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兩岸經貿情勢回顧與展望 

 

2006年中國大陸內部經濟概況 
 

2006年中國經濟成長率達 10.7%，較 2005年增加 0.3個百分點，其主要成
長動能來自於固定投資及貿易順差。在固定投資部分，為抑制經濟過熱，大陸當

局持續透過行政措施及貨幣政策等方式加以「宏觀調控」，嚴格審核土地及房地

產開發限制不動產供給，上海市、北京市及中國統計局等高層官員去職，也被外

界解讀為針對不配合宏觀調控官員進行懲處。在貨幣政策方面， 2006年中國大
陸央行 2度調高貸款利率至 6.12%、1次調升存款利率至 2.52%，自 2006年 6月
至 2007年 2月，更 5度調高金融機構存款準備率至現行 10.0%的水準，凍結資
金總額估計將達上兆元人民幣。 

 
雖然中國大陸政府持續推出調控措施，但由於 2006 年為中國大陸「十一五

規畫」(2006-2010 年)的第一年，多項基礎建設啟動，此外北京奧運即將於 2008
年舉辦，多項重要建設仍持續推行，而各地方政府為求政績及經濟表現，多與地

方土地開發商及金融機構合作推動投資，對中央政策的配合意願並不高。而貿易

順差持續擴大，市場資金充裕，也影響了貨幣緊縮政策的成效。基於上述因素，

使得中國大陸固定資產投資仍然呈現高成長之趨勢，上半年成長率即高達

29.8%，宏觀調控政策影響幅度相當有限。 
 
在工業生產及消費方面，由於投資及出口快速成長，2006 年大陸年營業額

500萬人民幣(規模以上)以上企業工業增加值成長 16.6%，較 2005年提高 0.2個
百分點。而在民間消費方面，2006年中國大陸城鎮居民平均收入 11,759元，實
質成長率為 10.4%，農村居民平均收入 3,587元，實質成長率為 7.4%，雖然在收
入增加推動下，中國大陸 2006 年消費成長 13.7%，且中國大陸當局希望以內需
成為帶動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另一主力，但由於所得分配不均，占人口多數的農

民收入成長率有限，加上社會福利制度仍未完善，消費成長的動能受到限制，帶

動經濟發展之效果尚不明顯。 
 

2006年大陸外貿及兩岸經貿情勢 

 
在貿易方面，自 2006年 4月份起中國大陸貿易順差連續 4個月增加，國際

壓力更形提高，為了紓緩國際指責壓力以及優化國內產業結構，中國大陸政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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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9月中旬，對部分產品調降或取消其出口退稅。10月中旬更進一步限制
低價產品的出口，被政府認定傾銷的廠商將遭罰款及禁止產品出口之處分，這些

限制措施使得中國大陸部分勞力密集產業出口受到不利影響，但對減少出口及平

衡中美貿易而言，其效果仍然有限。 
 
2006 年 9 月大陸貿易雖受到出口退稅政策調整，以及人民幣升值加速之影

響，使得進出口成長率略微下滑，但在第 4季邁入出口旺季後，10-12月中國大
陸貿易順差持續維持 200 億美元以上單月水準，其中 10 月份創下歷史新高 238
億美元。累計出口 9,691億美元，成長 27.2%，進口 7,916億美元，成長 20.0%，
全年貿易順差為 1,775 億美元，較 2005 年增加 755 億美元，貿易順差及資本流
入快速擴增，使得外匯存底年底達 1.67兆美元，較 2005年增加 2,473億美元。 

 
中國大陸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兩岸貿易也隨之擴增，根據大陸商務部 2007

年 1月 25日公布之統計資料顯示，2006全年兩岸貿易額達 1,078.4億美元，成
長率為 18.2%，台灣出口中國大陸之金額為 871.1億美元，成長 16.6%，產品以
機器設備、原材料及關鍵零組件為主，其中積體電路、電子零組件、液晶面板、

塑膠、鋼材及印刷電路等產品，合計占台灣出口中國大陸之 55.8%。而台灣則自
中國大陸進口金額為 207.4億美元，成長率為 25.3%，台灣貿易順差高達 663.7
億美元，進口產品主要為積體電路、電子零組件，資料處理設備零組件、鋼材、

