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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未來十年兩岸 ICT  產業佈局研究」的主要目標是協助政府與資通

訊 產業，擬定未來十年台灣資通訊產業兩岸布局策略方向。本研究計畫

的範 疇涵蓋兩岸資通訊產業，在產業政策、市場要素等競合分析方面將

以總體 資通訊產業去進行。 
 

承接 98 年度的政策研究結果，在 99 年度，將就中國大陸的政策要素 

以及大陸 ICT 產業八大戰略進行更深入的分析與細項的探討，包括國家性 

政策規劃像是十二五規劃、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調結構、軟實力、世

界 工廠再升級、擴大內需、品牌化、自主創新等。 
 

由於 2010 年是中國十一五規劃的最後一年，本報告將先探討中國的經 

濟面（包括對中國經濟影響重大的缺工及人民幣升值等因素）、科技面以及 

中國在國際與兩岸的發展，再就過去十一五期間中國各項政策進行探討。 
 

在十二五期間，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製造

產 業將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產業將

會是 國民經濟的先導產業。到 2015 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將對產業結構升級

的推 動作用顯著增強，目標增加值佔大陸 GDP 的比重力爭達到 8%左右；

而到 

2020 年，佔 GDP 的比重力爭達到 15%。戰略性新興產業中，新一代新息 

技術與新能源將會是首要重點，中國將最先發展也最重視這兩大領域。

而 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中（包含了寬帶網路建設、下一代移動通信、

三網 融合、物聯網、雲端運算等領域），物聯網為相當重要的一環，這一兩

年內 在全球引起一陣物聯網風潮。 
 

由於物聯網在中國自 2009 年起已提升至國家級戰略產業，且中國在全 

球的物聯網產業發展處於領先的地位，因此本年度將對於物聯網進

行研 究，探討中國的物聯網產業發展以及兩岸在物聯網產業的競合與商

機。 
 

由於兩岸於 2010 年 6 月底簽署 ECFA，因此兩岸經貿關係邁入了全新 

的後 ECFA 時代，台灣將藉此機會進軍大陸市場、放眼國際。本年度將就 

台灣在簽署 ECFA 後的發展方向“自由貿易島”進行研究。最後，總結兩 

岸政策發展以及物聯網產業發展的結論，期能對政府提出未來十年資通訊產

業兩岸布局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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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源起與目標 
 
 

一、 緣起  

全球經濟成長動能來自新興國家，新興國家經濟成長動能則來自於消

費。由於新興國家經濟穩定成長，人民就業機會增加，促使經濟持續成長、人民

所得繼續提高，形成總體 GDP成長，造就消費能力增強，商機增大，吸引國內

外投資，又增加就業機會，形成消費帶動經濟成長的良好循環。 

根據MGI(麥肯錫全球研究機構）的預測，中國GDP將從2005年15.7

兆人民幣增長到2015年33.3兆人民幣，到了2025年更將突破60.3兆人民幣。

其中，2005年投資（I）的比例占42%，已是全球最高者，但自此之後，投資

帶來的邊際效益逐漸遞減，使投資成長趨緩。相對地，國內消費成長力道強

勁，已達到足以影響並刺激經濟成長的程度。同時，中國政府以財政和行政

手段控制投資成長，並採取實際行動，如提高最低工資、降低零售市場法規

限制、及黃金週假期鼓勵消費等等，使得消費（C）占GDP比率預計將由2005 

年的37%，提高到2015年41%，更將在2025年提高到45%。 
 

中國 GDP 的成長率在過去十年最大，目前雖已減慢下來，但在 2015 

年以前平均還有7.8%的成長率，即使在2025年前也還將維持 5%以上的成長

率，而其中消費對此成長率的貢獻，將占40%~50%的高比率，由此分析可以

推論出，中國將由「Made in China」的時代邁入「Sold in China」。 



 

 
 

第二章 中國大陸總體環境 
 
 

第一節 經濟面 
 
 

一、2000~2010 年中國經濟各項指標顯示大踏步向前 
 

2001～2010年期間，中國執行了兩個“五”規劃，即“十五規劃”、 

“十一五規模”，目前正處於“十一五規劃”收官之年，從目前各項運行 

指標來看，整理運行良好。雖然在“十二五規劃”執行期間，遇到全球金 

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經濟也受到極大的衝擊，但是在中央政府的大力財政 

刺激下，快速穩定回升，並持續發展。在即將過去的十年裡從城市到農村， 

從東部到西部，中國在變化中前行。 
 
 
 
 
 
 
 
 
 
 
 
 
 
 
 
 
 
 
 
 
 
 
 
 
 
 
 
 
 
 

 
資料來源：2000~2009 年資料為中國統計據，2010 資料為官方預估資料，拓墣產業研 

究所整理，2010/09 
 

圖 2-1  2001~2010 年中國經濟十年回顧 

 國內生產總值（GDP），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過去 10 年，中國

的 GDP 實現了跨越式增長：從 2001 年人民幣 110 兆元躍升至 2010 年預

估的 380 兆元，10 年淨增 27 兆元,平均年增長率 9.5%。中國大陸的 GDP 



 

