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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濟 
 

 中國大陸2019年第1季GDP成長率為6.4%，結束連續4個季度的下

滑，且優於市場普遍預期的6.2%；製造業PMI亦止跌回升，終止連

續7個月的下滑，顯示經濟略趨於好轉。惟消費成長8.3%、投資成

長6.3%、貿易總值衰退1.5%，總需求尚未復甦，加上失業、債務

違約等問題，增添經濟成長不確定性。 

 習近平在「告臺灣同胞書」40周年大會上，發表「習五條」，在經

貿方面提出打造兩岸共同市場；提升經貿合作暢通、基礎建設聯通

、能源資源互通、行業標準共通等。 

 李克強於「兩會」政府工作報告設定今年中國大陸總體經濟目標，

包括：經濟成長率在6%-6.5%之間；城鎮調查失業率控制在5.5%

以內；通貨膨脹率為3%；預算赤字率為2.8%；減稅降費達2兆人

民幣。 

 2019年3月1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外商投資法」

，預定2020年1月1日施行，屆時將取代外資三法，成為中國大陸利

用外資的基礎法律。 

 關於美中貿易談判進展，自2018年12月川習會後至2019年第1季，

雙方已有5輪談判，談判頻率不斷加快，陸方讓步包括：同意外企

進入雲端市場、同意向美國大量採購商品和服務、承諾維持人民幣

匯率基本穩定。 

 多數國際機構與外商投資銀行預期，今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落在

6.0-6.3%；中國大陸相關單位預期落在6.0-6.4%，尚符合中國大陸

政府的政策目標。 

 

一、經濟數據及指標 

2019 年第 1 季 GDP 成長率為 6.4%，優於市場普遍預期 

2019 年第 1 季，中國大陸國內生產毛額（GDP）為 213,433 億人民幣，較去(2018)

年同期成長 6.4%，與去年第 4 季成長率持平，結束連續 4 個季度的下滑。以產

業區分，第一產業增加值 8,769 億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2.7%；第二產業增加值

82,346 億元，成長 6.1%；第三產業增加值 122,317 億元，成長 7.0%（中國大陸國家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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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局，2019.04.17），其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成長 8.3%、金融業成長 7.0%，資訊傳輸、

軟體和資訊技術服務業成長 21.2%。 

2019 年第 1 季 GDP 成長率落在陸方政府工作報告中設定的「6%至 6.5%」

目標範圍內，優於市場預期（日本經濟新聞與日經 QUICK 新聞共同實施的市場調查）的 6.2%（日本

經濟新聞，2019.04.17）。經濟分析師表示，成長率優於市場預期的主因為北京當局採取

的一系列刺激經濟相關措施正在生效（財經新報，2019.04.17）。 

2019 年第 1 季工業產值成長 6.5%，成長速度加快 

2019 年第 1 季，中國大陸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較去年同期成長 6.5%，成

長率較 1-2 月增加 1.2 個百分點；3 月單月成長率 8.5%，較上月增加 3.2 個百分

點。分三大類來看，採礦業較去年同期成長 2.2%，製造業成長 7.2%，電力、熱

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成長 7.1%。分經濟類型來看，國有控股企業成長

4.5%，股份制企業成長 7.8%，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成長 1.4%（中國大陸國家統計

局，2019.04.17）。 

2019 年 3 月官方製造業 PMI 為 50.5%，終止連續 7 個月的下滑 

2019 年 3 月，中國大陸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 50.5%，較上月增

加 1.3 個百分點，終止連續 7 個月的下滑，且勉強脫離 50%的警戒點，顯示製造

業暫時擺脫衰退狀態。此外，3 月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 54.8 %，較上月增加

0.5 個百分點，非製造業保持穩定成長（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2019.03.31）。 

2019 年第 1 季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成長 8.3%，消費動能不足 

2019 年第 1 季中國大陸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 97,790 億人民幣，較去年同

期成長 8.3%，較 1-2 月增加 0.5 個百分點。3 月單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 31,726

