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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國銀行台北分行邀請臺灣金融業人士參加其所舉辦之「2017年兩岸金融合

作研討會」，會議為期2天，研討會內容主要包括「大陸經濟形勢」、「人民幣

國際化」及「兩岸經濟金融合作」等議題，本次會議咸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經二、

三十年快速發展後，2014~2016年經濟成長率分別為7.3%、6.9%及6.7%，似乎進

入穩成長階段，中長期而言，在人口老化與自然增長低、土地資源越來越貴、環

保壓力越來越大等制約下，如何跨越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仍有許多挑戰。在金

融方面，影子銀行、房地產泡沫、國有企業高槓桿、地方債務及違法違規集資等

均為現階段面臨之問題，仍有待努力克服。 

 

由於中國經濟的崛起與區域經濟合作興起，加上因 2008年美國次貸風暴使

得身為全球主要貨幣的美元產生信心危機，而加速全球經濟變遷，要求國際貨幣

體系改革，人民幣國際化亦隨之躍上國際舞台。一般認為，影響今後人民幣國際

化的發展，端賴中國對債券等資本市場的加速開放與擴大，及中國大陸經濟是否

穩定發展。 

 

此外，2016年兩岸進出口貿易達 1,800億美元，兩岸經貿合作的空間相當

廣闊。擴大兩岸金融市場開放，開展人民幣聯合授信業務，設立人民幣發展基金

等，可服務兩岸經貿往來。另支持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善用兩岸中小企業創新平

台，有利兩岸中小企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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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此次出國主要係參加在廈門市舉辦之2017年兩岸金融合作研討會，本次會議

為期2天，邀請多家臺灣金融界人士與會，包括經由台灣總行出發之臺銀、土銀、

輸銀、高雄銀行、中華郵政、農業金庫、財金資訊公司及台灣金融業在中國大陸

子行或分行代表，包括台銀、合庫、一銀、華銀、兆豐、中信銀、國泰世華、玉

山銀、富邦、永豐銀及上海商銀等中高階人員合計24人與會。 

 

本次會議於2017年9月17日開幕，會議分別由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主管

周景彤博士就「大陸經濟形勢與兩岸金融合作」及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鍾紅

副所長就「人民幣國際化，把握深化兩岸經濟金融合作」提出簡報，並由與會者

現場提問，透過經驗與意見交換，促進兩岸金融交流。期間並安排參加918中國

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開幕、兩岸金融中心考察、廈門銀行參訪等。此外，本行亦

利用本次參訪機會拜會中國信用保險公司廈門分公司。 

 

本報告將就本次會議重要過程內容與心得建議說明於後續章節。主要內容為

第貳章介紹大陸經濟形勢與兩岸金融合作；第參章介紹人民幣國際化，把握深化

兩岸經濟金融合作；最後方為心得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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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陸經濟形勢與兩岸金融合作 

中國經濟成長率2013~2016年分別為7.8%、7.3%、6.9%及6.7%，近三年年均

經濟成長率為不到7.0%，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 對於這樣的疑問，講者認為: 

一、短期經濟表現在雙引擎推動下，經濟穩中向好，內容如下: 

（一）2017上半年經濟景氣上升，第一、二季增長分別達到6.9%，GDP增長超過

預期。 

（二）消費、投資、出口三大需求均有回升，2017年前八個月出口增長7.6%，進

口增長16.9%，消費增長10.4%，基礎建設、高科技投資及傳統產業投資均

有二位數增長。 

（三）供給側改革效果初顯，創新策略培育新動能，今年前八個月工業增長6.7%，

增長平穩，高技術行業增長12.9%，工業結構優化。 

（四）為穩定經濟發展、化解金融風險，採行去槓桿之貨幣政策，7月以來流動

性趨緊現象有所鬆動。 

（五）房地產步入調整期。 

二、中長期趨勢: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經濟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以前所未見的發展速度及規模，成就今日

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6年人均GDP約8,123美元。值此，中國經濟如何跨越所

