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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陶海青

近日，“习马会”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两岸领导人

的历史性会面，为双方经贸合作开启了新纪元。

与此同时，“十三五”规划、“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

也为海峡两岸经贸带来了新的合作机遇。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杨毅周认为，在未

来的“十三五”期间，大陆仍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

理念，以互利共赢方式，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扩大两岸人

员往来，让中小企业受益。

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曹小衡认为，要促进两岸

核心经济群的合作，如基础设施、能源、金融、交通、电信、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等方面的合作，在经济上形成利益

共同体。另外，两岸还可以在加强两岸经济合作的基础

上，进一步探讨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有效途径。

把台湾商品运到内陆、中亚、欧洲地区

从地理位置上看，台湾位于“海上丝绸之路”起始的

要冲地带，与福建省隔海相望，加强两岸经贸合作已是

大势所趋，从而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11 月 3 日，来自台湾的货物搭乘“海峡号”高速客滚

轮在福建平潭澳前码头登岸，随即被运往福州江阴港，并

被整装送上首列“台湾—平潭—欧洲”海铁联运列车。随

着列车正式开行，在随后的近 20 天时间里，它们将跨越亚

欧大陆，从新疆阿拉山口出关，最终抵达德国汉堡。

这条海铁联运线路由若干国内合作陆港和 4 个出

境口岸组成，辐射国内约 20 个省份、中西亚约 10 个国

家、欧洲 28 个国家。

“ 台平欧”班列运输时间为 16-20 天，比海运节约

15-30天，但费用仅为空运费用的五分之一甚至更少。通过

“台平欧”这条新通道，台湾的机电、化工、光学设备等出口拳

头产品将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运输成本抢占欧洲市场。

据悉，在试行阶段，“台平欧”班列将对率先开拓市

场的企业给予保护和倾斜支持，尤其是本地国企，但之

后正式出台的政策将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这即是释放

“补贴”信号。

未来，“台平欧”将争取更多停靠站点，利用其对台

的优势将台湾与内陆、中亚及欧洲联系起来，台湾的商

品可以通过这个新通道抵达内陆、中亚、欧洲地区。

数据显示，去年，福建对外贸易总额为 1645 亿美

元。其中，对欧贸易约 200 亿美元；台湾外贸总额达到

5880 亿美元，其中，对欧贸易约 650 亿美元。全台湾航

空货运量约 230 万吨，海运集装箱约 1000 万标箱。

业内专家认为，如果能将这些贸易需求引向“ 台

平欧”物流新通道，将激发更多的产品、产业、资金、信

息、物 流、人 流 参 与 到 这 个 市 场 中，为 两 岸 企 业 带 来

“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利益。

同时，通过“台平欧”这一互利共赢的新平台，两岸

企业能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这将为两岸经济带来源

源不竭的发展动力。

优势互补 共同走出国门

数据显示，2014 年，大陆与台湾贸易额达 1982.8 亿美

元，比2008年增长53.4%。可见，两岸经贸合作正在提速。

业内专家表示，在“十三五”期间要进一步深化两

岸企业合作，努力提升两岸企业合作的层次，携手参

与国际竞争。

对此，台湾企业对两岸经贸合作的前景充满期待。

台商馥懿（厦门）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创始人林柏年表示：

“两岸企业需要合作，一起与全世界做生意。”

林柏年在大陆常年从事跨境电子商务。他认为，从

互联网经营的角度看，大陆在资金等方面具备良好的优

势，而台湾互联网企业更有国际观，对各种国际互联网平

台的运营手法也更为熟悉。“所以，是否可以放到一个平

台上，搭建一座桥梁，让两岸的互联网对接。大陆的互联

网市场很大，但除了阿里巴巴等平台外，很少有企业可以

走出中国。而在欧美市场，台湾企业或许会更有经验。”

林柏年表示，海峡两岸企业应该直接谈合作，实现

优劣互补，共同走向世界。

大陆企业对此也表示了相同的观点。东阳市六环

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蒋忠泉在义乌做生意已经超过 20

年了。他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说：“10 年前，

我就与台湾企业做生意。那时大陆人无法到台湾，而台

湾的信息也比较封闭，物资难以流动。近年来，这种状

况逐渐得到改善。5 年前，我每年都去宁波上课，学习台

湾企业的管理模式，台湾人非常务实，追求效率，值得大

陆企业学习借鉴。”

蒋忠泉认为，两岸企业同宗同源，沟通起来也比较

顺畅，而且双方优势互补，如果能够资源共享，携起手

来，一起走出国门，将更有成效。

两岸企业深化合作 携手闯世界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随着大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生产消费模式发

