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陸經貿消息輯要 

整理／李 文 

人民幣與日圓啟動直接兌換 

據聯合報6月2日報導，日圓對人民幣的直接兌換交易6月1日起在東京與上海外匯市場正式

啟動，東京市場的人民幣首日開盤為1人民幣兌12.33日圓，開啟人民幣與日圓匯兌業務的新頁，

讓人民幣向國際化跨進一大步。  

日本的三大銀行一起加入人民幣與日圓直接兌換交易的業務，三菱東京日聯銀行表示，6月

1日上午9時左右，首日開盤報人民幣兌換12.33日圓，不久出現市場拋出4千萬日圓購買人民幣

的交易。  

參加東京市場交易的各大銀行，分別提示了日圓與人民幣交易的匯率，然後在這個基礎上

進行交易。市場人士說，今後這兩種貨幣間的兌換能夠不通過美元進行，有望降低交易成本，提

高便利性。  

日本財務相安住淳表示，期待市場參與者為市場擴大做出進一步努力，日本政府也將繼續

與大陸方面展開對話與合作。  

大陸中國銀行也以造市者身分、會員銀行身分與瑞穗實業銀行（中國）、三菱東京日聯銀行

（中國）成交當日首筆人民幣對日圓交易。交易首日，人民幣兌日圓則略微貶值，至6月1日收盤，

日圓兌人民幣即期匯率為8.1298元。 

美對大陸反補貼措施  大陸提告WTO 

據經濟日報6月1日報導，美國最近5年對大陸發起近30件「雙反」調查，讓大陸忍無可忍，

近日在瑞士日內瓦正式向WTO提起訴訟，針對美國2007年以來對大陸的22類產品反補貼調查中

的做法，啟動世貿爭端解決程序。  

大陸南方日報報導，根據WTO公開資料顯示，大陸與美國此次訴訟案件涉及油井管、銅版

紙、鋼制輪轂等22類產品，累計涉案金額高達72.86億美元。這22類產品，最早可以追溯到2007

年，最近則是在今年第1季。  

大陸商務部在5月25日把2007年以來，美國大多數針對大陸的反補貼調查，集體打包上訴

到WTO。起訴內容之多是歷來首見。  

根據WTO規則，美方應在10天內答復是否同意磋商；如果答復同意磋商後，應在30天內進

行磋商；60天內應該有結果。如果這3個時間點，不同意磋商、不進行磋商或磋商後沒有結果，

規則都賦予陸方權利，要求WTO設立專家組，審理這個案子。  

大陸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就向WTO發起訴訟一事發表談話指出，美方在對涉案產品的反

補貼調查中，在公用機構、補貼專向性、補貼利益計算、「可獲得事實」的適用以及所謂「認定

大陸出口限制措施構成補貼」等方面存在諸多與世貿規則不符之處，繼續沿用之前已被世貿組織

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否定的錯誤做法。  



 

 

沈丹陽表示，美國的做法是對貿易救濟措施的濫用，損害大陸企業的合法權益。大陸業界

對此強烈不滿。  

大陸商務部條法司司長李成鋼說，反補貼調查，是WTO規則賦予成員國的基本權力。  

但在美國人眼中，一直以來，凡是大陸交易中涉及到「國有」企業，一律認定是和政府有

關，都被納入反補貼調查。  

在這22類產品中，涉案金額最多的是油井管，高達27億美元。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公司

