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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會文化參訪團成果報告 
 

壹、目的 

    兩岸文化交流的範疇廣泛，包括語言、文學、教育、民

俗、宗教、影視、媒體、文化創意等多元層面。本會自成立

以來，即將推動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列為業務重點，不遺餘

力。過去幾年來，本會與海協會數度針對相關主題籌組交流

團組互訪，對增進兩岸文化交流之深度與廣度，多有助益。   

    繼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ＥＣＦＡ）之後，陸方

呼籲兩岸簽署文化框架協議之倡議未曾間斷，本會林董事長

與海協會陳德銘會長於今年 2 月在台北舉行兩會第十次高層

會談中，也曾就文化、科技、教育等領域交流交換意見。 

    大陸經濟快速起飛，產業結構面臨調整轉型，除了七大

戰略新興產業之外，也陸續發布相關支持文化產業的規劃，

文化相關產業將是兩岸下一階段合作的焦點，值得兩岸共同

關注。爰此，本會籌組「海基會文化參訪團」，由林中森董

事長率團於 103 年 4 月 15 日至 21 日前往大陸雲南與山東等

地交流，團員包括馬紹章副董事長、文教處劉克鑫處長、文

教處梁秋月科長及海基會相關業務同仁。 

貳、行程紀要 

一、會見當地官員    

（一）4 月 15 日下午：會見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省委副秘

書長蔡勇、省台辦主任李極明、省教育廳廳長何金平、

省商務廳廳長熊清華、省文化廳廳長黃峻等 

（二）4 月 16 日下午：會見德宏州委書記、瑞麗延邊重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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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開放試驗區黨委書記王俊強、州委副書記、統戰部部長

何汝利、州政府副州長孔勒干等 

（三）4 月 18 日下午：會見濟寧市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馬

平昌、市委常委、副市長石中和、市委台辦主任王廣

軍等 

（四）4 月 19 日上午：會見泰安市委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

李洪峰、市政協副主席朱永強、市台辦主任劉衛東 

（五）4 月 19 日下午：會見濰坊市委書記杜昌文、壽光市委

書記朱蘭璽、市委台辦主任劉金鳳等 

（六）4 月 20 日下午時：會見山東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

主任姜異康、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雷建國、省委常

委、省委統戰部長顏世元、省台辦主任張雪燕等 

二、參訪雲南大學暨雲南大學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 

    雲南大學建校於 1922 年，為中國大陸著名高校之一，

1966 年列為全國首批 211 高校，目前台灣學生約 1,300 餘人。

該校迄今已與台灣成功、逢甲、台大、義守等 17 所大專院

校簽署合作交流協議，並與北大及台大共同推動學生社會服

務計劃。 

    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是由大陸文化部和雲南大學於

2006 年共同設立。校長林文勛率相關人員與參訪團成員進行

座談，表達加強與台灣文化、教育領域交流合作之期待，林

董事長與馬副董事長則就若干台灣文化產業發展經驗與陸

方交換意見。     

三、參觀孔廟與泰山 

    曲阜孔廟與泰山名列世界文化遺產，亦被國台辦批准為

國家級「海峽兩岸交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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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席中國（壽光）國際蔬菜科技博覽會 

