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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大陸經濟現況分析 

上(2018)年以來中國大陸經濟成長逐季走緩，為防止景氣進一步下滑，其政府遂採行一系列因應對策，尤其本

(2019)年 3 月上旬舉行之第 13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以下簡稱兩會)所提出之「政府工

作報告」，更揭櫫具體經濟目標及改革計畫。中國大陸為全球第 2 大經濟體，其經濟發展影響全球經濟甚鉅，本文

擬探討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趨緩現況、其政府因應對策及其經濟成長下行對全球之可能影響，供各界參考。 

(一)中國大陸面臨內、外需壓力致經濟成長走緩 

上年以來，中國大陸經濟明顯走緩。內需方面，商品消費及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成長減速，外需復因美國加徵關

稅而面臨降溫壓力，影響所及，勞動市場就業人數下滑，未來經濟成長恐面臨進一步下行風險。此外，中國大陸整

體債務已升至歷史高點，加以影子銀行業務蓬勃發展，均威脅金融穩定。 

1. 經濟成長持續放緩 

(1)上年經濟成長率創 28 年來新低，未來面臨下行風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大陸推出 4 兆人民幣財政刺激方案，透過銀行大量放款，刺激投資以支撐

經濟，惟部分資金大舉流向房地產等行業，衍生高債務、高房價及高金融風險等問題。 

為降低債務，2015 年底政府推出去槓桿等相關政策，導致信用緊縮、投資下滑，加以上年下半年來美中貿易

衝突加劇景氣降溫壓力，上年經濟成長率降至 6.6%(圖 1)之 28 年來新低。 

未來全球需求放緩及美國加徵關稅恐衝擊出口及內需，中國大陸經濟成長面臨進一步下行風險；兩會之「政

府工作報告」將本年經濟成長率目標從上年之 6.5%降為 6.0%~6.5%，國際機構則預測今、明(2020)兩年經濟成長

率將分別降至 6.2%及 6.1%左右(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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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機構 (預測日期) 2019 年 2020 年 

IMF (2019/1/21) 6.2 6.2 

UN (2019/1/21) 6.3 6.2 

EIU (2019/3/1) 6.3 6.1 

OECD (2019/3/6) 6.2 6.0 

Credit Suisse (2019/3/14) 6.2 6.0 

IHS Markit (2019/3/15) 6.3 6.0 

Barclays (2019/3/15) 6.2 6.0 

Nomura (2019/3/15) 6.0 6.0 

平均預測值 6.2 6.1 

表 1 國際機構對經濟成長率之預測 
% 

圖 1  經濟成長率及其主要組成項之貢獻度 

資料來源：各國際機構 

資料來源：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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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關數據亦顯示經濟呈趨緩情況 

較能反映實際經濟活動之李克強指數年增率1自上年 5 月以來呈下降趨勢，全年平均為 9.0%，本年 2 月再降至

8.9%，均低於 2017 年平均之 10.1%，主因鐵路貨運量及用電量之貢獻多下降(圖 2)，李克強指數年增率降幅較官方

所公布經濟成長率之降幅大。 

美國經濟諮商會(The Conference Board)所估算之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與李克強指數年增率呈高度正相關(相關

係數 0.77)(圖 3)，且預測本年經濟成長率將低於上年2。 

 

 

 

 

 

 

 

 

 

 

                                      
1
 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 2007 年提及可用鐵路貨運量、用電量及銀行放款餘額等 3 項指標判斷經濟形勢，後由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自 2010

年起，將上述 3 項指標之年增率依序按 25%、40%及 35%之權重編製成李克強指數年增率，並定期公布。 
2
 參考 The Conference Board (2019), “The Conference Board Global Economic Outlook 2019,” Interim Update, Feb.。 

圖 3 李克強指數年增率與美國估算之經濟成長率 

資料來源：Bloomberg、美國經濟諮商會 
資料來源：Bloomberg 

圖 2 李克強指數年增率及其組成項之貢獻度 
資料來源：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 

資料來源：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 

2016                2017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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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需之消費及投資成長下滑 

