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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12年經濟發展5大任務 
據中央社2011年12月12日報導，大陸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2日起在北京登場，會中討論國際與大

陸經濟情勢，定調2012年經濟重點。 
大陸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規格最高的經濟會議，通常一連舉行3天，任務包括

總結一年來經濟工作成績、因應當前國內經濟情況變化、制定宏觀經濟發展規劃、部署明年經濟工作。報

導指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被認為是大陸過去一年經濟狀況的總結及未來一年宏觀政策指標，具有非常重

要意義。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已提出今年經濟工作12字方針「穩增長、調結構、保民生、促穩定」。  
據聯合報去年12月15日報導，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今年經濟定下「穩中求進」的總基調，採用「積

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雙政策組合保持不變，大陸也將在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前提下，

繼續推動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會議也提出來2012年工作的「五大任務」。  
這「五大任務」分別是：第一，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第二，繼續抓好

「三農」工作，增強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第三，加快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經濟自主協調發展；第四，深

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第五，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 

去年11月出口成長13.8％  創2年新低 
據聯合報2011年12月11日報導，受歐美等主要市場經濟疲弱影響，大陸出口持續失速，去年11月出

口成長率降至13.8％。若摒除去年2月（春節因素），大陸11月出口成長率為2009年12月以來新低。大陸

商務部外貿司長王受文指出，2012年外貿形勢不樂觀。  
大陸海關總署公布最新外貿數據顯示，去年11月大陸進出口總額達3,344億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長17.6

％。其中，出口1,744.6億美元，成長13.8％；進口1,599.4億美元，成長22.1％。當月貿易順差145.2億美

元，減少34.9％。 
去年1至11月，大陸進出口總額3兆3,096.2億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長23.6％。其中，出口1兆7,240.1

億美元，成長21.1％；進口1兆5,856.1億美元，成長26.4％。貿易順差1384億美元，縮減18.2％。  
大陸新華社報導指出，去年以來，受國際經濟復甦乏力、人民幣升值、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響，

大陸外貿出口增長速度明顯回落。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燕生分析指出，全

球經濟不景氣，外需低迷，大陸出口不會有大的上升空間。  
張燕生表示，大陸出口面臨著成本上升壓力和出口市場轉移風險，使得大陸出口傳統競爭力的喪失，

遠遠快於出口新競爭優勢的形成。  
大陸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李雪松則認為，目前大陸過度依賴出口，造成經濟發展

高度依賴國際市場，容易受制於人。一旦國際形勢變化，大陸經濟就會產生較大波動，只有更多地依靠內

需，經濟穩定性才會變得更強。   

去年11月居民消費指數與工業生產價格指數雙雙下降 
據大陸中國網2011年12月9日報導，大陸統計局發佈數據顯示，去年11月居民消費指數（CPI）、工業

生產價格指數（PPI）與上月相比較雙雙下降，下降幅度分別為0.2%和0.7%。  
具體數據為：2011年11月份大陸居民消費價格比2010年同期上漲4.2%。其中，城市上漲4.2%，農村

上漲4.3%；食品價格上漲8.8%，非食品價格上漲2.2%；消費品價格上漲5.0%，服務項目價格上漲2.4%。 
大陸居民消費價格與上月相比下降0.2%。其中，城市下降0.2%，農村下降0.2%；食品價格下降0.8%，

非食品價格上漲0.1%；消費品價格下降0.2%，服務項目價格下降0.3%。1至11月平均，大陸居民消費價

格總水準比2010年同期上漲5.5%。  

2011年11月份，大陸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比2010年同期上漲2.7%，與上月相比下降0.7%。工業生產

者購進價格比同期上漲5.1%，與上月相比下降0.7%。2011年1至11月平均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比同期上



