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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基金會科技經濟組政策委員 

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 
 

2001年 12月 11 日大陸正式加入 WTO，成為第 143個會員國。為了進入 WTO，大陸對

於降低進口關稅與開放國內市場做出了許多承諾。降低關稅會使進口增加，因此大陸農產

品與部分工業產品將會受到一些影響；另一方面，國內市場開放也必然會對大陸的服務業

產生重大衝擊。自大陸改革開放至今雖然工業有進步，但相較之下，由於服務業產品大都

屬於非貿易財，因此大陸服務業目前的發展仍然相對較慢。在加入 WTO後，大陸內陸市場

開放之下，服務業勢必受到很大衝擊。 

本文先比較大陸與先進國家三級產業結構的差異，然後比較大陸與先進國家服務業細

項產業結構的異同。接著我們再進一步指出，大陸加入 WTO 後，服務業開放步驟與可能受

到的影響。最後，我們再以台商的卷調查意見，來說明服務業對於台商與大陸經濟發展的

重要性。 

2001年底大陸正式加入 WTO，成為第 143個會員國。為了進入 WTO，大陸對於降低關

稅與開放市場做出了許多承諾。降低關稅會使進口增加，因此大陸農產品與部分工業產品

* 本文發表於「加入世貿後，兩岸經貿關係進一步加強的構想與展望」研討會，促進中國現代化學術研究基
金會主辦，昆明，2002 8.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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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受到一些影響；另一方面，國內市場開放也必然會對大陸的服務業產生重大衝擊。自

大陸改革開放至今雖然工業有進步，但相較之下，由於服務業產品大都屬於非貿易財，因

此大陸服務業目前的發展仍然相對較慢。在加入 WTO 後，大陸內陸市場開放之下，服務業

勢必受到很大衝擊。 

在傳統的共產主義計畫經濟體制之下，商品的生產與分配是由國家計畫所掌控，換言

之，他們強調的是生產，而不是市場與分配。大陸在 1979年採行改革開放之前，是一個嚴

格實施共產主義的國家，故其傳統服務業一直都是一個不被重視的產業。在改革開放之初，

1979年時大陸服務業產值佔 GDP的比例只有 21.4％。其後，隨著開放與市場化的加深，服

務業產值佔 GDP 比例逐漸上升，到 2000 年時達到 33.2％的水準。但距離一般開放中國家

服務業佔 GNP比例至少在四成以上仍有一段差距，與歐美先進國家七成以上的標準更是無

法相比。 

無疑的，大陸在加入 WTO 之後，在內陸市場開放情況下，歐美先進國家必然會挾帶其

優勢的服務業大舉進入大陸。 

同時，傳統上大陸的大型國有企業都是以製造業為主，屬於服務型的大型國有企業較

少，因此外資進入服務業可能遭受的競爭會更少。但另一方面，由於大陸傳統上版塊經濟

的情況相當嚴重，很多商品在不同地區或省份之間流動時，經常會遇到許多地域性的限制。
1
因此，大陸服務業市場雖然是一塊很大的商機，但外資企業能否順利的在其中獲得利益，

仍有待觀察。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大陸服務業市場開放之後，所遭遇的衝擊與挑戰，可能

是所有產業當中最嚴峻的。 

事實上，由於大陸加入 WTO後，幾乎每一種產業都會受到很大影響，不論是正面或負

面的，因此國內外有相當多的文獻，針對大陸入世後可能受到的影響進行分析，例如王菊

(2001)、丁東起與姜林(2001)、井百祥與李亞(2001)、江芳韻(2001)、羽近平(2001)、余

永定與鄭秉文(2000)、周玲強(2000)、楊歡亮(2001)、喬海曙與鄧瓊(2001)、與龍永圖(2000)

等。這些文章分別針對不同的產業，來探討大陸入世後可能受到的影響。 

此外，由於兩岸分別於去年底通過加入 WTO，因此未來兩岸經貿關係也勢必受到入世

的影響也出現重大變革，目前已存的相關文獻也不少，包括林祖嘉(2001a,b,c,d)，梁榮輝

(2001)、劉大年(2000)、與 Kao and Lin(2001)。 

1 有關大陸地方市場出現壁壘分割現象的討論，可參閱林祖嘉(2001b)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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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先比較大陸三級產業結構與美、日、台灣等較先進國家的異同。其中大陸農業

