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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總體情勢 

華士傑 

◆總評： 
本期情勢整體而言：大陸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已趨

緩，胡溫體制力求展現親民形象，初步渡過執政初期考驗。中共高層

在對抗 SARS 疫情過程中，似已取得政治上的妥協，胡錦濤「七一」

黨慶講話以落實「三個代表」，取得後江澤民時代理論詮釋主導地位，

並以「人民」為訴求（講話中提及一五０多次）訓勉幹部，但未如預期觸動政治體

制改革。由第二季經濟成長、投資及外貿等數據來看，大陸經濟逐漸

回穩，但是生產、消費否能完全脫離 SARS陰影，尚待觀察。 

對外關係上：胡錦濤進行就任國家主席後（5 月 26 日至 6 月 5 日）首次進行

「大國外交」，藉訪俄羅斯、法國機會與美、日、俄、德、法、英等

國家元首會面，加強大陸與各大國間夥伴關係，象徵中共高層外交上

權力接班。中共首次決定應法國邀請參加在埃維昂（Evian）之八大工業國

家（G8）擴大會議（enlarged dialogue meeting），打破一向以第三世界身分自居，除

對外展現其經濟實力，不無因應美伊戰後國際局勢調整、改變因 SARS

疫情受損之國際形象等因素之考量。 

對臺工作方面：中共在五十六屆世界衛生大會（5 月 19 日在日內瓦召開），

以高姿態阻撓我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並在國際間展開全面打壓，

顯示近期並未放鬆對臺外交封鎖。中共將「公投」定位為「漸進式臺

獨」，試圖模糊兩岸民主政治運作分野，以便在挑起兩岸爭端後歸責

於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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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大陸政情穩定因素：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於 5 月底在國內 SARS

疫情尚未獲得有效控制之前，即決定進行就任後首次外訪（俄羅斯、哈薩克、

蒙古、法國），可能顯示其地位穩固；在此之前溫家寶（4 月 29 日）已前往曼谷

參加中共與東盟領導人關於 SARS 問題特別會議，代表胡溫體制面對
疫情仍能掌握情勢發展。 

大陸當局抗 SARS行政處置逐漸制度化：國務院 5月上旬通過「突
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規定由國家建立統一的突發事件預防控制體系）；從農業、投

資、消費、出口、稅收減免、財政支出、就業、維護生產生活秩序等

方面提出應對 SARS 衝擊的辦法；並作出財政安排，用於全大陸疾病
預防控制網之建設；建立流動人口信息平臺—「全國流動人口管理暨
抗非典網絡系統」(掌握城鄉人口流量，防 SARS 向全國擴散)。 

大陸不穩因素有：中共在對抗 SARS胡、溫、吳（儀）與江系人馬互

動微妙。胡錦濤在接任國家主席後，運用政治局委員會議（3 月 28 日「關於進

一步改進會議和領導同志活動新聞報導的意見」和「關於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國訪問的規定」），推動中共中央

領導生活貼近群眾、樸實節約以有別與以往。在 4 月 2 日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公開承認問題嚴重性並採取緊急措

施後（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疫情、向社會公布疫情和預防控制措施，及要求各有關部門要控制疫情擴散蔓延），胡（4

月 10-15 日）頗不尋常南巡廣東。在疫情升高後，胡免去衛生部長（張文康）、

北京市長（孟學農）職務。這段期間內，江系人馬並無動靜。但在 4 月 24
日至 26日間，江系人馬紛紛發言表態支持抗 SARS，顯現與黨中央一
致。而在 4月 28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學習「三個代表」後（7 月 1 日胡錦

濤在 82 周年黨慶又作「三個代表」重要談話），胡、溫與江系態度漸趨一致，解放軍對抗

SARS立場也趨明朗（如下表），其間中共高層可能有過權力運作，對「十

六大」後派系政治、黨軍關係投下變數。 
大陸 SARS疫情已經影響部分服務業（尤其是航空、旅遊、零售、百貨等），城市

失業率可能上升。中共目前以社會動員手段控制疫情在城鄉間蔓延，

並推動全民一致抗非典政治宣傳，但社會輿論因疫情關係開放也出現

對中共處理不當之批評，是否產生對未來政府施政之監督尚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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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事                                                                   件
4 月 2 日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 
4 月 10-15 日 胡錦濤赴廣東先後考察了湛江、深圳、東莞、廣州 4 市，同時視察廣東省疾病預防

