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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陸 2024 年經濟風險預測及對臺
影響觀察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劉孟俊主稿 

 

 2024 年中國大陸將面對一系列的經濟風險，涵蓋房地產市場泡沫、

企業和政府部門的高債務水準、內需消費與投資疲軟，再加上外部

環境的不確定性，均限制其經濟的復甦力道。 

 中國大陸經濟的放緩對臺灣經濟將產生影響，主要可分為出口需求

減少、供應鏈中斷與對陸投資的不確定性增加等三大面向。 

 藉由持續開拓多元化出口市場，減少對單一市場的依賴、多元化供

應鏈加強產業韌性，以及促進產業升級和創新，來因應中國大陸經

濟風險外溢。 

 

（一）前言 

中國大陸經濟正處於從高速成長向高品質發展轉型的關鍵期，其

成長放緩對國內外經濟均產生深遠影響。尤其，疫後中國大陸面臨經

濟成長放緩、房地產市場波動、消費者信心下降和外貿環境不確定

性。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全球供應鏈的深度鏈結關係與對發

展中國家的影響力，中國大陸經濟放緩可能拖累全球市場的復甦。 

各界研判，今（2024）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將由去（2023）年的

5.2%顯著放緩至 4.5%至 5%之間，主要緣於房地產市場泡沫風險、內

需消費和投資疲軟，以及全球環境變化等多元風險仍顯著。同時，中

國大陸經濟本身存在結構轉型問題，引發就業壓力和收入成長放緩，

不利內需消費動能，加劇經濟下行壓力。根據 IHS Markit 的預測，今

（2024）年中國大陸 GDP 成長率為 4.71%，往後成長率更將降至 4.5%

以下（詳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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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中國大陸經濟成長預測（IHS Markit） 

 

 

 

 

 

 

 

 
資料來源：IHS Markit，2024/02/15。 

 

兩岸經貿與投資關係密切，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趨緩亦對我國的發

展前景產生影響，需要深入評估中國大陸經濟風險，以掌握其對臺的

可能衝擊。本文旨在深入探討今（2024）年中國大陸經濟的前瞻及其

所面臨的挑戰，並進一步分析其對臺灣經濟的潛在影響，以期對兩岸

經濟互動提供更深入的洞察。 

 

（二）2024 年中國大陸經濟風險多元化 

中國大陸在今（2024）年將面對一系列多元化經濟風險，涵蓋房

地產市場泡沫、企業和政府部門的高債務水準、內需消費與投資疲

軟，再加上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均限制中國大陸經濟的復甦力道。

首先，預期中國大陸房地產市場仍位於調整期，將成為今（2024）年

經濟的一大挑戰。過去中國大陸快速城市化推動對住宅和商業空間的

需求成長，引起大量開發專案啟動與房地產價格飆升；然而，部分地

區過度開發導致供過於求、價格波動，以及未售房產的積壓。由於房

地產庫存積壓，加之部分房產公司面臨破產風險，例如去（2023）年

恆大集團的財務危機，已經成為中國大陸經濟的不穩定因素，在短期

內解決問題並重建市場信心並非易事。 

此外，中國大陸潛在金融風險的蔓延也不容忽視，根據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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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不動產市場的反轉，以及隨後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經驗值得借

鑑。目前房地產市場的低迷可能導致貸款壞帳增加，恐進而引發區域

中小銀行經營風險擴散；此外，信託產品和理財產品的損失，可能對

投資者信心造成打擊，進而影響金融市場的穩定性，例如中植集團破

產一案暴露出信託公司與理財產品間潛在的風險連結，可能引起金融

市場的廣泛波動。 

與此相關的是地方債規模擴大且高速成長。自 2017 年以來，中

國地方政府債務餘額以年均 16.3%的速度快速成長，遠高於同期名目

經濟成長 7.8%，導致負債率攀升，截至 2022 年底，中國大陸地方政

府債務餘額已高達 35.1 兆人民幣。而由政府負債率觀察，地方政府

負債率（債務餘額/GDP）為 29.1%，若再加上中央政府國債，目前政府

總負債率合計達 50.1%，雖低於國際通行警戒值，但值得關注是中國

大陸地方債務風險不斷累積，債務期限亦明顯拉長。從 2018 年末至

2022 年末，存量地方債的剩餘平均期限從 4.4 年持續上升至 8.5 年。

地方政府債「還本」資金主要來自「借新還舊」，利息支出對地方財

政的壓力持續上升。2022 年地方政府債券支付利息更達 1.12 兆人民

幣，不僅首次突破 1 兆人民幣，也較 2021 年同期成長 20.8%，更較

2018 年成長一倍。 

其次，內需疲軟成為經濟復甦的一大難題，消費者支出減少直接

影響零售和服務業的重振步調，進而拖累經濟成長。而中國大陸消費

者信心減弱的主要因素為收入成長放緩和就業市場不確定性，尤其在

年輕消費者中，就業挑戰和看淡未來經濟前景多削弱其消費意願和購

買力。 

同時，全球貿易環境的不確定性及美中關係的緊張，亦對中國大

陸的外貿和外人投資構成壓力。預期美中貿易/科技戰將於今（2024）

年持續發酵，不僅影響其海外貿易，也可能進一步影響中國大陸製造

業的產能利用和就業。加上全球經濟尚未由疫後中復甦，包括其他主

要經濟體的經濟成長放緩，也對中國大陸的出口產生負面影響。 

中國大陸當前面臨內外需萎靡的市場環境，龐大的產能過剩也反

映在物價走低上，引發外界憂慮中國大陸經濟恐浮現通縮的問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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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 CPI(消費者物價指數)一路從去（2023）年 3 月的 0.7%下滑到今