億人民幣，成長 8.7%，惟與去年同期成長率相比，仍下滑 1.4 個百分點，消費動

能尚未復甦。按經營單位所在地區分，城鎮消費品零售額為 83,402 億人民幣，

較去年同期成長 8.2%；鄉村消費品零售額為 4,534 億人民幣，成長 9.4%（中國大陸

國家統計局，2019.04.17）。 

按消費類型區分，餐飲收入為 10,644 億人民幣，較去年同期成長 9.6%；商

品零售 87,146 億人民幣，成長 8.2%。網路零售額為 22,379 億人民幣，成長 15.3%；

實物商品網路零售額為 17,772 億人民幣，成長 21.0%，占整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

額的比重為 18.2%；其中，吃、穿與用類商品，分別成長 24%、19.1%與 21.3%（中

國大陸國家統計局，2019.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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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1 季固定資產投資成長 6.3%，止跌回升 

2019 年第 1 季，中國大陸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101,871 億人民幣，較去年

同期成長 6.3%，成長速度較上月加快 0.2 個百分點。其中，國有控股投資成長

6.7%；民間投資成長 6.4%。分產業看，第一產業投資為 2,408 億人民幣，成長

3.0%；第二產業投資為 33,224 人民幣，成長 4.2%；第三產業投資為 66,240 億人

民幣，成長 7.5%（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2019.01.21）。 

2019 年第 1 季房地產開發投資成長 11.8%，連續兩個月上升 

2019 年第 1 季，中國大陸房地產開發投資為 23,803 億人民幣，較去年同期

成長 11.8%，增速較上月加快 0.2 個百分點。其中，住宅投資 17,256 億人民幣，

成長 17.3%；住宅投資占房地產開發投資的比例為 72.5%。商品房銷售額為 27,039

億人民幣，成長 5.6%。住宅銷售額成長 7.5%，辦公樓銷售額下降 13.0%，商業

營業用房銷售額下降 2.6%（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2019.04.17）。 

2019 年 3 月，全國房地產開發業綜合景氣指數（國房景氣指數）為 100.8 點，較

上月回升 0.2 點；70 大中城市新建商品房與住宅價格年成長率為 11.3%，較上月

上升 0.2 個百分點（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2019.04.17）。 

2019 年第 1 季財政赤字明顯擴大，肇因於地方財政支出驟增 

2019 年第 1 季，中國大陸一般公共預算收入 53,656 億人民幣，與去年同期

相比成長 6.2%，支出 58,629 億人民幣，成長 15.0%；收支相抵，全國財政赤字

4,973 億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多增加 4,522 億人民幣的赤字。其中，中央財政收

入 25,338 億人民幣，支出 6,919 億人民幣，盈餘 18,419 億人民幣；地方財政收

入 28,318 億人民幣，支出 51,710 億人民幣，赤字 23,397 億人民幣（中國大陸財政部，

2019.04.16）。 

2019 年第 1 季貿易總值較去年同期衰退 1.5%，惟貿易順差擴增 

2019 年第 1 季，中國大陸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達 10,272 億美元，較去年同

期衰退 1.5%；其中，出口 5,518 億美元，成長 1.4%；進口 4,755 億美元，衰退

4.8%；進出口相抵，實現貿易順差 763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315 億美元（中

國大陸海關總署，2019.04.12）。 

中國大陸的首要貿易夥伴為歐盟，雙邊貿易額為 1,624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

成長 5.9%，占中國大陸進出口總值的 15.8%。其次是東協，雙邊貿易額為 1,371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9.8%，占中國大陸進出口總值的 13.3%。第三是美國，

雙邊貿易額為 1,196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衰退 8.5%，占中國大陸進出口總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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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中國大陸海關總署，2019.04.12）。 

中國大陸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進出口總值為 2,938 億美元（占中國大陸

進出口總值的 28.6%），較去年同期成長 4.1%，較同期中國大陸外貿整體成長率（-1.5%）

高出 5.6 個百分點（中國大陸商務部，2019.04.12）。 

2019 年第 1 季對外直接投資持續遞減，惟衰退幅度漸趨收斂 

2019 年第 1 季，中國大陸企業共對全球 143 個國家與地區的 2,060 家境外企

業，進行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金額累計為 252 億美元，與去年同期相比衰退 1.1%。