控制中心，與專家們會面，聽取他們有關對抗非典型肺炎的匯報。。 
4 月 17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專門聽取有關部門關於 非典 型肺炎防治工

作的匯報，並對進一步做好這項工作進行了研究和部署。 
4 月 22 日 中共中央決定：高強任衛生部黨組書記；免去張文康的衛生部黨組書記職務；王岐

山任北京市委委員、常委、副書記；免去孟學農的北京市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

務。 
4 月 24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校長曾慶紅，下午專程來到中央黨校，

實地檢查黨校對中央關於 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重要部署的貫徹落實情況。 
4 月 25 日 中央新聞宣傳部門召開會議，通報和部署防治非典型肺炎有關工作。政治局常委李

長春主持會議，并作重要講話。 
4 月 25 日 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主持召開政協第十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主席會議，傳達學習胡

錦濤總書記最近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精神。 
4 月 26 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二次會議上強調，要把思想和

行動統一到中央的精神上來，堅定信心，團結一致，同心同德，齊心協力做好非典

防治工作。 
4 月 26 日 國務院副總理黃菊日前在民航總局﹑鐵道部和交通部等單位檢查非典型肺炎防治工

作時強調，要把防治非典作為交通運輸部門當前的一項重大任務，要堅定信心，切

實抓緊抓好。 
4 月 26 日 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上午在上海會見了來訪的印度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江澤民

說，黨中央、國務院對人民是高度負責的。我們已經就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提

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我相信，只要萬眾一心、眾志成城，措施得當，依靠科學，

抓緊治療，我們一定能夠戰勝非典型肺炎疫病，並取得最後的勝利。。 
4 月 28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重提要在黨內興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思想的新高潮。

會議亦聽取關於當前經濟發展的匯報，並強調要處理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和經濟

工作的關係，以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4 月 28 日 經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批准，全軍各大單位將緊急抽調 1,200 名醫護人員支援北京

市組建非典收治定點醫院。 
5 月 2 日至 7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吳官正先後到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大慶、哈爾

濱市考察工作。吳官正強調，我們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一手抓防治非典型肺炎這件大事。 
5 月 4 日 江澤民、胡錦濤聯袂前往大連港，登上失事拖回港口的 361 號潛艇，並會晤罹難官

兵家屬。 
資料來源：綜合新華社報導整理。 

 
◆經濟： 

總體經濟指標方面：大陸（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上半年生產總

值（GDP）50,053 億元（人民幣，以下同），同比增長 8.2％；全社會固定資產投
資 19,348億元，同比增長 31.1％；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增長

0.6％。1-6 月外貿進出口總值 3,761.43 億美元，同比增長 39％；其中
出口 1,903.21 億美元（同比增長 33.5%），進口 1,858.22 億美元（同比增長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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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順差 44.99 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合同金額 509.58 億美元，同比
增長 40.25％；實際使用金額 302.55 億美元，同比增長 34.33％。6 月
底廣義貨幣供給（M2）餘額為 204,907.42億元，同比增長 20.82％；狹義
貨幣供給（M1）餘額為 75,923.23 億元，同比增長 20.24％；市場貨幣流
通現金（M0）餘額為 16,956.89 億元，同比增長 12.32％。城鄉居民儲蓄
存款餘額為 97,674.57億元，同比增長 19.54％。 

對大陸經濟情勢評估：SARS 疫情對部分產業及就業造成影響，
惟就中國大陸各項經濟指標同比成長變動情形來看（如附表），SARS疫情
對大陸經濟影響已趨緩和，但不排除投資、消費在第三季可能發生的

