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MF 看壞日韓經濟前景　籲日上調消費稅

據 Pchome新聞 2019年 11月 26日報導，日本在 10 月 1 日將消費稅
從 8% 提高至 10%，首相安倍晉三說 10年內不會再提高，但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呼籲日本應該逐步提高消費稅率，到 2030 年達 15%，到 2050 
年達 20%，以支付日益增長的社會保障成本。

IMF 估計美中貿易戰將使全球 GDP 減少 0.8%，呼籲有能力的國家應採
取財政措施因應。受到全球經濟放緩風險加劇影響，IMF已第三次下調日本 
2019 年經濟成長預期，從 0.9% 降至 0.8%，2020年經濟將進一步減速至
0.5%，近期除了受到全球經濟同步放緩的考驗之外，中期風險還有自身人
口減少的衝擊，並呼籲日本政府暫時不要收緊支出立場。

數據顯示，繼消費稅提高 2% 之後，日本 10 月核心消費者價格較上年
同期上漲 0.4%，除去消費稅上調和免費提供兒童保育的影響，10 月年度
核心消費者通貨膨脹率只有 0.2%，通貨膨脹步伐仍然緩慢。瑞穗證券認為
通貨膨脹率幾乎不可能達到 2%。市場關注焦點將集中在日本央行下一步行
動，而日本央行重申，如果失去通脹目標的動力，將採取額外的寬鬆措施。

此外，IMF 也將南韓 2019年的經濟成長預期從之前的 2.4% 降至 2%。報
告指出，2018年以來全球主要市場發展步伐有所放緩，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從
3.3% 下調至 3%，這對南韓的貿易導向型經濟產生重大負面影響。此外，美國
的貿易保護主義導致汽車銷量正在下降，美國還限制南韓更多出口，包括洗衣
機、太陽能電池板和鋼鐵的關稅，這些不僅限制銷售，而且減少勞工僱用人數。

美中之間的貿易戰對南韓的經濟產生間接影響，由於南韓與最大的貿
易夥伴中國大陸的緊密聯繫，除中國大陸和美國之外，南韓將遭受最大的損
失。南韓和日本之間的貿易摩擦損害其傳統業務，惡化其國內投資環境並削
弱投資者對南韓的信心。報告還提到南韓的主要產業由財閥控制，政府對財
閥的政策和財政支持已導致市場失靈，中小企業的發展空間有限。

日本修訂《外為法》  嚴管外資企業進駐

據日本經濟新聞 2019年 11月 23日報導，面臨中國大陸威脅，為防止
重要技術及機密情報外流，日本政府與歐美同步嚴格控管外資對日企業之投
資，並於 11月 22日通過《外匯及外國貿易法》(簡稱《外為法》)修訂案，
加強對外國投資包括核能及 IT等涉及日本國安相關企業的規範。然海外投
資者擔憂此嚴格措施恐影響對日投資，故如何在維護國安及吸引外資取得平
衡，實為日本政府的課題。

依據《外為法》第 27條第 1項及第 28條第 1項規定，外資企業若符
合下列事項，須事前向財務大臣及該事業主管機關申請：

1.出資比率：若外國投資者取得與日本國安相關日本企業股份 1%以上 (現
行為 10%以上 )。

2.適用範圍：對已出資之日本企業若有重要事業的買賣、轉讓及股東對
董事人事提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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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設免除事前申請制度：
針對包括避險基金等不參與
公司經營之外國資金運用公
司或保險公司，以及外國證
券公司之自營交易、外國銀
行、外國保險公司及外國運
用公司之股票交易等適用免
除事前申請制度。

4.免除事前申請制度之例外措
施：即便不參與公司經營，
然若對核能、武器製造及 IT
等日本國家安全有重大影響
之產業進行投資，亦須事前
申請。日本財務省已列出上
市企業約 3,600家，日後將
對外公布須事前申請之企業
清單。

日本政府未來將依據前述修
訂案，制訂政令及省令相關施行
細則，預定於 2020年春季正式
實施。

2040 年前南韓勞動人口將銳減 17%

據經濟日報 2019年 12月 10日報導，世界
貿易組織（WTO）12月 9日報告顯示，南韓的
勞動人口到 2040年前將減少 17%，可能會降低
這個亞洲第四大經濟體的成長潛力。

報告顯示，在 2018年至 2040年間，南韓
勞動人口將銳減 17%，減幅為全球最大，甚於
日本及中國大陸的下降 14%。報告也預估，同
期美國勞動人口將增加 10%，東南亞勞動人口
將成長 16%。

在南韓出生率長期低迷之際，WTO的最
新報告，成為對南韓人口老化的最新警訊。根
據南韓統計局，到 2047年時，15歲至 64歲
的工作年齡人口將降至 2,562萬人（占人口的
52.4%），遠低於 2017年的 3,757萬人（占人
口的 73.2%）。