(1)商品消費成長持續下滑 

上年消費(包含商品及服務)對經濟成長貢獻率雖達77%，惟代表商品消費變化之消費品零售額成長率持續下滑，

本年 1~2 月已降至 8.2%之歷史低點(圖 4)，未來經濟成長走緩恐進一步衝擊消費者信心。 

－占消費品零售額比重最高之汽車銷售，則自上年 5 月起持續衰退(圖 5)，主因 2017 年底汽車購置稅優惠結束。 

     

 

 

 

 

 

 

 

 

 

 

 

圖 5 汽車銷售年增率 

資料來源：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 

% 

圖 4 消費品零售額年增率 

資料來源：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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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定資產投資成長減速，製造業 PMI 跌破榮枯線 

上年固定資產投資成長持續下降，其中以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成長下滑幅度最大，主係受財政政策及金融監管均

趨緊，且地方政府融資受限影響；而上年初房地產投資加速成長，係因房市庫存偏低，供給較緊，惟在政府實施抑

制房價上漲措施下成長漸趨緩；製造業投資成長加速，則是 2016 年及 2017 年重工業去產能效果顯現後之觸底反彈

(圖 6)。本年 1~2 月固定資產投資成長仍偏弱，其中基礎設施投資緩步回升，房地產投資反彈，製造業投資則下滑。 

分別代表大型及中小型企業之官方及財新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自上年 5 月後大抵呈下滑趨勢(圖 7)，

12 月以來則均已跌破榮枯線，主因新訂單指數下滑。 

 

 

  

 

 

 

 

 

 

 

 

圖 7 製造業 PMI 

資料來源：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 

圖 6 固定資產投資及其相關組成項目之成長率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 

2016               2017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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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國加徵關稅，外需面臨降溫壓力 

美國對中國大陸前兩波約2,500億美元進口產品加徵關稅已於上年生效，中國大陸企業為規避關稅而提前出口，

致上年 4月以來出口大抵呈現兩位數成長，惟第 4季後提前出貨效應逐漸減弱，本年 2月出口成長率已降至-20.8%(圖

8)，顯示外需逐漸面臨降溫壓力。 

本年以來，美中積極進行貿易談判，目前已進入最後階段，惟由於美中貿易衝突肇因於中國大陸推動「中國製

造 2025」，以期成為全球製造強國，威脅美國強權地位，因此美中競爭關係仍不易在短期內有所改善，兩強競爭將

持續延燒。 

 

 

 

 

 

 

 

 

 

 

 

圖 8 進、出口年增率及貿易出超 

資料來源：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 

2016                 2017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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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期企業裁員頻傳，就業人數下滑，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上升 

由於經濟成長放緩及美中貿易衝突，科技業、房地產業及金融業裁員頻傳，估計已有 500 萬家企業倒閉，造成

大量失業人口3，致上年就業人數較 2017 年減少 54 萬人(圖 9)，首見衰退局面，另上年 8 月以來製造業及非製造業

PMI 從業人員指數亦明顯走緩。 

生育率下降及人口老化，導致人口紅利漸失，上年勞動年齡人口自 2017 年之 9.02 億人降至 8.97 億人，已連續

7 年減少，進而使勞動成本節節上升，企業外移4，勞動需求亦減少。 

本年以來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仍呈下滑趨勢(圖 10)，主要因部分失業人口未加入失業保險而不能領取失業給付，

致未向官方登記失業，以及近年大量失業農民工自城市回鄉5，亦未計入失業率。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6則自上年 11

月之 4.8%低點升至本年 2 月之 5.3%。 

 

  

 

 

 

 

 

                                      
3
 參考日媒 News ポストセブン (2018)，「中国で倒産 500 万件、失業 1000 万人 米中貿易戦争影響か」，12 月 23 日。 

4
 例如近期國際大廠愛迪達(Adidas)、耐吉(Nike)均關閉在中國大陸之工廠。 

5
 至上年 12 月初，中國大陸已有約 740 萬名農民工從城市回鄉，雖農業農村部宣稱這些人係回鄉創業，惟實際上恐為失業返鄉；參考中國大陸農業農村部(2018)，

「『雙新雙創』為鄉村發展帶來蓬勃活力」及註 3 之日媒報導。 
6
 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自上年 1 月開始正式公布該數據。 

