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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會關懷廣東台商參訪團」參訪報告 

報告單位：海基會 

   報告時間：102 年 12 月 30 日 

壹、目的 

為瞭解大陸各地台商經營問題，並協助台商提升競爭

力，本會近年積極籌組關懷台商參訪團，探訪台商密集城市，

並舉行台商座談會或茶敘，聽取台商心聲，瞭解台商經營問題

與需求；此外，藉由與當地官員的會晤，反映台商在大陸經營

所面臨的困難，實地協助台商解決問題，廣受各地台商肯定。 

大陸廣東省是台商進入最早，也是投資家數最多的地

區，本(102)年 12 月適逢東莞台商協會成立 20 週年，協會於

12 月 26 日舉辦台心醫院開業、台商大廈落成、協會第 9屆、

第 10 屆交接典禮系列活動；此外，廣東中山台商協會也於 27

日舉辦 20週年慶祝活動。林董事長 12 月 26 日至 29 日率團出

席東莞、中山兩地 20 週年慶相關活動，並參訪珠海市台商，

除向台商說明過去兩岸簽署各項協議的執行成效以及本年 6

月份兩岸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相關內容，並宣導政

府近期重要大陸政策。 

此行，海基會還特別邀請財政部許虞哲常務次長隨團，

向台商進行說明未來洽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協議的效益；另有

移民署入出國事務組副組長葛廣薇隨行向台商說明 103 年元

旦即將實施陸人來台停留新制等相關新政策。參訪團成員另包

括：海基會楊家駿副秘書長、經貿處鄧岱賢副處長、許淑幸資

深高級專員、秘書處劉立超組員以及財政部國際財政司專員包

文凱等 8 人。 

貳、行程紀要 

一、與當地官員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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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2月 26 日中午：會見東莞市委書記徐建華、東莞

市副市長賀宇、東莞市台辦主任吳小峰等 

（二）12月 27 日下午：會見中山市委副書記兼市長陳良

賢、中山市委常委梁麗嫻、中山市副市長馮煜榮等 

（三）12月 28 日上午：會見中山市委書記薛曉峰、中山

市市委副書記鄧小兵、市委常委梁麗嫻、副市長馮

煜榮、市委秘書長方維廷及台灣事務局局長林慶和

等 

（四）12月 28 日下午：會見廣東省委常委、珠海市委書

記李嘉、珠海市市委常委陳洪輝、副市長龍廣艷、

統戰部副部長、台辦主任莫錦華 

二、出席東莞台商協會 20 週年慶系列活動 

        東莞台協目前有 3,300 家會員企業，為台商企業會員

數最多的協會，有天下第一台協的美譽，值此同時台心醫

院、台商大廈(環球經貿中心)亦落成啟用，林董事長特地

率團前往祝賀並勉勵台商。藉由參加台商協會週年慶的熱

鬧氣氛，與台商近距離互動聯誼，讓台商更能感受政府對

台商的高度關懷與重視。東莞台商協會在週年慶的同時，

亦進行第 9、10 屆會長換屆交接典禮，現任謝慶源會長任

期已滿，由翟所領會長接任。 

三、出席中山台商協會 20 週年慶並演講 

中山台協以圖片展作為 20 週年活動的序幕，並邀請

林董事長以「歲末看 2014 兩岸經貿新情勢展望」為題，

向參與中山台協會員企業及大陸各地台商協會代表近

800 人演講，說明未來兩岸產業優勢互補，兩岸經貿合作

將開創更大的商機，也為兩岸人民創造福祉。 

四、參訪台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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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持續關懷台資企業在大陸轉型升級發展情況，安排

參訪台心醫院、台商大廈(環球經貿中心)、東莞徐記食品

有限公司、台達電子(東莞)有限公司、易利日用製品有限

公司、緯創資通(中山)有限公司、珠海華博科技工業有限

公司、太陽神(珠海)電子有限公司、欣欣能源有限公司及

旭泰製鞋有限公司共計 10 家台資企業，瞭解台資企業運

作情況。 

五、與台商座談、餐敘 

參訪團於行程中安排與東莞、中山、珠海等地台商進

行交流座談，向台商說明過去簽署協議的執行成效、以及

「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與「兩岸海關合作協議」、「兩

岸服務貿易協議」相關內容。林董事長鼓勵台商掌握兩岸

簽署協議之契機，立足台灣，佈局大陸，加強兩岸產業交

流合作，優勢互補，共同進軍全球市場，引領全球發展，

增進人民福祉，互惠互利，讓全球對兩岸合作發展成果刮

目相看。 

此行財政部常務次長許虞哲也透過與台商茶敘座談

場合向台商進行說明，即將簽署兩岸避免重複課稅及稅

務合作協議的必要性及內涵，化解台商的疑慮，爭取台

商的支持。 

另外，移民署入出國事務組副組長葛廣薇隨行向台

商說明 103 年元旦即將實施陸人來台停留新制，陸人來

台停留 4 法整併為 1 法，簡化申請流程，強化安全管理，

備齊文件 3 個工作天就可發證。現場並發放財政部印製

之兩岸租稅協議文宣手冊資料及移民署新法文宣資料，

加強宣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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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一、台商協會愈團結愈易得到當地政府支持 

