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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會組團赴廣東關懷台商參訪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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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廣東省台商多達 25,000 家，是台商投資最密集的地

區，近來歐美市場低迷，台商面臨訂單少、價格低、原料進

口成本及勞工成本上升等多重壓力，再加上人民幣波動，營

運景況比起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時更為險峻，面對大陸經營

環境的變化，當地台商最佳策略是強化技術創新、尋求更佳

生產基地，或由製造業轉型為服務業，或由外銷轉為內銷、

從加工外銷轉為拓展大陸內需市場，不斷轉型升級，提升競

爭力。 

為了解台商在廣東的投資發展情況，關心台商在廣東從

事生產、銷售等經營活動時所面臨的問題，同時強化台商服

務工作，林中森董事長特地率「海基會關懷廣東台商參訪

團」，藉由參加深圳台商協會成立 24 週年慶暨第 13 屆理監事

就職典禮活動、肇慶台商協會成立 18 週年慶暨第 9屆理監事

就職典禮，參訪花都、惠州、佛山、順德等地台資企業並舉

辦座談，除了傾聽台商心聲，並廣宣當前兩岸政策，已簽署

各項協議執行成效及服貿協議效益，以及說明未來擬簽署的

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協議的內涵，同時鼓勵台商回台投資。參

訪團成員另有財政部次長許虞哲、馬紹章副董事長、經貿處

鄧岱賢副處長、財政部國際財政司包文凱秘書、秘書處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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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科員、經貿處張婷婷科員及梁琇伶科員等共計 8 人。 

 

貳、行程紀要 

一、出席深圳台商協會 24 周年慶、肇慶台商協會 18 周年慶及 

     兩協會會長與理監事換屆交接典禮 

    深圳台商協會成立於 1990 年，會員數量從 60 家增加

至 1,200 多家，藉由參加台商協會周年慶，與現場來自大

陸各地近 600 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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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會長陳合泰將在 3 年

內完成五大目標：團隊年輕化、擴大會員規模、協助經濟

轉型、推動台商醫院和深圳台商大廈建設、促進兩岸交流。 

    肇慶市台商協會成立於 1996 年，截至 2013 年底，當

地累計註冊台資企業 457 家，實際投入台資總額 13.9 億美

元。劉何玉鈴會長表示，肇慶缺工嚴重，工作人口多往外

地移動，離開家鄉闖蕩，普遍有「外出工作較有面子」的

想法。她上任後，將與當地政府合作留住人才，改善當地

缺工情況。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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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家台資企業及 2 家學校，包含石頭

記、TCL 瑞智（惠州）有限公司、中傑鞋業有限公司、佛

山華國光學器材有限公司、太平洋廣場太鼎中心、廣東順

德杰揚五金製品有限公司、惠州市惠台學校、冠華小學及

幼兒園。 

    其中，「石頭記」1970 年在基隆設立小型加工廠開始

發跡，1990 年赴大陸投資，除創立石頭記自有品牌，全盛

時期開設逾 1,200 家專賣店，石頭記礦物園並結合數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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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群聚為珠寶小鎮。「惠州市惠台學校」係台商捐資 1

千 7 百多萬元人民幣建成，佔地面積 4,300 平方米，是台

商們在企業發展同時，不忘回饋社會、從事公益的最好代

表。「中傑鞋業有限公司」是肇慶台商協會新任會長劉何玉

鈴與先生劉信國所創立，從事生產、經營世界一流品牌皮

鞋、休閒鞋等，員工 9 千多人，代工品牌包括 Clarks、New 

Balance、ROCKPORT 等，產品 100%外銷，2008 年金融海嘯

發生迄今企業發展未受影響，更以品質取勝，逆勢成長，

不斷擴廠，明年雇用員工數將增為 16,000 人。 

三、與台商進行座談 

參訪團於行程中安排與花都、惠州、肇慶、佛山及順

德等地台商進行座談，向台商說明政府兩岸政策、重要經

貿政策、過去簽署協議的執行成效、以及「兩岸服務貿易

協議」、「兩岸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相關內容及重要

性。林董事長除了釐清外界對服貿協議的疑慮外，更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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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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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台灣實用手冊」，以及財政部印製之

兩岸租稅協議相關文宣手冊資料，並由財政部許虞哲次長

專題報告，宣導「兩岸避免重複課稅及稅務合作協議」之

內涵及效益。 

另外，針對 4 場次台商座談所提出的相關問題，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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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權益維護機制、五險一金、台商子女就學及兵役、銀行

貸款及辦理房產證、國土證不易取得等問題，林董事長也

逐一回應說明。有關台商反映問題將歸納為三類，第一類

是涉及台灣方面的問題，將協調主管機關研商解決之道；

第二類涉及大陸方面的問題，將函請海協會轉有關部門協

助解決；第三類則是需要兩岸共同協商的，這類問題海基

會將與海協會協商解決。 

四、會見當地官員 

參訪期間先後會見廣東省委副書記馬興瑞、惠州市委

書記陳奕威、深圳市委副書記戴北方、肇慶市委書記徐萍

華、佛山市委副書記李子甫等當地官員。除了彼此交換意

見、分享經驗、進行交流外，並藉此反應台商意見與問題，

更鼓勵廣東各地區的陸資企業能到台灣投資，同時，感謝

當地政府對台商的協助支持外，並商請共同協助台商轉型

升級，創造互利雙贏。 

 

