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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景論壇 

 

 
中國產能過剩對全球的風險是一個複雜而多面的問題，它可能影響全球經濟、貿易、資源分配

和地緣政治格局。（圖片來源：Depositphotos） 

 

 

全球應注意中國產能過剩帶來的風險 

 

 

張建一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兼院長 

 

 

中國產能過剩現已變成全球矚目的問題，它不只對中國與全球經

濟帶來問題，甚至對於地緣政治格局亦可能產生潛在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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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各種製造業不能丟」造成中國產能過剩 

2020年 10月 3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共雜誌《求是》發

表文章，文中寫道：「要著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

應鏈」，這段話簡單來說就是「提升製造業」是中國的重中之重。文

中習近平亦提及：「我國線上經濟全球領先……」，但話鋒一轉強調：

「實體經濟是基礎，各種製造業不能丟。」很明顯，這一篇文章就是

當前中國產能過剩的源頭。在「各種製造業不能丟」的原則下，大量

的補貼湧向各種製造業，造成各種製造產品產量過剩，在中國內部無

法吸收下，低價傾銷至全球各地是可預料之事。2023年 9月，習近平

在黑龍江省考察調研期間的一個座談會上首次提到一個新名詞：「新

質生產力」。原本各界預期中國製造業將朝向「量減質增」的方向調

整，但他當時卻表示，中國將積極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進製造、

電子信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增強發展新動能。

換言之，中國的產能擴張將從成熟製造產品擴及至新興製造產品。顯

然，當前中國的電動車、電池與太陽能電池已對全球產業造成壓力。 

中國產能過剩的潛在風險 

中國產能過剩對全球的風險是一個複雜而多面的問題，它可能影

響全球經濟、貿易、資源分配和地緣政治格局。這些風險包括：1. 價

格競爭和市場失衡：中國產能過剩導致市場上供應過剩，進而導致價

格下跌。這可能對其他國家的企業產生競爭壓力，尤其是那些無法與

中國的低價競爭的企業。這可能會導致全球市場失衡，進而引發貿易

緊張局勢。2. 貿易衝突：其他國家可能因為中國的產能過剩而感到不

公平競爭，導致貿易衝突升級。這可能導致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興起，

如關稅、配額和其他貿易限制，進一步加劇全球貿易緊張局勢。3. 金

融風險：中國產能過剩可能導致企業過度擴張和債務風險增加。如果

這些企業無法獲得足夠的利潤來應對其債務，可能會導致金融風險擴

散到其他國家和金融市場，很明顯這些問題在中國已經產生了，全球

現在要避免的是各國因中國產品低價衝擊該國產業所造成各國間接的

債務風險。4. 環境和資源壓力：中國的產能過剩可能導致過度使用資

源和環境壓力加劇。這可能對全球資源供應和環境造成負面影響，例

如中國的 GDP 占全球 18%，但其資源消耗、水資源使用和排放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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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顯然與其 GDP 占比落差甚大。5. 地緣政治影響：中國作為全

球製造業的主要參與者，其產能過剩可能影響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例

如：中國對一些國家的經濟影響力增加可能導致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

劇，例如對於南海爭端等問題的影響。 

全球應全力共同應對中國產能過剩的潛在風險 

全球因應中國產能過剩的風險需要採取多方面的措施，包括政

策、貿易、金融和環境方面的措施。例如：1. 加強國際合作和協調：

國際社會可以透過加強合作和協調來應對中國產能過剩帶來的負面影

響。例如：透過國際組織和多邊協議來解決貿易緊張局勢，促進更加

公平和開放的貿易環境。美國財政部長葉倫 4 月 4 日赴中國主要的目

的即是針對中國產能過剩問題進行協調與溝通。2. 貿易政策調整：其

他國家可以透過調整貿易政策來應對中國產能過剩帶來的壓力。這可

能包括加強反傾銷措施、實施反補貼政策、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例

如：2018年時任美國總統川普針對中國不公平補貼所發動的貿易戰，

若中國再不積極改善當前的產能過剩問題，全球各界應該考慮跟進。

3. 金融監管和風險管理：國際金融體系需要加強監管和風險管理，以

應對中國產能過剩可能帶來的金融風險。這可能包括加強企業債務監

管、提高風險評估和監控能力等。4. 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全球需

要加強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如聯合國氣候大會不能只是要求各國

減碳多少，而必須更積極去應對中國產能全面過剩可能帶來的環境壓

力。例如：針對中國出口的產品全面課徵更高的碳關稅。 

總之，因應中國產能過剩的風險需要全球各方共同努力，透過政

策、貿易、金融和環境方面的措施來要求中國放棄不公平補貼導致產

能過剩對全球的危害，進而實現全球共同利益和可持續發展。 

 

 

編按：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遠景基金會之政策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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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本基金會為研究國際政經情勢之民間學術智庫，旨在針

對國際政經情勢及戰略與安全等領域，將學術研究成果具體

轉化為政策研析，作為我政府參考，深化學術研究能量，並

增進與國際重要智庫交流與互訪。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60巷 1號 

Tel: 886-2-23654366 

Fax: 886-2-23679193 

http://www.pf.org.tw 

http://www.pf.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