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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GDP增長10.3％  
據大陸中評社1月20日報導，大陸國家統計局20日發布初步測算2010年大陸國內生產總值（GDP）為

397,983億元人民幣，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0.3％，增速比上年加快1.1個百分點。 
大陸新華社報導指出，分季度看，2010年1季度大陸經濟同比增長11.9％，2季度增長10.3％，3季度增

長9.6％，4季度增長9.8％。分產業看，第一產業增加值為40,497億元，增長4.3％；第二產業增加值

186,481億元，增長12.2％；第三產業增加值171,005億元，增長9.5％。 
農業生產穩定增長，工業生產平穩增長。2010年全大陸糧食總產量達到54,641萬噸，比上年增長2.9

％，連續7年增產；全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5.7％，增速比上年加快4.7個百分點。 

2010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為278,140億元，比上年增長23.8％，增速比上年回落6.2個百分點，扣除

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9.5％；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54,554億元，比上年增長18.4％，扣除價格因素實際

增長14.8％；全年進出口總額29,728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4.7％，其中出口增長31.3％。  
另據經濟日報1月10日報導，大陸2010年12月貿易順差降至130.8億美元，是8個月來最低紀錄且遠低

於預期。大陸同期進口與出口雙雙創下歷來最高金額，且單月貿易總額首次突破2,900億美元，外資認為這

顯示中共官方平衡貿易發展的政策開始見效，因為進口與出口均呈現一定的成長力度，且內需經濟的復甦

無虞。  
報導引述路透與彭博資訊報導，大陸海關總署1月10日公布，大陸12月進口金額為1,411億美元，年增

率25.6%，小幅超越經濟學家預期的24.9%；同期出口金額為1,542億美元，年增率為17.9%，低於外界一

般預期的23.3%。  
道瓊社報導指稱，瑞銀證券大陸經濟研究主管汪濤認為，2010年大陸貿易順差得以降低，幾乎完全是

因為進口物價增高，而2011年不會再有這個幸運因素加持。 

商務部：發布2010年商務工作運行情況 
據大陸政府新聞網1月18日報導，大陸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表示，2010年全大陸累計吸收外資

1,057.4億美元，比同期增長17.4%。  
報導表示，關於大陸境內市場運行方面，2010年大陸消費品市場保持平穩增長，據大陸商務部監測，

2010年12月全大陸3,000家重點零售企業實現銷售額較2010年同期增長19%，增速比11月加快0.4個百分

點。1至12月份，全大陸3,000家重點零售企業銷售額比同期增長18.1%，比2009年同期提高10.6個百分

點。 
報導指出，有關落實大陸國務院《關於搞活流通擴大消費的意見》（國辦發[134]號），按7方面20條

具體政策細化工作，工作取得明顯成效，主要表現在4個方面：  
一是居民消費不斷擴大。2010年全大陸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快速增長，全年將突破15萬億元(人民幣，

下同)，預計比同期增長18%以上。家電以舊換新、汽車和家電下鄉等優惠政策讓居民得到實惠，促進了消

費升級換代。截至2010年底，家電以舊換新累計銷售3,322萬台，銷售額1,211億元；家電下鄉1.14億台，

銷售額2,418億元；汽車以舊換新共淘汰老舊汽車、黃標車47.4萬輛，帶動新車消費518億元；全大陸汽車

摩托車下鄉共補貼車輛1,792萬輛，帶動消費突破2,600億元。  
二是農村現代流通網絡初步形成。截至2010年底，全大陸累計建設或改造連鎖農村超市52萬個，覆蓋



80%鄉鎮和65%的行政村；建設和改造了2,667個配送中心；累計支持740家農產品批發市場和農貿市場，

覆蓋56%的地級市；支持2,000多家零售企業與1.1萬家農民專業合作社開展「農超對接」。  
三是大陸市場秩序進一步規範。按照大陸國務院要求，商務部正開展全大陸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製售

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整理出80宗重點督辦案件，加大執法打擊力度，專項行動已初見成效。 
四是市場調控能力大大增強。城鄉市場訊息系統基本覆蓋反映市場供求變化的相關訊息；應急商品數

