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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國大陸「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對我國產業的影響 

 

一、前言 
 

自去(2008)年 9月發生全球性的金融海嘯後，大陸受到金融海嘯的衝擊遠超
過預期，主要是因為歐、美國家對外需求急凍，使得大陸的出口嚴重下滑，外銷
訂單大幅滑落，導致廠商倒閉，造成大陸失業問題進一步惡化；換言之，對以出
口為驅動經濟成長動力之一的大陸而言，其經濟情勢相當險峻。尤其是去年 11
月大陸的進出口成長突然迅速下降，轉為負成長，其出口同比成長率從同年 10
月的 19.2%下降為-2.2%，進口成長率更是從同年 10月的 15.7%下降為-17.9%；
出口衰退進一步影響到工業的成長，同時間的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雖較
去年同期成長 5.4%，但比 2007年同期成長率相比，卻減少了 11.9個百分點。 

 

在國際外需市場無法立即回復的情形下，大陸唯有透過內需市場的提振，才
能有效緩和經濟成長減速。因此，於金融海嘯發生後，大陸除了立即採取提振出
口與增加流動性的必要措施，更於去年 11 月提出高達 4兆人民幣的擴大內需政
策。然而在金融海嘯破壞力未減與全球景氣持續低迷的情形下，為了更確定今
(2009)年的經濟成長率能保持在8%以上，大陸當局於去年 12月底提出「十大產
業調整振興規劃」，計劃在 2009~2011年實施。 

 

對大陸當局而言，振興十大產業的目的，是希望能進一步緩衝全球金融海嘯
對經濟的影響，具體目標是讓大陸景氣成長能夠達成「保 8」的目標；同時著眼
於未來產業的發展，持續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然對我國產業來說，此產業政策雖
隱含了實質的利益商機，但同時也涵蓋了產業升級之目的所造成的競爭威脅。 

 

二、十大振興產業的主要措施 

 
從今年開始，各產業振興的規劃內容陸續獲得大陸國務院通過或原則通過，

最後確定的十大振興產業有鋼鐵、汽車、船舶、石化、紡織、輕工、有色金屬、
裝備製造、電子資訊及物流業，主要措施如表一所示。根據振興十大產業的主要
措施，大致可歸納出五個重點，第一是淘汰部分產業的落後產能，特別是針對高
污染、高耗能及資源性(二高一資)的產業；第二是支持企業併購重組，培育具國
際競爭力的大型或特大型企業集團；第三是在設立專項資金，鼓勵技術創新，建
立自有品牌；第四，除了積極擴大內需外，穩定外需市場也是政策之一，例如提
高部分產品的出口退稅率，最後則是刺激內需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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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十大產業調整振興規劃」的主要措施 

產業 主要措施 

鋼鐵業 

l 加快淘汰落後產能，並選擇華北和華東地區為淘汰落後產能地區。 

l 推動企業聯合重組，培育具國際競爭力的大型和特大型鋼鐵集團。 

l 實施適度靈活的出口稅收政策，調整進出口稅率，提高部分高端
產品的出口退稅率，穩定國際市場佔有率。 

l 取消加工貿易企業使用進口鋼材的4%稅差，實施公平的稅賦政策。 

l 設立人民幣 100 億元技術改造資金，擴大技術改造，推動產業升
級。 

汽車業 

l 培育汽車消費市場： 

(1) 將 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車的車輛購置稅率由原先的10%減為
5% 

(2) 汽車下鄉：國家設置 50 億元，對農民報廢三輪汽車和低速貨
車換購輕型載貨車以及購買 1.3升以下排量的微型客車，給予
一次性財政補貼。 

l 支持大型汽車企業集團進行併購重組，目標從 14家減為 10家。 

l 今後 3 年由中央安排 100億元專項資金，支持汽車生產企業自主
創新和技術改造，發展自有品牌。 

l 推動新能源汽車發展，例如電動汽車。 

紡織工
業 

l 將紡織品服裝出口退稅率由 14%提高至 15%。 

l 擴大對紡織企業的信用貸款支援。 

l 新增中央投資設立專項資金，重點支援紡紗織造、印染、化纖等行
業技術進步。 

裝備製
造業 

l 支援骨幹企業進行聯合重組。 

l 利用增值稅轉型政策，推動企業技術進步；設立技術改造專項資
金。 

l 提高重大工程採用國產設備比例；鼓勵採購首台首套國產設備。 

船舶工
業 

l 淘汰落後產能：執行單殼油輪和化學品船以及老舊船舶的報廢更新
政策；提前實施進入中國水域的單殼油輪淘汰政策。 

l 擴大國內市場需求：將現行內銷遠洋船財政金融支持政策延長到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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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主要措施 

