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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more intens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especially the establishment of bilateral free trade are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countries to join global 
competitions. In such a background, based on the objective trend 
that the corporat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has been enhanced 
and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has been reinforced across Taiwan 
Strait, both parties should try their best to avoid political 
interference and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rporation across the strait in order to fully realize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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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dvantages respectively, create bilater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achieve win-win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trade. 

 

 

 

 

 

 

 

 

 

 

 

 
 
 
 
 



 Corporat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17 

 

A Positive Analysis on the Corporat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against the FTA 
Background 

 
Ma Yeqing,   Jiang Lili, and  Zhang Erzhen 

 

Key Words: Free Trade Area (FTA)；Taiwan Straits；

Corporat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Dependence Degree of 
Economy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more intens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especially the establishment of bilateral free trade are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countries to join global 
competitions. In such a background, based on the objective trend 
that the corporat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has been enhanced 
and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has been reinforced across Taiwan 
Strait, both parties should try their best to avoid political 
interference and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rporation across the strait in order to fully realize their 

18／Taiwanese Journal of WTO Studies X, 2008 

  

comparative advantages respectively, create bilater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achieve win-win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trade. 

 

 

 

 

 

 

 

 

 

 

 

 
 
 
 
 



 Corporat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19 

 

FTA 背景下海峽兩岸貿易投資融合

的實證分析 
 

張二震  馬野青  蔣麗莉1 
南京大學國際經濟貿易系 

 
關鍵字︰自由貿易區  海峽兩岸  貿易投資融合  經濟依存度   

 

摘要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區域

經濟一體化特別是雙邊自由貿易區的組建成為有關國家集體

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載體。在此背景下，海峽兩岸在貿易與

投資融合程度不斷提高、經濟貿易聯繫不斷增強的客觀形勢

下，應儘量避免政治干擾，大力發展兩岸的經貿合作，以充

分發揮各自得比較優勢，創造雙方的競爭優勢，求得經濟貿

易發展的雙贏。                     

 

一、FTA 的迅速發展要求海峽兩岸加強經貿合作 

                                                 
1  張二震係南京大學國際經濟貿易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馬野

青是南京大學國際經濟貿易系副教授、經濟學博士；蔣麗莉則為南

京大學國際經濟貿易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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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二戰後世界經濟發展進程中的突出現

象。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FTA（自由貿易區）的迅猛發展

則是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顯著趨勢。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JETRO）的統計資料，截至 2006 年 6 月，全球已經生效

的 FTA 達到 148 個，其中 70 年代以前、70 年代和 80 年代

簽署的分別只有 4 個、8 個和 7 個，而 90 年代和 2000 年以

後分別達 53 個和 76 個，90 年代及 2000 年之後簽訂的分別

占了 9 成和 5 成左右（見圖 1）。 
 

 
 

圖 1 全球 FTA 的發展趨勢（累計額） 

注：1.本圖中的資料是從 WTO 主頁上登載的 193 個地

區貿易協定（RTA：Regional Trade Agreement）中除去了①

新的 FTA 生效後與原來重複的個數②同時向 GATT 和

GTAS 重複申報的個數之後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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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時間順序按生效日期。生效日期不明的按 GATT 或

WTO 的通報年份（GCC：84 年、ECO：92 年）計算。 
資料來源：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網站 

http://www.jetro.go.jp 
 

90 年代以來的 FTA 除了數量迅速增長外，雙邊 FTA 的

興起是另一個重要特徵。如果我們將 EU、EFTA 以及東盟

分別看作一個整體，那麼 90 年代以前多邊 FTA 在 FTA 中

占多數，90 年代以後則是雙邊 FTA 占絕大多數。特別是

2000—2006 年中期，一共只生效了 4 個多邊 FTA，2001-
2005 年生效的都是雙邊 FTA。 
 

表 1 全球 FTA 發展形式 

 

