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

兩
岸
經
貿 Stra

its Business M
onthly

2019年 2月號‧326期

12/ 20
中國大陸 A股 IPO過會率創 5年新低

2018年 IPO（首次公開發行）過會率，創下 5年新低，到 12月 20日止共有 182家
企業上會，過關的僅 109家，過會率 59.89%。其中又以 2018年 1月最低為 40%。由此
舉可以觀察出大陸證監會對企業 IPO審核己愈趨嚴格。根據統計，2014年共 125家企業
上會，109家企業過會，過會率為 87.2%；2015年共 282家企業上會，251家企業過會，
過會率為 89.01%；2016年共 275家企業上會，247家企業過會，過會率為 89.82%；
2017年共 479家企業上會，380家企業過會，過會率為 79.33%。唯獨 2018年的過會率
不到 6成，是 5年新低。

12/ 25
首超日本 大陸為聯合國第二大出資國

聯合國大會日前通過 2019年至 2021年聯合國常規預算和維和預算經費分攤比例決
議。在常規預算中，中國大陸的分攤比例首度超過日本，成為第二大出資國。中國大陸外

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根據這次的決議，未來 3年中國大陸承擔的聯合國會費和維和攤
款均將大幅增長，承擔 12％的會費、15.2％維和攤款。這是中國大陸作為世界第二大經
濟體，近年來經濟總量和人均國民總收入增長的結果，也是中國大陸國際影響力上升的體

現。

12/ 26
兩岸春節加班機 五航點設上限

交通部民航局 12月 26日宣布，考量民眾與航空公司需求，2019年春節加班機總量
循例不予限制，僅在 5個中國大陸繁忙機場設有上限，其中，需求最大的上海浦東航班上
限為 168班。民航局表示，兩岸航空主管部門已確認 2019年春節加班機整體規劃，雙方
同意春節加班機期間為 2019年 1月 22日至 2月 19日，加班機總量不予限制，僅對中國
大陸 5繁忙機場設有上限，即上海浦東 168班、北京 10班、廣州 12班、深圳 23班、杭
州 43班，總數 256班，其餘機場則無班次上限。

12/ 26
2018我招商破 2.2兆 較 2017年成長 25%

經濟部 12月 26日公布年度招商成果，截至 12月 25日累計新台幣 5億元以上投資，
總金額 2.2兆多元，年成長 25%，其中，僑外投資逼近 5,048億、國內投資也有 1兆 7,300
多億，兩者都有 2成以上的年成長率，顯示整體投資回溫，尤其半導體最為熱絡，包括相
關設備、上游零組件材料等都來投資，讓台灣半導體產業聚落更趨完整。至於來年，經濟

部強調必須要持續成長，將會加強外館招商，目前已鎖定 17國 24處外館要將招商業務
佔總業務比重，須提高至 25%以上。

12/ 27
境外資金投資陸股 上限提高至 40%

金管會主委顧立雄 12月 27日宣布，為因應國際指數編製公司持續提高大陸 A股在
相關指數的權重，境外基金投資陸股比重將放寬，針對一般業者，投資陸股比重從 10％
拉高到 20％；至於符合境外基金深耕計劃者，則可從 30％拉高到 40％。證期局表示，據
投信投顧公會統計，截至 2018年 11月底，國人可投資的境外基金共有 1,034檔，規模高
達 3.3兆元；其中有 128檔有投資 A股，其中國內投資人透過境外基金間接投資陸股的金
額約 107億元，占這 128檔基金淨資產的 0.31％，若放寬後預估國人透過境外基金投資
A股規模將達 277億元、成長約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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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中國大陸大規模降關稅 涵蓋逾 700項商品

