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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貿交流 30 週年
之回顧與前瞻

臺灣與大陸在隔閡 30 年之後，雙邊經貿交流自 1980 年代初開啟後
逐漸展開。初期主要為商品貿易活動，自 1987 年臺灣開放居民到大陸探
親之後，臺灣赴大陸探親、旅遊，或從事商務考察的群眾愈來愈多，從

而也帶動了對大陸投資和資金往來。

歷年來，臺灣與大陸經貿關係發展過程中，雖然受到兩岸官署政策

的影響，一直未在正常化的軌道上，因此，發展趨勢或有起伏。不過，

從長期來看，在市場誘因主導下，兩岸經貿交流規模與時推進，兩岸產

業分工和經濟融合也愈趨緊密；同時，對臺灣與大陸的經濟成長都有顯

著的貢獻。

以兩岸雙邊貿易為例，根據香港海關的轉口貿易統計，臺灣貨品經

香港轉出口往大陸的金額，1980 年間僅 2.4 億美元左右，至 1990 年時增
加至 32.8 億美元；大陸貨品經香港轉口進入臺灣地區之金額，相對而言
較小，1980 年的貿易金額約有零點八億美元，至 1990 年時增加為 7.65
億美元。顯然，1980-1990 年間兩岸雙邊貿易快速成長，主要係來自臺灣
對大陸間接出口，臺灣對大陸的雙邊貿易每年都享有順差，而且順差幅

度不斷擴大。



9

時　　評兩岸經貿交流 30 週年之回顧與前瞻

壹、兩岸雙邊貿易之發展

自 1990 年代初期以來迄今，兩岸雙邊貿易雖然出現起伏波動，但
長期而言，則呈現成長趨勢。根據臺灣海關統計，兩岸雙邊貿易總額

由 1990 年的 51.6 億美元，快速增加至 2016 年的 1,178.7 億美元，平均
每年成長率約為 15%，其中，臺灣對大陸出口總額由 44 億美元增加至
738.8 億美元，臺灣自大陸進口總額則由 7.7 億美元增加至 439.9 億美
元，貿易順差從 36.3 億美元增加至 298.9 億美元。目前，大陸已成為臺
灣最重要的貿易夥伴，第一大出口市場、第二大進口來源、最大的貿易

順差地區。

觀察過去 30多年來，兩岸雙邊的貿易往來呈現逐年成長之勢，顯示兩
岸官方試圖以行政手段遂行主觀意志，似乎未造成明顯的影響。倒是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2009 年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國際金融風暴，以及 2012
年的歐債危機等事件，造成國際市場衰退，直接衝擊大陸出口，進一步影

響兩岸雙邊貿易，凸顯市場規律才是影響兩岸貿易發展的重要因素。

大致而言，臺灣對大陸出口貨品主要為工業原材料、半成品和機器

設備及其他件等，貨品結構的特徵及其趨勢變化，與臺商在大陸的投資

有關。臺商赴大陸投資後，由於大陸地區經濟相對較落後，配套產業不

足，或由於母子公司整體經營策略考量，一般會繼續利用既有的產業網

絡，從臺灣採購所需的原材料、半成品、零組件等貨品，所以臺商赴陸

投資會促進臺灣相關產品對大陸的出口擴張，只不過這種採購模式隨著

時間逐漸調整，隨著臺灣的上、中游關聯產業也前往大陸投資，在當地

形成新的產業聚落，或是大陸本身的產業鏈趨於完整後，臺商逐漸增加

在當地採購。

臺灣自大陸進口的貨品結構在過去 20 多年來也發生巨大的變化。主
要是因為大陸製造能力不斷提升，也由於臺灣逐漸開放大陸製品進口限

制，製造業半成品自大陸進口所占比重逐漸增加。

綜觀過去 30 年兩岸貿易的貨品結構變化，可發現兩岸貿易之間有很
高的「產業內貿易」特質，即臺灣出口到大陸的主要產品與自大陸進口的

主要產品集中在同一產業，電子與資通訊產品是最典型的案例。這種現象

與國際貿易的國際分工理論不謀而合，那就是兩岸經濟發展程度和生產技

術水準仍有差距，基於外部性規模經濟效益及產品差異化的考量，臺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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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進行最有利的投資布局，結果形成上下游產業的貿易行為。這種貿易

