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陸情勢  2003‧ 4 
 
 
Ⅰ、總體情勢 

華士傑 

 
◆ 總評： 

本期情勢整體而言：大陸召開第十屆「全國人大」（3 月 5 日

至 18 日）、「政協」（3 月 3 日至 14 日）會議，正式完成政府（國家主席、副主

席、中央軍委會、國務院、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高層人事改組，而地方人事

也持續更動（全大陸 31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1 月至 4 月初已完成省級領導換屆改選）。經

濟上外資移入、進出口成長迅速，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大陸稱之

為「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略為上升。近期大陸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疫情擴大，赴大陸進行旅遊等相關活動皆受影響，大陸

之國際形象受到挑戰。 

對外關係上：近期美伊戰事（含戰後重建）及北韓問題給予中共

「大國外交」之發揮空間。江澤民、胡錦濤、唐家璇及李肇星

分別以電話或其它方式與其它大國領袖及外交部長密集商

議。目前中共態度仍然傾向以多邊外交及對話方式和平解決各

方爭議。 

對臺工作方面：胡錦濤於 3 月 11 日參加「全國人大」臺

灣代表團分組會議時，提出對臺政策「四點意見」（要始終堅持「一

個中國」原則；要大力促進兩岸的經濟文化交流；要深入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要團結兩岸

同胞共同推進中華民族的復興），和「三個凡是」（凡是有利於臺灣人民的利益、凡是有利

於祖國的統一、凡是有利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們都要全力推動），各項訊息顯示，中

共第四代領導的對臺政策短期內仍有相當延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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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 
大陸政情穩定因素：大陸第十屆「全國人大」及「政協」第一次

會議於 2003 年 3 月 18 日及 14 日閉幕，由胡錦濤、曾慶紅當選國家
主席、副主席，溫家寶當選國務院總理，吳邦國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長，賈慶林當選全國政協主席，江澤民與胡錦濤分任國家軍委主

席、副主席，其它重要人事並未出一般預料。按照職能轉變，國務院

將原 29 個部、委裁併為 28 個（例如設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

委員會」，「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將改組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裁併「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及「對外貿易

經濟合作部」，組建「商務部」），為 1982年以來第五次機構改革。 
大陸不穩因素有：溫家寶就任總理後（3 月 18 日記者會）指出，目前大陸

面對 5 項主要問題（1.農業發展滯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已經成為制約擴大內需的一個重要因素；2.建

立現代企業制度將是一個長期的任務；3.下崗和失業人口不斷增加，社會保障的壓力非常之大；4.城鄉發展不平衡，東

西發展不平衡，；5.財政負擔沉重，金融不良資產比例較多），他所提出的 4項改革（農村改革、企業

改革、金融改革、政府機構改革）事實上皆為延續歷屆政府工作，面對的挑戰仍然

嚴峻。近期受「非典型肺炎」（或稱「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影響，大

陸之國際形象受到挑戰（例如世界經濟論壇原訂於 4 月中旬在北京舉行之高峰會已延期，WHO 官員公

開批評大陸政府防疫不力）。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期召開的會議中，兩次（1 月 28 日，3

月 28 日）部署學習國際局勢與大陸經濟、就業情勢互動，研判中共高層

高度關切國際局勢變化（例如美伊戰爭）對大陸政、經情勢可能產生之不利

影響。 
    

◆ 經濟： 
總體經濟指標方面：大陸（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第一季國內生

產總值（GDP）23,562 億元（人民幣，以下同），同比增長 9.9%；全社會固定資
產投資 6,155 億元，同比增長 27.8%；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

增長 0.5%。1-3 月外貿進出口總值 1,737 億美元，同比增長 42.4%；
其中出口 863億美元（同比增長 33.5%），進口 873億美元（同比增長 52.4%），貿易

逆差 10 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合同金額 229.8 億美元，同比增長
59.6%；實際使用金額 130.9億美元，同比增長 56.7%。3月底廣義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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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供給（M2）餘額為 194,487億元，同比增長 18.54%；狹義貨幣供給（M1）