據庫重點聯係企業超過1,600家，涉及58個商品品種；市場監測和調控能力不斷增強，對抗災救災、抑制通

貨膨脹、保障市場平穩運行發揮了積極作用。 
累計至2010年11月底零關稅進口台灣農產品4,332萬美元 

據大陸政府新聞網2010年12月30日，據大陸海關總署表示，2010年1至11月進口台灣地區農產品零關

稅優惠措施項下貨物1.2萬噸，貨值1,641.6萬美元，關稅優惠1,887.2萬元人民幣，比同期分別增長了

33.9%、70.7%和79.5%。 
前11個月受惠進口的番荔枝、凍鯖魚、柚和鳳梨，數量均超千噸。2005年大陸對原產於台灣的部分進

口鮮水果實施零關稅以來, 截至2010年11月底，已有4,332萬美元台灣農產品零關稅進口，稅款優惠5,347萬

美元。  
報導指出，為縮短台灣農產品通關時間，大陸海關開闢專門視窗，提供優先接單、專人核單、專人計

稅、專人放行服務，在7天工作制的基礎上，實行「24小時預約通關」，確保「時時可通」。大陸海關採取

非侵入式查驗，海關工作人員對需冷藏或有特殊運輸要求的貨物，根據進口商的申請，提供「上門查驗」

服務。此外，廈門海關還指定了台灣農產品進口聯絡員，當企業通關遇到問題時，聯絡員將統一受理、協

調、跟蹤、督辦，儘快予以解決；對政策法規有疑問時，則可通過該關開通的台灣水果「諮詢熱線」，獲

得解答。  
報導指稱，自2005年8月1日起，大陸對原產於台灣地區的15種進口鮮水果實施零關稅。自2007年3月

20日起，又增加了對原產於台灣地區的19種進口農產品實施零關稅，而「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實

施後，上述優惠政策仍然有效，繼續執行。  
近500種常用中藥材持續漲價 

據大陸中國經濟網1月3日報導，大陸中藥協會統計資料證實：2010年全大陸市場537種中藥材中有

84%漲價，漲幅在5%至180%。其中28%漲幅超過51%；有6%逾181%，2%超過300%。冬蟲夏草、水

蛭、松貝母、青貝、阿膠、西洋參、太子參、三七、牛黃等位列上升榜首。中藥材持續漲價明顯增加了醫

院中藥製劑的成本和消費者的負擔，也給中藥企業帶來成本壓力。  
大陸中藥協會中藥材資訊中心副主任賈海彬對漲價原因表示：由於有許多中草藥品種都依賴人工種

植，糧食價格提高後，藥農改種糧食作物，減少了白芷、黃芪等生長期長、成本高的中藥材種植面積，導

致產量減少，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此外社會需求量急劇增加，市場價格急速變化，物價整體上漲引起鏈

鎖反應也是引發漲價的因素。 
報導引述業內專家指稱，中藥材減產和野生藥材大幅減少是中藥材價格攀高的主要因素。從2000年起

大陸藥材總產量年均遞減20%左右。由於資源過度消耗，而中藥應用日益廣泛，需求迅速增長，缺口越來

越大，中藥材市場必然逐步形成賣方市場。專家同時提醒有關部門，注意炒作中藥材的情況。  
調查發現近7成受訪者對食品安全「沒有安全感」 

據大陸中評社1月2日報導，大陸「求是」主辦的「小康」雜誌和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發布

「2010~2011消費者食品安全信心報告」。該報告內容顯示，近7成人對大陸的食品安全狀況感到「沒有安

全感」，調查數據顯示，對轉基因食品6成人沒安全感。 
大陸華商報報導指出，近年來，食品安全事件不斷發生，阜陽奶粉事件、龍口粉絲摻假事件、瘦肉精

中毒、紅心鹹鴨蛋、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等等，不斷打擊著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信心。  
 因此，2010年12月，大陸「小康」雜誌社中國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聯合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在全

大陸範圍內展開「中國消費者食品安全信心」調查。  
調查顯示，一半（50.9%）受訪者認為需加強治理，基於對目前食品安全形勢的判斷，有近7成人對大



陸的食品安全狀況感到「沒有安全感」。其中，超過半數（52.3%）的受訪者心理狀態是「比較不安」，另

有15.6%的人表示「特別沒有安全感」。  
調查列出蔬菜、水果、水產品、食用植物油、桶裝飲用水等24類食品中，大陸消費者最不放心的食品

種類是膨化及油炸食品。  
在注水肉、轉基因食品、食物過期變質等13類目前民眾非常關注的食品安全問題中，病死牲畜肉等被

選為最令大陸消費者擔心的5大食品安全問題。  
報導指出，本次調查詢問對於食物為什麼不安全的原因，受訪者投票選出企業和生產個人喪失了道德

底線等三大主因，而「政府監管不力」還是每逢提及食品安全問題，民眾都會抱怨的一點。  
商務部：保持加工貿易政策總體穩定 

據澳門日報1月6日報導，大陸商務部副部長蔣耀平於1月5日表示，大陸將在今後一個時期內，保持加

工貿易政策的總體穩定，鼓勵加工貿易逐步向中西部轉移。他表示，大陸正積極研究對加工貿易特定產品

出口轉內銷的專項政策。  
蔣耀平指稱，加工貿易政策的實質是吸引外資，是大陸承接產業轉移的重大舉措，大陸須保持政策的

可預見性，避免大的波動。蔣耀平說，大陸將要公布「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指導意見」，鼓勵加工貿易