模式與傳統的，因資源稟賦差異所決定的產業間貿易形式不同。大致上，

兩岸之間這兩種類型的貿易都存在，不過，產業內貿易的比重已逐漸增

加，甚至超過產業間貿易，顯示兩岸產業的整合逐漸加深。

關於臺商到中國大陸投資，根據大陸官方的統計，雖早自 1983 年就
有，不過，直到 1987 年臺灣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之後才逐漸增加。
早期由於政策限制多，且當時大陸投資環境仍不夠好，投資的案件數不

多，且平均規模也很小。

貳、兩岸相互投資發展趨勢

進入 1990 年代，臺商在大陸投資逐漸升溫，主要是因為大陸政府確
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方針，以及臺灣政府以「正面表列」

准許部分製造業產品項目到大陸投資；尤其大陸加速改革開放，宏觀經

濟政策相較於前期大幅放鬆，掀起了外商和臺商的投資熱潮。大陸地區

逐漸成為臺灣對外投資最主要的地區。

長期而言，臺商赴大陸投資具下列幾項特徵：首先，就廠商的規模

而言，早期以傳統中小型企業為主，嗣後中大型企業逐漸增加；其次，

就產業結構看，早期以傳統勞力密集型製造業為主，嗣後逐漸轉向資本

密集和技術密集型製造業，近幾年服務業的比重逐漸增加；第三，就投

資區位觀察，早期多集中在珠三角地區，嗣後則逐漸轉向長三角、華北

等地區，近年來轉進內陸地區投資的臺商愈來愈多。

歷年來，臺商赴大陸投資雖曾出現波動起伏，但大致上呈現持續增

加之勢。造成波動的原因，一是大陸實施調控政策調整，譬如在 1994 年
間，大陸政府為了克服泡沫經濟問題，採取緊縮性調控政策，使得外商

投資腳步放緩，臺商投資的行動也不例外。其次，是國際經濟景氣衰退

波及大陸出口，譬如 1997 年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2008 年美國次貸危
機引起的國際金融動盪，外在大環境不佳不只重創大陸出口，導致大陸

宏觀經濟衰退，進而影響外商投資意願。尤其近年大陸的勞動雇用成本

大幅上升，產能過剩衍生市場上的惡性競爭，經商環境大不如前，臺商

到大陸投資的態度已轉趨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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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項原因是受到政府行政干預，譬如，1995 年間，中共當局不滿
前總統李登輝先生訪問美國，對臺採取一連串的文攻武嚇行動，導致臺

海局勢緊張，兩岸關係陷入谷底；而臺灣政府為了因應兩岸緊張對立情

勢，採取「戒急用忍」政策，結果導致臺商赴大陸投資出現負成長。不

過，在短暫的波折之後，受到大陸加入 WTO、市場更加開放帶來利多因
素激勵，臺商赴大陸投資行動再度轉趨積極，即便在陳總統執政期間兩

岸政治對峙升高，臺商赴大陸的熱潮幾乎沒有間斷。

陸資企業進入臺灣投資，一直到 2009 年間才開放。初期政策採正
面表列，嗣經過 4 次調整，迄目前，開放陸資入臺投資製造業累計開放
幅度已高達九成以上，服務業、公共建設的開放幅度也都超過 50%。不
過，嚴格來說，政策開放並未帶來陸企入臺投資的熱潮，究其原因，除

