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內疫情4月以來略有攀升現象，國際間多數國家已陸續施

打疫苗以降低疫情蔓延，印度疫情卻在此時大規模爆發，

使得全球經濟復甦的腳步仍然蹣跚。於此同時，美中貿易戰與科

技戰未因年初拜登新任美國總統而止息，反有加劇之勢。對應於

當前國際多邊體系的錯綜複雜，產業科技革命加快變革，世界格

局和國際秩序進入「裂解」與「重構」階段。

本期將焦點置於中國大陸，其在歷經了將近三年的美中貿易

戰，以及新冠疫情的衝擊之後，習近平對此稱之中國正處於「百

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在今年3月，中國大陸開完兩會後正式確

定了「十四五規劃」綱要，這次的「十四五規劃」特別之處在於

其將是達成第一個百年（建黨百年）目標，以及進入第二個百年

（建國百年）目標的新里程碑。

中國大陸於「十四五」期間的任務，除實現其大國崛起的目標外，更重要是能夠因應變局，將更加著

力於「創新驅動發展，強調科技自主」、「加快現代產業體系發展」、「形成強大國內市場」、「對外經

貿持續高水準開放」、「全面綠色轉型，建設美麗中國」，以及推動「數位經濟」及強調「安全發展」。

針對上述議題，本期前瞻焦點鎖定「中國大陸十四五規劃改革與發展內涵」，匯集五篇文章，分別就

科技與產業供應鏈的自主可控、「國內大循環」、金融改革、人口戰略與民生福祉政策，以及實現「碳中

和」目標等重要議題提出分析，供讀者參考。

此外，本期尚有多篇精彩文章值得推薦。臺灣經濟方面，討論有關臺灣人口老化趨勢下，如何有效開

發銀髮人力。或以臺灣農業用地為例，說明未登記工廠對於土地使用之挑戰。另也由國際趨勢與社會福利

觀點，論述我國女性生理用品的課稅合理性。

國際經濟方面，本期分別討論美國拜登經貿新政、國際數位貿易新趨勢，特別是在產業科技與能源經

濟方面，分別介紹了沉浸式經濟、歐盟人機協作、第五代通訊技術應用及其對能耗的影響；另也討論運用

廢棄物發電是否視為綠電之議題。

而在中國經濟方面，本期包括由2020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解讀「十四五」的戰略內涵，以及中國

大陸疫情後的財政政策走向與調整。另有由中國童裝群聚產業的案例，研析對傳統產業群聚數位轉型的啟

示，以及探討近期在陸臺商的經營現況。

綜讀以上精彩文章，可以發現全球情勢正在加速遞嬗，疫情尚未停歇，然而疫情後的新趨勢已衍然而

生，或將改寫未來科技、產業，乃至於你我的生活模式，社會大眾或需即早做好準備。過去無法改變，未

來仍值得期待，與讀者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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