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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總體經濟影響 

一、 各研究機構均調降中國大陸今年經濟成長率 

    近來國際研究機構大幅下修今（2020）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

如中國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評估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的衝擊將

強於 SARS，IMF 調低 2020 年中國大陸 GDP 成長率預測至 1.2%（原

5.2%），標普亦同步下修中國大陸今年GDP成長率，自2.9%調降至1.2%；

惟中國大陸商務部對此表示，今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應仍有 3%。目前

中國大陸佔全球經濟達 20%，中國大陸經濟衰退將影響全球經濟，IMF

於 4 月 17 日將 2020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自 3%調降至-3%，世界貿易組

織（ＷＴＯ）於 4 月 8 日發表最新全球貿易預測，在最佳情境下，今

年貿易將萎縮 13%，比 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的貿易下滑 12.6%更嚴重，

在最差的情況下更可能減少 32%，相當於 1929 年到 1932 年大蕭條時

期幅度。 

二、 中國大陸受新冠肺炎影響，製造業各項指數皆下滑 

    依據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於本年 3 月 16 日發布之產業別數據顯

示，新冠肺炎疫情自 1 月下旬擴散以來，對工業生產造成短期嚴重衝

擊，其中 2 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已降至 35.7%，較 1 月

份緊貼景氣榮枯線之 50%持續下跌，是中國大陸 PMI 指數新低點。 

    在工業產值方面，1 至 2 月份中國大陸全國規模以上工業產值較

去年同期衰退 13.5%，疫情嚴重的中國大陸東部及中部地區降幅明顯，

西部地區則降幅較小。年初開工及復工率普遍低迷，1 至 2 月份中國

大陸全國固定資產投資較去年同期減少 24.5%，其中製造業投資下降

31.5%，基礎設施投資亦下降 30.3%。雖然 3 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

數（PMI）已回升至 52%，但受到原物料缺乏及國外訂單取消等影響，

預測 4 月份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將在 40-45%區間，製造

業全面恢復仍須要等到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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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中國大陸各地疫情對商業影響現況 

一、 上海 

    上海市政府於 3 月 3 日公佈「來滬返滬的特殊行業從業人員，如

從事教育、托育、醫務、家政、護理職業等服務業，以及勞動密集型

企業等從業人員均須隔離 14 天」之嚴格管理措施影響，上海臺商復工

率現約七成，員工返回率約為五成。 

二、 湖北 

    當地尚無法復工，部分湖北臺商幹部前往上海、重慶、湖南等分公

司開工，有些續留臺灣總公司。湖北省政府於 3 月 24 日發布湖北省肺

炎疫情防控指揮部通告表示，自 3 月 25 日零時起，武漢市以外地區

「解除離鄂通道管控」，恢復對外交通，離鄂人員需憑湖北健康碼「綠

碼」來有秩序向外流動；武漢市則延長至 4 月 8 日零時起才解除離漢

離鄂通道管控措施，進而恢復對外交通。臺商受疫情影響，催帳成為

棘手問題，款項受中國大陸企業以多種理由（如未開工）延後或無法

及時支付。 

三、 青島 

    近期臺商返陸工作首要問題包括轉機與機場檢疫時間長，抵達後

需集中隔離，也影響部份臺商復工及營業進度。整體而言，臺商以製

造業復工率較高，服務業則倍受衝擊。 

四、 成都 

    四川省疫情指揮部 3 月 27 日緊急發布第 38 號文件，所有入境者，

不論是否欲轉機或搭乘高鐵至其他城市，皆須在成都集中醫學隔離滿

14 天後，才能進行之後行程，同時也建議在成都隔離期滿 14 天臺商，

到其他外省前，先申請好健康碼（天府健康碼和多省都有相互認可），

方便後續到達目的地可以順利通行，避免跨省訊息不對稱，又被當地

居委會要求再次居家隔離 1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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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廈門 

    廈門現階段處於進一步加強境外入廈人員健康管理階段，因此許

多 3 月 7 日後入境臺商均被要求於指定防疫酒店集中隔離管理，採雲

端工作維持企業營運。廈門臺商協會表示，臺商復工面臨缺工及供應

鏈未完全恢復，無法如期交貨導致訂單流失。由於境外疫情嚴重，曾

有臺商自泉州進入廈門洽公，須先於防疫旅館隔離 14 天，即使在福建

省內移動，來自同省疫況嚴重縣巿（如泉州）均被要求集中隔離，成

為商業活動恢復的阻礙。 

 