陸資進入臺灣的行政流程不夠便捷外，投資條件的侷限，包括市場腹地

小、臺灣勞力供應不足、人工成本高、國內外經濟環境不佳等都是主要

因素，顯然臺灣市場的商機對陸資的吸引力不足。

參、市場誘因主導兩岸經貿交流

綜上所述，由於兩岸存在主權爭議，過去 30 年來，兩岸官署都對雙
邊經貿交流活動進行不同程度的行政干預，試圖導向有利於己方發展。

大陸當局對臺經貿政策態度積極進取，不斷以各種優惠政策利誘臺灣工

商業投入兩岸經貿交流，促進兩岸經濟融合，不諱言，最終目的是為了

加速兩岸政治上的統一。

相反的，臺灣對大陸的經貿政策相對傾向保守、被動，主要考量的

是避免對大陸經濟過度依賴，以保持經濟自主性；換言之，臺灣的大陸

經貿政策有較濃厚的防禦色彩。所幸由於兩岸在經濟上的比較利益條件

各有優劣，存在互補互利空間，市場誘因驅使臺灣企業積極爭取大陸市

場商機，同時，政府的干預措施也未完全堵死交流的通道，採取的是

「非對抗性的經貿政策」，從「禁重於導」轉為「導多於禁」，對兩岸經

貿往來呈現只放不收的態度。

政府的行政干預並未導致兩岸經貿交流停滯，在市場誘因激勵下一

直保持熱絡發展。譬如，1996 年 8 月，李登輝總統提出「戒急用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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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政策」，以及 2006 年陳水扁總統的「積極管理，有效開放」，雖曾
導致臺商赴大陸投資熱潮冷卻下來，但大陸改革開放、經濟快速崛起，

龐大的商機吸引各國資金湧入，臺灣廠商在市場競爭壓力下，不惜違反

政府法令規定，積極在大陸投資布局。換言之，政府的管制性政策違逆

市場經濟規律和全球化潮流，充其量只能收到短暫的效果。

客觀而言，兩岸經貿交流對雙邊的經濟成長都有很大的貢獻。對大

陸而言，臺商投資帶入資金、新技術、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經驗與知識，

促進大陸資本形成，為當地創造數以萬計的工作機會，同時也為大陸貢

獻龐大的財政稅收，布建國際行銷通路、擴大出口、賺取外匯。此外，

臺資企業帶入的技術，擴散後對大陸製造能力和國際分工地位之提升貢

獻卓著。

肆、經貿交流對兩岸經濟成長貢獻卓著

對臺灣而言，大陸市場提供不適宜在臺灣發展的行業有「第二春」

機會。以資通訊產業為例，低階產品在臺灣生產已不具競爭優勢，到大

陸投資並形成新的產業聚落，繼續在國際市場上占重要地位；而低階生

產活動外移後所釋放出來的產能，則轉移至附加價值較高的領域，結果

兩岸的臺資企業聯手，在國際資通訊產業鏈中的地位更加舉足輕重。

其次，對許多傳統勞力密集加工產業而言，將生產基地移至大陸

後，生產成本降低，價格競爭力增強，從而得以繼續與跨國品牌大廠合

作。不過，生產活動重心逐漸轉移到大陸的結果，對臺灣的負面衝擊也

不小，主要是因在臺灣的投資遭到排擠，資本形成減緩、產值萎縮、創

造的就業機會減少、出口實績轉移，也就是一般所謂的產業空洞化現

象。在眾多產業中，皮革及毛皮製品、木竹製品、成衣服飾品、雜項製

品、傢俱及裝飾品等製造業，空洞化的問題最為明顯。

就兩岸雙邊貿易而言，擴大自大陸進口，難免對臺灣本土相關產業

造成競爭威脅，不過，最終消費品對於增進民生福祉，半成品、零配件

等對臺灣製造業出口競爭力之提升亦不可抹煞。對大陸出口，很大的比

例是臺商投資大陸帶動的，出口擴張不只增加臺灣外匯收入，同時也促

進相關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發揮更大的規模經濟效果、提升國際競爭

力。臺灣是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出口一向是帶動臺灣經濟成長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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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兩岸貿易對臺灣經濟成長的貢獻，有實證研究指出，至少占 30%。
兩岸經貿交流對臺灣經濟造成的影響，大致上是利大於弊，儘管如