比例仍然較高，而服務業比例明顯偏低，顯示服務業未來在加入 WTO後，勢必將會面臨嚴

重的衝擊。接著我們進一步比較大陸服務業細項結構與美、日、台灣等較先進國家細項服

務業結構的異同，其中我們看到大陸在交通運輸業的比例較大，而金融業則明顯較小，相

反的，先進國家中金融服務業則佔有服務業中最大的比例。 

在第三節中，我們進一步說明大陸加入 WTO後，服務業產業開放的範圍與日程，以及

可能產生的衝擊。其中我們特別針對金融產業與物流產業加以探討，因為這可能是未來受

到衝擊最大的二項產業。最後，我們引用一項針對台商對大陸服務業需求的調查研究。發

現在生產性服務業方面，台商最需要大陸加強的是金融服務業、教育、與物流，而在消費

性服務業方面，台商最需要大陸加強的是醫療、金融、與零售。 

在第五節結論中，我們先略述本研究的主要發現，然後我們針對於大陸服務業的未來，

提出一些政策建議與意見，供有興趣的讀者或政策決定者參考。 

在先進國家的經濟發展經驗中，產業結構的變化通常都會依循一個相當一致的軌跡。

一般而言，在經濟尚未開始起飛之前，農業在 GDP中都會佔有很高的比例。然後，隨著經

濟成長，工業快速起飛，農業則迅速式微。在工業成長的同時，隨著工業發展，市場經濟

體系中的服務業也會伴隨著成長。因為工業生產固然很重要，但要把產品運送到消費者手

中，則其中運輸、倉儲、批發、零售等生產服務業都會隨之增長。最後，當經濟發展到成

熟期，消費性服務業開始大量增加，如金融、旅遊、醫療、教育等。此時服務業的產值會

再追過工業產值，而成為 GDP中最重要的一環。因此，我們往往可以由一個國家產業結構

分配，就可以大致看出一個國家地區或經濟發展的狀況。 

在本節中，我們先比較美、日、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所得狀況，然後再進一步比較三

級產業的比例。其中我們同時討論大陸發展程度較高的上海市、蘇州市與江蘇省，以便與

先進國家來比較。然後我們再進一步探究大陸在服務業細項產業結構與先進國家服務業細

項產業結構的異同。 

一、美、日、台灣、與大陸三級產業結構之比較 

我們先比較，美、日、台灣、與大陸人均 GDP的相對高低。美國的經濟發展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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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0年時人均 GDP已達到 14,353美元的水準，高於日本的 9,068美元與台灣的 2,347

美元，見表 1。其後，美國人均 GDP持續成長，到 2000年時已達到 35,039美元的水準。

日本的發展雖然較美國慢，但 80年末期受日本經濟快速成長，再加上日圓升值的因素，

使得到 1995年時日本人均 GDP已達到 40,945美元，比當時美國的 28,165美元要高。

然而，近年來由於日本經濟成長停滯，再加上日圓貶值，使得日本以美元表示的人均 GDP

不漲反跌，2000年為 38,011元，略高於美國的 35,039。台灣的經濟成長也一直很快速，

尤其在 80 年代後半期，到 2000年時台灣人均 GDP已達到 14,188美元的水準，雖然仍

然低於美、日兩國，但已夠邁入已開發國家行列的標準。 

大陸人均 GDP相對而言就低許多，1980年改革開放之初，蘇州市人均 GDP為 487美

元，高於江蘇、上海、中國大陸。但這 20 年來，大陸人均 GDP 成長達度非常驚人，尤

其上海的人均 GDP由 1980年的 312美元，增加到 2000年的 4,551美元，平均每年成長

率高達 14.3％。而大陸區的人均 GDP 也由 284 美元增加到 844 美元，平均年成長率為

5.6％，也相當可觀。2
在大陸的人均 GDP變化中，我們看到兩個現象：第一，上海市與

蘇州市人均 GDP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若再以購買力可能與台灣的平均相去不遠。第二，

雖然上海市與蘇州市人均 GDP 很高，但江蘇省與全大陸則仍然很低。表示在經過 20 年

的經濟發展之後，大陸地區城鄉與區域之間的所得呈現相當不平均的變動，所得分配惡

化的情況十分明顯。 

由於美、日、台灣、上海、江蘇及全大陸地區人均 GDP差異頗大，因此我們可以藉

由美、日、與台灣的經驗，來預期大陸各地區產業結構未來可能的變化及其方向。其中

美國與日本的發展較早，而台灣的產業發展較晚，但發展程度仍比大陸高許多。因此，

這些不同地區產業發展的經驗與順序，正可以供大陸參考。 

表 2為各國及地區農業產值佔 GDP的比例情況。最明顯的趨勢是各地區的農業都在

下跌，另一個明顯的現象則是，所得愈高的地區農業比例就愈低。早在 1980 年初美國

與日本的農業佔 GDP的比例就只有 GDP的 3％左右。到 2000年時只剩下 1.4％。台灣在

1980年時，農業佔 GDP產值還有 7.7％，但其後的比例就不斷下降，到 2000 年只剩下

2.1％。上海市為一個很早就成熟的大型都市，其農業佔 GDP的比例一直很低，其 1980

年時農業佔 GDP 的比例只有 3.2％，現在更下降到 1.8％。蘇州市雖仍也是地籍市，但

早期農業比例仍然相當高，1980年時農業比例高達 24.7％，然後快速下降，到 2000年

2 由於過去 20年之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也由 1980年的 1.61眨值到 2000年的 8.28，因此若用人民幣來計
算，則大陸人均 GDP 的成長率將更為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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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只剩下 5.9％，可說是農業比例下降最快速的地方。而導致蘇州市農業比例迅速下降