餘額為 71,439 億元，同比增長 20.12%；市場貨幣流通現金（M0）餘額

為 17,107 億元，同比增長 10.05%。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額為 94,568
億元，同比增長 20.1%。 

對大陸經濟情勢評估：根據前國家計委主任曾培炎（3 月 6 日，「關於 2002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執行情況與 2003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草案」）所作報告顯示，大陸

對今年總體經濟指標估計（經濟成長 7%，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上漲 1%，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預期增

長 12%，城鎮登記失業率 4.5%，外貿進出口總額增長 7%等）屬「中等、穩定」（2001、2002 年經濟成長

分別為 7.3%、8%，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成長分別為 0.7%、-0.8%，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成長分別為 12.1%、16.1%，城

鎮登記失業率分別為 3.6%、4%，外貿進出口總額增長分別為 7.5%、21.8%）。今年設定之廣義貨幣

供給（M2）和狹義貨幣供給（M1）均增長 16%左右，與 2001年（M2：14.4%，M1：

12.7%）、2002 年（M2：16.8%，M1：16.8%）實際數字比較則相去不遠，可能有抵

銷通貨緊縮趨勢之意圖。從大陸歷年來外商直接投資協議、實際金額

及實現比例來看（如附錄一），今年外商直接投資實際金額仍有可能取得

二位數成長。如果大陸改革開放政策不變、法規制度透度明愈高，則

未來外商直接投資金額變動幅度將愈如預期（如附錄二）。 
 

◆ 社會： 
近期大陸社會問題，在人文環境方面：在「兩會」召開前夕，北

京大學、清華大學於 2 月 25 日中午先後發生餐廳爆炸事件，引起中
共高層重視。司法部和全國婦聯在大陸各地積極開展「三八婦女維權

週」活動（包括積極推動法制宣傳教育，拓展法律服務內容和形式，建立健全基層投訴、受理網絡，敦促有關部

門查處一批侵害婦女經濟權利的典型案件），今年「三八婦女維權週」的內容將以保護

婦女的經濟權利為重點，惟婚姻家庭問題仍是中國婦女面臨的主要問

題之一（據全國婦聯統計表明，近兩年來每年收到群眾來信、來訪、來電 30 萬件左右，其中婚姻家庭類佔到總數

的半數以上，有關家庭暴力的投訴不斷上升）。對於去年 11月間在廣東流行的「非典型
肺炎」疫情，今年 2月 9日衛生部副部長馬曉偉率專家小組 2月 9日
赴廣州協助防治工作（大陸當局表示，截至 2 月 10 日衛生機關接獲通報 305 宗案例）。衛生部

部長張文康（3 月 19 日會見世衛生組織代表）表示目前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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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總理溫家寶稍後則表示「形勢依然嚴峻」，而鄰近之香港發生擴大

感染的現象，大陸官方公布病例卻不斷小幅度攀升。國務院至 4 月 2
日方決定由副秘書長主持聯席協調會議，並及時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

疫情（截至 4 月 16 日官方公布發病 1,445 例，累積死亡病例共 65 例，與香港人數相當），並允許世衛組

織派員至可能病源地廣東做調查。 
在自然環境方面：大陸新疆伽師、巴楚地區在 2月 24日上午 10

時發生 6.8級地震，初步統計共造成 257人死亡。大陸新增 9處國家
級自然保護區（內蒙古額濟納胡楊林、紅花爾基樟子松林，吉林鴨綠江上游，廣西貓兒山，湖南銅鼓嶺，雲

南大山包黑頸鶴，西藏芒康滇金絲猴，新疆托木爾峰，青海三江源等自然保護區），使大陸的國家級自

然保護區總數達到 197處（大陸共建立了各類自然保護區 1,757 處，總面積近 1.33 億公頃，佔國土面

積的 13.2%）。國土資源部 4月 3日發佈了「2002年中國國土資源公報」，
在地質環境與地質災害防治方面，初步建成了 31 個省級地質環境監
測總站、217個地（市）級地質環境監測站、20,783個地下水監測點。 
在少數民族方面：新任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是少數民族，曾經擔