電子資
訊產業 

l 技術升級為導向，集中在六大重點工程(積體電路升級、新型顯示
和彩電工業轉型、新一代移動通信（TD-SCDMA）產業完善、數
位電視推廣、電腦提升和下一代互聯網應用、軟體及資訊服務培育。 

l 鼓勵新型顯示器發展措施，優惠政策覆蓋範圍擴大至 PDP、OLED
等。 

l 將自有品牌彩電、新型顯示器等納入高新技術企業範圍，相關企業
將享有企業所得稅 15%的優惠稅率。 

l 提高彩管、玻殼等 25種電子產品出口退稅率至17%，以鼓勵出口。 

l 擴大內需：推動第三代移動通信網路、下一代互聯網、數位電視網
路建設，形成 6千億元以上的投資規模。 

輕工業 

l 擴大消費：發放消費券及進一步擴大家電下鄉。 

l 提高部分輕工產品出口退稅率。 

l 增加糖、乳製品、鹽、紙漿等產品的收購。 

l 對符合政府產業政策的重點企業，擴大信貸規模。 

l 積極推進產業重組，減少技術開發週期。 

石化業 

l 淘汰落後產能，如高毒農藥。 

l 進行產業重大專案佈局，如煉油、乙烯。 

l 技術改造，如化肥。 

l 扶植高附加值化工產品，如矽材料。 

有色金
屬 

l 收購為主要措施。 

l 調整銅和鋁材的出口退稅。 

l 推動跨區跨行業併購，以及國外資源併購。 

物流業 

l 積極擴大物流市場需求。 

l 加快企業併購重組，培育大型現代物流企業。 

l 推動能源、礦產、汽車、農產品、醫藥等重點領域物流發展，加快
發展國際物流和保稅物流。 

l 加強物流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物流標準化程度和資訊化水準。 

資料來源：產業雜誌(2009年 3月)；證券時報(2009年2月)；本文整理。 

 

三、十大振興產業對我國產業的主要影響與因應 



 70 

 

雖然大陸振興十大產業的具體目標是「保 8」，但是從長期來看，該政策同
時也著眼於未來產業的發展，持續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若以目前兩岸大部
分產業在國際競爭力、自主創新及技術水準之比較，我國仍領先大陸，但隨著大
陸的產業發展政策腳步加快，我國相關產業受到的威脅與日俱增。尤其是這次的
「十大產業調整振興規劃」中的培育具國際競爭力的大型或特大型企業集團，以
及鼓勵技術創新，建立自有品牌等政策方向，都將帶動大陸的受調整產業技術升
級，提升國際競爭力。台灣產業雖面臨大陸產業競爭力日漸提升之威脅，但在十
大產業調整的過程中，我國相關產業除了可受惠於潛在的商機外，我國產業發展
和技術提升的經驗也是大陸值得參考的地方。 

 

換言之，這次的「十大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對台灣產業雖有危機，但也有
機會。尤其是隨著兩岸之間的經貿交流往來日趨密切，大陸方面也逐漸釋出合作
的善意，除了有利我國相關產業發展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兩岸經貿政策逐漸
開放的契機，進而將危機化為轉機。因此，以下分述對我國產業的主要影響和因
應之道： 

 
(一) 「刺激消費」政策為台灣相關產業帶來短期的實質利益；長期間，則有賴

於找到永續經營之利基，以維持長久的合作關係 
 

「刺激消費」是振興十大產業的主軸之一，同時也是大陸為因應歐、美國家
緊縮消費而導致出口急速下滑的主要政策，其實施方法，是藉由補貼或降稅方
式，刺激人民的消費，此政策在大陸擁有將近 13 億的人口中實施，普遍被認為
背後之潛在商機相當龐大。例如，以振興汽車業與輕工業中的「汽車下鄉」與「家
電下鄉」措施為例，下鄉產品的銷售對像是中國農民，雖然農村居民的所得仍明
顯低於城鎮居民的所得，但隨著農民收入穩定成長，再加上約 7.3億的龐大農村
人口，所隱含的消費潛力相當驚人；至於在振興汽車業的減徵車輛購置稅率，其
目標更是放眼全大陸市場。 

 

