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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資源部：年內解決一批重大疑難積壓涉台土地案件 

據大陸中國評論新聞7月7日報導，大陸國土資源部和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7月7日在海南召開涉台土

地投訴調處工作協調會，要求相關省市要力爭在今年內解決一批重大、疑難、積壓涉台土地案件，切實保

護台灣人民合法用地權益。 
大陸國土部副部長張少農表示，切實加強涉台土地問題投訴調處工作，依法維護台商企業的合法用地

權益，各地國土資源主管部門要進一步鞏固涉台土地投訴調處工作取得的成效，從建立長效協調工作機

制、著力解決重大涉台土地投訴案件和限期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加大對台商的土地管理法律法規的宣傳引

導力度等方面入手，做好涉台土地投訴調處工作。 
大陸國台辦常務副主任鄭立中表示，當前兩岸關係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台胞權益保障工作穩中有

進，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局面基本形成。在各級國土資源部門和台辦的高度重視與積極推動下，一批土地

案件得到解決，台商依法使用土地權益受到保護，涉台土地調處工作總體形勢良好。鄭立中強調要力爭在

今年內解決一批重大、疑難、積壓涉台土地案件，減少案件存量，控制案件增量。 
該會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堅持「屬地管理、分級負責」和「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深入開展涉台

土地案件專項治理工作，加強對涉台土地投訴案件的分類研究，綜合施策，提高案件辦結率，從源頭減少

涉台土地投訴案件。會議提出，一些久拖未決的難點問題，必要時可由國土資源主管部門和國台辦聯合督

辦。 

 

 上半年外貿出超1.7兆美元 
據大陸政府網7月10日報導，依大陸海關統計，1至6月大陸進出口總值17,036.7億美元，比2010年同

期（下同）增長25.8%。其中出口8,743億美元，增長24%；進口8,293.7億美元，增長27.6%。累計順差

449.3億美元，下降18.2%。  
統計顯示，2011年6月份大陸進出口總值為3,016.9億美元，增長18.5%。其中出口1,619.8億美元，增

長17.9%，月度出口規模刷新紀錄；進口1,397.1億美元，增長19.3%。  

2011年上半年大陸一般貿易進出口8,952.9億美元，增長31.7%。其中出口4,186.5億美元，增長

30.4%；進口4,766.4億美元，增長33%，高出同期全大陸進口增速5.4個百分點。一般貿易項下出現貿易

逆差579.9億美元，擴大55.4%。同期，大陸加工貿易進出口6,166.4億美元，增長16.9%。其中出口3,904.5
億美元，增長17.5%；進口2,261.9億美元，增長15.9%。加工貿易項下貿易順差1,642.6億美元，擴大19.8%。  

與大陸主要貿易夥伴雙邊貿易中，2011年上半年大陸與歐盟雙邊貿易總值2,658.9億美元，增長

21.3%。同期，大陸與美國雙邊貿易總值為2,064.4億美元，增長20.1%；大陸與東盟雙邊貿易總值為1,711.2
億美元，增長25.4%；大陸與日本雙邊貿易總值為1,623.5億美元，增長19%。  

在出口商品中，2011年上半年大陸機電產品出口4,981.6億美元，增長19.5%。其中電器及電子產品

出口2,047.7億美元，增長21.4%；機械設備出口1,632.4億美元，增長15.1%。同期，傳統大宗商品出口平

穩增長，其中服裝出口658.2億美元，增長23.7%；紡織品出口459億美元，增長28.8%；鞋類出口190.1
億美元，增長21.7%。  

在進口商品中，2011年上半年大陸進口鐵礦砂3.3億噸，增長8.1%，進口均價為每噸160.9美元，上

漲42.5%。同期，進口煤7,049萬噸，下降11.8%，進口均價為每噸109.6美元，上漲11.9%；進口大豆2,371
萬噸，下降8.1%，進口均價為每噸576.7美元，上漲30.4%。此外，進口機電產品3,596.3億美元，增長18.9%；

其中進口汽車47.1萬輛，增長21.7%。  

 



6月CPI 6.4% 創3年新高 
據聯合報7月10日報導，大陸6月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年增率達6.4％創3年新高，因為食品及

非食品價格同期增幅各創下3年及9年新高，部分陸資券商預期，大陸中國人民銀行（大陸央行）可能再升

息。  
報導引述路透社及彭博資訊報導，統計局7月9日公布，六月CPI年增率為6.4％，高於經濟學家平均預

估的6.2％；同期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年增率同樣增至7.1％，超過市場一般預期的6.9％。  
從CPI中個別分類物價來看，6月食品價格年增率高達14.4％，是3年來最高紀錄，因為其中豬肉價格

