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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財經基金會簡介

財團法人現代財經基金會

現代財經基金會(英文譯為TAIWAN NEW ECONOMY FOUNDATION，

簡稱TNEF)，創辦於1990年代，是經政府主管機關核定成立的公益財團法

人；是由學術界、企業界、智庫界有關人士共同組織成立的非營利公共

團體；是從事國家政策研討、交流和諮詢服務的現代化智庫；是廣泛聯

繫與整合產官學研界專業人士的知識交流平台。

基金會的目標是，面對21世紀劇烈變遷發展的嶄新世界，以及世界

與台灣緊密聯繫互動的嶄新情勢，廣泛結合各個領域有識之士，基於對

斯土斯民之終極關懷，立足實際，著眼理想，群策群力，創新進步，致

力台灣總體經濟社會環境不斷完善進步，推動思想理念、政策方針、制

度機制不斷與時俱進，為全球化時代台灣建設發展，全面增強驅動力、

凝聚力、競爭力。

經濟是引領台灣發展的核心命脈，政策是主導公共活動的根本動

力。當前全球化日益普及深入，國際國內環境複雜變化，科技創新帶來

無比活躍多元的發展機遇，而各種前所未見的重大風險持續構成嚴峻挑

戰，台灣唯有求真務實、宏觀長遠，在全面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確立

自身的系統性發展政策與策略，不斷優化體質，強化動力，有所創新、

有所提升、有所進步。

本基金會設有：產業、金融、財稅、環境、兩岸關係等五個委員

會，分別邀請學有專精的學者專家，針對重要議題，進行研究，出版專

書，經常性舉辦產官學研討會，或透過發表會、記者會、交流訪問、論

文專稿，對外傳播正確政策觀念，理性辨析重要議題；並接受政府與民

間機構委託，進行專案研究，或提供專業諮詢。

本會網址：http://www.tnef.org.tw

（論壇全程錄影上傳於本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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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主旨

論壇主旨

2023即將在動盪中接近尾聲，儘管年初國際重要經濟機構普遍樂觀認

為，過去五年歷經美中貿易爭端、新冠疫情肆虐，嚴重衝擊各國經濟之後，

今年可以擺脫陰霾、重返復甦之路。然而世事難料，除了俄烏軍事衝突蔓延

迄今未熄，提高地緣政治風險之外，美國景氣復甦力道不足，加上疫後中國

大陸陷入嚴重通縮；不過，最受到矚目的莫過，美中經濟戰略競爭並未因雙

方高層互訪而和解，甚至從貿易糾葛延伸至科技圍堵，讓世界經濟呈現前所

未有的變局。

雖美國財長葉倫表示，美中之間緊張情勢不斷加劇，但雙邊貿易卻又持

續成長，說明美中經濟關係密切連結，將對中經濟戰略定位為：「既競爭、

又合作」。此意味著，美中期待在公平規則下進行良性競爭；尤其面對頗複

雜的世界經濟前景之下，必須密切溝通、共同研商因應挑戰。

誠如「經濟學人」指出，雖美中關係持續緊張，頗讓各國擔憂；但兩國

經濟關係卻比乍看之下更加深厚。亦即美國總統從川普至拜登透過關稅、規

則、補貼，加上即將實施對中投資禁令，希望削弱中國控制敏感產業。這種

對中經濟「去風險」模式是白宮外交政策的基礎；不過，許多去風險並非表

面呈現出來結果，美中經濟關係不但沒有遭到削減或停滯，而是持續存在、

更加複雜。

在美中陷入經濟戰略競爭之同時，在今年「金磚國家(BRICS)」峰會中達

成「擴容」共識。亦即在全球化潮流下，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聚焦經濟合作

集團，近年隨著國際政經情勢變化，包括美中貿易爭端、俄烏軍事衝突，加

上西方國家尋求圍堵中、俄兩國，在無形中讓「全球化」淪落為「半球

化」，從表面「中俄」與「歐美」國家的東西地緣政治對抗，延伸至背後

「窮國」與「富國」集團的南北經濟角力之外，更意味著金磚國家正在致力

重塑國際政經格局。

此外，無法掉以輕心的是，世界經濟歷經美中科技衝突、通膨稍歇未

緩、各國升息難測、經濟下行壓力等事件重創之外，包括氣候變遷、減碳淨

零、人口老化及貧富擴大等威脅，卻又接踵而來。由此可見，2024世界經濟

將會是充滿「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挑戰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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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變局的大勢與展望」

