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
去，中國的低廉工資吸引

台商前往投資、設廠，在

當地進行產品加工後再出口歐美

地區，而這一、二年中國經濟起

飛，開始從世界工廠轉為世界市

場，13億的眾多人口，成為各國

企業不敢小覷的消費市場。

尤其是台灣，對中國的出口

依賴度越來越高。以台灣出口中

國的金額來看，從2005年562.7

億美元，一路成長到2007年達

742.4億美元，2008年受金融風

暴影響，小幅下滑至739.4億，

2009年1至11月則只有558.1億美

元；但出口金額減少、比重卻逐

漸增加，表示台灣對中國的出口

依賴度越來越高。

既然中國市場對台灣進出

口業有著無可取代的地位，對於

2010年兩岸經貿將如何發展，成

為業者最關心的議題。行政院大

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高長認為，

台商可多留意中國政府所推行的

政策，從政策中尋找商機。

內需市場持續擴大

留意公共建設與民間消費

對於中國2010年的經濟發

展，高長持正面看法，認為目前

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

近年兩岸經貿往來頻繁，中國市場已成為台商拓銷的重點區域，兩岸間的經貿發展情況是台商必

須關注的焦點。台商可多留意中國政府所推行的政策，特別是公共建設投資及民間消費部分，從

政策中尋找商機。
◎ 撰文／李惠琳　圖片／達志影像

從政策中找商機

2010兩岸經貿，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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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濟將會持續成長，2010年

的成長幅度會在9%至10%之間。

在金融風暴影響下，中國

2009年經濟成長「保8」成功，

達到8.7%，實屬不易；而細究

其經濟指標數據，就不難發現主

要動能是來自「國內需求」。因

為中國去年進出口仍處於萎縮狀

態，GDP還要能達到正成長，主

要就靠國內的消費及投資，來彌

補對外貿易缺口。

高長指出，2010年中國政

府仍以「擴大內需」作為施政重

點，業者可多留意公共建設投資

及民間消費部分。Global Insight

也預估，中國今年GDP將成長

9.8%，其中，國內需求貢獻度仍

會有116.4%，包括投資貢獻度

70.1%及消費貢獻度46.3%，而國

外淨需求貢獻度則為負16.4%。

醫療保健行情看俏

經濟發展從城鎮走向農村

短期來看，中國居民的購

買力會持續提升、內需市場也會

日益擴大，尤其今年上海將舉辦

世界博覽會，根據上海財經大學

世博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孫元欣的

預估，將帶來人民幣1.2至1.5兆

（約新台幣5.6至7兆元）商機；

而若以中、長期來說，高長個人

非常看好醫療保健產業的前景。

以政策面來看，中國在去

年宣布醫療改革方案，預計3年

投入人民幣8,500億元（約新台

幣3.75兆元），積極推動醫療改

革，五項重點工作包括推進基本

醫療保障制度建設、建立國家基

本藥物制度、健全基層醫療衛生

服務體系、促進基本公共衛生服

務逐步均等化及推進公立醫院改

革試點。

而若以實際的需求面來看，

更可看出醫療產業正在蓄積的能

量。高長分析，「中國每千名農

民分配病床數自1979年改革以

來，都沒有太大的改善，但經濟

改善，人民對生活品質的要求一

定會提升、對醫療保健的需求也

相對提高。」在目前中國醫療產

業都還沒有大幅成長的情況下，

一旦爆發將是13億人口的龐大需

求，因此高長認為這是中國下一

階段極具發展潛力的明星產業。

除個別產業，高長認為台商

可持續注意「從城鎮走向農村」

趨勢。因為過去經濟發展過度集

中在沿海城市，但在追求「和諧

社會」及「區域協調發展」的政

策驅動下，將會積極走向內陸的

二級、三級城市。具體措施包括

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戶籍限制、

允許農民工市民化等，高長認

為，既然農村人口可以到城鎮，

自然會有住房等生活上的需求。

當然，農村生活的改善也

是另一商機，像是基礎設施的興

建，還有之前為台灣廠商帶來大

筆訂單的家電、汽車下鄉政策，

今年還擴大「農超對接」，並持

續摩拖車及農業機械下鄉。

貨幣政策轉彎

轉向適度緊縮政策

想了解中國當局的施政方

向，可以特別留意最具指標性意

義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去

年12月的會議中就明確指出，

2010年中國會有四個「更加注

重」，包括「推動經濟發展方式

轉變及經濟結構調整」、「推進

■�目前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2010年的成長幅度會在9%至10%之間，經濟
將會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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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和自主創新，增強經濟

