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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濟 
   

中國大陸2017年第二季GDP成長率為6.9%，創一年半以來新高，

優於市場預期；工業生產、消費成長及固定資產投資大多呈現持

平或微幅上升水準。 

2017年中國大陸繼續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6月貨幣供給M2

年增率9.4%，創歷史新低、金融機構貸款平穩成長，存款增速減

緩。今年以來美元開始走弱，促成人民幣匯率止穩回升的趨勢。

外匯儲備止跌並小幅回升。 

中國大陸強化金融監管，整治銀行、大企業等財務高槓桿現象及懲

治金融不法情事，以降低金融風險，並於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中，

決定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建構「一委一行三會一局

」金融監管協調體系的運作模式。 

MSCI宣布於6月20日將中國大陸A股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中

國大陸並於7月3日開始實施陸港「債券通」，皆有助於其資本市場

更活絡。 

4月7日「川習會」後，美中各自於5月12日公布經貿「百日計畫」

10項早期收穫清單，惟7月19日首輪美「中」全面經濟對話並無實

質進展，後續發展受各方關注。 

中國大陸於5月14日至15日舉辦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是其建政以來最大型的主場外交活動，會後形成270多項成果

清單，並將該論壇常態化，強化國際經貿話語權。 

 

 總體經濟指標 

ㄧ、經濟成長 

◆2017年第二季 GDP成長率 6.9%，優於預期 

中國大陸 2017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 38兆 1,490億元人民幣，較去

年同期成長 6.9%。分季來看，第一季為 6.9%，第二季亦為 6.9%。分產業來看，

第一產業增加值為 2兆 1,987億元人民幣，年增率為 3.5%；第二產業增加值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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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 2,987億元人民幣，年增率為 6.4%；第三產業增加值為 20兆 6,516億元人民幣，

年增率為 7.7%。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表示，2017年上半年國民經濟延續穩中有進、

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網站，2017.7.17）。 

中國大陸 2017年第 2季 GDP經濟成長率 6.9%，與第 1季持平，優於市場預

估的 6.8%，顯示中國大陸經濟仍保持動能（今日新聞，2017.7.17）。惟亦有數家法人機構

認為，出口、投資拉動 GDP成長的作用可能減弱，第 3季經濟成長可能放緩（旺報，

2017.7.18）。 

 

二、工業生產 

◆2017年 1至 6月工業產值成長 6.9%，平穩轉好 

2017 年上半年，中國大陸全國規模以上工業產值較去年同期成長 6.9%，比

第一季增加 0.1個百分點。分經濟類型看，國有控股企業成長 6.2%，集體企業成

長 1.9%，股份制企業成長 7.1%，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成長 6.7%。分三大門

類看，採礦業下降 1.0%，製造業成長 7.4%，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

業成長 8.1%。製造業加快向中高端邁進，上半年高技術產業和裝備製造業產值分

別成長 13.1%和 11.5%，分別較規模以上工業高出 6.2和 4.6個百分點（中國大陸國家

統計局網站，2017.7.17）。 

 

◆2017年 6月製造業 PMI為 51.7%，高於預期 

2017 年 6 月，中國大陸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 51.7%，比 5 月上升

0.5個百分點，為年內次高點，製造業擴張步伐有所加快，總體延續穩中向好的

發展態勢。2017 年上半年製造業 PMI 平均值為 51.5%，高於去年同期 1.7 個百

分點。 

非製造業 PMI指數為 54.9%，較 5月上升 0.4個百分點，連續兩個月上升，延

續穩中有升的擴張態勢。中國大陸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分析，6月份非製造業商務活

動指數和新訂單指數連續上升，市場價格和就業相關指數均有回升，企業預期也

趨於樂觀，經濟運行呈現穩固轉好發展態勢（工商時報，201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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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費  

◆2017年 1至 6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成長 10.4%，微幅上升 

2017年 1-6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 17兆 2,369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同

