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第18卷　第8期　中華民國109年8月PROSPECT & EXPLORATION

壹、前言 

今（2020）年 1 月底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湖北省武漢市因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而封城後，
為防止疫情擴散到各省，越來越多城市陸續進入封城或半封城狀態，嚴重

影響到經濟的供給面及需求面。3 月初疫情更蔓延至歐美等消費大國，導
致出口也受到重大打擊，大陸第一季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成長率與去
年同期相比大幅衰退 6.8%，為 1992 年公布 GDP 季度數據以來的最低增
長記錄，其中投資、消費和出口分別萎縮 16.1%、19.0% 和 11.4%（以人
民幣計算）。從三級產業觀察，以農林漁牧為主的第一產業、製造業為主

的第二產業以及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分別衰退 3.2%、9.6% 和 5.2%。隨
著大陸加強疫情控制，以及各地城市逐步解封及復工，3 月之後的各項統
計都顯示，儘管第二季的經濟情勢還是相當嚴峻，但景氣與第一季相比已

有顯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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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上半年 GDP 衰退 1.6%

今年 7 月 16 日大陸國家統計局發布最新的季度資料，第二季 GDP 成
長率由負轉正，和去（2019）年同期相比成長 3.2%，大幅超出外界預估
的平均值 2.5%，和第一季相比增長 11.5%。受到第二季經濟回暖帶動，
上半年 GDP 成長率只下降 1.6%，GDP 總量達人民幣（下同）45 兆 6,614
億元，其中投資、消費和出口的降幅分別縮小到 3.1%、11.4% 和 3.0%
（以人民幣計算）。分產業看，農業受到的影響最小，製造業受到的打擊

最大：第一產業增加值為 2 兆 6,053 億元，增加 0.9%；第二產業增加值為
17 兆 2,759 億元，下降 1.9%；第三產業增加值達 25 兆 7,802 億元，下降
1.6%。檢視今年前兩季的數據可以發現，大陸經濟領先其他國家呈現深 V
型反轉的走勢，投資、消費、出口及製造業經理人採購指數（PMI）等數
據的衰退程度自 3 月之後都逐月縮減。以目前的反彈趨勢來看，未來兩季
的景氣狀況將會優於第二季，全年 GDP應可維持正成長。

參、今年無法達成 GDP 比 2010 年翻倍目標

中共在 18 大報告中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預計
到 2020 年底的 GDP 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都要比 2010 年增加一倍。其
目標的測算依據是以 2010 年不變價格計算，即扣除每年的物價上漲率，
設定 2011 年之後的 10 年間 GDP 及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均成長率為
7.2%。如果要達成此一目標，今年的 GDP 成長率至少要在 5.6% 以上，
這表示下半年的 GDP 增速必須要在 15% 以上，現在看來未來兩季最多只
能恢復到接近過去正常水準的 5%-6%，因此可以斷言今年 GDP 是沒法比
2010 年倍增。即使如此，整體而言大陸已經達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的政策目標：

首先，上半年 GDP 的衰退完全是受到意料之外的「新冠肺炎」疫情
拖累，並非經濟政策不當所造成，尤其是第一季的衰退太嚴重，將會拉低

全年的成長率，因此把 GDP 翻倍的完成期限順延至明年也合乎情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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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以來，大陸就開始設置每年的 GDP 成長目標，但疫情關係導致今
年內外景氣的變數太多，所以在今年 5 月底政協與人大「兩會」的政府工
作報告中並不設定全年 GDP 的具體成長數字。加上 5 月下旬起在長江中
下游地區、淮河流域、西南、華南及東南沿海等地因持續強降水引發嚴重

水災，對當前經濟形勢更是雪上加霜。但與其他國家相比，今年大陸的經

濟表現己經算是不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在 6 月的估計，2020
年全球 GDP 將衰退 3%，在前十大經濟體中只有大陸能達成 1% 的正成
長，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的 GDP 總量將萎縮 10% 以上。如果依最
近公布的第二季經濟數據推估，今年實際的 GDP 增速可能超過 IMF 的估
計而達到 2% 以上。國際信用評等機構惠譽（Fitch）在 7 月底上修了本年
度大陸的 GDP 成長率展望，從原先預估的 1.2% 調升至 2.7%。據 IMF 的
資料顯示，2019 年大陸的人均 GDP 為 10,098 美元，首次突破一萬美元，
可說是經濟改革以來的一個里程碑，雖然尚未進入已開發經濟體行列，但

