中國大陸開放昆明、南昌、重慶三地試點實施陸

客中轉， 2 月 1 日實施後 1 個月共有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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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我方船舶往返航次為 503 次，較上年同期增

加 1. 4%。中國大陸船舶為 428 航次，較上年同期增加 2.6%。累計自 2001

年至 2016 年 1 月底止，兩岸船舶往返航次共計 106,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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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經金馬小三通入境人數為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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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萬人次。 

累計自 2001 年至 2016 年 1 月底止，經金馬「小三通」入出境人數(含臺灣、

中國大陸)共計 1,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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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中國大陸核准外商直接投資項目

2,008 件。自 1979 年中國大陸採取開放政策至 2016 年 1 月底止，累計批准外商

投資項目為 83.8 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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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23。 

 

 

2. 2016 年 1 月中國大陸外商直接投資實際金額為 140.7 億美元，自 1979 年至 2016

年 1 月底止，實際投資金額累計達 16,535.9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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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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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5 年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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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2.7

億美元（占實際總額的 69.1%）、英屬維爾京群島 73.9億美元（占實際總額的 5.9%）、

新加坡 69.0 億美元(占實際總額的 5.5%)、南韓 40.3 億美元（占實際總額的 3.2%）

等。 

 

 

2015 年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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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我國出口金額 222.0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

少 13.0%。依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同期中國大陸出口金額為 1,771.9 億美

元，較上年同期減少11.4%。由於貿易向來是帶動兩岸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

受到全球經濟成長疲弱，以及全球商品貿易成長率低於經濟成長率等不利

因素，拖累近年來兩岸對外貿易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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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32。 

 

 

2. 依據我國海關統計，2016 年 1 月我國進口金額為 186.8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

減少 11.7%。 

依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2016 年 1 月中國大陸進口總值 1,139.0 億美元，較

上年同期減少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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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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 月貿易總額為 408.8 億美元，與上年同

期減少 12.4%。 

依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中國大陸 2016 年 1 月貿易總額為 2,910.8 億美元，

較上年同期減少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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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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 月貿易順差 35.1 億美元。 

依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中國大陸 2016 年 1 月貿易順差 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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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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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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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較上年底增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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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月我國對東協 10國貿易總額為 61.5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15.8%，

其中我國對東協 10 國出口總額為 39.9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8.7%，進口

總額為 21.5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26.5%；中國大陸對東協 10 國貿易總

額為 363.0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15.3%，其中中國大陸對東協出口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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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25.1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17.9%，進口總額為 137.9 億美元，較上年

同期減少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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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37。 

 

 

三、金融 

由於美歐日央行貨幣政策的不同調，加劇 2016 年匯市走勢更為劇烈，1 月全球

資金從新興市場撤出，造成美元及日圓升值，亞洲國家多呈現走貶趨勢，不過 2

月資金回籠，全球資金再度湧入新興市場，造成新臺幣兌美元 2016 年 2 月底報

收 1 美元兌新臺幣 33.492 元，與上月底相比升值 0.472%。中國大陸方面，官方

提及不會為了提振出口及經濟，而允許人民幣貶值，並強調人民幣不存在持續貶

值基礎，使得 2 月 1 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 6.5452 元，與上月底相比升值 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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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7 元新

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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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詳見統計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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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ECFA 早期收穫計畫執行情形 

依據財政部關務署統計，2016 年 1 月我國對中國大陸出口早期收穫貨品之出

口值為 13.2 億美元，較 2015 年同期減少 26.5%，累計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獲

減免關稅為 31.5 億美元。而 ECFA 原產地證明書 2016 年 1-2 月核發 13,176 件，總

金額約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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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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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家投信事業赴中國大陸地區參股設立基金管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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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獲中國大陸核准參股投資大陸地區 7 家保險業者、2 家

保險經紀人公司，另有 4 件(2 家產險公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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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並設有 13 處代表人辦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