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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中小企業的家數占比結構相當雷同，相對應

也提供許多就業機會，在社會穩定方面，實有相當重

要的角色。以台灣聞名全球的經濟奇蹟為例，中小企

業快速及充滿彈性的發展，讓台灣經驗能更具價值。

台灣產業結構在這一甲子的發展已轉變為服務業占比

較高，過去也是由農業向製造業及服務業逐步來擴

展，這當中的發展軌跡也是非常值得讓正在大陸發展

的台資企業進行參考，本文將以闡述兩岸中小企業的

發展歷程、現況及面臨的問題，再以大陸政府對台資

企業提供輔導轉型升級的政策為切入點，例舉轉型升

級具成功經驗案例，最後再提供給欲投入轉型升級列

車的企業相關建議。

兩岸中小企業的定義與結構

大陸的中小企業劃分為中型、小型、微型三種類

型，具體標準根據企業從業人員、營業收入、資產總

額等指標，結合行業特點制定。以工業為例，從業人

員1,000人以下或年營收人民幣4億元以下的，被界

定為中小微型企業。其中，從業人員300人及以上，

且年營收人民幣2,000萬元及以上的為中型企業；從

業人員20人及以上，且年營收人民幣300萬元及以上

的為小型企業；從業人員20人以下或年營收人民幣

300萬元以下的為微型企業。目前全大陸在工商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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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對台資中小企業

輔導政策與建議

部門註冊的中小企業已超過1,000萬家，占全大陸企

業總數的99％，中小企業創造的最終產品和服務價

值占大陸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超過50％，提供的出口

值占60％，上繳的稅收占43％，與此同時，這些中

小企業還提供了75％的城鎮就業機會。

然而，台灣的中小企業以製造業為例，實收資

本額在新台幣8,000萬元以下者，或經常僱用員工數

未滿200人者，皆為中小企業。台灣中小企業家數為

133萬家左右，占全部企業家數的97.64%（經濟部

2013年統計），這些中小企業也提供了858萬人的就

業機會（占整體就業人口數78%）。

兩岸中小企業的定義在規模上或許有些差異，但

都存在一些共通性，都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來穩定社

會的功能，政府絕對需要持續關注中小企業的發展。

台灣在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已有多年經驗與階段成果，

近期關注在如何讓這些中小企業能在國際市場更具競

爭力，所以不遺餘力的在推動卓越中堅企業，這些優

質的企業如德國稱呼為「隱形冠軍」的企業，都是中

小企業的最佳典範，這些拔尖企業的規模雖然不如大

企業，但是在技術、獲利能力等方面，都有其卓爾不

凡的傑出表現，台灣政府在近年來有相關政策在推動

中小企業成長，將這些扶持為卓越中堅企業，讓更多

的企業能在國際上來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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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經濟部投審會的統計，1991年至2014年12

月這段期間，累計申請核准赴中國大陸投資件數為

41,259件，累計投資金額為美金1,439.56億元，其中

投資地區最早是以珠三角地區（廣東⋯）、其次長三

角地區（江蘇、上海⋯），企業所屬產業屬性多為製

造業。由上述這些統計數據顯示，這些中小企業在

90年代開始西進時，在大陸改革開放的初期，選擇

了離香港較近的廣東省為生產基地，如東莞、深圳與

廣州，東莞台商的數量在高峰時期也高達一萬家，占

全大陸台商比重近四分之一。

台商當時前往大陸設廠，追求的應是與提升獲利

有相關之更便宜的生產要素，如勞動成本、廠房使用

成本⋯，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租稅的優惠或獎

勵，在當時環境下，許多大陸地方政府為了吸引企業

能在該地投資，於是有許多客製化的優惠措施，也成

功吸引許多台商前往當地投資。

台商在大陸發展面臨的問題

台商在大陸發展，許多是以出口為主要業務型

態，所以人民幣的升值，是最直接讓台商們感到憂心

的一件事；第二是缺工情事，許多工人不再願意到外

地打工，而是選擇在當地從事服務業或務農，缺工的

狀況持續惡化，特別是在現在這個時間點，農曆春節

剛過，許多工人就不回工廠了；第三是相對應的各程

要素上漲，如勞動工資上漲、原物料價格上漲、租金

成本的上漲，這些都是影響企業獲利的最直接關鍵；

第四是法令的調整，如勞動合同法、調整加工貿易政

策或調整土地從嚴政策，都是與台商長期經營有深遠

的影響。

大陸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會長郭山輝在

2015年台商新春團拜時形容，這是台商近30年投資

布局最艱困的一年。相信除了上述問題外，還有企業

內部的管理問題，這就是台商亟思面對的轉型升級問

題，升級可思考如何把市場做大，或是把產品做的更

好、更快或更便宜，這當中就有很多如質量管理的精

進、生產系統的優化等等諸多攸關競爭力提升的關鍵

要素。轉型就是有脫胎換骨的做法，如過去做OEM

代工（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OEM），若

再加上專業設計能力做為ODM廠商（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 ODM），這就是進一步的轉型，若

