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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8 年中國大陸經濟走向觀察 
                        

國立政治大學兩岸政經研究中心主任魏艾主稿 

 

 2017 年中國大陸仍延續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軸的宏觀經濟

調控政策，惟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被列為經濟工作的重點，著重在

防止資產泡沬。 

 2017 年中國大陸經濟運行平穩發展，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

6.9％，高於原先預期的 6.5％，且是 2010 年來經濟增長率逐年下滑

後首次回升。 

 2017 年年底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 2018 年中國大陸經濟工

作和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做出部署。今後 3 年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

準脫貧、污染防治是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重點任務。 

 

        2017年在「穩中求進」總基調，並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軸的

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下，中國大陸的經濟運行呈現平穩的發展。根據中共所

公佈的資料顯示，2017 年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GDP）較上年增長 6.9

％，高於 6.5％的預期增長目標，同時也是 2010年以來中國大陸經濟進入

增長率逐步下滑後，第一個增長提速的年度。有專家認為，大陸經濟將進

入新的總量發展階段，經濟增長也來到由回落轉向平穩增長的轉折點，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大陸經濟已帶來積極的效果，但是若從結構性的角度來

看，投資、消費仍未能成為拉抬大陸經濟增長的穩定力量，再加上貿易保

護主義增強，人民幣對美元滙率的持續升值，對出口貿易所帶來的影響，

短期內中國大陸經濟的走向仍有待觀察。 

 

（一）近年來中共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 

        30餘年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展，為中國大陸帶來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是

隨著社會經濟的急速變遷，再加上世界經濟情勢瞬息萬變，特別是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所帶來的巨大衝擊，造成投資經營環境的重大轉

變，中國大陸已不可能再維持接近 10％的高速經濟增長。為因應大陸經

濟增長下滑的趨勢，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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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期望能藉全面深化改革，將

經濟增長的動源由「人口紅利」轉向「制度紅利」；2016年 3月中共十二

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核通過「十三五」（2016-2020 年）規劃綱要，提出創

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五大發展理念，將主導當前大陸經濟政策

走向。這些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和發展理念均呈現在 2017 年中共「十九

大」的報告中，要求在 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到 2035年基

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 2035 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

基礎上，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十九大」報告，2017.10.18）。 

        在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方面，延續 2014 年年底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

議」提出「新常態」的概念，2015年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去產能、去庫

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宏觀調控政策，適

度擴大總需求，積極推進經濟體制改革。2016年，中國大陸的經濟運行大

致呈現預期的正常平穩發展，在調結構方面也有所進展，但是在經濟運行

中也存在諸多難以克服的矛盾和問題。為緩解大陸經濟困局，2016 年 12

月 14至 16日召開工作會議，檢視 2016年大陸經濟運行成效，並為 2017

年中國大陸經濟工作提出發展方向和政策。根據會議的決定，2017年中國

大陸仍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同時也將防控金融風險列為經濟工作的重點，著重於防止資產

泡沫，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2016.12.17，人民

日報）。 

 

（二）2017年中國大陸經濟運行狀況 

        在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軸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下，2017年中

國大陸經濟運行平穩發展。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所公佈的資料顯示，2017

年中國大陸 GDP增長 6.9％，較 6.5％的預期增長目標高出 0.4個百分點，

並且是 2010年 10.4％增長率逐年下滑後首次回升的現象（見表 1）。若依季

度的統計數據來觀察，2015 年第三季以來，中國大陸季度 GDP 增長率大

致維持在 6.7％至 6.9％之間（見表 2）。 

    在工業生產方面，2017 年中國大陸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率為 6.6

％，高於 2015年和 2016年的 6.1％和 6.0％。全年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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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低於前 2 年的 10.0％和 8.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增長 10.2

％，亦低於前 2 年的 10.7％和 10.4％（見表 3）。但是中國大陸全年網上零

售額，比上年增長 32.2％，增速比上年增長 6.0 個百分點。其中，實物商

品網上零售額增長 28.0％，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 15.0％，比上

年提高 2.4 個百分點；非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增長 48.1％，為增長速度

最快的環節（「2017 年經濟運行穩中向好、好於預期」，中共國家統計局，2018.1.18）。全年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增長 1.6％，物價維持平穩；工業生產者出廠價

格（PPI）增長 6.3％，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增長 8.1％，增長率均由負轉

正（見表 3）。 

         在對外貿易方面，2017 年中國大陸進出口總額 27.79 萬億元（人民

幣），比上年增長 14.2％，扭轉了連續 2年下降的局面。其中，出口 15.33

萬億元（人民幣），增長 10.8％；進口 12.46兆元（人民幣），增長 18.7％。進

出口相抵，順差 2.87兆元（人民幣）（「2017 年經濟運行穩中向好、好於預期」，中共國家

統計局，2018.1.18）。 

        在利用外資方面，2017 年全中國大陸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 35,652

家，同比增長 27.8％；實際使用外資 8775.6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7.9

