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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偕同副總統接見「2011博鰲亞洲論壇」我代表團 

總統府4月11日新聞稿，本屆「2011博鰲亞洲論壇」於4月14日至16日在海南舉行。我代

表團由前國大議長錢復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最高顧問身分率團與會，馬英九總統11日偕

同蕭萬長副總統在總統府接見我方代表團，重申政府將以「創新強國、文化興國、環保救國、

憲政固國、福利安國及和平護國」的「六國論」理念打造黃金十年，同時也期許代表團成員與

各國代表廣泛交流，讓與會者瞭解台灣同樣重視「包容性發展」，與全球趨勢一致。 
總統指出，今年博鰲論壇以「包容性發展」為主題，一方面反映了世界趨勢，另方面也展

現中國大陸「十二五計畫」的方向，凸顯各國除了追求經濟成長，也須重視社會、環境及教育

等方面的發展。 
總統強調，「成長不一定等於進步，只有均衡的成長才是進步」，所以他在就職兩週年時提

出「六國論」，希望打造我國的「黃金十年」。就「創新強國」而言，我國在今年的日內瓦發明

展獲得42面金牌、34面銀牌、5面銅牌及6個特別獎的佳績，86名代表共贏得87個獎項，數量較

去年多，且得獎者年齡呈下降趨勢，令人欣慰；此外，德國iF設計獎中，我國奪得31個概念性設

計獎項，產品設計獎則獲得亞洲第一，顯示我國的設計發明具獨到之處，政府將持續強化鼓勵此

趨勢。 

其次，在「文化興國」方面，我國每年有近10個藝文團體在全球演出，藝文表現亮眼；而

觀光客訪台，除了欣賞美景、品嚐美食，也可感受台灣人熱情、好客、誠實的美德，體會我國

文化。再者，就「環保救國」而言，近日國光石化與核能安全議題引起大眾高度關切，根據我

國「憲法」及「環境基本法」規定，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以兼籌並顧為原則，不過若經濟及科

技發展嚴重影響環境或有危害之虞時，則以環保優先，政府未來將持續秉持此原則制訂相關政

策。至於「福利安國」部分，雖然我國經濟成長快速，但需檢討是否每一位國民都分享到經濟

成長的果實；政府除了調整二代健保，修改「社會救助法」，也推動十二年國教、5歲幼童免

學費入學及高職免學費入學等相關政策規劃，希望藉此照顧更多弱勢族群。 
針對「和平護國」，總統指出，政府鞏固國防，但不會與大陸進行軍事競賽，儘管台灣海

峽已是和平大道，但我們仍應居安思危，政府刻正進行漢光演習，希望民眾、國軍都能做好準

備，以期達到「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目標，將國軍打造成「小而強」、「小而精」及「小

而巧」的武裝部隊，有效維護台海安全。此外，政府也將持續改善兩岸關係、增加互動，並開



放大陸學生來台就讀；根據統計，去年來台交換的大陸學生共有5千6百人，今年9月正式入學

後，預計可達到8、9千人，相信兩岸學生互動越多、感情越好，兩岸和平的機會就越大。 

總統強調，兩岸關係過去一年來變化甚大，不但召開兩次「江陳會談」、簽署「兩岸經濟

協議」（ECFA），也簽訂智慧財產保護協定及食品安全協議，兩岸關係在今年正式進入ECFA

時代。過去蕭副總統及錢復團長率團參加博鰲論壇，歷次與會均引起外界關注及正面報導，除

增加與各國之聯繫，也協助拓展兩岸關係，對此，特別表達高度肯定之意，期盼此次代表團能

達到與各與會代表交流互動之目的，讓與會代表瞭解我國發展與全球趨勢一致，均重視「包容

性發展」，以增加人民幸福感。 
副總統亦表示，目前兩岸交流平台皆以兩岸代表為主，唯有「博鰲論壇」是兩岸代表再加

上國際人士，意義重大，透過此平台，我們能與大陸領導界、企業界領袖及外國政府首長、跨

國企業代表互動，更可建立人際關係。對於此次代表團成員多達一半來自金融界，副總統也表

示肯定。 
據工商時報、中央社報導，中國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開幕儀式，並發表「包容性發展」

