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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大陸台商經營失利訊息連串傳出，譬如，東

莞大麥客大賣場熄燈關門、上海寶萊納餐廳創始店歇

業、珠海鑫谷公司遭抗議員工暴力圍廠及軟禁幹部等

等，致使大陸台商投資風險問題再度甚囂塵上。

長期以來，大陸台商經營頓挫的案例，幾乎每幾

天就有一樁見諸媒體報導，其中有些案例，是連台商

業主的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脅。幾年前發生的北京新光

天地百貨之經營權爭奪戰，以及廣東寶成鞋業嚴重罷

工事件等，迄今仍讓人餘悸猶存。感覺上，大陸似乎

是台商投資的高風險地區。

其實，台商到世界各地投資，都有這樣那樣的風

險，並非大陸投資風險特別高；只是，台商在大陸投

資累計數量特別龐大，陸續投資歷程也已有30年之

久，所以，大陸台商歷來所碰到的風險事件，難免件

數很多，但以比例而論，仍屬常態範圍。

前人的痛苦經驗，後人的寶貴資產。本文根據這

個理念，試圖將歷來大陸台商的風險案例，彙整成幾

個分類，並提出相應的趨吉避凶之道，以供後進台商

參考；後來者只要掌握這個脈絡，當可預知投資風險

類項，並於事前作針對性的防微杜漸之舉，以優化自

身的經營處境，提高成功率。

一、外環境風險

在各類別的風險中，「外環境風險」對大陸台商

的影響最普遍。其中包括國際經濟危機、國際貿易戰

爭、國際戰略衝突、兩岸關係波動。

2008年下半年，國際金融海嘯無預警爆發，很

多大陸台商一夕之間失去國外訂單，而致經營難以為

繼。譬如，筆者輾轉得知，當時有家台商公司，原接

到歐洲一筆小家電訂單，貨值千萬美元，該公司正在

趕工生產之際，買主突然通知取消訂單，理由是國際

經濟情勢突變，市場銷路遽然緊縮，所以吃不下那批

貨了。台商老闆接到通知，心慌意亂、手足無措，竟

沮喪到尋短，幸未遂。這是國際經濟危機的可怕。更

早於1997年下半年爆發的亞洲金融風暴，雖對大陸

台商衝擊較小，但因大陸政府堅持不讓人民幣貶值，

仍讓很多出口型台商吃足苦頭。

而大陸與外國之間的貿易戰爭，也常波及大陸台

商。特別是美、歐兩大市場最常和大陸打貿易戰，動

輒對大陸特定出口品課徵高額反傾銷稅和平衡稅，每

檢視大陸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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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大陸業內台商跟著遭殃。有一年，美國要用高稅來