會議議程

時   間

13:40 -14:00

14:00 -14:05

14:05 -14:10

14:10 -14:40

14:40 -15:10

15:10 -15:40

15:40 -16:10

16:10 -16:25

16:25 -16:30

16:30

議                 程

報到

主辦方：黃輝珍 現代財經基金會董事長/台灣綜合研究院董事長

主持人：李伸一 現代財經基金會副董事長/國策顧問

引言人：

　美中戰略競爭的經濟效應

　  林建甫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名譽教授/中信金控首席經濟學家

　美國經濟的前景與挑戰

    高 長 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榮譽教授

　中國大陸經濟的前景與挑戰

  　李沃牆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金磚擴容的動向與影響

    辛翠玲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

問題與討論         

結語：李伸一 現代財經基金會副董事長/國策顧問

閉會

時間：民國112年11月23日（四）下午2：00—4：30

地點：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68號13樓	（台灣省商業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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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任：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名譽教授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

	 海基會顧問

	 台灣美國傅爾布萊特學友會理事長

學 歷：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經濟學研究所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學士

經 歷：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教授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董事長

	 中華台北APEC研究中心執行長

	 總統府經濟諮詢小組委員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董事

	 台灣證券交易所常駐監察人

「世界經濟變局的大勢與展望」

Ⅰ . 美中戰略競爭的經濟效應

林建甫

時間：民國112年11月23日

低通膨，回不去了，這是美中戰略競爭的最大經濟效應。人類對貨幣經濟的

了解非常有限，而通膨是一匹野馬，疫後一不小心，過去兩年的通膨就遠飆過 2%

可容忍的範圍，讓全世界的央行傷透腦筋。最近主要國家通膨逐漸回落，但最新

公布的台灣通膨九月份較上月漲 0.63％，較上年同月漲 2.93％， 1-9 月平均 CPI 

較上年同期漲 2.36％。去年我國整年度通膨， 2.95% 創 14 年來的新高。未來如同

其他主要國家要回到 2% 以下的通膨，恐怕短時間內都很難。

眾所周知，通膨是一般物價水平持續上升的現象。未來很難回到 2015 年左右

低通膨的時代，因為全球供應鏈的轉移效應能夠讓物價持續上漲。供應鏈轉移不

是一朝一夕能夠達成，需要時間的調整，因此物價的影響就持續存在，價格就被

逐漸墊高。這就讓通膨成為揮之不去的夢靨。

中美貿易戰爭是一切的源頭。如同修習底德陷阱描述的，崛起中的老二，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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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到老大，老大要想辦法修理老二，因此引發各方面的地緣政治變化。美國現在