70
年

代

前 

70
年

代 

80
年

代

90
年

代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多邊

FTA 4 4 5 12 3 0 0 0 0 0 1 

雙邊

FTA 0 4 2 41 8 10 11 12 21 7 3 

注：1.這裏的資料是在 EU、EFTA 和東盟成立後將它們

分別看作一個集團而歸納得出的。 
2.2006 年的資料為截至 2006 年 6 月 15 日以前 

資料來源：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的統計資

料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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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東亞地區而言，與歐美相比，由於區域內外的諸多因

素制約，本地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顯得較為滯後，這與本地

的經濟增長速度、區域內分工與貿易的發展與深化以及在世

界經濟中的地位很不相稱。但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則使東亞

各國意識到加強區域合作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區內不少國家

紛紛探索新的次地區經濟合作模式，除一體化程度不斷深化

的東盟以外，中國和東盟之間的 2010 年生效的“10+1”自

由貿易區、中國大陸和中國香港、中國澳門之間的 CEPA 及

牽涉區內國家的其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紛紛出籠。 
在全球和區域 FTA 不斷發展的背景下，同為區內乃至

全球重要經濟實體的大陸和臺灣之間的貿易和分工也迅速發

展，經濟依賴程度不斷提高，加強兩岸的經貿合作、促進雙

方經濟一體化不僅是雙方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雙方合

作應對國際競爭的必要措施。但由於歷史與政治原因，雙方

在政府層面的雙向經濟貿易合作與協商舉步維艱，經濟貿易

聯繫主要依賴民間推動或大陸方面對台的單邊開放。其結果

是，自 20 世紀 80 年代打破政治“禁忌”後，單向的台商對

大陸投資不斷發展。2001 年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以

及大陸和臺灣（臺灣以台澎金馬單獨關稅區名義）同時成為

WTO 成員，海峽兩岸的分工得以進一步深化，經濟與貿易

的聯繫程度日益緊密。現在，臺灣已成為大陸重要的資金、

技術來源地，而大陸不僅是臺灣貿易順差的 主要來源，更

是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唇齒相依可謂兩岸經濟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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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照。在全球區域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如何借助合作提高雙

方的競爭力，兩岸經濟貿易聯繫程度、貿易投資融合程度究

竟如何，兩岸經濟貿易關係將向何方發展？這是兩岸關係中

各界普遍關注的重要議題。 
 
關於海峽兩岸貿易與投資融合的研究國內學者作了一定

的探討，但計量角度的分析還顯得較不充分。就實證分析方

面，一些學者計算出較能衡量兩岸貿易投資融合程度的經濟

依存度，填補了兩岸經貿關係研究的空白（華曉紅，趙旭

梅，2005），但兩位學者在這方面主要是方法的論述，計算

的資料少且僅當作例子來說明計算過程。隨著兩岸貿易投資

融合程度的不斷提高，不少學者紛紛提出“兩岸共同市場”

的特殊構架與機制設計，強調借助 WTO 規範起步，以

CEPA 內容為基礎模本，吸收港澳地區的積極參與，發展政

黨與民間利益集團、產業工會、協會、商會等商業及社會仲

介機構的合作、溝通，並先建立“綜合試驗區”， 終實現

兩岸從開放性次區域自由貿易區到全面性兩岸經濟一體化

（唐永紅，2006），或在另一層面上也可稱“中華經濟區”

模式（顏鵬飛，2005）。本文將主要從實證的角度，依據所

能搜集到的歷年資料，考察兩岸貿易與投資的融合，說明兩

岸經濟與貿易的依賴程度現狀，並提出相應得對策建議。 
 

二、海峽兩岸貿易與投資融合的實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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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峽兩岸經濟貿易發展的總體狀況 
 
