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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两岸经贸关系检视:现况、挑战与展望

吴凤娇,陈鑫峰

摘 要:2016年两岸经贸关系进入 “冷缩期”,双边贸易与投资均出现负增长、大陆居

民赴台旅游人数大幅缩减。在两岸经贸制度化合作停滞、民进党限制性政策倾向日益明

显及合作模式亟待调整等多重挑战下,大陆应克难前行,牢牢把握两岸经贸关系的主导

权,充分发挥民间企业的作用,利用 “一带一路”和 “十三五”规划建设契机推动两岸

经贸合作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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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民进党重新执政后,拒不承认 “九二共识”和 “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蓄意

推行 “疏离大陆、靠拢美日”的经济路线,以 “消极、对抗”的政策思维限制两岸经贸交流与合

作。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受到政治和经济叠加影响,面临重大挑战。为此,本文将在具体分析民进

党执政后两岸经贸关系新表征的基础上,探讨当前两岸经贸关系面临的挑战,并据此展望未来两

岸经贸关系发展趋势。

一、民进党执政后两岸经贸关系进入 “冷缩期”

自2008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在坚持 “九二共识”和反对 “台独”的基础上进入和平发

展新阶段。两岸经贸合作全面、纵深开展,制度化成果显著,逐步消除了两岸间存在多年的货

物、服务和要素流动壁垒,有效增进了两岸同胞的福祉[1]。但民进党重新执政后,两岸经济合

作的良好态势被迫中断,制度化合作完全停摆,无论是两岸贸易还是两岸投资都受到实质性

冲击。
(一)两岸贸易增长乏力,2016年出现负增长

据商务部统计 (见表1),2001-2004年间,两岸贸易增长迅速,年均增长34.28%。2005
年后,两岸贸易波动性加大,增长缓慢。2008年后,受外部经济环境不景气的影响,两岸贸易

增速下滑态势明显,如2014年两岸贸易额仅为1983.1亿美元,较上年微增0.6%;2015年则降

·36·



为1885.6亿美元,同比下降4.9%;2016年两岸贸易额持续负增长,低至1796亿美元,同比

下降4.5%。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额为403.7亿美元,同比下降10.1%;大陆自台湾进口额为

1392.3亿美元,同比下降2.8%。相较于两岸整体贸易的小幅下降,两岸农产品贸易下降更为

明显。2016年两岸农产品贸易额为18.84亿美元,同比下降1.38%,其中台湾农产品对大陆出

口同比下降9.3%。近年来,两岸贸易增长停滞,固然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两岸贸易需求结构

变化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但台湾对两岸贸易的开放度不足亦有明显的负面影响。截止2016年底,

台湾仍禁止2114项产品从大陆进口,允许从大陆自由进口产品只占进口总产品项目数的

77.8%,而准许进口的8574项产品中还有703项属于有条件进口[2]。

表1 2001-2016年两岸贸易额

年份
进出口贸易 大陆对台出口 大陆自台进口

总额/亿美元 增长率/% 总额/亿美元 同比/% 总额/亿美元 增长率/%
贸易差额/
亿美元

2001 323.4 5.9 50.0 -0.8 273.4 7.2 -223.4

2002 446.7 38.1 65.9 31.7 380.8 39.3 -314.9

2003 583.6 30.7 90.0 36.7 493.6 29.7 -403.6

2004 783.2 34.2 135.5 50.4 647.8 31.2 -512.3

2005 912.3 16.5 165.5 22.2 746.8 15.3 -581.3

2006 1078.4 18.2 207.4 25.3 871.1 16.6 -663.7

2007 1244.8 15.4 234.6 13.1 1010.2 16.0 -775.6

2008 1292.2 3.8 258.8 10.3 1033.4 2.3 -774.6

2009 1062.3 -17.8 205.1 -20.8 857.2 -17.0 -652.1

2010 1453.7 36.9 296.8 44.8 1156.9 35.0 -860.1

2011 1600.3 10.1 351.1 18.3 1249.2 7.9 -898.1

2012 1689.6 5.6 367.8 4.8 1321.8 5.8 -954.0

2013 1972.8 16.7 406.4 10.5 1566.4 18.5 -1160.0

2014 1983.1 0.6 462.8 13.9 1520.3 -2.8 -1057.5

2015 1885.6 -4.9 449.0 -3.0 1436.6 -5.5 -987.6

2016 1796.0 -4.5 403.7 -10.1 1392.3 -2.8 -988.6

  注:资料来自商务部台港澳司 (http://tga.mofcom.gov.cn/article/sjzl)。

(二)台商对大陆投资出现 “减量、调域”新态势

自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陆成为台湾对外投资最大的去向地。2002年后,台湾对大陆投