參、 主要受影響產業 

    此次疫情首當其衝影響當地消費市場，主要波及餐飲、零售、旅

遊、交通等人與人接觸的服務業，其次為沿海製造業。春節期間各地

封閉式管理，使得生產線出現缺工缺料情形，減緩製造業復工進度。

各產業發展分析如下: 

一、 正面影響產業 

(一) 口罩及醫用口罩生產分別較同期成長 2.9 倍與 3.5 倍，

酒精等消毒產品及額溫儀、血氧儀等醫療儀器設備及器

械產量增長均超過 15%。 

(二) 電子產品如 3D 列印設備、智慧手表與智慧手環的需求較

去年同期成長，增加幅度高達 101.0%、119.7%、45.1%。 

(三) 單晶矽、多晶矽、半導體零件與積體電路等上游科技產品，

成長幅度亦達 44.8%、35.5%、31.4%及 8.5%。 

(四) 自動售貨售票機、城市軌道車輛、太陽能工業用玻璃、碳

纖維等新興產品產量也較同期成長約 29.7%至 57.1%。 

(五) 零售業因民生物資需求不變，受疫情衝擊相對較小，民眾

甚或有恐慌囤貨心態，因此零售額較去年同期成長 1.9%、

1.6%和 9.2%。惟受社區封閉式管理影響，與社區消費密

切相關的食品雜貨及便利商店零售額則較同期下降

14.3%和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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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負面影響產業 

(一) 文化休閒及旅遊業：此波疫情造成中國大陸旅遊業的收

入損失預計將超過人民幣 5,000 億元（約新臺幣 2.2 兆

元），相當於中國大陸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 2%左右。 

(二) 影視娛樂業：2020 年春節檔排片有九部電影同時上映，

市場原預測票房有望接近人民幣70億元（約合新臺幣315

億元）。然而，今年疫情或將導致全年電影票房收入「零

成長」，甚至出現輕微負成長。 

(三) 餐飲及零售業：中國大陸商務部資料顯示，2019 年春節

期間餐飲和零售企業銷售額超過 1 兆元人民幣（約合新

臺幣 4.5 兆元）。資誠 PwC 估計 2020 年同期受疫情影響，

該部分收入或減少 50%至 70%，相當於損失人民幣 5,000

億元至 7,000 億元（約合新臺幣 2.2 至 3.2 兆元）。 

(四) 交通運輸業：據中國交通運輸部統計，2020 年春節假期

期間，（1 月 24 日至 2 月 2 日），全國鐵路、道路、水路、

民航共發送旅客 1.9 億人次，較 2019 年春節同期驟減近

73%。 

(五) 房地產業：自 2020 年 1 月下旬開始，大部分開發商成交

量較往年春節期間暴跌 95%，春節前後一週房地產銷售資

料基本上接近零。 

 

肆、 當地政府因應疫情之重要經貿政策及紓困措施 

一、 中國大陸政府因應紓困措施 

    為重建市場與經濟活力，中國大陸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於 3

月 23 日舉行新聞發佈會，以持續優化行政審批等服務為重要目標，並

開通應急審批綠色通道，及時糾正不合理的人流物流管控措施，支持

企業復工復產達產。此外，亦規劃延長創業貸款貼息期限等政策，幫

助中小微企業脫困、穩定就業。 

    中國大陸工信部另於本年 3 月 19 日推出紓困方案，內容包括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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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民幣 3,000 億元專項再貸款（對象為金融及疫情防控企業）、減稅

（含營業稅、土地及房屋稅等，湖北地區免收）及加大政府採購，為

企業注入援助資金。 

二、 香港政府因應紓困措施 

(一) 零售業：政府預留 56 億港元支持零售業，如平均分發與

每個商戶，每戶可獲 8 萬港元。 

(二) 會展業：提供所有在會議中心及亞洲博覽館舉辦展覽和

國際會議(即會議有超過四百名參加者，其中最少百分之

五十為非本地參加者)的主辦單位相當於場地租金之全

額補助，為期一年。 

(三) 一般企業：提供如企業特惠低息貸款（100%政府擔保的企

業特惠低息貸款，貸款上限 200 萬港元，最長 3 年還款

期，申請期 6 個月，首 6 個月還息不還本）、寬減 2019/20

課稅年度 100%利得稅（上限 2 萬港元）、寬減 2020/21 年

度非住宅物業房屋稅（首兩季每季上限 5,000 港元，後兩

季每季上限 1,500港元）、寬免 2020/21年度商業登記費、

寬免公司周年申報表登記費（為期 2 年）。 

伍、 當地貿易經貿推廣組織、民間企業及商公會因應作法 

一、 香港貿易發展局(HKTDC)因應作法 

（一） 本年上半年展覽大部分延後至下半年。 

（二） 本地中小企業參與香港貿發局於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期間舉辦的展覽，每參與一項展覽可獲資助參

