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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議題是重頭戲

今（2016）年度大陸全國人大及政協「兩會」

於3月中旬舉行完畢，除了部署新階段的大陸經濟發

展政策，也提出了對台經貿交流新規劃。

今年兩會上的經濟議題份量很重，甚至其稱得上

是「重頭戲」；因為今年兩會確認了今年大力實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經濟政策新方針，也審查通

過了「十三五規劃綱要」。在這種情況下，大陸台商

投資環境也將大幅變遷，而兩岸經貿樣態更會迥異於

以往；我方對此宜予以高度關注。

新推出供給側改革

關於這次兩會所呈現出的今年經濟政策新方針，

最完整表述，見諸於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向兩會所

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其中以相當大篇幅，詳細解

說今年新推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部份受到

台商矚目的說法真不少，譬如，要著力化解過剩產能

和降本增效（並指出產能過剩行業主要是鋼鐵、煤炭

等），要堅決淘汰落後產能，並且要努力改善產品和

服務的供給，包括提升消費品品質、促進製造業升

級、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等。

這些說法，理論上對台商是利大於弊的，因為大

陸淘汰過剩產能，以全面優化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可

望清理舊市場同時開闢新市場，而讓台商有機會發揮

經營管理上的比較優勢，去作「補位」或「卡位」，

以掌握到新的經營利基。

發揮企業創新乘數效應

但台商也不應忽略，李克強這次的政府工作報

告，也非常強調「企業創新」；他明示，要強化企業

創新主體地位，並發揮「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

「互聯網＋」集眾智、匯眾力的乘數效應。從這項

說法看來，今年大陸形同要掀起一場「產業技術革

命」，以加速產業體系「除舊布新」。

大陸這場產業技術革命一旦有突破性進展，就是

「紅色供應鏈」的全面進階。這不免給台灣方面業者

（包括大陸台商乃至台灣在地廠商），帶來沉重的競

爭壓力。但話說回來，大陸產業技術革命若要達標，

一定需要和同文同種的台方業界密切合作，以發揮一

加一大於二的效果；因此，具有科技實力的台方業

者，有機會通過兩岸合作，而在大陸新世代產業體系

裡搶佔到「制高點」，成為其中不可或缺的關鍵角

色，但台方業者之知識產權保護，及持股權益保障，

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推進兩岸經濟融合發展

李克強總理這次政府工作報告，對台部份有強調

「推進兩岸經濟融合發展」。這個方針去年報告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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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年報告是加以重申；儘管如此，今年大陸推動

兩岸經濟融合工作，勢必要更加講究創新和升級。關

於這方面，可舉台積電公司為例，即該公司今年將在

南京投資開建12吋晶圓廠，是台灣高端電子資訊科

技廠商前進大陸的代表作，也象徵兩岸經貿內涵的確

正在創新升級。

事實上，不只電子資訊業，大陸今年也要大力推

動其他行業的創新發展，且都稱得上是台方相關業者

的大陸新商機。按照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今年大

陸將大力發展「新經濟」，要啟動工業強基、綠色製

造、高端裝備等重大工程（大規模的發展計劃），另

要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加快發展現代化農業等。

服務業台商可大顯身手

其中特別值得台商注意的是服務業，因為去年

大陸服務業（第三產業）產值，佔GDP（國內生產總

值）數額比重首度過半，年增率亦顯著超過第一、第

二產業，已成為大陸經濟增長的「頂樑柱」。乘著這

樣的勢頭，大陸服務業今年一定會有更亮眼表現。

而台商服務業具有比較優異的經營技巧和管理方

法，今年應可大顯身手，但最好先讀今年兩會上政府

工作報告的相關表述。該報告是強調，要實施高技術

服務業創新工程，大力發展數字（數位）創意產業，

另要提高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生活性服務業精細化

等；這些都是台商服務業經營布局的重要參據。

因應市場激烈競爭

不過，所有台方廠商都應該注意到，這次兩會

所訂定的今年大陸GDP增長率，係從去年的「7％左

右」調整為「6.5％至7％」，亦是首度採取「區間目

標」模式，但卻掩不住大陸經濟增長動能持續減弱的

事實。在這種形勢下，大陸市場規模也更不容易擴

張，入市廠商競爭會愈趨激烈，台方廠商必需以創新

的商品、服務及商業模式，來提升自身競爭力；而兩

岸經貿交流合作的內涵，也有必要相應全面創新升

級，才能增加兩岸雙方的共同利益。

剛好今年是大陸「十三五規劃」的開局年，這項

新的5年規劃，將推動大陸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當

然也會帶動台商相應調整投資結構，及提高經營管理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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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規劃綱要文件，即由本次兩會審查通過並

