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9 

中國大陸人民幣匯改對台商的影響 

一、 前言 

隨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逐漸消退，中國大陸經濟及出口復甦明顯，人民幣即

不斷受到要求升值的國際壓力，加上調整內部經濟結構考量等因素，「中國人民

銀行」於去(2010)年 6 月 19 日無預警的宣布「由於經濟運行已趨於平穩，有必

要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這意味著大陸

將改變自金融風暴以來緊釘美元的匯率政策，緩步讓人民幣升值。對大陸台商而

言，人民幣升值有利也有弊。因此，本文將探討大陸推動人民幣匯率改革現況及

對大陸台商的影響與因應。 

二、 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歷程 

中國大陸開始推動人民幣匯率改革的重要措施，是從 1994 年開始實施以市

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而從 1998 年至 2005 年 7

月中旬，則轉為實施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然而，自 2005 年 7月開始，人民幣

的匯改進入另一個重要階段，當時「中」美之間存在鉅額貿易逆差，美國即不斷

要求大陸人民幣升值，加上當時大陸的經濟過熱以及熱錢不斷的流入，都讓人民

幣升值的壓力與日俱增。因此，「人民銀行」於 2005年 7 月 21日宣布人民幣升

值，開始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不再單一盯住美元，改以一籃子貨幣行調節、

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自 2005年 7月宣布升值後，人民幣對美元(當日平均價)

則從原先的 8.2765元人民幣升值至 7月 21日的 8.11元人民幣。從 2005年 7月

的匯改以來，人民幣大都維持升值走勢；截至 2008年 6月，人民幣對美元的月

平均價則升值至 6.8984元，相較於 2005年 7月 21日的 8.11元，則累計升值為

17.56%。 

不過，自人民幣對美元逐步升值將近 3年以來，大陸為了減緩 2008年金融

危機對出口之影響，則從 2008年 7月再度實施緊釘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當月

的人民幣對美元平均價則升值至 6.8376 元人民幣，之後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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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維持在 6.82 至 6.83 元左右，至去年 5 月人民幣對美元的月平均價仍維持在

6.8279元。但隨著金融危機影響逐漸消退，全球景氣漸漸改善，加上大陸經濟復

甦明顯，出口也轉為正成長，人民幣不斷受到要求升值的國際壓力，特別美國始

終認為人民幣匯率嚴重低估，是造成中美貿易逆差的主因，故人民幣對美元應該

大幅升值。 

事實上，除了來自國際間壓力外，大陸本身為了持續調整經濟結構也有讓人

民幣升值的需求，即透過人民幣升值，加速推動簡單加工的出口產業升級轉型，

同時增加居民的購買力，以促進內需消費的提升。因此，在前年 6 月的 G20 會

議召開之前，「中國人民銀行」於 6月 19日無預警的宣布，「由於當前全球經濟

逐步復甦，大陸經濟回升向好的基礎進一步鞏固，經濟運行已趨於平穩，有必要

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而匯率改革的重點

仍是著重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同時繼續按照已公

布的外匯市場匯率浮動區間1，對人民幣匯率浮動進行動態管理和調節。此聲明

意味著大陸將改變自金融風暴以來緊釘美元的匯率政策，讓人民幣升值。不過，

「中國人民銀行」同時強調，當前人民幣匯率不存在大幅波動和變化的基礎。 

三、 人民幣升值仍是未來的走勢，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仍將呈現緩步升值 

自「中國人民銀行」於去年 6月 19日重新啟動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的

匯率則持續升值，從去年 6月的平均價 6.8125元人民幣到今(2011)年 4月的平均

價 6.5272元人民幣，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累計升值 4.55%。此外，根據「中國人

民銀行」的「2011 年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表示，未來仍將穩定推進人民幣

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重點內容為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增強匯率彈性，保

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換言之，

人民幣升值仍是大陸匯率政策的方向。 

事實上，大陸讓人民幣升值有一些政策上需求的考量，例如有利推動人民幣

國際化；可以降低進口原物料的壓力，以減緩大陸日益高漲的通膨壓力；另外，

                                                 
1目前「中國人民銀行」允許人民幣/美元的匯率在中間價上下0.5%的幅度內浮
動；人民幣/非美元的匯率則在中間價上下0.3%的幅度內浮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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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人民幣升值也能提升消費內需，加速經濟結構的調整。從政策應用上的需

求，人民幣升值雖有一些益處，但也有一些風險或是不確定因素，讓大陸不敢貿

然大幅升值。「人民銀行」曾表示當前人民幣匯率不存在大幅波動和變化的基礎，

隱含人民幣升值的幅度有限，主因有國際經濟景氣復甦的不確定性，例如歐美區

主權債務的影響，一些國家開始縮減支出，加上美國經濟復甦步伐緩慢等負面因

素，讓大陸面對的外需市場仍有相當多的不確定性；另外，大陸仍存在諸多競爭

力低的勞動密集型出口行業，這些行業中有許多議價能力薄弱的中小企業，而人

民幣的快速升值將影響這些企業的獲利，進而波及人民的就業。 

因此，人民幣升值雖是未來趨勢，大陸進行匯改的決心也相當明顯，但負面

效應仍讓大陸認為，人民幣升值是在能掌控經濟穩定的前提下進行，故市場上大

都預期人民幣的升值幅度有限，應當不會採取一次性大幅升值或是放寬浮動區

間，而是呈現逐步小幅升值或是緩步升值。 

四、 人民幣升值對台商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將會對大陸產業產生不同的影響。一般來說，最直接的影響是將

