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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十二五期間大陸新興產業平均年成長24% 

據香港商報4月12日報導，大陸工信部總經濟師周子學4月11日表示，大陸要實現「十二

五」策略性新興產業占GDP的比重達8%的目標，策略性新興產業在2011至2015年間則要實

現24.1%的年均增長速度。  

周子學估算，2010年大陸策略性新興產業占GDP的比重約為4%。其中，新一代資訊技術

產業占約2.5%，高端裝備製造業占約0.5%，生物產業占約0.3%，節能環保產業占約0.3%，

其他產業占約0.4%。  

而為實現2015年占8%、2020年占15%的目標，策略性新興產業在2011至2015年間要實

現24.1%的年均增長速度，2016至2020年要實現21.3%的年均增長速度。其中新一代資訊技

術、節能環保、生物、高端裝備製造產業還將快於此增長速度。  
周子學認為，新一代資訊技術是大陸策略性新興產業的主力。從產業發展基礎看，大陸

的IT產業已經在世界上形成一定的競爭優勢；從市場空間看，新應用不斷湧現，產品升級換代

速度加快，互聯網日益普及，兩化融合持續深化，將給IT產業帶來巨大的成長空間。從產業關

聯角度看，IT產業與節能環保、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製造等其他策略性新

興產業的關係十分密切。  

    日本地震衝擊大陸高端機電業 

 據香港商報4月13日報導，大陸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的一份報告顯示，日本地震對大陸

與日本貿易中以晶片為代表的高技術產品貿易產生衝擊，大陸作為晶片產業的主要進口方，

出現價格明顯波動、短期性供應短缺等不利局面。 



該報告指出，全球約40%的閃存晶片由日本供應，日本地震必然波及晶片產業，對近期

供應鏈產生較大影響。報告指稱，大陸大量電子產品製造企業嚴重依賴日本頂尖技術，例如

晶片、微控制器等核心器件領域主要由日本大型電子企業供貨。此外，由於大陸所需的大量

高端軸承、儀表、電阻器、電容器等汽車零部件均在日本製造，地震帶來的不利因素會對大

陸汽車行業造成衝擊。 

另據香港文匯報4月11日報導，日本大地震及海嘯損毀嚴重，很多工廠因為停電、設施受

損等問題而停產，許多輸往大陸的生產零件停止出口。報導指出，大陸的電子及汽車製造商

將面臨零件嚴重不足問題，其影響將於數周後全面反映。  

報導引述瑞銀報告指出，日本是汽車、手提電腦、蘋果公司iPad、冰櫃、平面電視等產

品零件的主要供應商，占大陸14%進口，預估這些零件停產，對大陸的相關出口同樣會造成

影響。  

不少電子公司已稱受日本地震影響供貨不足，電腦記憶體及半導體晶片3月價格暴漲，電

子設備製造商中興通訊3月表示，預期供貨問題會持續3至6個月。大陸電腦巨擘聯想集團亦表

示，該公司最新平板電腦產品LePad的供貨可能受限制。 

第一季貿易逆差  6年來首見 

據大陸政府網4月10日報導，大陸海關總署於4月10日發布2011年第一季大陸外貿進出

口情況。據大陸海關統計，1至3月，大陸進出口總值8,003億美元，比2010年同期（下同）

增長29.5%。其中出口3,996.4億美元，增長26.5%；進口4,006.6億美元，增長32.6%。 

受大陸經濟保持較快增長、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以及春節長假等因素影響，

2011年第1季大陸累計出現10.2億美元的貿易逆差，而2010年第一季則為順差139.1億美元。 

統計顯示，3月份大陸進出口總值為3,042.6億美元，增長31.4%。其中出口1,522億美元，

增長35.8%；進口1,520.6億美元，再次刷新2011年1月創下的1,443.2億美元的歷史紀錄，增

長27.3%。當月貿易順差1.4億美元。  



第一季進口值創歷史新高，首次超過4,000億美元，比2010年第4季增加5.1%。進口的

強勁增長，產生10.2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這是繼2003年和2004年第1季之後再次出現貿易逆

差。3月份大陸外貿進出口較2月份大幅增長51.4%，其中出口較2月份增長57.3%；進口較2

月份增長46%。 

據統計，前3個月一般貿易進口增長較快。大陸一般貿易進出口4,179.2億美元，增長

34.8%。其中出口1,859.7億美元，增長31.7%；進口2,319.5億美元，增長37.4%，一般貿易

項下出現貿易逆差459.8億美元，擴大66.5%。同期，大陸加工貿易進出口2,919.1億美元，

增長21.4%，其中出口1,845.1億美元，增長21.7%；進口1,074億美元，增長20.9%，加工貿

易項下貿易順差771.1億美元，擴大22.8%。  

在大陸與主要貿易夥伴的雙邊貿易中，第1季與歐盟雙邊貿易總值1,237億美元，增長

22%；同期，與美國雙邊貿易總值為976.5億美元，增長25%；與日本雙邊貿易總值為807.8

億美元，增長27.1%。東協則少於日本14.4億美元位居第4，第1季雙邊貿易總值為793.4億美

元，增長26.1%。  

大陸海關統計顯示，第1季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4,154.2億美元，增長24.9%。其中出口

