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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兩岸企業家峰會」與中共促統促融作
為觀察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曾于蓁主稿 

 

 「峰會」聚焦高技術產業合作推進高質量發展，建立產業交流對接

平臺和促進產業（供應）鏈融合。 

 在陸臺商欲融入大陸內需市場仍面臨不熟悉營運邏輯、欠缺人才和

同等待遇未落實等障礙。 

 中共終止部分產品試用 ECFA 稅率，或為促臺相關產業進一步融

入中國大陸，後續或推出政策促進兩岸供應鏈融合。 

 

（一）前言 

  「兩岸企業家峰會」2023年 11月 14至 15日於南京召開，以「新

格局中融合發展與高質量發展」主題，探討兩岸企業家如何把握新發

展格局，推動臺企融入大陸內需市場，深化兩岸產業鏈供應鏈融合發

展。其中，最核心的關鍵字是「融合」。這次峰會是兩岸企業家峰會

的第十週年，首次在峰會永久會址舉辦；並在中共中央於 9 月 12 日

公布官方第一份專門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所印發的文件──《關於支

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

見》後舉辦之大型兩岸企業論壇。從中共的角度來看，這次峰會可視

為是官方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而實際推動的行動，是就該文件的實質

「促融」舉措。 

 王滬寧在企業家峰會致詞中以兩岸皆面臨「問題」做為楔子，期

望臺陸雙方可以搭載兩岸經濟產業合作的橋，以利兩岸和平發展道

路。這裡所指的「問題」，在陸方體現的是美中貿易戰和新冠肺炎疫

情，衝擊大陸內部產業和消費等各層面，急需臺資幫忙拉振經濟；對

於在陸臺企方面，則是面臨外需萎縮，有必要拓展大陸內需市場，但

企業面臨產業轉型以及融入中國內需市場之現實困難與問題，需要中

國官方釋出資源幫忙建立臺陸產業合作平臺。因此，此次的兩岸企業

家峰會，即是為了要解決雙方面臨的問題，同時也是藉此機會讓臺商

成為兩岸融合發展之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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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家峰會要況 

