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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濟 
 

█經濟成長：大陸今（2009）年上半年國內生產毛額（GDP）為13兆9,862

億元人民幣（以下同），較上年同期成長7.1％，其中，第一產業增加

值1兆2,025億元或3.8％；第二產業增加值7兆70億元或6.6％；第三

產業增加值5兆7,767億元或8.3％。由於大陸當局採取寬鬆貨幣政

策，部分新增的貸款有被挪用至炒作股市及房地產，造成大陸股

市及房市飆漲，偏高的股價和房價造成泡沫的隱憂，大陸當局若

放任此現象，恐怕引爆更嚴重的經濟失衡。 

   █物價：今年 1-8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較上年同期下降 1.2％。今

年 CPI回落的趨勢明顯，從 1月份上漲 1％，逐月回落至 8月份下

跌 1.2％，通貨緊縮有擴大的跡象。 

   █固定資產投資：今年 1-8月的固定資產投資為 11兆 2,984億元，

較上年同期成長 33.0％。受到金融海嘯的衝擊，大陸經濟已遭受

到一定程度的衝擊。為此，大陸當局藉由採取寬鬆貨幣政策，促

進投資的增加，此舉在短期內確實可挽救經濟衰退，然而卻也造

成大陸投資過剩的疑慮，並增加銀行不良貸款的風險。 

   █外貿與外資：今年 1-8月外貿總額為 1兆 3,386.5億美元，累積的

貿易順差 1,228.2億美元，比上年同期衰退 19.7％；累計至今年 8

月底止，外商直接投資（FDI）實際投資金額達 9,084.8 億美元。由

於美歐等國經濟呈現衰退，使得大陸的外貿亦受到一定程度的波

及，若國際間經濟復甦的力道不如預期，且大陸內需無法有效成

長，以目前僅由擴大投資來拉?大陸經濟的作法，恐怕無法長期

支撐大陸經濟發展。 

   █匯率：目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仍呈現緩步升值的趨勢；以今年 9

月 30日中間價匯率來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為 6.8271人民幣/美

元，較 2005年 7月 22日升值 17.5％。 

   █由於全球經濟成長衰退，使得以外貿為導向的國家（如大陸及臺灣）紛

紛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由於外需大幅減少，使得大陸當局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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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擴大內需來彌補外需減少的部分。為了帶動大陸內需市場，

大陸當局祭出 4 兆經濟刺激計畫，然而卻造成部分資金流入股市

及房市，造成泡沫化的疑慮，大陸當局有必要採取相關的措施，

引導股市及房市朝向穩健的方向進行，否則一旦泡沫化的現象發

生，恐怕引發大陸經濟的崩潰。 

 

由於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引發國際金融風暴，導致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大陸為

了防止經濟衰退，採取如 4 兆人民幣經濟刺激計畫等許多措施。然而綜觀大陸當

局的各項作為，可以發現大陸當局的思維仍以「重量輕質」為主。正因如此，大

陸各地方政府紛紛以增加投資建設為拉?經濟成長率的主要方式，導致大陸新增

銀行貸款屢創新高。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統計，大陸今年上半年的貸款總計為 7.4

兆人民幣，增速達到去（2008）年上半年的 3倍，也使得大陸面臨銀行不良貸款激增，

以及投資過剩的情況（「中國經濟的宏觀戰略」，摩根史丹利大陸網站，2009.7.29）。 

此外，更有跡象顯示大陸所新增的貸款有被挪用至炒作股市及房地產，造成

大陸股市及房市飆漲，偏高的股價和房價造成泡沫的隱憂。大陸當局若放任此現

象，使得泡沫吹更大之後再破滅，對大陸社會安定的破壞力可能比低經濟成長率

還要大，恐怕引爆更嚴重的經濟失衡（「宏觀調控進退維谷」，經濟日報，2009.8.30）。 

下文謹就近期大陸各項重要經濟指標加以探討： 

 

