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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啟動  台灣水果 水產搶先登陸 
據中央社、經濟日報1月2日報導，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早期收穫清單於2011年1月1

日正式啟動，大陸給予台灣539項貨品納入早收清單關稅優惠，分2年三階段調降關稅至零；台灣則給

予對岸早收清單產品267項。 

ECFA正式啟動後，由台灣水果（柳橙、哈密瓜等）與水產（石斑魚）業者在第一時間取得原產

地證明，搶先登陸。據統計2010年1至11月，台灣水果出口大陸計974.1萬美元，較2009年同期大幅

成長129.5%。除了首航的柳橙與哈密瓜外，早收清單中的水果品項還有香蕉、檸檬與火龍果等，外貿

協會表示，ECFA降稅後，台灣水果出口大陸將有更亮眼的成績。  
至於台灣石斑魚人工繁殖技術世界第一，產值新台幣40億元，占全球總產值58%。由於肉質細、

口感佳，一直是餐廳裡的高價魚，主要外銷市場為中國大陸、香港、日本。近年大陸經濟快速成長，

對高價石斑之需求大為殷切。石斑魚列入ECFA早收清單後，首年關稅從10.5%降至5%，次年降至零

關稅，讓台灣石斑魚產業如虎添翼，成為道地的石斑魚王國。 
北市企經會公布「2010兩岸10大經貿事件」 

據中央社1月7日報導，台北市企業經理協進會公布「2010兩岸10大經貿事件」報告。北市企經會

理事長姜志俊指出，回顧2010年對台灣及大陸台商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中，以6月29日簽署的經濟合

作架構協議（ECFA）最具指標性意義和關鍵性作用，是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里程碑，也是影響台商

未來在兩岸的商業布局。姜理事長表示，這項協議的重要性，主要是大陸與東南亞國家協會（東協）

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使台商相對不利；但簽署ECFA後，可望有效改善台商在關稅競爭上的失

衡狀態，對台灣經濟發展具有長期助益，因此列為2010年10大經貿事件之首。 
報告認為，2010年10大經貿事件名列第2的是大陸的「十二五」（2011年─2015年）規劃，這對

台商尋求大陸商機具有關鍵性影響，其中7大新興產業的龐大商機，有許多部分與台灣正推動的產業政

策相互輝映，台灣產業可望與大陸產生相互合作的供應鏈關係，有助台商爭取「十二五」商機，也影

響台商在大陸未來5年的發展，因此列為第2名。  
姜志俊表示，大陸與東協自由貿易協定於2010年1月生效，不但促成兩岸簽署ECFA，也對台灣在

兩岸與全球經貿影響甚大，因而被評選為第3名。此外，上海舉辦世界博覽會，台商得到許多商機及利

用參展機會增加能見度，被評選為去年10大兩岸經貿事件第4名。 
另外，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台企聯）於去年6月和11月相繼成立「馬上辦中心」和

「台企聯智庫」，被認為是台商在大陸由無組織走向地方聯誼性組織，再走向建言性組織，又走向教

育諮商性組織，有助台商財產與人身保障，被評為去年兩岸10大經貿事件第5名。 

2010年兩岸10大經貿事件的第6到第10名依序包括：引發大陸加薪效應的富士康跳樓事件；大陸

制定公布社會保險法，於今年7月開始實施；馬英九總統於2010年7月1日宣布成立行政院全球招商聯

合服務中心；大陸銀聯卡在台可領現金消費；台灣五都選舉。 
這份報告是蒐集132則影響兩岸與大陸台商的經貿事件，初步篩選成32項重大經貿事件，再用問

卷方式經協進會理監事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台商張老師共同篩選，並以得票多寡，選出2010年兩岸10
大經貿事件。  
江蘇、廣東最低工資漲18% 



據經濟日報1月6日、中央社1月21日報導，繼北京、重慶率先於今年1月1日調高最低工資標準

後，江蘇省宣布自2月1日起南京、蘇州、昆山等地最低工資漲至1,140元人民幣（約新台幣5,037
元），漲幅高達18%。 

江蘇是台資企業在大陸最集中的投資地區之一，近6年每年吸引台商投資金額都居大陸各省市之

冠，台資企業前往大陸投資約4成選擇到江蘇，尤其是資訊科技產業更集中在蘇州、昆山一帶，江蘇台

商家數已超過2萬家，這次調高後，當地台商用人成本將大增，企業營運也將大受衝擊。  
江蘇省此次調漲，將根據不同地區有不同標準，如一類地區從人民幣960元調整為1,140元人民