期成長 10.4%。按經營單位所在地分，城鎮消費品零售額為 14 兆 7,786 億元人民

幣，成長 10.1%；鄉村消費品零售額為 2兆 4,583億元人民幣，成長 12.3%。按消

費類型分，餐飲收入 1兆 8,546億元人民幣，成長 11.2%；商品零售 15兆 3,822億

元人民幣，成長 10.3%。全國網上零售額為 3兆 1,073億元人民幣，成長 33.4%。

其中，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為 2兆 3,747億元人民幣，成長 28.6%，占社會消費品

零售總額的比重為 13.8%；在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中，吃、穿和用類商品分別成長

25.1%、20.8%和 31.8%（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網站，2017.7.17）。 

中國大陸 6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增 11.0%，超過預期的 10.6%，較 5月

的年增率增加 0.3個百分點，也是過去一年來的高點，反映中國大陸內需增強（中央

社，2017.7.17）。 

 

四、固定資產投資 

◆2017年 1至 6月固定資產投資，保持穩定成長 

2017年 1-6月，中國大陸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計 28兆 605億元人民幣，較

去年同期成長 8.6%，成長速度與 1-5月持平，惟比第一季回落 0.6個百分點。其中，

國有控股投資 10兆 2,022億元人民幣，成長 12.0%；民間投資 17兆 239億元人民

幣，成長 7.2%，比去年同期增加 4.4個百分點，占全部投資的比重為 60.7%。分產

業觀察，第一產業投資 8,694億元人民幣，成長 16.5%；第二產業投資 10兆 5,807

億元人民幣，成長 4%；第三產業投資 16兆 6,104億元人民幣，成長 11.3%（中國大

陸國家統計局網站，2017.7.17）。 

 

◆2017年 1至 6月房地產開發投資維持成長 

2017年 1-6月，中國大陸房地產開發投資計 5 兆 610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同

期名目成長 8.5%，較 1-5月回落 0.3個百分點，其中，住宅投資成長 10.2%。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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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銷售額 5兆 9,152億元人民幣，成長 21.5%。住宅售額成長 17.9%，辦公樓銷售

額成長 38.9%，商業營業用房銷售額成長 41.7%（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網站，2017.7.17）。 

 

五、對外貿易 

◆2017年 1-6月進出口總值，較去年同期成長 19.6% 

2017 年上半年，全球經濟溫和復甦，中國大陸經濟穩中向好。中國大陸貨物

貿易進出口總值 1兆 9,095億元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長 13.0%。其中，出口總值為

1兆 473億美元，成長 8.5%；進口總值為 8,622億美元，成長 18.9%；貿易順差為

1,851億美元，減少 28%（中國大陸海關總署網站，2017.7.13）。 

2017 年上半年進出口延續去年以來回穩的向好走勢，下半年外貿運行面臨的

不穩定、不確定性因素依然較多，同時貿易結構正不斷優化，品質效益持續改善，

新動能不斷積聚，回穩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中國大陸海關總署網站，2017.7.13）。 

 

六、外人投資 

◆2017年 1-6月 FDI 金額微幅下降，惟高技術產業顯著成長 

2017年1-6月，中國大陸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5,053家，較去年同期成長12.3%；

實際使用外資（FDI）金額 4,415.4億元人民幣，下降 0.1%。 

從產業分布看，1-6月，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 1,286億元人民幣，成長 3%，占

外資比重為 29.1%。其中，通用設備製造業成長 14.4%，石油化工、煉焦及核燃料

加工業實際使用外資成長 329.4%，化學原料及化學製品製造業成長 38.4%。服務

業實際使用外資 3,099.9億元人民幣，占比為 70.2%。其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

產和供應業，農、林、牧、漁服務業，以及建築與相關的工程服務業，實際使用

外資分別成長 100.2%、76.8%和 56.3%。 

從投資來源地看，香港、臺灣、日本等投資成長顯著。1-6 月，前十位國家/

地區實際投入外資總額 4,200.9億元人民幣，占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的 95.1%。

其中，香港、臺灣、日本實際投入金額分別成長 10.%、48.4%和 5.4%（包括這些國家/

地區通過自由港投資）（中國大陸商務部外資司，2017.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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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物價指數 