圖 9 就業人數及其年增率 

資料來源：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 

圖 10  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及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 
2017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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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整體債務負擔沉重，影子銀行業務蓬勃發展，P2P 借貸平台面臨倒閉潮 

中國大陸整體債務大幅攀升，上年第 3 季債務相對 GDP 比率已達 252.7%之高點(圖 11)，且以非金融企業部門

占比最大，其中大多為受政府擔保且盈利能力較差之國有企業債務。近期因經濟成長趨緩及金融監管趨嚴，造成企

業債務違約大增，致銀行對企業貸款利率走高，衍生企業融資困難問題，特別是小微及民營企業。 

此外，影子銀行7業務蓬勃發展，2017 年底核心影子銀行8規模增至 26.9 兆人民幣之歷史高點，因去槓桿政策發

酵，上年底略降至 24 兆人民幣(圖 12)。另 P2P 借貸平台面臨倒閉潮，本年 2 月底正常營運平台家數為 1,056 家，較

上年初之 2,282 家減少逾半9，均恐危及金融穩定。 

 

 

 

 

 

 

 

 

 

                                      
7
 依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之定義，影子銀行係指在一般銀行體系之外，提供信用中介功能的機構及業務，且未若一般銀行受到審慎監管。 

8
 核心影子銀行範圍係採最狹義之計算標準，涵蓋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之社會融資規模統計的委託貸款、信託貸款、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 

9
 參考中國大陸「網貸之家」網站數據。 

(中央及地方) 

         圖 11 部門別債務相對GDP比率 

資料來源：BIS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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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政府採行諸多措施以因應經濟成長下行風險 

為因應經濟成長恐大幅下滑之風險，上年以來政府陸續推出擴張性貨幣及財政政策，以期提振內需，且主要以

給予民營及小微企業資金協助為主；並與美國進行貿易談判，期以結構性改革換取協議達成，降低貿易衝突；再者

將去槓桿轉為結構性去槓桿政策，持續降低國有企業及地方政府債務，惟對面臨融資困難之民營企業債務則略放鬆，

另抑制影子銀行之步調亦稍緩。本年 3 月上旬兩會之「政府工作報告」更提出因應當前經濟成長下行之計畫，諸如

規模達 2 兆人民幣之減稅降費措施，惟成效尚待後續觀察。 

1. 採行寬鬆貨幣政策 

上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實施調降存款準備率及利用中期借貸便利(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 MLF)等工具

(附表 1)，維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另增加再貸款及再貼現額度，加以提高普惠金融定向降準動態考核之小微企業放款

標準10，且創設定向中期借貸便利(Targeted 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 TMLF)
11工具，鼓勵銀行放款予民營及小微

企業。另兩會之「政府工作報告」亦首次提出適時運用存款準備率與利率等手段，以緩解民營及小微企業融資困難

及昂貴問題。 

此外，為鼓勵銀行發行永續債12補充資本，進一步為疲軟的經濟擴大信貸供給，中國人民銀行創設央行票據互

換工具(Central Bank Bill Swap, CBS)，讓公開市場業務一級交易商可將持有的合格銀行發行之永續債，向中國人民

銀行換入央行票據，以提高銀行永續債之流動性。 

                                      
10

 由單戶授信 500 萬人民幣提高至 1,000 萬人民幣。 
11

 TMLF 係針對放款予小微及民營企業的金融機構提供更多資金支持，操作期限為 1 年，到期可續做 2 次，實際使用期限可達 3 年，並給予利率優惠，操作利率

為 3.15%，較 MLF 利率低 15 個基點。 
12

 永續債係指在特定條件下可永遠存續的債券，可賦予發行人在到期前對債券進行續期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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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 

本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推出之擴張性財政政策不同於過往推動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係著重振興小微及民

營企業，除將預算赤字相對 GDP 比率目標由上年之 2.6%提高至 2.8%外，減稅降費(例如下調企業增值稅稅率、增

加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抵項目、減免社會保險費等)之規模更創約 2 兆人民幣之歷史新高(附表 2)。 

上年利用出售土地收入、藉由公私合營專案(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模式引入私人資本，及發行地方政