滯後效應。長期而言，大陸經濟成長趨勢平穩（如附錄 1），其出口更受到

國內、外之供給、需求面結構因素影響（如附錄 2）；縱使大陸國民所得發

生變動，其進口是否會產生變動，亦難評估（如附錄 3）。 
 

中國大陸 2003年各項經濟指標同比成長表 

           單位：％ 

    項目 

時間 

經 濟

成 長 
固定資

產投資 
居民消費價

格 指 數 
工業增

加 值

廣 義 貨 幣

M 2 供給餘額

登 記 城 鎮

失 業 率

進 口 出 口 實際外商

直接投資

1-3 月 9.9 31.6 0.5 17.2 18.5 4.1 52.4 33.5 56.72 

1-4 月 --- 30.5 0.6 16.4 19.2 --- 46.8 33.5 51.03 

1-5 月 --- 31.7 0.6 15.9 20.2 --- 45.5 34.3 48.15 

1-6 月 8.2 31.1 0.6 16.2 20.8 4.2 44.5 34.0 34.33 
資料來源：大陸國家統計局、中國人民銀行、商務部網站。 

 

◆社會： 
近期大陸社會問題，在人文環境方面：3月 27日發生在廣州市的

孫志剛事件（27 歲，湖北省武漢市人，武漢科技學院畢業今年 2 月受聘廣州達奇服裝公司，由於由於非本地戶

又未帶暫住址，遭拘留、毆打致死）經 4月 25日南方都市報報導引起社會廣泛注意，
該案凸顯流動人口「收容制度」對外來人口的歧視及人權侵犯。案經

廣東省、廣州市偵查於 5 月 12 日拘捕嫌犯，及收容站、派出所瀆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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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此案促使大陸 3個法學博士（許志永、俞江、騰彪，他們 3 人都在去年取得北京大學法

學博士的學位，目前都擔任教職。在他們之後，包含賀衛方、盛洪、沈巋、蕭瀚、何海波等 5 名大陸法學家也聯合上書

中共全國人大）以普通公民的身分上書中共全國人大，要求中共對 1982年 5
月頒布施行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進行違憲審查（廣州

市中級人民法院 6 月 9 日作出一審判決，對廣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黃村街派出所、廣州市腦科醫院江村住院部、廣州市

收容人員救治站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受國家機關委托行使公務的人員，以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構

成玩忽職守罪被分別判處有期徒刑 2-3 年）。國務院常務會議 6月 18日通過了「城市生
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草案）」，同時廢止前開收容遣送

辦法。 
在自然環境方面：1994年 12月開始動工之三峽工程（總投資達 2039 億元）

6月 1日開始正式蓄水，未來將形成 660多公里的河道型水庫（從湖北宜昌

三鬥坪鎮至重慶朝天門碼頭），水庫淹沒的陸地面積達 632 平方公里（包括湖北省和重慶市

的 21 個縣市），而庫區移民數量達 113 萬人。農業部和國家環保總局 5 月
12日聯合發布的 2002年度「中國漁業生態環境狀況公報」，去年共發
生漁業污染事故 1,255 次，直接經濟損失約 3.88 億元；環境污染造成
天然漁業資源經濟損失 36.2 億元，從分區域分布來看，東海近岸的海
域污染較嚴重，黃、渤海其次，南海較輕。大陸夏季主要汛期到來，

目前淮河、長江流域在 7月已出現汛情，水位時而上升。 
在少數民族方面：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5 月 26 日發表「新疆的歷

史與發展」白皮書（中國大陸首次發表），抨擊境內外部分「東突」勢力在宗

教極端主義、分裂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的影響下，轉向以恐怖暴力為

主要手段的分裂破壞活動。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繼去年 9月後，再
於今年 5月 25日，派洛迪 Lodi Gyaltsen Gyari、卡桑 Kelsang Gyaltsen等 4人代表團
赴大陸與中共接觸（曾由中共統戰部長劉延東接見），中共與達賴間的立場依然分

歧（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6 月 9 日發表題為《美國意欲何為？──評美國的所謂西藏問題報告》的署名文章：「中國中央

政府對達賴喇嘛的政策是明確的，也是一貫的。只要達賴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停止分裂祖國的活動，公開聲明承認西

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就可以進行

接觸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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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學校教育、科技方面：大教育部 5月 12日發布的 2002年全國教

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小學校數和在校生數繼續減少（去年大陸共有小學

45.69 萬所，比 2001 年減少 3.44 萬所；在校生 12,156.71 萬人，比 2001 年減少 386.76 萬人）。學校布局調整

和學齡人口的逐漸減少是產生這一變化的原因。大陸農業部動物冠狀

病毒疫源調查組專家們已從蝙蝠、猴、果子貍以及蛇等數種動物體內

檢測到冠狀病毒基因，已測出的病毒基因序列與 SARS 病毒的基因序
列完全一致（人民日報，2003.5.24。深圳與香港合作研究亦發現，SARS 病毒來自野生動物。果子貍 SARS 樣病毒