生深刻变化，市场供求格局深度调整，现代资讯技术加

快发展，商贸服务业开放共用、协同融合、智慧高效的发

展趋势更加明显。

在这个大背景下，大陆与台湾现代商业服务业合作

意义深远，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在电子商务推

动下的商业服务业发展，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服务业合作潜力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服务业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

期。1988 年，台湾服务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首次超过

50%，2001 年服务业占 GDP 比重达 69.36%。这一指标已

与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当，服务业已成为台湾的主导产

业。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1986 年至 2000 年的

15 年间，服务业的年均贡献率为 5.52%，远高于第二产业

1.66%。显示台湾经济的增长对服务业的极强依赖程度。

为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

究部副主任白明表示，无论从世界经济合作的趋势看，

还是从两岸经济发展的需要看，扩大两岸服务业合作都

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

据悉，由于受土地、交通、环保等瓶颈制约，台湾许

多行业竞争日益加剧，企业纷纷到岛外市场谋求发展。

“不可否认的是，台湾在科技与信息服务业方面的领先

发展程度值得我们借鉴，所以应尽力推动两岸科技与信

息服务业合作。”白明表示。目前，两岸信息服务业的合

作还十分有限，主要通过“两岸产业搭桥专案”，为两岸

信息服务业搭建生产、研发、营销和投资合作的平台，未

来合作潜力很大。

“一带一路”助力金融业发展

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0 年至 2020 年的十年间，

亚太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需投入 8 万亿美元，每年投资额

预计达 8000 亿美元。而亚洲开发银行每年提供的基础

设施项目贷款仅为 100 亿美元。“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涉及到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中东欧等 60 多个国

家，蕴含巨大经济发展潜力，这为两岸金融业提供了重

大业务、合作机会。

在白明看来，两岸金融业应服务两岸实体经济，共

同支持两岸企业“走出去”；积极开展两岸金融重大项目

合作，发挥资金整合能力；加强与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支

持性金融机构的合作；借人民币国际化“东风”，推动人

民币业务发展。

台湾“中国信托金控”副董事长薛香川说，台资银行

跟随台商的脚步，在东南亚国家经营已久，有成熟协助

产业输出、风险管控的国际经验。在 1995 年、1997 年，

“中国信托金控”分别在菲律宾、印尼设立子行、分行，此

外在越南、新加坡、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等地都有

经营网点，可与大陆金融业者展开合作，提供当地金融

服务。

业内人士认为，大陆市场、各银行实业规模巨大，台

湾金融业具有丰富的竞争经验，“一带一路”可“聚焦”的

产业众多，包括基础建设、电网建设、油气管网、商业贸

易、交通物流、农产品等。在参与基础建设工程的融资

或联贷、促进跨境电子商务、承保国际保险与再保险等

领域，两岸金融业联手将大有可为。

制度保障是关键

一直以来，台湾中小企业打入大陆市场存在一定困

难，尽管两岸企业都想推动彼此的合作，但却存在部分

制度障碍。白明表示，两岸商业的改善最终需要双方高

层放开制度。

当前正值“十三五”规划出台之际，有许多新的利好

政策有助于两岸商业的发展。业内人士表示，要想抓住

“十三五”规划的机遇，成本较低的电商是很好的选择，大

陆电商做得比较好，值得学习。台湾也很想参与“一带一

路”的建设，但大型基础建设需要大投资，白明认为，台湾

中小企业可通过与大陆企业合作，承接一些“分包”项目，

携手将商业“蛋糕”做大，一起分享机遇。

“近年来，随着两岸经贸投资往来

的 迅 速 发 展，两 岸 经 贸 纠 纷 也 亟 须 解

决。”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

主任兼秘书长于健龙告诉本报记者，在

解决海峡两岸经贸纠纷中，仲裁正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商务部官方网站公布的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9 月，中国大陆与

