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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衝擊 2020 年大陸經濟目標

據中央社 1月 29日報導，2020年大陸經濟有一重大目標，即「十三五」
規劃收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體量化數字是 2020年底的 GDP要比
2010年成長一倍。然而，在武漢肺炎的衝擊下，想要完成這項經濟目標將
懸念重重。

世界衛生組織（WHO）1月 27日指出武漢肺炎「在大陸的風險非常高，
在區域層級上高，在全球層級上也高」。17年前，當大陸的「SARS」疫情
被公開之後，WHO將北京等地列為疫區，並發出旅遊警告。結果大陸當年
的第 2季經濟成長率從 11.1%降至 9.1%。

因此，若疫情升級為國際事件，對大陸經濟將帶來衝擊，且影響遠
超「SARS」。對大陸經濟而言，很多承諾的目標都要在 2020年兌現，且
2020年的經濟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量化目標，年底 GDP要比 2010年成
長 1倍。按預測，大陸 2020年的經濟成長率若能有 5.6%左右，就能實現
GDP成長 1倍，儘管大陸經濟成長面臨保 6的壓力，但保住年底 GDP成長
1倍的目標應該並不困難。只是，在武漢肺炎爆發後，便變得懸念重重。

原因在於大陸的經濟結構和 2003年大不相同，2003年「SARS」爆發
時，以第二產業為主，但目前第一級產業貢獻率 3.8%；第二級產業貢獻率
36.8%；第三級產業貢獻率 59.4%，然而，武漢肺炎疫情將重挫核心的第三
級產業。

由於武漢肺炎發生在春節期間，已衝擊約人民幣5,550億元的旅遊市場，
預估今年第 1季，社會零售總額的經濟損失差不多達到 5,000億元。

由於病床不足，武漢國際會展中心變成臨時醫院， 專門收治輕症肺炎患者。 

圖／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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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19年第 1季的 GDP總額為 21.34兆，
若按 6%的預期成長率，2020年第 1季 GDP的
總額應該是 22.62兆，成長幅度差不多就是 1.28
兆。若直接損失掉 1兆，與 2019第 1季相較，
甚至可能出現零成長。

陸 2019 年國內生產毛額（GDP）
年增率為 6.1%

據聯合報、日本經濟新聞社等媒體 1月 17
日綜合報導，大陸國家統計局 17日公布，經初
步核算，2019年大陸國內生產毛額（GDP）較前
一年增長 6.1%。儘管成功「保 6」，也符合大陸
設定的 6%－ 6.5%的預期增長目標，但卻是大
陸自 1990年以來，近 30年最低經濟增長速度。

若分季度來看，大陸去年第 1季 GDP增長
6.4%，第 2季增長 6.2%，第 3季增長 6.0%，
第 4季同樣增長 6.0%。

此外，2019年全年大陸 GDP已超過人民幣
99兆元，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去年大陸人均
GDP更首次突破 1萬美元大關。　　

大陸國家統計局指出，由於全球經濟放緩
及內部結構問題，大陸將面對日益加重的下行壓
力。特別是日漸下滑的出生率、逐漸升高的失業
率，以及銀行部門的問題，對大陸經濟下行趨勢
推波助瀾。在出生率方面，2019年大陸人口增長
率降至 3.34 ‰，創近 50年低點，出生率下滑是
經濟成長的另一阻力。

2019 年外匯存底 3 兆 1,079 億美元

據中央社、聯合報 1月 7日報導，大陸國家外
匯管理局公布截至 2019年 12月底，大陸外匯存底
規模為3兆1,079億美元，較11月增加123億美元，
升幅 0.4%；較年初增加 352億美元，升幅 1.1%。

受全球貿易局勢、主要國家央行貨幣政策立
場、英國大選等因素影響，國際金融市場上美元
指數、主要國家債券價格有所下跌。匯率折算和
資產價格變化等因素綜合作用，大陸 12月外匯
存底規模小幅上升。

2020年全球政治經濟不確定因素依然較多，

國際金融市場波動性可能加大。但大陸官方認為，
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

11月大陸外匯存底銳減 95.7億美元，降至
3.096兆美元，主要歸因全球匯率及大陸持有資
產市價波動，其中以黃金跌價為甚。11月大陸黃
金儲備雖沒有變動，維持在 6,264萬金盎司，但
這批黃金市價從 10月底的 946.5億美元降至 11
月底的 914.7億美元。

