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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2指出，中國大陸 2023年的總投資金額

實際應為持平，表明 GDP數據被明顯誇大，認

為中國大陸 2023年的真實經濟成長數字應該只有

1.5%左右。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Carsten Holz也認

為，由於中國大陸的固定資產投資數據存在問題，

並認為中國大陸的實際 GDP成長率在 2023年可

能只有 1.5%，而不是官方公佈的 5%以上。

以上凸顯國際上對中國大陸官方數據的準確

度與真實性，有廣泛疑慮。這不僅源於對統計方

法的質疑，也與人們對官方為政治目的而調整數

據的疑慮有關。部分地方政府可能存在政績壓力，

從而誇大其成效，而有抬高經濟成長的動機。

本文旨在彙整已有的研究成果，於第二部份

中國大陸官方經濟統計疑慮與
因應策略觀點

中國大陸經濟規模受各界重視，提供正確的官方數據資料，已成為各界的期待。然而官方經

濟數據普遍存在受到政治干預與地方保護主義、數據不一致性、統計方法論存在缺陷、透明度不

足等問題。尤其，官方數據平滑化相對平穩，加上低估私營部門與服務業對經濟成長貢獻，更成

為其統計上的疑慮。為有效掌握中國大陸經濟實況，建議各界需充份理解其統計的潛在限制和問

題，同時廣泛有系統發展統計資料庫，開發各項替代性指標，以獲得更全面的經濟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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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大陸 GDP成長率在過去 40年保持著世

界罕見的高速度，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對全球經濟成長有其重要貢獻，但其官方數據資

料的準確性和透明度，也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

點。尤其在過去的幾年中，美中貿易戰、新冠疫

情和全球物價膨脹壓力三管齊下，中國大陸經濟

面臨了多重挑戰。由於中國大陸在全球經濟中具

有重要的地位，其經濟數據的透明度與說服力需

有相對應的提高，已成為各界的期待。

近期如 Financial Times1等國際媒體，分別

對中國大陸官方總體經濟數據的真實性表達懷

疑，認為其所公布的總體經濟數據失真，低估了

實際經濟下行壓力。美國智庫榮鼎集團（Rhodi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