的最主要原因，在於其 90 年代以來，成功的引進許多外資企業與台資，在工業快速的

成長之下，農業產值就相對很快的萎縮下去。 

資料來源：OECD Economic Outlook, Taiwan Statistical Databook, 中國統計年鑑，上

海統計年鑑，江蘇統計年鑑，蘇州統計年鑑。 

附註：(a)為 1999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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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同表 1。 

附註：(a)為 1999年資料。 

 

江蘇省雖然相對大陸而言是一個較富庶的地區，但在 1980 年改革開放初期，其富

庶的來源主要還是在於農業的發達，因此也使得其當時農業產值佔 GDP的比例高達 34.8

％，甚至比全大陸的 30.1％還高。然而，隨著經濟發展與外資的引進，江蘇省全省的發

展較整個大陸快了許多，因此到 2000年時，不但人均 GDP(1,362美元)比全大陸(844美

元)高，而且由於工業發展較快，使得其農業佔 GDP的比例(13.0％)也低於大陸的 15.9

％。最後，就整個大陸來看，隨著經濟發展與工業進步，使得大陸農業產值佔 GDP的比

例出現快速下降的趨勢。而且此一趨勢最近 10年更是明顯，在 1980年到 1990年之間，

農業佔 GDP的比例由 30.1％下降到 27.1％，只減少 3％；但到 2000年只剩下 15.9％，

亦即後 10年農業產值下降 11.2％，顯示這 10年來大陸產業結構的變動甚至比前 10年



加入 WTO對大陸服務業產業結構的影響與衝擊     29

還要明顯。 

接著，我們再來看工業產值佔 GDP比例的變化趨勢，見表 3。首先，美國與日本的

工業比例都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台灣工業佔 GDP 的比例先由 1980 年的 45.8％略增到

1985年的 46.3％，其後則出現明顯的下滑趨勢，到 2000年時台灣工業佔 GDP的比例只

剩下 32.4％。 

另一方面，大陸各地區的變化狀況則相當不同。上海在 1980 年時工業佔 GDP 的比

例高達 75.7％，主因在於其強調工業生產，對於服務業似乎不太在意。不過，由於上海

市位於長江三角洲出海口，是大陸最富裕地區的龍頭，不但企業對於運輸、交流、倉儲

等服務業的需求很大，而且對於民生需要的金融、零售、醫療等服務業需求也很大，因

此，在改革開放之後，上海市的服務業立即快速成長，我們會在下一節再詳述此現象。

至於蘇州市的工業產值則由 1980 年的 58.6％上升到 1985 年的 61.6％，然後再略為下

降到 2000年的 56.5％。江蘇省工業產值佔 GDP比例則由 1980 年的 47.3％上升到 1995

年的 53.9％，然後再下降到 2000年的 50.9％。就全大陸而言，工業產值佔 GDP比例由

1980年的 48.5％先下降到 1990年的 41.6％，再快速上升到 2000年的 50.9％。導致大

陸工業產值先下降後上升的原因在於重工業與國營事業的萎縮，其後民生工業與外資企

業的增加，又補充了大陸的工業產值，使得近年來大陸工業產值又呈現上升的趨勢。 

 

資料來源：同表 1。 

附註：(a)為 1999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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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先進國家的工業發展經驗可知，工業佔 GDP的比例都會出現先增後減的趨勢。美

國與日本早在 1980年代以前，工業就已呈現下降的趨勢，台灣則較遲到 1985年後才出

現下降的現象。
3
大陸蘇州市與江蘇省在 1995 年以後，都出現工業產值下降的趨勢。但

與美國、日、台灣相比，這兩地區的工業產值仍然相對高很多，因此我們可以預期這些

地區未來工業產值仍然會持續下降。就全大陸地區而言，雖然到 2000 年為止，工業產

值仍然在增加當中，但由於其佔 GDP的比例已高達 50.9％，因此我們預期未來大陸工業

佔 GDP的比例應該不會再增加多少。在加入 WTO後，由於大陸內陸市場開放及外資服務

業的引進，我們可以預期未來大陸服務業的成長會更快，因此工業產值佔 GDP的比例不

太可能再持續上升。 

最後，各國及地區服務業佔 GDP比例，見表 4。表 4顯示出兩個主要的現象。第一，

各國及各地區服務業佔 GDP的比例都呈現逐年上升的情況；第二，經濟愈發達的國家或

3 台灣工業佔 GDP 比例最高的是 1986 年的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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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其服務業產值佔 GDP的比例也愈高。美國在 1980年時，服務業佔 GDP 的比例已

