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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國共經貿文化論壇於 2007 年 4 月 28 及 29 日在北京舉行，討論主題包

括直航、教育、觀光旅遊。這是國共雙方自 2006 年 4 月的兩岸經貿論壇、10 月

的兩岸農業合作論壇後再次的交流對話，其發展動向、運作與影響值得關注。 

此次參與國共經貿文化論壇中共官員層級頗高，接待亦相當隆重，顯示中共

當局之重視。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接見與會代表與合影、政協主席賈慶林、副總理

吳儀、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剛、國務委員唐家璇、陳至立、中央統戰部長劉延東、

中央臺辦主任陳雲林、北京市委書記劉淇、北京市長王歧山等人參與重要會議。

其中胡錦濤、賈慶林、唐家璇、王剛、劉延東、陳雲林皆是「中央對臺工作領導

小組」之核心人物；副總理吳儀更是中共涉臺經貿運作的靈魂人物。基本而言，

國共經貿文化論壇會議本身是儀式性質，中共當局顯然較偏好排場隆重，但事實

上會議前雙方主談代表多次折衝與主事心態才是論壇重要主軸。 

壹、持續釋放利多，深化兩岸經貿依存關係 

此次會議中共對臺共釋放 13 項政策利多，包括開放臺灣高等院校赴大陸招

生，開放臺灣民眾參加大陸的會計、衛生、電腦技術與軟體等 15 項專業人員資格

考試；鼓勵臺灣企業直接投資大陸的碼頭、公路建設和經營，臺灣相關企業可直

接在大陸設立獨資船務、貨櫃運輸服務和貨物倉儲，以及更寬鬆的臺胞證管理

等。此外，中共民航總局宣布，在北京、上海、廣州、廈門成為首批兩岸包機地

點的基礎上，大陸將根據市場需求和機場綜合保障能力，陸續開放成都、杭州、

南京、深圳、大連和桂林為第二批兩岸包機地點，同時開放天津、福州、重慶、

 1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25u5317%25u4EAC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25u4E0A%25u6D77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25u5305%25u6A5F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25u5E02%25u5834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25u80FD%25u529B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25u676D%25u5DDE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25u6842%25u6797