90 年代以來，大陸與臺灣經濟貿易聯繫的加強主要表

現為臺灣對大陸單方面的投資與出口貿易的不斷發展（見表

2、表 3）。從表 2 我們可以看到，1989—2005 年，臺灣對

大陸投資經過 90 年代上半期的迅速發展後，下半期進入平

穩增長與波動階段，表現為 1989—1993 年，臺灣對大陸投

資的專案數、協議投資額、實際投資額同步大幅增長。但

1993 年之後，受兩岸關係得影響及臺灣主管機構“南向政

策”的困擾，臺灣對大陸的投資呈現出不穩定性和較大的起

伏性。例如，1993 年臺灣主管機構第一次“南向政策”、

1996 年“戒急用忍”政策與台海危機、2000 年的政黨輪

替，多對臺灣對大陸的投資造成了負面影響。政治上的障礙

使得臺灣對大陸的實際投資額雖然總體上在波動中保持穩

定，但相對於大陸經濟和利用外資的迅速發展，台資在大陸

利用外資中的地位（實際台資占比）有所下降。 
 

伴隨著臺灣對大陸投資的曲折中前進，海峽兩岸之間的

貿易也不斷發展（見表 3）。但從表 3 可以發現，兩岸貿易

呈明顯的單向性。臺灣對大陸垂直型投資的發展帶動了臺灣

對大陸中間零部件產品的出口，使得大陸從臺灣的進口不斷

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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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與民間利益集團、產業工會、協會、商會等商業及社會仲

介機構的合作、溝通，並先建立“綜合試驗區”， 終實現

兩岸從開放性次區域自由貿易區到全面性兩岸經濟一體化

（唐永紅，2006），或在另一層面上也可稱“中華經濟區”

模式（顏鵬飛，2005）。本文將主要從實證的角度，依據所

能搜集到的歷年資料，考察兩岸貿易與投資的融合，說明兩

岸經濟與貿易的依賴程度現狀，並提出相應得對策建議。 
 

二、海峽兩岸貿易與投資融合的實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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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峽兩岸經濟貿易發展的總體狀況 
 
90 年代以來，大陸與臺灣經濟貿易聯繫的加強主要表

現為臺灣對大陸單方面的投資與出口貿易的不斷發展（見表

2、表 3）。從表 2 我們可以看到，1989—2005 年，臺灣對

大陸投資經過 90 年代上半期的迅速發展後，下半期進入平

穩增長與波動階段，表現為 1989—1993 年，臺灣對大陸投

資的專案數、協議投資額、實際投資額同步大幅增長。但

1993 年之後，受兩岸關係得影響及臺灣主管機構“南向政

策”的困擾，臺灣對大陸的投資呈現出不穩定性和較大的起

伏性。例如，1993 年臺灣主管機構第一次“南向政策”、

1996 年“戒急用忍”政策與台海危機、2000 年的政黨輪

替，多對臺灣對大陸的投資造成了負面影響。政治上的障礙

使得臺灣對大陸的實際投資額雖然總體上在波動中保持穩

定，但相對於大陸經濟和利用外資的迅速發展，台資在大陸

利用外資中的地位（實際台資占比）有所下降。 
 

伴隨著臺灣對大陸投資的曲折中前進，海峽兩岸之間的

貿易也不斷發展（見表 3）。但從表 3 可以發現，兩岸貿易

呈明顯的單向性。臺灣對大陸垂直型投資的發展帶動了臺灣

對大陸中間零部件產品的出口，使得大陸從臺灣的進口不斷

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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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89-2005 臺灣投資大陸情況 
單位：億美元；% 

年份 
項目數 合同台資 實際台資 

個數 同比

% 
占總額

比重% 金額 同比 
% 

占總額

比重% 金額 同比

% 
占總額

比重%
1989 539 --- 9.3 4.3 --- 7.7 1.6 --- 4.7 
1990 1103 104.6 15.2 8.9 107.0 13.5 2.2 37.5 6.3 
1991 1735 57.3 13.4 13.9 56.2 11.6 4.7 113.6 10.8 
1992 6430 270.6 13.2 55.4 298.6 9.5 10.5 123.4 9.5 
1993 10948 70.3 13.1 99.7 80.0 8.9 31.4 199.0 11.4 
1994 6247 -42.9 13.1 54 -45.8 6.5 33.9 8.0 10.0 
1995 4847 -22.4 13.1 58.5 8.3 6.4 31.6 -6.8 8.4 
1996 3184 -34.3 13.0 51.4 -12.1 7.0 34.8 10.1 8.3 
1997 3014 -5.3 14.4 28.1 -45.3 5.5 32.9 -5.5 7.3 
1998 2970 -1.5 15.0 29.8 6.0 5.7 29.2 -11.2 6.4 
1999 2499 -15.9 14.8 33.7 13.1 8.2 26.0 -11.0 6.4 
2000 3108 24.4 13.9 40.4 19.9 6.5 23.0 -11.5 5.6 
2001 4214 35.6 16.1 69.1 71.0 10.0 29.8 29.6 6.4 
2002 4853 15.2 14.2 67.4 -2.5 8.1 39.7 33.2 7.5 
2003 4495 -7.4 10.9 85.6 27.0 7.4 33.8 -14.9 6.3 
2004 4002 -11.0 9.5 93.1 8.8 6.4 31.2 -7.7 5.1 
2005 3907 -2.4 8.8 103.6 11.3 5.5 21.6 -30.8 3.6 
合計 68095 --- --- 896.9 --- --- 417.9 --- --- 