達到 62.9％，2000年時更高達 71.7％；日本的情況也十分類似。台灣在 1980年時，服

務業比例為 46.6％，在 1985年時略升到 47.9％，然後快速增加到 2000年的 65.5％。 

大陸地區在改革開放之初，仍屬於傳統計畫經濟體制，強調工業與農業，對於服務

業不太重視，因此全大陸服務業產值只佔 GDP的 21.4％，即使當時的上海服務業也只佔

21.1％。然而，隨著經濟發展，大陸地區服務業快速增加到 1990年的 31.3％，然後就

維持在 33％左右的水準。在改革開放之初，由於交通運輸、物流倉儲與批發零售的需求

快速成長，使得服務業比例快速增加。但 1990 年以後，由於大陸工業快速成長，使得

服務業比例停滯不前。蘇州市與江蘇省的情況十分類似，不過由於蘇州市旅遊業十分發

達，使得其服務業比例超過全大陸的比例。 

上海的情況較為特殊，在改革開放之初上海的工業產值高達 GDP的 75.7％，而服務

業只有 21.1％。在改革開放之後，由於上海位居長江三角洲出口，使得其運輸、倉儲、

及零售批發等產業快速成長。也使得其服務業比例由 1980年的 21.1％上升到 1990年的

31.9％。1990年 6月上海浦東成立開發區，一方面吸引外資設廠，更重要的是許多國際

級的多國籍企業也因而選擇上海當成他們進入大陸的門戶。再加上上海與深圳成立股票

交易市場，使得上海成為大陸的金融中心，在金融、商業的快速帶動下，上海市服務業

也持續成長，到 2000年時已達到 GDP的 50.6％。不過，此一比例不但比美、日兩國低，

也比台灣的 65.5％低不少。在大陸地區經濟快速的成長下，我們相信上海的龍頭地位不

但將繼續維持，而且其成為營運中心、金融中心、運輸與倉儲中心的地位會更形強化，

因此我們可以預期未來幾年之內，上海服務業的比例仍將快速成長。 

二、美、日、台、大陸服務業細項產業結構之比較 

在比較美、日、台灣、與大陸三級產業的結構以後，我們再進一步分析這些國家與

地區服務業中細項產業結構及其變化。我們把服務業再細分成四類：交通運輸類包括郵

電、運輸、倉儲等；商業包括零售、批發、與餐飲；金融保險與社會服務則包括有金融、

保險、醫療及專業服務等，剩下的是其他部門，包括政府部門、教育、及其他。 

表 5顯示各國及各地區交通運輸業佔服務業的比例，我們看到兩個現象，一個是在

各地區交通運輸業的比例都在下降，另外一個則是經濟發展程度愈高，則交通運輸佔服

務業的比例就愈少。以美國為例，2000年時交通運輸佔其服務業的比例只有 8.1％，而

台灣也只有 10.2％。在改革開放之初，全大陸的交通運輸業佔服務業比例高達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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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後逐漸減少至 16.5％，但與先進國家相比此一比例仍然較高。4 

商業包含零售、批發與餐飲，其中同時包含了生產性服務業與消費性服務業，而一

般而言，此一部分服務業中佔有的比例相當穩定，表 6顯示，1980年美國商業佔服務業

的比例為 24.7％，到 2000年略下降到 21.1％。而日本由於零售與餐飲十分發達，使得

日本商業佔其服務業的比例一直維持在接近 50％的水準。台灣的情況則介於美國與日本

之間，商業佔服務業的比例相當穩定的保持在 28％上下。全大陸地區商業佔服務業的比

例雖然有所變化，但大致而言維持在 25％左右。不過，各地區之間差異很大，例如蘇州

市商業化程度較高，維持在服務業的 36％左右，江蘇省略低，大約佔服務業的 28％左

右。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改革開放之初，上海市服務業佔 GDP只有 21.1％，其中商業

就佔了 48.1％，不過隨著經濟發展，商業所佔比例快速下降到 2000年的 21.1％。其實，

這並不表示上海市的商業不發達，而是其他類的服務業成長更快速，其中又以金融保險

業的成長最快速。 

 

單位：％ 

資料來源：同表 1。 

附註：(a)為 1999年資料。 

4 或許有人認為大陸幅員廣大，因此交通運輸需求較大，因此佔服務業比例較高。其實這種觀點並不正確，
以美國為例，其幅員也很廣大，而且其航空業之發展，全球可能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與之比擬，但 2000年時其
交通運輸業只佔服務業的 8.1％而已。換言之，交通運輸業固然重要，但真正重要的服務業其實是金融、醫療、
與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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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同表 1。 

附註：(a)為 1999年資料，(b)為 1991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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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同表 1。 

附註：(a)為 1999年資料，(b)為 1991年資料。 

 