主題演講。  
今年由於日本發生嚴重的地震與核災，本次博鰲論壇特別設立「日本增長潛力的再認識」

分會，為日本災後重建提供交流平台 
博鰲亞洲論壇開闢中國大陸外交史上的新一頁，從此多了一種多邊外交的形式。博鰲亞洲

論壇有三重「第一個」特殊意義：第一個涵蓋整體亞洲的國際性論壇，第一個官產學三位一體

的綜合性、包容性組織，第一個定位中國大陸的綜合性國際組織。 

吳揆：受惠ECFA 台灣競爭力躍升 

據聯合晚報4月12日報導，行政院長吳敦義12日出席國際汽車零配件展及車用電子展開幕

典禮表示，由於汽車零配件與車用電子都受惠於兩岸ECFA協議，今年已開始降稅，業界的競

爭力已因此不斷向上躍升。  
吳院長致詞時表示，無論任何角度看，汽車零配件及車用電子產業在去年都蓬勃發展，總

計產值達2,000多億，外銷金額也突破1,700多億元，創造許多就業機會與社會動能，是經濟復

甦重要部分。  

這項展覽吸引有3,000多位歐、美、加或日本買家到台北，吳敦義對買家表示歡迎，他說，

這將讓經濟景氣更為回溫，產業都能齊頭並進。 

吳敦義說，去年兩項重要的施政，一是降稅，一是ECFA簽署。在降稅上，馬英九總統堅



持在稅制上進行重大改革，除了遺贈稅從最高50%降為10%，使得資金的動能回到台灣，另外

產業創新條例立法，是稅政史上第一次達到單一且公平的稅率，不只是營所稅從25%降低到

17%，是史上最低，更重要是它因大型與中小型一體對待，高科技與傳統內需產業都公平對待，

這樣的輕稅簡政使業界共同享有低的稅率，和公平的稅制。  

去年6月29日兩岸簽署ECFA，今年1月1日開始雙方開始降稅，相關汽車零配件及車用電

子產業，出口到對岸的關稅，從原來的6%到10%降到5%，到明年就是零稅率，競爭力不斷向

上躍升。 

江丙坤董事長會見安徽省長王三運等一行 

據中央社、聯合報、旺報、中評社4月18至25日報導，安徽省長王三運率領安徽經貿文化

交流團，18日抵達台灣展開為期8天的「銘傳親緣寶島行」參訪交流活動，並舉行「安徽經貿

文化寶島行」，邀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海基會副董事長高孔廉、工業總會理事長陳武雄、

商業總會理事長張平沼與會。 

王三運此行除了率領安徽省17個市級領導之外，安徽企業隨行的包括馬鞍山鋼鐵董事長顧

建國、奇瑞汽車董事長尹同躍、國元集團董事長過仕剛、合肥百貨董事長鄭曉燕，以及江淮汽

車、大潤發、安徽民航機場、淮北礦業、徽商集團旗下的紅府超市等企業高層。 
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於王省長抵台當日中午會見訪問團一行，江董事長表示，去年他曾經