鋼鐵鑄件，以及視聽音響零組件等，上述產品合計占台灣進口總額 29.7%。 
 
就中國大陸貿易統計資料顯示，2006年臺灣為中國大陸第 7大貿易夥伴，

第 7大出口市場，第 5大進口市場，而中國大陸則為臺灣最大的貿易夥伴、出口
市場及順差來源。另根據我國經濟部國貿局的統計資料，2006年前 11月台灣對
中國大陸貿易總額為 804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成長 15.8%，其中出口額 577.4億
美元，較 2005年同期成長 13%，占台灣出口總額 28.2%，進口額則為 226.6億
美元，較 2005年同期成長 23.7%，占台灣進口總額 12.2%，累計前 11月貿易順
差為 350.8億美元。兩岸統計雖由於廠商申報出口地、走私及香港轉運等問題，
使得數據有所差異，但均顯示出兩岸經貿快速成長之趨勢，而我國對大陸貿易依

存度也隨之提高。 
 
2006年台商赴中國投資呈現件數減少但金額增加的趨勢，根據經濟部投審

會的統計，2006年前 11月台商投資件數減少 17.26%，但金額卻增加 13.8%。顯
示目前對台灣大陸投資主要以大型廠商為主，而中小企業則受到大陸產業政策調

整，對勞力密集、資本額低及高污染產業優惠縮減，加上大陸人工及土地成本日

益提高，出口受到世界先進國家關注，使得中小企業獲利及生存空間受到壓縮，

投資也逐步轉向東南亞及東歐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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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2007年經濟展望 

 
展望 2007年，在歷經近年經濟擴張之後，全球經濟成長率將較 2006年減少

0.2-0.7個百分點，其中美國成長率預計減少 1個百分點，全球貿易更可能有 2
個百分點以上的減幅，對於中國大陸對外貿易將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各主要預測

機構預測大陸 2007年之經濟表現，除了 IMF較為樂觀外，其餘均認為在外受到
全球經濟貿易及各先進經濟體成長趨緩影響，在內則由於宏觀調控對固定投資的

影響，中國經濟成長將較 2006年趨緩。如表一所示。 
 
 

表一 世界主要經濟體經濟成長預測 
IMF 

(2006/9) 
UN 

(2006/10) 
OECD 

(2006/11) 
EIU 

(2006/12) 
WB 

(2006/12) 
預測機構 

(時點) 
 
國家 
(地區) 

2006 2007 2006 2007 2006 2007 2006 2007 2006 2007

全球經濟 5.1 4.9 3.8 3.2 3.2 2.5 4.0 3.2 3.9 3.2 
全球貿易 8.9 7.6 10.1 7.8 9.6 7.7 10.0 7.5 9.7 7.5 
美國 3.4 2.9 3.2 2.2 3.3 2.4 3.3 2.0 3.3 2.1 
日本 2.7 2.1 2.5 1.7 2.8 2.0 2.1 1.7 2.9 2.4 
歐盟 2.4 2.0 2.5 2.2 2.6 2.2 2.7 2.0 2.4 1.9 
中國大陸 10.0 10.0 10.2 8.9 10.6 10.3 10.5 9.6 10.4 9.6 
資料來源：各主要預測機構預測報告。 

 
除了經濟成長可能趨緩外，由於固定投資及工業生產快速成長，使得部分產

業可能出現產能過剩問題，其中鋼鐵、汽車、水泥、電解鋁、電石、煤炭及焦炭

等產業都可能產生供過於求的情況，對於市場價格及廠商獲利均將造成影響。而

在房地產部份，由於都市計畫不良、中低價住宅供給不足、地方政府追求土地開

發帶來的財政收入，使得中國大陸房地產調控仍然存在過熱的情況，上述產業都

將成為中國大陸政府 2007年調控的重點對象。而中共十七大會議召開前夕，中
央部會及地方政府領導人事逐步進行調整，為爭取及穩固黨內地位，政府官員對

於中央宏觀調控政策配和程度預期將有所提高，加上中國大陸產業政策調整，以

及持續緊縮貨幣供給影響，2007年固定投資成長將可能趨緩。 
 
值此經濟轉型時刻，消費是否能成為下一波經濟成長的動力便成為關鍵，在

有利因素方面，中國大陸政府透過稅制擴大內需及進口替代，並投入大量資金發

展農村及中西部地區，但由於政府貨幣供給的緊縮，將可能使得民眾申貸受到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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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城鎮地區資產價格下跌，而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解決不易，農民收
入增加有限，對消費成長的助益仍有待觀察。 

 
在貿易部份，由於受到世界需求減弱，出口成長將有所減緩，而進口受人民

幣升值使得購買力增加，加上為減少貿易順差導致之國際壓力，中國大陸政府將

擴大對外採購等因素的影響，進口減少幅度預期將小於出口，使得中國大陸貿易

表現及順差金額將不如 2006年。人民幣匯率方面，中國大陸當局無論是否擴大
現行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由於順差壓力及外資持續匯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將