2,175.4億美元，增長24.6%；進口1,978.8億美元，增長25.2%。 

 對外直接投資累計2,673億美元 

據大陸人民日報海外版4月20日報導，大陸商務部統計顯示，今年第1季大陸境內投資者

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85.1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3.2%。截至3月底，大陸累計非金融類

對外直接投資2,673億美元。 



大陸商務部「國別貿易投資環境報告2011」指出，2010年大陸國際貿易和投資環境不容

樂觀。一是大陸出口產品的貿易救濟調查數量居高不下。去年大陸出口商品共遭受國外66起

「兩反一保」調查，涉案總額71.4億美元。二是美歐等主要貿易夥伴加大使用技術性貿易壁

壘、進口限制等措施的力度，提高商品出口的門檻。三是涉及大陸企業的智慧產權海外糾紛

進一步增多，部分主要貿易夥伴不合理的智慧產權保護措施增強，去年大陸出口產品共遭遇

19起美國337調查。四是部分WTO成員未嚴格按照其承諾開放某些特定領域，並對外資企業

經營活動設置不合理限制。 

IMF：大陸今明兩年GDP增長9.6%和9.5% 

據大陸政府網4月12日報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4月11日表示，今明兩年新興

經濟體將繼續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其中大陸經濟將分別增長9.6%和9.5%。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指出，全球經濟復甦勢頭穩定，預計2011

年世界經濟將增長4.4%，2012年將增長4.5%。該報告預計，新興經濟體大陸經濟今明兩年

將繼續保持強勁增長，增幅將分別達到9.6%和9.5%。  

該報告指稱：大陸經濟增長的動力正在不斷從公共部門需求向私營部門需求轉移。報告

並指出，大陸持續的促進消費的改革以及包括擴大養老金和醫療保障覆蓋範圍等方面的努

力，是再平衡組合的重要組成部分。 

公布「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修訂)」徵求意見稿 

據大陸新華網4月7日報導，大陸國務院法制辦日前公開新修訂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

錄(徵求意見稿」，與此前版本相比，徵求意見稿特別突出對外商進入策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持。  

與《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07修訂)相比，徵求意見稿在鼓勵類增加許多與策略性

新興產業相關的項目。例如，在金屬製品業當中，徵求意見稿增加航空、航太、汽車、摩托

輕量化及環保型材料研發與製造；在專用設備製造業當中，增加汽車動力電池專用生產設備

的設計與製造；在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中，增加新能源汽車關鍵零部件；在電氣機械及器材



製造業中，增加高技術綠色電池製造；在通訊設備製造業中，增加基於PIv6的下一代互聯網

系統設備、終端設備、監測設備、軟體、晶片開發及製造；在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及供應

業中，增加再生水廠建設、運營，以及機動車充電站、電池更換站建設、運營。  
報導指出，除鼓勵外商投資策略性新興產業以外，現代服務業也是大陸政府鼓勵外商投

資的領域。在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創業投資企業和知識產權服務被納入了鼓勵類的範圍。  

值得注意的是，在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中，2007版目錄中被列入鼓勵類的“汽車整車製