關注對關鍵產業的依賴程度，並希望實現更多的國內生產或進行近岸外包、友岸

外包，以確保國家安全。但台積電到美國設廠，張忠謀曾直言「昂貴、浪費又白

忙一場」，這也可列為一種 X 非效率 (X-inefficiency)。

本來中國是世界的大工廠，在中國生產最有效率，生產成本最低。以企業管

理來說，原來的思維是 Just in Time（簡稱 JIT），JIT 通過減少庫存、降低浪費、

提高效率和品質，以及優化供應鏈，實現了成本降低 (cost down) 的目標。但現在

也逐漸改變成 Just in Case（簡稱 JIC）。JIC 策略的成本高主要是因為要求企業維持

庫存，這導致了高庫存成本、機會成本、預測風險和降低敏捷性，儘管它可以提

供一定程度的風險管理，但通常不如 JIT 那樣有效地控制成本並適應變化的市場需

求。

地緣政治事件，例如貿易戰、國際制裁、地區衝突等，可能迫使企業重新評

估其供應鏈策略。應對地緣政治的變化，一般企業為了減少貿易風險，確保穩定

的生產，會尋找可靠的供應來源，資源和原材料供應，來轉移生產基地。企業也

可能會將供應鏈分散到多個地區，以減少單一地區的依賴性。但這些決策不僅增

加了初期的轉移成本，還可能導致長期的成本增加，包括更長的運輸距離和更多

的物流程序，包括運輸費用、關稅和海關程序……等等。而伴隨的風險管理和供

應鏈複雜性的成本，企業也需要謹慎評估這些因素，以確保在變化的地緣政治環

境中保持競爭力。在轉移供應鏈時，企業還要遵守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法規和合規

性要求。這可能需要調整產品設計、標籤和包裝，以符合不同地區的規定。

地緣政治變化也導致貿易壁壘的增加和新的關稅政策，更招來不確定性並可

能導致供應鏈中斷，這都增加了進口產品的成本。最近緊張的國際情勢也帶來意

想不到的以巴衝突，這是 50 年來最大危機，油價因此可能逐步墊高。以上這些因

素共同推動了商品價格上升，這樣的結果就產生「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

甚者，供應鏈轉移並可能導致「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地緣政治變化引發

安全和穩定的擔憂，導致人們更傾向於購買和儲備商品，以因應不確定的不時之

需。這樣產生需求大增引發的供應緊缺，特別是在基本商品和重要原材料方面。

這些需求面的力量，最終反映在消費者和企業支付的成本上，一樣可以拉動通貨

膨脹。

2023 年以來美國經濟表現持續超乎預期，更多證據表明經濟成長持續高於趨

勢水平。勞動力市場方面，薪資和就業的成長到九月份已明顯放緩，但實際薪資

成長仍有所反彈，這些都可能加劇通膨上行風險，要讓通膨回到2%需要一段時間，

低於趨勢水平的經濟成長以及一定程度的勞動力市場疲軟，短時間都還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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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低通膨的時代已經離我們遠去，不論企業家、消費者在考量經濟活動

都可能要轉換思維。尤其投資者更要考量投資標的是否能夠承受通膨的蠶食鯨吞。

有人說房地產是最好的保值資產。但看到韓國、中國這陣子以來的房地產跌幅，

也是要小心面對。房地產最佳投資地點還是要考慮：地點、地點、地點，因為太

重要了，這個提醒原來就都要講三遍。而背後的邏輯仍然是供需原則，好的地點

具有稀缺性，價格就不容易跌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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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職：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榮譽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研究所兼任教授

     遠景基金會季刊編輯委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諮詢委員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諮詢委員

     陸委會台商張老師

社團服務：臺北企業經理協進會名譽理事長

     中華民國企業經理協進會理事

     中華知識經濟協會理事

     中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協會理事

學  歷：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

經  歷：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兼院長

     經濟日報、工商時報主筆

     考試院國家考試	典試委員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董事、執行長

     臺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顧問

     蒙藏基金會常務董事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兼第一研究所所長

     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系主任

高    長

Ⅱ . 美國經濟的前景與挑戰

美國聯準會自 2022 年 3 月開啟近 40 年來最為激進的升息行動以後，就有許

多學者專家預測美國經濟將步入衰退，但在 2023 年只剩下不到兩個月的現在，美

國經濟卻仍表現令人意外的韌性，似乎看不出將出現「硬著陸」。

美國商務部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第三季 GDP 成長率高達 2.9%，優於市場預

期，主要是因民間消費支出成長動能強勁。近期以來，包括餐館、汽車經銷商和

個人護理用品店等零售銷售，漲幅都超過市場預期；第 3 季零售銷售年成長 4%，

較上一季漲幅 0.8% 超出許多。消費支出的韌性助推製造業回穩，並促使工業產值

的成長動能走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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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勁消費支出支撐經濟保持韌性

零售銷售持續成長顯示消費支出為經濟做出貢獻，並沒有因為高物價而卻步，

主要是因受到強勁的勞動市場所推動。有專家指出，「只要企業繼續生產和招聘，

且消費者持續增加支出，就可能相對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就業市場是消費支出強勁的主因。不過，強勁的就業市場增強了勞工的談判

