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大陸吸引台商投資的制度規範 

大陸對台商的制度規範，形成對台商的一種制度上的制約，即在

政治、經濟、統戰等等層面上的制約，而這種制度制約越多，標誌著

台商的交易成本越高，而台商越會採取非制度化管道以降低交易成

本，本章分析大陸對台商的制度規範的內涵及其制度變遷，以瞭解台

商在大陸投資的高交易成本，與為何採取非制度化管道以降低交易成

本及謀求降低時間成本的外在制度環境。  

「制度」一方面提供了市場的一套運作機制，降低了市場的交易

成本，另一方面「制度」本身也形成了一種障礙，影響市場的交易成

本，並造成廠商額外的時間成本與貨幣成本的增加。也就是說，大陸

對台商的制度規範，對台商而言，一方面提供了市場的運作機制，給

予台商等同於外商的優惠條件，但另一方面，制度規範也反過來形成

一種障礙，造成台商在大陸運作環境上的高交易成本。  

而根據陸委會早期委託的一項研究計劃指出中共規範台商的目

的有：防止台灣經驗傳播，扼阻和平演變；避免台商自籌社團，以形

成壓力團體；拉攏可資利用的台商，以打擊政府政策；監控台商違法

違紀，以維護社會安定。 1

    唐彥博也明確指出大陸對台商制度規範的作法有：透過法律行

政命令規範，使監控機構合法化；要求台商企業允許共產黨活動，達

到監管控制目的；藉著工會組織運作，實現黨和政治任務；掌控台資

企業協會運作，爭取認同，排除異己；運用對台工作組織部門，掌握

企業有關資料。 2

  事實上，大陸對台商的制度規範，一方面具有制度環境下的制

約，即歷史的因素，存在兩岸互動的敵對意識及環境，也就是落入歷

史的政治制約，這是目前兩岸無法抛棄的，所以規範台商的政策成為

一種歷史的必然，對台商形成歷史環境的制約，台商的無奈也成為制

度下的歷史性悲劇意含。  

                                                 
1 行政院大陸委會研究計劃，《中共對台商招徠與控制之研究》，1992 年 12月，頁 62～63。 
2 唐彥博，〈前進大陸停聽看〉，下載自http://www.lmcf.org.tw/Htm_F/spec/spec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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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經濟的需要也成為大陸對台商的另一種制度性的需

要，台商投資金額小，機動性高，加上同文同種的優位性，形成對台

商資金的管控方面，具有制度性的便利性，「小而全」代表著制度性

的衝擊較小，再加上政治環境可以成為另一項對台商的制約，不像其

他外商，可以運用政治力為經濟護航，至少，台商在這方面是比較弱

勢的，雖然一部分台商可以透過第三地控股公司向大陸投資，但畢竟

非全部台商如此作。  

  大陸對台商的制度規範，源於對台商的不同定位，即把台商視為

外國企業與本國企業的雙重身份，特別是著重把台商視為本國企業的

政治目的，希望透過對台商的政治規範，把台商規範在特定運作機制

之下，進而規劃出制度規範的內涵，即制度規範的兩手策略模式

（model），透過具體組織及中介機構來對台商進行制度規範，底下分

述之。  

第一節  對台商的定位  

大陸對台商的定位，可以歸結出二項：一是把台商視同外商，著

重對台商的經濟目的，希望吸引台商的資金、技術與管理經驗，以補

足大陸的資金的缺口，提升大陸企業的技術水平；二是把台商視為本

國企業，著重對台商的政治目的，希望台商成為一個促成「和平統一、

一國兩制」之政治目標的利益團體，達到「以民促官」「以商圍政」

「以經濟促政治」的戰略目標。  

 

一、視同外商  

  大陸吸引台商的動機與目的，除了政治動機之外，主要就是需要

台商的資金及技術，因為台商的政治弱勢、資金的規模較小、台商企

業的外移、台商的同文同種…..等等因素，使得大陸積極的招台商引

台資，並積極的學習台商企業的技術及管理經驗，特別是中後期的台

商電子業的技術及管理經驗。  

初期，大陸對台商的招商引資政策是依附在大陸對外資的招商引

資政策之下，將台商視同於外商，所以吸收台商企業經濟層面與吸引

外資企業的相同動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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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運用台商資金以補足建設資金之短缺，並提昇中國大陸的經濟發

展。  

2. 運用台商的技術及管理經驗與人才，以進行產業升級。  

換言之，大陸把台商視為外商，對台商與外商所做的管理、監督和

限制乃是一項延續性的策略，針對不同產業也有不同的管理，控制

方式。  

大陸階段性地吸引外資及台資，以加速大陸現代化建設，促進計

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並且採取漸進式的改革，即階段性

的制度變遷，其中也涉及到制度創新的發展，並建構出中國大陸五年

計劃的經濟藍圖，使得大陸的經濟，因外資及台資的資金挹注，加速

了經濟的發展，更進一步將產業由勞力密集產業往資本密集、技術密

集的高科技產業發展。  

   而中國大陸對台商及外商投資企業的有關優惠可分為 4 種：所得

稅之優惠；關稅之優惠；土地使用之優惠；外商及職工之優惠。而其

中以所得稅之優惠較為重要，其優惠的措施的作法包括：  

1. 對特定地區減低稅率  

如對設在經濟特區的企業和設在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生產性企業，

減按 15%稅率，徵收企業所得稅。  

2. 對特定產業項目減低稅率  

如對符合一定條件從事港口碼頭建設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減按

15%稅率，徵收企業所得稅。  

3. 限定行業、項目給予定期減免稅  

如在企業投產開業獲利年度起給予「 2 免 3 減」「 1 免 2 減」「 5 免

5 減」三種不同的定期減免稅。  

4. 鼓勵外商投資舉辦產品出口企業和先進技術企業的稅收優惠。  

5. 鼓勵外商以其在中國大陸投資所獲得的利潤再投資的稅收優惠。  

6. 鼓勵外商轉讓先進技術的稅收優惠。 3 

 

中國大陸對台商及外商企業的優惠措施，可以從表 3-1 來了解，

                                                 
3 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大陸經營環境變遷對台商投資影響之研究》，（台北：經濟部投審議

委員會，2000 年），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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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對不同的企業如生產性企業，非生產性企業先進技術企業….

等等，及不同的地區如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沿海經濟開發區….

等等，有著不同的優惠措施。  

表 3-1  中國大陸對台商及外商企業的優惠措施  
優惠措施 優 惠 內 容 

1.外資企業享受免 3%的地方所得稅。 
2.依地域、投資項目及年限的不同，享不同的優惠。 

生產性企業 經濟特區 經濟技術
開發區 

沿海經濟 
開放區 

其他地區 

非生產性行業 15% 15% 24% 30% 
知識技術密集、能源、交
通、港口、投資在 3000
萬美元以上回收投資時間
長的項目 

15% 30% 30% 30% 

從事港口、碼頭建設的合

資企業 
15% 15% 15% 15% 

 
 
稅

率 
特

定

行

業 
國務院確定國家高新技術
產業開發區設立的被認定
為高新技術企業的外商投
資企業 

新稅法稅率為 15%，中外合資企業，2 年免稅（特

區企業和開發區企業按原規定執行） 

生產性企業 2免 3減半 2免 3減半 2免 3減半 2免 3減半
 

非生產性企業 
服 務 性 行
業，外商投資
額超過 500
萬美元 1免 2
減半 

無減免 無減免 無減免 

先進技術企業 延長 3 年減

半徵收 
延長 3 年減

半徵收 
延長 3年減
半徵收 

延長 3 年減

半徵收 
 
 

外資銀行 

總行撥入營
運資金 1000
萬美元以上 1
免 2減半 

國務院批
准的其他
地區(同左)
稅率 15% 

  

從事港口碼頭建設合資企

業 
經營期 15 年以上,從獲利年度起 5免 5減半 

減

免

期 
 
特

定

行

業 

農林牧和經濟部發達邊遠

地區的企業 
在享受減免稅期滿後，10 年內可以繼續按應納稅

額減徵 15%~30%。 
3.外國投資者從三資企業取得之利潤免徵 
4.再投資之優惠 
(1)在投資於本企業增加註冊資本，或做為資本投資開辦外商投資企業，經營其不少
於 5 年者，退還在投資部份已繳納所得稅的 40%稅款。 

(2)在投資舉辦、擴建產品出口或先進技術企業、基礎建設農業開發，經營其不少於
5 年，可全部退還其在投資部份已繳納的所得稅。 

(3)外商將分得利潤捐贈於公益事業，可全部退還其捐贈部份的企業所得稅。 
5.對損企業之優惠 
(1)從事生產經營的機構、場所發生年度虧損，可利用下一年度的所得彌補。 

 
 
企業所得之

優惠 

(2)下一年度的所得不足彌補者，可逐年延續彌補，但最長不得超過 5 年。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大陸經營環境變遷對台商投資影響之研究》，（台北：經濟

部投審議委員會，2000 年），頁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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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中共在初期也不得不承認台灣是屬於「外資投資企業」， 

一方面，無法立即將台商區隔並完全單獨立法，另一方面，台商的確

是有別於大陸國內企業，所以不管是理論上或實際上都得將台商放在

外商的制度架構下做一規範。  

  同時，將「台灣同胞投資」依附在外商投資企業相對應的待遇，

把台商視同外商，如中共「國務院關於鼓勵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中

的第五條，規定「台灣投資者在大陸投資舉辦擁有全部資本的企業、

合資經營企業和合作經營企業，除適用本規定外，參照執行國家有關

涉外經濟法律、法規的規定，享受相應的外商投資企業待遇。」  

  再者，中共「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第十三條也指出，「台灣同

胞投資企業依照國務院關於鼓勵台灣同胞投資的有關規定，享受優惠

待遇」，也就是說台商除了享受對台商的相關優惠規定之外，同時，

也具有「外商」所享有涉外經濟法律、法規的優惠待遇。  

  也就是說，大陸將台商當作是事實上的「外商」投資身份，提供

台商享受「外商企業」所享有的涉外經濟法律、法規的優惠待遇，這

就是把「台商」視為外商，給予特殊優惠及特殊地位，希望台商進一

步加大投資大陸的腳步。  

  我們可以了解到中共對台商投資的優惠政策之規定，乃以「國務

院」之行政法規來規定，將台灣同胞投資在大陸投資，除了與外商投

資企業同享共同的涉外經濟法規，同時也享有「行政法規」所規範的

優惠政策。  

  事實上，大陸建立制度，特別是產權制度，以吸引外資（台資）

到大陸投資，目的乃為了降低外資（台資）的交易成本，但制度有時

也成為一種制度障礙，阻礙了外資（台資）的發展，所以，部分外資

（台資），為了排除制度障礙，特別採取了非制度性的交易方式，以

降低交易成本，甚至透過抗衡促使制度變革，進而與大陸中央或地方

政府共創制度創新，以共創制度的發展。  

因為大陸產權的不明確性及高交易成本的制度環境，阻撓了經濟

的持續成長，為確保大陸經濟的高度成長，持續經濟改革，必須明確

產權理論的發展及降低交易成本，建立企業可預期性及利潤的產權保

障，同時，也可以確保勞工收入的收益權，進而形成一個良好制度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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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發展。  

  由於產權理論的發展形成了一種對產權的保障，並且也明確產權

的發展，使得企業的交易成本大幅下降，同時，外資（台資）企業也

因為外資（台資）企業的網絡與大陸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政策互動

過程，直接或間接的參與了大陸制度創新的過程，於是乎外資（台資）

便鑲嵌在大陸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制度創新過程，共創制度創新，

也形成一項制度變遷發展的既定模式。  

  周其仁將產權與大陸的經濟發展的進程結合起來，他指出財產權

利和身分自由是包產到戶的變革中二大法寶。 4產權清晰，提高人們

的積極性，促進了生產力的發達，不過，因為大陸地方的發展背景不

同，所建構出來的地方產權也就有其差異性，如溫州的私人產權模

式，蘇南集體產權模式、浙南混合產權模式，而這些不同產權結構的

制度發展，也觸動了產權理論的快速發展。  

  大陸產權改革分為兩個階段：一是計畫經濟時代，實行單一公有

制；第二階段則是改革開放之後，一方面，實行所有制多元化，允許

非公有制的發展，使得外資企業與台資企業有可容身之處。另一方

面，則實施公有制改革，初期實施經濟承包責任制，觸動了經濟上的

誘因，接著實施利改稅，將利潤留成，改革成為按稅基徵稅。循著改

革的軌跡，接著又實施兩權分離，即所有權與經營權分離。最後，實

行股份制，使得外資可以與國營企業進行合資行為，甚或是購併，進

行嫁接式的改造過程。  

  如曉亮指出股份制的提出其用意乃在於克服大陸國家所有制企

業的種種弊端，特別是產權不明晰和缺乏約束機制的問題，希望把大

陸國有企業中的短期行為與長期行為結合起來，以提高企業的效率。

5

   而股份制是大陸由集體所有制轉移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

的私有產權之過渡形式，這是針對公司治理形式的制度創新，特別是

                                                 
4 周其仁，〈農民、市場與制度創新－包產到戶後農村發展面臨的深層改革〉，收錄於周其仁，《產

權與制度變遷：中國改革的經驗研究》，（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年），頁 53。 
5 曉亮，〈所有制理論〉，收錄於張卓元主編，《論爭與發展：中國經濟理論 50 年》（昆明：雲南

人民出版社，1999 年），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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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企業的經營模式，在此股份制的規範下，企業的股份仍歸國家所

有。而就民營企業而言，股份制的產權形式，使得企業的股份仍歸集

體所有，不會違反共產主義的運作原則，同時，可以降低私有產權的

衝擊，而且讓民營企業可以名正言順地持續經營，另一方面，也為國

營企業委託－代理制，建立另一出路，即表示國營企業的股份持有

者，仍為國家所有，亦即全民所有，不違反共產主義計劃體制的精神，

透過股份制的制度設計，也保障了明確產權的過渡發展。同時也降低

產權對大陸政府運作及市場經濟運作的衝擊。  

   外資（台資）企業促進了非公有制的發展，提供了一個合理的專

業經營企業模式（model），形成一個共創的制度環境，一方面提供企

業技術及管理經驗，使得大陸民營企業向外資（台資）企業學習，提

昇大陸民營企業的技術水平及管理經驗，確保大陸民營企業的經濟發

展，也更進一步地確保了大陸的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外資（台資）企業的稅賦，增強了地方政府的收入，

使得地方政府的地方治理能力增強，強化了規劃能力，也強化了地方

的基礎建設能力，進一步確保外資企業及台資企業發展的穩固基礎。 

吳玉山將大陸的經濟改革分為幾個階段，把中國大陸的經改策略

主軸歸納幾個階段「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有計劃的商

品經濟」「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計劃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

合」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階段，如下圖：  

 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軸

 
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計畫與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資料來源：吳玉山，〈探入中國大陸經改策略之研究，一個比較的途徑〉，《中國大陸研究》，第

四十六卷第三期，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五、六月，頁 18。 但經作者自行繪圖。 

圖 3-1、中國大陸經改策略發展階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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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階段的發展乃不斷發展及完善產權理論的建構，特別是  