幣，一類地區主要是南京市、蘇州市、吳江市、張家港市、常熟市、昆山市、太倉市、南通市、常州

市等經濟較發達地區，也是台商在江蘇主要投資地區。     
最低工資不包括：加班費；夜班、高溫、低溫、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環境、條件下的津

貼，以及法律、法規所規定的勞動者福利待遇等。最低工資調漲後，與工資相關的人事成本，如養老

保險等社會保險支出、員工的加班費等也將隨之調高。  
另外，廣東省也宣布，自3月1日起再次調升企業最低工資，全省平均漲幅18.6%，其中廣州市調

為每月人民幣1,300元，為大陸各城市最高標準。由於廣東地區有不少台商屬於傳統勞力密集型產業，

紛紛叫苦。 
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廳長歐真志表示，這次企業最低工資調整是因為物價上漲，調整方

式分4級。廣州屬第1級，由每月1,100元增至1,300元；珠海、佛山、東莞及中山等二線城市由920元

加到1,100元；汕頭、惠州及江門由810元加到950元；深圳屬經濟特區，將按深圳工資支付條例另外

調整，現行最低工資1,100元。 
廣州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謝有益指出，不少台商還是傳統勞力密集型產業，「在新的工資

標準下，一個2,000人的企業，每月要增加40萬元成本，不可說不重。」一些資金和利潤較差的台資

企業可能被迫遷廠或關閉。中山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會長李俊德也指出，珠三角台商普遍遇到外銷不

振，接單困難，加上人民幣持續升值，在新的最低工資實施後，預料台商遷移和倒閉事件將增多。 
兩岸搭橋  三大產業搶進「十二五」 

據經濟日報1月7日報導，兩岸搭橋專案今年全面搶攻大陸「十二五」規劃大餅，3月兩岸將展開

協商，我方已鎖定物聯網及雲端新一代通信網路為新搭橋項目，產業合作試點則選定LED照明、無線

城市、食品與精準物流三大產業，預估將帶來數兆元的龐大商機。  
經濟部技術處長吳明機表示，兩岸搭橋專案第1年交流、第2年洽談、今年是第3年合作階段，預

計於3月份兩岸搭橋專案將啟動協商，吳明機指出，交換兩岸今年搭橋專案產業清單項目中，國內業者

期盼的物聯網、雲端也會納入新增談判項目，預計今年爭取19項產業納入搭橋專案。  
大陸「十二五」規劃的「城市化」比率，將由47%提高至55%，預估達新台幣數兆元商機，今年

的漢諾威國際電腦及數位科技展 （CeBIT）3月1日開幕。據估計，去年全球雲端運算科技相關業務總

值高達683億美元，2014年將達1,488億美元。  
經濟部官員說，「十二五」規劃是台灣與大陸合作物聯網最佳切入點，因大陸城市化需求甚高，

未來城市e化需要物聯網的新興資通訊系統投入，尤其公共建設、水電瓦斯等公用事業，潛在商機十分

可觀，政府將帶頭協助資通訊產業參與。  
官員說，物聯網大陸剛起步，台灣網通業十分成熟，兩岸搭橋有很大的合作利基，且物聯網有很

多應用面，須結合雲端資料庫等技術，因此將物聯網與雲端列為新年度與大陸洽商兩岸搭橋合作的新

興項目。  
產業合作方面，吳明機說，兩岸已選定LED照明、無線城市、食品與精準物流等三產業為試點合

作重點。LED照明，試點城市選定廈門22條新建次幹道馬路、廣州一號線地鐵，共計5萬多盞進行LED
照明示範點，以及建立兩岸廠商參與遴選共識。  

無線城市方面，以寧波、成都為試點城市，兩岸將儘速成立試點工作推進小組，共同協商制定

「兩岸無線城市試點項目合作方案」，運用台灣晶片開發與終端製造的能量，及3G、M-Taiwan與無



線寬頻應用服務經驗，切入大陸無線城市商機。  
食品與精準物流，初步定調城市物流，候選城市是天津、廈門，將在食品品質標準、食品安全認

證、城市物流配送、ICT技術的應用和推廣等4個領域達成共識。  

貿協籌組ECFA拓銷團  赴廣州上海 
據經濟日報1月17日報導，為搶攻ECFA上路後首波降稅商機，由外貿協會組織、台灣18家紡織及

自行車業者組成的ECFA早收產品拓銷團，率先於1月17日至20日前往大陸廣州及上海2大城市拓銷。 
貿協表示，過去台灣出口至大陸的自行車零組件及紡織產品，多經由加工貿易，再轉銷歐美等其

