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由中國大陸經濟情勢探討
新政府兩岸經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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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受制於消費與投資動能同步萎縮，預期經濟將持續放緩，且提升內外部金

融風險；而在美中貿易/科技戰持續發酵下，中國大陸同時採取新產業政策恐加劇全球產

能過剩之壓力。此外，因應臺灣政權新局，北京恐加大對臺經濟脅迫，兼具地方加大融

合策略。對此，臺灣需制定一系列強化韌性策略，含括分散出口市場、多元化供應鏈與

友岸外包整合、促進產業升級和創新，並持續評估兩岸有機會合作之項目，維繫彼此產

業合作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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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當前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兩岸經貿

關係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遇。

COVID-19疫情的爆發不僅重塑全球經濟結

構，也加劇美中關係的緊張，對兩岸交流產

生深遠影響。隨著美中科技脫鉤趨勢的明顯

化，全球供應鏈重新配置成為迫切需求，臺

灣作為關鍵的半導體製造基地，在國際經貿

中的戰略地位日益凸顯。面對 2024年新政府

的即將就職，臺灣急需重新評估與調整對中

政策，尤其是在經貿關係方面，以應對中國

大陸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持續升溫的美中

緊張關係，以及中國大陸對臺灣施加的經濟

壓力與融合策略。本文旨在探討這些複雜因

素如何影響臺灣的經濟安全與發展策略，並

基於深入分析提出具體建議，幫助臺灣在變

動的國際環境中維護國家利益，促進經濟成

長與穩定。

中國大陸經濟前瞻與風險

當前中國大陸面臨的經濟風險，不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