2008年出口超過1億美元，但2009年突然就沒有了出口，而這一切都是由於受到美國對該工業進

行「雙反」調查的影響。 

IMF：下修大陸今年經濟成長至8% 

據聯合晚報6月9日報導，國際貨幣基金表示，預估全球第2大經濟體大陸今年經濟成長率減

緩到8%，但仍有足夠空間推行強而有力的財政刺激措施。  

IMF發表大陸經濟體檢報告，IMF第一副總裁李普頓在北京指出，大陸中期優先目標，應該

是將經濟朝向以消費者需求為導向的成長模式，發展經濟過程更應重視環境生態，而非倚重大量

投資。  

IMF在4月預估今年大陸經濟成長率約8.2%，現在下修到8%。相較於去年9.2%成長率，2012

年是中度成長。  

但IMF認為，大陸仍有空間採行強有力的財政刺激政策，而大陸中國人民銀行(央行)6月7日

宣布下調利率，代表大陸在面對經濟成長率下滑與來自歐洲不利風險情況下，希望以調降利率來

達到總體經濟發展目標。 

中國人民銀行無預警降息0.25 

據聯合報6月8日報導，大陸中國人民銀行（大陸央行）6月7日宣布，調降存貸款利率0.25

百分點（一碼），這是大陸3年來首次降息，以刺激持續下滑的經濟；大陸中國人民銀行同步調

整利率浮動區間，推動金融系統改革。  

大陸中國人民銀行6月7日公告，1年期人民幣貸款利率將從百分之6.56降至百分之6.31，1

年期存款利率從百分之3.5降至百分之3.25；而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則調整為基準利率的1.1

倍，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下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0.8倍，銀行將擁有更大的定價自主權。  

大陸今年經濟成長明顯趨緩，陸續公布的數據表現不佳，也引發各界對經濟發展擔憂，對

貨幣政策調整的預期不斷，但這次降息的時間點，卻有些出乎市場意料。  

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大陸經濟成長放緩已成為全球投資人主要擔憂的問題之一，降息主

要向外界傳達一個清晰的信號，即大陸政府正在採取果斷的措施支持經濟成長。今年以來人行已

調降2次存款準備率，但今天是2008年12月以來首次降息。  

公布延長台胞證簽注至2年等8項措施 

據聯合報6月18日報導，大陸國台辦主任王毅於6月17日在福建海峽論壇上，公布8項對台



 

 

利多政策，包含放寬台生、台灣居民大陸就業條件，進口台灣稻米、促進陸客來台觀光，台胞證

1年簽注延長到2年，新增南寧、無錫與長春3個城市辦理台胞證落地簽，對台資企業再發放人民

幣6,000億元（約為新台幣2.9兆元）貸款。  

大陸公布的這些優惠政策主要有： 

台生及其他台灣居民可與大陸居民同等條件到大陸企業就業。到大陸事業單位就業也將擴

大試點範圍，從原有的福建、江蘇試點上，再新增天津、上海、浙江、湖北四省市作為試點地區。  

為繼續支持台資企業發展，大陸的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以及國家開發銀行將在

未來3到4年內，對在大陸台資企業再提供6,000億人民幣貸款額度。  

增加台胞證落地簽的城市，從原有的28個城市口岸，新增南寧、無錫、長春3個城市。台胞

證簽注期限也由1年延長至2年。同時力推今年大陸居民赴台旅遊人數達到180萬人次。  

王毅表示，兩岸民間交流已經形成多管道、寬領域、全方位的新局面，大陸願意為兩岸民

間交流提供更多便利，打造更多平台，創造更好條件。  

在王毅宣布將開放進口台灣生產的稻米後，大陸國家質檢總局也進一步表示，「符合要求

的台灣稻米可以輸往大陸，同時也啟動台灣方面提出的其他食品、農產品輸往大陸的相關准入程

序。」   

用電量成長放緩 經濟成長恐下滑 

據經濟日報6月8日報導，大陸第一財經日報報導，今年4月全大陸用電量3,899億度，較去

年同期增長3.7%，增幅創下自2011年1月以來16個月新低。由於第2產業製造業用電占全部用電

量7成左右，用電量增速下滑凸顯大陸工業面臨調整，經濟增速顯著放緩。  

今年前4月，大陸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大陸發電量增速一直下滑，從1至2月的9.7%下滑至4月

