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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陶海青

编者按：历史有着惊人的巧合。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改革开

放的序幕，中国大陆开始走向复兴；1979 年 1 月 1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

胞书》，宣布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

针及一系列政策主张。

35 年后的 2013 年，中

共中央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确立

了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掀开了改革新篇章；2014

年 1 月 1 日恰逢《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35 周年，国台

办主任张志军撰文以示纪念。

经过 35 年的发展，大陆和

台湾已经建立了良好

的 合 作 关 系 。

在这个过程中，台商提高了国际竞争力，大陆的经

济也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 2013 年，两岸签署了

诸多协议，使得两岸交流从务虚到务实，从单方让

利到互惠双赢，各项合作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从本期开始，《中国贸易报》推出“海峡两岸经贸

纪实”系列报道，真实记录两岸经贸往来中

的每一个瞬间。

“海峡两岸经贸纪实”系列报道之一

前门是北京会馆的集聚区，曾有 150 多家会馆，有

400 多年的历史，台湾会馆就坐落其中，并保留着原有的

清末民居风貌。

台湾会馆位于大江胡同，紧邻台湾街，附近商铺云集。

漫步于此，可以在百年老店里寻找台湾原味，到国

际品牌店体验台湾科技风采，去台湾淘宝馆“淘”创意生

活。诱人可口的炸鸡排、香气四溢的蚵仔煎等台湾特色

小吃让人唾涎欲滴，牛轧糖、凤梨酥、高山茶礼、柚子参

等伴手礼更是应有尽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民在接受

《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说：“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领域逐步拓展，规模持续扩大，已经形

成了互补互利的格局。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

到困难和阻力。但是，2013 年是台湾对外经济合作取得

重要突破的一年，有助于化解台湾经济边缘化危机。同

时，两岸经贸合作组织化、机制化与制度化也获得发展，

这对于 2014 年以及未来两岸经贸合作将起到重要的协

调、组织与推动作用。”

2013年，两岸经济交流态势良好

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影响已超越美国。研究表明，大

陆经济增长率每下跌 1 个百分点，台湾经济增长率将向

下修正约 0.8 个百分点，而美国对台湾地区的影响则是

0.7 个百分点。

事实上，从 2000 年开始，作为曾经的“亚洲四小龙”

之一，台湾岛内经济景气度开始波动。2008 年金融海啸

加剧了岛内的就业危机，导致越来越多的台商放弃赴

美，转而“西进”大陆寻找商机。

陈然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在 20 年前到大陆掘

金，从事传统的钟表生意。当时，台湾原材料成本上升，

导致企业经营成本迅速上涨。无奈之下，他只能寻求异

地迁移。当时，中国大陆的劳动力价格相对台湾，甚至

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都要便宜，于是，大陆便成了像

他一样的台商理想的避风港。

“劳动力成本降低，就相当于公司经营成本降低，自

然会增加利润。”陈然告诉记者，在上世纪 80 年代两岸政

策还没有开放前，很多台商就来大陆投资了。相比之

下，他已经“迟到”了。

背井离乡的打拼，回报给这些台商的不仅仅是经济

上的利润，更多的还有台湾日常物品受到大陆的认可和

追捧。这也促使“台湾制造”在大陆形成品牌效应。

2013 年，海峡两岸经济合作发展态势良好。“大陆出

台了诸多政策，台商期盼尽快实施。”陈然说。

这 一 年，《两 岸 经 济 合 作 框 架 协 议（ECFA）》早 收

清单中全部 806 项产品降至零关税，实现了大陆对台

让利的承诺；《海峡两岸投资保障和促进协议》及《海

峡两岸海关合作协议》正式生效，为在大陆台商及赴

台投资者的资本及人身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解决两

岸货物通关中的争议定下了标准。尤其是《海峡两岸

服务贸易协议》历经两年多商谈终于签署，无疑将有

助于加速两岸服务业融合、互补，共同提升两岸服务

业的国际竞争力。

另有数据显示：2013 年 1 月至 11 月，大陆与台湾贸

易额为 1807.1 亿美元，高于 2012 年全年两岸贸易额，同

比上升 18.8%，高于大陆外贸总体增速 11.1 个百分点。

其 中 ，大 陆 对 台 湾 出 口 额 为 371.8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4.1%；自台湾进口额为 143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1%，