其中，對 49 個「一帶一路」國家直接投資 38 億美元，成長 4.2%，占同期總額

的 15.1%（中國大陸商務部，2019.04.16）。主要投向新加坡、巴基斯坦、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越南，以及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商務部對外投資與經濟合作司，2019.03.27）。 

2019 年 3 月份 CPI 上漲 2.3%，更須關注食品價格走勢 

2019 年第 1 季，中國大陸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為 1.8%；3 月單月 CPI

為 2.3%，較上月增加 0.8 個百分點。其中，城市上漲 2.3%，農村上漲 2.3%；分

類別觀察，食品價格上漲 4.1%，非食品價格上漲 1.8%；消費品價格上漲 2.4%，

服務價格上漲 2.0%。扣除食品與能源價格的核心 CPI 為 1.9%（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

2019.04.11）。 

2019 年第 1 季，中國大陸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為 0.2%；3 月單月 PPI

為 0.4%，較上月增加 0.4 個百分點。其中，採掘工業價格上漲 4.2%，原材料工

業價格下降 0.6%，加工工業價格上漲 0.4%。此外，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核心 PPI）

為 0.2%；3 月單月核心 PPI 為 0.4%（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2019.04.11）。 

2019 年 3 月失業率 5.2%，新增就業人口數年減 1.8% 

2019 年第 1 季，中國大陸城鎮新增就業人口為 324 萬人，與去年同期相比

衰退 1.8%。其中，3 月新增就業人口為 150 萬人，較去年同期衰退 2.6%。3 月，

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 5.2%，較上月下降 0.1%，惟較去年同期增加 0.1 個百分

點；31 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為 5.1%，較上月上升 0.1%，且較去年同期增加

0.2 個百分點（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2019.04.17）。 

2019 年第 1 季，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 8.7% 

2019 年第 1 季，中國大陸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493 人民幣，較去年同期成

長 8.7%，扣除價格因素實際成長 6.8%。按常住地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633 人民幣，實際成長 5.9%；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600 人民幣，實際成

長 6.9%。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為 2.5，較去年同期下降 0.1（中國大陸國家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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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局，2019.04.17）。 

2019 年貨幣供給 M2 年增率為 8.6%，貨幣供給明顯寬鬆 

2019 年 3 月底，廣義貨幣（M2）餘額為 188.9 兆人民幣，年增率為 8.6%；狹

義貨幣（M1）餘額為 54.8 兆人民幣，年增率為 4.6%。M2 與 M1 的年增率差距較

上月縮減 2.0 個百分點，顯示貨幣供給明顯趨於寬鬆。流通中貨幣（M0）餘額

為 7.5 兆人民幣，年增率為 3.1%（中國人民銀行，2019.04.12）。 

2019 年第 1 季人民幣貸款增量低於存款增量 

2019 年 3 月底，本外幣貸款餘額 147.8 兆人民幣，年增率為 13.3%；本外幣

存款餘額為 189.0 兆人民幣，年增率為 8.3%。3 月底，人民幣貸款餘額為 142.1

兆人民幣，年增率 13.7%；人民幣存款餘額則是 183.8 兆人民幣，年增率 8.7%。

第 1 季，人民幣貸款增加 5.8 兆人民幣，人民幣存款增加 6.3 兆人民幣（中國人民銀

行，2019.04.12），人民幣貸款增量低於存款增量。 

人民幣累計貶幅達 7%，且人民幣匯率指數亦同步下降 

2019 年 3 月 29 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收在 6.7202，較 2018 年最高

點（4 月 2 日）相比，貶值幅度達 7.1%（中國大陸國家外匯管理局，2019.03.27）。同日，一年期

人民幣兌美元遠期匯率為 6.7648 人民幣／美元，預期一年後貶值 0.7 個百分點（中

國銀行，2019.03.27）。 

2019 年 3 月 29 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為 95.0 點，

較 2 月底貶值 1.7%；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為 95.2 點，較 2 月底貶值 0.1 點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2018.10.08）。 