资占其全部境外投资的比重一直维持在60%以上,2010年高达83.81%。然而随着大陆经济结构

调整升级及经营环境变化,台商对大陆投资意愿不如从前,投资规模有所下降。据台湾 “投审

会”统计,2016年,台商对大陆投资为323件,同比减少24.35%;投资金额为96.7亿美元,

同比减少12.95%。同时,台商对大陆投资领域正逐步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如台湾

电子厂商加紧布局大陆市场,2015年 “台联电”宣布投资7.1亿美元在厦门建设12英寸晶圆代

工厂;2016年 “台积电”在南京投资30亿美元设立的半导体公司正式动工兴建。相应地,台湾

纺织、鞋类等传统产业的部分投资转向东南亚国家的迹象日益明显。2016年底,台湾大型服装

代工企业儒鸿公司正式关闭江苏无锡优妮资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将工厂迁至越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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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陆资入台阻力加大

自2009年6月陆资入台正式启动以来,台湾当局在投资项目、投资资格、投资方式和投资

额度上都对大陆投资设置限制,配套措施不力更造成员工招聘及人员往来、居留等问题无法得到

实质解决。截至2016年12月,陆资赴台投资累计仅为947件,核准投资金额共16.9亿美元[4]。
民进党执政后,台湾当局对大陆企业赴台投资审查更加严苛,屡次以 “对等”“安全”为由驳回

大陆企业对台投资案,如大陆紫光集团入股台湾力成等3家IC封测公司投资案、爱奇艺对台投

资案等先后被拒。2016年,陆资赴台投资为158件,同比下降7.05%,投资金额为2.48亿美

元,同比微增1.45%。
(四)两岸人员往来 “一升一降”,大陆赴台旅游人数大幅缩减

一直以来,大陆持续为台湾民众往来两岸提供便利,出台一系列的促进台商投资、鼓励台湾

青年到大陆就业创业等新措施,增强了对台湾同胞的吸引力。而民进党执政后,两岸关系趋向恶

化,台湾岛内民众对大陆居民不友善气氛上升,加上 “陆客火烧车事件”等重大安全事故频发,
使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意愿急剧下降。据台湾 “交通部观光局”统计,2016年台湾居民来大陆达

368.54万人次,比2015年同比增长8.27%;而大陆居民赴台湾351.17万人次,比2015年同比

减少16.07%。其中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268.33万人次,比2015年同比减少18.52%[5]。
(五)两岸民间经济交流与合作保持热络

2016年,大陆继续推进两岸民间经贸往来,两岸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两岸现代农业博览

会、海峡论坛、两岸企业家峰会等相继举办,台湾工商团体、行业协会和基层民众代表等在内的

社会各界积极参加,并形成一系列具体成果。
为便利台湾青年到大陆就业创业,大陆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具体涉

及设立创投引导基金、开放职业资格考试、保障住房、给予社保补贴及就业补贴、提供创业辅导

培训等。迄今为止,国台办共授牌设立41个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和12个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

业示范点,截止2016年底超过6000名台湾青年在这些创业基地实习就业创业,17000多名台湾

青年参加基地或示范点组织的各类实习就业、创业创新交流活动,产生了良好的集聚示范效应。

2017年5月10日,国家又出台了一系列便利台湾青年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的优惠政策,包

括允许在大陆工作的台湾研究人员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新增北京等6省 (市)为开放台湾居

民事业单位就业试点区域等[6]。而且,在大陆就业的台湾居民将享有住房公积金缴存和使用权利

等措施也在加紧研制。到大陆学习、就业、创业成为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实现个人梦想和人生价值

的选择。

二、当前两岸经贸关系发展面临多重挑战

(一)两岸经贸制度化合作全面停摆

自2008年5月以来,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背景下,两岸两会签署了包括 《海峡两岸经济

合作框架协议》在内的23项协议,逐步消除了两岸经贸合作的多重障碍,两岸经贸整合取得明

显进展。然而遗憾的是,民进党执政后,拒不承认 “九二共识”和 “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

涵,以 “小步快走”方式推行 “渐进性台独”,导致两岸制度化合作中断,包括两会的协商谈判

机制、国台办和 “陆委会”的联系沟通机制等被迫中断,ECFA后续商谈无法进展,就连协商多

年基本完成谈判的 “两岸货物贸易协议”也最终夭折。岛内政局变化和两岸关系的恶化还导致两

岸经济职能部门的协商沟通机制停摆,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及下设产业合作小组、两岸 “产业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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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等随之停止运作,ECFA等已有协议的执行遭遇困难。
(二)民进党 “消极对抗”两岸经贸政策倾向日益明显