工作年齡人口快速下滑，可能形成年輕人的
重擔，進一步拖累南韓的潛在成長率。南韓統計
局預估，人口數將在 2067年降至 3,900萬人，

遠低於今年的 5,170萬人預估值，屆時 65歲以
上的高齡人口占比將上升至 46.5%，遠高於今年
的 14.9%。

南韓的人口下滑，也反映在該國國內生產毛
額（GDP）到 2040年時預估將擴增 65%，幅度
小於全球平均的 80%，並遠落後於中國大陸的擴
大 141%、及印度的擴增 226%。

WTO報告也顯示，到 2040年時，南韓的非
技術勞工預估將大減 51%，減幅為全球最大，同
期的技術勞工則預測將增加 26%，增幅分別不如
美國的 35%、大陸的 65%，以及印度的 106%。

印尼因塑膠垃圾進口管理失當

造成食安及環境汙染

據中經院WTO及 RTA中心網站 2019年 11
月 23日報導，自 2018年中國大陸針對塑膠垃圾
進口頒布禁令以來，部分來自先進國家的塑膠垃
圾轉而出口至印尼，使其垃圾量成長一倍之多。
在缺乏完善的廢棄物管理及監督機制下，此一趨
勢已對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的食物生產鏈造成汙染
及毒害。

報告顯示，南韓勞動人口將大幅下滑。

圖／ rawkkim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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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環保團體「國際消除持久性有機汙染物
聯盟」（International POPs Elimination Network, 
IPEN）所發布之最新報告，顯示印尼爪哇島當
地村落的雞蛋所含有的戴奧辛（dioxins）已超
出歐盟安全標準 70倍以上。戴奧辛對人體所造
成的嚴重毒害，包含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
病、內分泌失調等，已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一級
致癌物，也是《斯德哥爾摩公約》（Stockholm 
Convention）之列管汙染物。此外，亦有媒體表
示，印尼當地的食品業者使用塑膠垃圾作為製作
豆腐時所需之燃料，其有毒氣體汙染豆腐，造成
嚴重的食安問題。

儘管 2019年印尼政府已著手針對塑膠垃圾
進行更嚴格的管理，但當地環保組織抗議，印尼
政府一方面譴責先進國家對塑膠垃圾的處理不
當，另一方面又將遭受汙染的垃圾二度出口至其
他更加貧窮的國家，而非返還至來源國；此舉被
環保團體視為印尼政府對《巴塞爾公約》的違反，
並強烈要求印尼政府應當遵守該公約。

依據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於 2019
年 4月調查顯示，出口至印尼的塑膠垃圾大多來
自澳大利亞、德國、英國、荷蘭及美國。塑膠垃
圾除了對印尼的生態環境及食品安全造成嚴重的
危害，更是造成印尼境內的垃圾回收產業相當的
衝擊，讓每單位重量的回收垃圾價格持續下跌。

《斯德哥爾摩國際公約》係針對持久性有
機汙染物予以禁用、限制生產的國際公約，共有
183個團體完成簽署。除了 2001年時所條列的
汙染物（如多氯聯苯、六氯苯、滅蟻靈等 )外，
於 2009年增加了 9種列管有機汙染物（包含十
氯酮、五氯苯、六溴聯苯等 )。

澳門與中國大陸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議

據聯合報 2019年 12月 5日報導，中國人民
銀行官網 5日公告，經大陸國務院批准，中國人
民銀行與澳門金融管理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
議。協議規模為 300億人民幣／ 350億澳門元，
協議有效期 3年，經雙方同意可以展期。

人行 2009年 1月 20日就已經與香港金融管
理局簽署貨幣互換協議，效期同樣是 3年，當時
協議規模為 2,000億元人民幣／ 2,270億港元。
2017年 11月底，人行與香港金融管理局續簽的
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互換規模已達 4,000億元人
民幣／ 4,700億港幣，協議有效期 3年，經雙方
同意可以展期。

12月 20日是澳門主權移交中國大陸 20周
年，大陸商務部發言人高峰 5日在例行記者會
中表示，2018年大陸與澳門貿易額達到 31.6億
美元，較回歸前增長 3.3倍；大陸實際使用澳資
12.8億美元，較回歸前增長 3.1倍；大陸在澳門

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 25.1億美元，
較回歸前增長 20.3倍。

此外，大陸與澳門於 2003年
簽屬「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
的安排」（CEPA），CEPA 實施
15年來，在貨物貿易領域，兩地
已全面實現自由化。2019年前 10
個月，大陸與澳門貿易額達到人
民幣 175.9億元，年增長 5.5%。

在服務貿易領域，兩地修訂了
CEPA服務貿易協定，在金融、法律、
建築等多個領域取消或降低對澳門
服務提供者在大陸的准入門檻，放寬
對自然人流動、跨境支付等服務貿易
模式的限制措施，為澳門民眾在大陸
執業創造更加便利的條件。

圖／ Krizjohn Rosales on Pexels 

聯合國的報告指出，全球每年製造 90億噸塑膠，但僅 9%被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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