◆2017年 6月 CPI較去年同期上漲 1.5%，惟各分類品項漲跌互見 

2017 年 6 月，中國大陸居民消費價格（CPI）較去年微幅上漲 1.5%。其中，城

市上漲 1.7%，農村上漲 1.0%；分類別看，食品價格下降 1.2%，非食品價格上漲

2.2%；消費品價格上漲 0.6%，服務價格上漲 3.0%。上半年，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

水準比去年同期上漲 1.4%（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網站，2017.7.10）。  

中國大陸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分析，6月份 CPI年增率中，包括豬肉和蛋

價等食品價格下降較多，達 1.2%。在非食品價格方面，醫療保健及教育服務的價

格上漲幅度較大。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年增 2.2%，漲幅比上月擴大 0.1 個

百分點（中時電子報，2017.7.11）。 

 

◆2017年 6月 PPI較去年同期上漲 5.5%，走勢與 5月份大致相當 

2017年 6月，中國大陸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較去年同期上漲 5.5%，工業

生產者購進價格上漲 7.3%。上半年，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上漲 6.6%，工業生產者

購進價格上漲 8.7%（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網站，2017.7.10）。 

6月 PPI走勢與 5月相當，PPI繼續下降，在主要工業行業中，煤炭開採和洗

選業、石油加工業、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的漲幅都有所回落（中時電子報，2017.7.11）。 

 貨幣與金融 

一、2017年 6月貨幣供給M2年增率 9.4%，創歷史新低 

中國人民銀行公佈 2017年上半年金融統計數據報告顯示，6月底，廣義貨幣（M2）

餘額 163.13兆元人民幣，年增率為 9.4%，成長速度分別比 5月底和去年同期下降

0.2和 2.4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餘額 51.02兆元人民幣，年增率為 15%，成長

速度分別比 5月底和去年同期下降 2和 9.6個百分點；流通中貨幣（M0）餘額 6.7兆

元人民幣，成長 6.6%（中國人民銀行，2017.7.12）。 

中國大陸 6月 M2年增率為 9.4%，再創歷史新低。人行表示，這是中國大陸

金融體系內部去槓桿的結果，外界應對 M2成長率放緩客觀看待（經濟日報，2017.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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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年上半年金融機構貸款平穩成長，存款增速減緩 

2017年上半年，本外幣貸款餘額 120.21兆元人民幣，較去年同期成長 12.7%。

月底人民幣貸款餘額 114.57 兆元人民幣，成長 12.9%，增速與上月底持平，比去

年同期低 1.4個百分點。本外幣存款餘額 160.04兆元人民幣，較去年同期成長 9.6%。

月底人民幣存款餘額 159.66兆元人民幣，成長 9.2%，增速與上月底持平，比去年

同期低 1.7個百分點（中國人民銀行，2017.7.12）。  

 

三、2017年 7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波動幅度加劇 

2017年 7月 14日的中國外匯交易中心（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下跌至 93.34，

參考 BIS（國際清算銀行）貨幣籃子的匯率指數和參考 SDR（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的匯率

指數分別為 94.27和 94.4，較前一周分別下跌 0.19%和上漲 0.30%。上述三個指數

和路透根據 CFETS公佈的中間價測算的三個匯率指數表現一致（路透社，2017.7.17）。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7月17日公告，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大幅升值到6.7562

元兌 1美元，較前 1個交易日升值 0.0212元，創 8個多月來新高。報導指出，今

年以來美元開始走弱，促成人民幣匯率止穩回升的趨勢（中央社，2017.7.17）。 

 

四、外匯儲備緩步回升 

截至 2017年 6月底，外匯儲備規模為 3兆 568億美元，較 5月底上升 32億

美元，漲幅為 0.11%，這是外匯儲備連續第 5個月回升，上升幅度略遜於市場預期，

不過已是 2014年 6月以來的最長上升週期。彭博資訊報導，中國大陸外匯存底仍

高於 3 兆美元的重要心理關口；外匯存底穩定會增強人民幣匯率穩定，支撐民眾

對其國內金融穩定的信心（經濟日報，2017.7.8）。 

2017 年上半年，中國大陸跨境資金流動和外匯市場供需基本平衡，人民幣匯

率穩中有升，外匯儲備規模較年初的 3兆 105億美元上升 463億美元，漲幅為 1.5%

（中國大陸外匯管理局網站，20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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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政策與展望 