％，實現平穩增長，外資產業結構持續改善。高技術產業實際吸收外資同

比增長 61.7％，所佔比例達 28.6％，較 2016年底提高 9.5個百分點（「2017

年中國利用外資同比增 7.9％」，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1.17）。至於對外投資，2017年

中國大陸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有所放緩。根據中共所公佈的數據顯示，

2017年非金融類企業對外直接投資 1201億美元，比 2016年下降 29.4％，

與 2015年基本相當（「外管局：去年跨境資本轉淨流入」，文滙報，2018.1.19）。 

 

（三）當前大陸宏觀經濟存在問題 

        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的認知，2017年中國大陸經濟運行穩中向好，主

要表現在：1.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2.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重要進

展。3.新舊動能的轉換加快進行。4.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得到提升。5.

民生保障繼續改善。6.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革（「國家統計局局長就 2017 年國民經濟

運行情況答記者問」，中共國家統計局，2018.1.18）。 

    在具體細項數據上，「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完成情況良好。去產能

方面，基本上完成鋼鐵去產能 5,000 萬噸、煤炭去產能 1.5 億噸、煤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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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能 5,000千瓦的年度目標去庫存方面，2017年年底全中國大陸商品房待

售面積比 2016年底減少 1.1億平方米，比 2015年底減少 1.3億平方米。

去槓桿方面，從個體槓桿率看，2017 年 11 月底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

債率同比下降 0.5個百分點；降成本方面，2016年各種減稅費達到 1兆元

（人民幣），2017 年繼續減少 1 兆元（人民幣）；補短板方面，主要在農業投

資、水利管理業投資均增長 16.4％，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投資增長達到

23.9％（「國家統計局局長就 2017 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答記者問」，中共國家統計局，

2018.1.18），同時截至 2017 年年底，中國大陸貧困人口減至 3000 萬人左右

（「『三去一降一補』今年咋幹？」，人民日報，2018.1.15）。 

        在總體經濟結構的數據方面，從產業結構看，大陸經濟已經從過去主

要依靠工業拉動，轉為工業、服務業共同拉動。2017 年服務業增加值佔

GDP比重為 51.6％，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 58.8％，服務業已經成為經濟

增長的主要拉動力。從需求結構看，大陸經濟已經從主要依靠投資拉動，

轉為投資和消費共同拉動。2017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

到 58.8％，比資本形成總額高 26.7個百分點，消費和投資共同支撐中國大

陸經濟增長。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變動是，經濟增長由過去主要由出口拉

動，轉為出口、進口共同拉動。2017年，出口增長 10.8％，進口增長 18.7

％。 

        在這些涉及大陸經濟和產業結構逐步改善的數據中，也必須注意近年

來的縱向比較所顯示的意義。對於推動經濟增長的消費、淨出口及投資三

大要素而論，消費支出對 GDP貢獻率為 58.8％，雖然是推動 GDP增長所

佔比例最高的產業，但比例卻是自 2015年首次低於 60％，直接拉動 GDP

大約 4.1 個百分點。至於淨出口貢獻率高達 9.1％，扭轉連續 2 年負數情

況，也是 2007年以來貢獻率最高，直接拉動 GDP大約 0.6個百分點。投

資對 GDP 貢獻率為 32.1％，則比 2016 年的 42.2％顯著收窄，直接拉動

GDP大約 2.2個百分點（「內地去年 GDP 增長 6.9％，6 年首回升」，明報，2018.1.19）。 

        當前中國大陸經濟運行雖平穩推展，但也存在著潛在問題和隱憂，主

要為：第一，短期制約消費較快增長的因素逐漸凸顯，包括 1.受汽車補貼

政策退出，汽車銷售走勢存在較大不確性。2.房地產調控不斷加大，將影

響房地產企業未來的投資。3.適應新消費模式發展的消費軟環境建設仍然

滯後。第二，前期調控政策效果持續顯現可能會影響投資增速，主要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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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投資增速可能繼續下滑，以及融資環境趨緊影響項目融資進而制約投

資規模。第三，工業運行回升基本上跟企業補庫存及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

（PPI）回升密切相關，但這兩方面的延續性都存在隱憂，主要是企業在

享受降成本政策時感受不強，以及經濟增長放緩，企業的債券違約率將明

顯提高，潛藏企業經營的金融風險（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形勢課題組，「動力轉換繼