的0.7%，大陸國家能源局公布的數據也呈現增速下滑態勢。  

大陸中國電力聯合會統計信息部主任薛靜分析，用電量的變化趨勢和工業經濟數據所反映

的情況差不多，特別是鋼鐵、建材等用電量大的行業前4月用電增速都較低，與投資相關的通用

設備製造行業的增速也較低。  

部分市場分析人士認為，4月份用電量近乎零增長，經濟增速顯著放緩。  

但薛靜認為，目前的用電量增速沒有出現2008年的整體負增長狀態，且今年前3個月除重工

業相對增速較低且在部分行業出現負增長外，第三產業用電、生活用電和輕工業用電的增速仍保

持平穩，4月用電增速偏低與用電季節性有關。  

大陸國家統計局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數據顯示，4月份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的同比增

速只有8.4%，通用設備製造業增速僅7.4%，均低於全大陸工業的平均值。 

大陸5月CPI 3% 近2年新低 

據經濟日報6月10日報導，大陸國家統計局6月9日公布5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為

3.0%，是近23個月以來新低點，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也比去年同期下降1.4%，創2009

年12月以來的新低，低通膨將給大陸政府有更大空間放鬆政策，刺激經濟成長。  

5月份起，大陸部分地區大蒜零售價每斤人民幣8元，「蒜你狠」似有捲土重來趨勢；雞蛋



 

 

價格也由每斤3.5元漲至5元，變身「火箭蛋」。但由於蔬菜價格相對下滑，使得5月食品價格漲

幅並未飆揚。  

新華社報導，對於CPI的下降，民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滕泰表示，這數據低於市場預期，主

要原因是食品價格比去年同期、比上月下降，大陸從昨天起也下調油價，預計第3季的CPI會繼

續下降到3%以下，進入「2時代」。  

大陸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范劍平指出，PPI下降幅度加深，反映出大陸龐大生產能

力相對民眾有限消費能力的過剩。他表示，盲目加大投資只會使矛盾進一步加劇。  

大陸民眾對陸食品7成不安心 

據旺報6月1日報導，大陸食品、藥物頻爆安全疑慮，對此，大陸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正

研擬明列「藥品安全黑名單」；另根據上海市食品藥品安全研究中心日前發布的《食品藥品藍皮

書》中一項調查顯示，有超過7成的受訪者對大陸食品安全現狀並不樂觀，並認為生產加工是大陸

食品產業鏈中安全隱患最大的環節。 

上海市食品藥品安全研究中心編寫的《食品藥品安全與監管政策研究報告2012卷》即《食

品藥品藍皮書》，5月30日正式發布。書中涵蓋食品、藥品和醫療器械等3大產業發展和監管狀

況報告，以及由上海市食品藥品安全研究中心會同華東理工大學食品藥品安全監管研究中心進行

的「中國八大城市食品安全公眾認知度調查」。 

該調查涵蓋區域包括：北京、上海、成都、廣州、蘭州、瀋陽、武漢、鄭州等，共回收4,000

份問卷。對於大陸食品安全現狀，45.60%的受訪者認為「不太安全」，27.76%的受訪者認為「很

不安全」。其中，超過7成的公眾認為，生產加工是食品產業鏈中安全隱患最大的環節。 

同時，大陸民眾日常生活中最不放心的食品類別依次為肉及肉製品、乳及乳製品，分別為

50.33%和26.17%，其他為水產及其製品、果蔬、糧食及其製品、蛋及蛋製品。 

根據調查，民眾對政府懲戒食品違法行為力度也存在質疑，選擇「比較弱」和「很弱，亟

待加強」兩項之和達到66.21%。對處理投訴的滿意程度，有51.19%的民眾選擇「非常滿意」、

「滿意」和「基本滿意」，略高於「不滿意」和「非常不滿意」。 

同時，民眾認為監管部門處理投訴時最突出的問題是「推諉」，比例達到36.75%。對於如

何加強食品安全工作，受訪的2,477人建議，應像懲罰酒駕一樣，透過立法手段嚴厲懲治食品造

假者。 

該調查報告並重點匯整大陸近年食品問題重要事件，如三聚氰胺奶粉、雙匯瘦肉精、西瓜

膨大劑、海南豇豆、地溝油等。 

5月進出口總額成長14% 

據經濟日報6月11日報導，大陸海關總署6月10日公布今年前5個月外貿進出口情況。5月份

進出口總額為3,435.8億美元，增長14.1%，刷新去年11月創下的3,341.1億美元的歷史紀錄；進、

出口規模也雙雙創下單月新高，當月出口1,811.4億美元，增長15.3%；進口1,624.4億美元，增

長12.7%。 

但5月份兩岸貿易出現負成長。大陸自台灣進口107.8億美元，較去年5月減少6.1%；對台



 