●總體經濟指標 
一、經濟成長 
◆亞洲銀行及大陸官方預測，樂觀看待今年大陸經濟成長率 

「亞洲開發銀行」今年 3月時預測，今年大陸的 GDP成長率只有 7％。然而

根據亞銀發表的最新報告指出，大陸的經濟表現，今年將可以實現「保 8」的目

標，估計全年大陸 GDP成長率為 8.2％，較之前的預測已經有所調升。此外，亞

銀也預測，大陸明年的經濟成長率，可以達到 8.9％水準。不過，亞銀同時提出

警告說，大陸當局現在實行的財政刺激措施不能太早「退場」，最近大量增加的

銀行借貸，也不能用於「無生產力的用途」（「亞洲上修中國經濟預測，今年將可保 8」，中國時報，

200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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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大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於今（2009）年 9

月初在江蘇連雲港一場金融論壇中預期，明年第 1 季大陸經濟成長率仍可望超過

10％，但隨著人民幣 4 兆元政策刺激的效果日漸消退，第 2 季起經濟成長腳步將

逐步趨緩，而且低於今年同期。巴曙松同時指出，在堅持適度寬鬆貨幣政策基調

之下，大陸存在結構性調整的空間，例如對高負債比率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重

新迅速擴張的國際收支順差、寬鬆貨幣政策何時平穩退出，以及產能過剩的消化

問題等。在寬鬆貨幣政策退場方面，巴曙松認為是個很艱難的選擇（「大陸經濟明年 Q2

趨緩」，經濟日報，2009.9.18）。 

 

表 1  大陸經濟成長率 

單位：％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時間 

1-12月  1-3月  4-6月  7-9月  10-12月  1-3月  4-6月  7-9月  10-12月 1-3月  4-6月  

成長率 11.6 13.0 13.8 13.4 11.8 10.6 10.2 8.9 6.3 6.1 8.1 

 
二、物價與消費 

◆8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跌幅為 1.2％，1-8月物價跌幅為 1.2％。 

大陸今年 1-8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較上年同期下跌 1.2％，其中城市 CPI下

跌 1.3％，農村 CPI 下跌 0.8％。若從居民消費價格分類指數來觀察，今年的? 酒

及用品價格上漲 1.6％，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上漲 1.0％，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上

漲 0.8％，是推升 CPI的主要原因（大陸國家統計局）。 

 

◆8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較上年同期成長 15.4％。1-8月份較上年

同期成長 15.1％ 

大陸今年 1-8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人民幣7兆 8,763.3億元，較上年同期

成長 15.1％。如以區域別分，城市消費品零售總額比上年同期成長 14.6％，縣之

成長率為 16.6％，縣以下之地區成長率為 15.9％，城鄉消費景氣仍存在一定差距，

但差距已逐漸縮減。此外，由於大陸當局為了提振景氣而對農村地區採取「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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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鄉」的措施，使農村地區與城市地區的消費差距亦有縮小的現象。 

若以銷售行業別分，批發零售貿易業零售總額較上年成長 14.9％，餐飲業零

售總額成長 17.8％，其他行業零售總額則成長2.9％（大陸國家統計局）。 

 

◆大陸當局應針對輸入型通貨膨脹及早準備 

大陸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持續走低的物價，最近出現了上漲跡象，特別是豬肉

和雞蛋價格。由於物價明顯上漲，再度迅速吸引了市場的關注目光，也引起大陸

當局以及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尤其大陸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發改委）今年

在官方網站公布要求各地加強價格監管，審慎出臺調價方案，尤其要避免出現集

中提價、提價幅度過大。根據瞭解，這是今年大陸物價水平持續走低後，大陸發

改委首次作出類似表態。其目的在於部署做好今年「十一」、中秋節假日旅遊工作，

嚴厲查處哄?物價等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 

分析人士指出，當前大陸社會總供給略大於總需求的局面，使得實際仍處於

輕度通貨緊縮之中，短期內不會出現通貨膨脹的現象。但經濟恢復增長往往會帶

動物價水平的上升，經濟增長越快，發生通貨膨漲的機率也就越大。所以，根據

國內外宏觀經濟走勢，尤其是針對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大陸當局更應該未雨綢

繆，採取相應措施，釋放通貨膨脹的壓力及預期（「豬肉雞蛋價格重掀漲價潮，加速 CPI觸底轉向」，

鉅亨網，2009.9.2）。 

 