任安徽和江蘇的省委書記，在國務院分管農業工作。今年 3月舉行十
屆「全國人大」會議選舉產生的少數民族代表有 415名，佔代表總數
的 13.9%，十屆「全國政協」則有少數民族委員 262名，佔代表總數
的 11.71%。從今年 3月開始中央民族大學正式成立管理學院、文學與
新聞傳播學院、音樂學院、舞蹈學院、美術學院、外國語學院、生命

與環境科學學院 7所學院。 
 

◆ 文化： 
科技研究方面：大陸國家海洋局「向陽紅 14號」科學考察船在 2

月中旬完成在菲律賓以東的西北太平洋（約 35 萬平方公里海域）布設觀察海洋

流向、流速、鹽度及海表溫度等資料儀器。北京宇航系統工程研究所

4 月初公開對外說明中國新一代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發展狀況（規劃中的新一

代運載火箭系列有 14 種型號，主要特點是：低軌道的運載能力為 1.2 至 25 噸，高軌道可運載 1.8 至 14 噸，並與未來的、

可重複使用的運載器良好銜接；採用無毒、無污染的煤油和液氫、液氧推進劑），力爭 2010 年前完成
首飛，同時該所還積極發展多項空間運載技術研究（主要包括發射空間實驗室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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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技術、以探月為代表的深空探測運載技術、可重複使用的運載工具技術等）。並建議在原有酒泉、

西昌和太原發射場外，在海南省建設新的發射場用於新型運載火箭的

發射（優點為臨海、火箭的落點位置易於選擇、火箭飛行航區的安全性問題可以徹底解決、便於國際交往與合作、

有利於發射服務商業化運作模式的建立和發展、可以通過海洋運輸解決大直徑火箭內陸鐵路運輸的難題）。 
通俗文化方面：大陸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和中國廣播電影電視

集團將於今年 8月下旬，在北京舉辦首屆「中國國際廣播影視博覽會」
（首屆廣博會會期 7 天，主要活動包括首屆中國國際影視節目展；第十二屆北京廣播影視設備展；「飛天獎」、「星光

獎」頒獎活動、「華表獎」頒獎活動；第七屆「北京放映」活動和第 8 屆國際廣播電視技術討論會）。AOL 時
代華納旗下的卡通頻道，將於今年 5 月 10 日起在大陸中央電視臺的
第一和第七套「動畫城」欄目播出卡通系列片「飛天小女警」（每週一至

週六播出，為期一年）。文化部與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於今年 4月 28日至 5月
8日在北京龍潭公園舉辦「2003年中國民間藝術之鄉文化博覽會」（中

國命名 412 個民間藝術之鄉，例如茶文化之鄉武夷山，民間戲劇藝術之鄉泉州晉江市）。 
大眾傳播方面：今年春節期間，中國大陸的手機短訊發送量達到

60 億條。手機短訊成為了一種方便和實惠的拜年方式（手機用戶中大部分是 15

至 25 歲的青年人），但是手機短訊所傳送龐大資訊量已經對大陸政府的新聞

管制制度形成新的挑戰。國營中央電視臺首度全程實況報導伊拉克戰

事（每天播出大量時間進行有關這次戰爭的現場直撥），中央電視臺除了動用了大約 100名
記者在世界各地進行採訪報導之外，還在攝影棚內邀請專家和學者對

戰況進行分析。電視臺還實況播出了美國總統布希的開戰宣言，甚至

在轉播西方媒體的報導時還輔以同步翻譯的方式，這是官方媒體過去

所沒有的作法。 
   

◆ 軍事： 
國防政策、解放軍人事部分：大陸當局今年可能展開第三次大規

模的裁軍（減機關、減院校、減陸軍），並將對軍隊的部署進行調整。十屆「全

國人大」選出曹剛川（接替遲浩田）擔任國防部長、張雲川（接替劉積斌）擔任國

防科工委主任，第二炮兵（戰略飛彈）部隊司令員由參謀長靖志遠（接替楊國樑）

升任，國防大學校長由裴懷亮（接替邢世忠）接任。今年國防費支出編列 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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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同比增長 9.6%，為 10年來首度成長低於二位數。 
武器研發、軍事採購部分：大陸空軍近期實驗「長空一號」（CK-1）