年增率飆升至57％，蛋類價格也攀高23％，合計推升CPI共1.53％。  
同樣令人憂慮的是，食品漲價造成的通膨可能擴散至服務業，因為6月非食品價格年增率達3％，是大

陸2002年起計算這項數據以來的最高年增率。  

 

今年第3次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0.25％ 
據香港經濟日報7月7日報導，大陸人民銀行7月6日宣布，從7月7日起調高存款及貸款基準利率0.25

厘，是2011年來第3次上調利息。  
人民銀行調高各個年期的存、貸基準利率0.25厘，不過活期存款仍維持0.5厘不變，新利率今天生效。

大陸人民銀行在2010年10月啟動加息周期以來，今次已是連續第5次加息，之後分別在2010年12月、2011
年2月及4月加息。亦意味今次加息，打破了利率「兩月一調」的節奏。  

大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指出，人民銀行再加息，有助收窄負利率，顯示目

前從緊的貨幣政策，仍然以抑制通膨作為主要目標，而且2011年來存款準備金每月調高1次，過度依賴提

高準備金、貸款控制等調控工具，不僅政策效果受影響，更可能導致流動性結構性失衡。  
 

工信部：大陸未操縱稀土價格 
據大陸中國新聞評論7月21日報導，針對稀土價格上漲和供應問題，大陸工業和信息化部總工程師朱

宏任於7月21日在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在保護資源和環境的前提下，組織生產方面

會考慮到稀土的合理需求，同時，稀土應用企業也要理性看待和適應稀土價格上漲。  
朱宏任表示，稀土價格的上漲是稀土價值本身的回歸，「過去我們講稀土賣了一個土豆的價格，是說

稀土行業由於亂採亂挖，不考慮環境和資源消耗等因素，使得其價格遠遠偏離應有的價值。現在稀土的價

格回升，有本身合理的方面。」  
其次，稀土價格的上漲還受到世界範圍內資源型產品的普遍上漲的影響。而新材料產業的發展，促進

了稀土的應用，也推動產品價格的提高。  
他表示，受市場調節的影響，目前大陸稀土產品需求很多，很多稀土產品的大陸境內價格仍高於出口

價格。  
朱宏任解釋，由於稀土產業的特殊性，多年來在稀土行業的生產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最近公布「國

務院關於促進稀土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主要目的是為了加強稀土行業的有序運行，更好地保

護資源和保護環境，實現稀土產業的健康發展。 

 

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連續3月下滑 
據大陸政府網7月1日報導，2011年6月大陸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50.9%，低於上月1.1個百

分點，連續3個月下滑。該指數為2009年3月以來的新低，但仍連續28個月位於臨界點—50%以上的擴張

區間，顯示出大陸製造業總體仍在增長，但增速逐月放緩的跡象。  
生產指數為53.1%，比上月下滑1.8個百分點，為2010年8月以來的最低點，但仍位於臨界點之上，表

明製造業生產量保持增長態勢，但增速連續3個月放緩。從行業情況看，石油加工及煉焦業、非金屬礦物

製品業、金屬製品業、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紡織業等行業生產指數位於臨界點以下，企業生產量明顯減



少；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業、農副食品加工及食品製造業、菸草製品業、飲料製造業、紡織服裝鞋帽製造

及皮毛羽絨製品業等行業生產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大、中型企業生產量保持增長。從地區情況看，受乾旱、

洪澇自然災害等因素影響，中部地區生產指數連續兩個月位於臨界點以下；東、西部地區製造業生產量繼

續增長。  
新訂單指數為50.8%，比上月回落1.3個百分點，降至2009年3月以來的最低點，繼續位於臨界點以上，

表明製造業新訂單數量微幅增長，市場需求繼續放緩。自2011年4月以來，製造業新訂單指數連續回落是

抑制製造業PMI的主要因素。 
調查顯示，7月有23.8%的企業認為來自客戶的訂單與上月相比有所減少。從行業情況看，紡織業、

石油加工及煉焦業、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醫藥製造業等行業新訂單指數位

於臨界點以下，企業新訂單數量與上月相比大幅下滑；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業、農副食品加工及食品製造

業、菸草製品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等行業市場需求旺盛，企業新訂單保持快速增長。

調查顯示，出口訂單指數為50.5%，比上月下降0.6個百分點，並連續3個月下滑，顯示受發達經濟體經濟

復甦放緩影響，當前製造業外部環境不容樂觀。  
從業人員指數為50.2%，比上月下滑0.7個百分點，接近臨界點，表明製造業勞動力需求增幅收窄。從

行業情況看，飲料製造業、專用設備及儀器儀表文化辦公用機械製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業等行業企