向產業鏈高端延伸，鼓勵加工貿易逐步向中西部轉移，鼓勵加工貿易增量向特殊監管區集中，同時注重節

能環保，嚴格控制「兩高一資」。  
蔣耀平指出，大陸的加工貿易順差是大陸貿易順差的主要構成部分。同時，實現加工貿易順差的企業

以外資企業為主，且比重不斷上升，由2000年的64%提升到2009年的84%。  
貿易順差令大陸國際收支不斷改善，外匯儲備成為世界第一，抵禦外部衝擊能力增強，但也加大在人

民幣匯率問題上面臨的風險和應對困難。對大陸與美國貿易順差問題，他指出，這是多國經濟投資關係的

綜合體現，調整人民幣匯率對減少順差的作用十分有限。  
他強調，加工貿易政策仍是現階段大陸的必然選擇。大陸在國際分工中的現有地位，是由經濟發展階

段和發展水準決定的，必須經過相當時間的儲備和積累才能實現從「製造」到「創造」。  
保監會：加大整頓保險代理市場 

據大陸中國網1月6日報導，依據大陸保監會網站訊息顯示，為持續加大保險公司仲介業務違法行為查

處力度，治理保險代理市場混亂狀態，大陸保監會於1月6日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大保險公司仲介業務違法

行為查處力度清理整頓保險代理市場的通知」，決定在2011年上半年，繼續深入開展保險公司仲介業務檢

查工作；2011年下半年，開展保險代理市場清理整頓工作。  
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一、進一步加大保險公司仲介業務違法行為查處力度  
（一）檢查目的  

繼續按照逐步深入、嚴查重處的思路，針對前兩年檢查暴露出的問題，持續深入開展專項檢查，鞏固

擴大查處成效，進一步規範保險仲介市場秩序，強化監管權威，完善保險仲介監管工作機制，提高監管幹

部的能力和水準。  
（二）檢查重點  

繼續針對保險公司與保險仲介機構在業務財務等方面不合法、不真實、不透明的合作關係，重點查處

保險公司利用仲介業務和仲介管道弄虛作假、虛增成本、非法套取資金等突出問題，主要包括：  
1.  將直接業務轉掛保險仲介機構套取資金；  

2.  將直接業務轉掛保險行銷員名下套取資金；  

3.  虛增保險行銷員人頭套取資金；  

4.  通過仲介機構虛開發票及虛增業務管理費方式套取資金；  

5.  串通仲介機構虛假退保、虛假理賠套取資金；  

6.  通過仲介機構向利益關聯單位和個人非法輸送利益；  

7.  將套取資金建立小金庫、私分、貪汙、職務侵佔等；  

8.  利用仲介業務和仲介管道違法違規的其他相關問題。  
（三）檢查對象  



1. 各保監局應按照查深查透和少查重處的要求，原則上選定轄區內1家保險公司省級分支機構作為檢查對

象，並對其所屬相關分支機構開展現場檢查，延伸分支機構家數由各保監局自主決定(至少1家)。 

2. 大陸保監會在各局查處結果基礎上，匯總分析各相關保險公司基層機構違法違規情況，有針對性地對

相關總公司進行檢查和問責。 
商務部發布通知規範網絡購物促銷行為 

據大陸中評社1月7日報導，大陸商務部發布通知規範網絡購物促銷行為。依該通知指出，隨著網絡購

物快速發展，網絡購物企業間競爭日益激烈，打折、秒殺、返券、贈積分、免運費等促銷手段漸趨常態

化，雖活躍市場，刺激消費，但也出現了銷售侵權盜版商品、以次充好、虛假打折、線下服務和線上促銷

承諾不一致、網絡團購缺乏規範等問題。  
該通知要求，各地商務主管部門要引導企業依照「反壟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廣告

