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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經濟形勢發展及應對作為之影

響 
台灣經濟研究院兩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華昇主稿 

 

 受到內部政治社會情勢、美中競爭之國際政經形勢及疫情、戰爭等

突發事件影響，中國大陸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 

 中共近期採取強力振興經濟措施應對挑戰，惟市場銷售、民間消費

尚未回到正常水準，復工、復產，物流供應鏈未盡理想，加之青年

就業形勢嚴峻，其影響與效益尚待觀察。 

 

（一）近年來影響中國大陸經濟的負面因素持續出現 

  自 2015 年中國大陸進入經濟「新常態」以來，意味著中國大陸

的經濟已無法再如過往 GDP年成長率達到 7%以上的高成長，而只能

勉力維持在 5.5% 至 7%的成長。然而近年中國大陸因高調提出「一

帶一路」、「2025 中國製造」、「2035 中國標準」等政策，並推動和主

導 RCEP，顯露其爭霸世界的意圖，引發美國的高度疑慮，於 2017

年起發動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戰、科技戰，全力展開對中戰略競爭。2020

年初，COVID-19 疫情衝擊中國大陸及全球經濟，尤其 2020 年第 1

季和第 2季中國大陸和世界主要國家先後出現經濟衰退之危機，雖然

自第 3季以後全球疫情趨緩，經濟逐漸復甦，不過由於病毒變種、疫

情反覆，時而影響中國大陸的景氣與經濟表現。 

就在中國大陸從COVID-19疫情的經濟社會衝擊逐漸復甦之際，

2021 年中共高層為維持經濟社會穩定、鞏固共黨統治，乃採取一系

列的經濟管制措施，包括鉅型網路科技平臺、房地產業、民營科技公

司等，都受到中共強力的監管，引發外界對中國大陸陷入「國進民退」

之質疑，且衝擊民營企業的營運動能與發展活力，整體中國大陸資本

市場和產業競爭力都受到相當負面的影響。 

 

（二）俄烏戰爭激化中國大陸通膨情勢 

  由於自 2020 年疫情發生以來，全球各國包括美歐都採取貨幣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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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政策，積極且大量向市場注資以挽救經濟衰退之情勢，而各國印鈔

救市的結果造成全球性的通貨膨脹。此外，近年來全球「碳中和」趨

勢，重視淨零碳排、減少污染，促使全球各國必須推動能源轉型，在

此過程中為建置綠能發電將增加設備經費支出，電力生產成本乃隨之

提高，形成能源價格高漲帶動的新一波通膨，去（2021）年各省市限

電問題發生後，中國大陸電價已普遍提高亦與此有關。 

再者，COVID-19疫情後，全球各地間歇地發生陸運困難、物流

中斷、港口工人無法上工、貨物塞港、貨船變少、貨運功能減低等供

應鏈的問題，所以貨運、海運價格暴漲，全球通膨情勢進一步惡化。

而今（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導致能源、糧食、工業原料價格上漲，

全世界包括中國大陸都受到通膨情勢之影響。雖然中國大陸消費者物

價指數（CPI）尚未大幅提升（2022 年 1-5 月年增 1.5%），物價尚能維持

穩定，然其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已隨全球通膨趨勢而提高（2022 年

1-5 月年增 8.1%），工業生產、企業營運成本已大幅提高，未來中國大

陸通膨情勢可能惡化，如若未能予以控制，或將不利經濟增長，造成

基層生活困難，甚至影響社會穩定。 

 

（三）防疫封城影響 2022年上半年經濟表現 

3月底以來，深圳、上海、北京等各大城市，因為新一波疫情擴

散影響而採取封城防疫措施，造成海運塞港、物流阻滯、缺工、缺料、

供應鏈斷流的情況，影響到中國大陸的生產、消費、投資（出口）等

各方面。這些受到封控的生產重鎮中，很多工廠停工、店家關閉，引

起中國大陸內需下滑，又因全球通膨、經濟衰退而致外需低迷，造成

其經濟全面放緩，企業營收和利潤減少，甚至中小微企業虧損、歇業

而面臨倒閉，致使更多失業人潮出現，從而又影響消費、生產、金融

各層面，形成惡性的經濟循環。 

同時，許多外商企業對中共強力封城措施不滿，並考量到未來必

須建構具韌性的安全供應鏈，決定撤離中國大陸，從而也導致外國資

金從中國大陸外流。 

是時，中國大陸公布第 1 季經濟成長僅 4.8%，而防疫封城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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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通膨情勢則至今持續，勢將拖累其第2季經濟成長也不理想。尤其，