謂” 中等收入陷阱”，其有利因素與制約分別如下： 

（一）科技創新趨動力不斷增強，隨著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對於自主創新的要

求愈來愈高，2016年研發支出占GDP2.08%，高科技產品占出口比重亦逐年

提升。 

（二）擁有13.83億人口規模，國內市場潛力巨大，及個人財富5~50萬美元之中

產階級(約1.1億人)持續擴大。 

（三）新型城鎮化帶來巨大投資消費需求，截至2016年底中國鐵路營業里程達

12.4萬公里，其中高速鐵路2.2萬公里，規劃2020年全國鐵路營業里程達

15萬公里，其中高速鐵路3萬公里，2025年全國鐵路營業里程達17.5萬公

里，其中高速鐵路3.8萬公里，覆蓋及連結80%以上大都市。 

（四）農民工老化與人口自然增長低，2016年30歲以下農民工占31.9%，較2008

年減少14.1%，41歲以上農民工占比卻由30%，大幅上升至46.2%，較2008

年提高16.2%。圖4使得勞動力供給能力逐漸降低，勞動成本愈來愈高。 

（五）土地資源越來越貴，中國房價、地價上漲快速，商業、工業地價格與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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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貴。 

（六）環保壓力越來越大，中國單位GDP的能源消耗高於印度大部分、巴西及印

尼等開發中國家，近年生態破壞與環境汙染問題逐漸凸顯，尤其北方霧霾

引發嚴重關注。 

 

三﹑金融工作課題: “黑天鵝”和”灰犀牛” 

中國經濟歷經多年快速發展，不可否認累積部分問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

2016年底的中央經濟會議中指出，金融與經濟失衡是中國面臨的三大結構性失衡

之一，中國金融面臨“黑天鵝”和”灰犀牛”? 

(一)“黑天鵝”和”灰犀牛”的 區分，黑天鵝為不可預期，灰犀牛則可描繪輪

廓。 

(二)面臨5隻灰犀牛，包括影子銀行、房地產泡沫、國有企業高槓桿、地方債務

及違法違規集資等均為現階段面臨之問題。 

(三)面臨上述問題，中國金融的三大任務為服務實體經濟、深化金融改革、防範

與化解系統性風險。金融的目的回歸本源，即為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因此加

大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金融結構，以提升服務效率與水準。 

(四)進一步加強政策協調與監管，明確中央統一領導，中央地方權責分工，升級

監管框架，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以增強協調的權威性和穿透性，

及解決銀行、證券、保險等監管真空問題。 

四﹑金融順應而為，兩岸金融合作前景廣闊 

(一)中國經濟經多年轉型升級，開始企圖穩健發展，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預計未來幾年GDP將保持在6.5%上下。 

(二)台灣與大陸在經濟、教育文化等領域有廣泛的合作空間。2016年兩岸進出口

貿易達1,800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67%，2017年前8個月，大陸向台灣出口

275億美元，自台灣進口938億美元，進出口均高於去年同期，FDI發展也很

快。 

(三)大陸經濟轉型升級、供給側改革、一帶一路等新戰略的實施，將為台資企業

和金融機構帶來發展機遇。大陸金融地去槓桿、防範風險、實施精緻化等也

將為台灣金融業創造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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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人民幣國際化，把握深化兩岸經濟金融合作 

一﹑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形勢 

  由於中國經濟的崛起與區域經濟合作興起，加上因 2008年美國次貸風

暴使得身為全球主要貨幣的美元產生信心危機，而加速全球經濟變遷，及要

求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一）人民幣國際化緣起 

 

人民幣國際化原因 

1.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次貸危機的爆發，暴露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國際社會對現行國際

貨幣體系進行改革呼聲不斷增強。 

2.美元流動性趨緊— 

次貸危機自美國爆發，引發全球性的美元流動性趨緊，導致全球經濟與貿

易的大幅度衰退，一些國家對中國提出了建立雙邊貨幣互換的需求，以應

對流動性趨緊局面， 中國順勢而為，推動了人民幣國際化步伐。 

3.區域經濟合作加快— 

中國推動一系列區域經濟與金融合作，贏得國際社會的信任和讚譽，包括

協助歐洲應對危機，推動與香港、澳門更緊密經貿關係、中國-東盟自由貿

易區啟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上海合作組織、及 2013年提出的“一

帶一路”等包含了廣泛而開放的經濟合作關係，營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 

4.中國經濟金融保持穩定發展— 

  中國採取 4萬億的經濟刺激方案，經濟增長快速反彈，金融體系逆勢而上

保  持穩定，實力增強，且人民幣堅持不貶值，在世界上贏得了信譽。 

 