表 7顯示各國及各地區金融保險與社會服務業佔服務業的比例，其中有兩個很明顯

的狀況，一是隨著經濟發展，金融保險業的重要性會逐漸上升，二是一般而言經濟愈發

達的國家，金融保險與社會服務佔服務業的比重也愈高。美國在 1980 年時，金融保險

與社會服務佔服務業的比例已達到 44.3％，其後更上升到 2000年的 54.4％。台灣在同

時段由 38.2％上升到 44.8％。日本的金融保險業則相對較不重要，1995年時其金融保

險與社會服務佔服務業比重只有 29.4％。就全大陸來看，雖然金融保險與社會服務業的

比例在快速上升，但 2000年時只佔 GDP的 26.4％，仍遠低於美國與台灣的水準。 

不過，不同地區金融保險與社會服務業的發展狀況會有很大不同。以上海為例，在

1980年時金融保險與社會服務業只佔服務業的 12.5％，但在短短 20年之間，此比例就

上升到 40.7％，已接近台灣的水準，但所得相近的蘇州市金融保險業的表現就差很多。

主要原因一方面在於上海位居全大陸地區的金融中心，國際間的主要金融機構都是以上

海為中國的主要基地，再加上上海的股票市場，使得其金融保險產業的發展很迅速。相

反的，鄰近上海的蘇州市的企業(包含內外資)，可以就近利用上海的金融市場，使得蘇

州市金融保險市場的發展反而受到很大的限制，也因而導致金融保險產業變得相對較不

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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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同表 1。 

附註：(a)為 1999年資料，(b)為 1991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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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同表 1。 

附註：(a)為 1999年資料，(b)為 1991年資料。 

最後，在其他服務業當中，我們看到美、日、台灣的其他服務業所佔比例在逐漸微

幅的下降當中，主要原因在於政府部門在經濟體系中的重要性在逐漸減少。不過，大陸

的情況則相當不同，以全大陸為例，其他服務佔服務的比例雖然略為下降，但仍佔有 31

的比例。江蘇省的比例甚至更高達 40.2％，上海市雖然較低(24.6％)，但仍高於美、日、

與台灣的比例，而且還呈逐年增加的趨勢。大陸各地區其他服務業比例較高的主要原因

在於其政府部門在經濟體系中仍扮演相當重角色。雖然改革開放的主要特色是實施所謂

的「具有中國與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但與資本主義下的政府部門相比，大陸政

政府部門的重要性仍然高出許多。如果大陸未來若仍持續的朝著市場化經濟方向改革，

則我們可以預期未來大陸政府部門經濟體系中的角色必然會逐漸減少。 

據依前一節的分析，我們看到相對於美國、日本、與台灣而言，大陸服務相對落許多。

不但如此，在服務業當中，又以金融保險與社會服務業的落差最大。因此，大陸在加入 WTO

之後，在國內市場對國際企業開放之際，我們可以預期大陸服務業勢必會遭遇到國際企業

的嚴格挑戰，其中金融與保險業更將是首當其衝，受到的影響也會最嚴重。我們在本節中，

先說明大陸在加入 WTO之後，對於服務業細項產業當中的開放承諾與步驟，然後我們再特

別針對金融業與物流業的開放加以探討，因為此二產業很可能是受到市場開放影響最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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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個產業。 

一、加入 WTO，大陸服務業市場開放內容與步驟 

為加入 WTO，大陸承諾關於服務業市場開放的種類與項目非常的全面且程度也很

大，有關各項服務業開放諾的細節請參閱表 9。在金融產業方面，銀行業的承諾內容主

要包括：第一年允許外銀行於大陸 24 個主要城市設立銀行，進行外匯業務；二年後可

以進行人民幣業務；五年後，所有地域及業務的限制完全取消。證券業允許中外合資企

業承銷大陸證券，包括債券與股票及從事基金業務，同時可以進行 A股與 B股股票的買

賣。在保險業務方面，允許中外合資企業得進行產險與壽險業務，其開放步驟是先開放

產險，再開放壽險。
5 

在電信業方面，加入 WTO時，大陸先開放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地的行動傳呼及其他

業務，但外資不得超過合資的 30％；二年後得提高到 50％，並取消地域限制；三年後

完全開放。行動電話部分，大陸進入 WTO的第一年，外資不得超過合資的 25％，三年後，

提高到 49％；行動電話業務在五年後完全開放。此外，大陸同意技術中立方案，即外資

企業得以自由選擇任何技術來提供電信服務。 

在市場開放與流通方面，大陸同意接受基礎電信與金融服務的多邊協議。對美國服

務業供應上保留全部現有的市場開放與民營活動；同時，三年後逐步取消流通服務業上

的一切限制，包括批發、零售、保養維護、及運輸等等；在五年內提供化肥、原料和石

油製品的流通權。此外，對於流通所需的輔助服務限制亦將在三至四年內取消，同時美

國的服務商可以建立完全獨資的子公司。

(一)、銀行業： 

1.分階段擴大營業範圍限制–進入 WTO 後美資銀行可立即向外國客戶提供所有外匯業

務，一年後美資銀行可向大陸客戶提供外匯業務；「中」美合資銀行可立即獲得批准

開展金融服務活動(人民幣業務和金融零售業務)。 

2.進入 WTO兩年後，外資銀行將獲准對大陸企業經營人民幣有關業務，五年後放寬至可

對個人進行人民幣業務，並取消對外資銀行的經營地區限制與量限制。 

5有關大陸開放金融市場的影響，可參閱羅懷家(2000)、林漫宙(2001)、張虹(2000)、楊咸月(2000)、與趙聲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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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開放非銀行金融機構從事汽車貸款業務。 