資料來源：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網站 
 

相反，由於臺灣主管機構的嚴格限制，大陸產品則難以

進入臺灣市場，大陸對台出口增長緩慢，以致 1978—2005
年間，大陸自台進口總額達 4140.77 億美元，而同期對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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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只有 817.28 億美元，大陸存在巨額逆差，且貿易逆差有

愈演愈烈之勢。這種趨勢一方面與貿易投資一體化引起的貿

易轉移有關，但人為的限制因素起著重要作用。海峽兩岸的

這種單邊開放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背道而馳。 
 

表 3  1978-2005 海峽兩岸貿易情況 
單位：億美元；% 

年

份 貿易總額
增長率

% 
對台出

口 
增長率

% 
自台進口 增長率

% 
1978 0.46 --- 0.46 --- 0 --- 
1979 0.77 67.4 0.56 21.7 0.21 --- 
1980 3.11 303.9 0.76 35.7 2.35 1019.1 
1981 4.59 47.6 0.75 -1.3 3.84 63.4 
1982 2.78 -39.4 0.84 12 1.94 -49.5 
1983 2.48 -10.8 0.9 7.1 1.58 -18.6 
1984 5.53 123 1.28 42.2 4.25 169 
1985 11.01 99.1 1.16 -9.4 9.85 131.8 
1986 9.55 -13.3 1.44 24.1 8.11 -17.7 
1987 15.16 58.7 2.89 100.7 12.27 51.3 
1988 27.21 79.5 4.79 65.7 22.42 82.7 
1989 34.84 28 5.87 22.5 28.97 29.2 
1990 40.43 16.08 7.65 30.41 32.78 13.18 
1991 57.93 43.26 11.26 47.11 46.67 42.36 
1992 74.1 23.9 11.2 -0.6 62.9 34.7 
1993 143.95 94.26 14.62 30.54 129.33 105.6 
1994 163.2 13.44 22.4 53.21 140.8 8.87 
1995 178.8 9.49 31 38.39 147.8 4.97 
1996 189.8 6.1 28 -9.6 161.8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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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198.38 4.5 33.96 21.2 164.42 1.6 
1998 204.98 3.3 38.69 13.9 166.29 1.1 
1999 234.79 14.5 39.5 2.1 195.29 17.4 
2000 305.3 31.1 50.4 27.6 254.9 30.6 
2001 323.4 5.9 50 -0.8 273.4 7.2 
2002 446.2 38.1 65.9 31.7 380.3 39.3 
2003 583.7 30.7 90 36.7 493.7 29.7 
2004 783.2 34.2 135.5 50.4 647.8 31.28 
2005 912.3 16.5 165.5 22.2 746.8 15.3 
累

計 4957.95 --- 817.28 --- 4140.77 --- 

資料來源：國家海關總署 
 

（二）兩岸經濟依存度 
 
儘管海峽兩岸的經濟與貿易合作存在諸多障礙，但 90

年代以來兩岸經濟貿易聯繫的加強卻是不爭得事實。下面我

們從雙邊的貿易依存度、投資依存度和經濟依存度三個方面

加以分析。 
 
1、兩岸貿易依存度 
 
兩岸貿易依存度是指兩岸貿易在各自對外貿易和 GDP

中所占比重，表示兩岸貿易在各自貿易和經濟中的地位及影

響力（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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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4 可以看出，1989—2004 年的 16 年間，兩岸的貿