表 2  大陸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成長率 

單位：％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時間 

1-12月  1-12月  1-3月  4-6月  7-9月  10-12月  1-3月  4-6月  7-8月  

成長率 1.4 4.8 8.0 7.8 5.2 2.6 -0.6 -1.6 -1.5 

 

三、工業生產及固定資產投資 
◆8月份工業產值增長 12.3％，1-8月增長 8.1％ 

大陸今年前 8個月工業產值較上年同期成長 8.1％，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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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成長 3.3％、私營企業成長 17.4％、集體企業成長 7.3％、股份合作企業成長 10.2

％、股份制企業成長 10.5％、外商及港澳臺投資成長 2.5％。另外，從輕重工業分

別來看，重工業產值比上年同期成長 8.0％，輕工業產值成長 8.4％（大陸國家統計

局）。 

 

◆前 8個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33.0％ 

大陸今年前 8個月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人民幣 11兆 2,984億元。在中央與

地方建設方面，中央建設項目投資比上年同期增加 22.3％，地方建設項目投資增

加 34.2％；按建設性質來看，新建建設之比重為 39.1％，擴建和改建建設之比重

分別為 30.4％及 47.8％，顯見大陸欲藉由增加固定資產投資來保持經濟平穩發展（大

陸國家統計局）。 

 

 

 

 

 

 

 

 

 

 

 

 

 
四、對外貿易 
◆前 8個月的外貿總額衰退 22.4％，順差金額亦呈現衰退 

大陸今年 1-8月之外貿總額達 1兆 3,386.5億美元，較上年同期衰退 22.4％；

其中出口達 7,307.4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衰退 22.2％；進口為 6,079.2 億美元，較

上年同期衰退 22.7％，累計外貿順差 1,228.2億美元，較上年同期衰退 19.7％（中國

圖1 大陸固定資產投資額及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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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海關統計，2009 年 8月號）。 

 

◆大陸必須改變經濟增長模式以因應國際金融衝擊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由於國際間外部需求大幅減少，導致大陸實體經濟尤

其是沿海地區的實體經濟受到較大衝擊，並呈現連鎖反應的趨勢：首先是大陸出

口商品的需求量大幅下降，然後出口商品生產企業開始減產、停產，甚至倒閉，

其次與出口相關的行業也面臨經營困難，最後波及上游的能源、原材料生產企業，

這對大陸投資和出口拉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帶來了巨大的衝擊。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下，進出口行業受到的衝擊最直接也最嚴重。原先一

直拉動大陸經濟增長的淨出口，成為拖累經濟增長的負面因素。特別是去年和今

年第 1季及第 2季出口額與之前同期相比大幅下降，導致大陸經濟增速迅速下滑。

大陸經濟增速由 2007年的 13％大幅下滑至去年的 9％，去年第 4季和今年年 1季

度 GDP增速繼續下滑至 6.9％和 6.1％，創下近 10年來的新低。雖然今年第 2 季

GDP增速回升至 8.1％，但仍屬近幾年來的較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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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經濟增長可能進入較長時期的低速增長的情況下，大陸出口增速難以

再現過去 10年的高增長形勢，外需對大陸經濟的拉動作用將明顯減弱，意味著大

陸當局必須儘快調整現有經濟發展模式。因此，這次金融危機對大陸當局而言，

雖對經濟增長方式造成巨大的衝擊，卻也是一個重大轉捩點。危機雖然會帶來暫

時的困難，但由此帶來了宏觀政策的重大調整，將經濟增長的重點從出口轉變為

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為大陸進一步推進各項重大改革提供了新的動力和必要

的壓力（「當前大陸擴大內需面臨五大新轉機」，中央日報網路報，2009.9.1）。 

 

五、外資流入 
◆前 8個月的外人投資實際金額較上年同期減少 17.5％ 

今年 1-8月大陸當局批准外資投資項目為 14,131項，較上年同期減少 24.8％，

外商直接投資（FDI）實際投資金額為 558.7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17.5％。截至

今年 8月底為止，外人投資項目共計 673,931家，實際金額為 9,084.8億美元（大陸

商務部「中國投資指南」網站）。 

 