其中所強調的市場經濟制度，其基礎性的制度設計乃是排他性產權制

度。 6 同時，強調市場從一個從屬的角色，逐漸發展成與計劃經濟並

駕其驅並到最後階段取得優勢，正式建構出完整的市場社會主義體

制。  

而從計劃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質上是一個制度性替

換、轉換與交易的過程。 7也就是說，市場經濟是需要產權被充分清

晰地界定以及具充分可預測性的執行成效以鼓勵個人或企業來付出

努力，計劃投資及承擔風險。 8

另一方面，產權制度的發展及完善也觸動了財產權的發展，由所

有權與經營權合而為一的計劃體制，藉由產權理論的建構，將經營權

和所有權分開，然後透過股份制，使得計畫體制逐漸向市場體制過

渡，並逐步擴大市場價格機制，採取以按勞分配為主體，其他方式的

補充的多種分配方式，並由「國家來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然

後，逐漸完善產權的發展。  

如 1979 年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主要包括二方面：一是在所有

權方，允許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三資」（合資、獨資、合作經營）

企業的存在及發展；二是在社會經濟活動方面，允許商品經濟，市場

調節，股份制等的合法存在。  

  事實上，中共經濟體制轉軌中，產權理論改革論述深化財產權的

探討。同時，於外資與台資在中國大陸邁向市場階段中扮演相當重要

的角色，特別大陸將外商（台商）的資金引導到沿海特區的招商引資

的經濟發展策略之中，吳玉山曾將中國大陸的產權改革的路徑描繪成

一路徑圖，認為大陸的經濟發展是由毛式統治經濟往國家資本主義移

動，而促進移動的原因乃是非國有部門的公開與隱藏性的私有化，另

一方面，大陸的經濟也向市場社會主義移動，其促進原因乃是國有部

門初級市場化，圖示如下：  

                                                 
6盧現祥，《新制度經濟學》，（武漢：漢江大學出版社，2004），頁.21。 
7 盧現祥，前揭書，頁.22。 
8 Andrew G. Walder and Jean C. Oi, (1999),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Contours of 
Process of Change”, In Jean C. Oi, and Andrew G. Walder, eds., (1999)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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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吳玉山，〈探入中國大陸經改策略之研究，一個比較的途徑

十六卷第三期，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五、六月，頁 23。 

圖 3-2、中國大陸產權改革的路

 

  不過，筆者卻將上圖修正外商（台資）資金在

徑圖，一方面加入林毅夫、蔡昉、李周等人所強調

濟發展的歷程中，所採行的趕超戰略，即「重重輕

發展的戰略，以及農工產品的剪刀差，其中建立農

度，使得中共國家資本可以迅速累積並向重工業傾

重工業發展所需要的投入品和生產要素價格的政

了國家資本的成數。 9

  另一方面也補充了，毛式統制經濟下向市場社

玉山所謂的國有部門初級市場化，也增加了非常重

營經濟的發展，當然，這一切皆由農村中的「家

的星星之火所引燃出來的，也逐漸衝擊中共傳統的

構及經濟體制，逐漸促使毛式統制經濟向市場社會

的因素，更是不可忽略之因素，故筆者加入以補充

產權改革的路徑圖，以完善其架構及思維。  

  最後，筆者加入了在中共國家資本向市場挹注

資除了增加中共國家資源挹注之外，也加速了中國

深化了改革開放，更進一步加快中國大陸往市場

                                                 
9 林毅夫、蔡昉、李周著，《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台北：聯經出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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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同時也維持了國家機器的運作，得以在改革開放的衝擊下仍然可

以運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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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外商資金在大陸產權改革的路徑圖  

 

  透過此一產權改革路徑圖，將外資及台資在產權改革的論證上找

到了一個位置，同時，我們也可以瞭解，大陸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因

為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係，使得政治力的介入與發達生產力理論，產

權理論形成三角形的互動關係，而且透過發達生產力理論，產權理論

與政治力的三角互動關係，可以瞭解到中共的政治核心—四項基本原

則是無法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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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力 -- 以政治影響經濟運作方向，經濟成為政
治的工具性角色  

中國共產黨的領

導為基本核心 
（四項基本原則）

產權理論  
產權明確  
私有化的發展  
市場化的發展  

發達生產力  
發達生產力以提昇經濟  
引進外國的資金、技術、

管理經驗來提昇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圖 3-4、發達生產力理論，產權理論與政治力的三角互動關係圖  

  

   也就是說，大陸一方面透過明確產權制度，以吸引外資企業，將

台商企業視同於外資企業，全力招台資引台資，並全力學習台商的管

理經驗及技術，但另一方面，卻用政治力來影響經濟運作方向，將經

濟變成為政治性的工具角色，把台商與外商區別起來，將台商視同本

國企業，對台商進行一種政治性的制度規範，使台商面臨一種高交易

成本的制度環境。底下分析之。  

 

二、視同本國企業  

  根據陸委會早期委託的一項研究計劃顯示，中共對台貿易政策可區

別為兩個層面。一是對台貿易政策、直接通商。二是對台商投資政策，

其政策取向變化為：從全面鼓勵到局面規範優惠。 10

  而中共積極吸引台資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和政治意義。  

1. 經濟意義：  

  吸引台商可以彌補建設資金之短缺，帶來設備、技術和管理

                                                 
10 行政院大陸委會研究計劃，《中共對台商招徠與控制之研究》，1992 年 12月，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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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開闢外銷渠導，建立外向型經濟的營銷網路，透過競爭機

制，提高外向型企業的競爭力。  

2. 政治意義：  

  一方面由吸引台資提昇經濟實力，增加國際競爭力，另一方

面則希望台商形成對台灣政府當局的壓力團體，運用「以民逼官、

以商圍政、以經濟促政治」之策略，加速「三通」的開放，進而

達到「和平統一、一國兩制」的目的。 11

事實上，大陸對台商與外商的動機是有差異性，歸結有下列幾點： 

1.台資比起外資具有語言、文化上的優勢  

地方政府吸引台資也是基於溝通方便，語言沒有障礙，投資金額較

小，不像外資企業投資金額龐大，常需要中央批准，加上中央對大

型投資案，特別是外商，如美商、日商、英商、德商….等等也特

別重視，在招外商引外資上，比招台商引台資所耗費的時間成本較

高。  

2.台商投資機動性大，而且決策單位較單純  

通常台商企業主個人評估或決定後，就可進行投資，時效上也比較

快，而且所需時間成本低，相對地，因台商企業規模小，給予優惠

條件的影響層面及衝擊較小。  

3.台商企業適值外移時機，大陸低廉勞動力優勢具吸引力  

台商企業面臨台灣投資環境的嚴峻及變遷，因污染情形、環保意識

抬頭、勞動成本高，加上勞力密集產業技術層次較無法繼續在台灣

生產，於是必須對外尋找生產基地，以便降低成本，增加企業競爭

力，而大陸的豐沛勞動力及低廉的勞動力成本正好是台商外移產業

所考量的重要因素。  

  事實上，大陸因為對台商制度規範的政治目的及動機，將台商與

外商作一區隔，把台商視為本國企業般，給予台商比外資企業更好及

更多的優惠條件，目的是希望台商成為希望一個大陸促成台灣「和平

統一、一國兩制」政治目標的利益團體，達到「以民促官」「以商圍

政」「以經濟促政治」的戰略目標。  

                                                 
11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研究計劃，前揭書，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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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大陸的「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乃是大陸第一部正式以「法律」

之立法方式，來規範海峽兩岸的民間交流的法律，也是中共第一部保

障台商投資的法律，比起一九八八年國務院所公布的「關於鼓勵台灣

同胞投資的規定」（即所謂「二十二條規定」）屬行政命令的法律位階

來得高，對兩岸關係的法制化具有正面的意義，有必要針對「台灣同

胞投資保護法」作一較詳細的分析及論述如下：  

  如〈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第一條指出「為了保護和鼓勵台灣同

胞投資，促進海峽兩岸的經濟發展，制定本法」，換言之，中國大陸

制定〈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的目的就是：一為保護和鼓勵台灣同胞

到大陸投資；二為促進海峽兩岸的經濟發展。  

  而中共「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所謂「台灣

同胞投資」是指「台灣地區的公司、企業、其他經濟組織或者個人作

為投資者在其他省、自治區和直轄市投資」，換言之，所謂「台灣同

胞投資」是指直接投資者，不含經第三地間接到大陸投資者。同時， 

將台灣同胞投資的性質界定為「特殊的國內投資」以與外商投資有所

區別。  

  〈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第七條第二款關於「舉辦台灣同胞投資

企業，應當符合國家的產業政策，有利於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第九條

關於「台灣同胞投資企業依照法律、行政法規和經審批機關批准的合

同、章程進行經營管理活動，其經營自主權不受干涉」的規定，也就

表示，台資企業的設立需符合大陸的產業政策要求，同時有利於大陸

國民經濟的發展，同時台商企業也必須依法進行生產經營活動。 12

  特別是〈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第十四條關於台商在大陸投資發

生爭議糾紛時，其仲裁機關的規定：「當事人未在合同中訂立仲裁條

款，事後又未達成書面仲裁協議的，可以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

提起訴訟」，將台商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的管轄，把台商視

為本國企業的具體作法可見一斑。  

  雖然大陸在政策及法規上對台商作特別的優惠措施，但「台灣同

胞投資保護法」具體而言，是屬於一「國內法」，也就是說，這是大

                                                 
12 張桂龍、劉淑強、周敏等編，《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1994），
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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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以「國內法」方式來提供特殊優惠條件以吸引台商到大陸投資。   

  再者，將台商從「外商」的身份抽繹出來，對台商的身份及角色

作一差異化，把台商視為本國企業，以便藉由「國內法」的規範，宣

示「台商」是屬於特殊「國內法」適用的身份，隱含「台灣是中國的

一部分」，將台商置於大陸對台政策的制度環境下運作。  

  誠如中共「對外貿易經濟合作部」部長吳儀也指出「台灣同胞投

資保護法」之訂定乃為了「體現『一個中國』的原則，反對『兩個中

國』或『一國兩地區』的主張，這部法律應當明確界定台胞投資的性

質屬於特殊的國內投資，以與外商來華投資相區別」。並且明白的界

定「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是體現對台商的保護，而中共國務院發布

的「關於鼓勵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是對台胞投資的優惠政策規定。

13

  由於台商投資日益增加，而台商對大陸一方面產生投資信心上的

疑慮，另一方面，大陸也需要台商投資不斷成長，以促進大陸經濟的

成長，為此，將台商視為本國企業，是希望將台灣同胞投資界定為一

「國內」的特殊投資者，希望以法律界定清楚，進一步提昇對台灣投

資者的保障並穩定台商到大陸投資者的信心，藉此吸納更多的台灣資

金，投入大陸所引導的鼓勵性產業，以確保大陸經濟成長所需的台灣

資金，技術人才及管理經驗，並進一步促成「和平統一、一國兩制」

的政治目標。  

  換言之，大陸將台商企業視為本國企業，給予比外商更優惠的  

優惠待遇，希望台商作為大陸一個促成「和平統一、一國兩制」之政

治目標的利益團體，達到「以民促官」「以商圍政」「以經濟促政治」

的戰略目標。  

  其中給予台商優惠措施的具體作法有二：一是給予台商比外商更

優惠的待遇；二是設立台商投資專區，底下分述之：  

(1)對台商提供比外商更優惠的待遇  

  中國大陸對於「直接投資的台商」除了有與外商在涉外經濟

法法規方面的優惠之外，同時也有專屬於「直接投資的台商」的

                                                 
13 中國大陸問題研究中心，《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研討輯要》，（台北：中國大陸問題研究中心，

1994），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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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政策，而間接投資的台商通常是透過第三地控股公司，如（英

屬或美屬威京群島或開普群島），事實上，這些公司是屬於外資的

保護範疇，即使企業主具有台胞的身份，畢竟是屬於境外公司或

第三地公司對外的投資行為。  

  中國大陸對「直接投資的台商」的專屬優惠措施主要表現在

二方面：  

第一：申請設立投資企業時，所需要進行審批的時間期限比外商

還要短，台商是 45 天，而外商是三個月左右，但在加入世

界貿易組織之後，可能無法再享有特殊待遇。  

第二：根據《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施細則》第 17 條規定：「提

供給台商的優惠是台胞或台胞投資企業協會，在台胞投資

集中的地區，得申請設立台胞子女學校。批准設立的台胞

子女學校，應當接受其教育行政部門的監督。」 14

  王泰銓及林宏儒也曾對中國大陸提供給台商及外商的優惠政

策之差別作一比較，從鼓勵投資之項目，優惠企業種類、場地使

用費、國民待遇、免領進口許可證項目、禁止亂攤派、設立企業

之審批期限，鼓勵投資的地區，可投資的項目種類、準用規定、

投資方式、利潤匯出、經營組織的委派、企業自主權、申請多次

入出境證件、代理人、聯誼會之設立、爭議解決等項目作比較，

台商比外商多了一些鼓勵投資項目、審批期限較短，台商可以用

在大陸的親人為代理人，但外商在爭端解決途徑及「投資保障協

定」的相關權益保障及保護較台商多。詳見表 3-2。 15

 

 

 

 

                                                 
14 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前揭書，頁 72。 
15 王泰銓、林宏儒，〈「台灣投資企業」與「外商投資企業」在大陸投資地位之比較分析（下）〉，

法令月刊，第五十卷第一期，1999，頁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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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台商及外商大陸投資優惠政策的比較  

 鼓勵投資之項目  優惠企業種類 場地使用費  國民待遇  
外
商
︵
包
括
間
接
投
資
之
台
商
︶ 

〈國務院關於鼓勵外

商投資的規定〉第二條

第一款：「國家鼓勵外

國的公司、企業、和其

他經濟組織或者個人

（以下簡稱外國投資

者），在中國境內舉辦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以

下簡稱外商投資企

業）。」 

〈國務院關於鼓勵

外商投資的規定〉第

二條第二款：「產品

出口企業」與「先進

技術企業」。 

〈國務院關於鼓勵外商

投資的規定〉第四條：

「產品出口企業和先進

技術企業的場地使用

費，除大城市市區繁華

地段外，按下列標準計

收：1.開發費和使用費
綜合計收的地區，為每

年每平方米五元至二十

元；2.開發費一次性計
收或者上述企業自行開

發場地的地區，使用費

最高每年每平方米三

元。」（上述規定之費

用，大陸地方政府可酌

情在一定期限免收。）

〈國務院關於鼓勵外

商投資的規定〉第五

條：「對產品出口企業

和先進技術企業優先

提供生產經營所需水

電、運輸條件和通信設

備，按照當地國營企業

收費標準計收費用。」

直
接
投
資
之
台
商 

〈國務院關於鼓勵台

灣同胞投資的規定〉第

三條：「1.舉辦台灣投資
者擁有全部資金的企

業；2.舉辦合資經營企
業、合作經營企業；3.
開展補償貿易、來料加

工、合作生產；4.購買
企業的股票加債券；5.
購置房產；6.依法取得
土地使用權，開發經

營；7.法律、法規允許

的其他形式。」 

〈國務院關於鼓勵

台灣同胞投資的規

定〉第四條第二款：

「國家鼓勵台灣投

資舉辦產品出口企

業和先進技術企

業，並給予相應的優

惠待遇。」 

未有專條明文規定。 〈台灣同胞投資保護

法實施細則〉第十九

條：「台胞投資企業購

買機器設備、原料及輔

料等物質以及水、電、

氣、熱、貨物運輸、勞

務、廣告、通信等服

務，享有與大陸同類企

業同等待遇。台胞個人

和台胞投資企業中的

台灣職工在交通、通

信、旅遊、旅館住宿

等，享有與大陸同胞同

等的待遇。」 

附
註 

台商較外商多了一些

鼓勵投資的項目。 
基本上兩者規定相

同，但台商之規定

中，所謂「給予相應

的優惠待遇」，是與

外商之規定相同。

依照〈國務院關於鼓勵

外商投資的規定〉之準

用規定，兩者應相同。

從條文的規定上看，台

商似乎所得之優惠較

外商為多，但實際上這

些優惠一般均已訂定

於大陸與外國簽訂之

投資保障協定中。故無

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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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台商及外商大陸投資優惠政策的比較（續）  

 