續進行,平穩增長趨勢不變—三季度經濟運行分析與建議」，宏觀經濟管理（北京），2017 年第 12 期，

頁 22-25、40）。 

        事實上，防範金融風險是 2017 年中共經濟領域的主要任務。這可分

為兩方面，其一，年來中共提出一系列的金融監管政策和措施，維持金融

穩定（宗濤，「金融去槓桿明顯加碼」，中國外滙（北京），2017.12.1）；其二，近年來中

國大陸資本外流是經濟領域的重要問題，2017年中共採取諸多防範違法跨

境資本流動的措施，並維持人民幣滙率的穩定，持續 3至 4年的資本淨流

出已受到遏制（「外管局：去年跨境資本轉淨流入」，文滙報（香港），2018.1.19）。但是人

民幣滙率雙向波動已成為常態，將對大陸對外經貿關係產生相當的影響。 

 

（四）2018年中共宏觀調控政策重點經濟任務 

         2018 年是中共貫徹「十九大」精神開局之年，也是建成小康社會、

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2017年 12月 18日至 20日召

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除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

思想」重點外（見表 4），更部署 2018 年經濟工作和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方向

（見表 5）。2018 年中共經濟工作的總基調便是「穩中求進」，要求把握好

工作節奏和力度，要統籌各項政策，加強政策協調。在宏觀經濟調控政策

上，仍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在積極的財政政策方面，要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確保對重點領域

和項目的支持力度，壓縮一般性支出，切實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穩健

的貨幣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

規模合理增長，保持人民幣滙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促進多層

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更好為實體經濟服務，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

險。在對外經貿關係上，則要求擴大對外開放，大幅放寬市場准入，加快

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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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具體的工作上，則要求在圍繞推動高質量發展，做好 8 項重點工

作，亦即：1.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3.實施

鄉村振興戰略。4.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5.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6.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7.加快建立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並

舉的住房制度。8.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見表 5）。會議中更明確提出，今

後 3 年要重點抓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

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很顯然的，這三大領域將是中共提高經濟發展

質量，進而建成小康社會重中之重的關鍵。 

         從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揭示的 2018年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方

向，可以顯現它具有如下的意涵，其一，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大陸未來經濟

增長的硬要求；其二，經濟領域的主要風險在金融方面，為防範金融風險

去宏觀槓桿和整體監管的程度仍將加強。其三，環境保護政策和督察工作

將快速推展，對經濟和產業結構將造成立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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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過去 15 年中國大陸預期 GDP 目標及實際增長率 

年  份 預期 GDP 增長目標（％） 實際 GDP 增長率（％） 

2003 7 10.0 

2004 7 10.1 

2005 8 11.3 

2006 8 12.7 

2007 8 14.2 

2008 8 9.6 

2009 8 9.2 

2010 8 10.4 

2011 8 9.2 

2012 7.5 7.8 

2013 7.5 7.7 

2014 7.5 7.4 

2015 7.0 6.9 

2016 6.5～7.0 6.7 

2017 6.5 6.9 

資料來源：中共國家統計局 

 

表 2  2011～2017 年中國大陸 GDP 每季同比增長速度 

年份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全年度 

2011 10.2 10.0 9.4 8.8 9.2 

2012 8.1 7.6 7.5 8.1 7.8 

2013 7.9 7.6 7.9 7.7 7.7 

2014 7.4 7.5 7.1 7.2 7.4 

2015 7.0 7.0 6.9 6.8 6.9 

2016 6.7 6.7 6.7 6.8 6.7 

2017 6.9 6.9 6.8 6.8 6.9 

註：同比增長速度為與上一年同期對比的增長速度 

資料來源：中共國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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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5～2017 年中國大陸經濟情勢主要統計指標 

單位︰％ 

項目 2015 年（同比增長） 2016 年（同比增長） 2017 年（同比增

長） 

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 

  其中，第一產業增長率 

        第二產業增長率 

        第三產業增長率 

6.9 

    3.9 

    6.0 

    8.3 

6.7 

    3.3 

    6.1 

    7.8 

6.9 

    3.9 

    6.1 

    8.0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率 

  其中，輕工業 

        重工業 

 6.1 

 

 6.0  6.6 

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 

  其中，中央項目 

        地方項目 

10.0 

     6.4 

    10.2 

 8.1 

     4.9 

     8.3 

 7.2 

    -5.7 

     7.7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其中，城鎮 

        鄉村 

10.7 

    10.5 

    11.8 

10.4 

    10.4 

    10.9 

10.2 

    10.0 

    11.8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其中，城市 

        農村 

  其中，食品 

        非食品 

  1.4 

     1.5 

     1.3 

     2.3 

     1.0 

  2.0 

     2.1 

     1.9 

     4.6 

     1.4 

  1.6 

     1.7 

     1.3 

    -1.4 

     2.3 

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 

  其中，生產資料 

        生活資料 

  -5.2 

     -6.7 

     -0.3 

  -1.4 

     -1.8 

      0.0 

   6.3 

      8.3 

      0.7 

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   -6.1   -2.0    8.1 

固定資產投資價格   -1.8   -0.6    5.8 

農產品生產價格    1.7    3.4   -3.5 

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支出 

  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 

  農村居民人均消費現金支出 

 7.4(6.9)   