無人靶機直接由地面起飛（以往須由大型運輸機空中投放），該機空重 1.5噸，時速
920公里，飛行半徑達 950公里，由無線電遙控並具備電磁干擾能力（千

龍軍事網，2003.3.18）。據媒體報導，成都飛機公司研製之殲 10（J10，最大起飛重量在

18 噸左右，載彈量 7 噸，採用 1 臺 AL--31F 渦輪發動機，最大飛行速度兩馬嚇，可能採用以色列的 ELTA2O32 雷達，

或使用俄製的甲蟲或珍珠雷達，使用 R27 半主動或 R77 主動雷達制導中程空對空飛彈。）已於今年 3月 10
日交付華東某空軍基地進行試飛。根據媒體報導，為維持區域平衡需

要，俄方保證不向中共出售「戰略性武器」。其中包括航空母艦、核

潛艇、戰略轟炸機、超過 300公里以上的任何導彈。 
軍事外交部分：副總參謀長熊光楷 2月 6日赴德國參加國際安全

政策會議，4 月 5 日赴南非參加兩國防務委員會議。副總參謀長隗福
臨率訪問團於 2 月 18 日赴巴西、智利、阿根廷訪問。空軍司令員喬
清晨率空軍代表團 2月 21日訪問埃及、蘇丹。美國國防大學代表團 2
月（23 至 25 日）訪問大陸。中共與美國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第四次年度

會晤 4月（8 至 10 日）在美國夏威夷舉行（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副參謀長周伯榮和美軍太平洋總部

戰略計劃與政策局局長沙立文海軍少將主談）。大陸國防部邀請外國駐華武官團（46 個國家，

100 位駐大陸武官）4月（8 至 15 日）日，赴成都、重慶、武漢，參觀陸海空軍部隊、

院校和陸軍預備役部隊及工農業項目。白俄羅斯參謀總長古魯廖夫 4
月 2日訪問大陸。 
 
◆ 外交： 
大陸近期「大國外交」方面：在各大國就美、伊問題僵持不下、

朝鮮半島問題持續緊張（北韓不放棄發展核武）情況下，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與俄

羅斯外長伊萬諾夫應前外長唐家璇的邀請，分別於 2月底（23 日至 24 日，26

至 28 日）赴大陸進行訪問。在伊拉克問題上，江澤民分別與美（兼及北韓問題）、

英、法、俄、德等（胡錦濤就任後 3 月 19 日亦分別與美、俄、法）有關國家元首以電話交

換意見，唐家璇四赴聯合國商討伊拉克問題，種種跡象顯示近期中共

「大國外交」發揮一定作用（在聯合國有關美伊戰事問題上，中共並未如法、俄明白表示要動用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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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權，保留運作彈性），也考驗接班後中共新領導階層處理重大國際危機能力（李

肇星 3 月 31 日與英國外交大臣斯特勞進行了電話交談，4 月 11 日與美國國務卿鮑威爾通電話，雙方深入討論了中美雙

邊關係、伊拉克局勢及戰後重建問題，並就通過對話和平解決朝鮮核問題交換了意見）。 
與周邊國家方面：大陸與日本高層關係並無突破（小泉首相原計劃於去年秋

天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但由於參拜靖國神社因此訪問未能實現，其後日中兩國之間沒有進行高層次互訪；中共中央總

書記胡錦濤 4 月 16 日以總書記身分接見菅直人率領的日本民主黨代表團，重申雙方遵循「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

平友好條約」和「中日聯合宣言」所確定的原則），3月 28日在東京舉行中共新一屆政府
成立以來雙方首次外交會議，雙方司、局級官員（大陸外交部亞洲司長傅瑩和日本

外務省亞太局長藪中三十二）達成了和平解決北韓核能開發問題的共識；4月 6日
至 8 日「中」、日雙方在北京完成外長層級會談（外務大臣川口順子會見溫家寶、

唐家璇、李肇星），但並無具體收獲（雙方重申依循 1972 年「中日聯合聲明」等三個政治文件之原則強化

雙邊關係）。在處理北韓問題上，中共在北韓宣布退出核武不擴散條約後，

2月（19 日）由副外長王毅與北韓外長白南淳舉行會談，研判有緩和國際

輿論批評中共在北韓問題上並未積極施展影響力之企圖。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 4 月（11 日）在北京會見韓國外交通商部長官尹永寬時表示，希