外匯儲備回穩，第 1 季新增 260 億美元 

2019 年 3 月底，中國大陸外匯儲備規模為 30,988 億美元，與去年同期相比

衰退 1.4%。第 1 季新增外匯儲備 260 億美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231 億美元（中

國人民銀行，2019.04.12）。 

3 月底滬深股價指數較去年底上升，第 1 季度成交金額成長 379.1% 

2019 年 3 月底，上證指數與深圳成指，分別收在 3,090.76 點與 9,906.86 點，

較去年末上升 23.9%與 36.8%，惟較去年最高點下跌 13.1%與 14.3%。同期，滬

深證券市價總值為 1,232,881 億人民幣，成長 12.5%。此外，第 1 季成交金額累

計為 4,328,079 億人民幣，年成長率高達 379.1%（上海證券交易所，2019.04.10；深圳證券交易

所，2019.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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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1 季債務違約問題加劇 

截至 2019 年第 1 季，中國大陸債券累計發行 524,885 億人民幣，與去年同

期相比成長 499.9%。中國大陸債券託管餘額 593,801 億人民幣，較去年同期衰退

1.9%（中國大陸中央結算公司，2019.04.16）。此外，第 1 季，中國大陸共計 11 家企業，發

生債務違約，涉案金額累計 190億人民幣，較去年同期成長 111.1%（Reuters, 2019.04.10）。 

 

二、重要政策 

總體經濟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於 2019 年 1 月 7 日公布「關於實施三百萬青年見習

計畫的通知」，提出用三年時間組織 100 萬青年參加就業見習，幫助加強崗位實

踐鍛鍊、提升就業能力；要求各地要根據優勢産業發展和青年見習需求，確定一

批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作為青年就業見習單位，大力開發見習崗位(人力資源和社

會保障部，2019.01.09)。 

李克強於 2019 年 1 月 9 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宣布「史上最大規模減稅」。首

先，增值稅起徵點由月銷售額 3 萬人民幣，提高到 10 萬人民幣。其次，減徵若

干地方稅，減收幅度最高達 50%。第三，小型微利企業所得 100 萬人民幣以下者，

稅負降至 5%；100-300 萬人民幣者，稅負降至 10%(中國政府網，2019.01.09）。財政部、

稅務總局於 2019 年 1 月 18 日發布「關於實施小微企業普惠性稅收減免政策的通

知」，預計可為小微企業減稅規模達 2,000 億人民幣，惠及 1,798 萬家企業，政策

執行期限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人民日報，2019.01.28)。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 10 部委於 2019 年 1 月 28 日聯合發布「進一步優

化供給推動消費平穩增長 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實施方案（2019 年）」，針對

促進汽車消費、解決城鎮生育及社區老化問題、刺激農村消費升級、帶動新品消

費、擴大優質服務，以及改善消費市場環境等六大方向，提出 24 項具體應對方

案與補貼措施(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9.01.28)。 

李克強於 2019 年 3 月 5 日政府工作報告訂出 2019 年經濟目標，包括國內生

產毛額(GDP)年成長率為 6%-6.5%；城鎮新增就業 1,100 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

率控制在 5.5%、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 4.5%。居民消費價格總水準(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年增率為 3%；農村貧困人口減少 1,000 萬以上；能源密集度(energy intensity，即單

位 GDP 能源消費量)下降 3%(中國政府網，2019.03.16)。 

政府工作報告揭櫫 2 兆人民幣的減稅降費措施，其中減稅約占 7 成，以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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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改革為重點。製造業稅率由 16%降至 13%；交通運輸業與建築業稅率亦從 10%

降至 9%。同時，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率從 20%降至 16%。特別是「關於深化

增值稅改革有關政策的公告」再加碼，原適用 16%與 10%出口退稅率者，分別

調降至 13%與 9%(中國財政部，2019.03.20)。此外，李克強對貨幣政策方向表示，今年

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對小型微利企業的貸款年成長率，要達到 30%以上，並要求廣