漲6.4%，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比同期上漲9.7%。 

社科院：今年經濟成長率預估降至8.9% 
據經濟日報2011年12月8日報導，大陸社科院12月7日發表「經濟藍皮書」，對2012年大陸經濟走勢

做出預測表示，大陸經濟將繼續回落，預期今年經濟成長率 (GDP)下滑至8.9%；通膨水準可望回落，消

費者物價指數(CPI)降至4.6%。宏觀調控政策應以穩為主，且貨幣政策向中性靠攏。  
該報告同時預測，大陸2011年經濟成長速度將放緩，預計2011年GDP成長率將達9.2%左右，比2010

年下滑 1.2個百分點。  
大陸社科院副院長李揚表示，2012年開始，甚至今後5到10年，全球經濟將低迷，保經濟增長成為全

球共同的課題。預計今後幾年，全球主要國家的經濟政策趨向於寬鬆、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  
報導指出，帶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均有放緩跡象! 唯一好消息是2012年通膨

將逐步下降，大陸社科院指出，糧價和蔬菜價格漲幅都將趨於放慢，從而拉低 CPI漲幅，大陸2011年全年

CPI比2010年上漲5.5%；但2012年物價漲幅趨緩，2012年CPI預計上漲4.6%；貨幣金融政策將繼續溫和
調整，流動性過剩問題有所減輕，對物價增長有所抑制。  

該報告認為，宏觀調控應以穩為主，政策搭配審慎靈活。貨幣政策在執行過程中要慎重，既不要繼續

實施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也不要輕易採取刺激性的貨幣政策。 

開放台灣民眾9省市申設個體工商戶 
據旺報2011年12月29日報導，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楊毅在12月28日例行記者會上宣布，2012年1月1日

起，大陸開放台灣居民在9個省市申請設立個體工商戶，開放行業是餐飲和零售業。他表示，大陸將首批

開放台灣居民在北京、上海、廣東、福建、江蘇、浙江、湖北、四川、重慶等9個省市。  
楊毅表示，開放台灣居民赴大陸設立個體工商戶，將為台灣廣大民眾，尤其是年輕族群，提供創業機

會。歡迎台灣居民赴大陸申請設立，有關部門將認真做好服務，申請的具體登記辦法，將由大陸國家工商

總局另行公布。  
大陸國台辦主任王毅2011年6月宣布，大陸2011年11月1日施行新修訂《個體工商戶條例》，規定台

灣地區居民可在大陸申請登記為個體工商戶。台灣民眾只要憑台灣身分證、台胞證與當地暫住證明，就可

在大陸開店、創立工作室或成為小攤商。  
大陸近幾年先後在福建、廣東、江蘇等部分省市開放台灣民眾登記成個體工商戶。在開放前，只有大

陸公民才能申請。目前福建台商個體戶超過600家。據統計，截至今年上半年，大陸個體工商戶超過3,601
萬戶，從業人員將近7,334萬人。  

大陸國台辦經濟局長徐莽進一步解釋，以前未正式開放台灣民眾個人申請、登記，譬如北京台灣街的

攤位以前只能整批、特許進來，現在就可以個體戶方式登記，優先開放餐飲和零售業，主要是因一般民眾

能來做此者最多。  
徐莽表示台灣擅長、大陸也列為十二五重點規畫的文創產業，因為還沒有辦法明確界定文創產業，所

以還未規畫，但以後會進一步規畫、開放。  
北京台商會長林清發認為，這項政策對台商來說當然有好處，他解釋，以前台灣個體戶沒有辦法在大

陸註冊、登記，開放後，可不用再透過迂迴方式。  
林清發說：「以前小個體都要用大陸人頭，自頭至尾都沒有你的名，很容易發生放假回來，公司就被

人家侵占、老闆被掃地出門的情況，新政策出爐後，現在都不會有這個問題。」  
林清發指出，以前大企業到大陸發展還可透過補充協議或簽約等方式保障，新政策公布後，只要重新