第 5 卷第 5 期 展望與探索  

珠海、瀋陽、青島、貴陽等機場，作為上述包機地點的備降機場。  
基本而言，中共當局對臺釋放政策利多，是在中共涉臺部門主導與協調各部

委運作下所呈現之政策，也是中共涉臺系統政治動員之成果。就其中既有臺灣業

者與國民黨政策智庫之政策訴求，亦是中共涉臺有關部門協商折衝下之產物。就

政策內容觀察，固然是針對兩岸未來深化交流之準備舉措，但亦深化臺灣對大陸

經貿依存關係，尤其是臺灣未來經貿與科技專業精英的流失，將對臺灣長期經濟

發展產生影響。換言之，全球化經濟格局下，如何打通兩岸交流之障礙，建構人

才與資源相互流動之機制，並積極改善臺灣之投資環境與獲利條件，成為跨國企

業與國際資本進軍大陸市場運籌之平台，才有利於我優勢發揮與商機之爭取。 
貳、政治互信基礎脆弱，旅遊議題暫時無解 

國共經貿論壇閉幕式，原本外界預期最可能宣布的政策利多：開放大陸遊客

來臺觀光，結果還是落空。中國旅遊局長邵琪偉指出的說法是：「大陸居民赴臺旅

遊，絕不是國與國之間的旅遊，大陸方面以積極靈活的態度，就磋商中存在的問

題研究，提出了多種務實的解決問題辦法，但臺灣有關方面卻態度消極。」我方

大陸事務部門則強調：中國將旅遊議題納入一個中國政治框架，有矮化我主權地

位之企圖。問題出在：大陸民眾入臺的證件問題，雙方沒有交集。明顯的，兩岸

涉及主權概念之議題，若沒有政治信任基礎與相互諒解的空間，將是無解的政治

難題。對臺灣而言，開放大陸人士旅遊具有經濟實惠與成長貢獻，臺灣業者投資

亦正苦撐待變，如今卻因政治主權無法實現旅遊開放措施，已產生內部矛盾與負

面影響。 
開放臺灣招攬大陸學生，中國教育部副部長袁貴仁指出：「兩岸同文同種，教

育制度一脈相承，將開放臺灣各大學到大陸招生，因為臺灣高等院校不少且各具

特色，許多學科和專業對大陸學生很有吸引力；中國方面同時將提供赴臺升學的

學生協助。」此外，袁貴仁亦強調：從 20 世紀 80 年代中期以來，中國制定發展

兩岸教育關係的政策，各地教育行政部門開展多元海峽兩岸的教育合作與交流，

陸續有臺灣學生希望來大陸高校求學。從 2005 年，大陸實行臺灣學生與大陸學生

同等交納學費的政策，並對臺灣學生提供獎學金。關於兩岸承認學歷問題，2006
年 3 月大陸單方面宣布：承認臺灣教育行政部門核准的臺灣高等學校的學歷。 

儘管如此，臺灣地區大學教育投資過度，加上少子化趨勢明顯，臺灣地區大

學招生不足與倒閉現象將成為現實挑戰，因此未來開放大陸學生就讀未嘗不是一

條生存之路，但如何吸引大陸優質學生，並制定人才吸引配套政策應是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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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不過，當前由於大陸學生來臺就讀涉及相關法規之修訂，也涉及教育資源

之分派、大陸學歷承認與教材之適應性問題，仍有待相關配套措施完善與兩岸政

治僵局化解才有可能。 
參、國共經貿論壇政策仍有貢獻 

2006 年 4 月，第一屆國共經貿論壇達成 7 項「共同建議」，大陸並在會後發

布多項惠臺措施，包括開放 11 種臺灣蔬菜零關稅行銷大陸，公布大陸居民赴臺旅

遊管理辦法等；2006 年 10 月，以兩岸農業合作為主題的第二屆論壇，再次發表 7
項「共同建議」，包括促進農業交流與合作，保障臺灣農產品銷往大陸快速通道順

暢等，大陸並公布 20 項擴大和深化兩岸農業合作的政策措施。此次會議利多釋放

雖較表面化，或是口惠實未至，但在未來兩岸擴大開放架構中設想更多前瞻性的

安排與思考。因此，基本而言國共經貿論壇之召開仍有貢獻，而且「做比不做

好」。一方面，在兩岸經貿交流深化與糾紛日增過程中，透過國共初步合作所建立

之信任關係，以及中共各部委協調涉臺政策運作機制之運作，有利於建立雙方互

惠與經貿問題解決之思路；另一方面，以經貿交流與互惠取代政治敵對意識和歷

史恩怨情仇，有利於未來兩岸和平關係建構。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國共經貿論壇結論與建議，有頗多有利雙方經濟發展

與開放之提議和設想，並非單方面善意或公權力足以成事。尤其是國民黨目前是

在野黨身分，且與執政之民進黨在兩岸議題與觀點分歧遠多於共識，因此國共所

達成之協議，將可能因為對臺灣執政黨之利益或是政策運作造成衝擊，皆可能難

以落實與執行。儘管如此，由於臺灣施行民主政治，政黨將透過定期選舉決定執

政與在野角色，因此如果國民黨 2008 年重掌政權，則國共論壇經貿文化共識部分

則會獲致積極之回應。 
肆、欠缺兩岸公權力執行將有其侷限 

明顯的，國共經貿論壇是強弩之末？還是正在醞釀兩岸經貿新格局？2008 年

總統大選結果將具關鍵性之影響。換言之，如果國民黨再度失利則本屆國共經貿

論壇將是最後一屆；反之，國民黨勝選，則 2008 年第四屆國共經貿論壇將在臺北

舉行，屆時兩岸經貿新格局可望有積極之突破。 
儘管如此，在兩岸近年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國經濟實力崛起與自信心明顯增

強，以及對臺談判人才經驗積累與人才培養之用心，皆具特色。中國大陸對臺工

作出現「形勢比人強」的態勢，以及透過經濟槓桿之對臺操作能量擴大，也值得

我方警惕與反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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