地位，卻讓美國出現了 40 年來罕見的罷工潮，從汽車工會罷工，到好萊塢的編劇

工會和演員工會，再到凱薩醫療集團，還有碼頭工人、物流業等，都出現罷工。

罷工潮若進一步擴散，或將推升工資上漲，進一步推升企業成本和物價，形成「物

價與工資螺旋上升」，拖累經濟成長動能，甚至導致通膨長期化。

展望美國經濟前景，美國聯準會官員對於經濟達成「軟著陸」(soft landing) 深

具信心。在最新的經濟預測中，聯準會將今 (2023) 年預估經濟成長率由 1% 大幅

調升至 2.1%，年底失業率由 4.1% 下修至 3.8%；明 (2024) 年預估經濟成長率從 1.1%

提高至 1.5%，年底失業率則從 4.5% 下調至 4.1%，並推估 2024 年核心通膨率能夠

降至 2.6%，接近目標值 2.0%，顯示美國決策官員並不認為明年經濟陷入衰退的風

險很高。1  

值得一提的是，國際貨幣基金 (IMF)、美銀 (BOA)、大摩 (Morgan Stanley)、穆

迪 (Moody's)、高盛（Goldman Sachs）、花旗 (Citibank) 等多家國際預測機構對美國

經濟前景的看法，亦不約而同地傾向樂觀。例如，IMF 在 10 月初發布的《全球經

濟展望報告》中，2 將美國今年的經濟成長預測比前一次的數值上修 0.3 個百分點

至 2.1%，並將明年的預測值上修 0.5 個百分點至 1.5%。看好美國經濟前景的理由

相對簡單，主要是基於消費支出強勁，失業率仍接近數十年來的低點；其次是儘

管利率上升令人困擾，但已經削弱了來勢洶洶的通貨膨脹，卻並未造成大家所擔

心的造成經濟衰退。

國際機構對美國經濟展望審慎樂觀

不過，美國前財政部長 Lawrence Summers 曾公開批評聯準會的看法太樂觀，

指出美國經濟仍存在通膨加速與經濟成長不如預期的雙重風險。3 同時他也提到，

1.  星展銀行集團研究部，「美元利率：美國聯準會經濟預測摘要顯示，經濟將維持韌性較

長時間」(2023年9月22日)，https://www.dbs.com.tw/personal-zh/aics/

templatedata/article/generic/data/zh/GR/092023/tw_230921_Group_Research_

Macro_Strategy.xml，2023年10月20日瀏覽。

2.  鉅亨網，「IMF調升美國2023年經濟成長預測	調降歐元區表現」(2023年10月10日)，

https://www.sinotrade.com.tw/richclub/news/652527a8271c1d5945e6d521，2023年10

月20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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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濟面臨的一些危機，包括工人罷工、學生貸款造成的財政赤字接近 GDP 的

