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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十三五規劃已於日前提出，相關政策內涵將牽動或影響未來

兩岸經貿競合關係及發展，值得社會各界正視。緣此，本文將就十三

五之經濟戰略內涵，簡要分析未來對台產業發展的可能影響。 

 中國十三五規劃的經濟戰略思維 

    依十三五規劃之目標，2020 年將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

人均收入比 2010 年成長一倍，2016 年至 2020 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

底線是 6.5%以上。要確保此一目標能於 2020年達成，過去依靠壓低

成本、大量投資及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的模式，勢必得改弦更張。而

十三五計劃的重點，即是要繼續轉變經濟成長模式，轉向以創新驅動、

消費與投資及出口協調帶動的新成長模式。 

承此一整體經濟發展戰略調整的脈絡，要提升人民平均所得，在

產業上，製造業必須往更高附加價值方向發展，而產值占比較大的服

務業則必須以較快速度發展；在國際化連結上，則是要加大市場開放

以引進先進技術，以及主動走出去、布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開拓市

場。 

    在推動製造業往高附加價值方向發展的策略做法上，十三五規劃

要讓境內工業往高階技術及上游產業發展，「實施《中國製造二○二

五》，以及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發揮國家產業投資引導基金作

用」。另一方面，則要透過「推進一帶一路，共建境外產業集聚區，

推動建立當地產業體系」，搭配「積極搭建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



金融服務平台」，將紅色供應鏈延伸至一帶一路周邊國家，開拓新的

海外。 

    同時，十三五也提出未來將以沿海地區為重點（沿海地區培育有

全球影響力的先進製造基地和經濟區），擴大開放外資投資領域及放

寬准入限制，以及海外投資併購等方式，積極引進或掌握先進技術；

同時，在其國內則將「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立國家創新

系統，培養具國際競爭力的創新型領軍企業、創新型城市和區域創新

中心，構建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等。 

在促進服務業以較快速度發展方面，產值較大者包括資訊及通訊

傳播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金融產業、批發零售、運輸物流、

住宿餐飲、不動產及住宅服務等，其中除了不動產及住宅服務業因房

地產市場泡沫破滅而需要較長時間進行調整之外，預估十三五期間，

其餘上述服務業大類都將成為中國服務業發展的重點，例如扶植高階

技術服務業（例如 IC設計），推動金融市場改革及人民幣國際化以促

進金融產業發展，以及促進電子商務發展以鼓勵更多創新創業等。 

 十三五對台可能影響：產業競合面向 

    本文限於篇幅，僅就其產業競合面向，簡要分析十三五對台可能

影響。 

    在製造業領域，兩岸的競爭已逐漸大過於合作，目前中國大陸工

業結構升級之相關政策，與台灣相關產業政策已有多項方向重疊之處，

甚至其支持產業發展的政策工具，如資金、土地供給，也較台灣的規

模更大。而在兩岸工業產品貿易往來方面，若依歷年中國各產業進口

金額占該業總需求比重變化及兩岸產業貿易相關統計，則可以看出雖

然目前台灣在上游產業仍保有出口競爭優勢，但是中國大陸在中上游

產業的自主供應能力快速提高，相關供應鏈產品需要自台灣進口的比

例日漸減少。 



在紅色供應鏈崛起的情勢下，台灣應加速既有產業的創新研發並

積極發展新興產業。而就兩岸比較優勢而言，在協助產業創新及新興

產業發展所需的支援條件上，中國大陸在資金、市場等方面擁有較大

競爭優勢，而台灣則在人才優勢上略有領先。未來可善用台灣人才優

勢，強化與已開發國家重要創新事業群聚點（例如美國矽谷）的合作

連結，維持台灣在產業及技術創新的領先優勢，並進而重新切入包含

中國在內的全球市場。 

此外，對應十三五要在中國沿海地區培育先進製造基地和經濟區，

台灣相關產業園區將面臨較大競爭壓力，未來應加速朝工業 4.0及產

業園區智慧化方向發展。 

    在服務業方面，十三五提出「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行動，放寬市

場准入」。目前中國大陸服務業投資及發展雖然相對工業快速，但服

務業的品質仍有待提升，因此中國大陸計畫以放寬市場准入等引進外

資的方式，刺激服務業升級。整體而言，對於台灣的服務業領域，雖

然存在市場合作空間，但仍將面臨人才、商業模式創新與平台主導權

等競爭。 

    以分類型服務業來看，我國的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發展相對

較中國大陸領先，未來預估中國大陸將以投資入股、併購或市場合作

開發等方式，爭取我國相關產業合作。 

金融服務業部分，中國官方預估，十三五屆期（2020 年）時，

人民幣跨境收支占中國全部本外幣跨境收支的比例將超過三分之一，

人民幣將成為國際性貨幣；因此，十三五期間將擴大金融業雙向開放，

逐步放寬資本帳管制，此舉預期將有助於台灣人民幣離岸市場之擴大

發展。同時，十三五也提出要擴大銀行、保險、證券等市場准入，不

僅外資機構准入數量上開放，同時在經營業務上預計從 2015 年底至

2017 年底中國在部分地區將試行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2018 年起



正式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未來預估台資金融業不

再享有特別待遇，市場開放雖然帶來新業務經營商機，但預估競爭也

將增加。 

而批發零售、住宿餐飲等服務業方面，我國業者一般經營規模較

小，較難面對集團化經營的中國企業之競爭，再加上中國一、二線城

市經營相關服務業之實體通路的成本已偏高，除非具有利基型商業模

式創新，否則不易掌握相關商機。至於在電商市場方面，中國大陸已

明顯較台灣發展，而且中國大陸電商平台業者也積極來台布局，因此

未來在通路端的電商交易平台，台灣業者在內部市場將面臨中國大陸

業者的較大競爭壓力；對此，政府應積極鼓勵電子商務發展及鼓勵相

關商業模式創新。 

整體而言，十三五時期兩岸的產業競爭將較過往更為激烈，而此

一競爭大於合作的局面亦將由製造業領域逐漸擴及服務業，值得政府

及業者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