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英文總

統6月8日晚間

出席「2016大

陸台商端午

節座談聯誼活

動」，肯定並感

謝台商長期以來

為兩岸經貿交流的付

出與貢獻，並強調政府會

持續推動兩岸互動交往，做為台商最堅實的後盾。

總統致詞內容全文為：

明天就是端午節，我非常歡迎大家回到台灣來過

節，先跟大家說聲，「端午節快樂！」

在2000到2004年，我擔任陸委會主委的時候，

每年三節都會參加海基會舉辦的台商活動，和專程返

鄉的台商朋友共聚一堂，座談、餐敘，非常愉快、融

洽。

多年後的今天，我以總統身分，在相同的場合和

台商朋友會面，看到不少過去熟識的老朋友，也有很

多新的朋友，感到欣慰和高興。 　　

我記得當年在陸委會時，致力維持兩岸關係的和

平穩定，並和大家共同努力，為後來的兩岸交流打下

許多基礎。無論是小三通、包機直航、陸客來台觀

光、「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等政策，或是兩岸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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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條例的全盤修正，都是兩岸關係維繫且持續向前

推進，所必要的基礎工程。

時間過得很快，我不會忘記，在座的許多台商朋

友，這幾年在中國大陸，乃至全世界打拚，為兩岸經

貿交流，做了許多的努力和貢獻，在此，我要向各位

表達誠摯的謝意。

在各種場合中，我經常告訴大家，政府要做人民

和企業的後盾，政府絕不會讓在第一線努力的台商朋

友們孤單無助。

我了解面對勞動成本上升、經濟結構調整，以及

全球經濟不景氣等等的壓力，各位的處境都很辛苦。

我們希望從幾個方向來努力、協助台商突破困境，開

啟新局。

首先，新政府會盡最大努力，協助台商因應中國

大陸的經濟變局，幫助各位台商提升競爭力，並減少

後顧之憂。

我們會強化輔導台商投資經營管理的各種機制，

以及從技術面來協助台商企業轉型升級。我們也要確

保所有的台商學校，都能提供優質的教學環境，讓台

商子女的教育，跟台灣社會不脫節，讓我們的台商都

可以放心打拚。

第二、我們要積極吸引台商回台投資。

新政府正在推動台灣經濟結構的轉型，台商堅毅

勤奮的精神，是台灣最重要的資產，所以在這裡，我

端午節座談聯誼活動」致詞全文

蔡總統出席「2016大陸台商



112016年7月號／295期

專
題
報
導

也要向台商招手，請大家回來為台灣一起打拚。

我們要打造吸引台商回台的良好投資環境，我們

也要落實五大創新研發計畫，全力推動綠能科技、物

聯網、智慧機械、國防科技，以及生技醫藥產業的發

展，利用創新來帶動台灣產業的升級與轉型，同時也

為台商創造更多的投資機會。只要這些計畫成功，就

可以幫助台灣，走出當前經濟的困境。而要保證計畫

的成功，需要一次全國的總動員，我們期待各位回來

台灣投資，參與新興產業的發展，大家同心協力，再

一次創造台灣經濟的新里程碑。

第三，我們也要鼓勵及協助台商布局全球。

新政府正致力於和亞洲、乃至亞太區域各國的經

濟合作，為台灣創造更多元、更有活力的對外經貿網

路。我們正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希望增進與東協、

印度的各層面往來，發展更多元的交流、更穩定的經

貿夥伴關係，有些台商已經移往東南亞，甚至前進印

度投資經商，我們會整合各方力量和資源，鼓勵及協

助台商對外布局，和大家攜手共進，開創新的生產基

地，開拓新的市場。同時，我們也會幫助已經在東南

亞、印度的台商，讓他們生根茁壯。

我也要在這裡特別強調，推動新南向政策和兩岸

台灣經濟要再次成功轉型、向上躍升，需要穩定

的內、外環境，兩岸關係是當中非常重要的影響因

素，各方都高度關切。在這裡，我再次重申，我會致

力維持現狀，建立具一致性、可持續且可預測的兩岸

關係。這是我對大家的承諾，我會說到做到。

在五二〇就職演說， 我們展現了最大的彈性，

傳達了最大的善意，未來，我們會持續和對岸進行溝

通和對話，致力維繫兩岸間各項制度化的溝通和對話

機制，持續推動經貿往來及各層次的交流，促進兩岸

之間的相互了解，建構更優質的互動環境。

我剛才強調，政府就是大家的後盾，我會要求海

基會與陸委會充分發揮服務能量，幫助台商與台灣

民眾解決在中國大陸經商、求學與生活所面臨的問

題。

大家出外打拚的辛苦，我都知道，也請大家放

心，雖然今天跟大家見面，我的身分改變了，但我做

事的態度，與當年的陸委會主委一樣，而且會更積

極、更全面。

我所帶領的政府，會持續跟台商做密切的溝通、

持續為大家解決問題，也一定會做台商最堅實的後

盾。讓我們一起合作、一起努力，謝謝大家。

蔡英文總統（中）與行

政院林全院長（前排右

二）全程出席「2016大

陸台商端午節座談聯誼

活動」，會後微笑離開

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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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都是台商全

球布局的一環，彼

此並不衝突，而且

還相輔相成，我期

待大家都能夠用全

方位布局的思維和

做法，來面對新時

代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