與人類 SARS 病毒有百分之 99 以上的同源性，進一步的基因分析，證明了動物 SARS 病毒是人類 SARS 病毒的前體）。

大陸第三顆「北斗一號」導航定位衛星 5月 25日發射升空（於 6 月 3 日成功定

點，進入地球同步軌道），這是長征運載火箭至今已進行了第 70次發射，發射成
功率達到 90％（長征運載火箭自 1970 年 4 月 24 日首次將「東方紅一號」衛星送入太空以來，共把 52 顆不同類

別的國產衛星、27 顆國外製造的衛星和 4 艘「神舟」號飛船送入了太空，目前具備「一箭單星」到「一箭多星」，形成了

12 種型號，發射低、中、高不同軌道的能力）。 
通俗文化方面：SARS 疫情影響大陸人民日常的娛樂、餐飲、旅

遊活動，據中華全國信息中心調查統計，中國商業、餐飲、美容美髮

業在 SARS 疫情嚴重的 4 月中旬至 5 月下旬，營業額比去年同期平均
下降為 3成 5、6成 4和 5成（中新社，北京，2003.6.25 電）。在 6月 24日世界衛
生組織宣布撤銷對北京的旅行限制警告後，按照國家旅遊局通知要

求，大陸各地紛紛開始推出新的旅遊路線和旅遊項目（國家旅遊局 7 月 9 日宣布恢

復國內跨省區市旅遊和出境旅遊活動）。世界旅遊組織第 15次全體大會將於今年 10月
在北京舉行。 

大眾傳播方面：大陸南方日報報業集團（隸屬中共廣東省委）高層人事異

動，多名副總編輯職務被調動，廣東省委宣傳部新聞處長張東明出任

集團副總編輯，並主管「南方周末」，咸信與該集團所屬的「21 世紀
環球報導」、「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及「南方日報」近期言

論有關（刊登批評中共高層領導文章、呼籲國際社會介入調查廣東 SARS 疫情，以及日前有關國有企業整體退出競爭

的報導）。上海市政府 6月 3日正式宣布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並第一次
在市政府新聞發言人主持下舉行新聞發布會（這是中國省市級地方政府首次實施新聞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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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制度），今後上海市政府新聞發布會將固定為兩周一次，將來包括市人

大、政協、高級法院和檢察院等部門也都要逐步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 
 

◆軍事： 
國防政策、解放軍人事部分：副總參謀長熊光楷在 4月 16日於中

國科學院發表「談談新軍事變革問題」，以美伊戰爭切入提出世界新

軍事變革主要表現為五大特徵（武器裝備智能化、軍隊編制體制精幹化、指揮控制自動化、作戰空

間多維化和作戰樣式體系化），並總結經驗作為推進中國特色的新軍事變革。（解放

軍建軍方向上的三次大變革：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葉劍英等決定將毛澤東時代「早大、大打、打核戰爭」轉移

到和平時期的軍事建設，1992 年初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江澤民要求「打贏高新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2003 年 3 月江澤

民在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積極推進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的戰略任務」。）海軍

司令員石雲生上將、政委楊懷慶上將 6月中旬因北海艦隊 361號（明級）

潛艇失事下臺，分別由張定發中將、胡彥林中將接任。 
武器研發、軍事演習部分：中共首艘配備有國產艦載飛彈作戰系

統的驅逐艦（西方將這艘最新型驅逐艦稱為「中華神盾」艦）4月 29日下水，根據「簡氏防
務週刊」的訊息，該艦裝設了大陸自行研製的 4 面大型相控陣雷達（類

似於美國的「宙斯盾」系統的 SPY-1D(V)三座標相控陣雷達），艦載武器包括具備隱形特徵的單

管 100 公厘主砲，最新型遠端防空飛彈的垂直發射系統，新一代超音
速反艦飛彈和新型近程反飛彈系統。華盛頓時報 6日 20日引述美國官
員的話報導，中共將在未來數周飛行測試陸基新型東風 31型道飛彈、
東風 21型道飛彈（東風飛彈將由山西武寨基地朝羅布泊的目標發射），及潛射巨浪 2彈道飛
彈。 

