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資投資意願下滑  大陸 FDI 年增

3.9%

大陸商務部公布2016年前11月實際使用

外資金額（FDI）7,318億（人民幣，下同），年增

3.9%，相較於2015年同期的7.9%，年增率幾乎少

掉一半。從地區來看，美國是大陸最大外資來源，

2016年前11月年增55.4%，但增速明顯下滑，較前

10月下滑24.4個百分點；顯見受到美國總統大選結

果的影響，美國企業投資意願轉趨保守，其次是歐

盟，年增43.9%。從產業來看，以服務業最大宗，

2016年前11月實際使用外資年增8%，增速是整體

的2倍，其中，資訊應用服務業增幅最大，年增高達

123%；製造業方面，醫藥製造業、通用設備製造業

吸收外資能力最強，2016年前11月實際使用外資分

別年增65.3%和16.6%。

兩岸互設分行  中資銀行獲利高 6倍

2010年台灣與大陸簽訂ECFA（兩岸經濟合

作架構協議），並將金融業納入「早收清

單」，啟動雙方金融業相互往來，包括設立分行、

子行與參股等。其中，在設立分行據點方面，目前

有10家台資銀行（不含富邦華一銀行）西進大陸設

置了27家分行，中資銀行僅3家來台設立分行，且各

自都只有1間分行，台資銀行西進的數目遠高於中資

銀行；根據金管會統計，2016年前3季，中資銀在

台分行獲利為新台幣45.5億元，10家台資銀行在大

陸獲利金額只有7.4億元，高達台資銀行在大陸獲利

的6.1倍。至於為何台灣與大陸銀行互設分行營運，

獲利卻如此懸殊，金管會表示，國內銀行多把人民

幣存款轉存到中行台北分行，由於大陸利差較高，

中行台北分行雖然需支付利息給台資銀行，但這些

人民幣資金可以轉存到母國總行或聯行拆借，能穩

定賺取利差收入。

前 11 月陸資來台增 6成

經濟部投審會12月20日公布11月陸資、外

資來台和台商對外投資數據，其中11月核

准的陸資投資件數達11件，投資金額計為1,296萬美

元（約新台幣4.2億元），較2015年同期大增42%，

前11月合計也成長59.64%。經濟部投審會表示，

在陸資來台的部分，因先前核准大陸商瀋陽凱迪以

9,995萬美元（約新台幣32億元），投資台北順捷

科技有限公司等的較大投資案，導致金額較2015年

增加。共計2016年陸資來台前3名產業，分別為批

發及零售業、銀行業，以及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等產

業。此外，在僑外資來台投資方面，也因2016年投

審會核准美商台灣美光併購華亞科、荷蘭商艾司摩

爾（ASML）收購漢微科等大案，投資金額較去年大

增達157.58%，達到106億美元（約新台幣3,400億

元），若以行業類別來看，僑外投資以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33.99%、機械設備製造業29.65%、金融及保

險業10.45%、批發及零售業10.43%、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3.01%等分居前5名。這五大產業，合計

就占了本期僑外資來台投資總額的87.53%。不過，

在台商對大陸和對外投資方面，2016年前11個月的

趨勢則出現明顯消長，2016年1至11月，投審會累

計核准台商對陸投資件數為213件，件數較2015年

同期減少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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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大陸月接單再破百億美元

經濟部統計處12月20日公布2016年11月

外銷訂單統計，11月我對大陸、美國、歐

洲、東協等地區接單皆為正成長，僅對日本衰退。

經濟部統計處長林麗貞表示，11月對日本接單儘管

因貿易商接自日本筆電訂單續減，持續衰退，但因

日本遊戲機訂單增加0.9億美元，整體對日接單減幅

大幅收斂、年減0.4％，預期最晚2017年1月，接單

可恢復正成長。統計處指出，2016年11月我對美接

單129.7億美元，創歷年單月新高，年增10.1％；接

自大陸及香港訂單更是暌違2年，再度突破單月達

百億美元大關，衝上102.5億美元，創歷年單月次

高，年增12％，林麗貞分析，我自大陸接單主要項

目包括電子產品、精密儀器等，其中，精密儀器接

單原衰退2至3成，2016年11月終於盼到正成長，因

面板占我對陸接單比重逾6成，且價格回穩，致我對

陸接單回溫。

蔡英文總統發表年終談話

蔡英文總統12月31日出席「總統府記者聯

誼會暨台灣外籍記者聯誼會歲末茶敘」，

發表年終談話，並向全國人民報告政府在2016年的

施政成果：在經濟方面，攸關產業轉型的「5＋2」

創新計劃已陸續到位；在食安方面，「毒物及化學

物質局組織法」已經完成立法，「化學局」也已正

式成立，讓「食安五環」的計畫逐漸步上軌道；在

社會福利方面，「住宅法」的正式通過，也讓社會

住宅在土地取得、經費來源、人力組織方面，都得

到更有力的支持；在勞動權益上也修改就業服務

法，讓外籍移工的人權更能獲得保障。蔡總統並說

明2017年度4項施政重點方向，包括一、全力提振

台灣的經濟，也是2017年最重要的任務；二、持續

各項重大改革，年金制度則是優先項目；三、在變

動的國際局勢中，能夠應變，並且維持和平穩定的

情勢，也要在變局中找機會，在區域安全及經貿事

務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四、嚴肅面對分歧性的

議題。蔡總統期勉全體國人團結面對挑戰，共同迎

接2017年。

我 12 月出口連 3紅 

創近 4年最大增幅

財政部1月9日公布2016年12月出口257

億美元，年增14%，連3月正成長，創2013年2月

以來最大增幅；進口208.3億美元，年增13.2%，出

入相抵，12月出超48.6億美元，年增7.2億美元。

累計2016年出口2,804億美元，年減1.7%，連2

年衰退；進口2,309.4億美元，年減2.6%，出入相

抵，2016年出超494.6億美元，年增13.4億美元。

財政部統計處處長蔡美娜指出，12月出口數據亮

眼，主要是2016年下半年半導體產業景氣明顯回

溫，加上原油、基本金屬等國際原物料價格持續上

揚，還有2015年基期較低等因素影響，出口已確定

是走向復甦的態勢。

大陸 12 月 PPI 創 5 年最大增幅

大陸國家統計局1月10日公布2016年12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為2.1％，保

持了全年以來的溫和上升態勢，而12月生產者物

價指數（PPI）則是連續第4個月維持正增長，強

勢彈升到5.5％，創下逾5年來最大增幅。統計局

資料顯示，2016年全年大陸CPI漲幅達2％，較

2015年擴大了0.6個百分點，而PPI則呈現一路向

上的走勢，由年初的-5.3％來到年尾的5.5％，統

計全年PPI年增率為-1.4％，降幅較2015年收窄了

3.8個百分點。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繩國慶分

析，受到2015年比較基期較高的影響，2016年12

月的CPI漲幅較前月份下跌0.2個百分點，此外，鮮

菜價格漲幅由上月的15.8％滑落至2.6％，對CPI的

影響減少了0.3個百分點，也是影響CPI年增率下降

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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