表3  大陸外人投資金額 

       單位：億美元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期間 

1-12月  1-12月  第1季  第2季  第3季  第4季  第1季  第2季  7-8月  

項目 41,485 37,871 6,949 7,595 6,257 6,713 4,554 5,865 3,712 

實際金額 697.7 747.68 274.14 249.74 219.86 180.21 217.77 213.32 127.61 

 

●金融及房地產市場現況 
一、人民幣匯率及利率 
◆人民幣匯率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改革實施以來，人民幣匯率持續對美元緩步升

值。至今年9月30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匯率為6.8271 人民幣/美元，較2005年7

月22日（8.2765 人民幣/美元）累計升值17.5％（大陸中國人民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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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人民幣匯率走勢 

單位：人民幣/美元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 
時間 

3月底 6月底 9月底 12月底 3月底 6月底 9月底 12月底 3月底 6月底 9月底 12月底 3月底  6月底 

月底收盤價 8.0170 7.9956 7.9087 7.8792 7.5737 7.5607 7.5108 7.3046 7.0190 6.8543 6.8371 6.8346 6.8359 6.8339 

 

表 5  大陸存款準備率走勢 

單位：％ 

 註 1：大陸於 2008年 9月 15日宣布於 9月 25日起，除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郵政儲蓄

銀行暫不下調外，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下調 1 個百分點，四川地震重災區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存

款準備金率下調 2個百分點。） 

 註 2：2009年未調整。 

 

表 6  大陸存貸款基準利率走勢 

單位：％ 

 註：2009年未調整。 

 

二、證券市場 
◆股市自低點反彈，但能否持續需視政策措施而定 

在大陸當局發布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完成，以及陸續推出改善股市措施後，2007

2007年 2008年 
時 間 

2/25 4/16 5/15 6/5 8/15 9/25 10/25 11/10 12/25 1/25 3/25 4/25 5/20 6/15 6/25 9/25 10/15 12/5 12/25 

存 款 

準備率 
10 10.5 11 11.5 12 12.5 13 13.5 14.5 15.0 15.5 16 16.5 17 17.5 17.5 17.0 16.0 15.5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時間 

4/28 8/19 3/18 5/19 7/21 8/21 9/15 12/21 9/16 10/9 10/30 11/27 12/23 

1年期存款利率 2.25 2.52 2.79 3.06 3.33 3.6 3.87 4.14 4.14 3.87 3.60 2.52 2.25 

1年期貸款利率 5.85 6.12 6.39 6.57 6.84 7.02 7.29 7.47 7.20 6.93 6.66 5.58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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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年間上海證交所綜合指數從 1,000多點漲到 3,000多點，上漲幅度超過 130％，

甚至於 2007年 10月 16日達到歷史最高點的 6,124.04點；深圳證交所綜合指數亦

呈大幅上漲之勢，於去年 1 月 15 日達到 1,576.5點歷史新高。然而受到美國次級

房貸風暴及國際金融風暴的影響，導致大陸股票指數如溜滑梯般快速下跌。有鑑

於金融海嘯造成大陸經濟嚴重衰退，導致大陸當局採取一連串的振興景氣措施，

對於股市也採取許多放寬政策。因此無論是上海綜合指數或者深圳指數皆有明顯

的漲幅。截至今年 9月 30日為止，上海證交所綜合指數收盤指數為 2,779.43點，

深圳證交所綜合指數收盤指數為 949.234點（大陸「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

券交易所）。 

 

