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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前兩岸經濟合作深化發展的主要問題 

（一）陸客自由行開放過少過慢，作用有限：團進團出模式因兩岸組

團社數量失衡，台灣組團社從中分到利益較小。自由行才有助於台灣民生

經濟的發展並惠及各地區與階層。但台灣至今每天才開放 4000 名額，大

陸也才開放 26 城市居民可以入台自由行，對於台灣經濟發展需要而言完

全是杯水車薪。 

    （二）兩岸貿易正常化與自由化協商艱苦，進程緩慢：ECFA 早期收

穫清單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自由化專案太少，90%以上的兩岸貿易仍然面

臨較高的貿易壁壘，特別是台灣歧視性、限制性大陸貿易政策影響到大陸

對台出口，使兩岸貿易未能實現可能的規模，也影響到消費者福利。事實

上，台灣至今禁止 2114項產品從大陸進口；已准許進口項目 8574項，除

了台灣在 ECFA早期收穫清單中和在其他協定中承諾減免關稅進口的部分

專案外，絕大部分仍面臨較高貿易壁壘，此外自由化程度有限的服務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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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也還躺在台灣的立法院中。 

    （三）陸資入台投資面臨歧視性政策壁壘，不如預期：台灣對台商赴

大陸投資實行的是管制下的逐步有限開放，至今仍設置投資限額與技術轉

移管制。陸資入台投資方面，台灣更遲至 2009 年 6 月底才有限開放，且

實質性開放進程緩慢。 

    （四）兩岸產業對接合作步履艱難，成效不彰：一是產業對接合作機

制不健全，至今仍然是在限制性產業投資准入政策約束與扭曲下，靠民間

力量、市場機制展開，存在產業投資准入政策扭曲、產業規劃未對接、產

業政策不協調等問題。二是產業對接合作領域不夠寬。至今仍然側重於製

造業合作，並以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為主，而新興產業與服務業領域的合

作還較少。三是產業對接合作層次不夠高。至今仍然以基於生產要素互補

性的生產合作為主，通常是大陸提供勞動力與土地，台灣提供資金與技術

的合作。四是產業對接合作模式欠優化。表現之一，至今仍然以台灣接單

或上游基地—大陸中下游組裝製造基地—最終產品出口國際市場的分工

與合作模式為主。表現之二，藉由直接投資與產業轉移進入對方形成的企

業與當地企業至今少有緊密的合作關係。 

 

二、當前兩岸經濟合作深化發展的主要挑戰 

 （一）兩岸經濟關係步入深水區，結構性問題凸顯：其一，兩岸互信

不足構成兩岸經濟合作的障礙。特別是台灣社會部分民眾疑慮甚至認定兩

岸經濟整合可能導致政治整合，甚至有國家安全之虞，因而對陸資仍然抱

持保護主義心態與歧視性做法，其二，兩岸經濟競爭性增加兩岸經濟合作

的難度。隨著兩岸經濟體發展與結構的自然演變，兩岸經濟分工已經從過

去垂直型分工為主過渡到混合型分工狀態，且水準型分工在不斷加強，兩

岸經濟體產業結構在不斷趨同，互補性（產業間分工、微笑曲線環節間分

工）在不斷下降，競爭性（產業內分工、微笑曲線同一環節競合）在不斷

增強。目前，兩岸經濟體不僅在兩岸市場上存在競爭性，而且在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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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競爭性也在不斷強化。兩岸經濟體間的上述競爭性態勢，制約兩岸經

