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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會顧問參訪團成果報告 

                                                        報告單位：海基會 

                                           出訪時間：101年 9月 4日至 9日 

壹、 目的 

    大陸與東協自由貿易區（簡稱 ASEAN，或稱東協 10+1，簡

稱 CAFTA）已於 2010年 1月正式啟動，兩岸 ECFA 亦於同年 6月

29日簽署，隔年 1月 1日啟動降稅時程，台灣如何藉由 ECFA和

CAFTA（大陸－東協自由貿易區）對接，開啟兩岸經貿另一扇大

門，創造我方參與東南亞與南亞經濟整合之契機，並協助大陸台

商尋找商機，成為值得關注的課題。 

今年大陸發佈《西部大開發十二五規劃》，特別強調西部地

區開發是區域發展的重點。雲南位於大陸西南地區，具通往東南

亞與南亞通道優勢，也是融入大陸－東協自由貿易區重要平台。

為因應亞洲區域經濟整合，前往雲南參訪，可促我方積極參與區

域經濟交流發展。 

有鑑於此，本會選擇雲南昆明、麗江作為參訪地點，除了

看中其「大陸與東協對接地區」的特殊定位外，落實「交流互訪」

（昆明張田欣市委書記、張祖林市長曾來訪）、「對等互惠」之原

則，擴大台商關懷範圍（此行為本會第一次組團造訪雲南），亦

是此行目的。 

為使此行的觀察視角更加多元，本團特別邀請本會顧問參

加，並首度安排兩岸專家學者舉行座談，期望透過實際的交流與

考察，幫助顧問了解區域經濟整合實際運作情形以及雲南台商經

營現況，俾利日後顧問結合理論與實際，提供兩岸政府擬定相關

政策的參考。本團係由高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率團，團員計有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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甌、李允傑、李孟洲、林建甫、彭錦鵬、馮震宇、謝明輝、龐建

國等 8位顧問，另有海基會黃兆平處長及歐陽純麗、陳新雄、李

南勳、陳慧瑜、高蓓蓓等隨團。 

貳、 行程紀要 

一、與當地官員會見 

（一）9月 4日晚上：會見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等 

（二）9月 5日中午：會見昆明市委書記張田欣等 

（三）9月 6日晚上：會見麗江市委常委吉宏龍佳等 

（四）9月 7日晚上：會見麗江市統戰部常務副部長何海燕等 

（五）9月 8日晚上：會見雲南省常委黃毅 

二、與雲南社會科學院座談 

雲南社科院不僅是當地綜合性研究機構的權威，更因

位居特殊的地理位置，成為大陸面向東南亞與南亞的平

台。近年來，兩岸人員與資金的往來日趨頻繁，各領域

的交流互動更是不斷擴大，這樣的情景，確實為兩岸智

庫與學者專家之間的合作，提供了極佳的舞台。加強智

庫的合作，結合兩岸知識份子的智慧，可就雙方政府及

人民關心的議題先行溝通、討論與研究，藉以增進雙方

的瞭解，累積彼此的互信，亦可在兩岸兩會既有的管道

外，為兩岸關係和平穩定扮演橋樑、推手的關鍵角色。 

三、與台商茶敘、瞭解台商經營環境 

為瞭解台商經營狀況，此行參訪芊卉國際園藝股份有

限公司、翠祥緣珠寶公司，並與昆明台商茶敘。近年，

兩岸不約而同都在扶植文創產業的發展。昆明與麗江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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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濃厚的少數民族風情以及保存完好的歷史建築，得

天獨厚，適合發展文創產業。雙方優勢互補，倘若能進

行合作，相信能帶動經濟發展。此外，藉由實地考察與

交流，適時向台商說明政府政策及兩岸協議執行成效，

表達政府關懷台商美意，凝聚國人向心。 

四、會晤麗江台灣人 

關懷在麗江的台灣人也是此行目的之一。此行會晤地

點選在移居麗江生活的台灣人所經營，位於麗江古城的

特色紀念品店「古鈴精怪」。關懷在大陸生活的台灣人係

政府的一貫政策，本會第一次正式組團踏上雲南，除代

表政府向遠離故鄉來到麗江的鄉親，致上最誠摯的問候

之意外，鑒於台灣許多特色鄉鎮開始強打「慢活經濟」，

根據地方特色發展出獨特的生活型態與產業經濟，吸引

旅人前來遊玩體驗。經由此次組團來麗江借鏡考察，將

寶貴的經驗帶回台灣，相互學習，對於兩岸旅遊業發展

會有莫大助益。 

參、 心得及建議 

從整體情勢觀察，在現今區域經濟整合趨勢的大潮流

下，台商前進大陸進行佈局已不可避免。不論是東協還是

大陸，都屬亞洲的新興市場，消費潛力不容小覷。以本團

此次參訪的台商企業為例，不論是以大陸為生產基地出口

東協，或直接主打大陸內需市場，均存在其市場吸引力。 

雲南因其獨特的地理區位，受到大陸中央的重視而搭

上發展的列車。然而，本團此行觀察到，雲南的台資企業

與大陸沿海省份的台資企業相較之下，取得的資訊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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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受優惠政策吸引的台商企業僅零星進駐，無法產生產

業群聚效應。此種情形與其他西進廣西、四川、陝西、河

南等地設廠的台商如出一轍。從此次參訪的行程可以發

現，兩岸如果要共同開拓東協市場，除政策支持外，產業

的相關配套如資訊取得、宣傳、交通建設等仍有待落實。 

此外，ECFA早收清單僅佔 8,000多項關稅項目中的 539

項，涵蓋範圍有限，使東協 10+1 結合 ECFA 所能發揮的效

益受到侷限。本團此行觀察到，投資雲南的台商大都是基

於東協 10+1及兩岸交流帶來的發展潛力，直接受惠於 ECFA

關稅項目者不多，與台灣的連結亦有限。 

台商征戰大陸，已超過 20年。但此刻非常不同的是，

台商已進入下一個競爭的世紀：不單依靠製造、代工，而

是靠著「品牌、服務」，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充滿文化底蘊

的生活產業，成為台灣新一波成長動能，芊卉國際園藝股

份有限公司、翠祥緣珠寶公司，都是這一波新的成長動能

下傑出的佼佼者。從製造到服務，從代工到品牌，披荊斬

棘走向品牌之路。本團此行參訪，見證了台商善用軟實力，

包括台灣人充滿熱情、旺盛的創業精神、台商的國際觀和

跨國經營經驗的多年累積，乃至藉由創新將台灣多元的文

化、生活融入企業產品中，以軟實力活化硬實力，讓台灣

品牌在世界舞台發光。 

經由實地走訪麗江，我們也發現，異國料理、道地小

吃可以並存；東方的茶飲、西方的咖啡文化可以並列，多

元文化在此交會與融合，激盪出創意的火花。現在是兩岸

優勢互補的機會，台灣有軟實力，大陸有硬實力，應該要

將台灣企業的創新能力，加上大陸的行政效率，兩者加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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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變成「巧實力」，可以為兩岸推動更多商機，帶來更多合

作機會。 

台商是台灣經濟實力的延伸，為了加深大陸台商與台

灣經濟的連結，應加快 ECFA後續協商的腳步，深化台灣與

東南亞及南亞區域經濟的融合，掌握產業版塊移動的商

機，才能重塑台灣在國際創新價值鏈的新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