展費用之 50%，每家以一萬港元為限。 

二、 韓國貿易投資振興公社(KOTRA) 

（一） 視訊商談會：擴大輔導發掘新買主與既有買主進行視訊

商談會，於韓國貿易投資振興公社(KOTRA)「地方支援團」

及重點貿易館設置視訊商談專用攤位(自16處增加為50

處)，便利地方中小企業與更多之海外買主進行視訊商

談，並提供免費翻譯協助。另將海外貿易館中之 44 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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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貿易館擴大為 88 處，媒合客製化買主商談。 

 

（二） 開設線上展覽會：鑒於國內外各種展覽會受新冠肺炎病

毒疫情影響，陸續取消或延期，因此規劃於「BuyKorea」

網站開設國內外各種線上展覽會，支援出口潛力項目於

線上進行拓銷。 

（三） KOTRA 代辦緊急海外拓銷：韓國國內企業因受外籍人士

入境中國大陸限制影響，KOTRA 海外貿易館將代辦海外

交易及申請許可等業務，緊急海外拓銷。 

三、 當地民間企業及臺商會 

        知名臺商企業包括康師傅、呷哺呷哺、旺旺、大成食品、統一等，

因均屬民生必要行業已大致復工。北京臺資企業協會 2 月下旬調查顯

示，北京臺企復工率和臺籍幹部返工率約七成。截至 3 月 16 日，廣州

全市規模以上工業、軟體和資訊技術服務業復工率均達 99.8%，東莞

人員返工率亦達 87.92%；另根據南寧臺商協會、昆明臺商協會、貴陽

臺商協會、海南臺商協會資訊，當地臺商復工率亦達九成。吉寶通訊

員工返工率接近四成，產能已恢復五成；實聯化工（江蘇）有限公司

於春節期間未停工，惟產能減少 25%；台積電（南京）返工率達八成。 

陸、 未來走向及產業商機 

    在疫情持續延燒之際，許多產業供應鏈面臨斷鍊風險，但也加速

某些產業轉變，如網路消費替代店面消費型態。2019 年中國大陸實物

商品網路零售額為人民幣 8 兆 5,000 億元（較 2014 年首次統計以來

增加 2 倍以上），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成長的貢獻率超過 45%，值得

臺灣企業運用電商平台開發中國大陸市場。 

    此波疫情使得數位化的浪潮鋪天蓋地襲來，疫情讓人們不得不接

受零肢體接觸，抗疫期間中國大陸透過 5G 技術實現了遠端醫療、監控

與大數據分析工作。兩座隔離醫院(雷神山與火神山)布建 5G 設備，民

眾可線上看到防疫過程的高清直播，也可透過即時影像，解決無法到

醫院探望親友的問題。另外中國大陸政府也透過 5G 即時大量數據傳

輸功能搭配大數據分析，了解民眾活動軌跡，及早發現病例並管控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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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與感染人群，建構預警及管控系統。預計未來將出現對於 5G 設備零

件的熱潮，臺灣 5G 設備產業可望有一波出口成長。 

    從 2003 年 SARS 到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皆對全球產業造成極大

衝擊，未來遠端工作所帶來的視訊設備、雲端存儲及資通訊設備需求

將大幅成長，預期臺灣相關產業於疫情過後將有出口拉貨的新動力。 

    中國大陸政府於 3 月 2 日宣布疫情已過拐點，未來僅須嚴防境外

移入，可預期中國大陸在接下來的 3 個月內，將推出強化衛生防疫基

礎建設與產業紓困等計畫，衍生對於運輸、觀光旅遊及醫療衛生等受

衝擊產業之重建商機，臺灣廠商可善用中國大陸推出的對臺優惠措施

（部分優惠有排除他國參與），把握疫情後重建商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