業用工量繼續保持增長態勢；紡織業、金屬製品業等行業從業人員指數連續位於臨界點以下，企業用工量

逐月回落。調查顯示，在通膨壓力下，人工成本不斷提高，給企業用工需求帶來一定影響。  
 

公布個人所得稅免徵額3000元及最低稅率3% 
據大陸中國網6月28日報導，大陸第11屆人大常委會第21次會議於2011年6月27日二次審議個人所得

稅法修正案(草案)，將工資薪金所得超額累進稅率中第一級稅率由5%降至3%。  
根據此前大陸人大網公布的社會公眾對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見，網上發表意見中，逾8成均

不贊成維持3,000元免徵額，參加座談會的專家、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劍文提出，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

在稅收收入中所占比重很大，而中國大陸目前只占到6%左右，比例很低，起徵點不能再提高了。 
大陸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劉佐提出，實踐中除法定的減除費用外，「三險一金」(基本養

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住房公積金)已經從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了，按照3,000元的起

徵點計算，再加上“三險一金”的扣除，實際扣除額為3,896元，相當於上海市2010年職工的月平均工資

水準。從全國範圍看，這一標準已經很高。  
 

重點扶持微型企業 
據香港文匯報7月5日報導，面對當前中小企業普遍陷入「錢荒」、「人荒」和「電荒」困境，大陸政

府加快對中小企業相關扶持政策的制定。大陸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和國家統計局於7月4
日公布新的「中小企業劃型標準」，首次增加「微型企業」類型。有關負責人表示，新的劃分有利於增強

政策的針對性和時效性，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今後小企業和微型企業將是政策扶持的重點。  
新標準中的行業涉及84個行業大類，362個行業中類和859個行業小類，分別占大、中和小類的比重

為88.42%、91.41%和94.09%，基本涵蓋國民經濟的主要行業。根據新的劃型標準，中小企業分為三類，

中型、小型和微型，主要參考就業人數、營業額、資產總額指標，在不同的行業使用不同的指標。  
與2003年推出的中小企業劃型標準相比，如工業行業微型企業為從業人員20人以下或年營業收入300

萬元(人民幣，下同)以下，其他行業大多是10人以下為微型企業。按照新標準和第2次全大陸經濟普查數據，

加上有證照的個體工商戶，微型企業從業人員占第2次全大陸經濟普查全部法人企業從業人員的38.7%。  
此前大陸對中小企業的劃分以「234」指標為準，即企業職工人數2,000人以下，銷售額3億元以下，

資產總額4億元以下。這一標準與經濟發達國家相比明顯寬泛，大陸小企業的定義比較接近國際上中小企

業的規定，而大陸的中型企業，在國外都被劃為大型企業。  
報導表示，新標準專門劃分出微型企業後，有利於宏觀分類指導和增加政策的針對性，如中小企業融



資難問題，主要是小企業和微企業融資難，找出問題的關鍵就可以更有針對性地推出解決微型企業融資難

的政策措施。  
中小企業是大陸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目前大陸工商登記的中小企業數量達到1,023萬家，占

企業總數的99.8%。這些中小企業每年為大陸創造約60%的GDP並提供80%以上的城鎮就業。 

 
大陸生奶收購標準全球最差 

據經濟日報7月5日報導，繼廣州乳協理事長王丁棉炮轟大陸乳業標準後，光明乳業總裁郭本恒也打破

沉默指出，大陸的生奶收購標準全球最差。  
大陸羊城晚報報導，被指全球最差的大陸乳業標準，首度遭到乳企炮轟。光明乳業總裁郭本恒3日在

上海「中國經營論壇」上「放炮」，直言大陸生奶標準不僅在「細菌總數」和「蛋白質含量」兩項指標上

全球最差，且對抗生素、亞硝酸鹽等指標「甚至不作要求」。  
2010年以前，大陸的生乳收購標準是每毫升細菌總數不超過50萬個，蛋白質含量最低每百克含2.95

克。去年新修訂的標準，把細菌指標上調為200萬個，蛋白質最低含量下調至2.8克。  
新標準中，蛋白質含量遠低於發達國家3.0克以上的標準；而菌落總數放寬3倍後，是美國、歐盟 (10

萬個)標準的20倍。  

 

上海1/4企業加薪超過15% 
據聯合報7月4日報導，大陸通貨膨脹高漲，各項成本大加，企業加薪已不可避免。根據大陸國資委旗

下從事人力資源服務的央企—中智薪酬，近日公布上海地區企業薪酬調研報告，報告顯示絕大多數企業在

上半年完成一次薪酬調整，加薪幅度平均值為11.6%；有1/4企業加薪幅度超過15%，這一數值遠高於往年

的8%左右，而一些正值成長期的民營企業加薪幅度甚至達到20%至30%。  
據了解，在各個不同行業中，製造型企業加薪幅度最大，加薪平均值為13.3%，非製造型企業為10.6%，