會減弱大陸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力，如紡織服裝、家電、家俱、製鞋、機械

及建材等行業；由於大陸目前仍以低階技術產品為主，其競爭力大都來自低價，

企業能得到的利潤有限，而且多數行業應都以中小企業為主，議價或是轉嫁能力

不強，因此當人民幣升值的同時，企業的低利潤將被侵蝕，多數企業缺乏因應能

力，嚴重者可能會發生企業倒閉之現象。再者，對於出口產品是國際定價的產業

也可能造成影響，這些行業大都是屬於原材料加工的行業，如採礦、有色金屬、

石化及鋼鐵等產業，不過大陸目前內需能量強大，在「十二五」期間，內需可望

進一步擴大，因此某些原料相關行業乃以供應內需市場為主，外需因人民幣升值

產生的影響則較小。 

另外，對進口比重高的產業較有利，例如須自國外進口原物料或設備的產業

言，可望降低進口成本，例如需要進口紙漿的造紙、進口鐵礦的鋼鐵、進口原油

的石化等行業；或是相當仰賴進口技術的高科技產業，人民幣升值可望降低進口

先進國家技術的成本，例如交通運輸設備、電子設備及石油天然氣勘探等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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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對於外債規模較大的行業，也會因升值而讓外匯負債產生匯兌上的利益，

例如航空及貿易等行業。 

由於過去台商多是採取利用大陸低廉的生產成本，在大陸進行生產、加工

後，再出口至全世界的模式。因此，對出口型台商而言，會因人民幣升值而受到

衝擊。雖然短期間人民幣升值幅度有限，但長期間人民幣累計升值的幅度仍較

大，故還是會對出口型台商產生影響，特別是中小型台商；由於大型企業較有能

力通過壓縮成本、轉嫁或是金融工具避險等方式，來降低影響程度，而中小型企

業的避險能力有限，而且產品可能大都是屬於競爭力不高的代工，故缺乏跟客戶

之間的議價能力，較易受到人民幣升值的衝擊。面對人民幣的升值趨勢，短期間

出口型台商雖可藉由金融工具採行避險措施來降低影響，例如買賣人民幣遠期外

匯；亦或是分散產品出口市場區，進而分散風險。但人民幣升值應是長期趨勢，

台商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將會逐漸減弱，特別是傳統製造業台商。因此，長期間大

陸台商還是得跟著產業結構調整的腳步，進行升級轉型，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 

對出口型台商或是內銷型台商而言，人民幣升值能夠降低引進國外先進的機

械設備、技術及人才等要素的成本，有助於台商進行升級轉型，生產高單價、附

加價值高的產品，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再者，由於人民幣升值政策的背後，隱含

大陸居民的購買力或生活水準增加，消費內需市場可望進一步成長，故出口型台

商可以考慮擴展內需市場，調整內外銷比重。不過，要從外銷轉內銷，多數台商

普遍會遇到的困難之一是通路。對於大陸市場通路的開拓，資金規模較大的台商

除了可自行開拓內需市場通路外，也可以藉由與當地企業或通路進行策略結盟；

然而資金規模小或是能力有限的台商，可經由台商之間的策略結盟，共同開拓大

陸的內需市場，例如近期在廣東東莞開幕的大麥客(T-MARK)賣場，這是大陸第

一家取得「外資獨資」審批的通路商，創始股東都是東莞台商會會員，賣場內將

提供 3,800 多種台灣與國際名品，協助台商由「外銷轉內銷」，搶攻大陸內需商

機。 

五、 結論 

對大陸而言，人民幣升值存在有利人民幣國際化、降低輸入型通膨壓力、提



 
 

73 

高消費內需能量及加速產業結構調整等好處；但也同時存在對部分出口產業不

利，以及可能導致熱錢大量流入等負面影響。因此，為了不讓負面影響衝擊到經

濟，人民幣短期間的升值幅度仍是有限或是呈現緩步升值；不過，若大陸未來的

經濟前景持續看好，全球景氣出現明顯改善，則人民幣升值的腳步可能進一步加

快。對出口型台商而言，人民幣升值雖會造成出口競爭力減弱，但也同時存在進

口原料、設備或是引進技術等價格變得較便宜等好處，加上產業結構調整和提升

內需消費能量是大陸長期的重要經濟政策方向，故台商可以利用人民幣尚未大幅

升值之際，以及逐步升值可能帶來的機會，進行轉型升級，同時轉向大陸消費內

需市場，但轉內銷首要面對的難題是通路，對於資金規模小或是能力有限的台

商，可經由台商之間的策略結盟，一起打造內銷通路，共同開拓大陸的內需市場 

 

<曾仁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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