 免領進口許可證之項目 禁止亂攤派 設立企業之審批期限 鼓勵投資地區

外
商
︵
間
接
投
資
之
台
商
︶ 

〈國務院關於鼓勵外商投資

的規定〉第十三條：「外商投

資企業為履行其產品出口合

同，需要進口（包括國家限

制進口）的機械、生產用車

輛、原材料、燃料、零部件、

元器建、配套件，不再報請

審批，免領進口許可證，由

海關實行監管，憑企業合同

或者進出口合同驗放。」（上

述項目只限企業自用，不得

在大陸國內市場出售，如用

於內銷產品，應當按照規定

補辦進口手續，並照章補

稅。） 

〈國務院關於鼓

勵外商投資的規

定〉第十六條第

一款：「各地區、

各部門必須執行

〈國務院關於堅

決制止向企業攤

派的通知〉，由省

級人民政府制定

具體辦法，加強

監督管理。」 

〈國務院關於鼓勵外商

投資的規定〉第十七條後

段：由大陸國務院主管部

門審批的外商投資企業

協議、合同、章程，審批

機關必須在收到全部文

件之日起「三個月以內」

決定批准與否。 

並未有明文規定。

直
接
投
資
之
台
商 

1.〈國務院關於鼓勵台灣同

胞投資的規定〉第十一條第

一款：「台胞投資企業在其投

資總額進口本企業所需的機

器設備、生產用車輛和辦公

設備以及台胞個人在企業工

作期間運進自用的、合理數

量的生活用品和交通工

具…. ，免領進口許可證。」

2.〈國務院關於鼓勵台灣同

胞投資的規定〉第十一條第

二款：「台胞投資企業進口用

於出口產品的原材料、燃

料、零部件、元器件、配套

件，….，免領進口許可證。

『（上述項目如用於內銷產

品，應當按照規定補辦進口

手續，並照章補稅。 

〈台灣同胞投資

保護法實施細

則〉第二十三

條：「對台胞投資

企業收項目和標

準應與大同類企

業相同。 …. ，
任何部門或單位

不得對台胞投資

企業攤派人才、

物力、財力。」

〈國務院關於鼓勵台灣

同胞投資的規定〉第十九

條第二項：「台胞投資企

業的審批，按照國務院規

定的權限辦理。各級對外

經濟貿易部門或者地方

人民政府指定的審批機

關應當在收到全部申請

文件之四十五天內決定

批准或者不批准。」 

〈國務院關於鼓

勵台灣同胞投資

的規定〉第二條第

一款：「台灣投資

者可以在大陸各

省、自治區、直轄

市、經濟特區投

資。」；第二款：「鼓

勵台灣投資者到

海 南 省 以 及 福

建、廣東、浙江等

省沿海地帶劃定

的島嶼和地區從

事 土 地 開 發 經

營。」 

附

註  
兩者相類似。 兩者相類似。 規定上台商審批期限較

外商為短。 
兩者相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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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台商及外商大陸投資優惠政策的比較（續）  

 

 可投資的項目種類 準用規定  投資的方式 利潤匯出 

外
商
︵
間
接
投
資
之
台
商
︶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

條例〉第三條中規定，允許

設立合營企業的主要行業

有：1.能源開發、建築材料

工業、化學工業、冶金工業；

2.機械製造業、儀器儀表工
業、海上石油開採設備的製

造業；3.電子工業、計算機
工業（電腦）、通訊設備的製

造業；4.輕工業、紡織工業、
食品工業、醫藥和醫療器械

工業、包裝工業；5.農業、
牧業、養殖業；6.旅遊和服
務業。而中外合作企業和外

資企業允許設立之行業別，

在其法律條文中並未做出規

定。 

〈國務院關於鼓勵外

商投資的規定〉第二

十條：「香港、澳門、

台灣的公司、企業和

其他經濟組織或者個

人投資舉辦的企業，

參照本規定執行。」

散見於三個外

商投資企業法

中，其內容與台

商之規定均相

同。 

〈國務院關於鼓勵外商

投資的規定〉第七條前

段：「產品出口企業和先

進技術企業的外國投資

者，將其從企業分得的利

潤匯出境外時….。」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第十條：「外國合營者在

履行法律和協議、合同規

定的義務後分得之淨利

潤，在合營企業期滿或者

中止時所分得的資金以

及其他資金，可按合營企

業合同規定的貨幣，按外

匯管理條例匯往國外。」

直
接
投
資
之
台
商 

〈國務院關於鼓勵台灣同胞

投資的規定〉第四條第一

款：「台灣投資者可以在大陸

的工業、農業、服務業以及

其他符合社會經濟發展方向

的行業投資。台灣投資者可

以從各地方人民政府有關部

門公佈的項目中選擇投資項

目，也可以自行提出投資項

目意向，向擬投資地區對外

經濟貿易部門或者地方人民

政府指定的審批機關申請。」 

〈國務院關於鼓勵台

灣同胞投資的規定〉

第五條：「台灣投資者

在大陸投資舉辦擁有

全部資本的企業、合

資經營企業和合作經

營企業（以下統稱台

灣投資企業），除適用

本規定外，參照執行

國家有關涉外濟法

律、法規的規定，享

受相應的外商投資企

業待遇。」 

〈國務院關於

鼓勵台灣同胞

投資的規定〉第

六條：「台灣投

資者可以自由

兌換貨幣、機器

設備或其他實

物、工業產權、

專有技術等作

為投資。」 

〈國務院關於鼓勵台灣

同胞投資的規定〉第十

條：「台灣投資獲得的合

法利潤，其他合法收入和

清算後的資金可以依法

匯往境外。」 
〈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

實施細則〉第二十一條也

重覆如是規定。 

附

註  
兩者之領域基本上均需依照

一九九七年十二月修訂，即

在一九九七年十二月二十九

日經中國大陸國務院批准，

一九九八年一月一日起施行

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

錄」，進行投資，故相同。 

基本上外商享有之優

惠，台商大部份均可

享有。 

兩者相同。 兩者均可將資金匯出大

陸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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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台商及外商大陸投資優惠政策的比較（續）  

 
 經營組織的委派 企業自主權  申請多次入出境證件 代理人 
外
商
︵
間
接
投
資
之
台
商
︶

在〈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第六條第一款、第二款：

〈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

施條件〉第三十四條：〈中

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第十

二條第一款、第二款等均

有明文規定。 

在〈中外合作經營企

業法實施條例〉第七

條：〈中外合作經營企

業法〉第十一條：〈外

資企業法〉第十一條

第二款等均規定企業

有其經營自主權利。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

施條例〉第一一三條規

定：合營企業之外籍職工

和港澳職工（包括其家

屬），需要經營入出大陸國

境者，大陸主管簽證機關

可簡化手續，予以方便。 

無明文規定。 

直
接
投
資
之
台
商 

〈國務院關於鼓勵台灣同

胞投資的規定〉第十四

條：「合資經營企業董事會

的組成和董事長的委派、

合作經營企業董事會或者

聯合管理機構的組成和董

事長或者聯合管理機構主

任的委派，可以參照出資

比例或者合作條件由合資

或者合作各方協商決定。」 

〈國務院關於鼓勵台

灣同胞投資的規定〉

第十五條：「台胞投資

企業依照經批准的合

同、章程進行經營管

理活動。企業的經營

管理自主權不受干

涉。」 

〈國務院關於鼓勵台灣同

胞投資的規定〉第十六

條：「在大陸投資的台胞個

人以及台胞投資企業境外

聘請的技術和管理人員，

可以申請辦理多次入出境

的證件。」 
〈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

施細則〉第十六條也如是

規定。 

〈國務院關於鼓

勵台灣同胞投資

的規定〉第十七

條：「台灣投資者

在大陸投資可以

委託大陸的親友

為其代理人。代

理人應當持有具

有法律效力委託

書。」 
附

註  
兩者相同。 兩者相同。 兩者相同。 此處之差異盡在

於外商不可以親

友為代理人，但

應仍可委託合法

的律師、投資公

司為其代理。 

 

 聯誼會之設立 爭議解決  
外
商
︵
間
接
投
資
之
台
商
︶ 

無專條明文規

定。 
可依照外商投資企業之章程、合同所決定之方式解決，可選擇仲裁機構；

適用法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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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接
投
資
之
台
商 

〈國務院關於鼓

勵台灣同胞投資

的規定〉第十八

條:「在台胞投資
企業集中的地

區，台灣投資者

可以向當地人民

政府申請成立台

商協會。」 
〈台灣同胞投資

保護法實施細

則〉第二十六條

也如是規定。 

〈國務院關於鼓勵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第二十條第一款：「台灣投資者

在大陸投資因履行合同發生的或者與合同有關的爭議，當事人應當盡可能

通過協商或者調解解決。」第二款：「當事人不願協商調解的，或者協商、

調解不成的，可以依據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或者事後達成的書面仲裁協議，

提交大陸或者香港當仲裁機構仲裁。」第三款：「當事人沒有在合同中訂

立仲裁條款，事後又沒有達成書面仲裁協議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

大陸自一九九八年五月二十七日起發佈〈關於人民法院認可台灣地區有關

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在不違反大陸「一個中國」原則下，承認台灣法

院的民事判決，此外對台灣仲裁機構裁決的認可也適用此一規定。大陸人

民法院在到申請後七日內需決定是否受理，一旦受理並審理認可後，台灣

法院的民事判決和仲裁機構的裁決所確定的各項民事權利，不論是婚姻、

夫妻共同財產；贍養、收養；繼承、房產、債務，在大陸各省、市、自治

區也一樣產生法律效力。此「規定」之實施，對於海峽兩岸當事人，特別

是台灣民眾的民事權益將在大陸地區得到較為及時與有效的司法保護。 
附

註  
特地強調台商協

會的重要性 
基本上外商在爭議解決途徑之選擇較台商為多。雖然大陸新頒佈〈關於人

民法院認可台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但其成效如何，仍屬於

未知數。 
資料來源：王泰銓、林宏儒，〈「台灣投資企業」與「外商投資企業」在大陸投資

地位之比較分析（下）〉，法令月刊，第五十卷第一期， 1999，頁十一～一九。並

經筆者稍加調整。  
  

(2)成立台商投資專區  

   大陸基於政治目的，將台商視為本國企業的第二項具體作法，

是為台商成立台商投資專區，給予台商比外資企業如美商、日

商⋯⋯等更好的專門性的投資專區。  

首先，大陸實施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初期，設立了性質和加

工出口區相同的四個經濟特區，給予免稅或減稅的優惠措施，即

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及福建省的廈門，廈門特區主要是為了

吸引台資。  

  1984 年中共再開放沿海 14 個城市如：大連、秦皇島、天津、

煙台、青島、連雲港、南通、上海、寧波、溫州、福州、廣州、

湛江及北海。 1989 年又開放海南。 16

   1988 年 8 月海南島政府宣布為鼓勵台灣同胞開發海南島，設

立若干台商投資區，以更優惠政策和便利條件鼓勵台灣投資者在

區內「成片承包，綜合開發」，即讓外商或台商成片承包經濟特區

內某個區域的開發建設及其市政、社區管理。而大陸台商只對涉

                                                 
16 于宗先，《大陸經濟台灣觀》，（台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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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家主權的外事、邊防、海關、稅務、治安等方面進行管理。 17

  福建省因為語言、血緣因素成為吸引台商最重要的地方，特

別在廈門的杏林區、海滄區、福州的馬尾區、閩南河的琅岐島 4

處地區成立「台商投資區」進一步給予台商優惠的措施。 18

  特別是福建省，因地理位置接近台灣，再加上文化、歷史因

素，使得福建省的「台商投資區」最早開始，也最有效率的運作，

見表 3-3。  

表 3-3、福建省「台商投資區」一覽表  
名 稱  地 點  面 積  設立時間 備 註  

崇武對貿易  
加工區  

惠安  一平方  
公里  

1988.06  

漳州市對台  
加工區  

漳州   1988.10  

東山縣對台  
加工區  

東山馬

鑾埔  
二百一十

六畝  
1989.03  

杏林、海滄台商

投資區  
廈門  一百二十

平方公里

1989.05 杏林著重發展先進之輕紡

工業，海滄以重化工業為

主。  
閩江口投資區  馬尾  一點八平

方公里  
1989.07 擬籌建「海峽貿易市場」

發展對台經貿  
湄州島民間對台

經濟貿易  
莆田  
湄州島  

五百平方

公尺  
1989  

湖里台灣工業園

區  
廈門  四十萬平

方公尺  
1989.10 專業台商設立電子、輕

紡、傢俱、玩具廠  
石獅對台加工區 石獅  三十餘畝 1990  
東山島台商農業

投資區  
東山島  二十七點

五平方公

里  

1991 以農業投資為主  

湄州灣台商  
投資區  

尚厝  二平方公

里  
1991 福建於湄州灣再闢建台商

投資區  
連江縣台商投資

區「三區一島」

連江縣  十五平方
公里  

1991.03 「三區一島」指敖江小

區、琯頭鎮工業加工小

區、長門小區以及西嶼島

資料來源：陳德昇，前揭書，頁 294-295。  

                                                 
17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研究計劃，前揭書，頁 34。 
18 渡邊利夫、白砂堤津耶著，簡水聰譯，《圖說中國經濟》，（台北：雲皓出版社：1994），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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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陸對台商的定位，如以上所分析：一是把台商視同外商，著

重對台商的經濟目的，希望吸引台商的資金、技術與管理經驗，以補

足大陸的資金的缺口，提升大陸企業的技術水平；二是把台商視為本

國企業，著重對台商的政治目的，希望台商成為一個促成「和平統一、

一國兩制」之政治目標的利益團體，達到「以民促官」「以商圍政」

「以經濟促政治」的戰略目標。  

  由於大陸對台商的定位，將台商視為本國企業之政治動機及目的，

使得大陸對台商進行一制度規範，而這制度規範的內涵引發了兩手策

略的模式（model），其具體作法就是透過組織及仲介機構進行制度規

範。  

 

第二節  制度規範的內涵  
 

一、制度規範的兩手策略  

  根據陸委會早期委託的一項研究計劃指中共規範台商的策略有幾

方面：透過法律行政命令規範，使監控機關合法化；加強三資企業建

黨工作達到監管控制的目的；藉著工會組織成立運作，阻擾台商組織

之成立；運用對台工作組織部門，掌握企業有關資料。 19

  事實上，大陸規範台商的方式，主要是從政治與經濟的兩手策略

著手，一方面吸引台商資金，以補足大陸經濟發展所需的資金缺口，

另一方面，進行政治的規範，其中也包含統戰的目的，而這兩手策略

基本上，仍存在著大陸制度環境中的制度依賴，特別是政治上的制度

規範乃是歷史制度制約下的一種制度依賴的發展。  

 

 

 

 

 

 

                                                 
19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研究計劃，前揭書，頁 6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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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化中國大陸改革開放所需

資金，打破西方國家經濟制

裁。  

2. 透過兩岸經貿關係的深化，

對台灣進行統戰，「以民促

官」「以商圍政」「以經濟促

政治」。  

3. 倡導「一國兩制」防止台獨

思想。  

 

 

 

 
中共規範台商→吸引台商資金

 

 
 
 
 

圖 3-5、中共規範台商的政治策略架構圖  

 
（一）基於政治目的（含統戰目的）  

1.政治的制度架構  

  中國大陸對台政策的政治架構，主要是「和平統一，一國兩制」

的制度架構，其具體呈現的發展，乃由葉九條、鄧小平的「一國兩制」 

、江八點、胡四點所逐一構成，其中特別是十六屆人大所制訂的「反

分裂法」所引發的兩岸及國際間的關注。  

  1981 年 9 月 30 日當時中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委員長葉劍英在對

新華社記者發表的談話中「關於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

中提到所謂的葉九條，其中第八項即為「歡迎台灣工商界人士回祖國

大陸投資，舉辦各種經濟事業，保證合法權益和利潤」，這是最早鼓

勵台商投資的一篇講話，但由於兩岸並未開放交流，故宣示作用大於

實質意義。同時也提到「堅持一個中國」反對「兩個中國」的立場。

20

  鄧小平在 1984 年 6 月 22、23 日提出「一個國家，兩種制度」將

對台政策定調。  

  江澤民在 1995 年  1 月 30 日農曆春節談話中，提出八項主張，

俗稱江八點，即：一、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

                                                 
2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來重要文獻選讀（上冊）》，（北京：人民出版社，

1987），頁 358～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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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前提；二、對於台灣同胞與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係，我們不