赴安徽、湖南、江西等幾個中部省份，金融海嘯後大陸許多沿海城市產業升級轉型，發現很多

台商赴中部地區參訪，投資也是絡繹不絕，過去台商是由南而北、由東而中、再到西，由加工

貿易變為內銷，從製造業轉為服務業，在這種大轉變當中，王省長此行不僅可以進一步促進台

灣與安徽之間的經貿關係，也提供台商在中部發展，擴大內銷市場的好機會。 
王省長表示，這次安徽省訪問團是近年來規模最大、層次最高的訪問團，之前訪台的大陸

省份，都有其主題，而他在臨行前，思前想後，認為最能拉近兩地感情的，就是大家共同熟悉、

認同、敬重的劉銘傳，也就是台灣的首任巡撫，劉銘傳是安徽與台灣之間一個重要的紐帶和橋

樑。 

王三運指出，這次除了省團之外，還有20多個分團，活動將從台北、台中到台南，希望廣

泛接觸各方面的台灣同胞，也希望讓台灣同胞更加瞭解安徽厚重的歷史人文，以及安徽發生的

巨大變化，更重要的是在當前兩岸和平發展的背景下，安徽所展現的巨大發展潛力，本次來訪，



也將和台灣簽署41項合作協議。 

此外計約1,200家台商在安徽設廠，總投資額達1億2千萬美元，台灣也成為安徽第4大外資

來源，去年兩地貿易額更達6億美元。他表示，包括台塑、統一、台玻、台泥、友達等都已在當

地投資。  

江丙坤董事長會見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馬飈等一行 

據旺報、中央社、中國時報、聯合報、新華網、你好台灣網4月21至29日報導，大陸廣西

壯族自治區主席馬飈23日率團來台訪問8天，不僅親自見證廣西南寧與花蓮直航包機的首航儀

式，一行人在花蓮停留期間，由廣西廣播電視局派出的廣電節目製作小組，製作廣播及電視節

目，進行觀光交流。 

馬主席表示，本次交流合作從政府單位到民間企業，共簽訂68個備忘錄協議，包含花蓮

13鄉鎮與廣西14省轄市締結姊妹市，另採購的農產品，未來廣西還會組旅遊團，3年內將有3

千人前來花蓮交流，好好見識與體驗花蓮的美與熱情。花蓮之行，所到之處就是3個「情」，

友情、鄉情和心情，畢生難忘。 

廣西團此行赴花蓮縣採購農特產品，對農友幫助相當大，首波採購3百萬元人民幣，包括

茶葉、金針花、黃金蜆精（錠）等260多箱，已是全縣農特產品半年的量。下一波預計9月，

將以文旦柚、火龍果等為主，採購金額約人民幣7百萬元。 

花蓮縣長傅崐萁說，這次是兩岸首次由省和縣正式對接，目前正推動由南寧飛花蓮定點式

的航班，每周至少直航1班，兌現推動花東兩地觀光的承諾，而對於未來廣西團將陸續來訪，

花蓮也會全面接待。 
海基會江丙坤董事長於會見馬主席一行時表示，廣西是對接東盟的「橋頭堡」、通往東盟

的門戶，台灣企業要想開拓東盟市場，廣西是一個很好的平台。特別是ECFA的實施，使得桂

台合作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為了進一步增進廣西與花蓮的了解和友誼，馬飈還宣布，從今年起，廣西將連續3年，每年



邀請花蓮縣1,000名基層民眾分10批每批100人到廣西參觀訪問。其中包括100名少數民族兒童、

100名農民、100名教師、100名少數民族代表、100名客家鄉親、100名青少年、100名婦女、100

名鄉村里長、100名文學藝術體育工作者、100名其他各界代表。 

ECFA早收貨品 台灣出口大陸年成長近3成 

據經濟日報3月30日報導，中國大陸對台灣降稅的早收清單共539項，依據中國大陸海關

統計，今年1至2月自台灣進口早收貨品金額為29.92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28.47%。  

經濟部統計ECFA原產地證明核發，今年起至3月28日止累計核發6,469件，核發總金額約

11.43億美元。 

ECFA效應 日商來台投資 

據中央社4月18日報導，看準ECFA商機，在各國激烈競爭下，全球薄膜市占率第一的日

本東麗集團確定今年5月落腳台灣，在南科設廠，投資額達新台幣21億元，2013年量產PE光

電用保護膜等重要材料。 

繼東麗集團後，經濟部透露，還有3家市占率全球第一的重量級日商可望對外宣布投資台

灣，這些廠商都是屬於綜合型材料廠，是台灣希望深化日商在台投資的指標個案。 

台灣與中國大陸去年簽署ECFA後，日商對台灣投資反應最熱烈，其中去年10月日本東麗

集團即已經開始與經濟部全球招商聯合服務中心接洽，最後敲定東麗落腳南部科學園區，預計

今年5月開始動工，未來3年投資金額達新台幣21億元，廠房占地面積達5.4公頃。 

東麗預計在2013年1月開始生產PE光電用保護膜與太陽能電池零件薄膜，全球招商聯合

服務中心說，東麗首次選擇來台生產Toretec PE光電用保護膜與太陽能電池零件薄膜，是為了

就近提供大客戶友達與奇美電兩家面板廠料源。 



不僅如此，東麗在南科生產PE光電用保護膜只是試水溫，由於ECFA已經把PET光

學級保護膜納入早收清單免稅清單項目，未來東麗不排除增資，在台灣生產PET光學級

保護膜。 
事實上，東麗投資案爭取者眾，包括韓國、大陸以及馬來西亞等，都積極向東麗招

商，東麗最後選擇台灣，兩岸ECFA簽訂應該是重要推力。 

台北電腦展 規模將創新高 

據經濟日報4月22日報導，2011台北國際電腦展將於5月31日開跑，負責主辦的外貿協會

表示，今年電腦展規模更勝往年，預估國際採購買家人數上看4萬人，可望締造230億美元的

商機，創歷年新高。  

今年電腦展，預計有1,800廠商報名，攤位數達5,200，比去年至少多出400個單位。值得

一提的是，由於台北國際電腦展的地位舉足輕重，國際各大企業都派高層來台找商機。除了展

前國際記者會，將由 iF國際設計論壇總經理Ralph Wiegmann出席外，CEO晚宴則由聯想的執

行長楊慶元主持。此外，今年電腦展在信義及南港都設有展區，主辦單位貿協特別貼心的將「買

主入場證」和悠遊卡結合，便利買主快速往返兩地展場。全球第四大的電腦廠聯想集團執行長

楊元慶亦即將來台，參與2011台北國際電腦展，預期發表自家新產品，可望加強對台廠供應

鏈的採購。  

大陸廠商此次參展的企業，共計252家使用527個攤位；台灣有宏碁、華碩、鴻海等，將

聚焦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兩大當紅電子產品，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面。 