2008年以来,两岸经贸合作已成为台湾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符合台湾民众的根本利

益。但是蔡英文执政后,为实现 “台独”的政治目标,在就职演讲中只字未提 “两岸经贸关系”,
取而代之的是宣告要 “加强和全球及区域的连结,积极参与多边及双边经济合作及自由贸易谈

判”,要 “告别以往过于依赖单一市场的现象”[7],其 “惧中、防中、反中”的政治宣示,“去中

国化”的政策导向暴露无遗。蔡英文上台一年多来,在 “重国际轻两岸”“重美日轻大陆”的经

济路线下,没有出台一项促进两岸经贸合作的政策措施,而是继续收紧对陆资赴台的管制,裁撤

ECFA小组;同时强化同美日经济合作,大力推行 “新南向政策”,意图以此弱化两岸经贸合作,
阻挡两岸经济融合趋势。蔡当局 “去中国化”的经济政策不仅会加剧台湾经济的困境,使台湾在

新一轮区域经济整合中日益边缘化,同时也势必干扰两岸经贸合作的发展。
(三)两岸新兴产业趋同发展,同质性竞争趋势加剧

随着两岸经济实力消长和大陆工业体系崛起,台湾部分传统优势产业如液晶面板、LED照

明、石化产业等已被大陆赶超,两岸产业由以前的互补分工合作转向局部领域的水平竞争替代。
在 “十三五规划”和 “中国制造2025”的推进中,大陆正大力扶持太阳能、面板、半导体、高档

数控机床、机器人、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与台湾新兴产业的布局高度重

迭,发展趋同性增强。以半导体产业为例,2016年大陆半导体产值达1.95万亿元新台币,预计

2018年大陆半导体产业将超过台湾[8]。面对两岸产业的同质性竞争加剧趋势,蔡当局对台湾业

者呼吁两岸产业整合的声音充耳不闻,对两岸产业对接合作避而不谈,未在两岸产业政策协调及

产业链合作上有任何作为,而是刻意渲染大陆本土产业崛起对台湾经济带来的威胁,大肆炒作

“红色供应链”假议题以激发台湾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试图引起台湾民众对两岸产业及经济合

作的疑惧甚至敌意,进而争取台湾民众对其限制性两岸经贸政策的认同。
(四)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经贸合作亟待转型升级

多年来,两岸经贸合作主要为 “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出口欧美”的加工贸易模式,合作动

力源于两岸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生产要素优势的高度互补。在两岸经贸合作发展进程中,这种成本

驱动型、市场单一化的合作模式客观上造成两岸产业失衡、市场失衡及贸易结构失衡。2008年

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兴起,欧美市场进口需求下降,两岸经贸现有合作模式难以

持续。2014年后两岸贸易、投资增速均大幅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便是两岸经贸合作结构性

失衡日益严重的后果。两岸经贸合作亟待在新市场商机牵引下实现合作模式转型和发展动力转

换。但在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协商被迫中断的情势下,未来两岸经贸合作模式调整在缺乏有效的

协商机制、对接平台及政策协调下,难度必然加大。

三、新形势下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前景展望

深化两岸经贸关系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石,是建构两岸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途径。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 “持续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

展”。即使在岛内政治环境日益 “绿”化,两岸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大、两岸经贸制度化合作

进程受阻的现状下,大陆仍一如既往支持和鼓励两岸民间交流合作,努力寻求扩大两岸经贸合作

的政策途径,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投资创业,分享大陆经济成长利益。但是,随着两岸关系恶化

和民进党当局政策转向,2008年以来两岸政经良性互动格局不复存在,两岸经贸合作形式、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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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机制与合作模式等也将相应调整。
(一)大陆牢牢掌握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

两岸经贸合作符合市场规律,有利于增进两岸民众利益,存在内生发展动力,这是不以民进

党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两岸经贸合作对政策敏感性强,民进党当局的限制性政策不可避免

会对其产生负面影响。大陆应牢牢掌握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主导权,增强对台湾经济的 “磁吸

力”,使民进党 “去中国化”的政策落空。一方面,加紧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
自贸区等战略,开拓两岸经济关系的新动能;持续推动和深化两岸民间经济往来,落实推进与台