易依存度都有提高。大陸對臺灣的貿易依存度上升了 3.97
個百分點，臺灣對大陸的貿易依存度上升了 22.45 個百分

點。其中，從 2003 年開始，臺灣三分之一以上的出口市場

在大陸，說明臺灣與大陸之間加強貿易領域的合作，減少人

為貿易障礙有著客觀的經濟基礎。根據統計，臺灣對大陸出

口的商品主要是電機設備、光學儀器、機械用具等中間投入

品（見表 5），這與當前 FDI 中的垂直一體化分工密切相

關。隨著台商紛紛在大陸投資設廠，其所需的上游與下游相

關產品和服務大多仍由臺灣本土提供，從而導致臺灣對大陸

出口居高不下，相應帶動了兩岸貿易依存度的整體提高。 
 
從貿易格局來看，兩岸貿易總體上以產業間貿易為主，

且迅速上升的產業內貿易又以垂直型為主，因此目前中間投

入品在臺灣對大陸的出口中占主要地位。但長遠看，隨著台

資企業在大陸本土化步伐的加快，為了節約運輸成本，更好

利用大陸廉價勞動力和龐大的內需市場等優勢，在大陸投資

所在地建立完整的生產價值鏈已成為越來越多臺灣企業家的

重要選擇。兩岸產業內貿易正逐漸呈現出由垂直型向水準型

發展的趨勢。 
 
2、兩岸投資依存度 
 
目前，由於政治因素，大陸無緣直接投資臺灣，所以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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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的投資主要表現為臺灣對大陸的投資（見表 6）。 
 

表 4  海峽兩岸貿易依存度（1989-2004） 
 
 
年份 

大陸對臺灣貿易依存度 臺灣對大陸貿易依存度 
海峽兩

岸貿易/
大陸貿

易總額 

大陸對

台出口

/大陸

總出口

大陸從

台進口

/大陸

總進口 

海峽兩

岸貿易

/大陸

GDP 

海峽兩

岸貿易/
臺灣貿

易總額 

臺灣對大

陸出口/
臺灣總出

口額 

臺灣從

大陸進

口/臺灣

總進口 

海峽兩

岸貿易

/臺灣

GNP 
1989 3.12% 1.12% 4.90% 0.78% 2.93% 4.39% 1.13% 2.28%
1990 3.50% 1.23% 6.14% 1.04% 3.31% 4.89% 1.39% 2.46%
1991 4.27% 1.57% 7.32% 1.42% 4.17% 6.14% 1.79% 3.15%
1992 4.48% 1.32% 7.80% 1.53% 4.84% 7.77% 1.56% 3.41%
1993 7.36% 1.59% 12.44% 2.40% 8.89% 15.22% 1.90% 6.30%
1994 6.90% 1.85% 12.18% 3.01% 9.17% 15.14% 2.64% 6.57%
1995 6.37% 2.08% 11.19% 2.60% 8.32% 13.20% 2.98% 6.64%
1996 6.55% 1.85% 11.65% 2.36% 8.71% 13.95% 2.75% 6.69%
1997 6.10% 1.86% 11.55% 2.25% 8.37% 13.48% 2.98% 6.76%
1998 6.33% 2.11% 11.86% 2.20% 9.49% 14.98% 3.68% 7.61%
1999 6.51% 2.03% 11.79% 2.41% 10.08% 16.01% 3.56% 8.08%
2000 6.44% 2.02% 11.32% 2.86% 10.60% 17.22% 3.60% 9.73%
2001 6.35% 1.88% 11.23% 2.80% 14.06% 22.23% 4.67% 11.28%
2002 7.19% 2.02% 12.88% 3.55% 18.35% 29.12% 5.86% 15.42%
2003 6.86% 1.86% 11.96% 4.14% 21.51% 34.24% 7.08% 19.73%
2004 6.78% 2.28% 11.54% 4.75% 22.91% 37.23% 8.07% 24.73%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內生產總值”和

