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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大陸 2,000 億美元輸美產品課 25%關稅

綜合媒體報導，華盛頓時間 5 月 10 日中午，中國大陸副總
理劉鶴帶領的談判團隊步出美國貿易代表署。美國財政部長梅努

欽隨即宣佈，本輪談判結束，並指會談「富有建設性」。美國總

統特朗普表示，美中還將繼續談下去。

這意味著美中第十一輪貿易談判中，兩國未達成任何公開

協議。唯一的進展是貿易戰在 10 日凌晨悄然升級，美國對價值 
2,000 億美元中國商品的關稅從 10%攀升至 25%。
新增關稅猶如懸在談判桌上的烏雲，宣告美中貿易戰正式

進入「邊打邊談」的階段。中國大陸警告將採取必要的反制措

施，但並未宣佈具體的內容。劉鶴表示，中國將對美方的措施

做出反應。

劉鶴在啟程回國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雙方進行了坦誠和

建設性的交流，認為雙方需要保持這種繼續磋商的良好勢頭，儘

管暫時有一些阻力和干擾。他強調，中方不會在原則問題上讓步，

並稱中方堅決反對貿易戰，但是已經做好了全面應對的準備。

他表示，並不認為談判已破裂，恰恰相反，他認為是兩國在

談判之中發生的一些小曲折，不可避免，中方對磋商未來審慎樂

觀。劉鶴說，中美雙方已同意未來在北京再見面，繼續推動雙方

的磋商。

另據工商時報 5月 14日報導，美中貿易談判受挫後，美方
自 10日起對中國大陸總值 2,000億美元商品加徵 25％關稅，中
國大陸 13日予以反制，針對 2018 年 9 月向美國 5,140 項、總值 
600 億美元商品加稅措施進行加碼，共分四級徵稅，最高加稅幅
度從原來的 10％增至 25％，自 6 月 1 日實施。其中加徵 25％的
商品，包括太陽能電池、雷射印表機、液化天然氣、工業機器人、

部分鋼材等。

大陸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 13日晚間宣布，對原產於美國
約 600億美元進口商品實施加徵關稅措施。其中 2,493項商品加
徵 25％、1,078個稅目商品加徵 20％、974項商品加徵 10％、
595項商品加徵 5％，自 2019 年 6 月 1 日 0 時起實施。

4 月出口較上年同期衰退 2.7%

據經濟日報 5 月 8 日報導，大陸海關總署 5 月 8 日公布，大
陸 4 月出口 1,934.9 億美元，年減 2.7%，遠低於預期的增長 3%。
4 月出口意外下滑，在美中貿易戰升溫之際，可能進一步加大大
陸政府穩增長的難度。

值得注意的是，大陸對美貿易順差持續擴大，累計今年前 4 
個月貿易順差人民幣 5,701.9億元（約新台幣 2.6兆元），擴大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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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見聞報導指出，以美元計價，大陸 
4月出口年跌 2.7%，較 3月的增長 14.2%大幅
回落 16.9個百分點；4月進口 1,796.5億美元，
年增 4%，優於預期，較 3 月的 -7.6%回升，
不僅由負轉正且為 6 個月高點。
進出口數據公布過後，人民幣匯率跟著走

跌，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小幅下挫 30 基點，報 
6.7850；在岸人民幣兌美元小幅下挫約 20 點。
大陸海關總署表示，今年前 4 個月，大

陸外貿進出口主要呈現以下特點：首先，一

般貿易進出口增長且比重提升；二、對歐盟、

東協和日本等主要市場進出口均增長，對「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增速高於整體；三、

民營企業進出口快速增長，所占比重提升；

四、機電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均保持

增長；五、原油、天然氣等商品進口量增加，

大豆進口量減少。

前 4月美中貿易總額較上年同期減少 15.7%

據工商時報 5月 9日報導，美中互徵高關
稅衝擊雙方在 2019年前 4個月的貿易往來，
無論進、出口均出現衰退，雙邊貿易總值年減

15.7％，但中國大陸對美國貿易順差仍持續擴
大，恐讓持續進行中的美中貿易談判增添變數。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在美國之外的其