他市場；受限關稅及價格因素，實際進入大陸消費市場者並不多。ECFA早收清單中，自行車和紡織

業成為2項主要的受惠產業。其中，自行車關稅自13%分兩年調降至0%、襯衫自16%至0%、襪類也將

自12%至0%，在大陸內需消費實力不斷提昇下，大陸市場可望成為台灣自行車和紡織成衣業者的「新

藍海」。  
貿協與當地貿促會及產業協會合作，為台商舉行多場一對一的採購洽談會，使台商有機會和與當

地批發業者及進口商洽商接觸，為團員的MIT製品建立大陸通路。  
據了解，去年貿協已協助1.49萬家中小企業行銷大陸及國際市場，總商機合計達321.2億美元；舉

辦大陸參展及拓銷團29團及其他活動，共促成商機4.3億美元。  
貿協董事長王志剛表示，今年貿協規劃將列入ECFA早收清單的產業作為今年對大陸市場拓銷重

點。除計畫辦理六場台灣名品博覽會，也將規劃擴大大陸參展及拓銷團至吉林東北亞博覽會與大陸西

部國際博覽會等其他商展。  
台灣農業及文創產業   今年拓銷重點 

據經濟日報1月14日報導，大陸擴大內需市場，為台灣帶進大批大陸各省採購團，加上外貿協會

在大陸各主要城市相繼舉辦台灣名品展，已使大陸消費市場吹起「MIT（台灣製造）」風潮。  
外貿協會董事長王志剛表示，目前台灣品牌商品在大陸市占率約8.39%，南韓品牌商品約占

10.02%、日本占12.64%，台灣製造商品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他指出，去年台灣出口金額超越2009
年的水準，顯示出口仍是台灣經濟命脈所在，去年出口貿易總值達5,260億美元，成長39.15%，占經

濟成長貢獻7成，也超越日、韓，相當驚人。這種成果不只是仰賴大陸市場，包括東協、印度與中南美

洲等新興市場的出口貿易，對台灣經濟貢獻也很大。  
很多人認為，去年台灣經濟成長是「無感復甦」，這是因為出口項目多屬於高科技與大企業，王

志剛表示，接下來貿協將把拓銷重點放在文化創意、連鎖加盟服務業與農業，讓更多民眾感受到台灣

景氣的「有感復甦」。王志剛指出，隨著日、韓兩國產品在大陸市占率的逐年上升，台商在大陸的優

勢將受到威脅。尤其是美國與南韓、南韓與歐盟洽簽FTA，可望在今年正式生效，政府與企業應要特

別注意。  
台商赴上海投資  小本創業熱門 

據經濟日報1月4日報導，台灣人赴上海投資，創業型態大轉變，製造業早已退流行，服務業正熱

門，貿易、餐飲、網路最夯；人民幣100萬元（約新台幣450萬元）即可註冊成立公司，吸引不少台灣

人前往「拚搏」；由於「拚輸了也賠不多」，預料仍是未來一年創業主流。  
在大陸開業邁入第10年，擁有聯電、大同、85度C、永和豆漿、代官山、爭鮮、鮮芋仙、拉亞漢

堡、仙蹤林、花之林等客戶的台灣德安會計師事務所所長暨上海德安諮詢董事長偕德彰表示，在上海

開業成本已相當高了，但2010年還是接了100多個台灣的案子。  
偕德彰說，預計今年會更熱，據統計，2010年到上海辦理工商登記的客戶，從事小工藝品、化妝

品等的貿易類最多，約占60%；其次為餐飲類，約占25%，包括拉亞漢堡、仙芋鮮等連鎖店，都研議

在上海開店拓點。第三多的則是網路業，包含購物網站以及線上遊戲等網路業者。偕德彰表示，越來

越多中小企業到上海來，這與2005年以前，製造業當道的情況大不同。除了大陸政策朝內需轉型，另

外對台資業主來講，也有小本創業可以拚拚看，拚不成也輸不多的好處。 
不過，大陸財會稅務法令繁雜，不同官員有不同的詮釋空間，這是初到大陸創業的台灣人需要注



意的，而諮詢公司提供服務收費會比台灣高。以申請工商登記為例，一般流程要5個月，費用約人民幣

2.5至3萬元。如果想壓縮申請時間，例如從5個月降至2或2個半月，費用會加1倍；若要再壓縮到1個

月，費用得提高2倍。  
另外，中小企業通常沒有自己的會計團隊，記帳業務會委外，諮詢公司可提供按資金流向分類記

帳的服務，每月大約收人民幣2、3千元。  
台灣登滬創業熱情不減，上海已有多家台灣諮詢公司規劃未來將結合創投、銀行與券商，為這些

中小型企業提供從創投資金、市場調研、銀行融資到上市櫃輔導等的一條龍服務。 
偕德彰表示，以公司設立來講，如果公司純粹註冊在大陸境內，按台灣規定，將無法以大陸公司

名義回台第一與第二上市，必須有一層「境外控股」的架構。由於某些企業是先到大陸拓荒，等賺了

錢、知名度打開後，才回頭想上市櫃的問題，在大陸註冊公司、無海外控股架構的永和豆漿即為一

例。偕德彰也提醒，若能企業能在創業初期就做好妥善規劃，可省去不必要困擾。 
 
 