變更原來註冊，就可有保障，「我覺得（這項政策）還不錯，這是符合台商需求。」他也認為，大部分台

灣人來大陸，都是從事前述行業最多，所以大陸國台辦才會優先從此著手。  

大陸與美國貿易摩擦越趨於制度層面 
據大陸中國網2011年12月12日報導，隨著美國大選的臨近，近期大陸與美國貿易爭端再次集聚。大

陸對外經貿大學大陸WTO研究院副院長屠新泉表示，大陸與美國摩擦的焦點正在沿著產品—產業—制度的
路徑逐漸升級。  

美國的指責越來越直指大陸與美國雙方爭端核心，無論是開始大陸的清潔能源，實質性推進匯率法



案，密集調查大陸政府補貼行為以及責難知識產權、出口信貸，還是高調推進TPP，將更多爭端訴諸WTO，
每個行動對大陸的影響都更加深刻。  

美國貿易代表柯克（Ron Kirk）表示，美國已經訴諸世界貿易組織，尋求解決美國與大陸之間的雞肉

貿易爭端。大陸曾在1年前判定享受政府補貼的美國雞肉以極低的價格傾銷到了大陸市場，並因此對原產
於美國的雞肉徵收反傾銷稅。  

而在2011年12月8日，美國商務部決定針對從大陸進口的高壓鋼瓶徵收5%至26%的額外初步關稅，以
保護美國僅存的唯一一家高壓鋼瓶生產商。  

報導引述大陸商務部的統計指出，2011年以來，美國對大陸貿易救濟新立案10宗，其中有5宗發生在

2011年4月，有2宗發生在6月。最新的兩宗案例就是2011年11月8日立案的對大陸太陽能電池（板）的反

傾銷和反補貼調查。而在貿易摩擦最為密集的2009年，美國對大陸貿易救濟立案為12宗。  
報導指出大陸與美國之間的博弈正在走向多元化。匯率、資本、貿易等都成為美國對大陸經濟輪番使

用的「工具」。大陸對外經貿大學中國大陸WTO研究院副院長屠新泉表示，過去大陸與美國貿易摩擦主要
是針對某個產品，是小範圍的摩擦。後來，逐漸發展到產業與產業間的摩擦，近些年，美國對大陸的責難

更多集中於知識產權保護、匯率制度、政府採購、外資企業投資環境等制度層面的問題，這個趨勢已經越

來越明顯。未來衝突會更加激烈，策略性會更強，涉及到更高層面的問題。   

大陸最高法院：民間借貸利率禁超過銀行貸款利率4倍 
據大陸中國廣播網2011年12月7日報導，為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大陸最高人民法院於去年12

月6日向各級人民法院發出《關於依法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通知》，
對案件受理、借貸利息、司法措施等問題做出要求。通知強調，民間借貸利率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

的4倍，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護。  
最高法院有關負責人表示，對於複利問題，出借人不得將利息計入本金謀取高利。當事人僅約定借期

內利率，未約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以借期內的利率主張逾期還款利息的，依法予以支持。當事人既未約定

借期內利率，也未約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參照大陸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基準利率，主張自逾期還款之

日起的利息損失的，依法予以支持。  
該負責人說，調研發現，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往往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高利轉貸、違法發

放貸款等經濟犯罪案件交織在一起。對於與民間借貸相關的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及其他暴力性犯罪，要

依法從嚴懲處，切實維護人民群眾人身財產安全。  
同時，最高法院還要求各級人民法院加大對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調解力度。對於涉及眾多出借人或者

借款人的案件、可能引發工人討薪等群體性事件的案件、出借人與借款人之間情緒嚴重對立的案件等，要

先行調解，重點調解。  

大陸中小企業面臨3大生存難題 
據大陸新華網2011年12月12日報導，大陸人大常委辜勝阻表示，在2011年對15個省（區、市）的300

多家企業進行調研後，發現60%至70%的底層中小企業面臨生存困境。他認為，嚴重生存困境引發中小企
業停產、半停產以及民資脫離實體經濟，成為大陸經濟的潛在風險之一。  