府專項債券13等廣義財政資金(表 2)，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本年計劃持續利用發行地方政府專項債券 2.15 兆人民

幣等資金來源，進行鐵路投資 8,000 億人民幣、公路水運投資 1.8 兆人民幣，以及加強新一代資訊基礎建設等。 

  

     

 

 

 

 

                                      
13

 專項債券係指地方政府為建設某專項工程所需資金而發行的債券，由工程的未來收益作為還債來源，不納入一般財政收支。 
14

 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可透過發行債券募集建設資金，相關債務不納入官方預算。 
15

 由 3 家政策性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發行債券，主要用於支持西部大開發等大型基礎設施建設計畫。 
16

 抵押補充貸款(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 PSL)之主要功能係為提供街廓改造工程之長期且成本適當之資金，流動性提供對象為政策性銀行與合格金融機構，

採抵押方式，合格抵押品包括高評等債券等優質資產。中國人民銀行透過 PSL 向國家開發銀行等提供流動性，再由渠等對地方政府放款，以對街廓改造、重大

水利工程等專案給予資金支持。 

項目 
2018 年增額 

(兆人民幣) 

出售土地收入 6.50  

公私合營專案 2.50  

發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債券14
 2.40  

發行地方政府專項債券 1.35  

發行政策性銀行債券15
 1.00  

抵押補充貸款16
 0.69  

表 2 廣義的擴張性財政措施之資金來源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相關官方網站

Bloomberg、Barclays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94%BF%E7%AD%96%E6%80%A7%E9%93%B6%E8%A1%8C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90%88%E6%A0%BC%E6%8A%B5%E6%8A%BC%E5%93%81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9B%BD%E5%AE%B6%E5%BC%80%E5%8F%91%E9%93%B6%E8%A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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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美國進行談判以緩解貿易衝突 

為緩解美中貿易衝突，積極與美國進行貿易談判，目前已進入最後階段，內容可能包括結構性改革，諸如：大

量購買美國農產品以縮減對美國之貿易順差、提高智慧財產權保護及遏止對美國企業之強迫技術轉移、減少產業及

國有企業補貼，以及在買賣外匯方面保持透明等。並在兩會後通過「外商投資法」(自明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以擴大

開放外資，惟規定可對影響國家安全之外商投資進行安全審查，引起外界關切(附表 3)。 

4. 由去槓桿轉為結構性去槓桿政策 

去槓桿政策導致信用緊縮、投資下滑，為緩解經濟成長下行壓力，上年下半年以來政府將去槓桿轉為結構性去

槓桿政策，持續降低國有企業債務，對民營企業債務則略放鬆；另嚴控地方政府舉借隱性債務，惟提高地方政府發

行一般及專項債券限額，使地方政府債務透明化，俾利監管及擴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 

5. 抑制影子銀行力道由強轉弱 

由於政府大力整治影子銀行業務，企業獲得融資之管道大減，上年 10 月正式公布資產管理新規則17之配套實施

細則18，允許銀行在過渡期自主有序進行整頓計畫等，壓縮影子銀行規模之步調稍歇。 

6. 落實就業優先政策 

因經濟成長放緩引發就業人數下滑，政府將穩就業列於「六穩」(穩就業、穩外貿、穩投資、穩金融、穩外資、

穩預期)工作方向首位，採取措施包括：對不裁員或少裁員的參與失業保險企業，可返還其上年度繳納失業保險費的

50%；以及要求國有銀行支援民營及小微企業的發展，為穩就業提供金融支援等；另兩會之「政府工作報告」將城

鎮新增就業目標設在 1,100 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目標設在 5.5%左右。 

                                      
17

 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與國家外匯管理局(2018)，「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簡稱資產管理新規則)，4 月。 
18

 證監會(2018)，「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私募資產管理業務管理辦法」、「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私募資產管理計畫運作管理規定」，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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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減速對全球及台灣之影響 

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放緩之外溢效果將影響全球，台灣亦無法置身事外，惟台灣對中國大陸之金融暴險尚可控，