“對外經濟貿易”部分有關內容、附錄中臺灣地區的相關內

容以及表 3 的相關內容計算。其中，大陸 GDP 通過當年人

民幣匯率折算成美元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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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04 年臺灣地區輸往祖國大陸前 10 項商品統計 

單位：百萬美元；% 
順序 名稱 金額 比重 

1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14043.0 25.1 
2 光學、照相等儀器及其零附件 5737.8  51.3 
3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5646.3  17.7 
4 塑膠及其製品 4518.4  41.1 
5 鋼鐵 2539.5  35.6 
6 有機化學產品 1813.8  44.2 
7 人造纖維絲 1274.7  35.9 
8 銅及其製品 1075.6  51.2 
9 工業用紡織物 701.6  44.3 
10 人造纖維棉 599.8  33.8 

資料來源：轉引自林毅夫 易秋霖：《海峽兩岸經濟發展與

經貿合作趨勢》，《國際貿易問題》2006 年第 2 期  
 
由表 6 我們可以發現，90 年代初，臺灣對大陸的投資

快 速 增 長 ， 1990 — 1995 年 的 五 年 時 間 裏 ， 投 資 增 長 了

1336.36%，其後一直保持平穩態勢。但近年來，台資占大陸

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的比重有所下降，在大陸 GDP 中所占比

重下降明顯。究其原因，一是中國大陸經濟持續高速增長，

GDP 總量不斷擴大甚至躍居世界前列；二是中國已成為全

球資本理想的投資場所，外資大量湧入，而臺灣對大陸投資

則在過多人為限制下起起伏伏。從表 6 總體來看，臺灣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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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的投資主要表現為臺灣對大陸的投資（見表 6）。 
 

表 4  海峽兩岸貿易依存度（1989-2004） 
 
 
年份 

大陸對臺灣貿易依存度 臺灣對大陸貿易依存度 
海峽兩

岸貿易/
大陸貿

易總額 

大陸對

台出口

/大陸

總出口

大陸從

台進口

/大陸

總進口 

海峽兩

岸貿易

/大陸

GDP 

海峽兩

岸貿易/
臺灣貿

易總額 

臺灣對大

陸出口/
臺灣總出

口額 

臺灣從

大陸進

口/臺灣

總進口 

海峽兩

岸貿易

/臺灣

GNP 
1989 3.12% 1.12% 4.90% 0.78% 2.93% 4.39% 1.13% 2.28%
1990 3.50% 1.23% 6.14% 1.04% 3.31% 4.89% 1.39% 2.46%
1991 4.27% 1.57% 7.32% 1.42% 4.17% 6.14% 1.79% 3.15%
1992 4.48% 1.32% 7.80% 1.53% 4.84% 7.77% 1.56% 3.41%
1993 7.36% 1.59% 12.44% 2.40% 8.89% 15.22% 1.90% 6.30%
1994 6.90% 1.85% 12.18% 3.01% 9.17% 15.14% 2.64% 6.57%
1995 6.37% 2.08% 11.19% 2.60% 8.32% 13.20% 2.98% 6.64%
1996 6.55% 1.85% 11.65% 2.36% 8.71% 13.95% 2.75% 6.69%
1997 6.10% 1.86% 11.55% 2.25% 8.37% 13.48% 2.98% 6.76%
1998 6.33% 2.11% 11.86% 2.20% 9.49% 14.98% 3.68% 7.61%
1999 6.51% 2.03% 11.79% 2.41% 10.08% 16.01% 3.56% 8.08%
2000 6.44% 2.02% 11.32% 2.86% 10.60% 17.22% 3.60% 9.73%
2001 6.35% 1.88% 11.23% 2.80% 14.06% 22.23% 4.67% 11.28%
2002 7.19% 2.02% 12.88% 3.55% 18.35% 29.12% 5.86% 15.42%
2003 6.86% 1.86% 11.96% 4.14% 21.51% 34.24% 7.08% 19.73%
2004 6.78% 2.28% 11.54% 4.75% 22.91% 37.23% 8.07% 24.73%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內生產總值”和