湾非 “绿”县市开展赴台观光旅游、农产品采购、智慧城市合作等方面合作,继续出台便利台商

投资大陆和台胞在大陆学习、就业、生活的优惠措施,加速台湾人才、资金和技术等向大陆转

移。另一方面,有效运用经济、外交、政治等多种手段粉碎民进党当局开拓 “国际经济空间”的

险恶企图,要求大陆邦交国在台湾承认 “九二共识”等前提下同其发展经贸关系。
(二)两岸经贸关系重归 “市场机制+大陆单边政策协调”的旧模式

两岸在 “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以海协会和海基会为主的两岸经贸合作协商机制、设立

了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两岸产业 “搭桥”等磋商机构和合作平台,两岸经贸合作步入制度化轨

道。但遗憾的是,民进党执政后,拒不承认 “九二共识”,两岸政治互信遭到破坏,两岸经贸合

作制度化进程被迫中断。未来看,民进党承认 “九二共识”使两岸经贸关系重回制度化合作轨道

的可能性不大,两岸经贸关系将重新回到以经济诱因为主的市场机制。诚然,2008年以前,两

岸经贸关系在公权力协商缺位背景下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现阶段的两岸经贸关系无论是外部

发展环境还是内部发展进程都发生了不同既往的深刻变化。如果只靠大陆单边政策协调,而没有

两岸公权力部门的直接协商,未来两岸经贸合作将缺乏明确的政策目标、路径指引和政策对接,
难以发掘新利基、开拓新市场、转换新模式。

(三)行业协会与民间企业成为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主体

2008年以来,两岸在 “官方主导、民间推动”的双轨式合作管道下推动了经贸合作的迅速

发展。但民进党执政后,制度化合作的渠道不再通畅,行业协会与民间企业成为两岸经贸关系发

展的主体。2013年5月,中国 (大陆)质量认证中心与台湾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等4家LED
产品检测实验室签署了两岸LED路灯产品认证检测合作合同,接受这4家台湾检测实验室的相

关检测结果,有利于降低两岸企业相互认证费用,提高竞争力[9]。这是两岸民间推进产业合作的

有益尝试。因此,大陆应建构以民间力量为主的对接机制和协商平台,发挥两岸企业家峰会、海

峡论坛等化解两岸经济合作分歧、达成共识、协同行动的平台功能,密切与台湾工业总会等六大

工商团体的常态化联系,建构两岸产业协会在产业对接与合作上的沟通、协商机制,辅导两岸企

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吸引台湾更多青年来大陆就业创业,打造 “自下而上”的两岸

经济合作的新形式。
(四)有效推动两岸经贸合作转型升级成为主轴

依前所述,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大陆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以加工贸易、出口外销为

主的传统经贸合作模式难以维系,亟待创新。首先,“十三五”期间大陆正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和

发展方式转型,着力发展网络经济、服务业经济、创意经济,这为两岸经贸合作提供了新商机。
两岸在智能制造、物联网、生物医药、绿色低碳产业、高端装备和材料、数字创意产业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上的合作空间巨大。大陆应积极发挥自身产业与市场体系优势,引导台资转向现代服务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两岸企业在技术、专利、产品、应用、资金、市场和人才等层面的交

流合作,以推动产业链与价值链的深度整合、实现两岸产业嵌入式合作。同时,借助两岸产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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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民间平台促进产业布局和产业政策协调对接,避免恶性竞争。其次,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大陆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台湾经济衰退的现况下,大陆当下积极推动的 “一带一路”
应成为两岸经贸合作的新场域。大陆一直对台湾工商企业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持欢迎态度,鼓

励台湾企业与大陆企业共同开发 “一带一路”商机,积极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园区与产业园

区共建、资本共营的试点合作,将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延伸至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共同开拓

“一带一路”市场,推动两岸经贸合作模式由市场单一化向市场多元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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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viewofCross-straitEconomicandTradeRelationsunderthe
NewSituation:StatusQuo,Challengesand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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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2016,economicandtraderelationsbetweenChinesemainlandandTaiwanentered

the“coldperiod”.Bilateraltradeandinvestmentshowedthetrendofnegativegrowth;the

numberofmainlandtouriststoTaiwandecreasedsharply.Facingthemultiplechallengesofthe

cross-straitinstitutionalized cooperation stagnation,theincreasingly obvioustendency of

restrictivepoliciesbytheDemocraticProgressivePartyandurgentneedforadjustmentofcooper-

ativemode,Chinesemainlandshouldfirmlygrasptheinitiativeofcross-straiteconomicandtrade

relations,givefullplaytotheroleofprivateenterprisesandtakeadvantageoftheopportunityof
“TheBeltandRoad”and“13thFive-Year”planningtopromotecooperativemodeinnovationof

cross-straiteconomicandtrade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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