 

灣出口30.6億美元，減少8.6%。值得注意的是，大陸對南韓出口79.3億美元，進口138.5億美元，

分別較去年同期成長7.8%及1.6%。  

大陸海關統計，今年1至5月大陸進出口總值1兆5,108.9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7.7%，累計貿

易順差為379.1億美元。1至5月出口7,744億美元，增長8.7%；進口7,364.9億美元，增長6.7%。  

受歐債危機影響，今年1至5月大陸與歐盟的雙邊貿易成長受限，大陸與歐盟貿易總額

2,208.2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3%。同期，大陸與美國貿易總額為1,900億美元，增長12%；

與東盟貿易總額1,537.4億美元，增長9.2%。另外，大陸與日貿易額為1,347.1億美元，增長0.4%。  

大陸海關統計指出，大陸進出口還是集中少數省市，廣東、江蘇、上海、北京、浙江、山

東和福建的進出口額合計占大陸進出口總額的80.4%。  

出口商品以機電產品的增長較快。1月至5月，大陸機電產品出口4,478.8億美元，占同期出

口總額的57.8%，較去年同期增長9.9%。同期，服裝出口525.7億美元，增2.5%；紡織品出口380.7

億美元，增1.4%；鞋類出口164.2億美元，增8.5%。  

進口方面，鐵礦石、大豆等大宗商品進口價格明顯下跌，汽車進口增長迅速。今年1至5月，大陸

進 口 汽 車 5 1 萬 輛 ， 較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3 1 . 5 % 。  

10省市工資基準線今年漲14% 

據經濟日報6月20日報導，至6月19日全大陸已有10個省市發布2012年的企業工資指導線。

工資基準線漲幅大多在14%左右，其中新疆、天津基準線漲幅最高，達到16%，上海、北京最低，

分別是12%、11.5%。工資基準線普遍上漲，再次加重台商在大陸的經營成本。  

企業工資指導線是大陸官方根據當年度經濟發展調控目標，為敦促企業工資成長能符合經

濟與社會發展要求，而向企業發布的年度工資增長水準建議。 

企業工資指導線的訂定還會綜合考慮當地年度經濟增長、物價水準、勞動力市場情況，以

及前年企業工資水平等因素進行判斷。企業可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參照其依據的不同指導線，調

整企業年度的工資增長水準。 

據中新網財經頻道統計顯示，在已經發布2012年的企業工資指導線的10個省市中，上線調

幅最高的是河北，為23%，最低的是上海，為16%。10個省份的上線平均調整幅度為19.8%；下

線調幅最高的是天津，為7%，最低的是山西，為4%，其中，寧夏未對下線作出具體規定。除寧

夏外9個省份的下線，平均水準為5.3%。 

北京人力社保局發布2012年企業工資指導線指出，建議在正常生產、效益增長的企業，漲

薪幅度應為11.5%。對於2010年、2011年效益增長較快，2012年預計效益增長依然較快的企業，

工資增長水準不應超過預警線16.5%；效益情況與往年持平或略有下降的企業，可參照下線4.5%

安排員工調薪。  

對於經營虧損、職工工資發放出現困難的企業，經與工會或職工代表協商，工資可以零增

長或負增長，但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不得低於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人民幣1,260元（約新台幣

6,048元）。 

據北京人力社保局相關負責人表示，企業工資指導線只是企業決定工資的參考，雖沒有強制

性，但可作為工資集體協商依據，也可為企業在評估年度調薪幅度時帶來一定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