義貨幣(M2)與社會融資規模成長速度，須與 GDP 名目成長率相匹配(中國政府網，

2019.03.17)。 

對外貿易 

中共國務院常務會議 2019 年 1 月 2 日通過擴大綜合保稅區升級，將綜保區

提升為準自貿區，包括開放區內加工製造業免進口許可便利內銷；全面適用跨境

電商零售進口政策；入區保稅貨物點對點直接流轉，可免於報關；進出口大型設

備涉及跨關區海關可異地委託監管，並在綜保區率先推動自貿區海關監管(經濟日

報，2019.01.03)。 

中共商務部部長鐘山 2019 年 1 月 11 日表示，今年的核心工作可概括為「一

促兩穩三重點」。一是促消費；二是穩外貿與穩外資；三是辦好第二屆中國國際

進口博覽會、應對中美經貿摩擦，以及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與探索自由貿易

港(中國商務部，2019.01.11)。其中，第二屆進口博覽會確定於 11 月 5-10 日，在上海國

家會展中心舉行(中國商務部，2019.03.02)。 

中共外長王毅 2019 年 3 月 8 日「兩會」記者會上表示，第二屆「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於 4 月下旬在北京舉辦，這是今年中國大陸最重要的主場外

交。屆時，習近平主席將出席高峰論壇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全程主持領導人

圓桌峰會。此外，還將舉行高級別會議、分論壇和工商活動等系列活動。第二屆

論壇的主題是「共建『一帶一路』，開創美好未來」，有三個特點：一是規格更高，

預定出席的外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人數將明顯超過首屆論壇。二是規模更大，

屆時將有來自 100 多個國家的數千名各界代表與會。三是活動更豐富，將舉辦

12 場推動務實合作的分論壇，還將首次舉辦企業家大會，為工商界對接合作搭

建平台（中國外交部，2019.03.08）。 

2019 年 3 月 15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外商投資法」，該法共

分為六章，包括總則、投資促進、保護、管理、法律責任與附則，合計 42 條，

預定於 2020 年 1 月 1 日施行。屆時將取代「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

法」，以及「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三法），成為中國大陸利用外資的基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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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網，2019.03.15）。 

「外商投資法」的修法重點包括：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

度；保障智慧財產權（例如：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強制轉讓技術；行政機關不得洩

漏外資商業秘密，違者將予以處分，並追究刑事責任；將成立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機制，調解行政機關的侵權行為）；

建立外商投資資訊報告；外商投資安全審查制度。 

上述修法重點中的建立外商投資資訊報告與外商投資安全審查制度，遭中國

歐洲商會與中國美國商會質疑，相關條文過於模糊籠統，恐成為行政部門竊取商

業機密的新漏洞（New York Times, 2019.03.05;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2019.03.10)。此

外，外資亦擔憂，北京當局得報復對陸資企業採取歧視性措施的國家，這將提高

赴陸投資的不確定性（Scott Kennedy, Politico, 2019.03.14)。 

關於美中貿易摩擦進展方面，回顧 2018 年美中雙方共有 4 輪談判，但自 2018

年 12 月川普與習近平在阿根廷會晤後，美中雙方積極進行協商，截至 2019 年第

1 季，雙方已有 5 輪談判，顯示雙方談判頻率不斷加快，中國大陸的讓步包括：

同意外國企業進入中國大陸雲端運算市場（華爾街日報，2019.03.29)、同意向美國大量採

購商品和服務，以擴大美國對中國大陸出口，縮小雙邊貿易赤字（華爾街日報，

2019.03.20)、承諾維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華爾街日報，2019.02.25)。 

貨幣與金融 

2019 年 1 月 4 日，中國人民銀行下調存款準備金率 1 個百分點。其中，1 月

15 日與 25 日各調降 0.5 個百分點，估計釋放 1.5 兆人民幣（中國人民銀行，2019.01.04)。

此外，1 月 23 日，人民銀行首次開展定向中期借貸便利（targeted 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 

TMLF)，注資 2,575 億人民幣（中國人民銀行，2019.01.23)，惟李克強擔心票據融資及短期

貸款擴張過快，將引發金融風險（人民網，2019.02.21)。 

外匯管理局 2019 年 1 月 14 日公告，國務院批准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 QFII)總額度由 1,500 億美元增加至 3,000 億美元（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