表 7 近一年大陸股市之主要指標 

單位：億元（人民幣） 

      指標 

時間 

境內上市公司家

數（A、B股）  
市價總值 流通市值 籌資金額 股票成交額 

2004年 12月  1,377 37,055.57 11,688.64 237.61 2,069.62 

2005年 12月  1,381 32,430.28 10,630.52 64.50 2,266.06 

2006年 12月  1,434 89,403.90 25,003.64 1,231.89 15,329.47 

2007年 12月  1,550 327,140.89 93,064.25 1,341.43 29,069.92 

2008年 1月  1,558 277,854.82 84,369.35 641.94 46,530.45 

2008年 2月  1,568 281,633.02 90,740.26 557.16 21,111.68 

2008年 3月  1,571 226,789.14 76,449.81 372.79 28,532.42 

2008年 4月  1,576 240,244.25 79,464.53 316.81 26,901.40 

2008年 5月  1,595 224,866.70 75,911.69 400.58 29,466.9 

2008年 6月  1,607 178,035.10 59,625.45 184.73 16,862.6 

2008年 7月  1,614 181,884.60 61,945.74 188.14 23,260.3 

2008年 8月  1,620 155,435.29 53,145.78 290.34 11,808.8 

2008年 9月  1,625 148,164 50,016.64 77.19 11,541.69 

2008年 10月  1,625 112,067.8 37,706.05 122.25 10,395.98 

2008年 11月  1,624 122,484.24 42,945.92 68.50 17,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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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12月  1,625 121,366.44 45,213.9 314.52 23,588.15 

2009年 1月  1,625 133,095.49 51,845.79 86.65 14,916.77 

2009年 2月  1,625 140,389.2 55,596.61 91.6 40,390.01 

2009年 3月  1,625 161,474.24 68,134.85 67.27 37,554.76 

2009年 4月  1,625 169,253.31 73,450.25 230.76 45,740.12 

2009年 5月  1,623 179,786.64 80,141.1 213.72 37,075.79 

2009年 6月  1,623 201,448.06 91,169.08 188.49 46,078.83 

2009年 7月  1,628 235,734.81 116,696.93 853.74 70,896.15 

2009年 8月  1,638 187,095.40 94,582.54 476.71 50,537.53 

 

三、房地產市場 
◆房地產供需失衡，價格持續攀升  

大陸今年 8月份房地產景氣指數為 100.08，較 7月份增加 2.07點。房地產開

發投資分類指數為 97.75，比 7月份提高 1.47點。土地開發面積分類指數為 93.25，

比 7月份提高 0.7點。商品房空置面積分類指數為 89.31，比 7月份提高 0.68點。

房屋施工面積分類指數為 94.95，比 7月份提高 1.11點。 

在房地產開發及銷售方面，今年 1-8 月大陸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達 21,147億

元人民幣，較上年同期成長 14.7％。其中，商品住宅完成投資 14,848億元人民幣，

較去年同期增長 10.9％，比 1-7月提高 2.7個百分點，比去年同期回落 20.8個百分

點，占房地產開發投資的比重為 70.2％。另外商品房空置面積分類指數為89.31，

比 7月份提高 0.68點。 

在房地產價格方面，今年 8月份，大陸全國 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較去

年同期上漲 2.0％，漲幅比今年 7月份擴大 1％；新建住宅銷售價格較去年同期上

漲 1.5％，漲幅比 7 月份擴大 1.2％。大陸房地產供需失衡以及價格持續攀升等問

題，仍有待進一步解決（大陸國家統計局）。 

 

◆大陸當局有必要對房市採取降溫政策，以消弭房市泡沫化 

大陸房地產從今年年初開始，恢復景氣的熱絡。進入第 2季之後，多數大城市

的商品房成交數量與價格雙雙急劇攀升，北京、深圳、廣州等城市的房產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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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接近或超過 2007年的最高水準。其中，大陸寬鬆的貨幣政策，提供房市股市

大量資金。另方面，大陸中央直屬的國有企業大量參與炒作(根據媒體報導今年出讓的商品房

開發用地中，起碼有 60％為央企所購得 )。造成大陸各大城市「地王」頻頻出現，但百姓卻已無

力負擔。根據「中國經濟網」報導，大陸房地產仲介機構「中大恆基」計算所得，

目前北京平均房價與平均收入的比例已達27比 1，超出國際平均水準 5倍。因此，

針對房價問題，城市中產階級怨聲載道，社會輿論也抨擊不斷。 

房產價格不斷飆高的結果，不但購屋民眾有限，市場成交已見疲軟(今年 1-7月大陸

土地購置面積降低 25.8％，房產新開工面積降低 9.1％)。更引起大陸當局的警惕，一方面嘗試拯救經

濟的資金，並沒有如政府所願投資「實體經濟」，反而流入投機性質的房產股市，

貨幣政策的成效基本落空。另方面，諸如標準普爾的報告及住房建設部的專家均

頻頻示警，認為「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已經產生了」，必須警惕房市泡沫化的嚴重後