此，但由於兩岸經濟總量差距懸殊，加上政治面存在主權爭議，國內民

眾反對兩岸經濟交流正常化的聲音不絕於耳，尤其隨著兩岸經濟融合程

度愈深，臺灣對大陸的經濟依賴度持續上升，反對者對國家安全的疑慮

也不斷增加，因此，對於進一步鬆綁或擴大與大陸經濟合作的政策，反

對者抗爭的力度有增無減。馬總統執政後期，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

響，臺灣經濟成長減緩，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感增加，政府推出有關對

大陸的經濟政策更遭到嚴厲挑戰，2014 年 3 月爆發的「太陽花學運」、
占領國會事件，就是典型的案例。

伍、兩岸相互依賴不對稱引發國家安全疑慮

的確，隨著兩岸經濟整合之進展，臺灣對大陸的經濟依賴程度不斷

提高，以出口貿易為例，大陸市場已占臺灣總出口的 40%( 含香港 )，較
30 年前只占不到 8% 整整增加了近四倍；而同期間，大陸對臺灣的進口
依賴大致維持在 8 ∼ 9% 之間，幾乎沒有改變。若以進出口貿易合計，同
期間，臺灣對大陸市場之依賴程度從不到 4% 增加到 31%，而大陸對臺
灣的依賴則從 2% 左右增加到 4.9%，相互依賴呈現極不對稱的現象。

在另一方面，兩岸資源流動也呈現極不對稱，尤其投資行為帶動資

金、人才、技術的流動，在 2009 年開放陸資入臺之前幾乎是單向的。相
對於大陸經濟崛起，在全球政經舞臺的影響力日增，而臺灣的經濟實力卻

停滯不前，競爭優勢逐漸消減，反對者把兩岸經濟實力消長歸因於政府的

兩岸經濟政策過於開放，因此，馬政府時代力推透過協商建構兩岸經濟制

度性整合，反對者基於經濟自主性、國家安全的理由持續強力杯葛。

隨著兩岸經濟實力之消長，雙方的競合關係也發生極大變化。臺灣擁

有的競爭優勢，譬如說商品化能力、資金、技術及管理人才素質、對國際

行銷通路之掌握等等，隨著大陸經濟崛起、國際聯結增強而出現消長，也

就是說，大陸原來落後臺灣的差距已逐漸縮小，甚至在很多領域已超越臺

灣，譬如跨境電商、第三方支付金融、部分行業製造能力等，兩岸產業的

競爭關係升高，臺灣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處境愈來愈困難。

早自 1990 年代初期起，大陸即開始運用財政補貼，政策性融資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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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有計畫的發展進口替代產業，要求外資 ( 包含臺商 ) 企業在地化、逐
步提升當地採購比例，逐步降低對國外進口的依賴，並鼓勵自主創新，

建立自有品牌。在龐大的內需市場支撐下，大陸政府利用國內各區域經

濟發展程度差異，引導組裝、代工產業移至勞動力與土地成本相對低廉

的內陸地區，沿海地區則投入高附加價值的製程，有效地延伸產業價值

鏈。紅色供應鏈 (red supply chains) 逐漸形成，進口替代效應不斷擴大，
同時也擴大了出口能量，對臺灣進出口貿易造成的競爭威脅與日俱增。

陸、大陸產業實力崛起對臺灣的競爭威脅日增

除此之外，大陸又以雄厚的國家資本，積極進行海外併購，直接獲取

專利商標與先進的生產技術。其中，較受國際關注的海外併購案例，在

電子行業，有紫光收購美國展訊、銳廸科 ( 通訊晶片 ) 及威騰 ( 硬碟 )；
聯想併購 Motorola( 手機 )；江蘇長電併購新加坡星科金朋 ( 全球第二大
封測廠 )；武岳峰資本收購美商矽成 ( 記憶體 IC 設計 ) 等。而非電子產業
則有海爾收購美國通用電氣旗下家電事業；美的收購德國 KUKA( 工業機
器人 )；中國化工併購義大利倍耐力 ( 輪胎 ) 等。迄目前，海外併購範圍
主要包括電子業、家電、機械與汽車等產業；併購標的則大都是全球各