東莞台協成立 20 年來，不斷凝聚台商的向心力，從創會

之初的 360 家企業增加到現在的 3,300 多家，有天下第一台協

的美譽。由於當地台商組織相當嚴密，歷任會長均相當活躍，

積極爭取台商福利，像東莞台商子弟學校、福全物流、大麥客、

華莞展覽貿易有限公司和台灣名品博覽會等到近期台商大

廈、台心醫院等均得兩岸政府高度支持。 

由於 2008 年金融海嘯給企業帶來的壓力，當地政府為幫

助台資企業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通過減免收費、支持投

資等政策，鼓勵台資企業轉型升級。在第 9屆會長任內，東莞

市政府就撥了人民幣 8,000 萬元來支持台商轉型升級。4年來

獲得許多成果。 

二、台商升級轉型刻不容緩 

    由於早期赴廣東投資台商多屬於傳統製造業，面對全球金

融海嘯、歐美債務危機影響，市場訂單銳減，加上越南、印度

等東南亞國家企業低價搶單，又面臨大陸工資上漲、陸資企業

崛起、人民幣升值等因素，台商企業經營更形困難。台商若抓

緊時機掌握升級轉型的關鍵時刻，企業便能獲得更好的發展；

反之則易鎩羽而歸。 

三、兩岸服務業合作蓄勢待發 

   台心醫院是由東莞市臺商投資企業協會牽頭，號召會員企

業共同出資籌建的，是廣東省首家大型台資醫院。該院引進台

灣優質的醫療服務模式和先進的醫院管理理念，並將密集邀請

台灣醫護人員過來開展醫療服務、人才培訓及科學研究等各項

工作，除提供全方位的醫療保健服務外，更希望成為兩岸密切

合作的醫療平臺，打造一所技術優質、服務人性化的國際級醫



 
 

5 

院。類此，將為兩岸服務業合作模式開啟新的方向。 

四、珠海橫琴新區市場化幅度將超越大陸其他實驗區 

橫琴新區是大陸廣東省珠海市南部的一個副地廳級行政

管理區，於 2009 年 11 月 25 日由大陸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

公室批准成立。橫琴新區下轄橫琴鎮、3 個社區和 12 條自然

村，於 2010 年末期的常住人口為 6,913 人。橫琴新區主力發

展商務、金融、旅遊休閒、文化創意、中醫保健科教研發及高

新技術合共七大產業。港珠澳大橋施工建設完成後，珠海融入

港澳 1 小時都市經濟圈；除此之外還有促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

由化，以及內地和港澳 CEPA 實施先行先試，推動粵港澳生產

性服務業全面合作，實行投資便利化，強化粵港澳國際貿易功

能集成，創新金融服務等。 

從定位上來看，廣東省對於橫琴新區的訴求在於深化改

革，包括簡政放權，更大力度改革行政審批、市場准入、商事

登記、海關監管、檢驗檢疫等管理制度，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

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方式，實行統一市場監管，加快構建法治化

國際化營商環境。同時，還承擔著擴大開放的任務。該區後續

發展值得觀察。  

五、兩岸「強強合作」互補可為兩岸經貿開創更大商機  

林董事長中森在中山作「歲末看 2014 兩岸經貿新情勢展

望」演說，兩岸各有軟實力與硬實力，希望「強強合作」互補

成為巧實力，為兩岸經貿開創更大的商機，也為兩岸人民創造

福祉。 

近年來大陸吸引大量台商企業前往投資，經濟快速發展，

兩岸相互合作之後，將達成互利雙贏成果。目前大陸不但是世

界工廠，更逐漸邁向世界市場；而台灣的國際競爭力評比，亦

均名列前茅，希望兩岸持續交流合作，共創多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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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兩岸應以全球化的大思維，平衡雙方的優勢，相互加

強交流合作，良性互動發展，共同融入區域經濟整合，共訂產

業標準，共創世界品牌，共掌全球通路，共拓全球商機，共同

引領全球發展。兩岸還可以在教育、文化、科技、環保及其他

方面加強合作，尋求一加一大於二的加乘效果。 

六、落實兩岸智慧財產權合作刻不容緩 

台商普遍反應，當地模仿台商產品的「山塞版」產品是台

商最激烈的競爭者，例如大陽神(珠海)的音響磁頭、華博科技

的 LED 燈具產品及欣欣能源的液態瓦斯等，希望大陸政府落實

兩岸智慧財產權協議，加強取締「山寨版」商品，避免地方保

護主義，提供正派台商公平的經營環境。 

七、董事長赴陸關懷 普獲台商肯定 

此行林董事長分別與東莞、中山、珠海台商交流或舉行茶

敘座談，由林董事長說明服務貿易的內涵及效益，並以舉例方

式逐一指出對我方各行業不致造成明顯衝擊，縱有衝擊，政府

亦已匡列充裕資源、訂有完整配套措施足以因應，此外在協議

生效後更有助於開拓大陸服務業市場，台商在了解後對協議的

效益更加肯定，並期待儘快通過生效。另外，林董事長向台商

宣布，將於明年春節後，兩岸直航班機將由目前每週 670 班增

加至 828 班，與會台商均表肯定，反應相當良好。 

同時，為宣導未來洽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協議的必要性、

重要內涵及效益，此行特別邀請財政部許虞哲次長隨團，向台

商進行說明，化解台商的疑慮，爭取台商向心力，台商均表示

肯定與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