(二)、證券業： 

1.允許少數合企業從事基金管理業務，享受與大陸基金公司相同待遇，當大陸證券商業

務範圍擴大時，外資合資證券商也可享有相同待遇。 

2.「中」外合資證券商將可承銷大陸證券發行，承銷並交易以外幣計價的有價證券，包

括債和股票。 

3.從事基金管金管理業務的「中」外合資證券商，外資持股比率最初為 33％，三年後可

增為 49％；從事承銷業務的「中」外合資證券商，外資持股比率為 33％。 

(三)、保險業： 

1.謹慎原則–允許外資企業有效管理控制合資的壽險保險公司，但仍限制外資持股最高

50％，三年內逐漸廢止保險業在大陸的地域限制，五年內分階段擴大外國保險公司進

入團保、健保、勞保及養老保險。 

2.人身保險公司–允許多數股權(進入 WTO 時開放外商擁有 50％的股權，一年內逐步達

到 51％的股權)，取消合資要求及內部分支限制，允許自選合資夥伴。 

3.非人身保險–允許多數股權(進入 WTO時立即開放外商擁有 51％的股權)二年內成為全

資子公司。 

(四)、電信業： 

1.同意實行鼓勵競爭的調控原則一根據成本定價、互聯互通權利、及調控當局的獨立性。 

2.同意技術中立方案，即外商可用它們選擇的任何技術提供電信服務。 

3.加入 WTO時開放北京、上海、和廣州的電信服務走廊，外商可立即在此三地投資「中」

資企業 30％股份，經營行動傳呼和其他加值服務，進入 WTO兩年後，投資上限提高到

50％，並取消投資地區限制。行動傳呼和其他加值服務三年內完全開放，行動電話業

五年內完全開放，有限服務及封閉的用戶群六年內完全開放。 

4.允許外商在「中」美合資成立的行動傳呼和其他加值服務的電信公司(含網際網路業

務及衛星科技業務在內)擁有 49％的股權，進入 WTO兩年後，允許外商擁有電信業 50

％的股權。但基礎電訊方面，外資最高只能擁有 49％的股權。 

5.外商可以投資行動電話公司 25％股份。進入 WTO一年後，外資投資上限升高到 35％，

三年後提高到 49％。外國電信服務商允許在大陸建立合資公司，不受數量制限，並在

一些城市提供服務。 

(五)、視聽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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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錄音和錄像帶–允許外商在錄音和錄像帶的銷售業擁有 49％的股權。 

2.電影–增加外國電影進口，每年不得少於 40部，其中 20部分享收益。 

3.電影院–三年內允許外商建設、更新、擁有及經營電影院的多數所有權。 

(六)、旅行和旅遊： 

1.酒店業–允許自由進入；進入 WTO時即允許多數外國股權；三年內建立 100％外國所

有權的酒店。 

2.旅行服務–允許外商提供全系列旅行代理服務；允許外國旅行業者進入政府旅遊勝

地，及北京、上海、廣州、西安。 

(七)、專業性服務業： 

1.允許過半數股權–適用於會計、稅收、管理諮詢、建築、工程、城市規劃、醫療和牙

科、及計算機相關股務等業，律師除外。 

2.會計業取消強制性本地化要求，允許自由進駐，並在發證上應用國民待遇原則，並實

行程序透明化。 

(八)、市場開放與流通： 

1.同意接受基礎電信和金融服務的多邊服務業協議。 

2.對美國服務業供應商(包括流通服務、金融服務、專業服務業、和其他服務供應者)保

留全部現有的市場開放和經營活動。 

3.以三年時間分階段取消在流通服務上的一切限制，包括批發、零售、保養維護、及運

輸等。 

4.在五年內提供化學肥料、原料和石油製品的流通權。 

5.對流通的輔助服務限制將在三至四年內逐步取消。美國的服務商可建立 100％股權的

子公司。 

資料來源：林祖嘉(2001b)，p29-30。 

二、加入 WTO下，大陸金融業與物流業面臨的衝擊與挑戰 

在目前大陸服務業市場不開放及落後的情況下，大陸服務業市場的開放勢必會造成

很大的衝擊。由於服務業範圍很廣，且大陸市場的開放又十分全面，我們很難一一詳述

開放後可能造成的影響。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只針對兩項最重要的服務業部門，

即金融服務業及物流業市場開放可能造成的衝擊，做深入的探討與說明。

在銀行業務方面，大陸銀行現存的問題許多，其中主要有：第一，絕大多數的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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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屬國有，這些國有銀行在經營上缺乏效率與彈性。第二，由於國有銀行的貸款集中在

國有企業，造成大陸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比例高達 25％。第三，另一方面，大陸國有銀