（二）基本建立人民幣國際使用政策框架 

 

  中國持續推進金融改革、完善使用環境，夯實人民幣國際化的根基，其內

容有: 

1.金融改革持續深化 

a.利率市場化改革 

 擴大利率浮動區間→全面放開貨款利率管制→放開小額外幣存款利率

 浮動區間上限→大額存單利率定價市場化→放開存款利率上限浮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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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利率市場化基本實現。 

b.匯率市場化改革 

 擴大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波動幅度→8.11匯改、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

 逆週期因子等；完善外匯市場體系建設。 

c.資本項目可兌換 

 啟動各類互聯互通機制，加速試點經驗推廣，修訂外匯管理條例，取消

 大部分事前審批。   

 

2.完善跨境人民幣使用政策 

a.跨境人民幣業務 

 推進經常項下人民幣結算；人民幣購售業務宏觀審慎管理；跨國集團經

 常項目跨境人民幣集中收付。 

b.人民幣直接投資 

 推進人民幣 FDI與 ODI；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境外投資者人民幣設立、

 併購和參股金融機構。 

c.跨境人民幣融資 

 推進境內銀行境外項目人民幣貨款；人民幣債券融資；跨國企業集團跨

 境雙向人民幣資金池；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 

d.人民幣證券投資 

 推進 RQFII、RQDII；三類機構進入銀行間債市；滬港通、深港通、債

 券通。 

 

（三）全面拓展人民幣為國際貨幣 

 

 2017年人民幣位居全球第五大支付，超過 1900家金融機構在全球各地

展開人民幣支付業務，有關其詳細內容: 

 

1.跨境人民幣結算累積突破 38萬億元，人民幣金融資產吸引力增強 

a.2017年上半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金額 2.15萬億元，其中，貨物 1.65  

 萬元，服務及其他 0.50萬億元，累積突破 31萬億元。 

b.2017年上半年人民幣直接投資金額 5700億元，其中，ODI為 1514億元，

 FDI為 4186億元，總體累積超過 7萬億元。 

c.人民幣國際債券市場快速擴大，股市互聯互通機制基本建立，境外機構

 與個人持有境內人民幣金融資產 3.8萬億元，回升接近匯改前水平。 

 

2.人民幣開始邁入主要貨幣行列 

a.人民幣正式加入 SDR，份額達 10.92％，排名第三，獲得 IMF背書，極

 大地提振了市場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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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16年末，全球人民幣儲備規模 845億美元，占比達 1.1％，歐美央行

 已將等額 5億歐元的美元儲備轉換為人民幣。 

c.2017年 8月末，人民銀行與其他貨幣當局簽訂雙邊本幣互換協議規模

 達 3.34萬億元，以人民幣為中心的貨幣安全網不斷擴大。 

d.預計 2025年，全球人民幣儲備規模’將達 6800億美元，晉升為第三大

 國際儲備貨幣。 

 

（四）離岸人民幣市場蓬勃發展 

 

1.離岸市場進入鞏固調整期 

a.海外人民幣資金池歷經急速擴大與震蕩萎縮，目前已止跌回升，總體規

 模為 1.2萬億元左右。 

b.人民幣在全球貨幣交易中佔比達 4.0％(所有貨幣總和為 200％)，成為

 交易量最大的新興市場貨幣。 

c.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逐步實現差異化定位，例如中國香港是全球離岸人

 民幣業務樞紐，倫敦以人民幣外匯交易為優勢，盧森堡側重人民幣投資

 基金與資產管理。 

 

2.人民幣清算體系逐漸覆蓋全球 

a.在全球 23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人民幣清算行。 

b.CIPS(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一期運行良好，二期進一步擴大覆蓋範圍，

 提供凈額結算，優化參與者流動性使用。 

c.2017年 7月初，CIPS直接參與者數量增至 31家，間接參與者近 600家，

 其中超過 60％為境外間接參與者。 

 