對台灣而言，「汽車下鄉」措施的主要受惠者仍以大陸的自有品牌者為主，
主因乃中國自有品牌的汽車，多半是 1.6公升或以下的規格車款；然台灣汽車零
組件廠商仍可望因上游中國汽車廠商而取得部分商機。而台灣產業受惠「家電下
鄉」政策較廣，主要是因為受補貼產品涉及的產業供應鏈較廣，絕大多數都是我
國相關產業的強項，例如電視和手機所需的面板及 IC，還有個人電腦及相關零
組件；尤其家電下鄉產品的價格多有所限制，以我國企業控制成本的優勢能力，
可望在訂單上搶得先機，進入下鄉產品的採購名單，例如大陸於今年 5月中公佈
的家電下鄉得標產品名單中，就包括櫻花、宏碁、華碩、尚朋堂等台資企業的產
品。同時，台灣企業也可嘗試和中國「家電下鄉」計畫的得標廠商進行合作，或
是切入相關零組件的供應，都將有助於我國企業取得部分商機。特別是在大陸加
強兩岸經貿交流的政策下，由大陸「商務部」組織的採購團，已於今年 5月底來
台和台灣多家廠商舉行採購接洽會，此次的採購團多是「家電下鄉」和「資訊下
鄉」的得標企業，顯示大陸的下鄉政策已陸續為台灣相關產業帶來實質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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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陸「刺激消費」的政策實行下，帶動了大陸消費者對家電、汽車產品需
求，同時也引起全世界對大陸內需市場的關注，但在兩岸經貿交流日漸密切的帶
動下，為台灣在這一波的刺激內需消費政策中，取得實質上的利益。然從短期間
看來，這些畢竟都只是利益上的獲得，或只是增加台灣企業的出口，減緩金融海
嘯對台灣相關產業的衝擊。長期間來看，雙方是否能一直維持這樣的合作關係，
進而幫助台灣企業站穩大陸內需市場，還是未知數；更重要的是對於提升台灣相
關產業的出口競爭力，似乎無實質上的助益。換言之，若要長久維持這樣的合作
關係，還是有賴於我國企業找到可永續經營的利基，例如保持技術或自主創新能
力的領先優勢，區隔出台灣企業與大陸企業之間的差異性，可望強化兩岸產業的
合作關係。  

 
(二) 「產業升級」政策將對我國產業造成威脅；但藉由兩岸產業各自優勢進行

互補，維持台灣產業利基，進而共同開拓內需與外需市場 

 

培育大型或特大型企業、鼓勵技術創新及建立自有品牌等產業升級政策，很
明顯的都是希望能提升大陸本土企業的技術或自主創新能力，進而增強大陸企業
對內和對外的競爭力。對我國相關產業來說，所產生的威脅將因兩岸產業的技術
水準差距縮短而日漸增加，同時在大陸積極調整產業的行動下，此現象似乎是未
來不可避免之趨勢。若兩岸企業技術水準的差距縮小是無法避免的事實，我國相
關產業還是可朝兩岸產業合作方向來進行。首先，我國產業應持續創造高附加價
值技術和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保持領先地位，進而強化與大陸產業合作時的籌碼
利基；其次，利用兩岸關係的改善，進一步與大陸企業進行合作。以現況來說，
台灣擁有技術或自主創新能力的優勢，然而大陸也擁有豐富的資源和潛在龐大的
內需市場商機等優勢，加上兩岸關係改善所創造的契機，諸多兩岸政策的實施都
有利於我國產業重新進行供應鏈的整合與佈局；因此，可能的合作模式包括垂直
的上下游產業鏈分工合作，水平的品牌策略聯盟，還有共同進行技術研發合作等
方式。然而合作的重點在於我國保持技術或自主創新能力領先的條件下，維持台
灣產業的利基，發揮兩岸產業各自的優勢進行互補，共同開拓內需與外需市場。 

 

四、結論 
 

整體而言，大陸推出的「十大產業調整振興規劃」政策，雖對我國產業會有
競爭上的威脅，但隨著兩岸經貿政策開放，大陸政府逐步釋出對我國的善意，使
得我國相關產業受惠於振興十大產業政策引發之商機。然此商機對我國來說，畢
竟只是短期間的利益，長期間是否能保持這樣的合作關係，無任何保障；因此，
保持我國產業技術或創新能力上的優勢地位，才有可能長期維持兩岸產業合作，
進而利用「十大產業調整振興規劃」政策，在大陸龐大內需市場佔有一席之地。 

 

<曾仁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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