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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兩岸產業合作論壇」 

文/編輯部 

活動概況 

ECFA 協議後，兩岸成立經濟合作委員會，其下的產業合作小組於 2012

年 11 月 21、22 日在新竹召開第二屆「兩岸產業合作論壇」，共計吸引兩岸

產官學代表約 250 人齊聚新竹，共同針對產業合作議題，進行熱烈之交流

與討論。海基會高孔廉副董事長及海協會鄭立中常務副會長分別以兩岸經

合會召集人身分代表雙方致詞，我方出席人員包括論壇召集人經濟部杜紫

軍次長、工業局局長沈榮津等；陸方出席人員包括論壇召集人大陸發改委

副主任張曉強、發改委外資司孔令龍司長等。高副董事長致詞內容如文。 

本次論壇主題為「兩岸產業合作之突破與創新—共商發展共創雙贏」，

會議首先由經濟部次長杜紫軍進行論壇主題發言，杜次長指出兩岸經貿往

來不斷擴大，不再是獨立發展的兩個系統，已成為既互補又競爭且相互學

習的產業生態。雖兩岸透過搭橋專案及在經合會架構下成立 LED、TFT-LCD、

無線城市、汽車、低溫物流等 5 個產業分組推動兩岸產業合作交流，但面

對國際的激烈競爭，此一推動力道仍不能完全回應各界期待。杜次長建議

未來兩岸應朝加速推動新興產業合作、精進兩岸合作試點、引導重要產業

相互投資等三個方向促進兩岸務實合作、並應避免人才惡性挖角，再創兩

岸產業新局。 

兩岸產官學代表共同聽取論壇第一天「兩岸產業合作模式回顧與前

瞻」、「深化產業合作與促進雙向投資」、「新興產業合作與中小企業發展」

等三項分組議題之總結報告，接著由大陸發改委外資司劉副司長洪寬及經

濟部工業局連副局長錦漳分別進行大會總結報告。  

 

三個分組議題總結 

 「兩岸產業合作模式回顧與前瞻」 

雙方認為兩岸產業搭橋及試點工作已有不錯的進展，但仍存在一些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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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如對產業合作目的認知的差異、試點成效如何進一步強化、兩岸政府

如何給予試點項目更大的支持等。針對未來兩岸合作模式的建議，雙方認

為可朝兩岸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新興產業合作優先推動、發展具兩岸特

色的服務業、加強兩岸園區合作等面向思考。  

 

 「深化產業合作與促進雙向投資」 

雙方一致指出拓展合作理念，實現優勢互補；以品牌合作為支撐、以

現代服務業為新起點規劃合作方向；建構產業合作與協調機制等作法是實

現深化兩岸產業合作的具體方式。而落實兩岸投保協議及 ECFA 效益、深化

研究並共同規劃兩岸產業合作分工與合作模式等可思考的方向。與會專家

並指出，引導兩岸產業合作面向全球市場、技術創新與品牌建設、中小企

業發展及人才交流與培育亦是進一步促進兩岸產業合作的具體作法。  

 

 「新興產業合作與中小企業發展」 

雙方指出在互信互利、合作雙贏、加速開放、成果共享的合作願景下，

兩岸加強在新興產業合作策略規劃、確立兩岸新興產業合作模式是促進兩

岸新興產業合作的重要工作，亦可作為推動兩岸中小企業發展的手段。與

會專家學者並指出政府應扮演機制建立者的角色，創造兩岸新興產業合作

的機會。  

 

大會總結 

大陸發改委外資司劉洪寬副司長首先總結此次論壇的成果，他提到如

何透過不同合作模式來擴大合作規模與產業鏈延伸的可行作法，同時開展

兩岸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的合作。經濟部工業局連錦漳副局長接著針對兩

岸產業合作工作小組成果進行總結報告，連副局長同時指出兩岸合作雖已

有初步成果，但面對各種挑戰，唯有依靠更高的目標、創造新的價值，並

藉由加速推動新興產業合作、精進兩岸合作試點及引導兩岸相互投資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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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作法，才能創造與擴大兩岸雙贏。 

 

高副董事長致詞內容如下： 

兩岸優勢互補 發展藍海策略 

 兩岸產業合作狀況 

兩岸產業合作早在 2008 年 11 月就開始啟動，當時經濟部推出「搭橋

專案」，透過制定兩岸產業技術規格標準的方式，強化兩岸中草藥、太陽能

光電等 15 項產業進行交流合作。4 年多來，一共舉行 19 項產業、計 43 場

次的交流合作會議，促成 1,590 家企業進行實質交流合作，成果相當豐碩。 

2010 年 ECFA 簽署後，依據協議，2011 年 2月「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