持異議；三、進行海峽兩岸和平統一談判，是我們的一貫主張；四、

努力實現和平統一，中國人不打中國人；五、面向二十一世紀世界經

濟的繁榮，要大力發展兩岸經濟交流與合作，以利於兩岸經濟共同繁

榮，造福整個中華民族；六、中華各族兒女共同創造的五千年燦爛文

化，始終是維繫全體中國人的精神紐帶，也是實現和平統一的一個重

要基礎；七、兩千一百萬台灣同胞，不論是台灣省籍還是其他省籍，

都是中國人，都是骨肉同胞、手足兄弟；八、我們歡迎台灣當局的領

導人以適當身份前來訪問。  

  胡錦濤在 2005 年 3 月 4 日政協會議上，提出《新形式下發展兩

案關係的四點意見》即：第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絕不動搖  ；第二、

爭取和平統一的努力絕不放棄；第三、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

絕不改變；第四、反對“台獨＂分裂活動絕不妥協。  

    2005 年 3 月 14 日中共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

《反分裂國家法》，強調為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裂勢力分裂國家，

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維護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和領土

完整，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利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而《反分裂

國家法》所引發的國際關注及台灣政府當局的反彈，主要在於第八條

規定中所謂「非和平方式」所引發的，其條文如下：「第八條 --『台

獨』分裂勢力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裂出去的事

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裂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

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

國家主權和領土完整。」 

  事實上，中共對台商的制度規範乃根生於兩岸的特殊制度架構，

而兩岸特殊的制度架構又根生於歷史的框架及背景。  

  兩岸因為內戰的延續，甚至到了今日，雙方皆尚未解決敵對狀

態，如同江澤民在十五大政治報告中也提到「作為第一步，海峽兩岸

可先就『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結束兩岸敵對狀態』進行談判，

並達成協議；在此基礎上，共同承擔義務，維護中國的主權和領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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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並對今後兩岸關係的發展進行規劃。」 21

  中共對台政策其實仍依附在實現所謂的「國家統一」政策，沈清

松指出所謂統一不只意謂：「分裂國家在國土上的復合，而且意謂著

原先分裂狀態時所形成的政治制度、經濟制度、意識型態乃至於生活

方式等各方面的差異重獲整合。」 22

也就是說，中共對台政策要實現所謂的「國家統一」政策，同時，

也必須在經濟上、文化上或生活方式上進行兩岸之間的整合過程。特

別是在改革開放之後，兩岸因經濟、文化、社會的交流，逐漸往兩岸

整合的過程發展，這也是許多學者如吳新興，張亞中等學者運用整合

來看待兩岸關係的發展，但在政治上，中共卻一直秉持著一貫的「國

家統一」政策，如：鄧小平在「一個國家，兩種制度」中提到：「實

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願望，一百年不統一，一千年也要統一的。」 23

  換言之，中共在政治上所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以及「一個

中國」的統一政策是不變的，但在經濟制度、行政管理權、立法權、

獨立司法權和終審權，甚至對台灣的軍隊也可以採取彈性的整合過

程。最近香港和大陸簽訂的 CEPA「更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則是在經

濟上給與香港更大的優惠政策。因此筆者認為大陸在兩岸架構存在二

個層面，一是政治上堅持「一個中國」的統一政策。二是經濟上，可

採用所謂「二種制度」下的經濟、社會、文化….等的整合架構。  

  而中共對台商的制度規範必須依附在中共對台政策下探討，而中

共對台的政策思維初期是在敵視的狀態下，而向「和平統一」「一國

兩制」發展的，依邵宗海的看法分為幾個階段：  

「 1.1949~1978 年：武裝解放開展到和平解放時期。  

2.1979~1983 年：三通四流，兩岸談判鼓吹時期。  

3.1983~1994 年：和平統一、一國兩制主張時期。  

4.1995~1997 年：一個中國原則下，任何問題均可談時期。」24

  就另一層面來，中共對台商的制度規範是在 1979 年中共改革開

                                                 
21 邵宗海，《兩岸共識與兩岸歧見》，（台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頁 291。 
22 沈清松，〈從文化交流展望中國的統一〉，收編於，朱松柏主編，前揭書，頁 83。 
23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 59。 
24 邵宗海，前揭書，頁 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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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之後才形成，但初期仍然延續著中共對台政策第一時期，即因內戰

形成兩岸全盤對抗的情勢，其中之原因可分二項：  

(1) 台灣與大陸在政治制度的差異：  

台灣是採用民主主義和自由經濟制度；大陸是採用共產主義和計

劃經濟制度。  

(2) 戰爭情勢的延續：  

中國共產黨從國民黨手中取取得政權，形成強力武力威脅力量，

延續內戰的敵視意識。而國民黨來到台灣仍秉著「漢賊不兩立」

情結的意識型態。  

 

  而此 1949 到 1978 年間，並無所謂的中共對台商政策，只有中共

對台政策。其對台政策乃是具有敵視性的全面性對抗之兩岸關係。  

  到了 1979 年中共改革開放之後，才開始了兩岸的「交流與競爭」

階段，中共在 1979 年元旦，中共人代會常委會發布「告台灣同胞書」

呼籲兩岸進行「三通四流」，提供和平統一的具體建議。 25

  此時中共需要對外即全世界開放，對內進行經濟改革，急迫需求

國外的資金及技術，以提昇中國大陸的經濟成長。因此，中共對台商

的制度規範也在中共對外資政策之下逐漸形塑而成。  

  中國的經濟成長快速，吸收外資的比例越來越高，中國大陸吸收

外資的擴大，以及中國廣大市場之誘因，加上，因改革開放所帶來財

政稅收的增加，國防經費增加，逐漸拉近和台灣在經濟上的差距，同

時也拉大與台灣的政治上、軍事上的差距，使得中共對台商的制度規

範也漸漸形成，並逐漸建構出以吸引高科技台商為既定政策，同時，

中國大陸龐大的台商及其親屬，進行統戰宣傳，一方面展現照顧台商

的生活層面，以爭取台商對大陸的支持，並改變台商對大陸以往的負

面印象，希望達到「以民促官」「以經濟促政治」的目的，運用龐大

的台商形成對台灣政府當局政策的影響力，進一步制定放寬對台商限

制，增加台商在大陸的投資，全面性提昇台灣對大陸的依存度，以便

達到其政治上一貫的目標，即「國家統一」政策。  

                                                 
25 邵宗海，前揭書，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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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過，如同整合理論所強調雙方在功能性的、經濟、文化、社會

交流，是雙向性的，即同時也會影響到大陸人民對台灣的看法，進而

期待中共當局進行政治改革，同時也會進一步衝擊到中共當局的政治

權力的穩固性。  

  兩岸的政治經濟互動中，如圖 3-6 所表示的雙方在各自的政治經

濟互動過程中，造成雙方互相排斥的發展，如「台灣獨立」及「一個

中國原則」或「武力犯台」的主張，筆者把它們放在最外端，而依序

是對兩岸政治社會文化整合的發展，產生影響力的相關因素，形成對

兩岸整合區域的促進或影響力量。  

  台商的發展正落在這塊陰影區域，即兩岸經濟社會文化的整合區

域，雙方對台商的發展也形成各自的政策發展，如台灣強調「積極開

放、有效管理」，而大陸則希望「以民促官」「以經濟促政治」，但不

管雙方的政策原則或目標為何，兩岸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互

動是越來越頻繁，而雙方在經濟、社會、文化方面整合的區域會越來

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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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區域會因為兩岸的整合程度而逐漸增加，而中共  
對台商的制度規範也在此區域產生。  

 

圖 3-6、兩岸政經互動及整合圖  

 

2.政治上的策略  

  大陸除了建立出政治上的制度架構外，同時，也形成政治上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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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其主要策略如下：  

(1) 鼓勵成立台資企業協會  

  一方面想藉由拉攏台商成立「台資企業協會」以成群聚效應，

另一方面卻透過立法以規範台商協會。  

(2) 發揮「對台辦」的職能，給予台商政治禮遇  

目的乃企圖以協助台商為目的，拉攏台商，爭取台商企業，

進而形成，「以民間促官方」「以商圍政」「以經濟促政治」的政治

策略。如 1996 年 8 月底台灣商務代表團到北京訪問，要求兩岸立

即進行對話以增進兩岸經貿關係。而長榮航空和長榮海運董事長

張榮發也曾批評台灣政府當局：禁止和中國大陸直接聯繫的政策

已經過時了，應主張兩岸通航。 26

(3) 鼓勵台商參與地方政府的政治參與  

  如寧波有台商當選為中共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實即透過政治

參與，展現中共的制度規範。  

 

  中共政治策略中，更有一部份是屬於統戰策略，所以筆者特別單獨

列出來探討，分析如下。  

  

3.中共的統戰策略  

  1990 年 12 月「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在「全國對台工作會議」

講話中提出我們應該「大力發展兩岸關係，重點放在經貿往來和各項

交流，以經濟促政治，以民逼官，引導兩岸交往向有利於祖國統一和

戰四化建設的方向發展。」 27

  陳德昇也指出中共現階段對我經貿統戰的經濟意含是擴大對台

資的吸引，強化與台商的經濟聯繫，以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與改

革，並實行改革開放政策，而在政治上的意含是聯合次要敵人（台

商），以打擊主要敵人（台灣政府當局），並利用政府與台商的矛盾，

                                                 
26 Freund, Elizabeth M. (2000) “Growing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In Christopher Hudson ed., The China Handbook: Prospects onto the 21st Century (Chicago 
and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2000), p.66. 
27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編印，《大陸工作參考資料》第二冊，（台北：行政院大陸委員會，1998），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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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爭取，聯合台商，以孤立、打擊台灣政府當局，其最終目標乃透

過經貿手段以實現「一國兩制」的政治統一目標。 28中共規範台商的

統戰策略言論可參照下表 3-4。  

 

表 3-4、中共規範台商的統戰策略言論對照表  

公布時間 主 要 內 容 資 料 來 源 
 

1979.5.8 

我對台灣貿易是台灣回歸祖國過渡期間

的一種特殊形勢下的貿易，是為了促進大

陸和台灣地區的經濟聯繫，團結爭取台灣

工商界人士，為祖國統一創造條件。  

對外經貿部編，「關於

開展台灣貿易的暫行

規定」。  

 
1985.05 

在日益萎縮的國際市場及美國、西歐等國

家保護主義抬頭的情形下，只要引導得

好，組織的好必能逐步使台灣產品更加依

賴大陸市場。繼續展開此一工作，將可有

效作台灣的經濟運作，加速祖國的統一。

中共中央統戰部，「更

有計畫的引導對台貿

易，是實現 祖國統一

的積極步驟」。  

 
 

1988.7.7 

制定「鼓勵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指在

積極促進大陸與台灣之間的經濟技術交

流與合作，促進海峽兩岸經濟共同繁榮，

進而實現兩岸通郵、通航、通商，以推動

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袁木，「鼓勵台灣同胞

來大陸投資」，人民日

報，1988 年 7 月 7 日，
第 1 版。  

 
1989.05 

把對彼此均互利互惠的引進台資工作當

作和平統一祖國的一項重要戰略任務確

定下來。  

吳克秦、蔡鴻振，「福

建省台資企業引進工

作考察報告」。  
資料來源，陳德昇，《中南海政經動向》，（台北：永業出版社， 1993）頁 263。  

   

中國大陸的統戰策略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 1979 到

1987 年），統戰策略為主軸；第二階段（ 1987-1992）、統戰策略與經

濟策略並行；第三階段（ 1992～迄今），經濟策略為主、統戰策略為

輔。  

  第一階段（ 1979 到 1987 年），統戰策略為主軸   

1979 年 5 月「關於開展台灣地區貿易的暫行規定」中指出對台

灣貿易是台灣回歸祖國過渡期間的一種特殊形式的貿易，是為了促進

大陸地區和台灣地區的經濟聯繫，團結爭取台灣工業商界人士，為祖

                                                 
28 陳德昇，《中南海政經動向》，（台北：永業出版社，1993），頁.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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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統一創造條件。  

  1981 年 9 月 30 日，葉劍英發表談話，闡明和平統一祖國的九條

方針，其中強調：歡迎台灣工商界人士回祖國大陸投資，興辦各種經

濟事業，保證其合法權益和利潤。  

  1981 年 10 月「關於促進大陸和台灣通商貿易進一步發展的四點

建議」中談到：歡迎台灣工商界同胞來大陸參觀考察，洽談生意，並

本著互通有無、調濟餘缺的精神進行物質交流，歡迎兩岸經貿官員進

行會晤。  

  1982 年 8 月大陸「國務院」指示：任何台灣進口的產品、設備、

出版物、皆須經「對台工作小組辦公室」或其所屬各省市「對台辦公

室」批准。  

  1985 年「統戰部」與「外經貿部」強化對台經貿統戰工作，擴

大吸引台資與貿易往來，並進而促成「統國統一」。  

這時期，我們可以了解中共對台商的制度規範仍在「統戰策略」

為主的制度設計，強調「祖國統一」的政治目標下，來吸引台資並進

行對台商的制度規範，而對台灣進出口商品的規範，也特別言明必須

由「對台工作小組辦公室」或其所屬各省市的「對台辦公室」批准，

表示對台灣進出口商品的主管機關是「對台工作小組辦公室」及其所

屬各省市的「對台辦公室」，這是明確地指示主管機關，也將各省市

「對台辦公室」作為對台商的招商引資的基層執行單位作一明白規

範。  

  但此一時期，兩岸並無正式的經貿互動關係，只是大陸政府當局

對台的統戰宣傳的成分居多，直到 1987 年台灣政府當局開放民間探

親，才逐漸觸動了兩岸經貿關係的往來，形成第二階段的統戰策略與

經濟策略並行的階段。  

  第二階段 (1987-1992)，統戰策略與經濟策略並行  

  1987 年 7 月在「關於集中管理對台灣省貿易的暫行辦法」中指

出：自 1987 年 7 月 1 日起，對台灣省進出口商品實行許可證管理制

度，並須報大陸「外經貿部」審批（原來是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審

批）。而經營對台貿易由大陸「外經貿部」負責全面集中管理，黨政

軍機關、各群眾團體、個人（包括台商家屬），一律不得設立對台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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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機構。  

  1988 年 12 月大陸「外經貿部」特別成立「對台經貿關係司」管

理台進出口業務，以及台商赴大陸投資事宜。  

  1988 年大陸國務院頒佈的「關於鼓勵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  

  1989 年 7 月大陸「外經貿部」批准六十八家有權經營對台進口

業務的公司。  

  1990 年 2 月 17 日大陸「外經貿部」外貿管理司發佈台商投資大

陸新措施，給予台商在稅收、投資領域和投資方面特別優惠待遇，以

鼓勵台商投資及開發土地。  

  1991 年 7 月大陸「外經貿部」核准八十九家有權經營對台進口

業務的公司。  

  另外特別強調「一國兩制」的香港模式：希望透過香港模式以製

造「一國兩制」的和平繁榮景象，以及回歸祖國的榮景。  

  這時期，乃強調「統戰策略」「經濟策略」並行，直到 1992 年鄧

小平南巡之後，加快了改革開放的腳步，同時，對台商策略，也轉向

第三階段以「經濟策略」為主，「統戰策略」為輔的階段。  

  第三階段（ 1992～迄今），經濟策略為主、統戰策略為輔。  

1994 年 3 月大陸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六次會議通過的「台

灣同胞投資保護法」是一部專門性保護台灣投資者的法律，也是迄今

大陸唯一一部以「法律」形式制定的涉台立法。  

  1995 年中共十五大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提出所謂「江八點」，堅持

「和平統一、一國兩制」的基本方針和發展兩岸關係的八項主張。  

  1999 年 12 月大陸國務院頒佈的「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施細

則」。  

  正式將經濟策略與統戰策略作一分野，並由經濟策略來主導統戰

策略，這是制度依賴下的一項制度變遷，沿襲以前的制度設置，依靠

現有體制的運作，作一階段性調整的制度變遷，將「統戰策略」與「經

濟策略」並行的制度設計，調整為「經濟策略」為主，「統戰策略」

為輔的制度設計，這時候，也就更加強對台商的制度規範乃偏向「經

濟策略」，運用台商之資金、技術、管理經驗來提昇並促進中國大陸

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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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und認為中國大陸可利用經濟特區 (SEZS)來建立所謂的「小香