参、觀察心得 

一、 台商經營問題 

隨著大陸整體經濟環境的改變，當前台商面臨許多經

營問題，有的是歷史遺留問題，如「國土證」未取得；有

的是新增加問題，如大陸新政策的出台等，都需要兩岸政

府協助解決。本次海基會「關懷廣東台商參訪團」透過與

大陸各地官員會面的機會，反映台商遭遇的問題有： 

（一） 土地問題：許多廣東花都、深圳等地的台商，在當地

使用土地已經超過 20 年，迄今尚未取得「國土證」，林

董事長於會見時促請陸方協助，廣東各地官員當面允諾

加速協助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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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館問題：花都、惠州、深圳、肇慶、佛山（順德）

等地台商需要興建台商會館，以凝聚當地台商的向心

力，廣東各級領導也當面允諾予以協助解決。 

（三） 勞資問題：因「勞動合同法」實施，發生的勞資問題，

以及廣東省人大一審通過的「企業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

條例」，可能會加劇勞資糾紛，林董事長也當面促請陸

方重視並審慎處理。 

二、 台商轉型升級 

最近歐美市場低迷，台商面臨訂單少、價格低、再

加上大陸人民幣波動、原料進口成本與勞工成本的上

升、以及環保標準提升等多重壓力，台商正在轉型升級

因應，兩岸政府應共同努力協助台商解決下列問題： 

（一） 轉移經營地點：許多廣東各地台商正在轉移經營地

點，如肇慶黃月美輔導會長正從肇慶移轉至江西，本會

當面要求廣東各地官員予以協助，同時對於台商原使用

土地給予最優惠的用途或補償，共享土地增值效益。 

（二） 技術創新研發：台商正在提升產品製造過程的自動

化，以減少勞工使用人數，建議我政府聯繫國內工具機

廠商協助台商進行產品製程進行自動化；台商已在科技

上進行創新研發，如光學技術、環保製程等，建議我政

府聯繫工研院等經濟部轉投資的重要智庫，赴大陸輔導

協助台商進行技術創新研發。 

（三） 自創國際品牌：長期以來，大部分台商都是為歐美大

廠代工，賺取的利潤有限，建議政府協助台商，利用大

陸市場，自創國際品牌，或開發具有專利之零配件，形

成與委製廠商策略聯盟，相互依存，提高產品的附加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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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商支持兩岸和平穩定、繁榮發展 

在與各地台商座談時，台商都希望兩岸維持和平穩

定、繁榮發展的現狀，也支持兩岸簽署各項協議，包括，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儘速生效，加速進行 ECFA 後續之

「貨品貿易」與「爭端解決」兩項協議，以及「兩岸避

免雙重課稅與加強稅務合作」、「海基、海協兩會互設辦

事機構」、「環保合作」以及「飛航安全與適航標準」等

協議的溝通，儘速完成簽署，以使兩岸和平穩定、繁榮

發展的現況能持續下去，共創更大人民福祉，共享更多

和平紅利。 

四、 台商對於參訪團的到來，並實質有效協助台商解決許多問

題，均表示熱烈的歡迎與感謝，既開心又感動，期盼海基

會多組團參訪，藉由到訪，讓當地政府更重視台商，使更

多台商問題能夠獲得解決。 

五、 本次行程中，林董事長在與台商座談時，除傾聽台商問題

與建議外，並說明服貿協議簽署過程中我政府歷經 2年多

的談判，雙方舉辦了 15次的業務溝通，更與相關公協會、

業界代表進行了 100 多次諮詢、溝通說明，並向立法院提

出 3次專案報告，並非黑箱作業，簽署後，政府又舉辦了

很多場說明會，立法院也舉辦了 20 場公聽會，台灣人民

已由原先的不瞭解、不認同到目前民調贊成多於反對。林

董事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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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強兩岸服務業之交流合作，相互提升。財

政部許虞哲次長亦將簽署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協議的內容

以簡單易懂的方式告訴台商朋友們，兩岸租稅協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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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獨創，係根據 OECD、UN 的稅務範本，並考量雙方的

稅法規定所擬，與國際間的租稅協議大同小異；另一方

面，將盡量爭取對台商有利的租稅減免條文；協議中有關

「資訊交換」也特別納入四不原則－不溯及既往、不作刑

事追訴、不作稅務外用途、不是具體個案不提供，請台商

放心，經過許次長的說明，台商對兩岸簽署避免雙重課稅

協議大都表示支持。 

六、 廣東是台商最早前往投資的地方，資深台商的拚勁及冒險

犯難的精神，實可為現代青年典範，建議我政府可持續邀

請成功台商返台為行政院青年顧問團等相關團體專題演

講，希以不怕苦不怕難的勇氣及經驗，激勵年輕人帶領台

灣再創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