陸民企成最大外貿主體

據聯合報、香港商報 1月 15日報導，大陸
海關總署公布數據顯示，2019年大陸民營企業進
出口總額達人民幣 13.48兆元，增長 11.4%，占
大陸外貿總額的 42.7%，比 2018年提升 3.1個
百分點，首度成為大陸最大外貿主體。

2019年大陸進出口總值，按照人民幣計價增
長 3.4%，按照美元計價總值略有下降，但是出
口仍呈現 0.5%的正增長；2019年大陸進出口規
模逐季攀升，第 1季進出口值為 7.03兆元、第 2
季 7.68兆元、第 3季 8.26兆元、第 4季度達到
8.59兆元。

2019年民營企業出口額達人民幣 8.9兆元，
增長 13%；進口 4.58兆元，增長 8.4%。外商投
資企業進出口總額人民幣 12.57兆元，占大陸外
貿總額的 39.9%。國有企業進出口 5.32兆元，
占 16.9%。

2015年至 2017年，民營企業出口占比均居
首位且比重呈現上升趨勢，民企成為大陸第一大
出口經營主體。

大陸海關總署副署長鄒志武表示，2019年大
陸全國有進出口實績的民營企業達到 40.6萬家，
比前一年又增加了 8.7%。2019年民營企業進出
口增長 11.4%，拉動外貿增長 4.5個百分點。

此外，民營企業進出口在中西部地區的增長
速度快，2019年中部、西部地區民營企業進出
口增速分別達到 28.3%和 22.4%，這個增幅比
東部地區高了 19.5個百分點和 13.6個百分點。
2019年民營企業進出口增幅前四位的省份均處在
中西部地區，分別是西藏、湖南、廣西和安徽。

同時，民營企業對新興市場開拓力度不斷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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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2019年民營企業對東協、拉美、非洲等新興
市場出口分別增長了 25.6%、11.4%、15.6%。

 2019 年 CPI 上漲 2.9%
為 8 年來最高漲幅

據中央社、日本經濟新聞社等媒體 1月 9日
綜合報導，大陸國家統計局公布 2019年 12月消
費者物價指數（CPI），受豬肉價格漲 97%影響，
12月 CPI年增 4.5%，與 11月持平。2019年全
年 CPI年增率則為 2.9%。

2019年 12月份 CPI年增 4.5%。其中，城
市上漲 4.2%，農村上漲 5.3%；食品價格上漲
17.4%，非食品價格上漲 1.3%；消費品價格上
漲 6.4%，服務價格上漲 1.2%。

CPI上漲的主要原因是豬肉價格高漲，上漲
97.0%，影響 CPI上漲約 2.34個百分點，年均
價格比 2018年上漲了 42%。由於非洲豬瘟導致
生豬的飼養頭數減少，從夏季以來豬肉的供需趨
緊。非洲豬瘟疫情使大陸豬肉供需嚴重失衡，CPI
居高不下，達到近 8年最高。雖然近日豬價有所
下跌，但因基期過高，有分析稱 2020年 1月 CPI
仍可能突破 5%。

為了壓抑物價，大陸大量購買進口豬肉，帶
動美國豬肉出口數量去年 11月創歷史新高。美

國政府公布數據顯示，2019年 11月，美國豬肉
出口總量逾 25.9萬噸，大陸採購就佔 7.9萬噸，
超過去年 7月所創的最高紀錄。

陸 500 強民企　阿里巴巴稱冠

據經濟日報、自由時報及旺報等媒體 1月 10
日綜合報導，大陸胡潤研究院發布「2019胡潤中
國 500強民營企業」，阿里巴巴以人民幣 3.8兆
元（約新台幣 16兆元）市值居冠，騰訊以 2.9兆
（約新台幣 12兆元）市值居次，平安保險以 1.5
兆（約新台幣 6兆元）市值位居第三。

報告稱，所謂大陸民營企業，是指總部在大
陸的非公有制企業。上市公司企業市值按照 2019
年 11月 29日的收盤價計算，非上市公司企業估
值參考同行業上市公司進行估算。報告指出，企
業上榜門檻為人民幣 140億元，上榜企業總市值
達人民幣 36兆元，相當於大陸 2018年 GDP的
4成，平均市值為人民幣 710億元。