辜勝阻歸納三個方面：前所未有的「融資難」、十分嚴峻的「用工荒」以及來勢兇猛的「高成本」。  
「融資難」主要表現為：得不到貸款、融資貴、融資險、融資亂。辜勝阻稱，90%的中小企業不能從

正規銀行體系獲得貸款；大量中小企業使用民間借貸，利率成本非常高；各路資金紛紛參與高利息貸款業

務導致融資領域亂象。  
「用工荒」過去出現在沿海，而根據辜勝阻的調查，目前大陸內陸的重慶、成都、武漢甚至安徽都出

現「用工荒」，不僅出現「技工荒」，還出現「普工荒」。  
「企業面臨的最大挑戰是高成本」。辜勝阻認為，民間借貸利率非常高、人民幣升值導致出口企業「雪

上加霜」，薪金、租金、土地出讓金、原材料進價、自然環境的代價等因素疊加正推動中小企業進入高成

本時代。 

廣東15%工業企業虧損 
據澳門日報2011年12月13日報導，大陸廣東省統計局公布，2011年首10月廣東3.74萬家工業企業利

潤3,382.34億元（人民幣，下同），增3.7%，增幅比去年1-9月提高0.7%；但仍有5,950家企業虧損，虧損



面達15.9%但逐月縮小。  

2011年首10月工業經濟效益指數達205.7%，指標有升有降。傳統產業盈利保持理想，新興及潛力產

業利潤下降。3大傳統支柱產業實現利潤545.18億元，增26.9%。珠三角及廣東西翼盈利下降，山區及東

翼利潤保持增長。珠三角9城市工業利潤降0.6%，佔全省工業利潤82.1%，拉低全省工業利潤增0.5%。  

1.49萬家私營工業企業利潤增43.4%，超過廣東省工業平均盈利水平。虧損企業1,335家，虧損面9%，

比廣東省15.9%的虧損面低6.9%。工業私營企業利潤增長對廣東省工業利潤增長的貢獻率達132.2%，帶

動利潤增長4.9%。在大陸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盈利下降（-5.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利潤增幅較低

（3%）下，私營企業有力支撐工業企業的盈利水平。 

四川最低工資今年1月1日起漲23% 
據經濟日報2011年12月23日報導，無懼於2012年經濟不確定升高，四川宣布，2012年1月1日起再次

調漲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幅23.4%，最高一級最低工資標準將達人民幣1,050元（約新台幣5,040元）。

四川也成為大陸31個省市第一個確定2012年調升工資的地方。 
四川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宣布，調整後四川各地最低工資標準按發展程度分為4級，分別為每月

人民幣800元、880元、960元、1,050元。  
四川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表示，最低工資標準每2年至少調整1次。四川上次調整時間為2010年8

月，至今已1年多。在調查研究和廣泛徵求意見後，綜合考慮四川近期就業狀況、工資水準、社保水準、
物價指數等因素後，做出此次調整全省最低工資標準的決定。  

四川的最低工資標準包含員工個人繳納的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但不包括加班費以及在高溫、井

下、有害等特殊環境下工作的津貼。  
四川雖身處內陸，但近幾年由於大陸沿海生產成本飆漲，不少台商尤其是電子大廠開始將生產線轉移

到四川，包括富士康、仁寶、緯創等電子代工廠都已經在四川投資設廠。截至去年11月底，四川已有台資

企業1,544家，投資總額70.97億美元。  
此外，四川近幾年還成功引進英特爾、德州儀器、戴爾、聯想、中芯國際、三菱重工等重量級企業進

駐。  
成都台商協會會長高錦樂表示，一些代工大廠因員工需求量大，因此進駐四川後早已將四川的工資水

準大幅拉升。  

他指出，事實上去年下半年成都的平均工資大概就上漲約20%，現在一般電子廠不包括社保的月薪如果沒

有達到人民幣1,600元（約新台幣7,680元），恐怕都不容易找到工人。 

 

 

