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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會廣電出版參訪團」參訪報告 

100年 6月 

壹、目的 

    兩岸開放交流 20餘年，各領域交流益趨頻繁，廣電出版更是

兩岸交流的先鋒，從兩岸業者的初步接觸，到廣電節目的製播合

作、共同參與雙方電視節、互辦書展、版權合作、定期研討等等，

不斷提高交流層次與密度。惟在大陸市場准入方面，廣電出版因

涉及意識形態，大陸不僅對內管控嚴格，對我方相關業者進入大

陸市場，也多以外資視之。故本會在 100 年首度規劃廣電出版及

文化相關參訪活動，邀請陸委會、文建會、新聞局派員共同參與，

讓兩岸相關主管機關就我方業者面臨之問題面對面交換意見，並

藉以了解大陸相關領域發展現況。亦藉此機會持續關懷大陸臺

商。100年 6月 13日至 18日由本會高副董事長兼秘書長孔廉率團

赴北京、上海、江蘇等地參訪。參訪團成員包括行文建會副主任

委員李仁芳、新聞局綜計處處長徐孝利、行陸委會文教處副處長

王學奮、新聞局廣播電視事業處科長陳淑滿、新聞局出版事業處

科長朱砡瑩、新聞局綜計處科長高平洲，以及本會副秘書長高文

誠、文化服務處處長孫起明、經貿服務處副處長鄧岱賢，以及海

基會相關業務同仁共 13人。 

 

貳、行程紀要 

一、會見大陸官員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文化部 副部長 趙少華 

新聞出版總署 副署長 鄔書林 

部會 

廣電總局 國際合作司

司長（兼港

澳臺辦公室

馬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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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主任） 

上海市委 常委兼統戰

部部長 

楊曉渡 

南通市委 書記 丁大衛 

南通市人民政府 代市長 張國華 

南通市人民政府 副市長 沈振新 

蘇州市人民政府 市長 閻立 

蘇州市人民政府 副市長 黃欽 

張家港市委 書記 徐美健 

地方黨政

首長 

昆山市委 書記 管愛國 

海協會 駐會副會長 李炳才 

海協會 副秘書長 馬曉光 

海協會 副秘書長 張勝林 

海協會 副秘書長 李忠斌 

北京市臺辦 主任 馬玉萍 

北京市臺辦 副主任 王蘭棟 

上海市臺辦 主任 李文輝 

臺辦系統 

江蘇省臺辦 主任 王榮平 

中央電視臺 副臺長 魏地春 

中國銀行 行長 李禮輝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總裁 陳昕 

事業機構 

上海廣播電視臺 副臺長 滕俊杰 

二、主要行程 

    本團行程安排以廣電出版及文化相關單位為主，探訪大陸當

地臺商為輔，參訪地點包括北京、上海、南通、蘇州、張家港等 5

地，主要參訪單位包括： 

（一）部會：文化部、新聞出版總署、廣電總局 

（二）事業機構：中央電視臺、中國銀行、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廣播電視臺、蘇州科技文化藝術中心 

（三）臺資企業：威盛電子有限公司、申華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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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興機電有限公司、金鴻順機械工業有限公司、金鳳凰溫

泉渡假村管理公司、安固橡膠工業有限公司、樂陞科技公

司、基勝工業有限公司 

（四）臺灣相關機構：臺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北京辦事處、

北京臺灣文化商務區、上海臺商子女學校、上海勝強影視

基地、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大陸總部、昆山慧聚天后宮 

（五）其他：北京臺灣會館、南通張謇紀念館、張家港城市展示

館 

 

參、參訪座談 

本團參訪期間除與大陸相關單位就廣電出版交流相關問題交

換意見，並辦理臺商座談。 

一、參訪座談 

    本次參訪團在北京期間，共拜會大陸新聞出版總署、廣電總

局及文化部，我方除了就業者進入大陸市場面臨之問題向大陸政

策主管部門當面反映，陸方亦就進入臺灣市場提出看法，雙方交

換意見。以廣電為例，我方針對臺灣電視劇進入大陸的問題表示，

據我方統計，2009 年大陸電視節目進口到臺灣達 3200 多小時，

2010年達到 4600多小時；臺灣方面的節目到大陸，卻受大陸境外

總量管制的限制，以致一年才進入大陸 400 個小時，希望大陸方

面能予以放寬。另有關臺灣電視劇在大陸播放時段的問題，希望

大陸開放臺灣「引進劇」（指由台灣獨資拍攝，並以進口方式進入

大陸地區之電視劇）在黃金檔播放。至於大陸方面則反映，目前

臺灣影片進口大陸，已取消限額，但臺灣對大陸影片進口仍有每

年 10部的配額限制，希望兩岸共同設法解決這個問題。 

    出版方面，我方認為臺灣出版品進口至大陸，須課徵 13%的



 4 

增值稅，雖比一般商品稅率低，但相對我方只課 5%增值稅，差距

仍大，希望大陸方面能夠適度降低稅率，進一步擴大兩岸出版交

流。此外，大陸【讀者】雜誌已經在臺灣上市，臺灣有非常多優

良的期刊，尤其是財經雜誌，希望也能到大陸發行。同時，由於

臺灣很多出版作品在大陸遭遇侵權問題，海基會曾多次發函海協

會請求協助，此次與大陸新聞出版總署接觸時，當面表達希望大

陸有關部門能進一步採取相關措施，加強保護智財權。對此，大

陸方面回應表示，目前「國家版權中心」可做行政協處。 

    雙方除了就上述問題表達立場外，也針對未來兩岸可共同合

作開發的市場進行討論。尋求合理可行的商業模式等問題一起探

討，以達到「雙贏」的局面。 

二、臺商座談 

與各地臺商座談方面，臺商也利用這個機會提出多項具體建

議，例如：請政府加強臺商教育訓練、協助提升臺協地位、輔導

臺流轉業、協助臺商結束當地投資、推動我方航空公司提供直航

套票、擴大春節加班機安排等。在反映當地面臨的經營問題方面，

主要有合資企業資金換兌受限、進口原料稅率不公、稅賦問題、

智財權保護問題、招工問題、融資問題等。針對這些建議與問題，

將請我方相關主管機關研究解決，同時也不排除在適當時機向大

陸方面反映。 

 

肆、觀察心得 

一、福建對臺工作角色日益吃重：本團赴陸參訪期間，適逢由大

陸國臺辦主辦的第三屆「海峽論壇」在廈門舉行（6月 11日

至 17 日），大陸廣電、出版及文化部門相關負責人均前往出

席並舉辦多項活動。本團拜會上述相關部門時，對方一再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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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此次「海峽論壇」的成果。而從新聞出版總署此次賦予福

建 5 項對臺優惠措施來看，福建對臺工作的重要性顯然又進

一步提升。 

二、兩岸官方互動明顯改善：本次我方隨團主管機關與大陸中央

部會主管部門會晤、接觸，顯見兩岸關係的大幅改善，對兩

岸官方互動已產生正面影響。 

三、本團與大陸相關主管部門就兩岸廣電出版交流當面交換意

見，反映問題及提出我方業者訴求，有助於兩岸廣電出版產

業之交流與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