望有關國家保持冷靜克制，不要採取使局勢進一步惡化的舉動，顯示

外交上的努力仍再持續。 
本期重要外訪：前「政協」主席李瑞環 2 月（9 至 19 日）訪問非洲 3

國（坦尚尼亞、納米比亞、贊比亞）、前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 2月（24 日）赴南韓參加

盧武鉉總統就職，前國務委員吳儀訪問加勒比海 8國（蘇里南、圭亞那、千里達、

巴貝多斯、聖盧西亞、安提瓜和巴布達、巴哈馬、牙買加），前外長唐家璇 4次（1 月 20 日、2 月 4 日、

2 月 14 日、3 月 7 日）赴聯合國安理會出席有關伊拉克問題會談。 
 

◆ 港澳： 
香港情勢方面：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 4 月 12 日在深圳會見行政

長官董建華，表達在防治非典型肺炎過程中，需要內地和香港共同研

究，進一步加強交流與合作。香港特區政府（4 月 15 日）公布，最新的失

業率上升了一個百分點至 7.5%，香港失業人口達到 26萬人。根據國
際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4 月 10 日）提供的數字，在 SARS 爆發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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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業比起去年生意減少了 80%，飲食業則下降 50%，零售業生
意的下跌幅度也差不多。財政司司長梁錦松（4 月 9 日）表示，由於 SARS
妨礙香港的經濟活動，經濟成長不能夠達到預期的 3%（標準普爾原本估計今年

香港經濟成長將達 2.5%，但受 SARS 影響，預期將減少 0.6 至 1.5 個百分點，星島網，2003.4.16）。 
澳門情勢方面：澳門 3 月舉辦第十四屆藝術節，有來自世界各地

的 36場演出，其中包括戲劇、話劇、雜技歌舞、木偶戲等。首屆「中
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定今年 9月（4 至 6 日）在澳門舉行，論壇成

員為中國大陸、葡萄牙、巴西、莫桑比克、佛得角、安哥拉、幾內亞

比紹和東帝汶等，並將邀請各國商會組織和跨國企業派代表出席（大陸

商務部主辦，澳門特區政府承辦，今後每 3 年將舉辦一次）。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4月
12日舉行「CPTTM時裝設計課程表演 2003暨澳門時裝品牌匯演」，
展現澳門培養本地時裝設計師和服裝品牌的積極努力（服裝加工業是澳門的重要

產業之一，在出囗貿易和勞動力就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 2005 年全球紡織品配額取消，將給澳門成衣業帶來嚴

重的衝擊）。澳門旅遊局長安棟樑 2月（4 日）表示，去年訪澳旅客為創紀錄

之 1,153萬人次（較前年增長 12%），旅遊局今年在推廣旅遊業務上所採取的

新策略是既要保持訪澳旅客的增長，也要爭取旅客延長留澳時間。 
   

◆ 對臺政策： 
大陸對臺策略方面：去年 11 月中共「十六大」及今年 3 月第十

屆「全國人大」會議，中共高領導人一再發表關於臺灣問題與兩岸關

係的政策聲明。除江澤民和朱鎔基之外，胡錦濤於 3月 11日參加「全
國人大」臺灣代表團分組會時，提出對臺政策「四點意見」和「三個

凡是」。各種跡象顯示、第四代領導的對臺政策短期內仍有相當延續

性（胡當時尚未當選國家主席，研判是以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身分闡述政策）。同時中共領導近

期重要講話中，並未出現針對性的語詞（未提武力威脅、兩岸統一的時間表、未對陳總統

點名抨擊，軍方也未發言表示解決臺灣問題的高調），可能顯示中共新的領導階層目前重點

在鞏固內部，同時盱衡大陸內、外情勢，在兩岸關係上採「穩中求變」

（錢其琛 1 月 24 日北京「江八點」八周年座談會：「表明了我們方針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也充分體現了與時俱進

