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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會組團赴海南、廣西關懷台商參訪報告 

       報告單位：海基會 

   報告時間：103 年 3月 31 日 

壹、目的 

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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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座談會，聽取台商心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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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受台商肯定。 

近年來大陸一線城市及沿海台商連續面臨當地政策優惠不

再、工資上漲、土地成本提高等因素，企業經營更加嚴峻，尤

其是對傳統產業的衝擊更甚。台資企業除了加速轉型升級外，

也紛紛轉往內陸地區及二、三線城市，其中，海南及廣西近年

來台商家數大幅增加。截至目前，海南台商已達 1,600 多家，主

要從事農業、養殖業及旅遊觀光業；另外，地處邊陲的廣西，

過去經貿活動未受到太多重視，隨著東協經濟加速活絡及西南

邊境貿易商機，不少台商也紛赴廣西布局，目前廣西台商約

1,200 多家。 

為更深入了解台商投資發展情況，同時關心台商在當地從

事生產、銷售等經營活動時所面臨的問題，本會規劃籌組「海

基會關懷瓊桂台商參訪團」赴海南、廣西，除了是今年度的首

發團外，也是馬副董事長上任以來首次率團赴陸參訪。除了傾

聽台商心聲、加強與台商溝通聯繫、廣宣簽署的各項協議成效，

同時為宣導未來洽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協議的內涵及效益，特

別邀請財政部許虞哲次長隨團向台商進行說明，以爭取台商對

政策的支持與對政府的向心力。參訪團成員另包括經貿處陳榮

元處長、陸委會及財政部代表、海基會同仁等共計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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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紀要 

一、會見當地官員 

   （一）3 月 18 日下午：會見三亞市委常委岳進、海南省台辦 

         副主任王克禧、三亞市市台辦主任陳玉新 

   （二）3 月 19 日下午：會見海南省委副書記李憲生、海南省 

         政協主席王應際、海南省委副秘書長田志強、海協會 

         秘書長楊流昌 

   （三）3 月 20 日上午：會見海口市委常委王雲霞、海口市統 

         戰部副部長唐火根、海口市台辦主任張東鵬    

   （四）3 月 20 日下午：會見海南省台辦主任劉耿、澄邁縣委 

         常委朱玉華 

   （五）3 月 21 日上午：會見崇左市政協副主席唐玉玲、龍州 

         縣長王方紅、崇左市台辦主任覃仕茂    

   （六）3 月 21 日下午：會見廣西自治區委副書記危朝安、廣 

        西自治區委副秘書長王西冀、廣西自治區台辦主任 

        劉侃 

   （七）3 月 22 日上午：會見南寧市委副書記李澤、廣西自治 

         區台辦副主任李文、南寧市委常委容康社、南寧市台 

         辦主任何見霜、南寧市台辦副主任趙昌斗 

  （八）3 月 22 日下午：會見桂林市委副書記石東龍、桂林市 

       委常委葉兆泉、桂林市委副秘書長周理勝、桂林市台 

       辦主任劉漢軍 

二、出席海南 10 大明星台商、台企暨突出貢獻台商表彰活動 

        適逢海南舉辦「10 大明星台商、台企暨突出貢獻台商 

    表彰活動」，馬副董事長特地率團前往祝賀並勉勵台商。藉 

    由參加台商表彰的熱鬧氣氛，與現場來自大陸各地近 300 

    位台商近距離互動聯誼，讓台商更能感受政府對台商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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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關懷與重視。 