     7.5 

     8.6 

 6.3(6.8) 

     6.2 

     7.8 

 7.3(5.4) 

     7.3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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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鎮居民人均現金消費支出 

     6.6 

     5.5 

     5.6 

     5.7 

     6.5 

     4.1 

進出口總值（億美元）  

  其中，出口值  

        進口值  

        進出口差額(貿易順差） 

-8.0(3.95 萬億美元)  

    -2.9(2.27 萬億美元) 

   -14.1(1.68 萬億美元) 

    26.0(5900 億美元) 

-7.0(3.68 萬億美元)  

    -8.0(2.09 萬億美元) 

    -5.0(1.59 萬億美元) 

       - 

 

貨幣供應量 

  廣義貨幣（M2）餘額(年末數) 

  狹義貨幣（M1）餘額(年末數) 

  流通中貨幣（M0）餘額(年末

數) 

      

      13.3 

      15.2 

       4.9 

      

      11.3 

      21.4 

       8.1 

 

註：2015 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支出項中，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 7.4％，支出增長 6.9％

（括弧內數字）。2016 年和 2017 年亦是如此安排。 

資料來源：中共國家統計局，「2015 年國民經濟運行穩中有進、穩中有好」，2016 年 1 月 19 日；中共

國家統計局，「2016 年國民經濟實現『十三五』良好開局」，2017 年 1 月 20 日；中共國家

統計局，「2017 年經濟運行穩中向好、好於預期」，2018 年 1 月 18 日。 

 

表 4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要點 

●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保證中國經濟沿著正確方向發展。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穿到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協調推進

「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之中。 

●堅持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立足大局，把握規律。 

●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決掃除經濟發展的

體制機制障礙。 

●堅持適應中國經濟發展主要矛盾變化完善宏觀調控，相機抉擇，開準藥方，把推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 

●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變革產生深遠影響。 

●堅持正確工作策略和方法，穩中求進，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底線思維，一步一個腳

印向前邁進。 

資料來源：整理自 2017 年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人民日報，2017 年 12 月

21 日，版 1；經濟日報（北京），2017 年 12 月 21 日，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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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7 年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關大陸經濟的部署和工作重點 

部署 2018 年經濟工作 

2018 年是貫徹中共「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改革開放 40 周年，是決勝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 

●政策思維和工作總基調 

  ～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 

  ～堅持新發展理念，緊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統籌推

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 

  ～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統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

防風險各項工作。 

  ～大力推進改革開放，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

革。 

  ～在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方面取得紮實進展。 

  ～引導和穩定預期，加強改善民生，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方向 

  在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下，2018 年宏觀經濟政策為： 

  ～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變，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確保對重點領域和項目的支

持力度，壓縮一般性支出，切實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 

  ～穩健的貨幣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

模合理增長，保持人民幣滙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促進多層次資本

市場健康發展，更好為實體經濟服務，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結構性政策要發揮更大作用，強化實體經濟吸引力和競爭力，優化存量資源配

置，強化創新驅動，發揮好消費的基礎性作用，促進有效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

合理增長。 

  ～社會政策要注重解決突出民生問題，積極主動回應群眾關切，加強基本公共服

務，加強基本民生保障，及時化解社會矛盾。 

  ～改革開放要加大力度，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

市場化配置為重點，推進基礎性關鍵領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擴大對外開放，

大幅放寬市場准入，加快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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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八項重點工作 

  ～在圍繞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做好 8 項重點工作： 

1.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推進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

量轉變，製造大國向製造強國轉變。 

2.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要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要支持民營企業發

展，全面實施並不斷完善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 

3.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科學制定鄉村振興戰略規劃，農業政策從增產導向轉向

提質導向。 

4.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編制好雄安新區規劃；推進長江經濟帶發展要以生態

優先、綠色發展為引領；加快戶籍制度改革落地步伐。 

5.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有序放寬市場准入，促進貿易平衡，繼續推進自由

貿易試驗區改革試點，有效引導支持對外投資。 

6.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著力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擇校熱」、「大班

額」等突出問題，解決好嬰幼兒照護和兒童早期教育服務問題。 

7.加快建立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分清中央和地方事

權，實行差別化調控。 

8.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要實施好「十三五」規劃確定的生態保護修復重大工

程，啟動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 

資料來源：整理自 2017 年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人民日報，2017 年 12 月

21 日，版 1；經濟日報（北京），2017 年 12 月 21 日，版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