IMF：台GDP成長 4小龍之首 

據中央社11日華盛頓報導，國際貨幣基金（IMF）公布「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報告，預期亞洲整體今年經濟成長6.7%，明年成長6.8%。其中台灣今年成長5.4%，

明年5.2%。 



亞洲3個先進經濟體中，日本今明兩年預期將成長1.4%和2.1%；澳洲3%和3.5%；紐西蘭0.9%

和4.1%。 

新興工業經濟體4小龍中，今明兩年南韓將成長4.5%和4.2%；台灣5.4%和5.2%；香港5.4%

和4.2%；新加坡5.2%和4.4%。 

屬於開發中經濟體的中國今年可望成長9.6%，明年9.5%；印度8.2%和7.8%。 

東南亞國協5國（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今年將成長5.4%，明年5.7%。 

淡季不淡 3月進出口創新高 

據經濟日報4月12日報導，全球景氣穩定復甦，新興國家需求強勁下，台灣3月的出、進

口值分別再創歷史新高，單月達到272.5億美元及254.8億美元。財政部表示，評估日本強震對

台貿易影響不大，但高油價與新台幣升值壓力為需要關注的兩大指標。  

財政部11日公布3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第一季出口738.3億美元、進口692.6億美元，

增幅各是19.5%及21.8%，也創下歷年各季新高。首季出口金額更超過主計處預估的698.6億美

元，顯示「淡季不淡」的預測成真。  

財政部統計，3月出口272.5億美元，較上月增加28.2%；進口254.8億美元，較上月增加

25.3%，出進口雙雙再創歷史新高，國內景氣回到穩定成長軌道。  

財政部統計長林麗貞說，311日本大地震對台貿易影響尚不明顯，雖然日本是台灣機器設

備及原物料最大進口國，震災導致物料的缺貨危機，經由進口數據呈現狀況並不嚴重。3月對

日進口總值達47.9億美元，較2月增加4億美元，增幅9%，與去年同月相比，增幅也有1%。  

3月對大陸及香港出口112.5億美元、對東協六國出口43.8億美元，對歐洲出口30.6億美

元，是歷年單月新高；對美國出口29.6億美元，是2006年9月以來新高。  



雖然對大陸出口創新高，但年增率僅9.6%，相對美、歐年增率分別達21.3%及25.1%，3

月呈現「亞太市場降溫、歐洲市場回溫」情況。 

台北花博展出圓滿順利 4月25日盛大閉幕 

據4月27、28日經濟日報、中廣新聞報導，台北花博風光落幕了，創下896萬3,666的總參

觀人次紀錄，獲得包括國際園藝生產者協會評為50年來最好的花博；也被加拿大花卉園藝協會

評選為2011全球最佳國際庭園觀光活動；同時，也是全世界第一個在市中心區、在公園內、

在水岸邊、同時設有水岸入口的國際世界博覽會；而花博的近7,000場次藝文展演，也締造另

外一個世界第一；甚至台北花博的未來館也獲鑽石級綠建築；流行館也是世界第一個運用152

萬個回收寶特瓶興建。讓國際看見台灣的實力，總統馬英九說，花博的成功不只是在花，而是

在科技、環保、花卉的結合展現，讓大家瞭解到台灣的軟實力。  

國際園藝生產者協會主席Mr. Faber稱讚台北花博，是50年來最精彩的國際花博，尤其花

博吸引了9百萬人參與，這是台灣人口的40%， AIPH 50年的歷史，從未看過這麼高的參與比

例。 

根據花博總部統計，這半年來,花博創造了超過188億元的經濟效益，其中最大部分是來自

於觀光，外國觀光客占了6.3%，總共有57萬人次的外國觀光客參觀花博，這樣的外國遊客比

例，遠超過日本濱名湖等博覽會。至於花博結束後，台北市會推動城市花園計畫，要學習新加

坡打造台北市為花園城市，主要道路都要規劃為林蔭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