        其中，上榜的 10 大明星台商中，包含海南台協黃益豐 

    會長、謝文盛副會長、三亞台協蔡寶良會長、海口台協趙 

    偉延會長等，而在 10 大明星台企名單中，則有統一、大潤 

    發、康師傅、中華航空及黎客國際酒店等。 

三、參訪台資企業 

      為持續關懷台資企業在大陸投資經營及轉型升級發展 

    情況，此行安排參訪 7 家台資企業，包含海南的三亞黎客    

    國際酒店、凡爾賽飲食文化有限公司及位在海口的金德豐 

    農業開發有限公司等。不同於長、珠三角沿海台商主要以 

    傳統產業或科技業為主，海南台商大多從事農業、養殖、 

    觀光及休閒旅遊業。 

     在廣西期間，則參訪崇左昆侖物流有限公司、南寧富  

 桂精密工業有限公司以及桂林的世外桃源、愚自樂園 4 家  

 台資企業。其中，位於崇左中越邊境的昆侖物流有限公司， 

 主要經營獨門的口岸生意，2008 年昆侖物流在龍州縣水口 

 口岸建設布局邊民互市點，是集邊境貿易、貨物集散為一 

 體的物流園，主要從事進出口業務及代理貨物報關、報檢 

 等。邊境貿易的運作模式，成功打響了昆侖物流的名聲， 

 據悉，已有其他省份向該公司取經，甚至希望能夠複製。 

 另外，桂林台商利用桂林山水的絕佳奇景，打造國際間享 

 負盛名的休閒渡假景點，台商不論在投資經營或是就地取 

 材上都令人佩服。成功的台商絕非偶然，除了在經營過程 

 中經驗的累積外，更是經過不斷努力、創新而來的。 

四、與台商座談 

    參訪團於行程中安排與三亞、海口、南寧及桂林等地 

台商進行座談，向台商說明過去簽署協議的執行成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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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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也發放經濟部印製 

之「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條文導讀」、「海峽兩岸服務 

貿易協議：關鍵 24 問」、「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商機在 

哪裡」、「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企業觀點」，以及財政部 

印製之兩岸租稅協議相關文宣手冊資料，加強宣傳效果。 

    馬副董事長鼓勵台商掌握兩岸簽署各項協議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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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與台商座談場合向 

    台商進行說明，讓台商瞭解即將簽署的兩岸避免雙重課稅 

    協議的必要性及內涵。許次長表示，協議中特別訂定對台 

    商有利的租稅減免條文，例如：特定範圍之營業利潤免稅、 

    股利優惠稅率及轉讓大陸股份所得免稅等。另考量以往政 

    府僅准間接對大陸投資，特別爭取經由第三地區間接投資 

    大陸之台商（即第三地區公司之實際管理處所在台灣且依 

    法繳納台灣所得稅）可主張適用協議之減免稅優惠。另外， 

    協議也爭取資訊交換「不溯及既往」、「不作刑事起訴」、「不 

    作稅務外用途」以及「不是具體個案不提供」等 4 不原則， 

    以化解台商的疑慮。 

 

叁、觀察心得 

一、自 2008 年以來，海基會第一次籌組參訪團赴海南。海南省 

    目前計有海南、海口及三亞 3 家台商協會，其中又以海南、 

    三亞成立最早，台資企業主要以農業、觀光旅遊業為主。    

    台商對於參訪團的到來，均表示熱烈的歡迎與感謝，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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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海南仍存在許多台商土地問題， 期盼藉由參訪團到 

    訪，讓當地政府更重視台商，更多台商案件及問題能夠獲 

    得解決。 

二、近年來，台商在大陸西南、西北地區以及二三線城市均有 

    明顯增多趨勢。以廣西為例，已由原先的南寧、桂林、北 

    海、梧州 4家台商協會，擴增到賀州、崇左、柳州、貴港 

    及玉林等共計 9家台商協會。短短 1年內，廣西先後成立 5 

    家台商協會，而台商協會的成立，除了當地台商投資家數 

    累計增加達到台商協會成立的標準外，也顯見當地政府對 

    台商的重視。截至 2014 年 3月，大陸台商協會已達 139 家， 

    除了新疆、內蒙、青海少數地區之外，台商足跡已遍布大     

    陸各省各市，未來海基會關懷台商參訪團將更緊密規劃赴 

    陸行程，觸角也將延伸到更多城市，訪視更多台商。 

三、在 6 天的行程中，馬副董事長分別與三亞、海南、南寧、 

    桂林台商舉行茶敘座談，馬副董事長特別向台商說明服務 

    貿易協議的內涵及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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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台商在瞭解後對協議的效益更 

    加肯定，並期待儘快通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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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台商的支持。 

四、馬副董事長在會見當地官員時表示，台商到大陸投資已超 

    過 20 年，對於兩岸的經濟發展功不可沒，台商非常殷實， 

    在當地投資經營，創造就業機會，繳納稅收，賺進外匯， 

    帶動關聯產業發展，並善盡社會責任，回饋地方，貢獻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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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但當前全球經濟不景氣，台商經營較為困難，希望當 

    地政府能夠加大力度，給予台商政策上的優惠及協助，並 

    輔導台商企業轉型升級，保障台商權益，使其投資興業， 

    順利發展。 

五、本會向來關注台商經貿糾紛解決成效，此行馬副董事長援 

    例交待隨行人員攜帶多件台商遭遇糾紛的陳情案件，並於 

    相關場合分別親交當地官員，促請積極協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