港」模式，則可順利整合香港、澳門和台灣的經濟實力，而她也主張

中國大陸運用經濟特區來證明「一國兩制」的存在，特別是廈門經濟

特區來實現「一國兩制」的目標。 29

  Freund 的觀點是值得注意的，但中國大陸的官方資料尚未透露此

項政策意向，若以整體中共對台商的制度規範考量來看，的確，經濟

特區的成立及深化，對台商企業的發展起了相當重要的作用，特別是

地利之便的廈門經濟特區，再加上小三通政策的促進作用，小額貿易

的熱絡已超乎任一時期的發展，但 Freund 的觀點則需台灣政府當局

多加關注，因為若是的確以「一國兩制」的政策來主導廈門經濟特區，

則中共對台商的制度規範將更加深入化，相對地，台灣政府當局對經

濟特區的台商的規範程度也將相形變低。  

  陳春山也以依賴理論來看待中國大陸對台商政策，強調中國大陸

一方面鼓勵與台灣之間的經貿關係，當台灣從經貿關係獲利時，將更

進一步依賴大陸的經貿往來，而當此經濟利益成長時，台灣政府將會

更擔心喪失此項經濟利益，此時，中國大陸政府可利用此種經濟依賴

性，以達到其政治目標，也就是說「以商逼政」，期望達到「和平統

一、一國兩制」的政治目的。 30

  不過，台商的企業經營行為除了是比較利益法則或利益驅動的行

為模式之外，文化、語言因素以及政治風險….等等仍為考慮的因素

之一，這是為何初期，台商除了「南進政策」的考量之外，同時也考

量「西向政策」，即投資中國的原因，再加上考量中國大陸的政治風

險高，於是初期，台商採取的投資策略乃資金少而回收快的產業策

略，如早期乃租用或買廠房，而非買土地建工業園區的建廠行為模

式，這些政治風險，對台商而言，是必須評估的。  

  于宗先認為對於兩岸關係，中共不會改變「和平統一、一國兩制」

的原則。除非台灣以行動宣佈獨立，否則在「和平統一」的前提下，

                                                 
29  Freund, Elizabeth M. (2000) “Growing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In Christopher Hudson ed., (2000), op. cit., pp. 62-64. 
30 陳春山，《兩岸經貿政策解讀：兩岸關係與台灣經濟之未來》，（台北：月旦出版社，1994）,
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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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關係中的經濟關係不會有不利的影響。 31

  大陸的未來統戰策略目標有四：  

(1) 強調「一國兩制」的香港模式及宣傳「中國大陸廣大市場腹地」

為台商創造廣大內需市場及龐大經濟利益，從而忽略了中國大陸

政治的不穩定之因子。  

(2) 宣傳「台灣獨立」的動盪因素，影響兩岸經貿往來及台商切身的

經濟利益。  

(3) 宣傳台商「大三通」的經濟利益及遠景，促台商以形成對台灣政

府當局開放「大三通」的政治壓力。唐彥博指出中共對台工作採

取和戰並用的兩手策略，既倡導和平統一中國，同時不放武力犯

台，而現階段的對台工作策略為：一個中國原則，經濟寬鬆政治

緊縮的兩手策略，存心打壓台灣，處心矮化台灣，有心主導統一；

不放棄對台使用武力，批判我政府政策及作為，拉攏台商，以遂

其「以商圍攻」之目的，要求兩岸加速直接「三通」等等作法。

32

(4) 營造台海兩岸在全球化下，「合則兩利，分則兩害」的經濟產業

分工。中共在「十六大」之後，仍強調政治上穩定壓倒一切，經

濟上追求成長壓倒一切，即經濟發展和穩定道路，面對台政策而

以堅持「和平統一、一國兩制」，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獨，堅持

一中恢復會談，不以政治歧見擱置兩岸會談，寄希望與台灣人民

與各黨派共商和平統一。 33

 

（二）基於經濟目的   

   探討完大陸兩手策略中的政治目的之後，接下來，兩手策略中的  

經濟策略。  

 

1.制度規範的經濟目的  

  李非指出，台商對中國大陸來說可以有三方面的貢獻：第一，可

                                                 
31 于宗先，《大陸經濟台灣觀》，（台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頁 149。 
32 唐彥博，《大陸經貿變革與兩岸社經整合》，（台北：永業出版社，1999 年），頁 160-166 
33 中共研究雜誌社，《2003中共年報》，（台北：中共研究雜誌社：2003 年 5月），頁 6之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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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從台灣引進資金、技術和現代化管理；第二，台商對中國大陸投資，

可以促進經濟增長與就業；第三，有利於科技成果產業，因為中國大

陸在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有較強的研究水平，但科技成果的應用及產

業化不甚理想。 34

   大陸對台商制度規範的經濟目的有下列幾點：  

(1) 吸引台資深化改革，並增加台灣對大陸投資比重  

  一方面吸引台商資金以補足建資金之短缺，並提昇中國大陸

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也企圖使台商資金由東南亞轉向中國大

陸，使台商投資中國大陸比重增加。  

(2) 透過台商促進產業升級，縮小產業差距  

  透過台商企業的資金、管理、經濟、人才，轉移大陸，將中

國大陸與台灣的產業差距縮小，同時增加中國大陸的經濟競爭

力，縮小中國大陸與台灣在經濟上的差距。  

(3) 透過優惠措施來吸引台商，並進一步管控台商  

  深化台商的經濟及投資力度：使得兩岸依存度增加，進而形

成「以經濟促政治」的統戰目的。  

(4) 給予「台商」特殊優惠及特殊地位  

  目的乃在吸引更多台商資金，並成立「台商投資專區」「台灣

工業區」…..等政治上的優惠政策，全力強調台海兩岸的產業分

工，以及「合則兩利」的基本論調。  

 

  Freund指出在台商與台灣政府當局正在辯論兩岸政策時，中國大

陸卻努力爭取台商投資企業，藉由提供比外商更好的優惠對待，如福

建省特地為台灣成立經濟特區，以利台商直接投資。 35

 

2.制度規範的經濟策略  

  大陸對台商制度規範的經濟策略有四種：即「以台資引台資」策

略「以地區引台資」「以台商協會引台資」「以邀請台灣工商界引台

資」，底下分述之：  

                                                 
34 李非主編，《海峽兩岸經濟一體論》，（台北：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頁 20。 
35 Freund, (2000), op. cit., 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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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台資引台資」，即宣傳台資成功的典型，讓成功的台商成為

吸引台資最好的最有力的宣傳軟件，形成一個強而有力的示範效

果，增加台商投資大陸的信心及強度。 36

(2) 以「地區引台資」，即宣傳各地區成功吸引台商企業至是台商大

企業的例子，同時鼓勵各地區招台商引台資，並給予地區申請的

項目或審批時效優先處理或便宜行事，如昆山地區吸引台商企業

的成功模式，雖然會形成各地區招台商引台資的競爭行為，甚至

是針鋒相對的行為，因為台商企業不可能同時在二地區落戶投

產，不過整體來看，不管在華中或華南、華北地區設廠，至少是

在中國大陸設廠投資是不爭的事實。  

(3) 以「台商協會引台資」，即運用台商協會的力量，一方面協助台

商協會的運作，鼓勵各地區成立台商協會，積極協助當地台商企

業的經營運作順利，另一方面則宣示中共對台商的優惠措施及未

來經濟發展方向，奠定台商協會會員的信心，並吸納台商協會的

建議，積極調整對台商的優惠政策，希望台商協會會員對大陸投

資環境及經濟發展有信心，同時吸引更多的台商到大陸投資，並

成為台商協會的會員，如此一來，中共各地方對台辦可以透過台

商協會，清楚地了解台商會員的運作機制，有利於中共對台商的

管控層面。  

(4) 請台灣工商界引台資」，即中國大陸有計劃地邀請台灣工商界、

科技界、新聞界等等組團到大陸進行工商考察，大力宣傳大陸的

投資環，讓台商進一步了解大陸投資環境建立台商投資的信心，

免除台商對大陸的疑慮，同時更積極赴台招商，更充分建立與台

灣工業總會、商業總會和各產業公會等民間組織的網絡，並搭起

和台商中意見領袖之間溝通橋樑，運用到大陸考察的機會，展現

中共的招商決心及對台商優惠政策的信心，積極吸引台商進一步

深化對大陸的投資。  

 

 

                                                 
36 李非主編，前揭書，頁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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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度規範的組織及中介機構  

  中共規範台商的組織，基本上仍以中共中央對台領導小組為主

軸，再輔以黨部、政府及人民團體的相關組織作架構，如中共黨部的

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而政府中如大陸國務院

的省縣市對台辦公室、台灣事務辦公室、社會科學院的台灣研究所為

研究單位，商務部的台港澳司、外交部中的港澳台司，當中，國務院

台灣事務辦公室與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是一個機構兩塊牌子。  

  民間團體或中介團體則是海峽兩岸關係協會及海峽兩岸經貿交

流協會。其中最為關鍵的組織是黨建／黨組織 /工會以及省縣市對台

辦，而中介機構則為台資企業協會，底下分述之。  

（一）黨建 /黨組與工會   

  對於台資企業中的政黨活動，依《外資企業法》第十三條規定：

「外資企業的職工依法建立工會組織，開展工會活動，維護職工的合

法權益。外資企業應當為本企業工會提供必要的活動條件。」當中只

規範了職工有權建立工會組織，並未就政黨活動作出明確規範，但是

在大陸的《公司法》第 17 條則明白規定：「公司內中國共產黨基層

組織的活動，依照中國共產黨章程辦理」。 

而其所謂「依照中國共產黨章程辦理」，乃是指中國共產黨「黨

章」第 29 條所規定：企業、農村、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社

區、社會團體、社會中介組織、共軍和其他基層單位，凡有正式黨員

三人以上者，都應成立基層黨組。 37

  事實上，中國共產黨黨章第九章黨組中第四十六條也規定，「在

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或其他非黨組

織的領導機關中成立黨組。」而黨組的任務主要是負責「實現黨的方

針政策，團結非黨幹部和群眾，完成黨和國家交給的任務，指導機關

黨組織的工作。」 38

  基本上，黨的工作任務及方針與企業的營利或謀利潤的作法時有

衝突，因而，私人企業的企業主一方面因為成本考量，不太願意黨建

                                                 
37 中共研究雜誌社，《2003中共年報》，（台北：中共研究雜誌社：2003 年 5月），頁 1之 58 
3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前揭書，頁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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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企業進行，另一方面，由於企業的運作以利潤為考量，有時與

中共國家政策和方針會有所不同，企業主擔心黨建工作或黨組會影響

企業的發展，但中共欲透過黨組及黨建工作來進行對企業特別是大企

業的監督及規範，一方面鼓勵勞工加入共產黨，只要三人以上就理所

當然可以在企業成立黨組織，並進行黨的工作運作，另一方面，也運

用工會在企業的成立，將工會納入黨建的前哨組織，十六大之後也積

極鼓勵企業主入黨，以便明正言順地建立黨組織，同時建立對企業的

監督機制，一舉數得。  

  但由於黨員素質及忠誠度不如以往高，此乃因近年來改革開放速

度加快，市場體制的經濟運作高於政治運作，黨員也希望先「富起

來」，於是黨員便以經濟利益為考量，甚至成立「黨」營企業尋求「富」

起來，在政黨運作的考量下，雖然對黨員的政治工作仍持續進行，但

忠誠度下降則為不爭的事實。  

  中共在台資企業黨建工作的關鍵是建立黨的基層組織，其主要作

法有四方面：  

1.  先易後難，層層推動：先選擇大陸職工已擔任高層管理人員，公

司發展順利，企業不持反對態度，環境寬鬆，黨員要求迫切的企

業，建立第一批共黨的基層組織，之後再選擇大陸職工已擔任中

層管理人員的企業，成立第二批黨的基層組織，如此作法再逐漸

以知名企業為重點來推動中共的黨建工作。  

2.  突出特點，區別要求：（ 1）對態度友好的台商企業，在公司內部

以高級管理人員為主建立的黨支部，如總經理擔任支部書記的企

業，黨員活動時，身份要公開，黨的活動要公開，積極主動發揮

黨的作用。（ 2）但對於公司內部中基層管理人員為主建立的黨支

部，則黨員儘量影響台商企業經營者，在職責範圍內作好員工工

作。（ 3）對於以一般職工的黨員建立的黨支部，則要求在員工間

發揮黨員作用。  

3.  既面對現實，又積極主動：在台資企業建立黨組織要充分考慮企

業的接納程度，因黨員分散，活動時間受限，黨員年輕缺乏思想

準備中，但若有機會則會「由上而下」建立黨支部，即對於支部

書記的產生，上級指導黨委來「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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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先建組織，後建章立制：目前在台資企業的黨建工作，仍依「加

強和改進外資企業黨的建設工作要點」，「外資企業黨建工作暫行

辦法」來不斷加以完善。 39

  而中共黨的活動在台資企業開展，除了對企業黨支部書記採取上

黨課，專題工作會等方式進行培訓外，另有三方面：  

1.  把開展中共共黨的活動和企業的特點工作結合  

在企業開展「黨員風貌」「論黨員職責」「發揮兩個作用（即黨部

和黨員的作用）」，一方面作黨務的工作強者，另一方面也要成為

業務上的能力，如此才可以正面積極地發揮黨在企業的政治作用。 

2.  把對黨員進行教育的工作和重大慶典結合  

因為以重大慶典和事件為由進行中共共黨的教育活動，較易得得

台資企業主的認可，達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3.  把黨的活動和工會工作結合起來  

充分發揮工會公開化和覆蓋面大的優勢，使工會工作和黨的活動

相互依托，通過工會工作來開展黨員和員工的思想教育，既可以

增強工會工作的影響力，也可以擴大黨的影響力。 40

  中共更了解在外資（台資）企業建立黨組織的困難，因為企業主

不太願意在企業內建立黨組織，因而強調採取「因企制宜」「因時制

宜」「因人制宜」分別指導黨組織的建立：「凡是企業有 3 名以上黨員

並具備條件的，都要建立黨組織；不夠 3 名黨員的，區分不同情況，

按照地域相鄰，行業相連的原則建立聯合組織，沒有黨員的外資企

業，實行連絡員制度。」「企業要依法建立工會組織，具備條件的要

建立共青團組織，擴大黨的積極分子隊伍，為開展黨的工作創造條

件。黨組織的負責人，凡是具備條件的，均按照黨章規定選舉產生。

黨組織負責人一般應由企業中工作相對穩定，擔任中高層管理人員的

黨員或從事過黨的工作的黨員擔任。總之，『消除死角，擴大覆蓋面』

                                                 
39 目前中共並無專門針對台商的黨建原則，但因台商也屬於外資投資的規範之內，因此筆者將
中共對外資企業的黨建工作延伸為對台商人企業的黨建原則，至於對外資企業黨建原則，詳見

北 京 黨 建 網 ，〈 外 資 企 業 黨 建 工 作 情 況 調 研 〉 2003.5.21 ， 下 載 自

http://www.bjdj.gov.cn/article/detail.asp?UNID=11316。 
40  北 京 黨 建 網 ，〈 外 資 企 業 黨 建 工 作 情 況 調 研 〉， 2003.5.21 ， 下 載 自

http://www.bjdj.gov.cn/article/detail.asp?UNID=1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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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是外資（台資）企業建立黨組織的目標。」 41

  中共國營企業與合資企業黨組織的角色也有不同，如在組織制度

方面，國營企業的黨組織直接參與企業幹部選拔，但在合資企業，黨

組織不直接參與企業幹部選拔，另外在國營企業中，中共黨組織直接

參與企業的決策，但合資企業，黨組織並不直接參與決策。見表 3-5。 

 