他市場，進出口數據有所斬獲，包括對歐盟、

東協和日本等主要經濟體的進出口總值均呈現

增長，大陸海關總署 5 月 8 日數據顯示，在 
2019 年前 4 個月與美國進出口總值為 1,612.3 

億美元，年減 15.7％，美國占中國大陸外貿總
值比重也降至 11.5％，退居中國大陸第三大外
貿夥伴，東協則取而代之成為中國大陸第二大

外貿夥伴。

按美元計，今年前 4 月大陸對美國出口額
年減 9.7％，大陸自美國進口額年減 30.4％，
大陸對美國外貿順差為 836.6 億美元，較去年
同期擴大 4％，以人民幣計外貿順差為 5,701.9 
億元，較去年同期擴大 10.5％。
今年前 4 個月，歐盟保持中國大陸最大貿

易夥伴位置，按美元計， 中歐進出口總值年增 
5.9％，其中出口年增 8.3％、進口增長 2.5％， 
占大陸外貿總值 15.7％的比重。躍居大陸第二
大外貿夥伴的東協，今年前 4 個月與中國進出
口總值年增 3.4％，其中出口年增 7.5％、進口
衰退 1.5％，占大陸外貿總值的 13.4％。

調降養老失業工傷社保費率

據經濟日報 4 月 30 日報導，大陸國務院
公布「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綜合方案」，5 月 1 
日起，大陸各省市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

繳費比率將可降至 16%，同時繼續階段性降低
失業保險和工傷保險費率。調降這三項社會保

險費率，估計今年全年可為企業減輕逾人民幣

3,000 億元（約新台幣 1.3 兆元）負擔。
中新網指出，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

局稱，此舉是為減輕企業負擔、優化營商環

境、完善社會保險制度。從 5 月 1 日起執行

圖／東方 IC

 　美中貿易戰火再起，6月 5日
大陸股市超過 1千檔個股跌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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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年底，預計將為北京的企業減少約人民幣 
250 億元負擔。
大陸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則預計，2019 

年，企業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繳費

負擔將下降超過人民幣 3,000 億元。
大陸證券日報報導，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

析師王青指出，大陸這次社保降費將減輕企業

負擔 3,000 多億元，與 2018 年社保降費 1,840 
億元相比，規模擴大 63%左右。

續延積體電路和軟體企業兩免三減半所

得稅優惠

據工商時報 5 月 9 日報導，大陸國務院 5 
月 8 日召開常務會議， 決定延續積體電路 (大
陸稱集成電路 )和軟體企業所得稅「兩免三減
半」（第 1 至 2 年免徵，第 3 至 5 年減半徵收）
優惠政策，藉以吸引更多國內外投資參與和促

進訊息產業發產。

會議同時決定從改善營商環境、推動創新

發展、提升開放水平及促進產業升級 4 大方向
提升大陸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水準，打造改

革開放的「新高地」。

會議決定，在已對積體電路生產企業或項

目按規定的不同條件分別實行企業所得稅「兩

免三減半」或「五免五減半」的基礎上，對積

體電路設計和軟體企業繼續實施 2011 年「國

務院關於印發進一步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

產業發展若干政策的通知」中明確的所得稅「兩

免三減半」優惠政策。2018 年度所得稅彙算清
繳也按上述規定執行。

陸 31省 GDP　廣東居冠、雲南增速最快

據中時電子報 5 月 24 日報導，大陸 31 省
份今年第 1 季 GDP 數據全部出爐。數據顯示，
廣東、江蘇、山東第 1 季 GDP 總量超過 2 兆
元（人民幣，以下同），位居前 3名。17個省
份第 1季 GDP增速超越全大陸，雲南第 1 季
GDP 增速為 9.7％，位居全大陸第一。
從 GDP總量來看，廣東依然傲視群雄，第 

1季廣東 GDP總量達到 2兆 3886.77億元，位
居全大陸第 1位。其中，第 1季 5個省份 GDP
總量位居兆元之上，分別是廣東、江蘇、山東、

浙江、河南。

和全大陸增速相比，雲南、貴州、西藏、

江西、福建、湖北、河南、甘肅、寧夏、四川、

浙江、安徽、湖南、河北、山西、江蘇、廣東

等 17省份 GDP增速超過全大陸的 GDP增速。
北京、廣西第一季度 GDP 增速為 6.4％，與全
大陸增速持平。

從 GDP 增速來看，第 1 季雲南省 GDP 增
速為 9.7％，為全大陸最高。其次是貴州，達
到 9.2％，第三位是西藏，為 9.1％。

 陝西省西安工業
大 學 2019 年 春
季大型校園招聘

會現場。



27

大
陸
經
貿
消
息  C

hina
 Econom

ic a
nd

 Tra
d

e N
ew

s

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人民幣 5,538 元，扣除價格
因素，實際增長 5.4%。與全大陸水平相比，上
海、北京、浙江、天津、廣東、江蘇、福建、