維持穩定升值的現況。由於人民幣升值預期持續帶動資金流入，中國大陸當局除

了持續加大在公開市場的調控力度外，仍可能持續上調存款準備率，但會盡量避

免採取升息尤其是存款利率的措施，以避免影響消費成長，與利差引起資金流

入，再度增加人民幣升值壓力。 
 

 在人民幣匯率方面，自 2005年 7月 21日中國大陸當局對人民幣匯率制度進
行調整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逐漸走升，2006全年升值 3.4%(如表二所示)，此
一時期美元實質有效匯率對 7個主要國家(Major)及 26個國家(Broad)分別貶值
5.23%及 4.44%，而人民幣的升值幅度則低於多數先進國家及亞洲其他國家貨
幣。累計自 2005年匯率調整迄今，人民幣匯率共升值 6.04%，扣除原始 2%調整
幅度，一年中僅升值 4.04%(如表三所示)，升值幅度小於同期美元實質有限匯率
貶幅，及多數先進及新興國家升值幅度，僅高於貶值的日圓及台幣。 
 
此一結果顯示，人民幣匯率近一年雖對美元小幅升值，但相對各國多數貨

幣，尤其對其主要貿易競爭對手東南亞國家而言，其匯率不升反貶。由前述 2006
年貿易數據觀察，中國大陸順差居高不下原因除了第 4季為消費品出口旺季外，
2006年人民幣累計升值幅度不如其主要出口競爭對手(如東協各國)，使其相對匯
率不升反貶，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預期 2007年中國大陸面對美國要求人民
幣擴大升值幅度，並增加中國大陸對美採購的壓力，將會持續擴大。 

 
 

表二 先進國家貨幣對美元匯率變動 

  2006年底
匯率(指數)

2005年底
匯率(指數)

2006年 
漲跌幅(%)

2005/7/21 
匯率(指數) 

近一年半

漲跌幅(%)
Major-7 81.35 85.84 -5.23 85.67 -5.04%

美元匯率 
Broad-26 106.88 111.85 -4.44 112.13 -4.68%

人民幣 7.81 8.07 +3.40 8.28 +6.04(註)
歐元 0.76 0.84 +11.43 0.82 +8.46
英磅 0.51 0.58 +13.72 0.57 +11.84
加拿大幣 1.17 1.16 -0.24 1.22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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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底
匯率(指數)

2005年底
匯率(指數)

2006年 
漲跌幅(%)

2005/7/21 
匯率(指數) 

近一年半

漲跌幅(%)
澳幣 1.27 1.36 +7.55 1.31 +3.19
日圓 118.81 117.48 -1.12 112.41 -5.39
註：含 2005/7/22人民幣一次調整 2%。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表三 亞洲新興國家貨幣對美元匯率變動 

 2006年底 
匯率 

2005年底 
匯率 

2006年 
漲跌幅(%) 

2005/7/21 
匯率 

近一年半

漲跌幅(%)
人民幣 7.81 8.07 +3.40 8.28 +6.04(註)
星元 1.53 1.66 +8.51 1.68 +9.70
台幣 32.60 32.85 +0.78 32.95 +1.09
韓圜 930.00 1,011.60 +8.77 1,035.50 +11.34
泰銖 36.05 41.08 +13.97 41.87 +16.16
菲律賓披索 49.03 53.06 +8.22 55.77 +13.75
印尼盾 8,989.00 9,820.00 +9.24 9,790.00 +8.91
馬來西亞幣 3.53 3.78 +7.14 3.80 +7.73
註：含 2005/7/22人民幣一次調整 2%。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兩岸經貿的展望與可能限制 
 
展望 2007年，由於世界經濟景氣可能呈現軟著陸，對中國大陸外貿及從事

外銷的大陸台商可能產生不利影響，也可能間接影響台灣對大陸的出口現況。不

過由於中國大陸目前正逐步發展其內需，而我國廠商由於地緣、文化、經濟背景

等因素，加上長期在大陸經營所累積的經驗，都有利於大陸內銷市場之拓展，而

我國政府正研擬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因此兩岸間商品及服務貿易應可持續成

長，而不致受到全球經濟成長趨緩的影響。不過在台商投資中國大陸方面，由於

大陸當局即將於 2007年 3月審議其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併案，預期此一稅制整
合將縮減外資目前所擁有的多項優惠，並將實質稅負調高，不過由於新稅制實施