表 3-5、中共國營企業和合資企業黨組織角色功能的差異對照表  
項 目  國營企業  合資企業  

 
企業性質  

黨組織直接參與企業的

決策。  
具高度獨立自主權，生產經營決策權由

中外雙方共同掌握，黨組織不直接參與

企業的決策。  
領導體制  實行廠長負責制，企業黨

委處於企業的核心地位。

實行董事會領導下的總經理負責制，黨

組織與總經理沒有直接的黨政關係。  
管理方式  黨組織直接參與企業具

體的經營管理。  
依照國際慣例，黨組織不直接參與企業

具體的經營管理。  
 

組織制度  
黨組織直接參與企業幹

部選拔。  
實行幹部聘任制，引入公開競爭機制，

擇優聘任各級管理幹部，黨組織不直接

參與企業幹部選拔。  
用工制度  黨組織在用工制度上有

高度自主權與決策權。  
實行合同聘用。黨組織必須適應於用工

制度的變化。  
利益分配

機制不用  
專兼職黨務工作幹部待

遇不亞於一般職工或行

政幹部。  

專兼職黨務工作幹部的經濟待遇，不能

簡單的強調與行政幹部一視同仁。  

資料來源：陳德昇，《中南海政經動向》（台北：永業出版社，1993）頁 276-277。 

  中共中央辦公廳所發布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進一步作好新形

勢下發展黨員工作的意見〉中也明確指出：「積極支持建立企業黨組

織和工會，共青團組織，為其開展工作提供必要條件。」 42

  根據統計資料，到 1990 年底，大陸「三資企業」登記註冊的總

數已達 25385 家，建立黨組織的企業約達 20%，而在外資企業黨組織

建設較為健全的廣東省，則有 41.7%的外資企業建立了黨組織。（見

                                                 
41  北 京 黨 建 網 ，〈 外 資 企 業 黨 建 工 作 情 況 調 研 〉， 2003.5.21 ， 下 載 自

http://www.bjdj.gov.cn/article/detail.asp?UNID=11316。 
42 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印發『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進一步作好新形勢下發展黨員工作的意見』

的通知〉，下載自寧波教科網http://nbedu.net.cn/article/show_article.asp?ArticleID=1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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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表 3-6、大陸「三資企業」與中共黨組織建立概況  

                         1990 年  總數：（家） 單位：比例 (%) 

項   「三資企業」總

數（登記註冊）

實際開業

投產數  
1 

建立中共

黨組織數

2 

建立中共

黨小組數  
3 

建黨組

織比例  
2+3/1 

全大陸  23,385 12,693 －  －  20.0 
廣東省  12,220 4,153 1,355 366 41.7 

地  
區  

目  

資料來源：陳德昇，前揭書，頁 277。  

  陳德昇指出中共中央發出的「加強在外資企業建立黨組織」的文

件中強調：派遣得力黨員進入外資企業擔任領導工作，並強調，凡是

正式黨員三人以上就應成立黨的基層組織，而由於外資企業決策體系

的特殊性及外商的自主性，因此企業建黨工作的原則性和靈活性必須

相互結合，在合資企業與合作企業中，企業黨建工作較易展間，但「獨

資」企業要公開建立黨組織較困難，所以，中共欲利用「工會」作黨

建工作，首先運用工會以確保企業的生產與發展，並保障職工的權益

不受侵害，然後再從職工中發展黨員。 43

  文件中明確指出建立企業黨組織的重要性，並運用「工會」作階

段性黨建的工具，畢竟，工會的成立，是具有合法性及正當性，並能

確保職工的合法權益及社會保障，消極方面，可避免失業率及職工流

動率過高，造成下崗工人的比例過高。積極方面，可以運用工會的力

量培養並吸收優秀的黨員，避免以往派黨幹部進入外資企業，因專業

性不夠，或黨性不強，造成黨務推展困難或遭企業主非議而造成黨建

工作受阻。  

  由於私營企業為主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快速發展，中共黨建工作

重點逐漸由國有企業轉到私營企業，其中也包括三資企業的黨建工作

的開展，由於私有企業的性質，以及私營企業主個人的排斥，使得中

共的組建黨組織及開展黨務工作深受制度環境的制約。  

  私營企業的不斷成長，如 1991 年的 10.8 萬增加到 2002 年的

221.52 萬家，隨著私營企業主的經濟實力及社會影響力增加，中共黨

                                                 
43 陳德昇，，前揭書，頁 279～280。 

 88



 

建工作便刻不容緩的展開。  

  甚至在 2001 年中共建黨 80 周年慶大會上，江澤民強調在「三個

代表」的思想內涵基礎上，主張開放私營企業主等六類新社會階層優

秀人士入黨以擴大黨的社會基礎講話（即「七一」講話） 44。  

  將中共黨的入黨條件及建黨基礎放寬，當然中共一方面面對私營

企業主不斷的成長，不得不將私營企業主納入黨的工作項目，以吸納

更多的私營企業主入黨，同時，運用黨的力量來引導或影響私營企業

主的思想工作，正所謂「因利勢導」的方式來解決「私營企業主」大

量增加的問題，並務實地接受「私營企業主」的發展。  

  另一方面，開放私營主入黨可與私營企業黨建工作結合，鼓勵私

營企業主入黨，並進而在企業內吸納優秀黨員以便能達到正式黨員三

人以上，則便可光明正大地建立基層黨組織，正所謂一石二鳥之計。 

  不過，開放私營企業主入黨也帶來另一些困擾，如私營企業主，

是否能代表純粹的「無產階級」，從而影響「無產階級專政」的正當

性及合法性，畢竟，中國共產黨成立之初，黨員是以「工農聯盟」即

以工人及農人為主的無產階級，而私營企業主則是其所要打倒的「資

產階級」或「有產階級」之對象，至少是具有「有產階級」的成分，

因此，左派反對開放私營企業主入黨，所以引發中共內部的爭論。  

  而私營企業主以企業經營的利益或是中共所謂的「集體企業」的

利益為主，對入黨或建立黨組織較不積極，深怕組建黨組織影響企業

發展，甚至干預決策，而黨務經費也會增加企業經營的成本，特別是

加入世界貿易組織之後，面臨全球化企業的激烈競爭，企業降低經營

成本，便是增加企業競爭力的因素之一，若要增加企業成本以組建黨

組織，在私人企業恐不容易，更遑論私人企業對黨組織存在著不安全

感及不信任感。  

  不過，中共強力動員的黨建工作，仍有相當的進展，截至 2002

年上半年為主，中國大陸已有 105167 家私營企業建立黨組織。 45

  但整體而言，黨建工作佔私營企業比例仍低，如 2001 年廣東省，

具備建立黨組織的私營企業有 113280 家組建佔 3.8%。而其中如廣

                                                 
44 中共研究雜誌社，《2003中共年報》，（台北：中共研究雜誌社：2003 年 5月）頁 1之 59. 
45 中共研究雜誌社，前揭年報，頁 1 之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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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深圳等城市私營企業，黨組織組建率大約只有 0.27%、2001 年浙

江共有 4254 家私營企業建立黨組織，約佔 2.9%。 46

  開放私營企業主入黨的爭議中，中共為避免爭論，將私營企業主

歸類為新社會階層，以淡化資本家的色彩，同時表示，在社會主義基

本經濟制度下，國家始終掌握經濟主導權，私營企業主階層乃具有「集

體企業」性質，同時吸收新社會階層成員中的優秀分子入黨，有利於

保持黨的先進性，擴大黨的群眾基礎，提高黨的社會影響力，鞏固黨

的執政地位及擴大黨的工作層面。 47

  以中共「十六大」的黨代表為例，黨代表中就有 6 個民營企業主

為黨代表，包括：江蘇沙鋼集團總裁沈文榮、江蘇綜藝集團董事長咎

盛達、重慶遠東集團總裁孫基林、廣東金潮集團總裁劉思榮、江蘇運

東集團總裁蔣錫培、山東海爾集團首席執行官張瑞敏，但僅張瑞敏一

名獲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48

  當然私營企業主入黨或成立黨組織也會有相對應的比較優勢，如

私營企業主入黨之後，地方政府在審批或批租程序上，會較便利因而

縮短時間成本，減少貨幣成本的優勢，而中國共產黨的招牌也使得私

營企業主在地方有較大便利性減少阻撓。  

    就台商企業而言，台商企業的職工有權按照〈工會法〉和〈工

會章程〉的規定，建立基層工會組織，開展工會活動，工會是職工利

益的代表，可依法維護職工的民主權利和物質利益，並可組織職工學

習政治、業務、科學技術知識及教育職工遵守勞動紀律，努力完成企

業各項經濟任務。 49

    陳德昇指出：中共雖然透過台資企業黨組織的建立，產生政治

監管和組織控制的作用，但台商投資大陸是以商業利益為優先考量的

因素，對於政治色彩濃厚的中共黨組織運作與活動，以及任用不見專

業素養的黨工幹部，意願不高，即使是外資企業，如沃爾瑪 (Walmart)

                                                 
46 同前註，頁 1 之 60. 
47 同前註，頁 1 之 63-64.  
48 同前註，頁 1 之 69. 
49 張桂龍、劉淑強、周敏等編，《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1994），
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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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然。 50

  大陸大型台商企業，如隸屬鴻海旗下的富士康企業集團，於 2001

年 12 月 15 日在深圳成立中共黨支部，引發各界的關注，富士康深圳

廠於 1988 年在深圳寶安成立， 2001 年的出口額達 24 億美元，現有

員工約 3 萬 8000 多人，在 2001 年 5 月 30 日，由寶安區龍華鎮的中

共黨委協助籌劃組建中共黨支部。  

  而在 2001 年 12 月 15 日，富士康舉行黨委成立大會，由 144 各

有選舉權的中共正式黨員中，投票選出 7 名黨委委員，5 名紀委委員，

黨員皆是大陸籍人士，這也是深圳地區首家成立中共黨組織的台資企

業。 51

   而富士康內部的新聞中心也公布〈以平常心看待台資企業成立中

共黨組織〉，其中提到：  

1. 我們認為，台灣企業在全球化浪潮中為了生存及茁壯，配合全球

布局分赴世界各地投資設廠，已是大勢所趨；工廠員工因為投資

所在地法令，實際需要等考量而介入政治活動，只要不違背政府

政策、本國法令、及影響企業的權益，企業主不妨以平常心看待，

政府主管部門則應適度予以注意，但過度緊張或過度反應，則大

可不必。  

2. 從公司設立及經營管理法制的角度來看，像中國大陸在公司法中

明文規定，「公司中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的活動，依照中國共產黨

黨章辦理」(第十七條 )，以具體文字規範員工參與政黨活動準據的

可能只有中國大陸一家。  

3. 依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二十九條規定，公司凡是有正式黨員

三人以上，都應成立黨的基層組織。因此，如果富士康公司中確

實如報導資料所稱，員工中正式黨員達一四四名，依據中共黨章

成立基層組織似乎是不可避免的結果。  

4. 以富士康員工成立中共黨支部的作為論，富士康公司畢竟是依據

大陸法律成立的大陸公司，加入黨組織的成員也都是籍貫大陸的

                                                 
50 陳德昇，前揭書，頁 283～284。 
51 詳見兩岸經貿月刊，〈台商經營與活動〉，2002 年 1月號，下載自
http://www.seftb.org/mhypage.exe?HYPAGE=/03/03_content_01.asp&weekid=31&id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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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並非我國兩岸人民條例第三十三條規範對象。  

5. 我們相信商人將本求利的本質，如果沒有必要，工商企業不會盲

目、無故投入政治活動；我們也堅決相信台商人在外地，但心繫

家圓的情操，對於台資企業成立中共黨組織，政府及國人不妨以

平常心看待。 52 

 

富士康成立中共黨支部的未來發展仍值得注意，不過，連外

資企業也不願意成立黨支部的情勢發展，富士康的例子，可能是

示範意義重於實質意義，但中共在台商企業成立黨支部以進行制

度規範的企圖及方向應是不會變動的。  

 

（二）台資企業協會  

  台商在大陸投資增加，逐漸形成一特殊族群，加上台灣當局的被

動性制度制約，無法積極有效保障台商，而兩岸也無投資保障協定，

使得台商在大陸投資所衍生的許多問題，無法有效解決，便需要一個

中介機構協助處理因投資所衍生的的問題。  

  而台商投資大陸著重制度環境下最低交易成本的運作模式，即運

用關係網絡以進行大陸投資，雖然初期的確有效地降低了交易的成

本，減少了時間成本，但也相形增加了貨幣成本，同時也隨著大陸官

僚體制中的變動衍生出許多的法律相關問題，特別是稅務、海關等等

問題，台商鑑於，一來無台灣政治力保障，二來無投資保障協定，因

此，成立一自主性組織實在有必要，所以也積極運作成立一自主性組

織。  

  事實上，中共於「國務院關於鼓勵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和「台

灣同胞投資保護法」中也明文規定台商可成立「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

會」。  

即在 1988 年國務院〈關於鼓勵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第十八條

規定「在台胞投資企業集中的地區，台灣投資者可以向當地人民政府

申請成立台商協會」。也就是說，台資企業協會的成立是符合中國大

                                                 
52 下載自富士康網站新聞中心http://www.foxconn.com.tw/../news/news_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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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法律的規定。  

  但中國大陸為了對台商進行制度規範，預防台商獨立運作成立台

商協會，一開始便由「國台辦」主導，在各地成立「台資企業協會」

有別於我們工業總會或各公會在大陸所成立的產業性及區域性的聯

誼組織「台商聯誼會」，目的乃有效地主動規範台商，同時透過台資

企業協會來作政策宣導，並聽取台商的意見，以了解台商企業的思

維，便於政策上作一制度規範。  

  中共所主導成立的台資企業協會會長及副會長可由台商成員互

選，但會內其他重要幹部則由各地「台辦」人員兼任。 53

  大陸「國台辦」鑑於大陸各地成立的「台資企業協會」日漸增多，

為有效規範，在 1994 年初作下列規定：  

1. 不允許台商成立跨地區性的大型組織。  

2. 對現有台商組織活動，均需要中共公安局管理及掌握。  

3. 各地台商組織舉辦重大活動，均需經「國台辦」批准後始可舉行。 

4. 暫緩批准成立新的「台商協會」組織。  

5. 各級對台工作單位人員不得擅自與台商人士交往。 54 

 

    我們也可以從台資企業協會組織章程來瞭解其制度規範：  

    如根據深圳臺商協會章程第四條規定：「本協會受深圳市人民政

府臺灣事務辦公室和深圳市民政局的業務指導和監督管理。」 55就明

白指出台商協會的主管機關就是深圳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和

民政局。  

  而由中山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章程來看，其第六條規定：「本協

會接受中山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和中山市民政局的管理、指

導。」及第七條規定協會的會務範圍及任務如下：「  

1. 溝通本市台資企業與政府有關部門的聯繫，幫助台資企業改善經

營管理，發展生産；  

                                                 
53 法務部調查局編印，《國人赴大陸投資的契機與風險》，（台北縣新店：共黨問題研究中

心,1994），頁 215。 
54 法務部調查局編印，前揭書，頁 115。 
55 深圳台商協會章程，下載自http://www.tmas.org/ft/intro/rule.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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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政府和有關部門反映台資企業的意見、建議和要求，協助會員