8%、上漲的醫療保健成本對通膨造成壓力，以及貸款拖欠率上升等。

的確，美國經濟仍存在諸多令人不容樂觀的理由。4 舉其要者，例如，疫情期

間刺激支出並維持低收入家庭生存的財政激勵措施，對消費的促進效果已枯竭；

而恢復學生貸款支付也將削減消費支出。

此外，消費者儲蓄率已從疫情大流行前約當實得工資的 8~9% 下滑至目前的

3.5%；在經濟衰退之前消費者的儲蓄緩衝往往會縮小。家庭面臨的壓力，除了儲

蓄率下滑，另一個跡象是信用惡化，資料顯示，今年第 2 季消費者信貸拖欠率上

升至 2.4%，遠高於 18 個月前的歷史最低水準。未來如果失業率升高，非抵押貸款

家庭信貸質量有可能會迅速變得更糟。

其次，利率維持在高水準的時間拉長，與利率掛鉤的高額抵押貸款利率給新

房主帶來沉重壓力；目前的住房負擔能力實際上比房地產泡沫頂峰時更糟糕。

再者，兼職就業人數大幅增加看起來很正面，實際上可能是經濟週期末期環

境中的壓力跡象，民眾因利率持續上漲導致財務吃緊、現金短缺，正爭先恐後地

透過尋找新工作來支付帳單。

多項經濟指標出現轉折 景氣已露疲態

事實上，美國經濟衰退的徵兆似已浮現。10 月份，美國 CPI、核心 CPI、PPI

等通膨指標漲幅都有不同程度的收斂，這是好消息，或將促使美聯儲停止升息。

不過，其他諸多指標卻顯示，美國經濟已露出疲態。5 例如，消費支出呈現負成長、

消費者信心指數下跌。製造業 PMI 回跌至 46.7，遠低於市場預期的 49.0，創近 3

個月來新低；其中就業指數 46.8(9 月為 51.2)，新訂單指數 45.5(9 月為 49.2)。

服務業 PMI 縮減至 51.8，創近 5 個月新低，遠低於市場預期的 53.0，其中就業

指數 50.2(9 月為 53.4)、雇傭指數 46.8(9 月為 51.2)、商業活動指數 54.1(9 月為

58.8)。非農就業成長 15 萬人，低於市場預期 (18 萬 )，且遠少於 9 月的 29.7 萬人、

失業率微升、受雇者薪資漲幅縮減。這些數據顯示，聯準會的緊縮貨幣政策對美

3.  郭宜欣，「美國經濟真的很慘？多重災難恐同時爆開	大咖給最終警告」(2023年9月22

日)，https://tw.stock.yahoo.com/news/，2023年10月20日瀏覽。

4.  FX168財經網，「別相信『童話版的美國經濟』！這10個原因說明美國經濟『如履薄

冰』」(2023年9月22日)，https://www.fx168news.com/article/309657，2023年11月15

日瀏覽。

5.  Sandy	Wang，「美國就業市場降溫，強化了市場對於『聯準會結束本輪升息周期』的預

期」(2023年11月4日)，https://www.oanda.com/bvi-ft/lab-education/analyst_

comment/weeklycomment2023110402/，2023年11月15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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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濟的影響或正逐漸在發揮作用。

黑石集團總裁 Jonathan Gray 表示，人們已經感受到殖利率上升和借貸成本上

升所帶來的痛苦。30 年期固定抵押貸款利率上升至 8%，創下 2000 年以來首次；

過去一年中抵押貸款利率穩步上升，使美國房地產市場陷入癱瘓狀態，交易量降

至 13 年來最低點。此外，聯準會數據顯示，8 月商業銀行 24 個月個人貸款利率

升至 12%，創下 2007 年以來的新高；債務成本不斷上升，消費支出的熱潮可能很

快將終止。6

儘管依據 10 月份的相關數據還不能斷定美國經濟已轉折將步入衰退其，但美

國紐約聯儲建立的經濟率退預測模型，利用 10 年期債券及 3 個月期債券利差預測

未來 12 個月美國經濟衰退的機率，發現已經來到歷史新高，預期在明年 5 月衰退

的機率高達 70.85%；7 這個訊號在過去都非常準確地預測出經濟衰退，不可小覬。

6.  黃君芝，「『美債風暴』影響即將顯現？黑石總裁：美國經濟支柱料受衝擊」(2023年10

月20日)，https://finance.sina.cn/usstock/mggd/2023-10-20/detail-

imzrtmns6034598.d.html?oid=....bqo&vt=4&cid=76556&node_id=76556，2023年11月15

日瀏覽。

7.  Jorge	2006，觀察美國經濟衰退與否的重要指標訊號(2023年11月6日)，https://vocus.

cc/article/654825fbfd89780001d9dc30，2023年11月15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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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任：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專任教授