付諸實行。其中的兩岸專章，強調要推動兩岸產業優

勢互補、融合發展，鼓勵兩岸企業相互持股、合作創

新、共創品牌、共拓市場；另要深化兩岸金融合作，

支持兩岸資本市場合作，加強兩岸在農漁業、中小企

業、電子商務等領域之合作等。這是未來5年台商經

營及兩岸經貿發展的重要取向。

大陸主要領導人談台商 
儘管如此，大陸台商最關心的問題，還是他們當

前面對的經營困局究竟如何解套。其中主要的困難

點，在於其員工社會保險費用支出壓力沉重、稅務

機關查核規則越來越嚴格、銀行貸款仍然不容易取

得、經營大陸內銷的商務糾紛較經營外銷為多、服

務業者的租金開銷越來越大等。綜合來看，當前正

是台商歷來經營最困頓的時候，也特別需要政策面的

照顧。

這次兩會期間，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的對台

重要談話，是以台商作為引言。習近平是在出席全國

人大上海市代表團會議時，發表了上述對台談話；他

一開頭就說，上海及周邊地區有不少台資企業，與台

灣民眾往來交流合作比較多。習近平這話的意思，是

他從台商及兩岸交流角度考量，而來上海團發表對台

重要談話。由此可見，台商在習近平心目中，有著一

定份量。

其次，李克強總理在兩會閉幕日的中外記者會

上，也回顧了去年國務院發文件（即25號文），以

維持優惠台商政策不變之事；他說這是要給台商定心

丸，「因為我們是同胞啊」。

聯想到今年2月初舉行的2016年大陸對台工作會

議，已決定「加強台商權益保護，協助台資企業轉型

升級」，表示大陸政府今年將一如既往地積極照顧台

商，相關政策方針未受今年元月台灣大選結果影響。

台商企業負擔也需減輕

也許因為持續照顧台商政策已定，所以李克強總

理本次政府工作報告的兩岸部分，就未重述照顧台商

事項。然而，該報告其他部分，所講的今年大陸政府

總體經濟工作諸項方針中，有一項仍是特別能吸引台

商目光的，就是「減輕企業負擔」。其並列舉兩大作

法，一是營業稅改為增值稅，並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

減不增；二是將多項行政上收費的免徵範圍，從小微

企業擴大到所有企業和個人，預計今年可減輕企業和

個人負擔5千多億元人民幣。其他相關舉措，有減輕

企業融資成本、削減行政審批事項等。

但是，台商能否充分享受到這些優惠，仍是一個

問號。因長期以來，台商總感覺大陸政府是「胳臂往

內彎」，即比較照顧、寬容陸商，而常讓台商心理有

些不平衡。譬如，企業員工社會保險（養老保險及醫

療保險等）費用，台資企業必需以全員足額計算及提

撥，但陸資企業可以打個馬虎眼，只為部份員工投保

即可，因而形成不公平待遇。

在這種情況下，今年兩會所宣示的上述減輕企業

負擔優惠，台商也沒把握能充分享受到。對此，大陸

政府不妨從「推進兩岸經濟融合發展」著眼，於近期

內出面宣示，今年的減輕企業負擔舉措，台商可以一

體適用；果能如此，則台商將能安心地立足大陸、持

續發展，成為兩岸經貿關係的重要紐帶。

掌握契機　台商升級

嚴格說來，這次兩會所呈現的政策思維，是比較

有「親商」色彩，而頗受台商重視。像大陸財政部長

樓繼偉，在這次兩會期間一場記者會上，就坦然表

示，大陸現行勞動法規對企業保護不足，讓企業負擔

沉重，恐將導致企業外移，而衝擊大陸整體經濟。樓

部長如此之敢言，正好說到台商心聲，台商對此非常

肯定。但樓部長這項看法到何時才能落實到台商身

上，台商亦無把握。

無論如何，今年大陸政府如要促進兩岸經貿進一

步發展，則其第一步應是減輕台商負擔，使其能「輕

裝上陣」，以加速實現轉型升級，並充分掌握到新階

段的新利基。一旦台商如此順利「轉身」，兩岸經貿

態勢也將煥然一新。

（本文作者為海基會顧問、報社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