在 186 個國家中排名 65，僅落後墨西哥 1 名，高於其他 121 國，已接近全
球平均的 11,355 美元水準。不論是以國際的人均 GDP 排名或是以人民生
活溫飽程度來看，總體上大陸已經進入了小康社會。

其次，中共近期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定義有了不一樣的詮釋。

在 4 月 17 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已經把經濟社會發展上的論述調
整為「確保完成決戰決勝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其

後「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不但重複此一表述，並有 8 次提到「脫貧攻
堅」，李克強在「兩會」記者會上特別指出大陸有 6 億民眾的平均月收入
只有 1,000 元左右，表示大陸已將「全面脫貧」取代經濟成長數據，尤其
是把農村人口「全面脫貧」當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指標。習

近平 6 月赴寧夏考察時也重申要「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
堅」。至於如何才是脫貧，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提出了官方的綜合性

「一二三」標準：一是指一個收入，2020 年的年收入約四千元，二是兩
個不愁：不愁吃、不愁穿。三是三個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及住房

安全。至去年底，大陸農村貧困人口只剩下 551 萬人，貧困發生率降到
0.6%。6月 1日出版的《求是》雜誌刊登以習近平署名的文章，指出：「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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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言，中國已經基本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不過目前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也有一些短板，必須加快補上」。主要是要扶助老弱病殘的貧困

人口和深度貧困地區，並改善生態環境、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等。

第三，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水災打擊下，部分在貧困標準線上邊

緣的民眾最有可能因而失業重返貧窮。今年「兩會」雖然沒有制定 GDP
成長目標，但還是設訂了 4 個數據指標以穩定經濟情勢，主要為與民生直
接相關的就業和物價項目，這些指標相較於去年都有一定程度的調低，包

括：（一）城鎮新增就業 900 萬人以上，去年為 1,100 萬人以上；（二）城
鎮調查失業率 6%左右，去年為 5.5%；（三）城鎮登記失業率 5.5%左右，
去年為 4.5%；（四）居民消費價格漲幅 3.5% 左右，去年為約 3%。在上述
各項工作指標中，就業仍居於當前工作目標首位。李克強在 3 月的國務院
常務會議上就說過，「只要今年就業穩住了，經濟增速高一點低一點都沒

什麼了不起」。除了就業以外，其他和民眾生活有關的民生及糧食問題也

是追求小康社會的重點，所以 4 月 17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首次提
出「六保」的概念，即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

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和保基層運轉。此外，物價上漲對貧困者的

傷害最深，尤其是食物支出占其收入比重很大，基本生活都可能有問題，

因此政策上一定要調控住通貨膨脹率。

肆、下半年「全面脫貧」及保就業仍有變數

雖然大陸經濟逐漸擺脫疫情影響，但下半年的景氣仍存在諸多的不

確定因素，即使不考慮 GDP 成長率，但就業始終和經濟復甦脫離不了關
係，失業者也容易因沒收入而返貧，因此要「全面脫貧」及保就業依然充

滿不少挑戰。包括：

首先，目前全球疫情還是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甚至美國疫情已經有點

失控，至 7 月底除確診人數超過 450 萬以外，甚至日增確診病例達 5 萬多
人，美國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而其他三個人口大國如俄羅斯、巴西和

印度合計確診人數也近五百萬人，國際市場的低迷將會減弱大陸出口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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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力道，進一步波及出口型小企業人員的就業機會。6 月新出口訂單 PMI
為 42.6%，比 5 月 35.3% 高出 7.3 個百分點，但小型企業的新出口訂單
PMI 只有 38.2%，僅比 5 月 36.2% 高出 2 個百分點，不但反彈乏力，且
遠低於 50% 的景氣榮枯分界點。而大陸北京、遼寧、新疆等地的確診病
例近期也有回升，全球疫情並沒有因北半球進入夏天而紓緩，入秋以後大