“對外經濟貿易”部分有關內容、附錄中臺灣地區的相關內

容以及表 3 的相關內容計算。其中，大陸 GDP 通過當年人

民幣匯率折算成美元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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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的投資在大陸利用外資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大陸對臺灣資

金的依賴程度呈下降趨勢。 
 

表 6  大陸對臺灣的投資依存度 
單位：億美元；% 

年份 臺灣對大陸的實際投資 占當年大陸外資實際使用金額% 占大陸 GDP%
1989 1.60 1.59% 0.04% 
1990 2.20 2.14% 0.06% 
1995 31.60 6.57% 0.46% 
1996 34.80 6.35% 0.43% 
1997 32.90 5.11% 0.37% 
1998 29.20 4.99% 0.31% 
1999 26.00 4.94% 0.27% 
2000 23.00 3.87% 0.22% 
2001 29.80 6.00% 0.26% 
2002 39.70 7.22% 0.32% 
2003 33.80 6.02% 0.24% 
2004 31.20 4.87% 0.19%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國台辦網站的相關資料

計算。表中資料不含台商為避稅目的經第三地進行的對大陸

投資。 
 

以上分析僅基於臺灣直接投資大陸的情況，不考慮經過

第三地進行的轉投資。如果加上經過維爾京群島、巴哈馬等

進行的第三地轉投資，根據華曉紅等（2005）的研究，台資

占大陸外資實際使用金額的比重比不包括第三地時減少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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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而占大陸 GDP 的比重則有所上升。 
 
3、兩岸經濟依存度 
 
出於政治考量，臺灣行政當局對台資進入大陸設置了重

重障礙，其藉口多是投資大陸造成“臺灣產業空洞化”、

“臺灣競爭力下降”、“大陸獲得的利益更多”等等。下

面，我們將借助兩岸經濟依存度的分析，從兩岸投資所得角

度對此加以剖析。 
 
所謂兩岸經濟依存度可以定義為兩岸經貿往來對兩岸所

產生的經濟貢獻與臺灣或大陸的 GDP 比值，其計算公式

為：經濟貢獻/兩岸各自 GDP，其中，經濟貢獻=貿易所得+
投資所得。 

 
對兩岸經貿往來對兩岸所產生的經濟貢獻的計算，我們

借鑒華曉紅等（2005）所採用的“迂回”演算法。該演算法

在計算貿易所得時引入了“外貿乘數”概念，計算大陸的投

資所得時採用了“附加價值”的概念，計算臺灣的投資所得

時直接根據臺灣學者所計算出的投資收益比率 0.71 得出結

論。下面對這些指標加以一一說明。 
 
貿易所得的計算方面。“外貿乘數”是美國農業部華裔

學者王直和 G.Edward Schuh 計算得出的，反映了貿易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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峽兩岸各自經濟增長的比率。據他們估計，大陸的“外貿乘

數”為 19.4%至 28.7%，臺灣的“外貿乘數”為 22.3%至

32%。具體演算法是以海峽兩岸貿易總額乘以各自的“外貿

乘數”即得各自的貿易所得。 
 
大陸投資所得的計算。“附加價值”由臺灣學者童振源

提出，即利用工業附加價值對工業產值的比率來推導台資對

大陸經濟的貢獻。由於相關資料的缺乏，只能用台資占外商

投資的比率乘以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增加值來估算。 
 
臺灣投資所得的計算。根據童振源 1997 年的計算結

果，臺灣對大陸的投資收益比率為 0.71。用臺灣對大陸的實

際投資額乘以這一比率即可得到臺灣的投資所得。 
 
採用這種方法，我們可以較具體地計算出 1998—2004

年海峽兩岸的經濟依存度（見表 7）。 
 
表 7 清楚表明，在海峽兩岸貿易與投資的融合中，兩岸

的經貿發展實現了利益的“雙贏”。其中，臺灣的貿易所得

高於大陸貿易所得，而大陸的投資所得遠遠高於臺灣的投資

所得。兩岸的經濟依存度逐年上升。從總體上看，雖然兩岸

各自對對方的經濟依存度存在較大差，但這主要是由兩者不

同的經濟規模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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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兩岸經濟依存度（1998-2004） 
單位：億美元；% 

