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故事Cover Story 中國大陸篇

中
國大陸在經過2012年底的「中國共產黨第18

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及2013年初的「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兩會）」的

權力交班大戲之後，確立新任總書記習近平與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為中國大陸第五代領導人，「習李體制」

將主導未來10年政經格局。

「中國大陸已經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

其經濟政策發展動向備受全球矚目，」國立政治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童振源指出，習近平與李克強所

端出的財經政策，能否讓中國大陸經濟避免硬著陸，

牽連未來全球經濟發展態勢。

而中國大陸能否避免硬著陸，影響最深的當然

是與中國大陸貿易依存度極高的台灣。根據我國海關

統計資料顯示，2012年1～11月，中國大陸與台灣之

間的貿易總額高達1110.6億美元，中國大陸是我國

貿易往來最為密切的國家，可以想見，中國大陸經濟

發展如果急速往下墜落，對我國經貿發展的影響非同

小可。

經濟發展的3大問題

過去幾年，中國大陸之所以面臨經濟可能硬著

陸的風險，主要在於中國大陸整體經濟與產業的發展

面臨3大問題，分述於下。

問題1》投資減緩 高成長不再

近年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成長力道開始減

緩，在2010年之前，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額的成長

率（GDP）都維持在8%以上，2010年中國大陸經濟

在面臨2009年金融風暴之後，雖然在2010年呈現V

型反轉，再創10%的GDP高成長，但是，成長力道並

非來自產業的動能。

亞洲經濟學家陶冬指出，2010年的成長主要來

自於當時中國大陸全面推動地方基礎建設，而僅有地

方政府的加速投資，無法持續維持成長力道，因此，

到了2012年中國大陸GDP掉到7.8%。根據中國大陸

官方的預估，未來幾年中國大陸GDP仍將維持在7～

8%之間，不過，陶冬認為，如果減去地方政府的投

資，未來實際GDP成長恐怕只有6%。

問題2》過度依賴出口 結構失調

事實上，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不僅面臨高成長不

再的問題，同時也正遭遇貧富差距、城市化發展不

均、生態環境汙染、人口老化等問題。台灣經濟研究

院中國產經研究中心主任莊朝榮指出，中國大陸自改

台商速轉型 創造成長第二曲線

中國大陸追求穩成長
製造轉服務、出口轉內需
中國大陸「習李體制」新政權上路後，將延續十二五計畫的「調結構、穩成長」兩大主軸，進行「城

鎮化」、「製造轉服務」、「出口轉內需」的經濟政策。面對持續轉型的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台商應

該加速轉型創新，創造台商在中國大陸的第二成長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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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開放以來，不斷追求高經濟成長率，而達成GDP成