造（外資比例不高於50%）及汽車研發機構建設”，不再出現在徵求意見稿的鼓勵類當中。 

甘肅爆發亞硝酸鹽毒奶事件  

據今日新聞網4月10日報導，甘肅省平涼市有39人飲用散裝鮮奶中毒，導致3名2歲以下

嬰兒死亡。對此，大陸甘肅省公安局崆峒分局副局長朱樂民表示，在檢測中毒者的嘔吐物和

殘留的牛奶樣本後，確定是亞硝酸鹽引起中毒。 

甘肅省平涼市崆峒區的醫院4月6日陸續接獲嬰兒疑似中毒事件，且7日上午平涼市第二

醫院報告就出現首宗疑似中毒死亡病例，在大約1小時後，平涼市醫院又報告2宗疑似中毒死

亡病例。 

當時醫院根據中毒患者臨床表現，初步診斷「疑似」為亞硝酸鹽中毒。大陸新華社4月9

日報導指出，平涼市和崆峒區兩級公安部門將患者嘔吐物和殘存牛奶樣品進行檢測，顯示中

含有「高濃度」的亞硝酸鹽。  

報導表示已有15名中毒者病情已經趨於好轉並出院，但還有1例重症患者還在觀察中。平

涼市人民醫院兒科主任楊亞萍指出，亞硝酸鹽就是通常所說的工業用鹽，會影響中毒患者血

紅蛋白的攜氧能力，導致患者組織缺氧，嚴重甚至可能死亡。 

禁止日本福島12都縣食品進口 

據香港文匯報4月10日報導，由於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輻射污染擴散，大陸國家

質檢總局於4月8日發布公告，自4月8日起擴大禁止從日本進口食品農產品的品種和產地範

圍，禁止從日本12個都縣進口食品、食用農產品及飼料。  



大陸質檢總局要求，自4月8日起，禁止從日本福島縣、群馬縣、櫪木縣、茨城縣、宮城

縣、山形縣、新潟縣、長野縣、山梨縣、埼玉縣、東京都、千葉縣等12個都縣進口食品、食

用農產品及飼料。  
大陸國家質檢總局要求各地檢驗、檢疫機構要在報檢時提供日本政府出具的放射性物質

檢測合格的證明、原產地證明。各地檢驗檢疫機構要對進口的食品、食用農產品及飼料進行

放射性物質檢測，合格後方可進口；不合格的，要按規定予以公佈。進口日本其他地區生產

的食品、食用農產品及飼料，在報檢時提供日本政府出具的放射性物質檢測合格的證明、原

產地證明。  
此外，質檢總局亦要求各地檢驗檢疫機構要按規定對所有日本輸入大陸食品的境外出口

商或代理商實施備案管理。日本食品的進口商應按照要求建立進口和銷售記錄制度，如實記

錄日本輸大陸食品的名稱、規格、數量、生產日期、生產或者進口批號、保質期、出口商或

購貨者名稱及聯繫方式、交貨日期等內容。  
大陸質檢總局對從日本進口的水產品亦需要先辦理檢疫審批手續。在「進境動植物檢疫

許可證申請表」中註明如下資訊：在「產地」欄中註明水產品原料養殖地區所在縣名稱或捕

撈區域及其聯合國糧農組織漁區編號。在「運輸路線」欄中註明加工廠位址及產品運輸路線，

日本境內運輸的，須注明途經縣名；經海運的，須註明啟運港口。  
報導指出日本福島發生核洩漏事故以來，對食品、農產品質量安全的影響範圍不斷擴

大、影響程度不斷加重。世界上眾多國家和地區也不斷加強防範措施，多個國家對進口日本

食品築起「防火牆」。據了解，目前至少已有25個國家和地區對進口日本農產品和加工食品

採取了限制。大陸國家質檢總局指稱，擴大禁止從日本進口食品農產品的品種和產地範圍，

是為了確保日本輸大陸食品、農產品的質量安全。 

質檢總局：45%乳品企業不合格 

據香港商報4月3日報導，大陸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新聞發言人李元平於4月2日表

示，全大陸1,176家乳製品企業中，只有643家通過「生產許可重新審核」。107家企業須停

產整改，426家未通過審核，亦須停止生產乳製品。也就是說，有533家乳品企業沒通過重新

審核，通過率不到55%。 

對此，李元平表示，各地質量技術監督部門正在依法註銷未通過審核企業的乳製品生產

許可證，未通過審核和停產整改的企業一律停止生產乳製品。 



上調大陸內陸航線燃油附加費 

據大陸中國網4月8日報導，大陸航油出廠價再度上調，多家大陸境內航空公司紛紛宣佈

上調航線燃油附加費，這是繼2月份調整之後的今年2度上調。 

報導指出，航空公司下發的最新調整標準顯示，800公里（含）以下航線，調整幅度均

從原來的50元(人民幣，下同)調整為60元；800公里以上航線，燃油附加由原來的90元調整

為110元。  

據瞭解，春秋航空公司成為本次首家調整燃油附加費的航空公司，從4月7日即開始實行

徵收新標準燃油附加費。隨後，大陸境內各航空公司，包括國航、川航、西部航空等航空公

司也陸續緊急下發調整燃油附加費通知，宣佈自4月8日(含)起進行調整。新標準顯示， 800

公里(含)以下航線每位旅客收取燃油附加費由50元調整至60元，上漲20%；800公里以上航

線每位旅客收取燃油附加費由90元上調至110元，上漲22.2%。 

酒駕、室內吸菸  5月1日起開罰 

據聯合報4月30日報導，大陸5月1日起，將針對吸菸、酒駕等行為進行更嚴格的規範。

未來癮君子將無法在室內吞雲吐霧，另外酒後駕車也將面臨更嚴厲的處罰。  

新華網報導，根據大陸衛生部新修訂的「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實施細則」，5月1日起，

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止吸菸，飯館、餐廳不得再設置吸菸區。此外，包含飯店、公園、酒吧

等28個公共場所內，經營者也應該主動設置禁菸標誌，街頭常常看到的香菸自動販賣機，也

將全部移除。 

至於酒後駕車部分，新修訂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也規定酒後駕車，駕駛人將被吊扣6

個月駕照，並處1千元以上、2千元人民幣（下同）以下罰鍰。若是酒醉駕車，駕駛人將被拘

留至酒醒，並吊銷駕照，追究刑事責任；5年內不得再考駕照。若是酒後駕駛營運車輛者，



處15日拘留，5千元罰款，吊銷駕照，5年內不得考照；若是酒醉駕駛營運車輛者，除吊銷駕

照，追究刑事責任；10年內不得考照，重新取得駕照後，也不得再駕駛營運車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