500強民營企業前 10名中，總部在廣東的
企業最多，有 4家；其次是北京，有 3家；排名
第 3的是浙江，有 2家。此外，前 10名中有 8
家企業來自新興產業，分布在電子商務、傳媒與
娛樂、大健康領域。分地域來看，北京上榜民企
數量排名第 1，有 101家公司上榜；上海和深圳
分別以 67家和 63家排名第 2、第 3名。

根 據 報 告，500 強
中，涵蓋新興產業的公司
達 238 家，占比 47%，
以阿里巴巴和騰訊為首。
新興產業涵蓋節能環保、
新興資訊產業、生物產
業、新能源、新能源汽
車、高端裝備製造業和新
材料。傳統行業中，房地
產占比最高，其次是金融
和食品飲料業。

報 告 稱， 新 興 產
業中，先進製造業占比
51%，華為以人民幣 1.2
兆的估值在先進製造領
域排名第一。科大訊飛以
730億估值獲得 AI領域

受到非洲豬瘟影響，大陸豬肉價格飆漲，民眾大喊吃不消。

圖／東方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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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其次是人臉識別技術領先企業商湯科技
和曠視科技。

 陸公告個人境外所得納稅政策

據聯合報 1月 24日報導，大陸財政部、國
家稅務總局發布境外所得有關個人所得稅政策。
來源於大陸境外的所得包括：因任職、受雇、履
約等在大陸境外提供勞務取得的所得；大陸境外
企業以及其他組織支付且負擔的稿酬所得；許可
各種特許權在大陸境外使用而取得的所得；在大
陸境外從事生產、經營活動而取得的與生產、經
營活動相關的所得；從大陸境外企業、其他組織
以及非居民個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紅利所得；
將財產出租給承租人在大陸境外使用而取得的所
得；大陸境外企業、其他組織以及非居民個人支
付且負擔的偶然所得等。

居民個人來源於境外的綜合所得，應與境內
綜合所得合併計算應納稅額；居民個人來源於大
陸境外的經營所得，應當與境內經營所得合併計
算應納稅額；居民個人來源於大陸境外的利息、
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
和偶然所得，不與境內所得合併，應當分別單獨
計算應納稅額。

居民個人在一個納稅年度內來源於大陸境外
的所得，依照所得來源國家（地區）稅收法律規
定在大陸境外已繳納的所得稅稅額允許在抵免限
額內從其該納稅年度應納稅額中抵免。

居民個人從與大陸簽訂稅收協定的國家（地
區）取得的所得，按照該國（地區）稅收法律享
受免稅或減稅待遇，且該免稅或減稅的數額按照
稅收協定饒讓條款規定應視同已繳稅額在大陸的
應納稅額中抵免的，該免稅或減稅數額可作為居
民個人實際繳納的境外所得稅稅額按規定申報稅
收抵免。

居民個人取得境外所得，應當向大陸境內任
職、受雇單位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申報；
在大陸境內沒有任職、受雇單位的，向戶籍所在
地或大陸境內經常居住地主管稅務機關辦理納稅
申報；戶籍所在地與大陸境內經常居住地不一致
的，選擇其中一地主管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申報；
在大陸境內沒有戶籍的，向大陸境內經常居住地
主管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申報。

陸公布 14 項 5G 標準

據經濟日報 1月 9日報導，大陸通信標準化
協會 1月 8日在北京舉行 5G標準發布及產業推
動大會，會中發布大陸 14項 5G標準，這些 5G
標準涵蓋核心網、無線接入網、承載網、天線、
終端、安全、電磁兼容等領域。

大陸通信標準化協會是 3GPP（第三代合作
夥伴計畫）的創建者和管理者之一。3GPP成立
於 1998年，主要負責 5G全球標準的制定。

大陸通信標準化協會理事長奚國華表示，大
陸在無線靈活系統設計、極化碼、新型網絡架構
和大規模天線等關鍵標準制定上作出成果。在全
球 5G標準必要專利中，大陸企業聲明專利數量
占比達 34%，位居世界前列，此次發布的 14項
大陸 5G標準完全接軌全球 5G標準。

大陸工信部副部長王志軍表示，5G全球標
準正在不斷演進發展中，加快構建全球互信的 5G
技術標準體系，是全球產業界的共同目標。去年
6月，3GPP發布 5G全球標準的最新時間表，規
劃在 2020年 3月確定 5G第二階段標準，預計
在 2021年 6月形成 5G第三階段標準。