台商園地 
湖北孝感台商協會正式成立 

湖北省孝感市台資企業協會正式成立，由孝感市三發鋼木傢具有限公司董事長陳琪當選首任會長。 
據統計，自1991年第一家台資企業落戶孝感以來，孝感市台資企業數量不斷增加，目前已發展到161家。陳

琪會長也表示，孝感市台資企業協會成立後，將全力協助解決台商在當地的投資經營問題，保障台商合法權益，

同時協助台商企業升級轉型。 
孝感位於湖北省東北部，東鄰武漢市，北連河南信陽市，南靠江漢平原，西接古城襄樊、荊州、車城、十

堰，是目前大陸新興發展中的城市之一。 
焦佑倫接任南京台商協會新任會長 

南京台協會於1月16日進行改選，現任陳武雄會長任期已滿，由華新麗華集團董事長焦佑倫接任新任會

長。對於這次會長改選，許多台商協會會員都樂觀其成，並對新任會長寄予厚望，希望未來台協會務推展能更

有聲有色。 
2010年南京台灣名品城，即由焦佑倫會長主導的華新麗華集團所規劃、招商及營運，同時爭取當地政府對

進駐台商的相關優惠政策，市政府提供租稅返還、商品檢驗流程簡化等方面的優惠措施，並在台灣名品城設立專

職部門及駐點服務，為台商拓展商機提供一個快速且便利的綠色通道。台灣名品城正式營運後，透過各種短展、

主題活動、訂貨會等行銷手法，推廣各類台灣精品，打造MIT台灣產品價值，讓台灣企業迅速掌握市場，拓展品

牌與商機。 
都江堰「台灣愛心家園」舉行落成儀式 

四川省都江堰「台灣愛心家園」於1月12日舉行落成儀式，海基會高孔廉副董事長、台企聯郭山輝總會

長、海協會鄭立中副會長及四川省委副書記李崇禧等出席落成典禮。 
2008年5月12日四川大地震，台商在第一時間發揮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的精神踴躍捐輸，其中，由台企聯

發動籌建的「台灣愛心家園」，位於都江堰灌口鎮外北街，可容納744戶居民，是台商捐助川震災區的最大項

目，總投資金額為1.2億人民幣(台資企業及台灣民眾共捐助8,997萬元人民幣，餘款由都江堰市政府籌集)。愛心

家園工程於2009年11月正式動工，2010年9月完竣驗收合格，目前已有610戶入住。 
東莞台協  深化台資企業轉型 

東莞台商協會新任會長謝慶源接下會長後首件要務，就是更深化台商轉型升級措施，目前已有300多家接

受生產力中心等機構輔導，未來3年，計畫要完成1,500家。協會將把需要輔導的台企，整合行業類別，每個類

別先設立一示範工廠。依人員培訓、廠規制度、會計帳、海關帳等一系列改造，協助台商走出困境。謝慶源

說，台協與中國移動合作，讓各台商會員都能享用手機資訊平台，包括台商醫院、台商大樓、大麥客、子弟學

校和科技創新等各種資訊，都能即時接收到，而且可以馬上回覆，建立雙向交流。  
另外，謝慶源強調，要把台商和人才留住必須重視人才培訓，他已向東莞市政府建議，由台灣職訓局和東



莞人力資源局合作，建立專業人才培訓基地。由市政府補助經費，由15個已進駐東莞的財團法人做為師資團

隊，為東莞培育專業人才。他表示，將建議市府讓這些培養出來的專業人才「入戶東莞」，以留住人才。  
謝慶源說，本屆台協將加強婦聯會和青年會的功能。東莞台商普遍面臨接棒問題；不少台商二代充滿理想，

但對現有環境無法適應，將加強婦聯會帶動青年會，讓青年台商有歸屬感。另外，加強與東莞當地女企業家協會

與青年企業家協會交流與聯誼，使台商二代和當地青年企業家合作，融入東莞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