2019.01.14)。此外，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1 月 31 日公告「關於就「合格境外機構

投資者及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期貨投資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

及其配套規則公開徵求意見的通知」，欲整合 QFII 與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Renminbi QFII, RQFII)，並擴大外資准入範圍（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2019.01.31)。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1 月 22 日表示，將擴大優質民營企業債券的發行規

模，同時鼓勵銀行向民營企業，發放三年期以上的中長期貸款，特別聚焦於先進

製造業（人民網，2019.01.23)。據此，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隨即決定放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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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保險機構投資，符合條件的銀行二級資本債券與無固定期限資本債券，充實

銀行資本（中國政府網，2019.01.24)。 

2019 年 1 月 24 日，中國人民銀行創設「央行票據互換工具」（central bank bills swap, 

CBS)，即公開市場業務一級交易商可以使用持有的合格銀行發行之永續債（perpetual 

bond，即沒有到期日期的債券)，向中國人民銀行換入中央銀行票據，增加永續債的流動性

（中國人民銀行，2019.01.24)。據此，中國人民銀行於 2 月 20 日首次展開 CBS 操作，規

模 15 億人民幣，期限 1 年（中國人民銀行，2019.02.20)。 

中國人民銀行 2019 年 2 月 12 日發布「關於取消企業銀行帳戶許可的通知」，

規定 2019 年 2 月 25 日前，取消企業銀行帳戶許可範圍，擴大到江蘇與浙江，年

底前推廣至全國。意謂中國大陸企業申請存款帳戶，將由核准制改為備案制（中

國人民銀行，2019.02.02)。此舉將企業開戶時間由 4 個工作天縮減至 2 天；此外，過去

帳戶自開立三日後方可使用之規定，亦修改至當日即可辦理收支。 

2019 年 3 月 6 日，萬事網聯資訊技術有限公司於北京註冊成立；其中，萬

事達卡（Mastercard)與網聯科技，分別持股 51%與 49%。本案不僅突破金融業外資

持股比例超過 50%的限制，亦標誌於中國大陸消費可直接用境外信用卡支付（21

世紀經濟報導，2019.03.06)。此外，荷蘭國際集團（Internationale Nederlanden Groep, ING)與北京銀行

共同出資 30 億人民幣，成立首家外資控股的合資銀行（證券時報，2019.03.22)。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於 2019 年 3 月 24 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指出，金融

業要全面實施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推動落實「非禁即入」之規

範（證券時報，2019.03.25)。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王兆星進一步補充，下一

步開放政策為取消或調降外資銀行的持股比例、規模、年限，以及股東類型；其

次則是經營範圍的拓寬（第一財經，2019.03.25)。 

兩岸經貿 

習近平 1 月 2 日在「告臺灣同胞書 40 週年」會上的談話（習五條），在兩岸

經貿的部分，提及推進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打造兩岸共同市場，並提出兩岸要

提升經貿合作暢通、基建設施聯通、能源資源互通與行業標準共通的「新四通」

說法，擬以此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中國政府網，2019.01.02)。具體落實則提出，可以率先

實現金門、馬祖同福建沿海地區通水、通電、通氣、通橋。要推動兩岸文化教育、

醫療衛生合作，社會保障和公共資源共享，支持兩岸鄰近或條件相當地區基本公

共服務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中國政府網，2019.01.02)。 

教育部於 2019 年 1 月 7 日發布「關於港澳臺居民在內地（大陸）申請中小



18 

學教師資格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具有居住證、五年有效期來往大陸通行證、

無犯罪記錄的臺灣民眾，且符合學歷要求的臺灣民眾，皆可申請幼稚園、小學、

初中、高中，以及中等職業學校教師資格(中國教育部，2019.01.08)，陸方稱此舉為落實

「對臺 31 項」措施的後續作為。此外，財政部、稅務總局於 2019 年 3 月 16 日

聯合發布「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規定境外高階與緊

缺人才於大灣區─廣東省境內九市工作，免徵個人所得稅；執行期間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特別是該通知明定實施對象包含臺灣(中國財政部，