長的手段是仰賴土地、資源與低廉勞動力，長久以來

導致一系列社會與經濟層面的結構性失調。

莊朝榮進一步分析指出，過度仰賴土地與資源

所吸引的龐大投資，雖然帶動經濟成長，但也因此付

出嚴重的環境代價。此外，做為世界工廠所帶來的龐

大產能，在國內消費需求不足以去化的情況下，中國

大陸必須積極擴大出口，因此造成對出口貿易依存度

過高的現象。

問題3》勞動紅利消失 競爭力漸減

高成長不再、經濟結構性失調之外，中國大陸

更處於既有競爭力逐漸衰減的危機中。例如，勞動力

紅利不再，是中國大陸未來經濟發展很大的問題。

「中國大陸龐大人口及低廉工資的勞動紅利，正在消

失。」童振源分析，由於中國農村剩餘的勞動力已

經相當有限，因此勞工薪資持續往上調漲，此外，

在十二五規畫中，中國大陸每年將提高最低薪資至

少13%，依照這個數據，2015年中國最低薪資將較

2010年高出至少84%，急遽成長的勞工成本，對產業

發展帶來很大的衝擊。

「當中國大陸世界製造工廠的角色逐漸消失，

而內需市場短時間之內又還沒起來，中國大陸經濟前

景恐怕仍不樂觀，」亞洲經濟學家陶冬分析，儘管中

國大陸經濟硬著陸的風險已經稍微降低，但是硬著陸

的可能性其實依然還在，「未來幾年，中國大陸新領

導人如果沒有對各種經濟病灶做好良好的處理，中

國大陸將有可能發生類似2008年美國的金融風暴危

機，對全球經濟發展帶來極為嚴重的打擊。」陶冬嚴

肅的說。

調整結構的2大策略

陶冬說，中國大陸面對環境、社會與經濟方面

的多重結構失調，必須進行結構型的改革。童振源也

認為，未來中國大陸經濟要永續發展，必須改變過去

30多年來的經濟發展路徑，所以習李政權的經濟政

策已經明確不再盲目追求高成長，開始以兼顧「穩成

長」、「調結構」的雙重戰略目標，確保中國大陸的

經濟轉型與永續發展。

有鑑於改革之路勢在必行，中國大陸新領導人

上任之後，持續加速中國大陸財經政策的經濟結構調

整，莊朝榮說，在擴大內需的總體目標上，中國大陸

新領導人全面推動「城鎮化」與「製造轉服務」2大

中國共產黨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後，確認新任總書記習近平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為中國大陸第五代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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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策略。

策略1》城鎮化 帶動效率與消費力

根據中國國家發改委帶領各部會所編製的《全

國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規劃（2011-2020年）》指

出，中國大陸將在180多個地級以上城市和1萬多個

城鎮進行建設，全面發展新型城鎮化。儘管在「習李

體制」之前，城鎮化已經是中國大陸的既定政策，但

是李克強在上任後一再強調，執行城鎮化的決心，讓

中國大陸城鎮化政策，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中國大陸因為城市化水準遠低於工業化水

準，因此抑制國內消費需求，導致嚴重的內需不足與

產能過剩，因此，城鎮化是未來幾年中國大陸調整經

濟結構的首要策略。」莊朝榮分析，城鎮化對經濟成

長的效益很大，尤其大幅促進國內消費的效益，符合

中國大陸擴大內需的目標，根據中國大陸官方數據的

分析，城市化10～15%的成長，將可拉動未來5～10

年居民消費率達到15%的成長。

不過，城鎮化的成功在於帶動生產效率與消費

力，而中國大陸城鎮化要實現這兩個目標，恐面臨很

大的障礙。根據中國大陸官方資料顯示，2012年城

鎮化人口已經達到54%，此數據嚴重高估中國大陸的

城鎮化比例，因為其中包含沒有城市戶口的10%以上

人口，所以真正擁有戶口的城鎮化人口比例，應該只

有38%。「這個數據顯示，目前已經居住在城市的農

民工，高達1.6億人以上。」童振源分析，所以未來

中國大陸的城鎮化不太可能帶來勞動力與生產力，因

為絕大部分的農民工現在就已經居住在城鎮中。

「城鎮化發展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困難重

重。」陶冬強調，中國大陸的城鎮化政策如果沒有創

造實質就業，徒留政府投入的公共建設，最終還是一

場夢。陶冬認為，現階段高達98%的城鎮，就算成功

朝都市化發展，依舊沒有吸引投資的能力。

策略2》製造轉服務 促進產業轉型

城鎮化之外，「製造轉服務」則是中國大陸新

領導人上任後，積極推動的第二個關鍵政策。童振源

指出，2012年中國大陸服務業的比重已經從2011年

的43.4%提升到44.6%，製造業占GDP比重則從2011

年的46.6%，降到2012年的45.3%。未來，習李兩人

還要全力加速提升中國大陸的服務業比重，莊朝榮指

出，中國大陸的目標是要在2015年，將服務業占GDP

比重拉抬到47%。

台商搶商機的2大方向

面對中國大陸全力推動的城鎮化與促進服務業2

大經濟策略，中國大陸台商必須根據政策方向做出因

應，讓企業經營可以避免新政策帶來的衝擊，更可試

圖從中尋找新商機。

方向1》搶攻節能照明產業商機

不管中國大陸推動城鎮化的執行成敗，一旦政

策啟動，即開始帶動相關產業的商機。首先，城鎮化

基礎建設所需要的鋼鐵、建材原物料商機將先行，接

著，基礎建設所需的空調、照明用具需求也將持續湧

現。之後，若城鎮化發展順利，農村人口進入城市，

將同時帶動民生製造需求以及食品、餐飲與金融等服

務產業。

對台商而言，由於鋼鐵、建築用原材料從台灣

進口到中國大陸，需要昂貴運費，而且中國大陸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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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企圖透過城鎮化政策，帶動產業效率與民間消費力，以
促進內需成長。