濟關係的和諧發展，另方面無疑增加了合作與協調的難度。其三，利益分

配複雜性制約兩岸經濟合作協商進程。兩岸經濟體的競爭性本身也代表著

兩岸之間存在經濟合作的利益分配問題。即便在兩岸各自內部，不同利益

群體的利益也會因推行某一合作政策而受到不同的影響，此一複雜性也使

兩岸經濟合作的難度以及 ECFA後續協商的難度相應提高。 

    （二）台灣方面合作理念有偏差，保護主義嚴重：兩岸經濟關係發展

中，台灣迄今尚未給予大陸WTO會員待遇，對大陸經貿政策沒有遵守WTO

的最惠國待遇原則，除此之外，其一，在推進兩岸經濟合作中，台灣方面

較多注重自身經濟利益，而對兩岸共同利益重視不夠，較少考慮與大陸進

行生產與經營合作。其二，在推進兩岸經濟合作中，台灣方面較多注重台

灣生產者利益、短期利益與靜態利益，而對消費者利益、長期利益、動態

利益重視不夠。 

 

三、當前兩岸經濟合作深化發展的路徑思考 

（一）調整兩岸經濟合作理念：其一，推進兩岸經濟合作，應以形成

兩岸經濟共同體、厚植兩岸共同利益為導向，以積極開放、平等互利為原

則，不宜過分強調單方利益，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合發展

格局，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經濟基礎。事實上，只有相互開放，

才能充分整合兩岸經濟的互補性優勢與比較優勢，才能擴展和深化兩岸經

濟合作。其二，兩岸經濟合作是否推進，應以宏觀整體利益為依據，不宜

僅以企業生產者利益為依據，而不顧消費者與民眾的利益。其三，兩岸經

濟合作應兼顧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動態利益與靜態利益，而不宜僅以短

期利益與靜態利益為依據。如此，才能整合發揮雙方互補性優勢與比較優

勢，在獲取短期利益與靜態利益的同時，培育並提升可持續的國際競爭

力，以有助於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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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加快兩岸經濟活動自由化：其一，制定開放時間表（以便投資

人決策投資增加供給，避免觀光品質下降），加快開放陸客自由行。其二，

加快兩岸貨物貿易協定協商談判進程，加快兩岸貨物貿易自由化步伐。其

三，加快兩岸產業投資正常化與自由化進程，推進兩岸產業對接合作。 

    （三）拓展兩岸經濟合作領域：基於減免關稅與非關稅壁壘的貿易合

作，雖然有助於各自現行產業的增資擴產，但無法充分整合運用兩岸互補

性要素與比較優勢。兩岸互補性需要在投資、研發、生產、經營合作中實

現。因此，新形勢下兩岸經濟合作，應基於上述合作理念，圍繞提升兩岸

產業在國際分工與合作的地位，以及培育並提升可持續的國際競爭力，在

貿易合作的基礎上，通過產業投資准入政策的相互開放，積極推進兩岸在

投資、研發、生產、經營等經濟活動領域的合作。 

    （四）推進兩岸產業對接合作：當前兩岸經濟合作重點是推進產業對

接合作與整合發展。其一是健全產業對接合作的機制。兩岸當局應積極建

立彼此之間的產業投資准入政策開放機制、產業規劃對接機制、產業政策

協調機制，攜手合作。其二是拓展產業對接合作的領域。兩岸產業對接合

作以往主要側重於製造業，並以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為主。這有其歷史的

必然性與正確性。但隨著兩岸產業經濟發展的演進，海峽兩岸都在鼓勵發

展服務業與新興產業，因此新形勢下的兩岸產業對接合作不能局限於製造

業。其三是提升產業對接合作的層次。隨著大陸內需市場逐步興起，新形

勢下兩岸產業對接合作宜瞄準大陸內需市場，在鞏固加工製造環節優勢的

同時，逐步邁向研發設計與市場行銷環節，並共建品牌與標準。最後是優

化產業對接合作的模式。現階段大陸台資企業以獨資經營為主，接近「飛

地經濟」。這也雖有其歷史必然性，但不利於兩岸企業相互學習、共同提

高與融合發展。隨著台灣開放陸資入台投資，新形勢下進一步深化兩岸產

業對接合作，應著力於兩岸產業在兩岸的分工佈局與整合發展，應通過政

策引導兩岸企業互相參股、合作研發、相互協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