能把ODM廠商的型態再升級，最終轉變為自有品

牌的OBM廠商（Own Branding & Manufacturing, 

OBM）。

自從2008年的金融海嘯開始，台商除了內部面

臨轉型升級的壓力外，在大陸經商的外部環境也似乎

日益嚴峻，如大陸國務院在去年12月發布的62號文

（國務院關於清理規範稅收等優惠政策的通知），其

目的不允許用稅收補貼來做為競爭招商的工具，過去

地方政府使用包括獎勵補貼、先徵後返、代繳社會

保險等財政優惠措施來招商引資，但62號文嚴令不

得再有這種違規稅收，並要求相關部門在今年3月底

前，向大陸財政部呈交優惠政策的清理情況，上報到

國務院，未來優惠措施將會由中央統一政策，未經國

務院批准，都不能自訂，即使過去合乎規定的優惠，

也要請示國務院是否能保留。換句話說，就是將過去

企業與地方政府談判的客製化優惠，限期在今年3月

底前清理，並可能一筆勾銷，特別是財政返還，對不

少台商說，瞬間就招致數千萬元的風險損失。

大陸政府對於台商的輔導政策方向

近年來，大陸地方政府非常關心企業轉型升級這

檔事，這波轉型升級活動，應該可說由廣東的東莞開

始吹起，目前推動的成果與經驗，已受到其他城市與

中央政府的關注。

2008年金融海嘯來臨時，東莞台商協會向東莞

市政府爭取了提供台資企業轉型升級輔導補助的政

策，企業診斷每案補助人民幣4萬元，企業深度輔導

每案補助比率50%，其補助上限為人民幣30萬元，

當時東莞台商協會找了台灣法人機構（如中衛發展中

心、電電公會⋯）為東莞台商提供轉型升級輔導補

助。以第一年的推動成果：⑴受惠接受深度診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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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加快資金流動帶來直接效益：6.3億，其中為東

莞市也帶來⑴投資數額明顯提高、⑵技術水準得到普

遍提升、⑶企業形態優化、⑷自主發展能力和自創品

牌能力增強、⑸積極開展內銷市場增加政府稅收。

2011年中央電視台報導大陸政府協助台資企業

轉型升級的成功案例，當中有一則是在東莞虎門的

台商，這家企業雖然是中小企業，人數規模最多350

人，但在面臨訂單緊縮與不穩定的情況下，老闆覺得

這當下就是練功夫的好時機，不然平常忙於出貨也無

暇進行升級改善作業，於是把握這個機會透過東莞台

商協會找了台灣中衛發展中心來進行輔導，初期先經

過企業診斷，讓顧問師與企業經營者及高管面談之

外，也去現場實地點檢，共同討論目前看到的及不足

的地方，第一年鎖定在品質怎麼做得更好、交期怎麼

更準確、成本怎麼更低，經過一年的努力，執行成果

最令人驚訝的是，可讓150人做到以前350人的產量

（並非靠加班），機器也似乎都沒發生故障現象了，

人員的素質也提升了，感覺起來整個工廠變的更聰明

了。

在東莞推動轉型升級計畫後，許多城市也紛紛撥

付資源來協助當地台商進行轉型升級或管理提升，目

前在廣州、深圳與昆山等地方政府，皆以實際行動來

紓緩台商面臨到轉型升級的壓力，希望可以提高台商

的競爭力。

台商在大陸發展的相關建議

台商在大陸發展會遭遇上述諸多的內外部問題，

如何藉由吸收他人的經驗來縮短自身少走一些彎路，

這些都可借鏡台灣多年來的經濟成長經驗，以下五點

的建議。

1. 轉型升級，即時啟動：
企業投入轉型升級的列車，剛開始是痛苦的，就

好比老鷹在40歲的時候，為了下一個30年，必須經

過痛苦的換啄與拔毛過程，才得以重新得力與展翅

飛翔。轉型或升級好比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

撲鼻香，這是一條漫長的路，這過程需要培育內部

人才來加以推動，所以不用選吉時，即時就是可以

啟動。

2. 政府資源，充分運用：
在大陸向當地政府申請補助資源，需要多向當地

相關單位進行請益，掌握申請要領。台商應充分運用

大陸政府輔導中小企業政策資源，也有助於企業內部

能充分掌握大陸政策訊息與發展契機。

3. 內需市場，長期關注：
大陸的內需市場已演變為全球相繼競爭的兵家之

地，但台商具有同文同種的優勢，較能掌握大陸人民

的需求，內需市場可為台商帶來許多機會，不過爭取

這機會雖然有過去的台灣經驗，但是面對的市場環境

的不同，台商仍是要步步為營。

4. 持續改善，止於至善：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這是許多卓越企業在經營

管理上的共識，有很多企業一推動改善就是數十年如

一日，每半年發表一次階段成果，老闆也都親自關心

活動的推進，每個改善都會對成本的降低或是獲利的

提升有關係，這對企業維持長期競爭力來說，是相當

重要的一個課題。

5. 抱團合作，共創佳績：
數字的1+1=2，但用非數學的角度來看，就可以

變成11，這就是合作綜效，若您的企業本身就是主

機廠，如何召集志同道合的配套廠來為共同的目標

來邁向，若您的企業是屬於配套廠，如何找一個可

長期配合的主機廠，搭配主機廠的步調，讓大手牽

著小手，各按步伐、齊步向前，為更美好的未來做

努力。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總經理）（本文

不代表本會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