在這部分的天然礦產資源豐富，因此台商較難取得，

反倒是空調、照明等相關產品的商機，才是台商最大

的機會。尤其在李克強多次談論城鎮化政策的公開言

論中，一再強調要走節約能源路線，因此，綠色建築

以及具備節能減碳的LED，未來在中國大陸市場的需

求備受看好。台達電執行長鄭平也指出，中國大陸的

新型城鎮化，需要的是更高效能的產品以及系統設

備，包括電力傳輸、綠色節能等相關綠能產品，台達

電都將積極搶進。

方向2》掌握服務業黃金十年

面對中國大陸積極發展服務業，台商應該視自

身的角色定位，以及未來想要走的方向，做出正確的

決策。華邦電子董事長焦佑鈞建議，在中國大陸的台

灣製造商，如果是有能力升級轉型者，應該積極尋求

轉型升級，才能掌握發展當地內需市場的契機，而不

想轉型的企業，則要開始尋找到更具成本效益的製造

基地。

焦佑鈞強調，中國大陸世界工廠角色不再的趨

勢底定，未來台商要有更深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國際化

經營能力，讓自己有能力在全世界各個角落投資設

廠，如此一來，市場在美洲的廠商，可以將工廠設在

墨西哥或巴西；市場在東協者，可選擇越南、泰國甚

至緬甸為製造基地。

至於台灣服務業者面對中國大陸服務業的起

飛，則應以在地化創新服務求勝出。統一超商創辦人

暨商業發展研究所董事長徐重仁強調，服務業能否成

功布局全球市場的關鍵，在於企業有沒有能力發展在

地化創新服務，就像統一超商從日本引進7-11，然後

在台灣嘗試很多服務創新，為台灣消費者創造新的生

活形態，贏得在地消費者的青睞，這種在地化服務經

營模式，可以放在全世界各國市場。

談到以在地化創新布局中國大陸市場的服務業

者，王品集團是相當成功的案例。進入中國大陸市

場已經10年的王品集團，目前在中國大陸已經發展

「LAMU慕」、「花隱懷石料理」、「石二鍋」、

「王品」與「西堤」5個品牌，每一個品牌形象都逐

漸取得當地消費者的青睞，「王品集團布局中國大陸

市場，最強調的就是在地化服務，」王品集團董事長

戴勝益則建議台商，要成功切入中國大陸服務市場，

首要之務就是掌握在地消費者的需求，然後依照需求

提供創新服務。

總的來看，中國大陸新領導人上任之後，在嚴

重的經濟與產業結構問題中，端出的城鎮化與服務業

發展策略，將使當地台商持續面臨轉型的需求，未

來，台商要持續贏向中國大陸，轉型與創新，將是勝

利的關鍵方程式。■

中國大陸新經濟政策及對台影響
 領導人：總書記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總體政策方向：從以投資及出口為主的追求經濟高成長，走向以內需為主的「穩成長、調結構」。

主要內容 對台影響 台灣因應之道

城鎮化政策 帶動基礎建設及擴大內需相關商機。
加強布局LED照明、空調等城市基礎建設所需的
市場。

製造轉服務

製造業（台商）：面臨工廠移出中國大
陸或必須朝轉型升級。

思考工廠移至東南亞或台灣的可能性；或是進行
在地化轉型升級。

服務業（台商）：搶攻中國大陸服務業
市場的最佳契機。

積極發展在地化品牌，攻占市場。

232013.06  no.2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