台湾成为大陆第七大贸易伙伴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

商务部研究院台港澳研究部副研究员章海源认为，

海峡两岸双向投资格局已经逐渐形成，这得益于《海峡

两岸投资保障和促进协议》的签署。

2014年，台湾将发力民间投资

台湾经济属于出口导向型，易受国际经济大环境的

影响。近几年来，美欧经济衰退，导致台湾出口疲弱，民

间投资萎缩。民众囊中羞涩，难以推动民间消费。

台湾综合研究院院长吴再益担忧地说，从产业

角度来看，台湾产品近年来附加价值越来越低，“没有研

发、没有投资，怎么提升产业竞争力？”

公开数据显示：如果扣除半导体产业的投资，台湾

2013 年民间投资呈现负增长。为此，台湾财政部门在今

年将采取多种举措，力争改变现状。

据路透社报道，台湾财政部门在 1 月 2 日表示，预计

2014 年释放出的民间参与公共建设的签约项目将价值

1424 亿元新台币，行政院仍请各部（会）清查土地和投资

计划，以便利民间资本参与公共建设。

台湾财政部门负责人张盛和表示，为了引进保险业

资金投入公共建设，台湾财政部门已建立适合保险业参

与公共建设的模式，并将推出多项措施，例如建立商机

洽谈平台，成立投资公共建设咨询辅导小组，办理专业

教育培训等。

据了解，2014 年，台湾财政部门将释放出的大项目包

括：信义区 A25 土地开发案、台北市南港调车场都市更新

计划案、基隆火车站暨西二西三码头更新计划案以及新北

市新庄国际创新园区暨停车场兴建营运移转案等等。

另外，1 月 8 日，台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委曾铭

宗表示，新台币、人民币计价的双币别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基金（ETF）最快将于 2014 年下半年在台上路。至于

股票双币挂牌，将在涉及的层面被理顺后才能推展，因

此进度会比较慢。另外，双币 ETF 可配置的商品将在未

来大幅松绑。

章海源预计，2014 年，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外部

经济环境总体上有所好转。从两岸因素看，大陆作为

台湾最大的贸易、投资伙伴，特别是两岸经济合作由

制造业逐渐向服务业领域延伸，大陆经济快速发展和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为台湾经济转型提供了重大契

机 。 总 体 来 看 ，两 岸 经 济 合 作 也 面 临 难 得 的 历 史 机

遇，尤其是大陆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在坚持以开放促

改革、加快对台湾的开放合作、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

带 动 下 ，两 岸 经 济 合

作仍将保持较好的发展

前 景 。 从 两 岸 经 贸 发 展

的 阶 段 性 特 点 来 看 ，2014

年 ，两 岸 经 贸 交 流 将 在 已 建

立 的 制 度 化 架 构 下 运 行 ，全 年

预 计 仍 将 保持持续增长态势。

未来，力促两岸产业合作

1 月 8 日，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林中森表示，台湾

未来将继续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后续

协商，并推动两岸产业合作互补。

林中森说，未来，台湾仍将持续扩大及深化两岸

交流领域合作，并推动两岸两会领导人第 10 次会谈、

ECFA 后续协商、两会互设办事机构等。台湾也将持

续促进两岸产业合作，助力两岸产业转型升级，并推

动两岸在新兴产业方面的合作。同时，推动自由经济

示范区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接合作，帮助台商转

型升级。

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谭旭光告诉记者，他

曾到台湾考察过，希望有机会到台湾投资建厂。“我认为

台湾和大陆有很强的互补性，台湾的 IT 行业比较发达，

大陆的装备制造业也很先进。台湾如果想发展基础制

造行业，应该能得到大陆的支持，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

们将到台湾投资建厂，推动台湾的经济发展，让台湾人

民得到实惠。”

一个利好消息是，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经济建

设委员会主委管中闵已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报告了自由经济示范区政策。他说，台湾自由经济区有