領域的知名企業，遍及美國、歐洲、新加坡等先進國家，由此可見，大

陸的企圖心和能耐，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影響力未來只會更大。

大陸本土產業供應鏈逐漸完善，產業競爭力越來越強勢，對臺灣的

主要影響，一是進口替代，大陸以本國產品取代外國產品，或將減少自

臺灣進口，造成臺灣對大陸出口成長減緩甚至衰退；二是外貿擴張，一

方面對臺灣出口會增加，另一方面在國際市場上可能帶給臺灣製品更大

的競爭威脅。實證研究發現，兩岸產業內貿易越密切的產業，如半導

體、資訊電子、機械設備、電機設備、金屬製品、鋼鐵、汽機車及其零

組件等，臺灣對大陸輸出貨品被大陸本地製品取代之情況最為明顯，可

能是近年臺灣對大陸出口依賴度降低的主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大陸推動第二階段進口替代政策，積極發

展新興產業，面板業是其中之一。在政策大力扶持下，大陸本土面板產

業逐漸崛起，技術自主能力提升，產能不斷擴增，目前，在大陸國內市

場占有率已超過 7 成，大陸官方預估 2019 年大陸將成為全球最大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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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生產國。大陸本土面板業迅速崛起，對臺灣面板業造成巨大的競爭壓

力，友達、華映、宸鴻等業者首當其衝。

半導體產業是近年大陸政府積極扶持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

政策從資金、人才與技術等方面著手，從 IC 設計、晶圓代工生產至封裝
測試，全面扶植大陸本土半導體產業的發展，目標為打造一條龍式的 IC
電子產業鏈。大陸憑藉著雄厚的資金與龐大的內需市場，複製面板業發

展經驗，積極發展半導體產業，並以自主供應為最終發展目標，未來臺

灣半導體產業極可能會面臨與面板產業相同的困境。

柒、善用兩岸經濟整合基礎壯大臺灣經濟實力

大陸改革開放政策搭上全球化潮流，經過 40 年的發展，已精蛻變為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製造能力大幅提升，產業鏈漸趨完整，在國際產業

分工中的地位愈來愈重要，同時，隨著經濟持續成長，國民所得不斷提

高，13 億人口的購買力被譽為未來世界上最有潛力的「世界市場」，跨
國企業趨之若鶩。隨著大陸經濟實力增強，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水漲船

高，在國際上引起的西瓜偎大邊效應有增無減。

兩岸經濟整合程度漸深，歷年來之發展儘管對臺灣產業轉型升級與

經濟成長有貢獻，但也同時造成臺灣對大陸經濟依賴度偏高且不對稱，

兩岸產業的競合關係逆轉，相較於大陸產業強勢崛起，臺灣產業的競爭

優勢相形見拙。這種現象成為反對者的口實，主張基於臺灣經濟自主性

和國家安全，兩岸經貿交流不應該擴大開放。

的確，隨著大陸「紅色供應鏈」興起，對臺灣產業和經濟發展構成

的挑戰有增無減，如何面對這客觀形勢呢？有論者指出，臺灣政府應採

取適當政策，以避免進一步增加對大陸的依賴。然而，過去的經驗顯

示，兩岸經貿交流主要受市場驅動，任何試圖以行政手段阻撓臺灣與大

陸經貿關係發展，可能徒勞無功，也不務實。有鑑於臺商在大陸已形成

新的產業聚落，或擁有新的競爭優勢，同時，絕大多數大陸臺資企業的

母公司或營運總部都在臺灣，因此，為壯大臺灣經濟實力，比較務實進

取的做法是，在經濟利益與國家安全之間的天平上，善加運用大陸臺商

掌握的優勢資源，以及目前已經奠定的兩岸經濟整合基礎，借力使力，

強化兩岸產業的垂直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