	 淡江大學兩岸金融中心副主任

	 行政院消保處委員

	 金融科技創新園區（FinTech	Space）審議委員

學 歷：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博士

經 歷：真理大學財金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台灣財務工程學會副秘書長

	 台灣金融學術聯盟共同執行秘書	

	 高教評鑑中心訪視委員

	 兆豐第一創投公司董事

	 富華創投公司董事

	 中華財務管理科技學會理事暨特聘講師

	 美國註冊財務策劃師協會RFPI講師

	 連江縣政府（馬祖）縣政顧問

	 金門縣誌編撰委員

	 新舊制勞退基金委外操作評審委員

Ⅲ . 中國大陸經濟的前景與挑戰

李沃牆  

中國大陸自 1979 年改革開放以來，陸歷經 30 年的二位數高速經濟成長，後

又經過近 10 年的新常態發展，如今徘徊在遲緩與成長的十字路口，但失落的聲音

卻甚囂塵上。在 2021 年恆大危機後，房市信心低迷、價量齊跌，房企投資大幅放

緩，加上銀行體系放貸謹慎，加大房企融資難度。時隔2年，恒大集團因債台高築，

因而在今年的 8 月中於紐約聲請破產保護 。緊接著，房企巨頭碧桂園也傳出債券

違約，震驚全球 。尤有進者，房地產最大金主之一，規模超過 1 兆元 ( 人民幣，

以下同 ) 的中植企業集團（中植系）暴雷，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今年上半年房地

產投資較去年同期衰退 7.9%，新屋開工面積更大減 24.3%，連帶讓整體民間投資

及消費大幅衰退。

再者，2018 開始的美中貿易戰，川普政府對大陸課徵四波懲罰性關稅衝擊全

球產業供應鏈，傳統勞力密集產業的供應鏈已加速撤離大陸，移轉到工資相對便

宜的東南亞國家，包括越南、印尼、柬埔寨等地。高科技產業的供應鏈也發生明

顯變化，紛紛將生產線轉移生產據點，包括回到母國、東南亞或墨西哥等地。後

續又在美中科技戰及疫情影響下，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開始出現區域化趨勢，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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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相發展半導體產業，並從早期以「比較優勢」方式營運，調整為優先以國內半

導體供應鏈安全及迴避美國對中國大陸相關禁令；過去大陸在全球供應鏈中，支

配了許多戰略重要性的投入，也因而對大陸商品的高度依賴成了全球爭霸鬥爭的

核心問題。因此，與大陸脫鉤的「供應鏈去中化」或美其名為「去風險化」，進

行供應鏈重組，建立替代供應鏈早已如火如荼展開。供應鏈廠商離開大陸、移轉

基地，連大陸本土製造業供應商也跟上出走腳步。為了服務較早遷出轉落地的企

業客戶，大陸本土製造業供應商也陸續轉赴他地設廠。

不過，大陸以房地產做為經濟成長引擎，以重工業及出口業為重心的時代已

成昨日黃花，目前正朝向高質量經濟及「2060 碳中和」邁進，取而代之的是，

( 一 ) 以太陽能、鋰電池、新能源汽車為代表的「新三樣」正逐步成為支撐大陸出

口的主要動能。今年第一季，「新三樣」產品合計出口 2,647 億元人民幣，同比

增長 67%。隨著全球綠色轉型持續推進，大陸有望從世界最大的化石能源進口國，

轉型為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技術裝備出口國。(1)2022 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達 2.7

兆千瓦時，占全社會用電量的 31.6%，保持全球領先地位。(2) 至於太陽能光電領

域，大陸已居全球主導地位；(3) 除了已連續 15 年穩坐全球最大汽車市場的寶座

外，另憑藉新能源汽車的高速發展，大陸在今年第 2 季將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一

大汽車出口國，將是出口創匯的最大來源之一。( 二 ) 加強數位經濟發展 : 習近平

在 2016 年的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 36 次集體學習時即強調要做大做強數字經濟、

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數位經濟規模達 50 兆，世界第二，占 GDP 比重已提升到