行的自有資本普遍不足，遠低於一般已開發國家通常對於自有資本不得低於 8％的要

求。第四，銀行資金往來源大都集中在存款，銀行間彼此借款及其他來源比例很高。第

五，在銀行資產運用方面，超過 90％集中在信用貸款。此外，消費性貸款比例很低，不

到 1％。第六，存放款業務以外的其他中間業務不足，而且幾乎都沒有跨業經營的情況。 

在大陸加入 WTO後，外商銀行進入大陸，必然會開始搶佔貸款市場與中間業務市場。

在慎選放款對象及要求擔保品的情況下，外商銀行的競爭性與獲利性必然會比大陸國有

銀行要高，且承擔風險較小。此外，外商銀行在外匯買賣、外貿保證、及其他金融業務

上的熟習程度絕非大陸國有銀行可能比擬。 

在大陸金融體系的開放當中，除了銀行業的開放，其他證券、保險業的開放，以及

A、B股合併並允許外人投資等，較屬於資本市場的開放，也同樣將吸引許多外資金融機

構的進入。這些資本市場的開放可以讓企業有更多獲取資金的管道，當然也可以使金融

體系更健全。 

然而，開放資本市場的必要配套措施就是外匯市場的開放，因為唯有讓人民幣與外

匯能自由買賣與流通，外資才會有足夠的意願進入大陸投資資本市場。但是在此種情況

下，大陸對於資本市場與外匯市場的管理與配套措施健全。 

更重要的是，大陸未來在開放資本市場與外匯市場的情況下，總體金融政策的執行

就必須更加謹慎。比方說，對於財政赤字與宏觀調控等財金政策，必須完全以已開發國

家的標準及方式來實施。尤其在大陸的固定匯率制度下，外資很容易利用各種機會進行

投機的買賣，以賺取利潤。而如果大陸財金措施處不當，例如出現財政赤字過大，再配

合通貨膨脹的情形，則很容易使外資與本國資金出現資本外逃的現象，嚴重的話更有可

能出現 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情況。 

至於在開放大陸內貿經營權與物流業之後，對大陸的內陸市場將有很嚴峻的衝擊。

一方面，外資擁有龐大的資金與經營管理上的優勢；另一方面，大陸傳統上並沒有任何

的大型服務性企業，因此他們幾乎完全無法與外資企業競爭。以食品業為例，台灣的康

師傅、統一、與旺旺仙貝在進入大陸幾年之後，很快的衝到第一品牌，而且在零售市場

上打下一片江山。而大陸在食品零售的本土品牌中，幾乎完全無法與之競爭。試想如果

7-11 等外資連鎖零售店能順利的進駐大陸，這些外資以龐大的資金投入在零售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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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其明亮寬廣的零售商品方式，根本就不是大陸傳統零售的小店舖可以比擬。既使

是以台灣相當發展的地區而言，傳統店舖仍然幾乎完全無法與這些外資連鎖企業相抗

衡，何況是大陸的傳統零售店舖？ 

至於大型連鎖百貨店或是量販店亦是如此。目前台灣的太平洋集團已在大陸不少城

市設有百貨公司，而且營運狀況都不錯。若國際大型連鎖百貨或超商，如 Wal-Mart 或

Sears，要在大陸全面佈店，更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而大陸的百貨業者如何與之競爭？

同時，大陸幾乎根本沒有國營量販店，因此外資企業的進入更將是予取予求。 

不過，雖然大陸內陸市場規模龐大，商機無限，而且又沒有大陸大型企業的競爭，

但是外商在進入大陸市場時可能會遇到許多困難與問題，使得外商進入大陸經營也許並

不如想像中容易。首先，大陸雖然是一個龐大的市場，但是傳統上除了中央的法令以外，

各省政府與縣市政府都有很強的行政權力。而且他們對於各省內企業與經濟常常訂定一

些外資企業難以想像的規定與限制，使得外資企業在經營上遇到困難。
6 

雖然過去 20年來大陸經濟發展快速，經濟成長取得了一定成就。然而，由於服務發展

仍然十分遲緩，因此對於大陸經濟成長造成了相當的瓶頸。尤其在服務業中，有一部分屬

於生產性服務業，包括交通運輸、倉儲、電訊、金融等等。由於在傳統計畫性體制，政府

只強調生產的重要，卻忽略這些產品由工廠運送到消費者手中所必需經過的流程，此即生

產性服務業。由於大陸在這一類型服務業發展較慢，使得國內生產產品的配銷受到相當大

的影響，因此反而導致國際貿易進出口的成長會高於大陸國內區域貿易的增長。
7 

由於近年來大陸在交通運輸與電訊通信方面的硬體建設投入甚多，我們預期未來這方

面服務業的產值將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在大陸加入 WTO後，外資在基礎建設與電信業方

面的投入勢必增加，因此我們相信大陸未來在生產性服務業將會出現快速成長。 

在消費性需求方面，隨著經濟增長，大陸國內旅遊業市場已逐漸打開。此外，隨著所

得增加，儲蓄與金融投資理財的需求會增加；另一方面，所得增加與人口老化的結果，也

將造成醫療需求的急速成長。此外，教育、法律、管理咨詢等個人性社會服務業的需求也

將逐漸出現。換言之，在生產性服務業需求出現之後，消費性服務業也將會隨著所得增加

6 關於加入 WTO 相關法律的研究，可參見丁東起與姜林(2001)及王海英(2001)的討論。 
7 見林祖嘉(2001b)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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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陸續出現。 

