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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廈門兩岸企業家峰會廈門述評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德昇主稿 

 

 中共「全國政協」主席汪洋致詞強調「三不變」，安定臺商投資

信心；蕭萬長提出兩岸企業合作五大方向；郭台銘警示美中將面

臨長期經濟、科技衝突。 

 本次會議達成的初步成果與實際執行仍有差距，有賴持續建立雙

方信任、市場實惠，以及優勢互補空間。 

 陸前十大出口企業有 8家為臺資企業，臺商佔陸百大出口商的 4

成，美方將關稅提升至 25%勢必衝擊臺資企業、供應鏈。 

 

2018年 12月 4日兩岸企業家峰會於廈門舉行，以「融合新舉措 

共享新商機」為主題。由於此次兩岸峰會正值雙方人事換屆，加之中

美貿易戰日益激烈，以及臺商大陸經營與生產出口模式亦面臨重大挑

戰，值得賦予更大關注。 

 

（一） 會議背景與主題論述 

   此次會議由陸方分管對臺工作之「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出席致詞，

以安定臺商投資意願，強化優質企業吸引，因應中美貿易戰衝擊，為

報告重點。汪洋提出三項說明強調「三不變」：第一是兩岸經營合作

穩定發展的大勢沒有變；第二是兩岸經濟互補大格局沒有變；第三是

對臺商提供良好的服務沒有改變。 

我方峰會蕭萬長理事長代表致詞，提出五大方向推動兩岸企業合

作。其中包括：（一）建立協助在陸臺商的有效機制；（二）建立產業

升級的兩岸合作模式，因應兩岸產業競合新情勢及中美貿易摩擦長期

化；（三）促進民營企業及中小企業合作。為消除國際上對大陸國有

企業的質疑，未來大陸必須全力促進民營企業及中小企業的發展，深

化市場經濟制度；（四）擴大服務業發展及創新合作。發展服務業攸

關內需擴大及人民生活品質提升，也是大陸因應貿易摩擦、降低出口

依賴的核心關鍵；（五）推動「一帶一路」共拓海外市場合作空間。 

此次與會臺商以鴻海集團董事長郭臺銘代表致詞，他於會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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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美中兩國領袖在 G20峰會上握手，同意暫停加徵關稅，但貿易

戰應該不是三、五個月就能解決的，很可能是一場 5到 10年的持久

戰爭，而且是一場經濟與技術的無形戰爭。事實上，美國已經將中共

視為科技上的「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將會建立科技設備和關鍵零配

件的壁壘，中國大陸的高科技產品製造的發展被迫必須調整戰略，工

業製造業供應鏈也必須重新洗牌，未來供應鏈會被要求必須更具彈性，

規模大不再是唯一勝算。 

 

（二） 人事調整尚須磨合，未來商機與挑戰並存 

中國大陸企業家峰會原由前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曾培炎領銜，

但因年齡因素，本屆則由郭金龍（曾任北京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接任，其

餘各小組成員亦全面更換，雙方估計仍有一段磨合期須調適。 

由於中美貿易戰和兩岸關係改善短期仍無解決之可能，即使「九

合一選舉」結束，雙方執政當局仍無法對話與交流。因此強化經貿交

流與合作，並擴大市場開放，吸引更多臺商參與，將符合中共政策及

臺商利益之安排。因此未來中共將持續推動「惠臺措施」，尤其是各

省市加強惠臺條件釋放，並結合在地化條件落實，以提升兩岸融合

度。 

雖然此次會議達成初步成果，但實際上要能兌現與執行仍會有差

距。一方面，商業合作和承諾必須研討細節執行和落實；另一方面，

雙方信任和款項支付亦多有落差。因此表面簽署之協議，不盡然能全

落實，主要還是取決於能否具市場實惠與優勢互補，也須具獲利空間

和彼此信任。 

 

（三） 中美貿易戰衝擊臺商與兩岸經貿 

中美貿易戰將是持久戰，美國對大陸高科技管制和企業將採取嚴

格的封鎖策略，勢必遲滯大陸對科技進步速度和途徑。因此中共當局

勢必強化臺商攏絡和爭取，彌補高科技缺口。對此類臺商而言會有商

機分享，但也可能涉及跨國技術管制和智慧財產權風險。 

大陸市場風險近年持續升高，一方面中美貿易戰一旦訴諸 25%

出口關稅，對企業衝擊將十分強烈。捷安特董事長即曾指出，沒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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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業經得起 25%關稅的課徵；另一方面，大陸投資環境仍在惡化中，

「五險一金」成本高達薪資 40%，加之日益嚴苛的環保要求，皆使得

低毛利產業難以生存，迫使臺資企業外移。 

此外，中國大陸前十大出口企業中有 8家為臺資企業，前 100大

中有 4成為臺資企業，如果美方對其餘 2,670億陸方產品課稅，並進

一步提升至 25%，勢必衝擊臺資企業大陸出口，也將波及仰賴臺灣供

應鏈之市場參與。雖然中美間暫時停戰，但美方對中方戰略疑慮未除，

加之信任脆弱，臺商供應鏈受衝擊將不可避免。 

 

（四） 兩岸經貿與維持臺灣競爭力必要性 

在兩岸產業合作上，即使在國民黨執政時期之產業「搭橋計畫」，

都未有較為具體合作績效。不過，中共當局近期表達較積極之意願，

此一態度轉變，顯然與美國對大陸封鎖技術與中止合作有關。未來我

方半導體技術、高科技產業與工匠技藝仍具實用價值，因而估計近期

中共當局會擴大爭取。兩岸未來若擴大交流，技術管制、人才外流和

智慧財產權之規範有效運作，便顯得重要。如何持續維持臺灣科技、

人才與核心競爭力優勢，應是必須堅持的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