成長活力和動力」、「改善民

生，保持社會和諧穩定」、「統

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努力實

現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不過，當時提出2010年中國

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高

長認為要多加觀察。「因為實施

寬鬆的貨幣政策，主要是希望刺

激景氣，減少金融海嘯帶來的影

響，但過度寬鬆隨之而來的可能

就是通貨膨脹問題，為了防止經

濟過熱，今年初中國當局已無預

警調高存款準備率高達兩碼。」

這是台商要很小心的問題，

中國的貨幣政策已經從寬鬆到去

年底改為適度寬鬆，在調高存款

準備率後，「相信不久就會轉向

適度緊縮政策。」高長推估。

高長進一步認為，當中國採

行多項「經濟手段」卻無法有效

抑制通膨問題，很可能就會開始

進行「行政手段」，像是直接停

止工程興建，台商應小心因應。

ECFA有助國際貿易發展

攸關台灣生存

談到兩岸經貿關係，高長認

為隨著兩岸政治對峙關係緩和，

政府持續推動制度化協商，兩岸

經貿關係也走向常態，「這個狀

況不但利於兩岸間的貿易，也使

得外資來台投資的意願提高。」

而他認為今年最重要的兩岸議

題，還是在於ECFA的簽訂，「這

將攸關台灣的生存與發展。」

面對許多人認為與中國簽訂

ECFA，不如多與其他國家簽訂

FTA，高長則解釋，政府也希望

與一些重要貿易夥伴簽訂FTA，

但台灣所處的國際情勢仍受制於

兩岸問題。高長指出，ECFA在

去年以前都還沒有正式與中國商

談，只是在國內研究與規劃階

段，因此許多人會覺得政府老講

不清楚。其實ECFA就是談「市場

開放」，包括貨品貿易及服務貿

易，貨品貿易最終追求的就是零

關稅，而服務貿易則是允許像是

銀行等行業可到對岸互設分行。

但他也再次強調，ECFA只是

一個「架構」，對於實質的合作

內容，是在簽訂ECFA這個架構協

議之後，才會再進一步與對岸協

商。而與FTA很大的不同，在於

FTA是一次全面性開放市場，而

ECFA則是採漸進式的分期開放，

第一期開放的項目就是所謂的

「早期收穫清單」。目前早期收

穫清單內容尚未確定，至於開放

的範圍，依照國際慣例來看，大

約佔貿易總額的一成左右。

高長指出，台經院、中經院

等研究機構的研究報告都顯示，

簽訂ECFA對台灣的影響是利大於

弊，且時間緊迫，因為當台灣的

主要經貿競爭對手簽署的FTA全

面運作後，將使台灣出口產品失

去優勢，容易造成產業萎縮或外

移，不利國內的就業市場。

至於簽訂ECFA，容易對以內

需市場為主的中小企業造成負面

影響，他則認為，在全球化的經

濟分工趨勢下，國際化是每個產

業都必須面對的課題，「如果台

灣與其他國家簽訂FTA，企業一

樣要面臨市場開放的情況。」

2010年中國仍是台商可以考

慮投入的市場之一，但在「同文

同種不同國」的情況下，還是必

須小心謹慎，尤其中國目前仍有

生產過剩、勞工、土地及能源等

營運成本上升及地方與中央政策

的不協調問題，台商須多加注意

與評估，才能持續在中國市場旗

開得勝。（本文取材自台北市進

出口商業同業公會99年1月19日

舉辦之「ECFA與2010年兩岸經

貿關係展望」專題演講）■

2010年中國仍是台商可以考慮投入的市場之一，

但中國仍有生產過剩、勞工與土地等成本上升問題，台商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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