可能与上海自贸区合作，互补互利。在有助于台湾产业

发展及增进投资的前提下，自由经济示范区不排除与上

海自贸区等其他先行先试自由贸易、自由经济的地区进

行对接及产业合作，而且合作范围没有限制。

海峡两岸将谱写经贸合作新篇章写经贸合作新篇章

在接受采访时，有专家提醒，台湾方面应放宽限制，促进

ECFA 取得进展，这对两岸后续协商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视。

对 此，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台 湾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王 建 民 深 有

感触。他担心涉及面最广泛的《海峡两岸货物贸易协议》不

能在 2014 年顺利签署。他认为，这一协议签署的可能性很

大，但由于协议涉及面更广泛、影响更大，预计会在岛内引

起更大争议，因此即使签署，能否在台湾顺利完成立法也存

在变数。

近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公开表示，希望台湾方面

在加强两岸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同时，进一步放宽对大陆货物

的进口限制，加快 ECFA 货物贸易协议的磋商与签署。

据悉，两岸贸易中，大陆方面的逆差较大。去年前 11 个

月，大陆与台湾贸易额达 1807 亿美元，同比上升 18.8%；大陆方

面贸易逆差 1063.5 亿美元，同比上升 22.4%。

沈 丹 阳 称 ，大 陆 方 面 贸 易 逆 差 产 生 及 增 长 的 主 要 原

因 是：台 湾 方 面 实 施 限 制 性 大 陆 经 贸 政 策，导 致 大 陆 对 台

出 口 未 能 正 常 增 长 。 在 两 岸 经 贸 交 流 中 ，台 湾 方 面 一 直

实 行“ 宽 出 严 进 ”的 政 策 ，严 格 限 制 大 陆 产 品 进 口 。 虽 然

台 湾 方 面 对 此 政 策 曾 进 行 多 次 调 整，但 到 目 前 为 止，台 湾

的 8726 项 进 口 产 品 中 ，仍 有 2000 多 项 产 品 未 对 大 陆 实 施

开 放 措 施。

中 国 贸 促 会 副 会 长 张 伟 也 曾 表 示，自 台 湾 开 放 陆 资 入

台 以 来，许 多 大 陆 企 业 赴 台 投 资 兴 业，但 总 体 投 资 规 模 不

大，增长较慢。从投资金额看，与台商在大陆投资相比，大

陆企业在台湾的投资显得微不足道。从开放领域看，台湾

对大陆赴台投资开放的项目仍维持正面表列方式，即陆资

不 得 进 入 未 被 列 入 开 放 的 项 目 。 而 台 湾 向 其 他 外 来 资 本

开 放 则 采 取 负 面 表 列 方 式，即 只 要 未 被 禁 止 的 项 目，外 来

资本就能进入。相较于其他外来资本，大陆资本受到的限

制更多。

台湾对大陆经贸政策有待进一步放开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大陆在台商心中的定位已发生重大转变。

对台商而言，上海内销市场非常诱人。“去上海投资、到上海发展、在上海安家”已成为

当今台湾人的热门话题和一种潮流。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其官网公告《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

意见》，首度开放区内个人与工商个体户可购买海外有价证券。据台媒报道，台湾金融业界

和学者对此十分关注，并指出，如若实现，将大幅强化自贸区内金融机构的资金进出功能，

促进台湾与上海之间的投资与贸易，打造沪台直通车。

在台湾淡江大学教授潘锡堂看来，上海自贸区主要目标是“经济转型”与“金融改革”，

这为台湾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提供了合作空间，例如，上海欲促进人民币国际流通、金融商

品创新及吸引外资企业；而台湾正积极推出更多的人民币创新产品，如人民币保单、人民币

计价的交易所买卖基金及“双币双股”商品。

台商陈然也证实：“台湾企业大部分是中小企业，我的很多台湾朋友都去上海做生意了。”

“现在的两岸关系处于历史高点，两岸经济、社会合作可以更深入、更开放。”上海市台

商协会会长叶惠德称，沪台双向投资“钱”景喜人，上海已经成为台商投资热点地区。上海

市台商协会将继续帮助在沪台商全方位融入上海。

沪台双向投资“钱”景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