陸會否有第二波疫情高峰也難以保證。除非儘快研發出疫苗，否則許多經

濟活動必然受到嚴格管制，國際以及大陸的景氣何時才會強勁復甦仍是未

知之數。

其次，在疫情衝擊下今年就業市場的壓力特別大，上半年城鎮新增就

業人數只有 564 萬人，僅為年度目標的 63%，遠低於歷年同期記錄。6 月
公布的城鎮調查失業率為 5.7%，比 5 月下降了 0.2 個百分點，也比 2 月疫
情最嚴峻時期的 6.2% 降低不少，但仍然處於相對高水準，真實的失業率
應該遠大於這個數字，特別是 6 月份大學生失業率創下新高，20 至 24 歲
大專學歷以上的調查失業率為 19.3%。今年大陸高校畢業生人數為歷年之
最，達 874 萬人，比去年增加 40 萬人，但經濟卻受到疫情重挫導致新增
工作機會減少，這批在暑假開始進入就業市場的勞動力可能會使下半年的

失業率大增。近年來服務業是提供就業的主力，但目前疫情對服務業的影

響明顯大於製造業，例如航空與旅遊業的營運幾乎停擺，相關的飯店及餐

廳行業景氣仍未回溫。

第三，雖然自今年 1 月以來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由 5.4% 下降至 6
月的 2.5%，但受到洪澇災害造成農業生產受損，6 月 CPI 較 5 月的 2.4%
微升 0.1 個百分點，其中豬肉和鮮蔬價格的上揚推升了 CPI，包括直接衝
擊蔬菜種植、採摘、流通，以及生豬的養殖、出欄、運輸等等，導致短期

內產量供不應求。6 月以來，鮮蔬價格已經出現了超過季節性的上漲，與
5 月相比，6 月漲幅為 2.8%，豬肉價格則上漲 3.6%。上半年 CPI 僅上升
3.8%，但豬肉價格卻暴漲 104.3%，使低收入民眾生活更苦。去年下半年
CPI 基期較高，但若洪災持續，恐怕今年 CPI 無法下降至 3.5% 以下的目
標，對低收入者將更為不利，也會降低今年的實質 GDP成長率。

第四，水災可能延後經濟復甦，災後重建或會排斥原來的投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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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7 月 28 日，洪水災情已導致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等 27 個省區市
共 5,481.1 萬人次受災，4.1 萬間房屋倒塌，36.8 萬間房屋有不同程度的
損壞；農作物受災面積達 5,283.3 千公頃，直接經濟損失高達 1,444.3 億
元。水災造成的財物損失雖然占 GDP 比重很小，也不會直接降低今年的
GDP，但其間接影響仍不能忽視。水災有如疫情一樣衝擊到生產面及消費
面，一方面原有的工廠或基礎設施被破壞，衝擊到災區的企業經營，包括

生產、運輸、銷售等環節，在建的基本建設及房地產等投資在災期必須停

工停產，另一方面災民財富減損後會減少不必要的支出，短期內都會使消

費和投資增速小幅回落，延後下半年經濟的復甦。不過，災區的道路、橋

樑、水利設施等也需要儘快重建，將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形成拉動作用。7
月 13 日，大陸水利部等部門已表示，2020 年及後續將安排建設 150 項重
大水利工程，總預算為 1.29 兆元，估計將直接和間接帶動 6.6 兆元投資，
同時每年平均將增加約 80 萬個就業機會。然而為對抗疫情，大陸今年赤
字率（財政赤字占 GDP 比重）達 3.6% 以上，相比於去年的 2.8% 大幅提
高。在目前地方債務嚴重，以及防範金融風險的考慮下，債務餘額不能再

快速擴大，這樣必然要刪減其他支出。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就提

出：一般性財政支出一定要壓縮，其中非急迫性的非必要支出要大減 50%
以上。因此增加災後重建項目可能會排斥到原有的財政支出，最後重建工

程對 GDP的提升效果仍有待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