41.5％，成為穩增長促轉型的重要力量。數據顯示，大陸數位基礎設施規模大幅提

升，至 2022 年底，已開通 5G 基站 231.2 萬個，5G 用戶達 5.61 億戶，全球占比

均超過 60%。此也意謂大陸的新一輪的經濟成長引擎已發動，轉型期長短則是關

鍵。

大陸國家統計局公布，2022 年的 GDP 為人民幣 121 兆 207 億元，比 2021 年

成長 3%。若以年平均匯率計算，經濟總量為 18 兆美元 (1990 的 45 倍 )，穩居全

球第二，人均 GDP 為 12,741 美元 (1990 的 36 倍 )。今年第 3 季 GDP 較去年同期

增長 4.9%，優於經濟學家原估的 4.5%。今年前 10 月進出口總值 4.9 兆美元，下

降 6%。其中，出口 2.79 兆美元，下降 5.6%；進口 2.11 兆美元，下降 6.5%；貿易

順差 6,840.4 億美元，收窄 2.7%。表現相對優於韓國、日本、台灣等亞洲主要貿

易夥伴。大陸經濟第 1 季成長 4.5%，第 2 季增長 6.3%。第 4 季 GDP 只要擴張 4.4%

以上，政府就能達成全年 GDP 成長 5% 左右的目標。當前，北京政府一手防範金

融風險，一手強推經濟結構轉型的政策，正是胡蘿蔔與棍棒齊出，雙管齊下。因而，

發生金融系統性風險低，但地方性風險恐接二連三。轉型的陣痛期愈長，經濟復

甦的時間逾長，對全球經濟，尤其台灣影響愈顯著在轉型期過後，將有機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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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世界銀行 (World Bank) 於 10 月 2 日對大陸 2023 年經濟成長率的預測維持

在 5.1%，與 4 月時的預測一致，但是以房地產部門持續脆弱為由，將 2024 年的

經濟成長預測從 4.8% 下調到 4.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 10 月 7 日宣布，

上調今明兩年經濟成長預期，疫後復甦帶動 2023 年經濟成長 5.4%，房市壓力使

2024 年成長緩降至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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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時報國際新聞編譯

辛翠玲

Ⅳ . 金磚擴容的動向與影響

2023 年 8 月 BRICS 金磚五國在第 15 屆峰會宣布，自 23 個申請加入的國家中，

邀請阿根廷、埃及、衣索比亞、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六國

入會，並於 2024 年一月正式生效。

BRICS 指的是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等五國，經一年一次領導人定

期高峰會而形成的多邊合作集團。金磚國家自 2009 年召開首次峰會至今，除了次

年南非加入之外，未再有新的成員國。2017 年習近平在中國擔任地主國時提出”

金磚 +”（金磚擴容），主張擴大金磚，廣納新血。不過，也在此次受邀名單之列

的阿根廷，極有可能選擇不加入。阿根廷本次大選甫於 11 月 20 日揭曉，立場為

極右自由派、素有阿根廷川普之稱的米雷伊（Javier Milei）在激烈的選戰之中，於

第二輪勝出，當選下屆總統。力主親美的米雷伊在競選期間即提出以美元取代披

索、不加入金磚等政見，故不排除阿根廷入會變卦的可能，但一切仍待定。

倘若阿根廷按原訂計畫入會，則從金磚五國到十一國，六個新會員的加入之

後的金磚組織將佔全球 GDP 三成（低於 G7 的 43%），涵蓋世界人口的 47%。即

便阿根廷最後退出，金磚規模仍十分可觀。

已在國際間佔有一席之地的 BRICS 訴求各國政經發展道路的多樣性，主張多

元的世界秩序。十五年來，BRICS 透過制度制衡的做法，欲打破美歐壟斷，重塑國

際規則的 BRICS，甚至已有成為全球南方 (Global South) 代言人、南方權力核心之

姿。新成員的加入，有助金磚繼續累積並擴大國際影響力。以下分別從石油貿易、

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地緣經濟與政治等三個面向說明之。  

1、石油貿易

擴容後的 BRICS 最受注目的是，其在國際石油貿易的影響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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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供應面而言，金磚新加入的六個成員國之中，有三個是全球前十大原油生

產國，包括排名世界第二的沙烏地阿拉伯、世界第七與第九的伊朗和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換言之，全球將有 43% 的石油供應來自擴大後的 BRICS，這比例甚至還

高於目前控制著全球 38% 原油的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即便石油市場仍由石

油輸出國組織和其盟國生產國（OPEC+）所掌握，但日後 BRICS 在能源市場的話語

權提升自不在話下。

如再加上需求面的觀察，中國與印度是全球第一與第三大石油進口國。此意

味著擴大後的 BRICS 不僅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貿易圈，也有影響全球大宗商品買賣、