年

份 
臺灣 

貿易所得 
大陸 

貿易所得

臺灣投資

所得 
大陸投資

所得 
臺灣對大陸

經濟依存度 
大陸對臺灣

經濟依存度 

1998 45.71-65.59 39.77-58.83 20.73 24.42 2.47%-
3.21% 

0.69%-
0.90% 

1999 52.36-75.13 45.55-67.38 18.46 28.93 2.44%-
3.22% 

0.77%-
0.99% 

2000 68.08-97.70 59.23-87.62 16.33 28.51 2.69%-
3.63% 

0.82%-
1.09% 

2001 72.12-103.49 62.74-92.82 21.16 51.71 3.25%-
4.35% 

0.99%-
1.25% 

2002 99.50-142.78 86.56-
128.06 28.19 74.75 4.41%-

5.91% 
1.28%-
1.62% 

2003 130.17-
186.78 

113.24-
167.52 24.00 84.38 5.21%-

7.12% 
1.40%-
1.79% 

2004 147.65-
250.62 

131.94-
224.78 22.15 --- 6.21%-

8.61% ---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工業”、“國內生

產總值”、附錄中臺灣地區的相關內容以及“海關總署”的

相關資料算出。由於 2004 年“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增加值”

資料我們沒有獲得，2004 年“大陸投資所得”與“大陸對

臺灣經濟依存度”表中。 
 

三、結論 
 
從以上實證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全球區域經濟一體化

浪潮中，兩岸貿易與投資的融合程度不斷提高，經貿關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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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互補互惠的鬆散關係趨向於相互依存的緊密關係。即使

90 年代以來，臺灣行政機構不斷推出各種限制台商投資大

陸的措施，但它只是徒增了台商投資大陸的成本，卻難擋兩

岸經貿合作向前發展的主流趨勢。由於臺灣自身的島嶼經濟

特徵及生產成本的不斷提高，在全球雙邊自由貿易區不斷發

展的背景下，加強與臨近大陸的經貿投資合作，是臺灣保持

競爭力的必由之路。 
 
“合則兩利，分則兩敗”，加強兩岸在經貿、投資領域

的合作，臺灣資金、技術的比較優勢可以與大陸寬廣的市

場、相對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較高素質的科技人才的比較優

勢相結合，一方面有利於臺灣的資本獲得更多的貿易與分工

利益，為島內的產業結構提升提供空間和資金支援，並有助

於臺灣借助其制度優勢、技術優勢充當大陸和西方國家經濟

貿易合作的橋樑；對大陸而言，則可進一步借助臺灣的資

金、技術優勢，提升產業結構和研發水平，擴大產業規模。

終結果將有助於雙方比較優勢的發揮和競爭優勢的提高。

因此，我們建議海峽兩岸領導人本著更寬廣的政治胸懷和全

球化視野，儘早撇除深化兩岸經貿合作的政治障礙，締結促

進兩岸貿易與投資融合的相關協議。 
 
對此，我們提出如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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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政治因素不可能短期徹底消除的情況下，努力

尋求雙方皆能接受的政治底線，在此基礎上積極推動民間、

商會等民間團體的交流，對民間團體在兩岸經貿合作的協商

方面實行必要的、足夠的授權，充分發揮已有“海協會”、

“海基會”的協商管道作用。 
 
第二、在兩岸缺乏基本政治共識與互信、經濟問題被高

度政治化的背景下，在 WTO 框架下，按照 WTO 原則和規

則，減少雙邊貿易與投資的障礙，使之成為兩岸經濟貿易合

作的良好平臺。 
 
第三、順應區域經濟一體化特別是雙邊自由貿易區發展

的潮流，積極發揮“海峽西岸經濟區”的作用，使其為以後

成熟的“中華經濟圈”、“兩岸自由貿易區”或“兩岸共同

市場”打好基礎。 
 
第四、在經濟合作的內容上，在鞏固和深化原有產業交

流的同時，積極發展海峽兩岸金融保險業等生產性服務領域

的合資合作，提升合作的層次，以適應全球產業結構升級的

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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