本行將持續加以監控。 

1. 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減速將衝擊全球經濟 

中國大陸為全球第 2 大經濟體，其經濟成長減緩，將透過貿易及大宗商品價格等管道重創全球經濟。 

本年 3 月 OECD 估計，倘若中國大陸 2 年間之需求成長率每年下降 2 個百分點，第 1 年之影響將使全球經濟成

長率削減約 0.5 個百分點19。 

台灣輸往中國大陸許多中間產品是供其內需之用，占台灣出口比重約 4 成；主計總處預估，若本年中國大陸經

濟成長率下降 1 個百分點，且假定其他情況不變，台灣經濟成長率將下降約 0.29 個百分點20。 

2. 台灣對中國大陸的金融暴險尚可控，本行將持續加以監控 

上年底本國銀行對中國大陸法定暴險金額為新台幣 1.78 兆元，為決算後淨值之 0.53 倍，未超過 1 倍之法定限

額，且較 2014 年 9 月底最高之 0.69 倍縮減(圖 13)。而近年來台灣市場對人民幣需求漸減，本年 2 月底本國銀行人

民幣存款餘額約 2,814 億人民幣，創近 5 年來新低(表 3)。 

以上均顯示台灣對中國大陸的金融暴險尚在可控範圍內。本行將持續監控我國金融機構對中國大陸暴險情形，

若有異常，必要時將移請金管會處理。 

 

                                      
19

 參考 OECD (2019), “OECD Interim Economic Outlook,” Mar. 6。 
20

 工商時報(2019)，「貿易戰對台衝擊僅約 0.03~0.04 個百分點」，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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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大陸推出 4 兆人民幣財政刺激方案，惟衍生高債務、高房價及高金融風險等

問題，對此，2015 年底其政府推動去槓桿政策，導致投資疲弱，上年復因美中貿易衝突等外部不確定性，加劇經濟

放緩速度；另中國大陸債務負擔沉重，以企業債務問題最為嚴重，OECD 警告未來 3 年內其企業將面臨償債高峰，

尤須留意21。為因應經濟成長大幅下滑風險，中國大陸政府遂採行一系列擴張性貨幣及財政等措施，惟效果尚待後

續觀察。 

中國大陸為台灣重要之貿易夥伴，台灣除宜密切監控對中國大陸之金融暴險，提高金融風險承擔能力外，尚須

多元化拓展出口市場，以因應其經濟成長下行之風險。 

                                      
21

 參考 OECD (2019), “OECD Interim Economic Outlook,” Mar. 6。 

項目 金額(億人民幣) 

存款餘額(不含可轉讓定期存單) 2,814.03 

貼現及放款餘額 125.63 

匯款總額 1,517.65 

透過中國銀行台北分行之結算金額 3,407.00 

人民幣外匯交易占總交易比率(%) 14.40 

圖 13 本國銀行對中國大陸法定暴險金額及倍數 
 
 
 

表 3 本國銀行辦理人民幣業務及外匯交易概況 

(2019 年 2 月底) 

 

 
單位：億人民幣，% 

項目 金額 

銀
行
辦
理
人
民
幣

業
務 

存款餘額(不含可轉讓定期存
單) 2,902.64 

貼現及放款餘額 128.52 

匯款總額 1,400.21 

透過中國銀行台北分行之結算
金額 4,589.00 

人民幣外匯交易占總交易比率 14.40 

 (2019 年 1 月) 

註：人民幣外匯交易占總交易比率為 1 月份資料。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資料來源：金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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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 措施內容 