就持續完善產業生態，加速 5G商用進程，
奚國華提出四點建議：一是積極培育 5G產業生
態，加速經濟數位化轉型；二是穩步推進 5G網
絡建設，深化 5G垂直行業應用；三是積極探索
新的商業模式，創造 5G盈利點；四是攜手應對
網絡安全，構建安全 5G網絡環境。

各地方政府相繼推出兆元投資計畫

據聯合報 1月 13日報導，大陸各地人大政
協兩會前陣子陸續舉行，為了穩投資、穩經濟，
各地方政府相繼公布人民幣上兆元的投資計畫，
重大項目集中在 1月開工，專項債資金也加快發
行支撐項目啟動，要促進大陸經濟平穩運行。

例如，河南計畫 2020年力爭完成「補短板」
領域投資人民幣 2兆元，鄭州市在 1月已經啟動
一批重大項目集中開工，總投資人民幣 309億元；
在江西省，名為「項目建設提速年」行動已經啟
動，總投資達人民幣 2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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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各地方政府 1月大規模投資，離不開財
政金融支持。人行日前調降金融機構存準率 0.5
個百分點，釋放長期資金人民幣 8千億元；大陸
財政部日前也提前下達人民幣 1兆元地方政府專
項債券額度，都讓地方政府的資金更為充裕。

1月初，河南、四川、河北等省市已發行約
人民幣 1,875億元新增專項債，整體 1月地方計
畫發行專項債規模將超過人民幣 6千億元。這筆
資金將為地方重大項目輸送資金，充分發揮專項
債資金穩投資補短板效果。

大陸債務研究中心主任劉曉光表示，重啟民
間投資仍是穩投資的關鍵重點，民間投資啟動的
核心在於提高投資未來預期收益率，包括產權的
可保護性、資本投資的新空間、投資成本的降低，
及投資產業需求的擴展等方面。

大陸財政部要求各地盡快將專項債券額度
按規定落實到具體項目，確保今年初即可使用見
效，盡早有效拉動經濟。

公布 6 項金融科技

創新監管試點應用名單

據經濟日報 1月 16日報導，大陸人民銀行
公布 6個金融科技創新監管試點應用名單，涉及
物聯網與區塊鏈、信貸業務、手機 POS創新應
用等，其中，中國銀聯與小米及京東合作的手機
POS與銀行卡的支付案，有望活化現有 40億張
銀行 IC卡的使用。

人民銀行 2019年底宣布要試點金融科技監
管沙盒，不到 1個月即公布 6個試點名單，業
內人士表示，大陸版金融科技監管沙盒，有助探
索建立大陸特色金融科技創新監管體系，提升金
融科技創新監管效能，並有助紓解小微企業融資
難融資貴問題、提升金融便民服務水平、拓展金
融服務通路等。

這份監管沙盒名單中，首批金融科技創新監
管試點應用為基於物聯網的物品溯源認證管理與
供應鏈金融、微捷貸產品、中信銀行智令產品、
AIBankInside產品、快審快貸產品與手機 POS創
新應用。

試點單位包括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信銀

行、中國銀聯等 11家機構，主要為持牌金融機構，
也有持牌機構和科技機構合作，技術涉及 API（應
用程序編程接口）、大數據、AI技術、區塊鏈、物
聯網等。

此外，在手機行動支付取代銀行金融卡提領現
金之際，手機 POS創新應用則更強調面向商戶，將
低門檻的手機設備升級為安全可靠的 POS終端，提
供銀行卡收單、條碼支付收單、商戶管理等服務。
由中國銀聯、小米數科、京東數科合作推出，面向
小微企業、「三農」領域等商戶，以移動小額收單
為主。有望活化現有 40億張銀行 IC卡的使用。

手機成為支付與收單業務的載體，涉及支付與
收單業務的應用也有兩個。中信銀行智令產品由中
信銀行、中國銀聯、度小滿、攜程合作推出，運用
支付標記化、大數據等技術打造新型金融服務。

上述 6個應用中，有 2個涉及信貸業務。其中，
農業銀行推出的微捷貸產品，運用大數據、人工智
能、移動互聯網等技術，打造「微捷貸」產品，紓
解小微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大陸首批六個金融科技試點創新應用
應用名稱 試點單位

基於物聯網的物品溯源
認證管理與供應鏈金融

工商銀行

微捷貸產品 農業銀行

AIBank Inside產品 百信銀行

快審快貸產品 寧波銀行

中信銀行智令產品 中信銀行、中國聯銀、攜程、度小滿

手機POS創新應用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官網

中國聯銀、小米數科、京東數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