ㄧ、重要政策 

◆ 4月 7日川習會後雙方提出經貿「百日計畫」，5月各自公布早期收

穫清單，但首輪美中全面經濟對話並無實質進展 

    今（2017）年 4月 6日至 7日，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於美國

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Mar-a-Lago）進行會晤，雙方在會中達成經貿「百日計畫」共識

及建構常態性對話架構。5月 12日，雙方分別舉行記者會，公布「百日計畫」早

期收穫清單，範圍包括農產品貿易、金融服務、投資和能源等十大貿易議題，其

中包括中國大陸開放美國牛肉及液化天然氣進口，美方則同意大陸熟禽肉進口等

項目（聯合新聞網，2017.4.9；中時電子報，2017.5.13）。此外，7月 19日舉行首輪美中全面經濟對

話，雖然雙方在會前表示期望進一步加強經貿合作，但會後雙方取消記者會亦未

發表聯合聲明，對於會談結果則是各自表述，顯示在彼此關切的貿易議題上並無

實質進展，後續發展受各方關注（聯合新聞網，2017.7.19；明報，2017.7.20）。 

 

◆ 舉辦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企強化國際經貿話語權 

    「一帶一路」是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3年所提出的國際經濟合作倡

議，沿線涵蓋亞歐非共 65國，總人口 44億，經濟總量約 21兆美元。為檢視「一

帶一路」推動成果並展現積極意圖，今年 5月 14至 15日中國大陸在北京舉辦「一

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29 個國家元首與政府領導人，以及來自 130 多個國

家、70 多個國際組織的 1,500 多名中外人士參加該論壇，被稱為是中國大陸建政

以來最大型的主場外交活動。 

會議通過「『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圓桌峰會聯合公報」，呼籲確保自 

由貿易與反對保護主義，亦形成 270 多項合作協議的成果清單，習近平更提出增

資絲路基金 1,000億人民幣、提供「一帶一路」專項貸款 3,800億人民幣，以及將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常態化等措施。綜整國際媒體評論，在地緣政治方面，認

為中國大陸意圖藉「一帶一路」提升其大國地位，但會面臨沿線國家間民族、宗

教矛盾、政權不穩定等變數，而印度、澳洲等國家則更提防中共的全球戰略野心。

在經濟方面，雖肯定「一帶一路」提供全球經濟成長動力與基礎建設，但警告會

導致相關國家面臨龐大信貸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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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中國大陸金融強化監管年 

    今年以來，中國大陸「一行三會」接連出手加碼監管措施，加速金融去槓桿，

防範金融風險，以維持金融市場的穩定。從 2 月起，包括證監會、銀監會等負責

人接連宣示打擊金融不法情事，銀監會更是在半個月內密集發布 7 個強化監管的

文件，整治銀行業的十大類風險、「三套利」、「四不當」等高槓桿操作，以及

限制地方政府舉債等金融亂象，同時也加重監管處罰力道，包括原保監會主席項

俊波、銀監會主席助理楊家才等皆被免職調查，也有中國開發銀行及農業銀行等

多家銀行高層主管被調查。6月底銀監會開始調查參與海外併購熱潮大企業的系統

性風險，對象包括萬達、復星、安邦保險及海航集團等財務槓桿過高的大企業（旺

報，2017.5.6；天下雜誌，2017.7.18）。 

    習近平在 4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40 次集體學習、以維護國家金融安全

為主題的會議上提了 19 次「風險」，更在 7 月 14 日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強調

金融要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本源，展現中共高層希望把金融「脫虛向實」，藉

由加強監管讓金融市場去槓桿、讓資金從房市轉投向製造業等實體經濟面向，以

降低金融風險。然而，仍有部分學者認為，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持續上升，企業

債券違約現象明顯增多，人民幣匯率穩定壓力依然較大，銀行風險、信用風險和

資本外流風險值得關注（中國證券報，2017.7.14；旺報，2017.7.17；經濟日報，2017.7.20）。 

 