制裁大陸出口紡織品，大陸鑒於其紡織業事關國計民

生和社會安定，趕緊向美國施壓，美國竟將制裁對象

從紡織品改為家具，結果造成台商更大損失，因大陸

的家具業台商多於紡織業台商，且有幾家是大陸家具

銷美的領頭廠商，可說是首當其衝。

至於國際戰略衝突，指大陸和美國、日本的國際

戰略矛盾。這常會引發大陸社會抵制美貨日貨的風

潮，並波及那些和美日關係密切的台商。像有家台商

食品大廠，因有一兩成的日資股份，近年竟在大陸社

會反日風潮中，被渲染成日資企業，而面對大陸部份

消費者拒買，讓這個台商老闆非常無奈。

關於兩岸關係波動，指2000年和2016年台灣兩

次政黨輪替，導致兩岸關係發生波動。在這種波動

中，台商的風險主要有兩項，一是政治立場被陸方檢

驗，凡是被陸方認定有問題者，就很難在大陸持續經

營下去。二是兩岸間不再貨暢其流，特別是大陸台商

慣用的台灣物料機件，可能在大陸通關過程中碰到人

為障礙，而使相關台商的經營步調被打亂。

二、內環境風險

內環境風險，指大陸內部一些重大的政經變動事

件，給台商帶來經營風險，主要的變動事項包括社會

動盪、黨政領導異動、財經政策突變、總體經濟下

行。社會動盪，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1989年的六四

風波，不過這事件年代已久遠，且在可見未來再發生

的可能性甚低，對當今台商沒有顯著意義。反倒是近

年廣東地區接二連三發作的罷工風潮，是台商最受衝

擊的社會動盪；相關事件中，有些過激的職工火爆圍

廠、威逼企業主，且背後有「黑律師」獻策及慫恿，

並有串聯其他企業職工一起鬧事的情況，而讓台商窮

於應付。

至於黨政領導異動，則是帶來政策轉彎風險。譬

如市委書記或市長等高層領導換人後，新官上任三把

火，大搞新城區建設、重商輕工，則有些工業台商就

被迫遷廠，必須另起爐灶。另外，前任領導給台商的

優惠承諾，續任者是否認帳，也是困擾台商的問題。

更不好的情況，是某些黨政領導因不名譽原因落馬，

其平日交好的台商也被牽累，處境變得很尷尬。近年

有若干台商，被官方嚴厲查稅或抽銀根，就有人繪聲

繪影，說這些台商都和大陸中央剛打倒的「大老虎」

關係密切，大老虎被抓了，他們也跟著吃苦頭。其言

之鑿鑿，讓人很難不相信。

談到財經政策突變，最典型的是宏觀調控。像

2004年的宏觀調控，是大陸中央突然一聲令下，嚴

控鋼鐵、水泥、房地產等過熱行業之投資。台商雖不

一定在這些行業投資，但仍普遍受到衝擊。因為宏觀

調控後，整個大陸市場的買氣都降低，難免損及所有

台商的業務；另外，台商若是大陸被調控廠商的供貨

商，也因為被調控陸商財務緊縮，而難以順利收到貨

款，且其中有的吃到呆帳。

近年讓台商吃到最多苦頭的財經政策突變，是

2005年「721匯率改革」促使人民幣匯率持續升值，

使出口型台商營收步步降低；以及2007年的推出

「勞動法」，致所有台商的工資支出持續升高。這兩

者合起來看，乃是台商在大陸從「藍海」陷入「紅

海」的轉折點，台商普遍感受深刻。

另外聯想到一位台商，多年前在大陸投資生產衛

星電視天線（小耳朵），但剛完成建廠即將投產時，

大陸政府突然全面禁止民間裝設小耳朵，致使其此

項投資付諸流水。這經驗殊堪後進台商參考。接下

來談總體經濟下行：這主要是指近來大陸GDP（國

內生產總值）增長率步步走低，使得賣力搶攻大陸

內需市場的台商，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經濟

下行，限縮了市場擴張幅度，台商即面對更激烈競

爭，生存發展更不易。今（2016）年年中以來，多

家台商名店吹熄燈號，原因和大陸整體經濟不振有密

切關聯。

三、政商關係風險

大陸市場是由官方主導，所以，台商和大陸官方

的政商關係，對台商影響很大，其中蘊含著台商助

力，也存在著台商的經營風險。這裡著重講風險的

部分，包括官方對台商「爽約」、公部門互相「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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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官方管治動作太猛、台商交際偏差。

官方對台商「爽約」，專指官方對台商「事後履

諾」程度不足。大陸各省市在招商引資時，總會給台

商開出一系列承諾，但有些台商投資進駐後，就感受

到官方當初承諾事項的履行程度打了折扣，讓其不易

開展業務。像官方原本承諾的配套公共建設、專項獎

助不到位，連遇事時要聯繫主管官員都困難重重等，

都是台商印象鮮明的經驗。

公部門互相「扯皮」，是說大陸政府的部門與部

門之間互相抵制，難以協調，而使台商動彈不得。例

如，台商與陸商發生商務糾紛，明明是台商受害，卻

在地方難以討回公道，只好向大陸中央投訴，但大陸

中央涉台機關去協調時，地方政府相關部門竟有推託

心態，其原因可能是，當事陸商和當地政府有特殊關

係，當地政府難免胳膊往內彎，而讓台商有屈難伸。

官方管治動作太猛，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地方

政府執法及查稅的聲勢嚇人。曾有一家台商鞋廠，因

競爭對手密告其有仿冒之嫌，因而工商管理局大批幹

員上門突擊檢查，碰碰碰敲門，讓台商老闆如驚弓之

鳥，只能開門讓其進來，去倉庫翻箱倒櫃，逐一查

驗，最後雖沒有查到仿冒證據，但已讓台商老闆嚇得

面目蒼白。還有突擊查稅，也是查稅人員以大軍壓境

之勢，突如其來上門，搜查資料及訊問主辦人員，有

時還會在路口攔查送貨車輛，以驗明有無隨車攜帶發

票。如此嚇人的查驗聲勢，每讓台商窮於應付，也讓

台商稍有不慎即被當場抓到違規證據，而涉入沒完沒

了的官司。

至於台商交際偏差，指台商和少數特定官員交往

特別密切，引起官場側目，一旦那些特定官員和別的

官員鬧矛盾、搞鬥爭，台商就難免被牽拖到漩渦裡，

甚至遭到「暗算」。

四、社會層面風險

台商去大陸投資，必需和大陸社會互動，而大陸

社會上也存在一些台商投資風險因子，包括對外人的

防衛心理、風起雲湧的消費者保護運動，還有資訊封

閉。

大陸社會對外人的防衛心裡，即抱著「肥水不落

台商可透過參加

各種聯誼社團及

活動，交換商

情，彼此照應。

圖為海基會舉辦

的大陸台商聯誼

活動資料照片。

©海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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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田」思想，怕外商賺去太多，尤其痛恨外商以投