2019.03.15)，顯然重點鎖定吸納臺灣高新技術人才。 

證券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2019 年 1 月 28 日發布「關於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設

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的實施意見」，3 月 2 日發布「科創板首次公開發行股票

註冊管理辦法」及「科創板上市公司持續監管辦法」。科創板的新意在於註冊制，

即監管單位僅進行形式審查，發行成敗完全交由市場決定，故申請期限大幅縮短

為六個月以內(中國證券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19.01.31、2019.03.03)。 

科創板的上市標準包括：預期市值高於 10 億人民幣，且近兩年淨利潤高於

5,000 萬人民幣；市值高於 15 億人民幣，且近一年營業收入高於 2 億人民幣；市

值高於 20 億人民幣，且近一年營業收入高於 3 億人民幣；市值高於 30 億人民幣，

且近一年營業收入高於 3 億人民幣；市值高於 40 億人民幣，且主要產品已取得

階段性成果。不論企業是否處於虧損狀態，僅要符合上開標準即可上市。 

高盛預估，科創板的潛在市值將高達 2 兆美元(第一財經，2019.03.26)，可能吸引在

中國大陸臺商的上市意願。例如首批上市的 9 家企業，便含括聯電旗下的和艦芯

片(人民日報，2019.03.23)；專家研判，科創板對臺股的衝擊在於原本營運主體即在中國

大陸的臺商，其上市規劃將由在臺上市轉為投向科創板(遠見雜誌，2019.03.29)。 

政府為鼓勵臺商回臺投資，提出一系列相關措施，包括經濟部創設客製化單

一窗口服務(經濟部，2019.01.04)；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亦提供臺商「稅務專屬諮詢服

務」，協助臺商解決回臺投資所涉稅務問題，並發布解釋令，釐清匯回海外資金

不用課徵所得稅的態樣，以利臺商遵循(財政部，2019.01.31)；國家發展委員會亦加碼

國發基金，期望能符合臺商融資需求(工商時報，2019.03.21)。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22 日，我國「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已召開

10 次聯審會議，並核准 18 筆投資案，包括智邦、慶豐富、廣達、南六、崴立、

宇隆、亞旭、迅得、康普、銓寶、台燿、巨大、車王、榮成、優你康、中磊，以

及印刷電路板供應商與未上市公司各 1 家；返臺投資累計 570 億新臺幣，並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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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0 個本國就業機會(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19.03.22)。 

 

三、展望 

世界銀行(World Bank)發布「2019 全球經濟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2019)。其推

測，今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為 6.2%，較 2018 年時所作預測，下修 0.1 個百分

點(World Bank, 2019.01.09)。 

國際貨幣基金(IMF)發布「2019 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19)。其推

測，今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為 6.2%，與 2018 年時所作預測維持一致（IMF, 

2019.01.11)。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布「2019 期中經濟展望」(Interim Economic Outlook 

2019)。其推測，今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為 6.2%，較 2018 年時所作預測，下修

0.1 個百分點（OECD，2019.03.06)。換言之，OECD 預期中國大陸經濟下行幅度並非相

當嚴重。 

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國家資訊中心經濟預測部與中國國際金融股份公

司預期，受惠於多項激勵措施，包含減稅降費、調降存款准備金率，以及增加發

行地方政府債券，惟此波復甦力道不及以往，今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約略維持

在 6.0%、6.2%與 6.4%(Reuters, 2019.02.27;人民網，2019.01.10；第一財經，2019.01.22)。 

穆迪(Moody's)、惠譽(Fitch)，以及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等三大信用評等公司預

期，今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分別為 6.0%、6.1%與 6.2%(Straits Times, 2019.03.19; CNBC, 

2019.03.12; Fortune, 2019.03.05)。投行野村(Nomura)與美銀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皆推估

6.0%(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9.02.21；香港 01，2019.02.27)；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與高盛

(Goldman Sachs)為 6.2%(香港經濟日報，2019.02.27；財華網，2019.01.16)；德國商業銀行(Commerzbank)

與瑞士嘉盛銀行(J. Safra Sarasin)為 6.3%(中國新聞社，2019.01.08；匯港通訊，2019.01.22)。 

（經濟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