◆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宣布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 

    中國大陸第 5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於今年 7月 14日召開，有別以往由中共國

務院總理發表重要談話，本次由總書記習近平出席並發表談話，強調金融是國家

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加強黨對金融工

作的領導，遵循金融發展規律，會議圍繞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

融改革三項任務。 

習近平在本次會議上宣佈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並強化中國人民

銀行的宏觀管理和防範風險的作用。專家分析，與原有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

會議相比，委員會的職能完整，層級更高，預料金融監管協調將會是其重要的工

作之一，而此亦讓該委員會加上「一行三會一局」（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

管理局）的金融監管格局更為明朗。此外，會中也提到要推動經濟去槓桿，執行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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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把國有企業降槓桿作為重中之重。 

本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內容本身並無太多超預期內容，是對之前加強金融監

管、防範金融風險和引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戰略，以及部分具體措施的落實安

排。在大金融監管方面，提出的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是一個協調機構，金融監管

的決策權交給人民銀行。本次會議的規格比以往更高，顯示金融問題在現階段中

國大陸黨和國家戰略層面的受重視程度（新華社，2017.7.16；華爾街日報，2017.7.17；騰訊網，

2017.7.19）。 

 

◆MSCI宣布將 A股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 

MSCI於今年 6月 20日宣布將中國大陸 A股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預計

納入 222 支中國大陸 A 股的大盤股；基於 5%的納入因數，這些 A 股約占 MSCI

新興市場指數 0.73%的權重。 

MSCI 表示計劃分兩步實施：第一步預定在 2018 年 5月半年度指數評審時實

施；第二步在 2018年 8月季度指數評審時實施；倘若在此預定的納入日期之前滬

股通和深股通的每日額度被取消或者大幅度提高，MSCI不排除將此納入計劃修改

為一次性實施的方案。 

MSCI將中國大陸 A股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的消息公佈後，離岸人民幣兌

美元短線一度上揚，滙豐銀行認為，MSCI宣布納入 A股將在未來推動大量資金流

入中國大陸資本市場。市場預期，待「十九大」之後政治不確定消除，且改革的

希望升高，股市仍有上漲空間；加上 A股已被納 MSCI 新興市場指數，提高外資

流入陸股的動機，對股市應該不是壞事（中國新聞網，2017.6.21）。 

 

◆陸港「債券通」2017年 7月 3日開始實施 

中國人民銀行與香港金融管理局於今年 7月 2日同步宣布，「債券通」中的「北

向通」將於 7 月 3日開通，且不設投資額度限制，未來將適時擴展至「南向通」，

意味境外投資者將可借道香港進入中國大陸債市。市場預計，未來 5 年中國大陸

債券市場將吸引 8,000億美元的資金。 

由於「債券通」、「北向通」是繼 2014年的「滬港通」、2016年「深港通」後，

兩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再度加碼。因此隨著「債券通」開通，市場也傾向利多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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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高盛亞洲信貸策略研究部提出，預計未來十年將有超過 1 兆美元的全球固定

收益投資資金配置到中國大陸債市（工商時報，2017.7. 3；聯合新聞網，2017.7. 4）。 

 

二、展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中國大陸經濟在 2017年將成長 6.7%，相較 4月

份 IMF 在「世界經濟展望」更新報告的預測，上調 0.1 個百分點，同時預測中國

大陸經濟 2018年至 2020年平均每年成長 6.4%。 

OECD也在 6月初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中，分別上調中國大陸 2017、

2018兩年經濟成長預估值至 6.6%和 6.4%，顯示國際調研機構皆一致看好中國大陸

經濟成長速度（工商時報，2017.6.26）。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等機構發佈的「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

測（2017 年中期）」預測，今年上半年中國大陸 GDP 實際成長率為 6.9%；在假定財政

赤字率 3%、匯率 7%的水準上，以及在國際經濟復甦和中國大陸國內政策疊加的

基礎上，預估今年 GDP成長率可達 6.7%（MoneyDJ 新聞，2017.6.26）。 

 

 

（經濟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