第三章 大陸政策寓意研究 
 
 

第一節 政策再規劃 
 
 

一、中國五年計畫 

(一)  “十五計畫”與“十一五計畫”回顧 

 根據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分析“十五”計畫設定的總體目標，將其中可以

定量分析的目標歸納為 5 個大類，其中主要指標 27 個，逐項加以對照。結 

果發現，在 27 個主要指標中，完成計畫指標的有 21 個，未完成的有 8 

個。分項來看，宏觀調控的目標實施情況最好，全部 6 個指標都順利完成；

科 技教育和提高人民生活水準這 3 類的實施情況也較好，大部分指標都能

完 成；只有經濟結構調整和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施問題較大，各有一半的指

標不能夠完成。在全部 56 個可計算的定量指標中， 39 個指標全部完成，

有 18 個指標沒有完成，完成率為 70%，完成百分數均值(各指標的實際完成

數占計畫數百分比的均值)為 108，這表明“十五”計畫完成情況總體良好。

（摘自十五計畫工作報告） 

 

表 3-1  “十五計畫”與“十一五規劃”主要目標與實際對比 
 
 

指標 
十五  

指標 
十一五 

目標 實際 目標 至 2009 
 

GDP 12.5 兆 18.3 兆  

GDP 26.1 兆 33.5 兆 
 

YoY 
 

7% 
 

10.1% 
 

YoY 
 

7.5% 
 

8.7% 
人均 GDP 9400 元 14053 元 人均 GDP 19270 元 23750 元 

城鎮失業率 5%左右  

4.2% 城鎮失業率  

5% 
 

4.3% 
城鎮化率  

NA 
 

NA 城鎮化率  

47% 
 

46.6% 
價格總體水準 基本穩定 1.4%↑ 價格總體水準  

NA 
 

NA 
第一產業  

13% 
 

12.2% 第一產業  

NA 
 

NA 
第二產業  

51% 
 

47.7% 第二產業  

NA 
 

NA 
第三產業  

36% 
 

40.1% 第三產業  

43.3% 
 

39.0% 
人口自然增長 9

‰  
6.3‰ ↑ 人口自然增長 <8

‰  

 

NA 



 

第四章 物聯網 
 
 

第一節 物聯網介紹 
 
 

對資訊技術而言，有條和摩爾定律齊名的定律──十五年周期定律，該定律

認為每隔十五年就會發生一次劃時代的資訊技術變革，從 1965 年的大型電腦

誕生，1980 年個人電腦開始普及，到 1995 年網際網路竄起，每隔十五年的

技術變革都引起產業間與企業間，甚至是人們生活型態的大幅變動。 

 

繼電腦、網際網路之後，物聯網成為世界資訊產業的第三波新浪潮，中國

也於 2009 年將物聯網列入戰略性新興產業。自2010年初以來，大陸的中央高

層正在研擬「如何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經濟發展」的方案， 其中又以

物聯網最受關注，將會是未來 10 年最重要的產業大趨勢；總理溫家寶要求加

快物聯網的研發應用，中國已經規劃在 2020 年以前投入 3.68 萬億元資金於

物聯網的研發上。 

 

面對近期的歐債問題可能引爆二次金融危機，尤其當歐洲的主權債務問題

損及經濟需求時，台灣和大陸等出口依賴型國家也可能受到影響。因此，對政

府及企業而言，如何兼顧產業成長、大幅降低成本與提升效率也成為更重要課

題，而這正好是物聯網能產生效果的最佳所在。 

 

 

一、 物聯網定義 

 嚴格而言，物聯網的定義是：物聯網是通過射頻識別（RFID）、紅外感應

器、全球定位系統等信息傳感設備，按約定的協議，把任何物品與互聯網連接

起來，進行信息交換和通信，以實現智能化識別、定位、跟蹤、監控和管理的

一種網路。 



 

 

第五章 後 ECFA 時代 台灣目標發展為自由貿易島 
 
 

第一節 後 ECFA 時代台灣科技業創新佈局 兩岸開創黃金十年 
 
 

一、後 ECFA 時期兩岸經貿關係更加緊密，雙方總體經濟皆有正面效果 
 

(一)  兩岸貿易關係越來越密切，台灣對大陸依賴程度攀升 
 

台灣 2009 年貿易總額約 3,780 億美元，與大陸貿易金額約 787 億美 

元，其中出口到大陸金額約 542 億美元，佔總出口額的 27%，由大陸進口金

額約 244 億美元，佔總進口額的 14%。 

 

由下圖的走勢可看出，近十年來台灣進出口貿易對大陸的依賴程度越來越

高，比重逐年攀升中。2010 年上半年，台灣與大陸貿易額為 693.7 億美元，

同比上升 61.2%。其中，台灣對大陸出口 557.2 億美元，同比上升 60.2%；

自大陸進口 136.5 億美元，同比上升 65.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拓墣產業研究所整理，2010/07 

 

圖 5-1  台灣歷年至中國大陸出口值與占台灣總出口值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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