成立，設置「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爭端解決」、「產業合作」

與「海關合作」6個工作小組，其中「產業合作」小組負起推動具體工作。 

2011 年 10 月 20 日海基、海協兩會在天津舉行第 7次會談，發表「關

於加強兩岸產業合作的共同意見」，進一步提升兩岸產業合作的層次。 

去年 10 月 27 日兩岸在大陸昆山舉行「第一屆兩岸產業合作論壇」，設

立 LED 照明、無線城市、冷鏈物流、TFT-LCD 和電動汽車五個產業分組，將

兩岸產業合作項目具體落實。 

 

 第二屆兩岸產業合作內容 

第二屆兩岸產業合作論壇更具特色，分三個部份討論：第一，兩岸產

業合作模式與前瞻；第二，深化產業合作，促成相互投資；第三，探訪新

興產業或中小企業合作空間，如生技、醫療器材、綠能等產業，這三個主

題非常契合當前兩岸產業合作之需要。 

第一，就兩岸產業合作模式與前瞻而言，希望兩岸產業合作在積極面

要能分工合作，進行兩岸產業佈局，大陸具有基礎科學、資源與市場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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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台灣則有創新、產品市場化與國際行銷的優勢，兩岸要有大格局、大

心胸、大合作的觀念，彼此優勢互補，共創雙贏。 

在兩岸產業合作的消極面，要避免重複投資，造成產能過剩，惡性競

爭，兩敗俱傷的局面，兩岸不應再走「紅海」的價格競爭路線，而應走「藍

海」策略的創新研發路線，發展創新及差異化的產品與服務，使產業的框

框變大，產生新的市場需求領域，開創兩岸「藍海」的新時代。 

第二，就深化產業合作，促成相互投資而言，今年 8 月 9 日兩會簽署

「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待這項協議生效後，將為深化兩岸產業合作

提供優質的投資合作環境，也有助於促成雙方的相互投資。相互投資是企

業「策略聯盟」的重要形式，可以發揮團結戰力。 

其實，台灣自 2009 年 6 月 30 日就已經開放陸資來台投資，截至今年

9 月底止，僅有 303 件，投資金額 3.15 億美元，與大陸每年對外投資金額

超過 5 百億美元相較，還有極大的成長空間，希望透過兩岸產業合作論壇

的舉辦的機會，雙方能大力推動大陸企業來台投資。 

第三，就探訪新興產業或中小企業合作空間而言，大陸「十二五規劃」

中推出七大新興產業，台灣則有六大新興產業。兩岸在新興產業的合作，

可以結合產業優勢，制訂共同標準，合作建立國際知名品牌，擺脫為歐美

大廠代工的命運，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 

 

 兩岸關係發展 

兩岸關係自 2008 年國民黨執政後，已經邁向和平穩定的道路，尤其是

海基、海協兩會恢復協商以來，雙方共舉行 8次會談，簽署 18項協議。這

18 項協議涵蓋面極廣，包括經濟、民生、法制等層面，降低往來兩岸的時

間與成本，增進兩岸經貿交流合作，大幅改善雙方企業的投資經營環境。 

未來兩岸要更加努力，為兩岸產業創造更好的合作環境，包括：第一，

儘速進行 ECFA 後續協商，儘早完成「貨品貿易」、「服務貿易」、「爭端解決」



 5 

等協議。 

第二，兩岸經貿團體互設辦事處，雙方已經做好相關的準備，也已經提

出申請，希望兩岸主管機關儘快讓雙方經貿團體正式掛牌運作，服務兩岸

企業。 

第三，待「海峽兩岸投資保護和促進協議」生效後，儘速建立相關制度，

確實保障雙方企業的投資經營權益。 

第四，加強智慧財產權保障，尤其是在高端技術產品的創新研發，要有

完善保護機制，協助兩岸產業合作順利推展。 

最後，我要強調，兩岸關係改善後，兩岸已經進行全方位的交流合作，

除了製造業外，兩岸也應在金融、醫療、觀光、文創等服務業積極推動合

作。 

 

 結語 

大陸 18 大已經成功舉行，希望大陸新一屆領導人，能以更堅定的信

念，與台灣共同維護和平穩定的兩岸局勢，使雙方在世界經濟變局中，能

優勢互補，發展藍海策略，共同為兩岸產業創造合作雙贏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