大陸地區疫情資訊 
法定傳染病疫情 

大陸2011年11月共通報法定傳染病627,414例，死亡1,562人。無甲類傳染病病例。乙類傳染病共通報322,449例，死亡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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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病，佔乙類病例總數的94%。丙類傳染病通

報304,965例，死亡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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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增加趨勢或明顯高於去年同期的疾病為： 

1. 猩紅熱報告8,488例，較2011年10月（4,972例）明顯增加，約為2010年同期（3,217例）2.6倍。今年猩紅熱病例數於6月（9,773



例）達到高峰後逐漸下降，自8月起開始上升，已接近6月高峰期的病例數。 

2. 手足口病報告171,805例，較2011年10月（122,491例）明顯增加，為自該年8月病例數逐漸下降後首度增加。 

3. 流行性腮腺炎報告41,245例，較2011年8月至10月平均報告數（26,020例）明顯增加，為2010年同期（27,343例）1.5倍。 

4. 德國麻疹報告1,646例，為2010年同期（1,079例）1.5倍。 

結核病疫情 

大陸江蘇科技大學2週前發現1名大四學生患肺結核，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共有40多名大四學生感染肺結核，多集中於一個班級，

有症狀者不到10人，目前集中於戴家門的鎮江市第三人民醫院治療。江蘇省的肺結核患病率在100~200/10萬人，約每1,000人就有

1~2人患病，其中學生的比例達4%~5%，江蘇省今年10月肺結核患病人數為3,850人，8人死亡。另外，湖北省武漢市某醫院有一

個專門的大學生結核病病房收治30名患者，其中大部分是在網咖上網時被感染。大陸感染過結核菌的者有5.5億人，約佔人口的

45%，傳染性肺結核患者150萬，患病率122/10萬，每年死於結核病的病人約13萬人，每年新發活動性肺結核患者有145萬，其中

每年傳染性肺結核患者有65萬，結核病抗藥率28%，農村病人約佔80%。 

C型肝炎疫情 

大陸疑似因重複使用針頭注射引起之C型肝炎群聚事件，截至目前共86人確診感染（安徽省丹城鎮23人，河南省永城市63人；

皆無症狀）。 

流感疫情 

大陸2011年第49週整體流感活動稍有上升；全大陸共檢測1,454件檢體，流感陽性率為7.6%，陽性檢體中以B型為主（93.7%），

南北省份流行病毒皆以B型為主；群聚事件8起（5起B型）；無重症和死亡病例報告；共分析22株流感病毒（3株AH3，19株B型），

AH3型有66.7%與疫苗株吻合，B型有63%與疫苗株吻合。 

香港地區禽類禽流感疫情 

香港2011年12月20日宣布於某家禽批發市場發現一隻雞隻屍體，經檢驗證實含有H5N1禽流感病毒，並將禽流感應變級別由

戒備提升至嚴重級別；現正追尋該雞隻屍體來源，暫未能確定是來自本地農場還是入口雞隻。 

香港地區流感疫情 

香港2011年第50週整體流感活躍程度輕微上升，共檢測82件流感病毒檢體，AH3佔74.4%、B型佔17.1%、A未分型佔8.5%；

香港自2011年9月起主要流行病毒株為AH3。 

香港地區德國麻疹疫情 

香港於2011年10月發生一起德國麻疹群聚事件，共12名印尼籍女性，23-42歲，其中3名於10月5日至10月7日間發病就醫後

通報，潛伏期間皆曾共同參加教會活動，經主動問卷調查與血清抗體檢測155名參加者後再確診9名病例，於9月19日至10月7日間

發病，約30%參加者曾接種疫苗。 

澳門地區猩紅熱疫情 

澳門培正中學幼稚園K2D班疑似出現猩紅熱群聚感染，7名學生出現發熱、皮疹、咽喉腫痛等症狀，均已就醫。澳門2011

年猩紅熱病例比2011年前5年平均增多7倍，直至2011年12月止共121例，均無併發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