軍事外交部分：國防部長曹剛川 4月 27日赴莫斯科參加上海合作
組織國防部長會晤。英國皇家海軍「利物浦號」驅逐艦 5月 24日抵達
上海進行為期 5天的友好訪問。澳大利亞陸軍中將李希將於 5月 28日
訪華，就戰略和地區安全進行定期高層對話。應美國國防大學的邀請，

解放軍國防大學校長裴懷亮率團 4月 25日啟程前往美國訪問。中、印
兩國海軍將在年內舉行首度海上搜救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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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 
大陸近期「大國外交」方面：國家主席胡錦濤就任後 5月 26日至

6 月 5 日首度出訪，前往俄羅斯（參加「上海合作組織」會議、出席聖彼得堡建城 300 週年紀念典

禮、加強中俄兩國經貿關係，特別是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哈薩克斯坦、蒙古訪問，出席法國

舉行舉行 G8高峰會議。為了對抗 SARS對中國大陸大國形象的打擊，
中共高層部署一連串外交作為，說明大陸控制疫情的努力：例如 4 月
28 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總理赴泰國出席中國--東盟領導人「非典」特
別會議；博鼇論壇 5 月 16 日在北京召開「SARS 與亞洲經濟--影響和
對策」的研討會；上述胡錦濤出訪四國； 6月 3日至 4日在北京舉行
東盟--中日韓（10+3）非典型肺炎國際研討會。 

在北京召開美、朝、中 3方會談（4 月 23、24 日）因北韓提高姿態提前（一

天）結束（在會談期間，北韓宣稱已經擁有核武器，甚至可能進行核子試驗和武器出口），但對以外交途

徑解決北韓問題上，中、美兩國漸趨一致（布希與胡錦濤 4 月 26 日通電話時表示希望繼續

透過外交努力來化解朝鮮的核危機，5 月 14 日美韓共同聲明強調了和平解決朝鮮核問題必須實現多方會談的方針，認為北

京對話的渠道有必要繼續堅持），提高中共處理外交事務之籌碼。布希在 G8高峰會
議期間邀請胡錦濤訪美，時間可能安排在今年底或明年初。 

與周邊國家方面：胡錦濤 5 月 19 日見了日本自民黨幹事長山崎
拓、公明黨幹事長冬柴鐵三、保守新黨幹事長二階俊博，5月 31日與
小泉首相會面，重申要慎重處理歷史問題和臺灣問題。6月中共與東協
國家間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這是東協以外國家首次加入該條約），外交部長

李肇星 6月 18日在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議上表示，希望在論壇內適時
舉辦「安全政策會議」。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 5月 29日在俄羅斯莫斯
科舉行峰會，胡錦濤表示要確保今年內正式啟動秘書處（研議設在中國大陸）、

早日建立地區反恐怖機構，同時要將過去強調以安全合作之宗旨，希

望在區域經濟（首先在交通運輸）合作有所突破，同時中、俄、哈、吉、塔五

國決定在今年 8 月舉行首次聯合反恐軍事演習。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和
來訪的印度總理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6月 23日在北京簽署「中印關
係原則和全面合作宣言」，印度承認西藏自治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

土的一部分，重申不允許西藏人在印度進行反對中國的政治活動。」（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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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印度政府「首次明確承認」西藏自治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 
本期重要外訪：胡錦濤將於 5月 26日至 6月 5日對俄羅斯聯邦、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和蒙古國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上

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第三次會晤、在聖彼得堡舉行的建市 300 週年
慶典和在法國埃維昂舉行的八大工業國家會議。總理溫家寶國總理 4
月 29 日抵達曼谷出席非典型肺炎病問題的中國－東盟領導人特別會
議，並與泰國總理他信舉行了會談。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常春 7 月 8 日
抵古巴訪問。副總理吳儀（兼任衛生部長）5月 19日參加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
年會，7月出訪越南、寮國及柬埔寨。外長李肇星於 6月 17-19日赴柬
埔寨金邊出席東協--中日韓（10+3）外長會、第 10 屆東協地區論壇（ARF）