（2024）年 1 月最新公布的-0.8%，PPI(生產者物價指數)也較去（2023）

年同期下跌 2.5%（詳圖 2），加上 GDP 成長動能有限。雖然中國大陸

未必落入真正的通縮，然而中國大陸經濟存在成長走緩問題，另也存

在持續性物價下跌。若中國大陸無法有效解決內需萎靡問題，則恐將

進入通縮困境。 

圖 2  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與 CPI/PPI 趨勢圖 

 

 

 

 

 

 

 

 

 

（三）中國大陸經濟風險對臺影響 

中國大陸經濟在今（2024）年的放緩對臺灣經濟將產生顯著影響，

主要可分為出口需求減少、供應鏈中斷和投資不確定性增加等三大面

向。首先，中國大陸作為臺灣的最大貿易夥伴，其經濟放緩將直接對

臺灣的出口造成影響。臺灣對中國大陸與香港的出口占臺灣總出口的

比重在 2015 年為 39.5%，但去（2023）年 1-11 月已降至 35.4%。即使

如此，兩岸經濟的連動關係仍然緊密，任何中國大陸經濟動能減弱都

將對兩岸貿易造成影響，尤其是半導體、電子產品和精密機械等在臺

灣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時也是對陸出口的主要產業。中國大陸經

濟成長的放緩與「中國加一」誘發產業鏈移轉，均可能減少這些產品

在中國大陸市場的需求，或可能影響相關臺灣產業的績效。 

其次，中國大陸經濟放緩對臺灣企業而言，供應鏈中斷風險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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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關注。隨著許多臺灣企業在中國大陸設立生產基地，依賴當地的

原材料供應和中間產品生產，中國大陸經濟的不穩定因素可能會對這

些企業造成產生嚴重影響。尤其在電子和機械製造等高度依賴供應鏈

協同作業的行業中，這種影響尤為明顯。過去疫情期間，中國大陸因

實施管控措施，導致當地供應鏈暫時中斷，不僅影響當地營運活動，

也對兩岸產業鏈結造成直接影響，突顯供應鏈中斷風險。此類事件不

僅導致生產延遲，還可能對企業的營運效率和獲利能力產生負面影

響。 

最後，中國大陸經濟的不確定性也增加臺商對陸投資的風險。許

多臺灣企業在中國大陸有大量投資，包括製造業、服務業和科技業

等。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放緩可能影響投資的回報率，迫使臺灣企業

重新評估其在中國大陸的投資計畫。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現

為投資審議司)對外投資核准資料，2013 年核准中國大陸投增資，占我

國對外投資占比高達 63.7%，為近年歷史新高。往後一路下降，2019

年疫情爆發後，對陸投資占比降至 40%以下，去（2023）年更降至

11.4%。此趨勢或配合跨國企業調整其在陸業務與「中國加一」策略，

主要著眼對應地緣政治升溫的風險外，更有試圖迴避各種監管的風

險。 

總之，預期中國大陸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等結構轉型期間，無疑經

濟將長期放緩，產業自主化等多種產業政策將減少對臺灣的出口需

求、供應鏈中斷和增加投資不確定性等多個面向也將衝擊臺灣經濟。

面對中國大陸經濟的不確定性和風險，臺灣需要透過多元化出口市

場、加強供應鏈韌性，以及促進產業升級來提高自身的抵抗力和適應

能力。這些策略將有助於臺灣在全球經濟中保持競爭力，確保經濟的

穩定成長。 

 

（四）臺灣的策略作為 

面對中國大陸經濟風險的上升，臺灣有必要制定一系列與經濟韌

性相關策略，以緩解對經濟的影響。首先，臺灣須持續多元化出口市

場，以減少對特定單一市場，尤其對中國大陸市場的過度依賴。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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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能夠降低外部波及臺灣經濟的影響，同時也有助於開拓新的成長

點。例如，臺灣透過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以強化與其他國家以及

全球市場的貿易關係。 

其次，多元化供應鏈加強產業韌性也是應對中國大陸經濟風險的

另一關鍵策略。我國可開發海內外供應鏈來源，鼓勵供應商與本土廠

商的垂直策略聯盟合作，加強國內生產能力降低對特定供應鏈的依

賴。例如，臺灣的半導體產業作為全球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可透過增強與國際科研機構和企業的合作，達成分散供應鏈過度集中

風險。 

最後，促進產業升級和創新是臺灣長期應對中國大陸經濟風險外

溢的重點策略。持續投資產業科技創新，不僅能提高臺灣產業的全球

競爭力，也能為臺灣經濟帶來新的成長動力。多元產業政策透過租稅

優惠、研發補貼和創業支持等措施，尤其鼓勵企業數位與綠色轉型，

加速技術轉移和創新應用，培育未來的市場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