湖北、重慶這九個地區的第 1 季居民人均消費
支出超過全大陸平均線。

陸 5G基建衝刺 2030將占 GDP6％
據旺報 5 月 14 日報導，隨著 5G 商用越來

越近，大陸 5G 新基建投資進入衝刺期。據不
完全統計，今年以來，已有浙江、上海、北京、

重慶超過 10 省市公布 5G 規畫方案，多地明定 
5G 覆蓋時間表並加快基礎建設；三大電信運營
商今年將投資超過 3 百億（人民幣，下同）部
署 5G 發展。業界認為，到 2030 年，大陸約有 
6%GDP 是 5G 貢獻的。
大陸「經濟參考報」報導，依照大陸中央

部署，大陸將於 2020 年進入 5G 商用階段，無
論是三大電信運營商的投資還是地方基礎建設

皆已進入衝刺期。三大電信運營商今年 5G 投
資預算將達 342 億元， 中國移動今年將建設 
3 到 5 萬個 5G 基地台；中國電信初期預計 5G 
基地台投入達到 2 萬個；中國聯通則將根據測
試效果及設備成熟度， 適度擴大試驗規模。

上海、北京、重慶、陝西上調最低工資

標準

據聯合報 5 月 10 日報導，據中新經緯初
步統計，截至 5 月 9 日，大陸年內已有 4 省市
上調最低工資標準。31 個省市當中，上海、北
京、廣東、天津、江蘇、浙江等地月最低工資

標準超過人民幣 2,000 元。大陸的最低工資標
準，是指勞工在法定工作時間或依法簽訂的勞

動合同約定的工作時間內，提供正常勞動的前

提下，用人單位依法應支付的最低勞動報酬。

省、自治區、直轄市範圍內的不同行政區域， 
可以有不同的最低工資標準。

今年以來，明確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地區

至少有上海、北京、重慶、陝西等 4省市。目
前，上海、廣東、北京、天津、江蘇、浙江等

6省市的月最低工資標準，均超過人民幣 2,000
元，上海以每月 2,48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居首。

北京的小時最低工資標準依舊為全大陸最

高，為人民幣 24元；上海次之，為 22元；天
津位居第三，達到 20.8元；廣東為 20.3元，
位居第四。上海自 2010年以來，已經連續 9
年提升最低工資標準。

第 1季人均消費　上海 1.16萬人民幣居首
據聯合報 5月 9日報導，大陸國家統計局

公布的 31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顯示，上海、
北京、浙江為第 1季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前 
3名。其中，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人民
幣 1.87萬元（約新台幣 8.5萬元）、消費支出
人民幣 1.16萬元（約新台幣 5.3萬元），居各
省收入、支出排行榜之首。可見，上海人掙得

最多，花錢也不遜色。

中國經濟網報導，上海市統計局表示，

經濟增長和就業情況穩定為居民工資性收入

的增長帶來積極保障。今年首季職工年終獎

和大筆獎金發放情況良好。數據顯示，首季

共有 7個省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人民
幣 1 萬元大關，包括上海、北京、浙江、江
蘇、天津、廣東、福建。

從全大陸範圍來看，今年第 1 季，全大陸

地區 2019年第 1年度
上海市 18,704
北京市 17,069
浙江省 15,505
江蘇省 13,391
天津市 11,855
廣東省 10,814
福建省 10,242
山東省 8,818
遼寧省 8,614
重慶市 8,368

內蒙古自治區 8,309
湖北省 7,965
湖南省 7,552
安徽省 7,479
海南省 7,105
吉林省 6,813
四川省 6,752

單位 :人民幣中國大陸各省市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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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張影強表

