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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金融風險與政策措施對其經濟發展與臺灣

經濟之影響與因應」委託研究(摘要) 

中國大陸金融與房地產確實存在明顯的泡沫化，金

融產值占 GDP 比重快速上升，貨幣供給成長速度遠高

於實體經濟，貨幣政策對經濟成長率的調控能力愈來愈

低，許多城市房價所得比排名世界前列，均明顯表示中

國大陸存在非常大的泡沫。  

債務問題在 2017 年雖然成長速度減緩，但存量仍

然非常大，且存在不少隱性債務，另居民債規模與房地

產泡沫化息息相關，一旦爆發債務風險或是房市泡沫破

滅，對中國大陸金融體系（尤其是銀行）將有致命的危

機。而且，銀行體系本身亦存在不良貸款率提高，理財

商品、表外業務與影子銀行的風險。  

有關金融科技造成的風險，雖然中國大陸正在進行

互聯網專項整治，但看來困難重重，也使得時限一再延

長，並爆發 2018 年 6 月的 P2P 爆雷潮，與同年 8 月的

金融難民維權事件。雖然官方成功將其壓制，也馬上提

出相關的處理措施，但目前為止 P2P 平台的檢查與備案

進度仍十分緩慢。  

2018 年初爆發了美中貿易爭端，使人民幣大幅貶值

與股市大跌，造成金融風險快速上升。美中貿易爭端可

能加深了中國大陸爆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可能性，甚至

使中國大陸金融危機提早爆發。因此，中國大陸目前正

是處在走鋼索的狀態，既要穩增長，又要防風險，如何

拿捏成為中國大陸當局頭痛的問題。  

雖然中國大陸也已關注到其金融風險的嚴重，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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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成立金穩委，賦予中國人民銀行

更多的監管職責，引進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監管雙支

柱，並加強微觀監管的力道。但除了影子銀行規模有明

顯下降、表面債務成長速度減緩外，其餘效果並不明

顯，甚至中國大陸隱性債務仍持續增加，地方債務置換

與企業債轉股對於解決地方債與企業債的幫助有限。  

在房地產市場部分，中國大陸主要仍是以行政手段

進行調控，但在地方政府考量土地出讓收入銳減、擔心

房市泡沫破滅、房地產的剛性需求與民眾預期房價不會

長期下跌的情況下，調控成效有限。在資管新規發布

後，影子銀行規模確實有縮小跡象，表外業務亦有一部

分轉移至表內，資產管理市場確有急凍的情況，但在避

免監管力道過大而阻礙了一些難以在表內業務取得資

金的企業融資，監管力道似有放鬆的情況。  

互聯網專項整治在實行上困難重重，以致於監管當

局兩次的將整治時限延長，且在網路無國界的情況下，

也相當程度的抵消中國大陸對互聯網金融監管的成效。 

本研究整理中國大陸若爆發金融風險對於其本身

與對我國經濟金融之影響，並利用向量自我迴歸模式

（VAR）與衝擊反應函數（ IRF）討論中國大陸金融風

險上升對其 GDP 成長與我國對中國大陸淨出口之衝

擊，並提出立即可行建議與中長期建議如下：  

在立即可行建議方面：  

一、持續動態更新中國大陸金融風險監測指標。  

二、預先規劃中國大陸金融風險監測任務編組，跨部會

討論中國大陸爆發金融風險之預防與處置。  

三、強化兩岸金融風險的防火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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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意金融創新工具在臺灣發展的風險管控，並應深

入研究中國大陸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取其長處並規

避其風險，以發展我國科技金融。  

在中長期建議方面：  

一、持續強化國內投資環境改善，鼓勵適合產業臺商回

臺投資。  

二、鼓勵企業全球佈局，降低對中國大陸的依賴，以分

散風險。  

三、鼓勵企業回臺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