中國大陸財政部宣布，2019年 1月 1日起，調降或取消包括新能源車鋰電池、多項
先進設備等 700多項商品的進口關稅，同時自 2019年 7月 1日起，取消 14項資訊技術
產品進口暫定稅率。中國大陸將對 700多項商品實施進口暫定稅率，包括新增對雜粕和部
分藥品生產原料實施零關稅，適當降低棉花滑准稅（又稱滑動關稅）和部分毛皮進口暫定

稅率，取消有關錳渣等 4種固體廢物的進口暫定稅率，取消氯化亞（石風）、新能源汽車
用鋰離子電池單體的進口暫定稅率，恢復執行最惠國稅率。此外，中國大陸國內發展急需

的航空發動機、汽車生產線焊接機器人等先進設備、天然飼草、天然鈾等資源性產品，將

繼續實施較低的進口暫定稅率。在出口關稅方面，化肥、磷灰石、鐵礦砂、礦渣、煤焦油、

木漿等 94項商品將不再徵收出口關稅。

1/ 1
中國大陸製造業 PMI 跌破榮枯線

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公布，2018年 12月中國大陸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為
49.4，較前一個月回落 0.6個百分點，為 29個月來首度跌破 50的景氣榮枯線，並創近 34
個月新低。大陸國家統計局坦承，製造業景氣度已有所減弱。PMI指數在 50以上，反映
經濟總體處於擴張期，低於 50則顯示經濟已落入衰退期。對於大陸製造業 PMI時隔近二
年半再次滑落至景氣榮枯線下方，大陸國家統計局表示，主要是受國際貿易摩擦加劇、全

球經濟增長放緩等多重因素影響，導致大陸製造業發展環境「穩中有變」。

1/ 4
中國大陸服務業 PMI回升 創 6個月新高

中國大陸公布 2018年 12月服務業 PMI為 53.9，比 11月上升 0.1個百分點，創 6
個月以來新高，市場原本預期將下滑至53，顯示2018年底中國大陸服務業營運活動加速。
以公布的內容來看，服務業和製造業需求走勢有所不同。2017年 12月服務業新訂單總數
量持續小幅度的上升，漲幅與 11月份接近，服務業內外需求都有改善，反觀製造業新訂
單總數量則小幅下降。不過兩大產業新訂單一升一降，綜合來看 12月份新訂單整體仍呈
現小幅度成長。

1/ 7
中國大陸外匯存底 連 2個月回升

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中國大陸 2018年 12月外匯存底為 3兆 727.1億美元，雖然較
2017年底減少，但為連續兩個月上升。大陸央行數據顯示，大陸 2018年 12月外匯存底
比 2017年底減少 672.37億美元，但高於先前市場的預期值 3兆 700億美元，且較 11月
的前值 3兆 617億美元增加 110億美元。

1/ 9
全球民主指數 我排名上升至第 32名

「經濟學人資訊社」（EIU）公布 2018年民主指數，全世界最民主的國家是挪威，
台灣的排名從 2017年的第 33名上升至第 32名，在亞洲與澳大利亞地區排名則高居第
5。台灣 2018年的 5個範疇評分為，選舉過程及多元化 9.58分、政府功能 8.21分、政治
參與 6.11分、政治文化 5.63分，及公民權利 9.12分，以平均分數 7.73分，排名全球第
32，分數與 2017年持平，排名則上升了一個名次。

1/ 15
人民幣存款餘額跌破 3,000億 創 51個月新低

中央銀行 1月 15日公布，國銀人民幣存款餘額連三降，2018年 12月跌至人民幣
2,984.4億元，為 2014年 10月、逾 4年來首度跌破人民幣 3,000億元大關；中央銀行官
員表示，主要是電子業大客戶支付三角貿易貨款增加，用人民幣存款支付貨款所致。央行

統計顯示，2018年 12月外匯指定銀行（DBU）人民幣存款餘額為人民幣 2,644.7億元，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人民幣存款餘額人民幣 339.7億元，雙雙較前一個月下跌。其
中，DBU人民幣存款減少人民幣 30.5億元，OBU人民幣存款減少人民幣 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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