    中國（壽光）國際蔬菜科技博覽會已成功舉辦 14 屆，

第 15 屆博覽會以「綠色、科技、未來」為主題，彙集展示

國際蔬菜產業領域的新技術、新品種、新成果、新理念。    

本屆展會特別設置台灣館，展示台灣精品農產品及農業高新

技術。 

六、關懷台商，與台商座談 

（一）參加台企聯第 25 屆西南西北區會長聯誼會 

    本項活動於 4 月 17 日於雲南省德宏州瑞麗市舉行，計

有四川、雲南、貴州、海南、廣西、陝西等地台商協會會長

及主要幹部約 80 人參與。本會林董事長與海協會常務副會

長鄭立中應邀致詞，並於會後與台商代表舉行座談，關心台

商經營情形與遭遇問題。會中林董事長向台商說明過去簽署

協議的執行成效以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重要性。 

（二）與山東台商進行座談   

  林董事長於 4 月 20 日應邀出席中國（壽光）國際蔬菜

科技博覽會，本會於會後邀請鄰近地區台商舉行座談，聆聽

台商意見與建議，並宣導政府政策及解答、化解疑慮。 

參、觀察心得 

一、林董事長於兩會第十次高層會談後，首度率團赴大陸訪

問。行程中各地均由省、市委書記率重要官員會見，顯

示本團具積極意義，受到陸方高度重視。藉由會見當地

重要官員，深化兩岸經濟、文化、社會各領域交流合作，

增進彼此認識與瞭解，有助本會相關業務推展，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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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兩岸關係良性發展。 

二、本團訪問期間，各地官員不僅對本會推動兩岸交流、增

進雙方瞭解之良意表達肯定，亦希望本會協助促成當地

與台灣各領域之交流與合作。雲南與山東均為大陸重要

大省，二省資源及發展條件各擅勝場，本會組團前往參

訪，對我方推動與該二省之交流合作，應具相當助益。 

三、本次行程安排參訪孔廟與泰山二處世界文化遺產，該二

處亦被大陸批准為「海峽兩岸交流基地」。據瞭解，「海

峽兩岸交流基地」是大陸為適應鞏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的新形勢、新任務和新要求，充分發揮各地對台交

流資源優勢而設立的兩岸民眾交流合作的新型高層次

平臺。大陸官方對國家級「海峽兩岸交流基地」之創建

訂有嚴格條件，包括：要具有深厚的對台工作淵源，在

臺灣享有一定知名度和認可度；每年接待臺灣同胞有一

定規模並具備較大潛力，具有承辦兩岸大型交流活動的

經驗、能力和條件；對台交流工作基礎扎實，在對台交

流工作中成績突出，具有示範作用；當地黨委、政府重

視等。大陸持續推建「海峽兩岸交流基地」，其效益與

對我之影響等，殊值關注。 

四、在全球化浪潮的席捲之下，世界各國紛紛透過文化創意

產業來提升國家的競爭力，創造經濟的新動能。藉由相

互觀摩學習與經驗交流，可以協助相關政策制定與推

動；惟兩岸除文化交流與合作之外，文化競合問題亦不

容小覷，例如：近年來台灣積極推廣「具有台灣特色的

中華文化」，大陸也推動「尊孔」並在海外廣設「孔子

學院」。我方也推動「台灣書院」，除設法展現台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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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與軟實力，亦應對外凸顯保存中華文化之用心與成

果，俾在兩岸文化競爭上保持優勢地位。 

五、自改革開放之後，雲南在中國大陸地緣政治版圖上的位

置開始改變，並逐漸追趕東部。雲南和台灣擁有一些共

通點，包括境內都有北回歸線通過、都精心保留原住民

族文化、都擁有獨特的茶文化等等，其精心運用城市文

化資源之舉措，可作為我方保存文化資產，進一步發展

觀光旅遊產業之參考。 

六、本屆壽光國際蔬菜科技博覽會活動的亮點，是首度設立

台灣館，集中展示台灣農產品精品，包括科技農業、蔬

菜水果、蘭花、海洋產品、台灣地道美食等十大類。林

董事長應邀出席開幕儀式及致詞，並接受大陸中央電視

台專訪，有助國際社會和大陸民眾認識台灣精緻農業發

展成果，林董事長也前往台灣館參觀，親自為台商加油

打氣，成為台灣館最佳代言人。 

七、林董事長率文化參訪團赴大陸交流，同時代表政府關懷

當地台商，並將台商遭遇糾紛的陳情案件親交當地官

員，促請積極協處，台商咸表肯定與感謝。對於各界關

心台灣近期政經情勢發展，林董事長不僅說明服務貿易

協議的內涵及效益，並重申政府期待協議盡快通過生效

以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的政策立場，耐心解答

相關問題，有助爭取台商向心與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