1/1 定向降準 0.5～1.5 個百分點，發展普惠金融 

4/25 定向降準 1.0 個百分點，用於償還到期的 MLF，支持小微企業融資 

7/5 定向降準 0.5 個百分點，推動企業「債轉股」，支持小微企業融資 

10/15 定向降準 1.0 個百分點，用於償還到期的 MLF，支持小微及民營企業融資 

10/22 增加再貸款和再貼現額度 1,500 億人民幣，提供銀行支援小微及民營企業融資的中長期低利資金 

11/6 對銀行的總體審慎評估(MPA)體系新增專項指標，鼓勵銀行增加民營企業放款 

12/19 創設 TMLF，定向支持銀行對小微及民營企業放款，資金可使用 3 年，利率較 MLF 利率低 15 個基點，目前為 3.15% 

12/19 增加再貸款和再貼現額度 1,000 億人民幣 

1/2 將普惠金融定向降準動態考核之小微企業放款標準由單戶授信 500 萬人民幣提高至 1,000 萬人民幣 

1/15 全面降準 0.5 個百分點，用於償還到期的 MLF 及加大對小微及民營企業支持 

1/23 公告將展開 2019 年第 1 季之 TMLF 操作，對小微及民營企業信貸提供較穩定之長期資金來源，降低融資成本 

1/24 創設 CBS，以支援銀行發行永續債補充資本 

1/25 全面降準 0.5 個百分點，用於加大對小微及民營企業支持 

附表 1 2018 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實施之主要措施 

 
附表 3 2018 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實施之主要措施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 

2018 

 

2018 

201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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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稅 降費 

2018 年 

減稅約 1 兆人民幣 降費約 0.3 兆人民幣 

 1 月 1 日起，將減免徵收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小微企業標準，從每年應納稅所得額 50 萬人民幣提

高至 100 萬人民幣 

 5 月 1 日起，將工業企業及商業企業之小規模納稅人標準，分別從每年銷售額 50 萬人民幣及 80 萬

人民幣均提高至 500 萬人民幣，享有 3%的增值稅(VAT)率 

 5 月 1 日起，將製造業等增值稅稅率由 17%降至 16%，交通運輸業、建築業等增值稅稅率由 11%降

至 10%，可為企業部門節省 2,400 億人民幣 

 10 月 1 日起，個人所得稅免稅額由每月 3,500 人民幣提高至 5,000 人民幣，並擴大低稅率之所得級距 

 11 月 1 日起，現行貨物為 15%及部分 13%的出口退稅率提高至 16%；現行貨物為 9%退稅率升至 10%

或 13%；現行貨物為 5%退稅率提升至 6%或 10%；對面臨去產能任務的貨物退稅率維持不變 

 降低企業「五險一金」

(養老、醫療、失業、工

傷、生育等保險，以及

住房公積金)繳費比率 

2019 年 

減稅目標約 1.4 兆人民幣 降費目標約 0.6 兆人民幣 

 1 月 1 日起，增加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抵項目，例如教育費用、重症疾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住

房租金及長者照護等支出 

 4 月 1 日起，製造業等增值稅稅率由 16%降至 13%，交通運輸業、建築業等增值稅稅率由 10%降至

9%，原本適用增值稅率 6%之行業維持稅率不變 

 1 月 1 日起，將減免徵收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小微企業標準，從每年應納稅所得額 100 萬人民幣提

高至 300 萬人民幣 

 1 月 15 日起，將小規模納稅人增值稅免稅額由每月銷售額 3 萬人民幣提高至 10 萬人民幣 

 5 月 1 日起，下調城鎮職

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

費比率，各地可降至

16% 

 

 

附表 2 減稅降費相關措施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國政府網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國政府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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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項目 說明 

實行負面清單管理及准入

前國民待遇 

訂定負面清單(除清單上之不開放行業外，其他行業都向外商開放)，並對負面清單以外之外商投資給予准

入前國民待遇。 

建立安全審查制度 外商不得危害國家安全或損害公共利益，對影響或可能影響國家安全之外商投資將進行安全審查。 

給予外商公平待遇及便利 
保障外商參與政府採購時能公平競爭，政府採購亦平等對待外商於境內生產之產品及提供之服務；政府

並可制定外商投資促進及便利化政策。 

保護智慧財產權 
保護外商智慧財產權，對侵權行為依法究責，同時禁止以行政手段強迫轉讓技術；另行政機關人員對履

行職責過程中知悉之外商商業秘密不得洩漏，否則可能依法處分或追究刑事責任。 

外界評論 

 條文籠統，忽略許多細節，留下過多解釋空間，可讓中國大陸當局在該法案實施後，有更多空間制定實施條例。 

 該法規定可對影響或可能影響國家安全之外商投資進行安全審查，形同給予中國大陸當局干涉廣泛投資活動之權力。 

附表 3 「外商投資法」之主要規定及外界評論 

 
附表 3 2018 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實施之主要措施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國大陸之外商投資法及相關媒體報導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國政府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