果。在這樣的情況下，首波炒作的溫州商人已逐步撤離，「一旦有風吹草動，資金

恐怕會大量撤退」。過去數周內，大陸的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

會、國土資源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統計局、國家稅務總局等單位，

也先後對房地產市場發出加強監管的警示。大陸當局預備採取的相關緊縮政策，

若處置不宜，恐怕會造成房產泡沫的迅速破滅，傷及加碼投入房產市場的大陸臺

商（「臺商應防空洞化與泡沫化的問題」，中央日報網路報，2009.8.30）。 

 

● 總結 
自去年 10月以來，在「保增長、擴內需」的方針下，大陸當局密集推出擴張

性財經政策與制訂重點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目前已產生初步成效，整體經濟發

展趨穩，也獲得各國的肯定。惟鑒於世界經濟恢復仍不穩定，大陸當局體認到經

濟回復的力道仍然微弱，為了維持既有的經濟成長，大陸當局一再宣示，今年下

半年宏觀調控將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延續性，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

鬆的貨幣政策。然而綜觀大陸的經濟發展模式，大都以擴大基礎建設來刺激經濟

成長，卻也造成產能過剩的現象更為嚴重，特別是鋼鐵、電力、電子、服裝等行

業。 

大陸改革開放以來，主要是透過提高投資解決供給短缺，但投資增長長期超

過消費增長，累積大量產能，如今又逢外部環境發生變化，需求下降，產能過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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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突出。對此大陸當局雖透過退稅等出口激勵政策穩定出口，但受到主要出口

國（美國）消費減少的影響，產能過剩問題延續較長，抑制產能和重複建設措施效果

有待觀察。 

此外，自今年以來，大陸投資增長主要靠政府投入和銀行信貸資金快速增長

的支撐，然而民營企業投資較少，甚至出現投資不濟的現象。根據大陸發改委所

公布的數據顯示，在 4兆元投資總額中，其中今年地方政府需提供 3,000億元，資

金缺口達 2,400億元；明年需提供 3,200億元，資金缺口達 2,600億元，因此，市

場擔心明年是否得以持續。大陸財政部強調，明年政府的投資不會低於今年，但

是大陸國家審計署今年 5月 18日公布的審計結果，部分地方政府所提供的資金到

位率只有 48％。根據經驗和地方投資的能力評估，後續新增項目的地方資金配套

率只會越來越低，因此明年很可能出現地方與民間投資動力不足。  

對於大陸當局採取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複建設，以及進一步鼓勵和促

進民間投資，象徵大陸當局刺激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由「總量政策」向「結

構性政策」的方向轉變，宏觀調控政策著力點將從「保增長」轉向「調結構」。大

陸當局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已行之有年，其內容包括：投資、消費與淨出口的結構，

從投資轉向消費；企業利潤與勞動者報酬結構，即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以及第

二、三產業結構的調整等。其實結構調整不只是政策的調整，也是思維的轉變。

因為導致產能過剩的根本原因是經濟增長方式的不合理，要解決「中國式產能過

剩」的現象，既要改變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也要建立解決產能過剩的市場

環境，用市場經濟的方法改變形成產業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才能根本扭轉靠政

府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的觀念和作為（「大陸經濟宏觀調控新動向」，中央日報網路報，2009.9.11）。 

 

表 8  2009年前 8月大陸經濟重要指標 

項          目  數   值  較上年同期增減％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元人民幣）（2009年 1-6月）  139,862 7.1％  

工業增加值（1-8月）  －  8.1％  

消費者物價變動率（CPI）（上月=100％）（1-8月）  －  -1.2％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人民幣）（1-8月）  78,763.3 15.1％  

城鎮固定資產投資額（億元人民幣）（1-8月）  112,984.79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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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貿易總額（億美元）（1-8月）  

出口 

進口 

出超 

13,386.5 

7,307.4 

6,079.2 

1,228.2 

-22.4％  

-22.2％  

-22.7％  

-19.7％  

外人直接投資（FDI）（1-8月）  

新批外商投資項目 

實際金額（億美元） 

 

14,131 

558.67 

 

-24.8％  

-17.5％  

外匯儲備（億美元）（2009年 6月底）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6月底期末數） 

21,316.06 

6.8319 

－  

－  

（經濟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