（五）人民幣國際化其展望 

 

 人民幣國際化並非破舊立新，而是尊重現有框架，深化與美元、歐元等

主要貨幣的互補合作，攜手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美元、歐元、人民幣三元貨

幣格局、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力量的制衡秩序正在塑造之中，展望人民幣

國際化發展: 

1.人民幣國際化面臨重重壓力 

a.全球格局處於動蕩之中，貨幣競爭日超激烈。 

b.國內經濟存在下行風險，影響人民幣國際化信心。 

c.匯率貶值預期與波動性上升，影響人民幣資產持有意願。 

d.資本項下政策超緊，金融管控難度加大。 

 

2.波浪式前進成為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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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短期波動難掩長期趨勢。 

b.過去幾年人民幣國際化快速發展，是中國對外貿易投資實力集中爆發所

 致，既有政策改革的推動，也有市場的客觀需求。 

c.在市場力量居於主導的環境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會更加起伏不定，大

 趨勢依賴經濟增長、人民幣總體實力將提升和人們預期穩定。 

 

3.人民幣國際化遵循四項原則 

„穩健的國際化 

„立足服務實體經濟 

„審慎把握節奏 

„承載有限使命 

 

4.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與前景 

  

二、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動力 

發展人民幣國際化需有動力，支撐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主要動力包括: 

 

（一）中國經濟國內基本面穩中向好，經濟金融改革有序推進，為人民幣國際

    化奠定堅實基礎 

 

1.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換檔”而非“失速”，6.5％左右的 GDP增   

  速依然位居全球前茅。 

2.供給側改革加速推進，金融改革穩步進行，堅持人民幣可兌換、可自由使 

  用的長期方向。 

3.2017年上半年經濟景氣上升，GDP增速 6.9％，外貿、投資穩中向好，供

  給和需求正在實現良性互動。 

 

（二）匯率穩定對人民幣國際化形成支撐 

 

1.中國經濟基本面向好 

a.PMI連續 13個月在榮枯線上方。 

b.非儲備性質的金融帳戶由負轉正，資金外流有效遏制。 

c.7月即期遠期結售匯逆差大幅收窄。 

 

2.美元貶值 

美元指數由 103高位跌至 92水平，川普增長計畫與前景遭到市場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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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場情緒逆轉 

近期人民幣收盤價連續在中間價下方，表明市場情緒已發生逆轉。 

 

4.匯率走勢判斷 

a.長期:立足勞動生產率等基本面，即使人民幣不會快速升值，但也不存在

  貶值基礎。 

b.中期:考慮物價走勢，人民幣購買力相對穩定，並構成對一籃子匯率相對

  穩定的原因。 

c.短期: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波動，主要取決於美元走勢，尤其是美聯儲的

  加息頻率與幅度以及對其的預期。 

 

（三）“一帶一路”成為人民幣國際使用者關鍵平台 

 

1.“一帶一路”倡議與人民幣國際化相輔相成 

a. 2016年末，中國大陸與沿線跨境貿易人民幣實際收付 7786億元，占雙

 邊貿易額的 13.9％， 

b. 通過貨幣互換機制向沿線 22個經濟體提供人民幣流動性支持；8個國 

 家或地區達成人民幣清算安排；18個國家或地區設立 RQFII機制。 

c. 沿線人民幣接納度存在區域差異，中亞、東南亞地區強勁增長；埃及、

 肯尼亞、希臘和印度等處於較低水平；西歐市場有所差別。 

d. “一帶一路”倡議帶來更多人民幣投融資機會，特別是基建和產業發展

 項目。 

 

（四）債券市場加速開放 

 

1.債券是全球資產重要目 

a.以債權為主要構成的固定收益類產品是規模最大的資產類別。 

b.債券是央行外匯儲備的重要組成部分(香港七成、瑞士八成)。 

 

2.中國債市對境外投資者有吸引力 

a.中國國債的收益率相當具有吸引力。 

b.SDR提升全球央行配置人民幣資產的需求。 

c.歐洲央行買入 5億歐元的人民幣外儲。 

d.新加坡和菲律賓將人民幣納入外儲。 

 