將有一段緩衝期限，因此不排除台商為爭取大陸新制過渡期的租稅優惠，可能在

2007年增加投資的可能性。  
 
未來兩岸經貿雖仍有成長的空間，但兩岸貿易發展也正面臨著結構轉變，其

衍生的問題值得我國產官學界予以重視並關注。首先，隨著大陸台商需求增加，

我國出口中間原料及機械設備比重逐年提高，但近年來此一投資帶動出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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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逐年減弱，機械設備出口比重由 2002年占 18.54%，2005年降至 13.12%，中
間產品 A類(依世界銀行分類)也由 2001年之 34.82%降至 2005年之 25.88%，顯
示台灣出口產品結構正隨之改變。其原因在於台商對中國投資由下游帶動中上游

產業，加上大陸當地廠商技術水準有所提昇，使得台商在當地採購比重提高，減

少了自台灣進口原物料、半成品及零組件。此一現象若持續，未來將使得兩岸貿

易由目前互補轉變為競爭關係，除了影響台灣產品出口，未來大陸產品若挾其成

本優勢回銷台灣，對台灣相關產業又將造成另一波衝擊。 
 
其次，由於兩岸在加入WTO過程中，由於大陸當局不願與我方協商，未能

就我國進口物品進行雙邊協商，使得兩岸經貿開放問題受到延宕，雖然我國政府

除了農業產品及部分敏感產業項目外，對多數商品已建立機制並予漸進開放，自

大陸進口物品項目占全部物品項目比例，由 2002年的 56.3%，增加至 2007年 1
月之 79.48%，如表四所示。但台灣目前所享有的貿易順差，卻引發許多國家在
和中國大陸談判時的爭議，例如為了平衡中韓貿易，大陸要求韓國增加對中國的

煤炭進口，韓國談判代表雖然同意並減少自澳洲進口比重，但在會議上指出，中

國大陸最大的貿易逆差來自臺灣，目前大陸當局雖以「內部事務」作為理由處理

類似意見，但未來面對歐洲、美國、日本、韓國，甚至東協等國談判時，類似的

意見和問題預料仍將持續被提出。 
 

 
表四 台灣對中國大陸產品開放項目數統計 

開放項目 未開放項目 
貨品類別 項目數 項數 占全部 占農/工 項數 占全部 占農/

工 
農產品 2,238 1,409 12.93% 62.96% 829 7.61% 37.04%
工業產品 8,660 7,253 66.55% 83.76% 1,407 12.91% 16.24%
總計 10,898 8,662 79.48% - 2,236 20.52% -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06/1) 

 
中國大陸若因應其他貿易夥伴壓力，要求我方擴大開放進口以平衡兩岸貿易

現況，目前可採行的途徑不外透過世界貿易組織(WTO)機制，或以加入區域經貿
協定、開放台灣對中國大陸之服務投資或服務貿易作為條件交換，或以限制台灣

出口等方式，要求擴大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出口。不過透過WTO機制或加入自由
貿易協定的作法，由於大陸當局顧忌其政治考量、公部門談判及國際外交等因

素；而開放服務業投資，由於產業不同，作為壓迫我方擴大進口未必適合；若以

限制我方出口作為施壓方式，對在中國大陸經營的台商而言未必有利，也影響台

商在中國大陸的出口表現，使得大陸當局採行上述方式，作為施壓我方增加進口

的可能性並不高。 

 72



 73

事實上，目前希望台灣擴大對中進口的聲浪中，壓力最大的倒不是中國大陸

業者，反而是來自美國及歐洲在台企業業者及商會代表，由於其母國企業在中國

大陸投資及企業規模日益擴大，商品銷台同樣受到我國政府對中國大陸商品的限

制，因此積極透過在台企業及駐外代表反映，希望台灣對中國大陸增加開放進口。 
 
目前我國政府除持續現有機制，主動檢討開放外，仍希望大陸當局能與我方

協商，以利兩岸貿易問題的根本解決。不過近年歐美商會代表在與我方官員會面

時，持續對三通、開放進口、人員往來及投資上限 4大議題表達意見。但事實上，
我國在加入WTO之後，曾多次表達願意遵守WTO協商精神，以WTO為平台
與大陸進行雙邊協商，但大陸方面顧忌其外交及政治敏感問題，目前並不願就正

式管道與我方談判討論貿易問題，因此兩岸經貿目前的限制，並非我國政府單方

面可以解決，不過大陸對我國順差的可能施壓，以及在台外商為大陸商品輸台的

意見反映，仍值得我方政府密切注意與妥善因應。<孫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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