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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亦已察覺各國態度之變化，擔心各

國對於其進行相關經濟制裁或封鎖，尤其是若美

國真的對中國大陸進行所謂金融「核攻擊」（即

中斷人民幣與美元的兌換機制或是經濟、金融上

全面脫鈎）。根據中國大陸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

教授胡星斗的說法，中美經濟全面脫鈎，將影響

中國大陸GDP的30%左右 1。

2020年中國大陸人大與政協兩會中，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即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

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而後「雙循

環」便成為中國大陸熱議的關鍵詞。「雙循環」預

料亦會進入中國大陸「十四五規劃」的核心。由於

「雙循環」範圍非常大，本文僅針對中國大陸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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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與COVID-19疫情後，中國大陸在國際經貿環境上日益艱難。為因應此變局，習

近平提出「內循環為主，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未來發展格局。本文即在此雙循環下，中國大陸

的金融發展趨勢。為求雙循環運作之順暢，金融對產業供應鏈與科技金融的支持力道將會更大，

且預判金融開放與數位人民幣的發展亦將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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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中貿易衝突自2018年演變至今，已從傳統

的貿易戰升級為科技戰，甚至是金融戰。

而中國大陸被視為是散布COVID-19病毒與隱暪疫

情的罪魁禍首，許多國家因此對此心生不滿。另

外，中國大陸無視於各國的反對，強行通過港版

國安法後，各國對其的態度已有明顯轉變。包括

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齊訪台後，美國衛生部長與

國務次卿也陸續訪台。而原歐洲各國對中國大陸

仍保有期望，對其態度並不十份強硬。但上述事

件發生後，再加上中國大陸戰狼式外交，已有愈

來愈多國家對中國大陸態度轉硬，並希望降低對

中國大陸的依賴，美國總統川普甚至提出要與中

國大陸「脫鉤」（decoupl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