3.中國債市已具備相當規模 

a.過去五年，年均增長率達到 21％，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債券市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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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總市值達 8.4萬億美元。 

c.目前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全球第三大債權市場。 

 

4.開放 QFII、RQFII、CIBM等三項市場 

a.放開境外機構准入門檻。 

b.政策從多個角度逐漸深化。 

c.加快審批境外機構進入銀行間債市。 

 

5.大陸債市發展潛力大 

a.已有 432家境外投資者入市，總餘額近 8000億元人民幣。 

b.外資持有中國境內債券創新高，YoY增長 13％。 

c.人行境外投資者持有的中國債券占比僅為 2％。 

 

6.滬港通、深港通、黃金通，資本市場互聯互通 

a.實現內地市場與全球金融市場的對接。 

b.加快跨境產品創新。 

c.逐步體現了香港的“樞紐”作用。 

 

（五）金融科技提供人民幣連通新載體 

 

1.中國大陸新金融生態領先全球。 

2.根據安永金融科技採納率指數，中國大陸(69％)排名第一，印度(52％)、

  英國(42 ％)、巴西(40％)、澳大利亞(37％)分列二至四位。 

3.過去三年，中國大陸第三方移動支付業務呈兩位數增長。 

4.支付寶擁有 4.5億全球用戶，歐洲、北美洲、東亞和東南亞 26個市場逾 12

  萬家實體店接受支付寶。 

5.微信擁有 8億全球用戶，可以在 15個國家和地區提供 12種貨幣的支付服

  務。 

6.借助上述平台，人民幣支付正日益擴大到中國境外的電子商務領域，以及

  教育等其他服務性出口行業。 

 

三、 把握人民幣國際化機遇，深化兩岸經濟金融合作 

（一）以人民幣國際化，服務兩岸經貿往來 

 

 兩岸產業互補性不斷增強，企業往往位於產業內部上下游，秉持“創新、

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理念，兩岸企業互動、產業合作的空間相當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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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人民幣國際化在節約成本、投資便利和資金配置等方面可以帶來實實在

在的好處。 

 

 中國銀行全力支持兩岸企業轉型升級，不斷深化跨境人民幣產品創新，

利用政策便利，推出台資企業集團內部跨境人民幣雙向借款等業務，推動兩

岸產業融合。並積極推動兩岸貨幣清算，實現人民幣匯款截彎取直。2017年

上半年，中行台北累積辦理進口開證、出口交單業務在 29家外資和陸資銀行

中排名第二。截至 2017年 6月末，台北人民幣清算行已為境內 85家參加行

開立人民幣清算帳戶，累積辦理人民幣清算業務 16.6萬億元。 

 

（二）大力推進台灣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 

 

 離岸人民幣業務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競爭的新亮點，台灣已有 68家外匯

指定銀行及 59家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辦理人民幣業務，人民幣存款在台灣外幣

存款中僅次於美元，位列第二。深度挖掘寶島債市場潛力，滿足台灣乃至全

球投資者需求，2017 年 3月末台灣累積發行人民幣債券 706億元，人民幣計

價基金 110億元，排名第二位，僅次於新台幣基金規模。中國銀行台北分行

是陸資銀行在台第一家人民幣匯率期貨報價商，首批向市場提供報價和流動

性。2013年 12月，中行香港分行發行了 20億元人民幣“寶島債”為台灣地

區投資者持續提供人民幣投資產品。2015年 6 月，中國銀行香港、台北、新

加坡、阿布扎比、匈牙利 5家海外方行聯合發行“一帶一路”主題債券，在

國際上引起巨大的反響。中國銀行累積在台灣市場成功發行 70億元寶島債，

連續創造陸資銀行、陸資銀行在台分行以及陸資銀行 15年期等寶島債手發跡

紀錄。 

 

（三）協力支持”一帶一路”建設 

 

 通過務實協商方式推動台灣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以基建項目為例，

兩岸可以積極推動銀行團貸款發展，通過資產證券化方式提高商業銀行的流

動性，實現優勢互補，有效支持相關建設。 

 

（四）服務兩岸金融合作與中小企業合作 

 