  本次兩岸企業家峰會的討論，基本上皆是透過閉門會議進行，外

界僅能透過事後的媒體報導窺知一二。透過媒體資訊彙整重點如下： 

1. 發展高質量技術產業合作 

 本次會議反覆出現「高質量」產業融合發展，如工總苗理事長發

表專題演講時所言，過去臺灣視大陸為成本中心，但隨著大陸市場成

長，以及區域經濟整合下將擁有更大市場，臺商可以與大陸攜手「賺

全世界的錢」，大陸將逐漸成為臺商的利潤中心；另一個方向，是高

質量發展，兩岸產業可以透過深化合作、共同研發，一起突破關鍵零

組件製造等被「卡脖子」的瓶頸。臺灣方面理事長劉兆玄亦指出，臺

灣在高端零組件、智慧裝備和整合系統的研發生產方面已經取得了可

觀的成績和經驗；此外，大陸從臺灣進口了大量優質的電子零配件，

成功融入供應鏈，雙方在這方面未來可望擴大貿易交流。兩岸未來可

合作的潛力產業包括了先進製造業、新一代移動通訊、工業互聯網、

元宇宙、節能環保、現代服務業等新興產業，這些產業的共同特點在

於都屬於高質量技術產業。 

2. 促進產業交流對接平臺 

  峰會設有官網，依據該官網的組織架構除「綜合合作交流推進小

組」外，還設有「能源及環保節能產業合作推進小組」、「智慧製造及

裝備產業合作推進小組」、「資訊產業合作推進小組」、「中小企業合作

及青年創業推進小組」、「金融產業合作推進小組」、「現代服務業及文

化創意產業合作推進小組」、「生物科技與健康照護產業合作推進小

組」等 8個小組，可看出兩岸企業家峰會平臺規劃的兩岸重點合作項

目。此外，此次峰會的「綜合合作交流推進小組」分別針對「精密製

造交流對接」、「醫療健康交流對接」、「臺博會交流對接」等主題進行

討論，會後並就重點項目簽約。不過，簽約之相關內容在其官網或相

關新聞媒體皆沒有公布，需要後續再持續觀察相關進展內容。另有臺

商建議，可擴大舉辦東莞臺博會，打造其成為產業對接平臺，這將有

助於在陸 8萬家臺資企業拓展大陸市場。 

3. 建立產業（供應）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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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方面的代表理事長郭金龍表示，大陸已經形成並正在不

斷強化的超大規模市場，強大的生產製造能力，是推動兩岸產業鏈供

應鏈融合發展的關鍵。他對兩岸企業界喊話支持臺企融入大陸內需市

場，支持兩岸企業攜手拓展國際市場，推動兩岸產業鏈供應鏈深度合

作、融合發展，既有利於兩岸企業共同應對外部環境深刻複雜變化，

又有利於臺企加快轉型升級、共享發展紅利。 

  我方峰會綜合合作交流推進小組副召集人陳保基也表示，兩岸產

業發展多時，各有所長，若兩岸能融合，就不用再從頭走起，可節省

成本增加效益。我方代表焦佑倫也表示，大陸加上臺灣的產業鏈即是

配合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包括歐美的大企業，兩岸提供相當多關鍵性

的部件，促進很多國際企業的發展。希望在新形勢下，能更好的深化

兩岸融合，推動兩岸企業對接，互利共榮。 

 

（三）結語 

1. 融入內需市場需克服幾座大山 

 首先，營商模式需適應與熟悉。多數在陸臺商長期以來是以外銷

為主，對於內需市場的營運邏輯並不若在地陸商來的靈活接地氣，因

此，儘管一些臺商已經開始發展大陸在地營銷體系，但欠缺人脈網

絡、人才團隊以及市場通路，導致整體生產成本高昂。其次，中國大

陸在政策上仍有許多進入障礙的法規或制度，還沒有做到真正的同等

待遇。劉兆玄指出，北京在政策上雖給予臺商「內資待遇」，但在實

務上臺商仍被視為外資。根據實務經驗，過去幾年來儘管中國大陸已

經四度推出所謂的「惠臺措施」，然而，較多的是政策拉攏的宣示效

果，許多政策相應的配套細節並不完整，尤其是在法令方面，形成一

種加入大陸市場的隱性壁壘，難以真正和陸資企業公平競爭。這樣在

政策上雖給予臺商優惠措施，甚至宣稱將和內資之同等待遇，但在實

務上臺商仍被視為外資，令臺商無所適從。另外，臺灣工商團體也曾

多次建議陸方將各項惠臺措施明確納入《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之

中，呼籲大陸方面能予以考慮，可見在投資保護層面仍有不足之處。 

2. ECFA明年將中止部分產品關稅減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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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在 2023 年底公告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對原產於臺灣的

丙烯、二甲苯等 12 個稅目進口產品，將中止適用 ECFA 協定稅率。

這個決定與本次兩岸企業家峰會之臺灣方面的期待背道而馳，相信與

會者皆會大感驚訝，因為在峰會中已有明確呼籲中止 ECFA對於臺灣

產業有嚴重的影響，將導致企業將把產線加速從臺灣外移到第三地或

是轉移到中國大陸以求生存。部分學者認為 ECFA做為經濟制裁手段

目的在於強迫臺灣打開市場，但從中共推動融合發展的角度而言，促

使臺灣內部重要產業出走、靠攏甚至融入中國大陸市場，或許是更為

有效經濟融合之作為，可預期的是中國大陸將釋出更多政策去整合兩

岸供應鏈建立產業融合，不僅企有益於其自身經濟發展，亦有對臺促

融促統之政治經濟雙重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