兩者都要高於2010年2至3個百分點。  
張欣分析，今年上半年加薪幅度增大，很大程度上與經濟形勢好轉、企業用工量增加和同時出現的招

聘困難有關。  
調研顯示，2011年第一季度上海企業新招員工比率為12.5%，高於2010年第2、3、4季的新招員工比

率，反映隨著經濟形勢的回暖與擴張，企業用工持續擴張的趨勢，而這也使企業面臨著招聘難和人工成本

增加的雙重壓力。  
由於經濟形勢好轉，招聘市場出現復甦趨勢，增加了招聘難度，不少企業反映，關鍵職位如技術和銷

售類職位的招聘難度尤其大，很難招到合適的員工。  
同時，經濟形勢好轉又導致外部就業機會增多，尤其是中西部城市就業機會增加，加薪能力增強，中

西部城市的製造型企業一線員工的薪資水準，房地產、金融、資訊產業的中高端人才薪資水準和上海等一

線城市的薪資水準差距逐步縮小，而一線城市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導致員工保留難度增加。因此，不少企

業為了留住人才，不得不加大人工成本，加薪幅度高於2010年。  
張欣表示，中智薪酬本次調研結果顯示，企業爭奪畢業生，一定程度提升了畢業生的起薪水準。2011

年上海地區半數企業調高畢業生起薪，畢業生起薪中大專學歷為2,000元（人民幣，以下同），本科學歷

為3,000元，碩士學歷為4,500元，博士學歷為6,500元。  
 



大陸地區疫情資訊 
急性出血性結膜炎疫情 

大陸北京市已進入急性出血性結膜炎（紅眼病）流行季節，今年已報告47例。 

登革熱疫情資訊 

大陸福建省累計已在福州、泉州、三明發現9例登革熱境外移入病例，較去年同期（2例）增加。 

法定傳染病疫情 

大陸6月共通報法定傳染病823,318例，死亡1,522人。甲類傳染病報告霍亂5例，無死亡；乙類傳染

病共通報350,131例，死亡1,422人，發病數居前5位的疾病為病毒性肝炎、肺結核、梅毒、細菌性和阿

米巴性痢疾、猩紅熱，佔乙類病例總數的93%。丙類傳染病通報473,182例，死亡100人，發病數居前3

位的疾病為手足口病、其他感染性腹瀉病和流行性腮腺炎，佔丙類病例總數的96%。 

其中明顯高於去年同期的疾病有： 

1. 猩紅熱報告9,773例，為去年同期（2,397例）4倍。 

2. 急性出血性結膜炎報告3,456例，為去年同期（1,525例）2倍。 

3. 德國麻疹報告13,902例，較去年同期（9,564例）增加45.4%。 

香港地區猩紅熱疫情 

香港7月22日至7月25日新增29例猩紅熱病例，今年累計982例，2例死亡。其中1名2歲女童出現早

期休克症狀，7月22日住院，同日轉送加護病房，目前情況穩定。 

香港地區退伍軍人症疫情 

香港新增1例退伍軍人症，患者為居住於屯門的43歲男性慢性病患，7月17日出現症狀，住院情況

危殆。香港今年累計7例退伍軍人症，2007年至2010年分別有11例、13例、37例、20例。 

香港地區腸病毒疫情 

香港7月17日至7月21日新增4件手足口病群聚，今年累計67件群聚及46例腸病毒71型病例，3例重

症，1例死亡，另有7例其他病毒型併發重症病例。 

香港地區霍亂疫情 

香港7月6日證實今年首例霍亂病例，患者為25歲男性，6月27日發病就醫，情況穩定。香港去年報

告9例霍亂。 

澳門地區腸病毒疫情 

澳門6月報告353例腸病毒感染病例，較5月（220例）及去年同月（123例）增加。6月共有9件

托兒所/兒童機構的手足口病群聚，其中6/2-6/18發生4件EV71型腸病毒群聚（35例）、5月24日至6

月17日有2件Coxsachievirus A群聚（7例）、6月26日至6月30日有1件ECHO群聚（3例）、6月21日

至6月28日有2件其他腸病毒群聚（12例）。 

澳門地區猩紅熱疫情 

澳門今年以來已報告67例猩紅熱，較2009年及2010年全年的29例及16例明顯上升，可能與細菌變

異有關，患者大部分為10歲以下兒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