解決企業在籌辦、生産經營中遇到的困擾；  

3. 幫助會員及台商瞭解大陸有關政策、法令、法規，以各種方式向

會員、台商傳遞有關經濟信息，提供有關大陸各類工商服務的諮

詢；  

4. 根據國家和政府的法律、法令、法規，維護會員的合法權益；  

5. 組織會員開展多形式的聯誼與交流活動，促進中山與臺灣兩地的

交往與合作。」 56 

  我們可以了解到台資企業協會的主管機關是大陸當地人民政府

台灣事務辦公室及民政局，而其主要會務之一就是傳達大陸政府有關

的政策、法令、法規…...等等。  

   事實上，台資企業協會主要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同胞投

資保護法》及其《實施細則》，再配合大陸國務院頒布的《社會團體

登記管理條例》等等法律規範而設立，其中以在大陸各地登記註冊的

台商企業為主體，依法自願組成的社會團體，「台資企業協會」為台

商會員提供服務諮詢，作好台資企業和大陸政府間的溝通橋樑，並促

進大陸地方政府經濟建設及展開對台經濟交流合作的橋樑。 57

   以深圳市台商協會為例，其會員從 1990 年初的 60 多家發展到

2400 多家，會員企業在 2003 年出口總額已超過 150 億美元，占深圳

市出口總額的 1/4。58對地方政府的稅收占了相當重要的角色，同時，

也與地方政府共同創造了另一項制度創新，即稅收稅賦以及共同締造

地方政府企業成長的制度發展，形成共同創造地方政府制度創新的運

作過程，台商企業協會的台商企業會員的角色相當重要。  

  2003 年 3 月 20 日大陸國台辦會同民政部頒佈了《台灣同胞投資

企業協會管理暫行辦法》（以下簡稱暫行辦法），進一步對台資企業的

性質、宗旨、業務範圍、業務的主管單位、審批程序、會長資格、活

動管理、經費來源及使用等等作了明確的規定，並於 2003 年 4 月 20

                                                 
56 下載自http://www.tbisa.com.cn/jianjie/index1.htm。 

57  下 載 自 福 建 省 對 外 貿 易 經 濟 合 作 廳 ，〈 台 商 投 資 大 陸 產 生 積 聚 效 應 〉

http://www.fiet.gov.cn/readnews.asp?id=9953。 
58  下 載 自 福 建 省 對 外 貿 易 經 濟 合 作 廳 ，〈 台 商 投 資 大 陸 產 生 積 聚 效 應 〉

http://www.fiet.gov.cn/readnews.asp?id=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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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正式實施，其中涉及到大陸對台資企業協會的制度規範，間接也規

範台資企業協會的會員即台商，底下分述之。  

1. 透過台資協會發起會員的數量，以形成台商的產業聚落，即引導

台商投資的群聚效應，因為台資企業協會的發起最低門檻依暫行

辦法第 8 條第二款規定台資企業協會成立時，「需有 50 個以上的

發起會員，其中單位會員不得少於 30 個。  

2. 規定業務主管單位為國務院台灣辦公室及地方政府的台灣辦公

室，暫行辦法第六條明白規定大陸「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和有

關地方人民政府台灣事務部門是台資企業協會的業務主管單位。」 

   換言之，台資企業協會的業務事宜，受大陸國務院台灣及各地

人民政府台灣事務部門所管轄，同樣地，協會的台商會員之業務運

作也受到管轄，因而，中共對台商制度規範的主管單位主要以大陸

國務院台灣辦公室及各地人民政府台灣事務部門為主，而輔以其他

政治統戰單位的制度規範，但台資企業協會則為相當重要的制度規

範之中介角色。  

3.  對台資協會的會長進行制度規範  

   在「暫行辦法」的第十一條中規定「台資企業協會會長由台商

擔任。會長、副會長應具備下列條件：遵守一個中國原則，擁護國

家統一，願意為促進兩岸經濟交流與合作積極努力，…..。」 59

   換言之，台資協會會長、副會長必須規範在大陸的政治主導下

的架構，配合政治策略及統戰策略，同時，也間接影響台商會員的

政治取向，形成漸進式的制度規範方式，也因此，台資企業協會所

扮演的角色是相當重要的。其扮演的角色有二：  

(1) 政策壓力及政策宣導  

  台商透過台商協會產生對中國大陸的政策壓力，也就是說，

台商協會一方面是中國大陸對台政策宣示的基本單位，國務院台

灣事務辦公室，各地方的對台辦，可以直接宣示中共對台商的經

                                                 
59 依鄭長宏，〈台資企業協會的招牌不可隨便掛出了剖析大陸《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管理暫行

辦法》中，強調大陸中央積極參與台資協會管理，及內部事務並要求台資企業協會的自主性，

詳 見 投 資 中 國 ， 第 111 期 ， 2003 年 5 月 ， 下 載 自

http://www.chinabiz.org.tw/Invcina/200305-111/111-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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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政策目標，以及中共對台政策的政治目的，但另一方面，台商

也透過台商協會表達政策建議，希望政治不要干擾經濟的運作。    

   如童振源列舉出 1995－ 1996 年台灣海峽危機中台商協會對中

共 對 台 政 策 的 政 策 壓 力 ， 希 望 中 國 大 陸 停 止 軍 事 演 習 ， 而

1999-2000 年台灣海峽事件，則由北京當局，如國台辦主任陳雲

林、國台辦副主任李炳才、國台辦經濟局局長何世忠主動向台商

保證，中國大陸保護台灣投資政策不會改變，希望台灣商人不要

撤資，甚至在 1999 年 12 月 5 日國務院制訂頒布「中華人民共和

國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施細則」，以便更進一步保護台灣同胞投

資的合法權益。2000 年 3 月 5 日，當時的朱融基總理也重申：「我

們要繼續推動兩岸人員往來和各項交流，積極發展兩岸經貿關

係，切實保護台灣同胞的正當權益，保護台胞投資與經營的合法

權益。」 60

(2) 協助解決投資糾紛  

台商也透過台商協會與各地方對台辦解決投資的糾紛，如〈台灣

同胞投資保護法〉第十四條規定，台商投資爭議的解決方式有四

種：一是協商解決；二是調解解決；三是仲裁解決；四是訴訟解

決。台商因為法律上並沒有如外商有投資保障協定的法律保障，

只有大陸所謂「國內法」法律的保障。同時，也無台灣當局政治

的有力保障，再加上大陸的訴訟又是曠日費時，緩不濟急，所以

台商習慣以協商解決和調解解決二種方式來處理合資糾紛。此

時，台商協會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透過台商協會與各地方對台

辦的政治功能，可以使台商獲得若干的協助，降低孤立無援的困

境產生。根據大陸國台辦的田野調查結果顯示台商發生糾紛有近

九成以上皆透過協商或調解解決，很少提請法院訴訟解決。 61

  

（三）省縣市對台辦  

  大陸各級政府均設有台灣事務辦事機構，專責對台灣同胞提供

                                                 
60童振源，《全球化下的兩岸經濟關係》，（台北：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頁 334-352。 
61 經濟日報，〈大陸台商求援偏愛找台辦〉， 2004 年 12 月 1 日，兩岸經貿A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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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規範、方便」的服務，具體職責包括法律宣傳與諮詢，投訴

受理和糾紛解決等，這是台商與大陸政府最能夠直接溝通的渠道和專

責的服務及保護機構。 62底下就大陸國務院台灣辦公室及一些相關的

各縣市的台灣辦公室的主要職責，來瞭解大陸透過省縣市對台辦來處

理、受理台商相關事務，特別是對台經貿交流及對台工作事宜，底下  

分述之：  

  依據國務院台灣辦公室的主要職責有：「  

1.研究、擬訂對台工作方針政策 ;貫徹執行黨中央、國務院確定的對台

工作的方針政策。  

2.組織、指導、管理、協調國務院各部門和各省、自治區、直轄市的

對台工作 ;檢查瞭解各地區、各部門貫徹執行黨中央、國務院對台

方針政策情況。  

3.研究臺灣形勢和兩岸關係發展動向 ;協調有關部門研究、草擬涉台的

法律、法規 ,統籌協調涉台法律事務。  

4.按照國務院的部署和授權 ,負責同臺灣當局及其授權社會團體談判

及簽署協定文件的有關準備工作。  

5.管理協調兩岸通郵、通航、通商事務 ;負責對台宣傳、教育工作和有

關臺灣工作的新聞發佈 ;處理涉台的重大事件。  

6.會同有關部門統籌協調和指導對台經貿工作和兩岸金融、文化、學

術、體育、科技、衛生等各個領域的交流與合作 ,以及兩岸人員往

來、考察、研討等工作 ,國際會議的涉台工作。  

7.完成國務院交辦的其他任務。」 63

    

   而依寧波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規定，其主要職責為：「貫

徹執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對台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涉台工作部

署；組織、指導、管理、協調全市對台工作；會同有關部門統籌協調

和指導全市對台經貿及文化、學術、科技、體育、衛生等領域的交流

與合作；指導和會同有關部門做好來本市的臺胞接待工作；協調處理

                                                 
62 曹培、莊仲希，〈台商投資大陸優惠政策現況與展望〉，投資中國，第 104 期 2002 年 10 月，
下載自http://www.chinabiz.org.tw/InvCina/200210-104/104-104.htm 。 
63 下載自國台辦網站，http://www.gwytb.gov.cn/tbjs/zyzz.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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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市發生的台商投訴案和重大涉台事件。」 64

 

根據大陸湘潭市委臺灣工作辦公室（湘潭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

公室），是一副處級設置，由市委統戰部管理，是市委、市人民政府

主管對台工作的辦事機構。其主要職責有：「  

1. 貫徹執行黨和國家的對台方針、政策和各項涉台法律、法規，會

同有關部門研究草擬涉台政策，歸口管理涉台工作。  

2. 組織、指導、管理、協調市及直市各單位和各縣、市、區的對台

工作，檢查瞭解各單位、各地區貫徹執行黨和國家對台方針、政

策情況。   

3. 會同市政府有關部門統籌協調指導對台經貿工作和我市與臺灣在

文化、體育、科技、衛生等各個領域的交流和合作協調指導。  

4. 指導、檢查、督促全市各地有關部門做好臺胞接待工作，接待來

潭臺灣中、上層人士。  

5. 負責我市居民因私赴台的指導管理工作。  

6. 組織、指導各地有關單位開展對台宣傳，向黨內外幹部、群衆進

行對台方針政策和涉台法律、法規的宣傳、教育。  

7. 聯絡臺灣形勢、兩岸關係發展動向和我市對台工作情況，提出對

策、建議。   

8. 組織管理我市的重大涉台活動，處理重大涉台事件。  

9. 負責市委對台工作領導小組的日常事務性工作。  

10.承辦市委、市政府、省各辦交辦的其他事項。  

台辦設 2 個職能科：  

1.  秘書科  

協調機關日常工作；  

2.  聯絡科  

負責對台上層聯絡工作，調查、研究臺灣上層人士的思想和政治

動向；掌握對台經貿和台商投資專案情況；督促、檢查各地、各

部門貫徹執行中央、省對台經濟政策及台商投資保護法；協調有

                                                 
64 寧波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下載自國台辦網站http://www.gwytb.gov.cn/dftb/ningb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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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部門負責做好對台資企業的政策及台商投資保護法；協調有關

部門負責做好對台資企業的政策指導、服務及台商投資協調工

作；及時掌握台商投資意向，做好潭台經濟、技術合用的牽線搭

橋工作；負責台商身份的認定和資信調查工作；指導、協調對台

勞務輸出，籌備市政府及有關部門召開的對台經濟協調會議。」65

    

再如廣東省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規定，其主要職責則為：

  「貫徹執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對台工作的方針、政策和省委、

省政府有關工作部署；研究擬訂本省對台工作的政策、法規、實施辦

法和工作計劃，並組織實施；組織、指導、管理、協調省直各部門和

各市、縣（區）的對台工作；會同有關部門統籌協調和指導對台經貿

工作；會同有關部門統籌、協調、指導粵台兩地文化、教育、科技、

衛生、體育等各個領域的交流與合作，以及兩岸人員往來、考察、研

討等工作；承辦審批、審核國務院合辦和省政府授權範圍內的赴台交

流項目立項和臺灣地區來粵交流項目；負責審批、管理臺灣記者來粵

採訪。」 66

   而深圳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其主要職責：「

                                                

貫徹執行中共

中央、國務院關於對台工作的方針、政策；組織、指導、管理、協調

市直各部門和各區的對台工作；會同有關部門統籌協調和指導對台經

貿工作；負責核准臺灣同胞投資企業的資格認定工作；負責接受臺灣

同胞捐贈的審批；會同有關部門統籌、協調、指導深台兩地的交流與

合作；負責對台宣傳、涉台新聞報道和涉台教育工作。」 67

   廈門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主要職責為：「貫徹執行中共

中央、國務院關於對台工作的方針、政策和福建省對台工作部署；處

理落實臺胞、臺屬政策的遺留問題；指導、協調、管理全市各部門的

對台、對金雙向交流工作；負責審批在我市舉辦的各項涉台交流活

動；負責審核我市赴台交流項目的立項報批工作；協調、指導、具體

 
65 下載自中共湘潭市委台灣工作辦公室http://www.xtxc.cn/tb.htm。 
66 廣東省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下載自國台辦網站

http://www.gwytb.gov.cn/dftb/guangdong.htm。 
67深圳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下載自國台辦網站http://www.gwytb.gov.cn/dftb/shenzh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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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廈台、廈金通郵、通航、通商事務；管理臺灣記者採訪及新聞交

流事項，負責審核我市新聞單位赴台交流項目的立項和報批工作；會

同有關部門開展廈台經貿合作與交流，參與地方性涉台經濟政策、法

規的制訂，負責台商多次往返證件的審核；指導管理台資企業協會等

方面工作。」 68

   而福建省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主要職責：「貫徹執行中共中

央、國務院關於對台工作的方針、政策和省委、省政府有關工作部署；

協調並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制訂涉台法律和地方性法規、政策；歸口

管理閩台“三通＂和向金門、馬祖供水工作；會同有關部門統籌協調

和指導全省對台經貿工作；會同有關部門協調處理台資企業的糾紛和

台商投訴工作；負責管理、審核、報批本省對台雙向交流的項目和人

員；負責管理、審批臺灣記者來閩的採訪事務；負責受理臺胞捐贈的

審批、管理工作。」 69

   上海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其主要職責有：「

                                                

貫徹執行中共

中央、國務院關於對台工作的方針、政策和市委、市政府有關工作部

署；組織、指導、管理和協調市委、市政府各部門的對台工作；會同

有關部門統籌協調、指導本市對台經貿工作和在文化、教育、學術、

體育、科技和衛生等各個領域的交往與合作；組織開展本市對台宣

傳、對台新聞發佈及審批、管理臺灣新聞記者來本市採訪事宜；會同

有關部門處理涉台的各種突發事件、臺灣漁民接待及通郵、通航、通

商等工作。」 70

    事實上，大陸在加入WTO之後，積極吸引有意到大陸投資的大

企業，如成立「台灣工業園地有限公司」，直接負責招募台灣企業到

開發區內的「海峽兩岸科技工業園」投資，另外如瀋陽高科技產業開

發區，1995 年 10 月正式成立專門針對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瀋陽海峽

兩岸科技工業園」，直接歸屬大陸國台辦管理。 71

 
68 厦門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下載自國台辦網站http://www.gwytb.gov.cn/dftb/xiamen.htm。 
69 福建省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下載自國台辦網站http://www.gwytb.gov.cn/dftb/fujian.htm。 

70  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台 灣 事 務 辦 公 室 ， 下 載 自 國 台 辦 網 站

http://www.gwytb.gov.cn/dftb/shanghai.htm。 
71 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大陸經營環境變遷對台商投資影響之研究》，（台北：經濟部投審議

委員會，2000 年），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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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南京也設有兩岸科技園，同樣也歸屬大陸國台辦管理，可見國