的時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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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臺工作手法：在胡錦濤 3 月 11 日提出新時期對臺工作重
點後，除其它媒體的報導外，分別以指標性的人物：社科院臺研所許

世銓（3 月 12 日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國臺辦周明偉（3 月 13 日採訪兩會臺灣記者招待會）在不

同場合迅速的重複「中共對臺政策的一貫性、連續性」和「對推動臺

灣問題的和平解決的極大誠意與務實精神」，顯示中共有意在新聞處

理上強化對臺政策的詮釋的時效性、權威性。在兩岸有關「嚴重急性

呼吸道症候群」疫情上，由高層領導人釋放願意與臺灣合作疫情控

制、預防與治療（衛生部長張文康，4 月 3 日國務院新聞辦記者招待會；國務院總理溫家寶，4 月 6 日考察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國家主席胡錦濤批示，4 月 8 日你好臺灣網報導）之方式，卻在相關談話或

具體安排上刻意貶抑我方，令我各界無法感受中共推動兩岸合作之誠

意。 
 

附錄一：中國大陸外商直接投資（FDI）概況表    單位：億美元 
年    度 1979-19

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協議金額 49.58 19.17 28.75 63.33 33.3 37.09 52.97 
實際金額 17.69 9.16 14.19 19.56 22.44 23.14 31.94 
實現比例 -- -- 0.74 0.68 0.35 0.69 0.86 
年    度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協議金額 56 65.96 119.77 581.24 1114.36 826.8 912.82
實際金額 33.93 34.87 43.66 110.08 275.15 337.67 375.21
實現比例 0.64 0.62 0.66 0.92 0.47 0.30 0.45 
年    度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協議金額 732.76 510.03 521.02 412.23 623.8 691.95 828 
實際金額 417.26 452.57 454.63 403.19 407.15 468.78 527 
實現比例 0.46 0.62 0.89 0.77 0.99 0.75 0.76 
說明：實現比例：本年度實際金額/上年度協議金額。 

資料來源：《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 2002》，大陸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2002 年國民經濟和社

會發展統計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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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以標準差（S.D.）計算各個時期大陸外商直接投資變動狀況 

時期 六五時期 
（1981-1985） 

七五時期 
（1986-1900） 

八五時期

（1991-1995）

九五時期

（1996-2000）

1996-200
2年 

1993-200
2年 

1979-200
2年 

協議

金額 
21.27 13.61 381.85 122.24 145.01 211.95 365.00 

實際

金額 
6.54 6.01 147.75 24.86 43.5 71.22 200.56 

說明：1.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為計算母體離散（dispersion）趨勢的方式之一，標準

差值愈大，顯示母體個數間變動幅度愈大。其計算方式為： 

   Σ（X-μ）2

   ————— 
      N 

其中μ：母體算術平均數 
    N：母體個數 

 

 

2.六五-九五時期為中國大陸五年計畫，六五計畫 1981-1985 年，餘類推。六五計畫其中

1981-1982 年間的協議、實際金額因大陸公布數據未區分年度，爰取 1979-1982 年度

平均數代替。 

3.影響中國大陸外商直接投資金額變動的因素繁多，本文所採用之時期樣本，除以 5 年

計畫為考量外，亦考量大陸吸引外資中至為關鍵的內部因素：例如 1978 年中共十一屆

三中全會決定採取改革開放政策；1992 年鄧小平南巡重新啟動因天安門事件所停頓的

改革開放政策；1995 年國務院公布「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及「外商投資產業

指導目錄」，以法規形式將吸引外商投資的產業政策公布，提高政策透明度。本文爰假

定下一年度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乃受這些政策所影響，並比較各個時期變動情形。從

1979-2002 年、1993-2002 年、1996-2002 年三個時期來看，在其它條件不變情況下，改

革開放政策愈明確、法規透明度愈高，外商直接投資變動幅度也愈小；而在各個 5 年計

畫期間，外資進入大陸也受到當時內、外其它關鍵性因素影響，例如 1994-1995 年為朱

鎔基採行宏觀調控、抑制通貨膨脹；2000-2001 年為世界經濟受網路泡沫化及其它因素，

造成全世界外商直接投資金額遽降。 

資料來源：同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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