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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大陸經濟景氣趨勢

2014年中國大陸GDP成長率下跌至7.3%，這是

大陸近二十年來成長率最低的表現，然而情況似乎

並未好轉，根據統計資料顯示，2015年第三季GDP

成長率是6.9%，這個標準跌破了7％的目標區，數據

資料顯示大陸整體經濟結構已經真正轉入各界所言之

「新常態」。

雖說中共高層領導對於低迷景氣已預作準備，但

相關發展情況顯示，自2010年以來以發展內需市場

帶動經濟成長的經濟策略並未產生作用，開革開放以

來，大陸經濟就是以出口帶動製造規模的型態作為主

要結構，雖然大陸當局多次強調內需市場的重要，但

消費與服務業的規模不足以支撐整體經濟成長需求，

出口經濟衰退、內需市場未興的結果造成大陸經濟表

現掉入泥沼。

統計數據顯示，自2014年大陸經濟進入衰退

後，大陸當局使用了許多短期刺激政策，但是2015

年進出口表現依然不佳，出口數據前三季與去年同

期相比，第1季成長4.5%，第2季則衰退 -2.9%，第

3季衰退 -6.2%；前三季的進口數據與去年同期相

比，第1季衰退 -17.8%，第2季則為-13.8%，第3季

則為-14.5％。

而大陸各項預期指標如：CPI與PPI等等的走勢，

也顯示經濟衰退持續擴大。 國內經濟表現欠佳，自

然會引發外商疑慮，所以我們看到大量資本外流的

現象，根據美國摩根大通銀行在2015年7月的報告顯

示，從2014年開始的連續五季，大陸資本外流數量

已經高達5200億美元，光是2015年第2季，法人便從

大陸市場撤出1420億美元，雖然外流資金只佔大陸

外匯存底的12％， 但作為經濟信心指標的外資流動

有著如此演變，這反應大陸國內外投資者對於總體經

濟的保守預期。

此外，根據人民銀行在2015年第4季所做的「企

業家信心指數」調查顯示，企業家信心指數下跌15

個百分點為46％，這已是2010年以來的新低點，調

查中有高達55.8%的大陸企業家認為中國大陸總體經

濟情況偏冷， 外界輿論甚至已有擔心中國經濟陷入

通貨緊縮麻煩的聲音，倘若真是如此，這將導致大陸

經濟景氣陷入長期低迷的情況。

無獨有偶，大陸企業主的觀點與台商相互呼應，

根據天下雜誌在2014年底所進行之「兩千大CEO景

氣預測大調查」，當時台商看壞2015年大陸投資環

境的比例為64.7％，原因則是「勞動成本升高」。

而在2015年底天下雜誌進行的相同調查中，看壞

2016年大陸投資環境的企業家比例更創新高的上升

到71.3％，導致企業家擔心的因素則是為：大陸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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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對台商營運之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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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緩、產業競爭等問題。 大陸經濟發展的問題不僅

影響了其執政者的政策思考、大陸經濟運行的廠商預

期，同時也會影響到兩岸經貿關係的走向，因而讓各

界高度關切中共當局所可能採取的回應。

貳、「供給側改革」政策內涵

為了避免經濟失溫，大陸當局多管齊下，首先，

中國人民銀行已經放寬貨幣政策，增加信用來加速景

氣循環，雖然放寬貨幣供給的作法雖然有助於消費復

甦，不過貨幣政策仍需一段時間後才能發揮效果，所

以中共官方近期不斷推出新的計畫。其次，為了刺激

出口經濟、解決產能過剩，中國大陸提出了「一帶一

路」的國際投資計畫；最後，針對大陸產能過剩所造

成的經濟失衡，2015年底中共中經濟工作會議提出

了「供給側改革」作為最新的政策指導。

無論是貨幣政策或是財政政策，這都是傳統經濟

學理中刺激經濟的政策工具，大陸財經當局也已多次

演練運用，外人也較能理解其可能之後續影響，但是

如「一帶一路」、「供給側改革」等綜合型政策則需

要進一步解讀，尤其是最近在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中所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其概念重點與內涵則有