外長會、東協與對話伙伴國會議、東協與中國對話會（10+1）和中日韓 3
國外長第 2次非正式會晤；6月 24日起訪問英國、葡萄牙、希臘，並
與歐盟外長舉行會晤。 

 
◆港澳： 
香港情勢方面，香港 5月 23日、6月 23日分別自世界衛生組織之

SARS 旅遊警告區、疫區除名。香港立法會在 7 月 9 號就《基本法 23
條》立法進行表決，先前美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駐港總領事祁俊文

及白宮（6 月 19 日發表聲明）皆表示反對立法（有關條款禁止某些民間團體和組織，並且缺乏對公眾利

益以及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保護）。香港官方 6月 17日公布，受到 SARS影響，3-5
月的失業率為 8.3％，失業人數為 287,000人，創下歷史新高。香港和
大陸在 6月 30日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這項緊密關係包括 3方面：
中國大陸將給予大部分香港產品零關稅，並且提早對香港開放大陸的

服務業（受惠的行業和領域包括管理諮詢、會議展覽、廣告、法律、會計、醫療、房地產、建築工程服務、運輸、分

銷、物流運輸、旅遊、視聽、銀行、証券、保險等），同時減少兩地投資限制。由於港府制

定基本法第 23條引起港人大規模示威抗議，港府已決定延後立法期限。 
澳門情勢方面，5 月份澳門入境旅客受 SARS 疫情嚴重影響，比

去年同期減少了 346,000多人次，大幅下降 36.8％，隨團旅客更下降了
73％，澳門國際機場客運量跌幅達 8成 7。為了重振旅遊業及其相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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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崔世安率團在澳門最重要的旅遊客源市場之

一的香港舉行記者會（6 月 23 日），宣布「澳門夏日歡迎您」活動從 6月 28
日正式施行。東帝汶國務兼外交合作部部長霍塔（Jose Ramos-Horta）6月 20日
抵達澳門訪問，目的在期望澳門協助東帝汶發展旅遊業，並希望日後

加強兩地的緊密合作。由澳門潮州同鄉會、潮汕總商會聯合主辦的潮

汕美食文化節，擬於 11月底在澳門舉辦，以推動潮汕地區與澳門的經
貿往來和民間交流。 

   
◆對臺政策： 

大陸對臺策略方面：中共高層權力交班後，新一代對臺工作仍然

運用「內外有別」策略，例如唐家璇、陳雲林、汪道涵在紀念辜汪會

談 10 週年（4 月 29 日）文章表示：「中國是兩岸同胞的中國，是我們共同

的家園」，雙方對一個中國政治含義看法上的分歧，並不影響對「大

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認同；在「九二共識」基礎上重開對話，

大陸方面沒有提出任何其他超出共識範圍的要求等等。然而近期大陸

在內部全力控制 SARS 情況下，並未放鬆對臺外交封鎖，胡錦濤與小
泉首相（5 月 31 日）、布希總統（6 月 1 日）會面時，仍堅持其「一個中國」原

則；副總理吳儀在第 56 屆世界衛生大會（WHA5 月 19 日在日內瓦召開），阻撓我

以衛生實體（health entity）作為世界衛生組織（WHO）之觀察員。 
中共對臺工作手法：中共在大陸 SARS疫情不斷蔓延之際，在兩岸

關係上的操作也愈見細膩。大陸方面透過紅十會、海協會等團體，表

示願意臺灣臺灣同胞捐贈醫療物資援助。在大陸舉辦之防疫研討會也

邀請臺灣參加，但卻試圖將我納入其「一中」架構。為防止疫情在兩

岸間蔓延，在我方（4 月 24 日宣布）對大陸專業人士來臺參訪採勸導延緩方式

辦理後，國臺辦於 4月 29日也宣布暫緩審批近期赴臺團組的申請。中
共領導人（胡錦濤赴廣州、陳雲林及李炳才赴天津）也分別考察臺資企業防治非典型肺

炎的情況，要求要照顧臺灣同胞。對於受到 SARS 打擊的臺資企業，
國臺辦 5月 29日宣布將按大陸財政部發出的緊急通知，獲得減免部分
稅費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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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中國大陸生產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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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名目（nominal）GDP 指的是以大陸國家統計局隔年結算，並刊載於統計年鑑之當年價格

所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而實質（real）GDP 有：以世界貨幣基金（IMF）公布的平減指

數（deflator）估計的國內生產總值；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retail price 

index, RPI），經平減（deflate）估計的國內生產總值。 

2.從長期趨勢來看，中國大陸名目 GDP 是一條平滑向上的曲線，在考量通貨膨脹因素後，

實質 GDP 上升較為緩和，惟仍舊是一條平滑曲線，顯示中國大陸年度經濟成長尚未出現

上下震盪的走勢。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 2001》，《中國統計年鑑 2002》，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Vol. 