   大力推進兩岸金融機構合作與跨境撮合活動，擴大兩岸金融市場開放

度，降低信息不對稱性，開展聯合人民幣授信業務，設立人民幣發展基金。

兩岸中小企業在市場、技術互補等方面具有廣闊合作空間，以中小企業對接

支持創新發展，充分發揮兩岸中小企業創新園、兩岸創業基地等平台作用，

完善相關政策優惠與跨境人民幣金融服務兩岸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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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銀行為全球中小企業搭建互聯互通渠道，目前已經在全球舉辦 35

場跨境撮合活動，吸引來自五大洲 80個國家和地區 2萬家中外企業參加，開

展了近 2萬場“一對一”撮合，現場達成合作意向 1萬項。其中，中國銀行

台北分行在台北、高雄、台中、台南、北京、上海等地舉辦說明會、研討會、

培訓班 30餘場，參加人數逾二千人。 

 

肆、廈門銀行介紹 

本次行程並安排拜訪大陸首家具有台資背景的城市商業銀行─廈門銀行，行

長洪主民並為參訪團作該行簡報如下: 

廈門銀行成立於1996年11月，2008年12月引進具有台資背景的富邦銀行(香港)

作為戰略投資者，開啟兩岸金融業合作之先河，既是大陸首例，也是至今為止唯

一一例。 

 

廈門銀行在廈門市財政局、台灣富邦金控兩大股東的有力支持下，匯聚全球

金融精英、融合卓越智慧，致力於特色化、差異化經營，不斷先行先試，全力打

造成為“兩岸金融合作樣板銀行”。廈門銀行的快速發展得到了社會各界的認可，

不僅收穫了諸多榮譽，且連續多年監管評級被銀監會評定為二級，外部主體評級

AA+，是目前福建省內城市商業銀行中的最高評級。該行主要業務其特色包括: 

 

1.展業寶 

貨款對象:年營業收入在100萬元～5000萬元之企業或企業主個人。 

產品特色:免抵押信用貨款產品，輕鬆申辦免抵押、專注信貸不搭售、快速審

批不久等。最快簽約當天即可放款。 

 

2.稅e融 

貨款對象:廈門地區正常繳稅兩年以上，且前12個月繳稅總額大於1萬元，無不

良信用紀錄及欠稅紀錄，納稅評級為B級(含)以上的企業 

產品特色:無抵押、免擔保、純信用網貸產品，在線申請、自動審批、自助提

款、自助還款，最高可貸款100萬，隨借隨還。 

 

3.個金零售特色 

a.開卡無門檻，用卡無成本:免開戶費、免工本費、免帳戶管理費。 

b.ATM取款免手續費:大陸地區異地跨行ATM取款免手續費、台灣地區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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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M(銀聯標識)取款免手續費、香港地區富邦ATM取款免手續費。 

c.手機銀行、個人網銀使用優惠:轉帳全免手續費 

4.對台金融特色 

a.融合資源、福惠兩岸 

 與亞洲最大的免稅店集團—昇恆昌集團共推兩岸首張主題聯名借記卡，與台

 灣最大的商業土地開發集團—台開集團、台灣最大的旅行社—雄獅旅遊集團

 等台灣知名企業建立長期戰略合作，融合兩岸資源，福惠兩岸人民與企業。 

b.提供兩岸商旅、服務平台 

 代辦入台證件、代訂台灣民宿、代訂台灣交通(金廈船票、小三通套票、台

 灣包車、台灣接送機服務、中遠之星等船票)、台灣地區700餘家特惠商店、

 不定期赴台遊專屬團，只需撥打免費克服熱線400-858-8888輕鬆辦理。及昇

 恆昌免稅商店刷卡消費享98折起優惠、金門昇恆昌金湖大飯店及昇恆昌指定

 餐廳可享9折起優惠、至金門昇恆昌金湖大飯店享房型免費升等、台北駿宇

 飯店享入住6折等優惠、台灣及大陸地區所有ATM和香港地區富邦ATM取款免

 手續費。 

e.量身定製 服務台商 

 廈門銀行是福建省首家同時具備三種模式進行兩岸人民幣清算的銀行，兩岸

 人民幣清算量占廈門市兩岸人民幣代理清算總量近八成，兩岸人民幣清算渠

 道獲2015全國十佳金融產品創新獎。 

f.大陸首個“台商業務部” 