今年 3月的財新服務業 PMI指數僅 42%，4月更僅有 37.2%，比 2022

年 3月疫情對經濟衝擊最嚴重時的情勢更要惡劣。因而中共財經官員

已認知到，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很難達到「兩會」時所設定的 5.5%，

除非下半年的經濟成長率能夠達到 6.5%以上的高水準；因而也促使

中央政府加速解除防疫封城措施和清零目標，改採促進景氣復甦、強

力振興經濟的作為。 

 

（四）中共因應經濟形勢之作為 

當中共黨政系統堅持「動態清零」防疫政策時，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則認為疫情防控措施應避免妨礙經濟發展。故當上海、蘇州仍在防

疫封城之際，4月中旬上海當局即建立 600家企業白名單，促其立即

復工、復產，以恢復產業供應鏈之正常運行。4 月 20 日國務院乃推

出「關於進一步釋放消費潛力促進消費支持恢復的意見」，即在應對

疫情影響，促進消費復甦，加大紓困力度，穩定物流暢通，提升消費

能量。 

5月 18日李克強赴雲南邀集 12個省市經濟官員舉行「穩增長穩

市場主體保就業」座談，5 月 25 日並主持「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

電話會議」，與各省市基層官員視訊連線，展現其重振經濟之決心。

在此期間，國務院於 5 月 24 日發布「關於印發扎實穩住經濟一攬子

政策措施的通知」，透過財政與貨幣政策，擴大穩投資、促消費措施，

保障糧食能源安全，確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以期促進投資、生產與

消費。5 月 26 日，國務院復推出「關於推動外貿保穩提質的意見」，

加強金融對外貿企業的支持以及保障外資企業生產經營，促進外貿貨

物運輸物流暢通以及數位貿易之擴大發展，並優化跨境貿易人民幣結

算環境，提升外貿企業應對外匯風險能力。至 5 月 31 日中共財政部

推出「關於減徵部分乘用車車輛購置稅的公告」，提出未來 7 個月減

半徵收車輛購置稅，以促進汽車市場與生產之加快發展；隨後廣東、

湖北、山東、上海、深圳、吉林等地，亦先後提出提振汽車消費之措

施。中共國務院相關提振經濟措施，都是希望將第 2季經濟穩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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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經濟發展有好的基礎，以期達到「兩會」期間所設定的全年經

濟成長標準。 

 

（五）中共近期振興經濟作為之評估與展望 

自改革開放後，中共的經濟社會治理路線便一直在「穩定壓倒一

切」和「發展才是硬道理」之間反覆循環。也由於今年下半年即將召

開「二十大」，使得中共高層也在動態清零維穩和解除管制救市之間

擺盪。目前李克強採取振興經濟的施政方向取得優勢，除各地防疫封

控措施陸續解除，企業工廠漸次復工、復產，經濟逐步回到正軌。 

此外，李也放鬆對於民營企業的管制，從金融、行政層面鼓勵和

支持民營企業的營運，並促使習近平不得不回到發展民營企業、借助

私有經濟以重振國家經濟的路線。中共近期振興經濟相關作為也在相

當程度上穩住了經濟情勢。如採購經理人指數已從今年 2月以來下滑

情勢和 4 月的最低點反彈，5 月 PMI 已達 49.6，即將回到 50 的榮枯

線以上；此外，社會品消費總額相較 2021年，4月份為-11.1%，5月

則為-6.7%，顯示市場銷售、民間消費已逐漸回穩，然仍未回到正常

水準。同時，現階段中國大陸仍處於解封之初，復工、復廠及物流供

應鏈恢復情形未盡理想，加上今年經濟景氣欠佳，以致龐大的高校（大

學）畢業人潮將形成的青年就業難、失業多的問題。 

惟中共「二十大」即將到來，中共為展現執政績效，穩定社會秩

序，勢必會在未來一段時間持續採取各項振興經濟的措施，同時借助

民營企業的發展來帶動總體經濟成長，中國大陸後續經濟發展情形仍

有待進一步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