LIV,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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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中國大陸進出口總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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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對中國大陸出口較具影響的因素包括其主要貿易對手國的需求，及大陸內部的供給。而影

響需求面有關最主要的結構性因素包括：（1）貿易對手國之國民收入（national income）、

（2）貿易對手國邊際進口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import），及（3）大陸之實質有效

匯率的變化（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等；影響供給面最主要的結構性因素為：X（出

口）-M（進口）= S（國內儲蓄）-I（國內投資）-(G-T)，其中 G 為政府支出，T 為稅收，

財政赤字視為負儲蓄。R. M. Dunn & J. H. Mutti, International Economics（London: Routledge, 

2000）, Ch.12, Ch.13, Ch.14, Ch.18；B. Sodersten & G. Re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London: 

Macmillan, 1994）, Ch.25 and A. Hossain & A. Chowdhury, Open-Economy Macroeconomic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998), Ch.3. 

2.在其它條件不變情況下，就長期趨勢而言，以美元計算中國大陸進、出口是平滑向上曲線。 

資料來源：《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鑑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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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大陸平均、邊際進口傾向及進口所得彈性係數表 

年度 Y(億元人民幣) M(億元人民幣) M/Y dM/dY (dM/dY)/(M/Y)
1981 4,862 375.44 0.08 -- -- 

1982 5,295 365.06 0.07 -0.02 -0.35 

1983 5,935 422.60 0.07 0.09 1.26 

1984 7,171 637.83 0.09 0.17 1.96 

1985 8,964 1,240.71 0.14 0.34 2.43 

1986 10,202 1,481.60 0.15 0.19 1.34 

1987 11,963 1,608.32 0.13 0.07 0.54 

1988 14,928 2,057.20 0.14 0.15 1.10 

1989 16,909 2,226.68 0.13 0.09 0.65 

1990 18,548 2,551.84 0.14 0.20 1.44 

1991 21,618 3,395.73 0.16 0.27 1.75 

1992 26,638 4,444.22 0.17 0.21 1.25 

1993 34,634 5,990.18 0.17 0.19 1.12 

1994 46,759 9,964.08 0.21 0.33 1.54 

1995 58,478 11,030.00 0.19 0.09 0.48 

1996 67,885 11,542.60 0.17 0.05 0.32 

1997 74,463 11,802.19 0.16 0.04 0.25 

1998 78,345 11,610.61 0.15 -0.05 -0.33 

1999 82,068 13,717.14 0.17 0.57 3.39 

2000 89,442 18,633.85 0.21 0.67 3.20 

2001 95,933 20,163.60 0.21 0.24 1.12 

說明：1.Y：國內生產總值（支出法計算）以大陸國家統計局隔年結算，並刊載於統計年鑑之當年

價格。M：進口，乃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進口金額（美元）及各年之平均匯率計算。M/Y：

平均進口傾向乃衡量當年國內生產總值與進口之間的比例。dM/dY：邊際進口傾向，乃衡

量當年因國內生產總值改變因而改變的進口比例。(dM/dY)/(M/Y) :進口所得彈性係數，

乃衡量當年國民所得（以國內生產總值為根據）變動的百分比，所引起進口變動的百分比。 

2.在其它條件不變情況下，進口為國民所得的函數，M=M(Y) with dM/dy>0，所得增加（減

少），進口也增加（滅少）。為考量匯率變動因素，爰以 1994 年人民幣匯率併軌後的情

形來看，1994-2001 年間平均進口傾向變動不大，顯示大陸經濟與貿易之進口間，其依存

關係變動不大。但邊際進口傾向、進口所得彈性係數變動頗為劇烈，可能顯示非僅是國

民所得造成進口的變動，大陸的進口尚受到其它因素影響。 

資料來源：同附錄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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