台辦一方面擔負起對台工作的任務。另一方面，也是有吸引台資管控

科技園區的職能，其工作職能是具有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雙重功能，這

也是因為台商投資不斷的投資，逐漸轉變了國台辦及各省各地方的對

台辦之純政治職能，並向政治與經濟雙重的制度創新發展，台商參與

了國台辦及各地方的對台辦之政府職能的制度創新的過程，並形成一

股推動制度變遷的力量。  

第三節 制度變遷  

  大陸運用台商並對台商進行制度規範，一方面是大陸吸引外資的

制度環境下，交易成本較低的運作方式，另一方面也是大陸對台政策

下的制度環境中最低的交易成本。也就是說大陸對台商的制度規範，

是符合大陸的利益，同時，也是一項可以降低大陸高交易成本的制度

選擇，這也形成大陸對台商制度規範的變遷，使得大陸持續對台商的

制度規範，並且政治會常常干擾經濟的運行。  

  這是由於經濟運作下的制度環境已逐漸成熟，再加上兩岸制度變

遷的政治制度依賴，於是這段時期便形成政治與經濟互動下大陸對台

商的制度規範，但政治時常會干擾經濟活動的進行，如大陸對綠色台

商採取的制度規範，形成一種政治環境對台商經濟活動的制約。  

  如前所述，大陸對台商的制度規範，是一項符合低交易成本的制

度變遷，進而形成自我強化的一項制度變遷，也就是標誌著大陸對台

商的制度規範會持續進行，底下分析之：  

  而中共對台商制度規範的制度變遷，筆者分為二個層面來看。  

第一個層面：誘致性制度變遷 (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 

 大陸對台商的制度規範就是在「台商」所帶來的利益下所「誘致」

而形成的，因為台商可以中國大陸帶來經濟成長所需的資金、技術、

管理人才，以及未來的高科技產業的大陸產業結構調整的種種「誘

因」，再加上中共對台的統戰策略以及台商深入大陸所產生的對台灣

當局的政治籌碼….等，皆是極大的「誘因」，致使中國大陸對台灣產

生誘致性的制度變遷。  

第二個層面：強制性的制度變遷 (imposed institution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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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對台商的制度規範，事實上，就是中共運用對台商的優惠政

策，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中共「國務院關於

鼓勵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等來規範、推動及實行中共對台商政

策的制度變遷，同時將台商納入到中共國家所掌控的強制性的制度變

遷，一方面優惠台商，提供台商在投資及租稅方面的優惠，另一方面

運用此種強制性的制度變遷，協助中國大陸調整國內產業結構及提昇

經濟成長。  

  到了現階段，中共也開始調整其政策，運用誘致性的制度變遷，

提供高科技台商在租稅方面的優惠政策，同時運用強制性的制度變

遷，降低傳統產業的台商之優惠政策及措施，逐漸淘汰台商的傳統產

業移入中國大陸，而大量鼓勵高科技台商到大陸的發展。其制度變遷

及自我強化的路徑依賴圖如下：  

 
大陸改革開放

 

 

 

 

 

 

 

 

 

 

 

 

 

 

 

自我強化作用  

吸引外資（台資）

政策  

大陸經濟成長

報酬遞增的鎖進效果  

吸引高科技台商產業  

調整大陸產業結構

自我強化作用  

吸收台商管理經驗及行銷

全球市場經驗及管理人才

中國大陸  

加入 WTO 全球化

 

 

圖 3-7、中共對台商制度規範的變遷發展圖  

 102



 

    中共對台商的制度規範方式，乃由政治思維往經濟思維發展，

再由經濟思維往經濟思維加上政治內涵的方向進行制度變遷，所以初

期在 1987 年開放探親之前，政治考量乃高於一切，但在台商逐漸加

大投資規模及數量後，就轉而為經濟掛帥，以經濟引導政治，中國大

陸強調「經濟工作現在是最大政治，是壓倒一切的政治，許多政治問

題、社會問題都必須從經濟的角度，用發展經濟的辦法才能解決，今

後長期的工作重點都放在經濟發展上，經濟工作搞上去了，社會生產

力發展了，國民收入提高了，一切問題都好解決。」 72

  事實上，中共深化對台商的吸引之優惠政策，同時也進一步  

吸引台商增加在大陸的投資金額及規模，一方面除了是因應全球市場

向中國市場轉移的磁吸效應，另一方面也是中共有計劃的制度規範下

之一環，誠如中共前「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丁關根所發表談

話指出：「大量吸引台灣資金有四大作用，第一、加深兩岸互補互益

的密切結合，用以突破台灣當局的政策限制。第二、密切兩岸結貿關

係，擴大雙方經貿往來，是遏制台灣分離傾向的重要途徑。第三、不

僅是祖國和平統一的需要，也有利於我國的『四化』建設。第四、大

量利用台灣資金，對打破西方國家對我的經濟制裁也有積極意義。」

73

  大陸針對台商作一制度性規範，事實上，也是一種漸進式產業調

整的制度變遷，因為改革開放之後，台商陸續進入大陸市場，大陸便

有制度性地管控外資與台資於特定區域或特定產業，如開放沿海城市

及擘劃四個經濟特區，制定外資（台資）投資產業目錄….等等，的

確發揮了限定台商企業集中於大陸希望企業經營及生產產業的方

向，另一方面，由於大陸的資本市場並不發達，所以台商資金也無法

大量進到大陸的資本市場，因而外資與台資企業的技術及管理經驗外

溢效果，的確促進了大陸第一階段的產業升級。  

   但中共內部也認為引進台資會產生若干負面作用：  

(1) 台商投資企業多屬勞力密集產業或夕陽工業，中小企業污染嚴

重，消耗能源大、經濟效益低，與中共引進外資的目標和重點不

                                                 
72 陳雨晨，《中共經濟發展策略之透視》，（台北：華泰書局，1983），頁 58。 
73 行政院大陸委會研究計劃，前揭書，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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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2) 台資企業多以「台灣接單、香港轉口、大陸加口、海外銷售」為

主的經營方式，而在大陸進行「來料加工」的三來一補的補償貿

易型式為主，對大陸資本的形成和經濟的作用有限。  

(3) 台資企業與大陸同類型企業產生爭市場、資金、人才、原料、和

基礎設施等現象。  

(4) 大陸在資本、就業、產品、外銷等方面，對外商也有一定的依賴。 

(5) 擔心台灣當局藉投資之便推銷台灣經驗或所謂「和平演變」以獲

致政治利益。 74 

 

而大陸也逐漸強化對台商的制度規範，一方面開放大陸內銷市

場，吸引台商投入資金於內銷，將吸引資金形式由補償貿易或生產型

企業轉向為資金投入服務業、流通業，大量吸收台資，另一方面則提

昇吸引台商企業的層次，由勞力密集產業轉為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

高科技產業。其制度規範乃配合規範政策，有效地階段性引導台商資

金。  

  Grab & Lin指出中國大陸設立厦門為「特別經濟區」其目的有二

方面：政治及經濟的目的乃是中國大陸政府希望吸引台資，因為台灣

居民很多移民自福建，仍然有血緣關係，透過擴展經貿關係，期待可

以促進統一。 75

  于宗先也指出：台灣與大陸的關係是相互依存的，台灣缺少大陸

資源的支持，台灣只是個缺乏營養的海島，大陸若缺少台灣，大陸失

去了一個經濟發展的實驗區，也會為了摸索經濟發展路線，付出很大

代價。 76

大陸的制度規範之下，台商在大陸投資的趨勢如同Tain-Jy Chen

指出一般經驗證明外國直接投資是由大廠所主導，但台灣的直接投資

                                                 
74 法務部調查局編印，《國人赴大陸投資的契機與風險》，（台北縣新店市：共黨問題研究中心，

1994），頁 69。 
75 Phillip Donald Grab and Jian Han Lin, e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New York: Quorum 
Books,1981), pp.27-28. 
76
于宗先，前揭書，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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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例外，乃是由中小企業扮演主要角色。77 而台商中小企業投資的

特性可歸結如下：尋找資源包括廉價的勞動力；缺乏管理人才、缺乏

資金、以及缺乏吸收風險的能力，對市場分析、資訊體系、成本分配

較無完整而且有效的技術及過程，也因此會尋求決策及蒐集資訊的捷

徑。
78

大陸對台商的制度規範，隨著制度的發展，會產生制度的變遷， 

特別會著重在政治目的，也就是說在政治上的制度規範會越來越 

明顯，如公開表示不歡迎綠色台商到大陸投資，強調台資企業協會 

會長需遵守「一個中國」的原則，而台商貨物及合同不得違反「一 

個中國」的原則合同等等，表示中國大陸對台商的制度規範越來越 

嚴密，政治性的制度規範也會越來越明顯。 

  事實上，中國大陸一方面積極招台商引台資，另一方面，卻也對

支持台獨立場的台商，特別是立場偏綠色民進黨的台商，表示不支  

持他們到大陸來投資。  

   如 2000 年 6 月初大陸國務院召開「對台商政策」座談會，參加

的部門有中共中央對台工作領導小組、國務院對台灣辦公室、經貿

委、公安部、海協會、稅務局、海關總署、軍委台灣戰略研究室等等，

會中提出：  

1. 對到大陸經商支持「台獨」，進行「台獨」活動的台商不歡迎、不

交往。  

2. 支持「台獨」的台商要撤資，不阻止、不歡送、不預定其立場者，

今後也不歡迎。  

3. 對台商到大陸經商，有關部門必須嚴格按中央方針政策申報辦

理，不得超越法規搞優待。  

4. 到大陸經商的台商，包括大集團必須遵守大陸法規和有關規定，

不得享有法外特權。  

5. 對到大陸投資的台商的資金實際到位，設備質量等，要進行覆核。 

6. 對蓄意逃稅、瞞稅、漏稅的台商要依法查辦，對搞走私的台商要

                                                 
77 Tain-Jy Chen, (1998),“ Introduction＂, In Tain-Jy Chen, ed., Taiwanese Firms in Southeast Asia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8), P. 2. 
78 Ibid., P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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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嚴辦。  

7. 對搞生產的台商違反環保或有損職工健康的，要責令限期改善，

否則予以關閉。  

8. 對台商違反勞工規則，侵犯職工權益的行為，要嚴肅處理，嚴重

者依法追究。  

9. 對台商以經商為幌子，在大陸搞敵對活動者，應依法打擊。 79 

 

而所謂「綠色台商」事件乃因奇美董事長許文龍發表支持「台獨

言論」而起。事實上， 1994 年許文龍在廣東省投資 3000 萬美元設立

化工廠。但到了 1997 年奇美落戶鎮江，1998 年開始投產聚苯乙烯 (PS)

廠，目前總投資近 2 億美元，預計分六期總投資預計達 6 億美元。  

  2003 年作為鎮江十大台商企業之一的鎮江奇美，盈利 30 億上繳

利稅為 5.45 億元，為整個鎮江市排名第二，從建成投產到 2002 年，

奇美上繳的利稅累計在鎮江地區為第一名。 80

    2004 年 4 月 8 日大陸國務院台灣辦公室副主任發表談話不容許

支持民進黨台商在大陸「撈好處」，之後，大陸各地展開海關、稅務、

公安、消防、地方政府等相關單位以各項稽查為由，陸續對獨派台商

企業進行駐廠查核。 81

  2004 年 5 月 24 日大陸國務院台灣辦公室發言人張銘清在新聞發

佈會上明確表示：「推動兩岸的經貿及各方面的交流是我們一貫的立

場，不會有台商投資受影響，但要說明的是，對於在大陸賺錢又回到

台灣支持『台獨』的人，我們是不歡迎的。」 82

  重慶台商協會會長陳一笙也表示大陸已開始針對「綠色」台商，

採取嚴辦違法，緊縮融資貸款，查稅等嚴格措施，而各省市台辦也同

                                                 
79 袁敬棠，〈中共打擊獨派台商政策的發展及台商因應之間〉，台商張老師月刊，26期，2000 年

7月份，下載自http://www.chinabiz.org.tw/chang/chang/026-200007/026-10.htm  
80  外灘畫報，〈清查鎮江奇美：斬斷輸往「台獨」的大陸利潤鍊〉，下載自：

http://house.jschina.com.cn/gb/jschina/2003/24/node6436/userobject1ai468980.html。 
81 袁敬棠，〈中共打擊獨派台商政策的發展及台商因應之間〉，台商張老師月刊，26期，2000 年

7月份，下載自http://www.chinabiz.org.tw/chang/chang/026-200007/026-10.htm
82 中國台灣網，〈國台辦：我們不歡迎“綠色＂台商，人民日報痛斥許文龍〉，2004 年 6月 2日，
下載自http://www1.chinataiwan.org/web/webportal/W2001181/A99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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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開始調查台商的政治背景，表明不歡迎「綠色」台商。 83

   2004 年 6 月 16 日大陸商務部副部長馬秀紅表示：「祖國大陸對

於鼓勵台商在大陸投資的政策沒有變，台商在大陸投資的合法權益會

受到法律的保護。對於搞『台獨』分裂的。不管是誰，我們都堅決反

對。」 84

   2004 年 6 月 30 日中國台灣網消息，大陸國務院對台辦公室發言

人李維一在新聞發布令上指出：有部份台商向台灣「陸委會」反映，

所謂他們遭到查稅的說法和事實不符的，稅務部門依法履行職責，無

論是對台商，對大陸企業和大陸商人都是一樣的，兩岸經濟貿易合作

有利於兩岸同胞的根本利益，對此，我們一貫是採支持、鼓勵的立場，

並採取很多措施，對台灣同胞來大陸投資經濟提供幫助和服務，並依

法保護他們的正當權益，我們將一如既往的作下去。 85

   奇美實業副總經理許春華指出，許文龍為了避免奇美實業在大陸

投資碰到任何狀況，早已在 2004 年 5 月 10 日辭去董事長職務，希望

大陸能將政商分離，讓政治遠離工商界。 86

   而「綠色」台商事件，誠如大陸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朱

磊指出，對於奇美等涉及到「綠色」台商的企業，大陸各級政府為進

一步加強「依法治國」，將本著「依法辦事」的原則來處理經濟問題。

同時，所謂的優惠措施或「同等優先，適當放寛」的政策也會取消。

而「收緊銀根」也是懲罰「綠色」台商的經濟手段之一。 87

   高長也指出，展望未來，兩岸經貿交流將持續發展，而市場誘因

仍為主導力量，全球化趨勢，WTO機制等因素，都可能進一步促成台

灣與大陸經濟的進一步融合，不過，不可否認的短期性經濟面和非經

                                                 
83  外灘畫報，〈清查鎮江奇美：斬斷輸往「台獨」的大陸利潤鍊〉，下載自：

http://house.jschina.com.cn/gb/jschina/2003/24/node6436/userobject1ai468980.html。 
84  下 載 自 人 民 網 ，〈 商 務 部 副 部 長 ： 鼓 勵 台 商 在 大 陸 投 資 政 策 沒 變 〉

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1026/2576489.html 。 
85 中國台灣網，〈所謂「綠色台商」遭查稅的稅法歪曲事實〉，2004 年 6 月 30 日，下載自
http://www.chinataiwan.org/web/webportal/W2001020/A15134.html。 
86 大紀元報導，〈奇美鎮江等廠運作正常，低調面對大陸點名〉，2004 年 6 月 1 日，下載自
http://www.epochtimes.com/b5/4/6/1/n555910.htm。 
87  新 京 報 ，〈 綠 色 台 商 許 文 龍 在 大 陸 投 資 的 鎮 江 奇 美 前 景 未 卜 〉， 下 載 自

http://house.jschina.com.cn/gb/jschina/2003/24/node6436/userobject1ai4689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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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面的不利因素，如「綠色台商」事件，已對台商西進產生負面影響，

而兩岸經貿關係想要在短期間獲得突破性發展並不容易。 88

 

 

 而大陸對台商的制度規範中，政治目的越來越明顯，同時也表

現在一些法律規定之中，如 2000 年 12 月 29 日由大陸對外經濟貿易

部公佈實施的「對台灣地區貿易管理辦法」中，第六條規定：對台貿

易合同以及貨物上不得出現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字樣和標記，不

得出現有礙祖國統一的字眼。  

   在 2003 年 3 月 20 日公布的「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管理暫行辦

法」中，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台資企業協會會長、副會長應具備下列

條件：遵守一個中國原則，擁護國家統一，願意為促進兩岸經濟交流

與合作積極努力。  

   可見，大陸對台商的制度規範是持續進行，操作越來越熟練，政

治性的制度規範角色，也會越來越吃重，台商不得不注意此一制度變

遷的發展。  

 

                                                 
88  高 長 ，〈 兩 岸 經 貿 關 係 現 況 與 前 景 〉， 下 載 自 華 夏 經 緯 網 ，

http://www.huaxia.com/20040804/002286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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