法」、「商標法」等法規依法促銷；推動網絡購物企業在促銷活動中，事先向消費者說明促銷商品或者服

務的名稱、種類、品質、價格、運費、配送方式、退換貨方式等主要資訊，採取安全保障措施，確保促銷

行為安全可靠。  
通知強調，要杜絕各種價格欺詐和虛假促銷行為，嚴禁虛構原價打折、使用誤導性標價形式或價格手

段，欺騙、誘導消費者，不得降低促銷商品（包括有獎銷售的獎品、贈品）的售後服務水準，不得以促銷

為由拒絕退換貨或者為消費者退換貨設置障礙，不得以保留最終解釋權為由，損害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通知要求，各地商務部門加強與工商等部門配合協作，嚴厲查處不實宣傳；結合打擊侵犯智慧財產權

和製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與工商、質檢等部門開展聯合督查，加強對智慧財產權保護。  
允許企業出口收入存放境外 

據香港商報1月1日報導，大陸外匯管理局於2010年12月31日發布指稱，將允許大陸境內企業將貿易出

口收入存放境外，報導指出，此決定是在2010年10月1日開始的試點基礎上作出的，該試點計劃的推出不僅

代表大陸的外匯管理有明顯鬆動，而且能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  
按照新規定，符合條件的境內企業可自行確定出口收入存放境外的期限，或將存放境外資金調回境

內，新規定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該局稱，此舉還有助於大陸境內企業進行跨境融資並支援其海外擴

張，此前，大陸出口商必須將外匯收入匯回大陸境內。 
 

大陸地區疫情資訊 
流感疫情 

1. 大陸北京市流感病毒活動增強，以H3N2型為主，1月10日至1月16日報告33例H1N1新型流感，今年累

計51例，其中1例為重症。 

2. 大陸北京市已進入流感季，2010年12月27日至2011年1月2日累計門急診就診人數665,815人，類流感

17,025例，其中季節性H3N2流感占61.54%，H1N1新型流感占23.08%。 

法定傳染病疫情 
大陸2010年12月共通報法定傳染病470,782例，死亡1,680人。無甲類病例；乙類傳染病共通報

294,402例，死亡1,661人，發病數居前5位的疾病為病毒性肝炎、肺結核、梅毒、痢疾和淋病，占乙類病

例總數的94.78%。丙類傳染病通報176,380例，死亡19人，發病數居前3位的疾病為其他感染性腹瀉病、

手足口病和流行性腮腺炎，占丙類病例總數的93.26%。 

H1N1豬流感疫情 
大陸衛生部1月14日通報江蘇省確診1例「歐洲類禽H1N1豬流感」人類病例，患者為宿遷市泗洪縣的



3歲男童，患有腎病綜合症，2010年12月31日出現類流感症狀，2011年1月1日入院治療，1月11日檢測

顯示感染歐洲類禽H1N1豬流感病毒，流行病調查未發現病毒人群傳播跡象，病毒未發生變異和重配。專

家研判分析認為該病毒的致病力和毒力不超過季節性流感，對人群健康危害較小。 

香港地區大腸桿菌疫情 
香港出現今年首例O157：H7大腸桿菌感染病例，患者為居住於屯門的2歲男童，1月2日發病，目前

住院，情況穩定。香港於2009年及2010年各通報2例及6例。 

香港地區諾羅疫情 
香港屯門醫院1個骨科康復女病房自1月8日起先後有10名病人（63歲至87歲）出現腸胃炎症狀，其

中4名病人對諾羅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應，現正接受隔離治療，情況穩定。 

香港地區腦膜炎疫情 
香港確診今年首例腦膜炎病例，患者為1名居住於大陸海南省約1個月大的女嬰，2010年12月28日出

現發燒及痙攣症狀，12月29日住院，診斷為腦膜炎，2011年1月5日至香港住院，情況穩定。香港2008年

至2010年分別有0例、2例、2例腦膜炎雙球菌感染病例 

香港地區流感疫情 
1. 香港1名2歲女童確診A型流感，1月17日出現症狀，1月18日於加護病房住院，疑似併發腦炎，情況危

殆。 

2.  香港1名曾接種流感疫苗的81歲女性疑似出現吉巴氏綜合症（Guillain-Barre syndrome，GBS），患

者本身有其他疾病，2010年12月22日接種流感疫苗，12月29日出現下肢乏力症狀，2011年1月14日

住院，情況穩定。香港每年公立醫院均發現40至60例吉巴氏綜合症個案，在長者及冬季期間出現的比

率較高。香港去年10月、11月及12月分別報告3例、2例及4例吉巴氏綜合症個案。 

澳門地區流感疫情 
澳門1名47歲女性感染H1N1新型流感，患者未曾接種流感疫苗，1月14日出現症狀，1月18日住院，

1月19日轉加護病房。此外，聖瑪沙利羅幼稚園（8名4至5歲學童）及三育中學（4名18至21歲學生）發

生類流感群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