必要進一步詮釋。

仔細觀察大陸當局本次揭櫫的「供給側改革」，

首先我們可以發現其是意欲提高「有效供給」，也

就是強化投資的有效性，這個政策型態似乎近似於

1980年代美國經濟學派中的「供給經濟學派」，這

個學派強調刺激生產必須從擴大資本投入、刺激個體

生產誘因入手，而最佳的推動方式便是「減稅」，其

後這個政策被雷根政府接納而成為其主政時期的經濟

路線。

然而，若進一步整理大陸當局對於「供給側改

革」的意圖，則我們發現除了包含美國供給經濟學派

的觀點之外，另外還有針對大陸經濟發展現況所做的

安排，本文以為這個規劃中可分為微觀與宏觀兩個層

面來進行觀察，首先在微觀層面，透過投資變化來提

昇國民所得的作法一直是經濟政策的重要選項，因為

經濟體系間各個生產、消費部門是彼此有所關聯，單

一部門的資本投入將會產生連動效果，但投資乘數與

邊際消費傾向有關邊際消費傾向越高，則投資乘數越

大，其次，「供給側改革」的宏觀政策意涵之中，更

有改革供給面營運效率來帶動成長的企圖，希望能透

過總供給增加來促進GDP成長，但卻仍能維持物價穩

定。

換言之，政策思維是取法「供給經濟學派」，具

體作法在微觀層面以刺激消費來擴大投資乘數、宏觀

層面則透過積極財政政策來促進總供，「供給側改

革」的具體內涵便是「提高投資有效性」，而對照著

中共會議的發言內容，則我們可以歸納出五個重要的

工作重點，主要為「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企

業成本、補短板」等五大任務，相關規劃的背後原因

是因為：產能、庫存過剩的結果就是造成企業負債增

加，企業負債將會造成金融信貸風險，引發社會不

安，為此則需要透過積極政府作為協助企業降低成本

並創造就業機會。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預測2016年大陸當局

「供給側改革」，其將透過擴大財政赤字的作法，強

化經濟政策的積極性，以確保經濟成長率維持在6％

之上。在運用財政政策推動總供給的部份，由於大陸

目前赤字率接近3%，仍有舉債的空間，因而運用赤

字預算的精神推動景氣擴張將成為主要工具，而減稅

的部份則可能以「降低製造業增值稅率」或關鍵產業

的折舊補貼為選項。

在整理供給面的作法則將可能是以「組織重組」

為主、「市場清算」為輔，由於國有企業是大陸經濟

體系供給面的主要生產單位，現階段其營運成果影

響總體經濟「有效供給」甚巨，也因此外界解讀展

望2016年中共將更進一步地推動國有企業的組織改

造。

最後，對於2016年經濟工作的推動佈置中，

要求解決房地產庫存、加快農民工市民化等指示也

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既然政策要求消化房地產庫

存，那麼運用房地產加上城市居民制度改革作為推

動需求的火車頭，以此帶動經濟成長的作法也將再

次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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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台商機遇與挑戰