示，目前電信運營商的 5G 投資重點集中在經
濟發達、人口密集的區域，第一梯隊包括京津

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川渝地區，第二

梯隊則包括鄭州、合肥、武漢、南昌等人口密

集的城市。

在地方基礎建設方面。浙江省日前發布「關

於加快推進 5G 產業發展的實施意見」，明確到 
2020 年，建成 5G 基地台 3 萬個；到 2022 年，
建成 5G 基地台 8 萬個，實現縣城及重點鄉鎮以
上 5G 訊號全覆蓋。而上海市經信委指出，今年
上海將建設超過一萬個 5G 基地台； 到 2021 年，
累計建設 3 萬個 5G 基地台，實現 5G 網路在全
市深度覆蓋，成為 5G 建設先行區。
據了解，截至四月底，至少已有 4 個省市

打通 5G 電話，和君諮詢研究團隊認為，中央
和地方都在不遺餘力推動 5G 發展，5G 正由政
策面落實到具體操作層面，5G 電話的撥通，更
顯示出大陸 5G 商用正在迅速發展。

另一方面，業界認為，5G 商用前景寬廣、
潛力巨大，將成為經濟轉型升級與增長的新引

擎。大陸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與經濟研究

所監管研究部主任張春飛表示，預計 2020 到 
2025 年間，國家 5G 商用直接帶動的經濟總
產出達 10.6 兆元，直接創造的經濟增加值達 
3.3 兆元。
而摩根大通董事總經理、亞太地區副主席

李晶預估，電信基礎建設特別是 5G 將在未來
十年間明顯帶動大陸經濟增長，到 2030 年大
陸約 6%的 GDP 將由 5G 產業直接貢獻，在所
有網路建設中，5G 會是未來 5 到 10 年內最重
要的發展方向。

陸新進網路手機 70％支援北斗定位
據旺報 5月 24日報導，今年第 1季大陸市

場申請進網、具定位功能的 116款手機，支援北
斗衛星導航系統定位達 82款、占七成。北斗系
統的基礎產品、應用終端、應用系統及營運服務，

目前已構成完整產業鏈；2020年中國大陸衛星
導航產業規模可望突破 4,000億元（人民幣，下

同），當中來自北斗系統的貢獻將逾 3,000億元。
22日於北京舉辦的第 10屆中國衛星導航

年會，中國衛星導航系統管理辦公室主任冉承

其發表「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建設與發展」專題

報告，指出 2018年大陸國內衛星導航產業產
值已超過 3,000億元，「預計至 2020年，大
陸衛星導航產業的規模將超過 4,000億元，北
斗衛星導航系統將拉動超過 3,000億元規模的
市場份額。」

以北斗基礎產品為例，冉承其認為，目前大

陸國產北斗晶片、模組等關鍵技術全面突破，性

能指標均足以與國際同類產品看齊。「國內外主

流晶片廠商均推出相容北斗系統的通導一體化晶

片。2019年第 1季度，在大陸市場申請進網的手
機有 116款具有定位功能，其中支援北斗定位的
有 82款，北斗定位支援率達到 70%。」
冉承其指出，支援北斗系統的手錶、手環

等智慧穿戴設備，以及學生卡、老年卡等特殊

關愛產品不斷出現，打進大眾消費、共用經濟

及民生領域。除此之外，北斗系統現已廣泛應

用於交通運輸、公共安全、農林漁業、水文監

測、氣象預報、通信時統、電力調度、救災減

災等領域，融入國家核心基礎設施。

至今年 4 月為止，大陸國內超過 620 萬輛
營運車輛、3 萬輛郵政與快遞車輛，36 個城市
內約 8 萬輛公車、3,200 餘座內河導航設施， 
以及 2,900 餘座海上導航設施均已應用北斗系
統，建成全球最大的營運車輛動態監管系統，

有效提升管理效率與道路運輸安全水平。

冉承其表示，大陸國產北斗導航型晶片模

組累計銷量已突破 8,000 萬片，高精度板卡、
天線銷量已分占大陸 30%、90%的市場銷售
量， 並輸出至全球 100餘國與地區。
包括印尼土地確權、科威特建築施工、烏

干達國土測試、緬甸精準農業、馬爾地夫海上

打樁、泰國倉儲物流、巴基斯坦機場授時，以

及俄羅斯電力巡檢等多國的不同領域，均可見

到北斗系統提供跨國服務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