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地震　大陸台商踴躍捐輸

2 月 6 日凌晨，花蓮發生大地震，造成嚴重災情。地震發生後，台企

聯及各地台商協會立刻發起捐款活動，台商踴躍捐輸、慷慨解囊，用實際

行動幫助受災同胞重建家園，度過難關。

截至 2 月底，大陸台商透過各種不同管道捐款、捐物資，不少台商協

會也透過海基會捐款，包含東莞、重慶、惠州、珠海、順德、寧波等地，

也有許多台商也以個人或公司名義捐款。   

海基會表示，台商長期在大陸辛苦打拼，在不景氣的環境下，台商還

是情繫家鄉，關懷同胞。過去台灣遭遇九二一地震、莫拉克風災、八一氣

爆及台南地震，天災困難發生時，台商總是在第一時間的時間對家鄉伸出

援手，台灣民眾感受到大陸台商給予的溫暖，海基會代表政府向台商致上

最誠摯的謝意與敬意。

中國大陸發布31項措施　涵蓋範圍廣泛

據經濟日報、蘋果日報 3 月 1 日報導，中國大陸國務院台辦 2 月 28

日發布「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給予台資企業與

大陸企業同等待遇，內容涵蓋產業、財稅、用地、金融、就業、教育、文化、

醫療、影視等多領域共 31 條具體措施。

其中，12 項涉及加快給予台商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包括台資企業享

受稅收優惠政策、參與基礎設施建設等享有與陸企同等待遇。另 19 項措

施涉及逐步為台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人相同待遇，

包括向台胞開放 134 項國家職業資格考試，可申請「千人計劃」和各類基

金項目，放寬台灣影視、圖書等市場准入限制。

台企聯王屏生總會長表示，其所經營的順德錫山集團，早年到大陸發

展，當時台商投資受到很多限制，尤其稅費高、融資不易。在這 31 條措

施中，對於稅收優惠政策、向中西部和東北地區轉移，及銀團貸款的深化

金融等「最有感」。

上海台商協會李政宏會長表示，31 條措施中最大亮點應是大陸國有企

業混合所有制改革，開放台商可以入股；台資企業可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

能源、交通、水利、環保、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還有就是鼓勵

類投資工業專案可以優先供應土地，還可以 7 折購地等。

李政宏說，不少台商都想要拓展大陸內需市場和邊境出口，到中西部

和東北投資布局，而他自己打算到廣西和四川投資。李政宏會長所經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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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冠龍閥門機械，近年陸續參與不少大陸基礎

工程建設，包括三峽大壩的水利工程、地方的引

水工程、自來水管線工程等。這次政策對台商開

放參與政府採購，李政宏表示，目前還沒有公布

更細化的內容，但強調一切都要以「公平」為優

先。

部分台商認為，大陸政策主要的問題，在於

地方政府執行是否徹底，地方政府能否落實，才

是關鍵。陸委會也提醒，兩岸在制度、法規、市

場環境及理念價值等有所差異，企業及民眾在參

與前應謹慎評估其可能存在的成本風險與效應，

以維護自身權益及安全。相關部會都將持續密注

後續發展，及對我相關產業及人才的可能影響。

中國大陸經濟轉型　台商把握創新商機

據旺報 2 月 23 日報導，中共十九大揭示大

陸經濟發展方向與其背後的龐大商機，台商應如

何觀察其趨勢變化，審時度勢與把握機遇？大陸

學者指出三大主要方向，第一是創新、協調、綠

色開放共享；二是協調「共有制」和「非共有制」

經濟發展，重視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三是推動新

型現代化、開放發展，其中「創新」是大陸未來

極具潛力與發展前景的投資板塊。

中國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員王建民、重慶兩岸

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劉釗訊指出，十九大報告

提到「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

的重要主張，台商必須調整早期到大陸投資發展

的思維，不可能再將帶有汙染、有害、非環保的

產業轉移大陸；而大陸發展綠色、環保、節能、

廢物再利用等「循環經濟」，蘊藏巨大商機，期

待台商參與和開拓，台灣有一定優勢、制度，值

得向大陸推廣。

在區域發展商機上，十九大報告中提到「強

化舉措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文章認

為，十九大提出強化推進西部大開發，意味著會

有新的政策公布，支持力度更大，若這些區域發

展與特色小鎮建設、美麗鄉村、特色旅遊結合，

商機潛力更大，也值得台商留意。

除了西部，還有東北。如報告中提到「加快

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振興東北已成為大陸

相關部門有識之士關注的重點，東北可能是下一

個極具發展潛力的地區。

在各項產業方面，文章指出，台商可參與大

陸主導的區域基礎設施投資，大陸在國際工程承

包、鐵路、公路、港口、機場等基礎建設方面優

勢明顯，台灣也具一定的競爭力；同時，未來大

陸資本市場會持續開放、完善制度，資本市場潛

力巨大，也是台商長線投資與金融合作的重要選

擇。另外還有智慧經濟、綠色經濟（如可再生能

源、新能源汽車）、健康經濟等都對台商具有一

定吸引力。

�大陸國台辦公布31項惠台措施，其中將放寬兩岸合拍電影投資比例等部分　　　 限制。圖為第九屆兩岸電影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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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投資環境轉變　台商宜做好因應