當前台灣正面臨了全球經濟衰退、區域經貿版塊

重組、國內投資環境惡化等壓力的影響，整體經濟數

據呈現下行的趨勢，從2014年底開始台灣進出口貿

易便開始下滑，2015年1月台灣出口金額為256.1億

美元，但到11月則減少為221.3億美元，出口金額年

衰退17％，較之前的10月減少7.5％，進口總額與去

年相比較則是衰退了14％，這已是連續第10個月的

出口衰退。而從出口類別來看，電子產品出口持續衰

退，農工原料進口也持續減少，進出口同時委縮的局

面讓台商面對未來經濟發展充滿焦慮。 

過往兩岸經貿對台灣經濟成長提供了支撐力量，

大陸市場占台灣出口四成以上，然而當大陸經濟衰退

時，此時對於台灣經濟、台商營運而言，無疑是產生

了極大的壓力。特別是自2010年開始，台商面對大

陸經營環境惡化便已尋思其他替代選項，陸續出現遷

移生產基地、轉進他國生產與轉換經營型態等三個主

要的作法。

首先，由於生產條件、勞動成本等等的改變，原

本許多位於華東、華南一帶的台商，為了維持成本優

勢而必須向華中一帶轉移生產基地；其次，許多台商

由於考量自己在全球供應鏈的位置，擔心深入內陸將

會拉大運輸距離，因而決定選擇新的投資地點如:越

南、馬來西亞等地，新起爐灶；最後，許多製造業台

商鑑於紅色供應鏈的威脅、製造業環境惡化等等的影

響，因而決定轉型至服務業尋找新的投資契機。至於

那些持續堅持既有商業模式的台商們，其則是期望能

透過分潤大陸內需市場的機會，精進生產技術、提昇

產品價值以自我提昇來回應環境改變。

然而上述改變都有相對應的前提需要確立，首先

是全球經濟能夠持續成長，倘若經濟衰退，台商無

論是遷移、轉進都會因為市場需求消失而陷入經營

困境，而轉型策略則是依託於大陸內需市場的消費

變數，但前文討論讓我們瞭解，大陸市場消費尚未

成熟，因此轉型服務業的策略則仍停留在投資布局

的初期階段，多數企業尚未能夠產生營收支持營運

擴張。

所以當前台商的問題是：之前的全球經濟衰退引

發台商經營策略變遷，其後的大陸新常態讓台商轉型

策略失去支持。那麼台商該如何面對大陸市場此一變

數在未來可能產生的影響？

當大陸當局提出了「一帶一路」的政策規劃時，

各界對此充滿期待，然而台商經過幾番瞭解之後則趨

於謹慎的回應，一來是因為此一規劃企圖過於龐大，

可能承擔的風險過高；再者則是目前仍處於初期規劃

階段，業務利基仍不明確，不利於中小企業操作。既

然大陸全球布局的「一帶一路」不能讓台商產生明顯

而立即的利益，那麼策略目標仍然是以大陸內需市場

為主，如此對於最近「供給側改革」政策所創造的機

會則就必須善加掌握與運用。

由於大陸當局將會採取鼓勵兼併的方式來優化供

給效率，那麼這對於台商擴張組織規模與企業版圖提

供了難得的機遇；其次，當大陸在進行產能調整、庫

存消化的作業時，其也提供了市場進入、商品銷售的

新契機，大陸商品與原料對於先進國家廠商、消費者

的吸引力或許有限，然而對於後進國家市場而言卻具

有價格魅力，或許也讓貿易型態的台商能夠在中南半

島、東南亞的市場經營中獲得更好的營運助力；最

後，大陸房地產市場去庫存的作為必然又會再次帶動

新的一波產業效應，房地產部門向後關聯效果十分明

顯，其銷售擴張之後則會帶動家具、建材、裝潢、家

電等產業的需求增加，而這些部門則亦是台商長期經

營的範疇。

大陸經濟景氣與格局正處於一個全面轉型的階

段，這對於台商而言自然也帶來了機遇與挑戰，台灣

經濟隨著兩岸關係的發展而出現了境外投資與國內經

營的兩個台商集群，過往透過兩岸產業內分工、三角

貿易而緊密聯繫，然而當台商自大陸外移、紅色供應

鏈興起，兩岸經貿的分工模式面臨改變的關鍵，面對

此一變局，我們必須要重新發展新的產業分工模式，

針對大陸內需市場的新型態來規劃市場進入策略，借

助其市場開放之政策作為來磨合相關的商業策略，盡

早為台灣經濟、台商營運找到新的機遇。

（本文作者為致理科技大學國貿系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