機手段撈走錢財。台商當前仍被很多大陸人視為外

商，其經營手法，也是天天被盯著看，若有狠撈表

現，即難免成為眾矢之的。

其次，風起雲湧的消費者保護運動，指近年大陸

官方一直大力教育消費大眾，如何嚴防假冒偽劣商品

或服務，及如何請求損害賠償；更加上當前大陸社群

網路發達，消費訊息滿天飛。台商若涉及假冒偽劣的

事情，會被輿論攻擊得滿頭包。過去也確有多家台商

踩到消保紅線，損失相當可觀。

至於資訊封閉，指大陸社會上很多資訊，是在各

個組織或群體內部流通，而不會見諸新聞媒體，像居

民委員會、個體戶協會等，都各有內部訊息；台商作

為外來客商，不容易接觸到這些內部訊息，因而有誤

失商機乃至掉入陷阱之情況。

五、日常經營活動風險

台商日常經營活動，基本上業主可以主控，但若

內部管理出紕漏，或是在外部「遇人不淑」，也有很

大風險。此方面風險可分內部、外部兩項來談。

內部風險，最常見的是勞資關係矛盾衝突，其每

導致台商整個公司都雞犬不寧；其次是幹部不忠誠，

未能盡心任事，連生產安全都疏忽，甚至有的偷取公

司有形資產或無形資產，讓台商業主扼腕不已。還有

內部合資各方鬧內鬨，以及「人頭」假戲真做的風

險；後者是指某些台商為了適法或聯結大陸人脈，找

大陸人士當掛名的董事長或法人代表，但掛名的人卻

「玩真的」，而拿公司印章及資產去銀行貸款並把錢

挪作他用，使台商業主蒙受損失。

至於外部風險，最常見的是智慧財產權被侵奪、

商業機密外洩、供貨商違約未能如期如質交貨、本公

司產品之買主延後付款或賴帳。其次，新創產品未能

通過官方檢驗，即上市受阻，也讓台商痛心。另外，

很讓人遺憾的，是台商與台商互挖牆角，或台商騙台

商；這種案例在過去確實常見，也表示大陸台商群體

的團結有待補強。

六、趨吉避凶之道

以上列出的台商大陸投資諸多風險，其實大部份

是「可控」的，即台商只要事前做足功課，設定針對

性的防範之策，則多數風險都可以迴避掉。

首先，台商應關注大陸總體政經走向，有必要逐

日閱讀媒體相關報導，且勤於聽取專家學者分析，以

掌握大陸總體政經發展脈絡。聘請常任法律及稅務顧

問，亦甚重要，因其可在台商碰到突發狀況時，及時

指點迷津。如果單一台商無力聘請，可集合幾家之力

合聘。

其次，最好參加當地台商協會，以便進行團體互

助及交流。在協會裡，平常時可以聯誼和交換商情資

訊，有事時即有團體力量來照應，相關問題比較好解

決。

鎖定基本客群，則是台商穩健經營的起碼條件；

務必找到一群穩定的客戶，或有幾張長期訂單，再去

大陸投資，這樣才能為自身經營打好穩固基礎，以降

低失敗率。

善用仲裁功能。仲裁，是解決商務糾紛的簡便、

有效辦法，而且台商可以指定台籍仲裁員來主事，但

要事先和大陸交易對象合意訂定相關仲裁條款，才能

藉此因應不時之需。另亦可善用兩岸投資保障協議。

這是兩岸官方訂定的協議，據此可引官方之力，來保

障台商合法權益。譬如，台商若和大陸地方政府發生

投資爭端，可藉該協議所列之兩岸官方行政協處機制

來解決。

再者，台商應與大陸官方平衡交往；其要領是，

對陸方性質相近的各涉台機關，通通要交往；而對這

些機關裡的正副首長，亦都要平衡交往，不能偏重交

往某一位首長，以免被歸類為某派系。

多參與慈善活動，這是台商提升自身形象，做好

當地社會關係的好辦法；勿談論兩岸關係問題，以免

說錯話，而惹來不必要的麻煩；生活單純注意保健，

這是保障自己人身安康的基本法則。台商務必勉力要

求自己這樣做。應知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本文作者為海基會顧問、報社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