中国台湾贸易额为 1377.1 亿美元，占大

陆对外贸易总额的 4.7%。截至 2015 年 9

月底，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 94417 个，

实际使用台资 623.6 亿美元。按实际使

用外资统计，台资占大陆累计实际吸收

境外投资总额的 3.9%。

一般而言，商事纠纷的解决方式分

为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

“对于当事人而言，很难找到可信赖

的第三方进行和解、调解，而诉讼程序复

杂、成本高、周期长，对抗性相对强。”最

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对于和

解、调解、诉讼，由于仲裁更具弹性、更加

快捷，因此作为跨国的法律纠纷解决机

制，已经得到国内外法律界以及当事人

的高度认可，正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记者了解到，海峡两岸仲裁界通过

举办海峡两岸经贸仲裁研讨会等活动，

加强了彼此间的联系、了解与合作。11

月 16 日，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和台湾中华仲裁协会共同主办的第

十五届海峡两岸经贸仲裁研讨会将在

浙江杭州举办。该论坛创办于 2001 年，每年在中国大陆

和台湾地区轮流举办，在宣传推广两岸仲裁、增强两岸

企业对仲裁的认知和运用、促进两岸经贸投资发展等方

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于健龙表示，在两岸签署的协议中，不少涉及仲裁，

这些都推动了两岸仲裁界的交流合作，为解决两岸经贸

纠纷提供了依据。

据于健龙介绍，随着两岸经济贸易的迅猛发展，贸

仲委、台湾中华仲裁协会等两岸仲裁机构界为保护经济

交流成果，促进两岸间的贸易、投资关系，创造更为和谐

的交易环境付出不懈努力。

于健龙建议，海峡两岸仲裁界应抓住历史契机，充

分发挥仲裁的制度优势，进进一步促进两岸在法律前沿问

题上上的交流，更好地服务于于经贸、服务于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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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商业合作发展趋势向好

■ 本报记者 叶灵燕

11 月 7 日至 10 日，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以下简称农交会）在距离台湾最近的大陆省份福建举

办，突出海峡特色。本届农交会特设台湾展区、海峡两

岸农业合作展区，来自海峡两岸的 5000 家企业及合作

社参展，展览规模超过 12 万平方米，创历届之最。

“自 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即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简称 ECFA）签署以

来，海峡两岸农业交流合作与农产品贸易往来日益频繁。

在农业合作方面，海峡两岸通过会展活动等形式相互对

接，使双方农民都受益。在农产品贸易方面，海峡两岸进

出口的农产品品种不断增加，令两岸同胞大饱口福。”商务

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

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

记者从福建省农业厅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处获悉，在

本届农交会上，29 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与大陆知名

电商“本来生活网”签署了电商推广服务合作协议，加速

推广台农、台商的农产品。

对全国29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做过详细调研的福

建省台湾农业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琼告诉记者，福建有国家级

台湾农民创业园6个，全国排名前五的创业园都在福建。

在采访过程中，周琼对福建在与台湾农业合作及农

产品贸易方面的表现给予了肯定。

据白明介绍，最近几年，台农、台商纷纷来大陆发展

种植业、养殖业等，与福建企业合作较多。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 2014 年年底，福建已累计批办

台 资 农 业 项 目 2509 个，引 进 台 湾 农 业 品 种 1500 多 种

（次），福建农业引进台资数量和规模稳居全国首位。

自 ECFA 签署以来，为两岸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好处，也为两岸经济合作带来了互利双赢的效果。

为了把大陆现代农业提高到新的水平，周琼建议，

应该向台湾学习，引进台湾“精致农业”，发展“三高”（高

科技、高端、高附加值）农业，加强两岸农业创新驱动、转

型发展，携手共同拓展更高层次、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周琼还建议，福建可以立足自贸试验区建设，深化

闽台农业服务贸易合作，提升闽台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陈永共认为，台湾现代农

业注重生态保护，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

可以为大陆现代农业发展和生态建设提供借鉴经验，促使

两岸生态农业合作与交流将向更宽领域、更高层次迈进。

谈及两岸的合作前景，台湾薰衣草森林的胡帅玉很

有信心地说：“两岸互动日趋频繁，我对两岸合作抱有非

常大的希望。”

两年多前，在台湾有3个庄园的薰衣草森林机缘巧合地

来到大陆推销自产的精油手工皂、水果手工皂等，反响大大超

出预期。时至今日，薰衣草森林在北京开了3家店。胡帅玉

向记者表示，大陆市场正“往上走”，她对大陆市场充满期待。

大陆市场正“往上走”

闽台农业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

编者按：“十三五”规划提出，推动两岸产业合作协调发展、金融业合作及贸

易投资等双向开放合作；扩大两岸人员往来，深化两岸农业、科技等领域交流合

作，让更多中小企业受益，引导两岸企业携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两岸经

济合作深入发展。

未来，两岸在基础建设、金融、农业、贸易服务与仲裁等方面的合作将会加

强，两岸中小企业合作的机会也将越来越多，这将促进两岸经济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