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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國大陸 31項對臺措施觀察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曾于蓁主稿 

 

 中共推動 31 項對臺措施，係出於服務中共整體政策為目的，試圖

吸納臺資企業協助其發展經貿政策；同時亦吸納我專業人才，彌

補大陸相關產業發展之不足。 

 中共動員臺商參與其主導的政策，為中共崛起提供資金與技術協

助，並藉成立黨組干擾投資與人事決策。文化、教育措施雖具相

當吸引力，惟囿於中共對意識型態掌控，執行成效待觀察。 

 

 

2018年農曆春節後，中國大陸出臺「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施」（簡稱「對臺 31 項措施」），其內容牽涉到許多層面，號稱是有史

以來對臺灣最優惠的措施。主要內容及分析如後。 

 

（一）主要內容 

「對臺 31 項措施」涉及的領域包括：臺商投資、土地稅率優惠、金

融、教育、文化、影視、公益、醫療等八領域。以下針對重點說明： 

1.兩岸經貿、農業及金融 

針對臺商臺企的部分，如放寬基礎建設經營項目、開放公平參與政

府採購、降低稅收、鼓勵參與「一帶一路」、「中國製造 2025」等重大

計劃。其次，臺資農業企業可以同享農機購置補貼、產業化重點龍頭企

業等農業支援政策和優惠措施。金融部分，開放臺灣金融機構可與中國

銀聯及非銀行支付機構合作。  

2.教育、文化與科技 

教育領域，包括開放參加專業技術人員及技能人員考試、申請參與

「千人計畫」、「萬人計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

等、鼓勵臺灣教師赴大陸高校任教、臺灣科研、高校、企業在大陸註冊

的獨立法人，可參與大陸重點研發計畫項目申報。文化部分，強調對臺

圖書進口建立綠色通道及簡化審批流程、鼓勵參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

承發展工程和評獎項目、榮譽稱號評選等。其中最特別的是針對影視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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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開放措施，如：參與大陸廣播影視製作、引進臺灣電影、電視劇等

均不受數量限制等。  

3.兩岸社會團體、人員往來及醫療 

關於團體與人員往來的規定，包括兩岸民間交流機構可申請兩岸交

流基金專案，鼓勵相關社團參與扶貧、文教、公益、社區建設等基層工

作。在醫療部分，提供具大陸醫生資格證書即可在大陸申請執業註冊，

而大陸醫生資格可透過認定方式獲取，只是期滿需除重新申請。此外於

大陸高校就讀臨床醫學專業碩士學位的臺生，研究生學習一年後，可申

請參加考試。  

 

（二）中共對臺 31 項措施係為服務中國大陸發展需求，有掏空

臺灣疑慮 

所謂「對臺 31項措施」是否出於「惠臺」的考量，有其疑義。在兩岸

經濟整合逐漸密切的今日，這些措施對於促進兩岸人才交流與產業合作，

確實有其效益。但從長遠來看，中共推動這些措施的背後動機，令人有掏

空臺灣基石疑慮。這可以分為經濟、文教等方面來闡述。 

首先，從經濟層次來看，中共提出所謂鼓勵臺商參與「中國大陸製造

2025」以及「一帶一路」等措施。但實際上，這兩個方案是一個投資金額

極大的經濟發展型政策，以「一帶一路」為例，其耗資甚巨，資金缺口極

大，中共為了支持「一帶一路」政策，幾乎責令所有國企加入這項投資政

策，並要求私企也必須參與。但在資金不足的窘境下，臺資企業恐怕成為

中共動員的角色。由於中共鼓勵臺商參與具有濃厚政策導向的投資項目，

非立基於市場經濟獲利的考量，而是以其主導政策的邏輯來運作，其結果

不一定能夠真正獲利。況且，習近平強調企業必須全面建立黨組織，臺商

在進入大陸投資後，勢必也要面對黨組織干擾投資與人事決策等問題。換

言之，這些經濟誘因看似誘人，實際上，是將臺商與中共的經濟發展政策

綁在一起，為中共的崛起提供必要的資金和技術協助。 

其次，從文教、醫療或影視產業等方面來看，存在著人才出走與適應

等問題，因牽涉到兩岸在特定領域專業化發展階段的差異，需根據不同的

領域進行分別的評估，無法一概而論。例如在高教領域，對於需要機會的

青年博士與專業人才，考慮到發展性、研究環境和資源優渥程度，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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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確實較高；但大陸的學術環境，長久以來存有強烈的人治色彩、具政治

管控的意識形態與學術自主，亦須納入評估。在文化出版產業，對臺圖書

進口建立綠色通道，以及簡化審批流程，從業者的角度而言，或能增加進

入中國大陸市場的便利性與速度，但須以不能違反中國大陸政治「主旋

律」為前提，同理可證於影視產業。 

整體來說，中共推動這些「對臺」措施，試圖進一步吸納臺資企業以

發展其經貿政策；同時亦吸納臺灣的專業人才，來彌補大陸相關產業發展

之不足，歸根究底，是以服務於中共整體政策為目的。 

實際上，人才的流動屬個人自由，政府若欲降低人才大量流失，建議

強化國家自身體質，正視現有法令規範僵硬之處、改善就業環境與薪資結

構、教育體系等多面向加以解決，方為留住人才根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