 與富邦銀行(香港)、台北富邦銀行建立長效聯動機制，為兩岸台商客戶提供

“台商益鷺通”金融產品，解決台商客戶大陸融資、境外公司融資及各類融資

 需求。 

g.大陸首家新台幣現鈔清算業務參加行 

 2014年6月以來，作為首家新台幣現鈔清算參加行，實現為個人辦理新台幣

 現鈔兌換，為銀行同業機構辦理新台幣兌換、新台幣現鈔調運等業務環節的

 互聯互通。截止2016年底，我行已有35家分支機構提供新台幣兌換業務。 

 

  此外，廈門銀行亦積極推動兩岸文化交流，連續四年獨家支持海峽兩岸

少兒美術大展，先後與輔仁大學、東海大學、金門大學、中原大學、台北商

業大學、金門大學等台灣高校合作設立大陸實習基地，聯合廈門大學、輔仁

大學發起“海西信心指數”，支持兩岸鬥茶、兩岸書法家送春聯等民俗活動，

及弘揚兩岸媽祖文化，支持萬名台灣信眾赴大陸發展齊拜媽祖巡遊，十萬家

庭獲贈台灣平安福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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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經二、三十年快速發展後，2014~2016年經濟成長率分別

為7.3%、6.9%及6.7%，似乎進入穩成長階段，中長期而言，在人口老化與自然增

長低、土地資源越來越貴、環保壓力越來越大等制約下，如何跨越所謂”中等收

入陷阱”仍有許多挑戰，金融方面，影子銀行、房地產泡沫、國有企業高槓桿、

地方債務及違法違規集資等均為現階段面臨之問題，亦有待努力克服。惟回顧中

國大陸經濟發展歷程，也曾經呈現各種問題，在龐大人口紅利與城鎮化發展等有

利因素環境下，可說關關難過、關關過。 

 

另由於中國經濟的崛起與區域經濟合作興起，加上因 2008年美國次貸風暴

使得身為全球主要貨幣的美元產生信心危機，而加速全球經濟變遷，要求國際貨

幣體系改革，人民幣國際化亦隨之躍上國際舞台。人民幣正式加入 SDR，份額達

10.92％，排名第三，獲得 IMF背書， 2017年人民幣位居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

超過 1900家金融機構在全球各地展開人民幣支付業務，預計 2025年，全球人民

幣儲備規模’將達 6800億美元，晉升為第三大國際儲備貨幣，人民幣開始邁入

主要貨幣行列。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仍有許多課題，由於債券是全球資產配置的

重要項目，因此中國債券市場的加速開放與擴大相當重要，特別是人民幣國際化

的發展動力，有賴中國大陸經濟穩定發展。 

 

在兩岸交流部分，2016年兩岸進出口貿易達 1,800億美元，兩岸產業互補

性不斷增強，企業往往位於產業內部上下游，秉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

共享”的理念，兩岸企業互動、產業合作的空間相當廣闊。人民幣國際化推進兩

岸金融機構合作與跨境撮合活動，擴大兩岸金融市場開放度，開展聯合人民幣授

信業務，設立人民幣發展基金等，可服務兩岸經貿往來。同時，兩岸中小企業在

市場、技術互補等方面也具有廣闊合作空間，以支持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善用兩

岸中小企業創新平台，有利兩岸中小企業合作。 

 

依據主辦單位中國銀行在本次會議之簡報，該行對台服務歷史已超過20年，

是大陸地區擁有最多臺灣地區代理行的商業銀行，臺灣 40家本地銀行已在該行

台北分行開戶，是臺灣地區人民幣參加行，目前該行服務的台資企業客戶超過

1000家，其中授信客戶近 400家。另截至 2016年 12月底，中國銀行為 26家臺

灣金融機構設立了授信額度，授信總額約 60億美元。並有 7家大型台灣銀行在

該行開立了美元帳戶，多家台灣銀行在該行境內分行開立 22個跨境人民幣清算

帳戶或債券投資專用帳戶。中國大陸目前為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第一大貿易國，

亦為我第 1大出口國，兩岸金融的交流互動，有益雙邊貿易與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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