進而影響金融市場的潛力。OPEC 國家長年透過掌握石油等特定經濟商品而在地緣

政治的競爭中取得立足之地，獲得地緣政治權力。而今，擴容後的金磚有過之而

不及。

2、國際金融貨幣體系

打造可持續、美元以外的國際貨幣體系是 BRICS 近年來的共同目標。在中美

爭端、俄烏戰爭、美國升息、美元武器化等外部因素影響下，金磚國家對此更感

迫切。BRICS 在過去十年間，已建立有新開發銀行、1000 億美元的應急儲備、推

動本幣結算，一步步打造非美元中心的金磚貨幣體系。

金磚擴容對於金磚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是一大助力，其中沙烏地阿拉伯扮演

重要角色。自 1970 年代石油美元體系確立以來，做為世界主要石油出口國的沙烏

地阿拉伯一直將該國貨幣沙烏地里亞爾（Saudi riyal, SAR）與美元掛鉤，也以美元

為原油計價。2023 年一月起，沙國宣布將不再獨尊美元，並開啟美元以外貨幣，

例如 SAR 或歐元的原油交易，也與中國洽談人民幣計價的可能性。沙國此舉，呼

應 BRICS 近年力推的本幣交易政策。

此外，沙國做為新成員，也有助新開發銀行的評等。新開發銀行是金磚貨幣

體系的起點，該行自 2014 年成立以來已有近百個開發項目，融資約 330 億美元。

不過由於俄羅斯持有該銀行近 20% 的股權，自 2022 年 2 月俄烏戰爭，俄羅斯遭

受西方一系列經濟制裁，連帶影響投資人對新開發銀行的信心。即便新開發銀行

稱其已緊急因應，暫停於俄羅斯的投資項目等，但惠譽信評還是將新開發銀行的

信用評等從 AA+ 下調至 AA。而今資金豐厚的沙烏地阿拉伯加入，適可以對沖俄羅

斯地緣政治風險，改善該行目前迫切需要的信譽。

3、地緣經濟與政治

金磚擴容不僅可能影響國際石油貿易與國際貨幣體系，若從地緣經濟的角度

觀之，則其還有控制世界貿易要道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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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佔 12% 全球貿易運輸的世界經濟大動脈蘇伊士運河為例。蘇伊士運河是地

中海到紅海的關鍵通路，中東石油和大多數其他商品運輸的重要貿易路線。而擴

大後的金磚成員，從位於紅海入口的衣索比亞、再加上埃及、與沙烏地阿拉伯，

則紅海到蘇伊士運河，實際上將成為金磚 + 可掌握的內海。

不過，需一提的是，雖然擴大後的金磚，於石油貿易、貨幣金融、地緣經濟

等領域的潛在影響力增加，金磚也確實以全球南方之聲自居，但卻不宜就此視金

磚為對抗西方的集體勢力。首先，金磚成員國之間於諸多議題立場本有對立。以

沙、俄關係而言，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羅斯皆是 OPEC+ 聯盟的主要參與者，但雙方

卻也時常因石油貿易政策而有衝突，甚至曾僵持不下而讓 OPEC+ 幾乎無法運作，

導致原油價格大幅下跌的前例。其他如中印關係，長期以來即有起伏跌宕，又是

一例。其次，除了成員間的矛盾之外，金磚會員國對西方與美國的立場也不完全

相同。以中印之間為例，印度不僅是美國對抗中國的四大盟友之一，與中國政治

立場、戰略關係對立。去年金磚峰會，中國邀請巴基斯坦參加，印度即表反對。

結論

綜論上述，首先，關於此次金磚擴容之動向，阿根廷是否入會為目前最大變

數，其餘五國則未見有不同意見。其次，金磚擴容對於 BRICS 打造國際新秩序有

其意義，且於石油貿易、金融貨幣體系、地緣經濟等議題面向的角色尤其直接。

擴大後的金磚，潛在影響力將有明顯的提升，也將更有能力打造以去意識型態、

多極結構、多邊主義為互動共識的南方國際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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