據大紀元 2 月 21 日報導，中華經濟研究院

第一研究所所長劉孟俊日前表示，中國大陸經濟

成長方式已由要素投入向創新驅動轉變，此發展

趨勢對於在大陸經營的台商而言，有必要加速調

整其經營模式，以滿足當地愈加嚴苛的要求。

劉孟俊指出，隨著大陸經濟高度發展後，民

眾開始重視生活環境，近年來勞動人口數量和品

質的改變，倒逼產業結構要轉型升級。面對轉型

升級與投資環境的轉變，他建議台商有五點因應

作為：

首先是「切實遵守規範」：大陸近來嚴格執

法，事實上包括其本土企業及外商都深受影響，

並非只針對台商。在大陸布局的台商應正視此趨

勢，才能將負面衝擊降到最低。

其次為「爭取緩衝調整時間、分散風險」：

以近期的環保問題為例，工廠引進環保設備與改

善汙染需要一定時間，無法一蹴可幾，可透過台

商組織，例如台企聯或各地台商協會，爭取台商

與大陸各地政府協商緩衝時間。而從昆山台商事

件經驗，台商應分散生產據點，避免突遭勒令停

工，而蒙受過大損失。

第三點是「強化突出台灣產業獨特性與價

值」：預期大陸新的投資爆發點將是產品服務創

新、商業模式創新輔以技術升級的創新。以彈性、

優質與高性價比及開放型供應鏈關係，吸引海外

人才在台創業，降低人才單向流失的壓力。

第四點為「打造投資媒合平台」：針對中國

大陸台商轉型發展，運用多管道如公協會、法人

等多元廣宣，並透過各類回台活動體會台灣多樣

創新能量，推動台商投資台灣產業。

最後則是「結合民間力量」：兩岸民間經

貿交流持續進行，結合民間力量如兩岸企業家高

峰論壇等，對台商在陸遭遇的潛規則與不平等待

遇，爭取應有的投資權益。

東莞台商數量逆勢增加

據工商時報 2 月 21 日報導，東莞台商協會

會長蔡俊宏指出，受到成本、環保和二代不願接

班等多重因素影響，過去幾年東莞台商數量逐漸

減少，但近期由於服務業和青創台商的加入，東

莞台商數量不減反增，目前仍是大陸最多台商的

地方。

蔡俊宏並指出，大陸近期提高環保標準和執

法力度，衝擊最大的還是大陸本土中小型民企，

已有很多陸廠因此關廠，從減少競爭對手的角度

看，對台商不見得是壞事。

蔡俊宏說，東莞台商每一年都有新舊更替，

而過去幾年增加速度低於減少速度。至於減少原

因，環保只是其中之一，因為成本會增加，有些

台商評估後，若覺得未來生意不會太好，為何還

�大陸國台辦公布31項惠台措施，其中將放寬兩岸合拍電影投資比例等部分　　　 限制。圖為第九屆兩岸電影展照片。

圖／兩岸電影交流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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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投資環保設備？因此索性把工廠收起來。另一

種是競爭力差的台商，即使沒有環保檢查還是會

關廠，這也是企業轉型升級的一部分。

蔡俊宏分析，有的台商第二代不願意接班，

上了年紀的第一代台商乾脆收掉工廠享福去了。

另外，有的台商則是把廠房出租給當地民企，靠

收租金獲利。這些都是造成過去東莞台商數量減

少的原因。

不過蔡俊宏表示，在他擔任協會會長這一

屆，東莞台商數量不減反增，目前包括未加入協

會的台商大概有 3 千多家，加入協會的台商則有

近 3 千家，仍是大陸最多台商的地方。至於新進

入東莞的台商，多是從事服務業，還有一些台灣

青年在此地創業。

台商關注的環保執法情況，蔡俊宏認為，台

商受到的衝擊相對較小，因為台商向來就比較遵

守規矩，一但環保標準提高，台商仍有整改的能

力。受傷最大的應該是大陸本地的中小型民營企

業，他們很多完全無法達到環保標準，甚至連最

低的要求都沒有，所以一遇環保檢查只能關廠，

這些年來已關很多家。

蔡俊宏表示，大陸對環保嚴格執法，對台商

並無害處，因為不守規矩的陸廠關廠後，減少污

染問題和競爭對手，對台商反而是好的。

北京成立陸首家涉台商事糾紛調解中心

據旺報 2 月 1 日報導，北京台商協會於 1

月底舉行新春聯誼會，會上同時為北京涉台商事

糾紛調解中心揭牌，並舉行北京台商協會法律顧

問團成立授證儀式，宣布新版北京台商協會微信

公眾號啟動上線。 

這次共有 14 律師加入法律顧問團，身為團

員之一的台籍師陳建宏表示，過去北京台協已有

定期的法律協助工作，現在增加涉台商事糾紛調

解中心，他與其他多名法律顧問將在進一步學習

後，擔任日後的調解員工作。

北京台商協會表示，期許調解中心能為在

北京的台商、台胞提供更多服務，解決商事糾

紛。

圖／東方 IC

    �東莞台商數量由於服務業和青創台商的加入，不減反增，目前超過 3 千家。
圖為東莞台灣名品博覽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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