為進一步暸解大陸市場對於生產性服務業與消費性服務業的需求，我們利用一項針對

大陸台商對大陸服務業需求的先後順序，來說明大陸中央與地方政府對發展服務業的急迫

性。
8
由於大陸台商所得相對較高，因此他們對於大陸服務業的需求可以代表大陸人士未來

對於消費性服務業的需求。另一方面，由於大陸台商本身也代表產業界，因此他們也可以

同時代表企業界對於生產性服務業的需求。 

在台商對昆山市生產性服務業需求方面，表 10顯示昆山市台商對於銀行的需求最高，

加權平均數達 0.8667，其次為法律咨詢、幹部培訓(教育)、資訊服務、與流通分派服務。

事實上，大陸在加入 WTO 之後，銀行、通訊、與物流業都將開放，允許外資進入，因此未

來這方面的生產性服務的水準勢必會很快的提升。不過，在大陸關於加入 WTO的服務業開

放項目中，法律與教育似乎不在其中。因此，這一方面未來大陸能有多少改進，可能還有

待觀察。 

另外一個值得一提的是，在針對昆山市的台商調查當中，對外貿易服務的需求不大，

主要原因有二個，一方面昆山市鄰近上海，因此昆山市台商生產的產品要出口是很方便的；

另一方面許多台商工廠本來就是以出口為導向，他們對於國際市場原本就十分熟習，因此

他們對於政府改善國內外貿易性服務業的需求並不急迫。 

至於在昆山市台商對於消費性服務業的需求方面，表 11顯示台商對於大型綜合醫院的

需求最為急迫，加權平均為 1.3289。其次，教育訓練、子女教育、銀行證券、商業場所、

道路交通、大型百貨、公園綠地、及星級飯店的需求都很高。其中醫療屬於社會服務業，

教育訓練與子女教育屬於教育產業，而商業場所、百貨公司、與星級飯店屬於零售與批發。 

此一結果與前一節分析大陸服務業細項產業結構結果十分類似，即大陸的細項產業

中，金融與社會服務業相對先進國家與地區而言是十分落後的。其他如批發、零售、與飯

店餐飲的水準也不夠，這些對於生活在昆山市的台商而言，都是非常重要且迫切的消費性

服務業，大陸未來在這些產業方面，應該努力的加強。 

 

8 此處引用資料來自昆山市概念性總體規劃方案研究，2002。該研究係針對昆山市的台商進行問卷調查，除
了台商基本資料以外，該調查研究針對昆山市台商對於生產性服務業需求與消費性服務業需求，分別進行詳細的
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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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昆山市概念性總體規劃方案研究，2002。 

附註：(a)此平均數為加權平均數，其中極需要為 2分，需要為 1分，不需要為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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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同表 10。 

附註：(a)此平均數為加權平均，其中極需要為 2分，需要為 1分，不需要為 0分。 

大陸在加入 WTO後，由於進口關稅的降低，會使國內農業與工業受到顯著的影響，也

會有很多人口因而失業。當然，另一方面，原先大陸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也會出現許多

商機，如資訊、紡織、及其他輕工業等等，預計未來這些產業的僱用人數將會出現顯著的

成長。 

事實上，除了農業與工業以外，大陸加入 WTO 後，由於國內市場的開放，真正受到最

大衝擊的產業應該是服務業。一方面由於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初服務業的產值非常有限，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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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一些運輸與零售以外，其他種類的服務業可以說是幾乎完全付諸闕如，使得在 1980

年時，大陸服務業佔其 GDP的比例只有 21.1％。在改革開放之後，由於市場化的需求，使

得運輸、倉儲、電訊等生產性服務業產值增加，但消費性服務業的成長仍然十分有限，包

括醫療、金融、與百貨等等。因此，到 2000年為止，大陸服務業佔 GDP的比例也只有 33

％，仍然遠低於美國的 71％與台灣的 66％。 

在大陸加入 WTO之後，由於國內市場的開放，我們相信勢必會有大量的外資企業進入

大陸投資，一方面他們會在通訊、倉儲、物流等產業著手；另一方面，他們也會在金融、

保險、與醫療方面大量投資。依我們對昆山市台商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他們對於生產性

服務業需求集中在金融、教育、通訊、與物流等方面；而在消費性需求方面，台商的需求

以醫療、金融、零售、批發、教育最為迫切。 

在 WTO開放市場之下，外資勢必挾帶著其龐大的資金與優越的生產經驗，大量的投資

在大陸的服務業市場，因此未來幾年大陸服務業必將面臨嚴重的挑戰與考驗。對大陸原有

服務業的企業而言，當務之急應該是如何加速調整體質以便與外資企業競爭，以免遭遇到

淘汰。對於各地方政府而言，如何建立一個公平的服務業競爭環境，供本國企業與外資企

業依循並建立發經策略，則應當是其最主要的施政方針。無論如何，大陸加入 WTO之後，

服務業所面臨的挑戰，及其內部結構的調整在所難免，未來也值得學者們做更進一步的深

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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