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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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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岸 自1 9 7 8年开放 民众赴大陆地区探

亲后
,

正式开启两岸经贸交流
,

迄

今已逾 20 年
,

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迅速
,

台

湾对大陆 与香港贸易总额从 198了年的巧
.

2

亿美元上升至 2 0 0 7年的 1 30 3亿美元
,

其

贸易总额成长 8 5倍
,

占台湾贸易总额的
28 %

。

大陆成为台湾最主要的出口地区
,

20 0 7年台湾对大陆与香港的出口 已占台湾
总出 日 的4 0

.

7%
,

远超过第二大出 口地区

的美国此%
。

大陆成为台湾最大的顺差来

源
,

台湾对大陆及香港的贸易顺差更从
1 9 87的 9

.

4亿美元上升至 2 0 07年的7 0 6
.

2亿

美元
,

台湾若无大陆顺差
,

早已成为贸易

逆差经济体
。

以 2 0 0 7年为例
,

若台湾将
对大陆及香港贸易顺差扣除

,

台湾贸易逆
差高达 43 2

.

4亿美元
。

而在投资方面
,

至
20 0 8年 n 月

,

台商己对大陆投资 74 4
.

3亿

美元
,

占台湾对外投资总金额的 56
.

6 %
,

文 /林祖嘉

透过台商对大陆投资
,

台商将市场机制精

神注入大陆
,

也将国际资金介绍到大陆
,

大陆成为当前国际资金青睐的地区
,

台商

有其不可抹灭的贡献
。

2 0 0 8年 H 月二次江陈会谈之后
,

两

岸海运开放全面直航
,

直航包机数 目大量

增加
,

两岸
“

大三通
”

的雏形己经出现
。

“

大三通
”

是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的第一

步
, “

大三通
”
对于台湾产业与经济发展

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

因此我们有必要

在本文中做更进一步的讨论
。

最后
,

我们还要再特别说明的是
,

“

大三通
”
是两岸关系正常化的一大步

,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

因为在马英九的竞选

政见中曾大力提倡两岸之间应签署
“

综合

性经济合作协议
” ,

而在今年初大陆中共

总书记胡锦涛先生提 出的
“

胡六 点
”

当

中
,

就很清楚的回应两岸应签署
“

综合性

经济合作协议
”

( C EC A ) 的讲法
。

无疑

的
,

未来两岸发展朝向更紧密的经济合作
方向应该是可以确定的

。

两岸经贸间接交流所流失的优势

虽然两岸间接经贸交流持续
,

然而两

岸经贸迟迟无法正常化
,

使得台湾丧失成

为跨国公司营运总部的先机
。

两岸经贸无
法正常化的各项项目之中

,

其中影响影响

台湾最为深远的
,

就是两岸未能直航
。

美

国商会及欧洲商会每年 白皮书均疾呼两岸
直航之重要性

。

美国商会从 199 6年开始发

表年度 《白皮书》
,

每一年报告都不断重

申让两岸人员
、

货品及服务与投资正常流

通的重要性
,

也特别强调两岸直航能提升

本国及跨国企业效率
,

两岸直航迟迟无法

落实对台湾经济到底会有哪些负面影响 ?

真的是该说的都说过了
。

由此可见台湾的

外商对于两岸直航的殷切期盼
。

台湾丧失成为营运总部的先机 过
去因为不能直航

,

外商在台湾的营运基

地也纷纷搬离台湾
,

以优比速 ( UP )S 为
例

,

当初为第一个来台设立亚太营运总部

的跨国公司
,

因迟迟无法开放两岸直航
,

在 2 0 02年4月在菲律宾另设转运中心
。

此

外
,

由于两岸经贸无法正常化
,

台湾逐渐

失去成为营运总部的先机之后
,

在台美国

商会人数减至不到千人
,

台北欧洲商会

亦从全盛时期会员逾千人
,

减至不到 500
人

,

美国商会执行长亦坦言
,

28 岁以下的

专业个人会员数量大减
,

表示年轻一代的

外国专业人士不想来台发展
。

种种迹象显
示

,

两岸经贸迟迟无法正常化的结果
,

使

得台湾经济逐渐被边缘化
。

台商失去在两岸间进行产业整合的机

会
,

两岸经贸无法正常化
,

使得很多企业不

能在两岸进行有效分工
,

其中仍以两岸未能
直航最为严重

。

物流与人流因未能直航而必

须选择迁往大陆
,

合作厂商也会要求赴大陆
驻点

,

而台商及台籍干部因而必须长驻大

陆
,

台商逐渐失去在两岸间进行产业整合及

分工的机会
,

海外台商零组件与半成品从台

湾进货的比例开始逐年减少
,

而台湾在大陆

陌 海峡 科杖 与产必



观点评述

进 口占有率亦逐年递减
。

20 08年两岸经济合作效益

20 0 8年 5月 2 0日台湾再度政党轮替
,

两岸关系融冰
,

海基会及海协会在6月 12

日重启协商谈判
,

7月4日两岸周末包机启

航
,

n 月 4 日江陈会在台北举行
,

均是两

岸经贸正常化的契机
。

2 0 0 8年两岸经济合作进展最为迅速
的便是两岸直航

。

两岸周末直航包机实施
后

,

飞行时间已缩短许多
,

特别是愈近的

大陆航点节省的时间成本愈大
。

以桃园
至厦门为例

,

飞行时间节省 61
.

2 %
。

换
言之

,

以往搭机去厦门一趟需要花费4小

时
,

现在只需要 1个半钟头
,

而载客率最

高的上海
,

以往需要花费5个小时
,

搭乘
周末包机只需要 2小时40 分便可抵达 目的

地
。

第二次江陈会后建立台北与上海飞航

直达新航路
,

华中地区及华北地区空航时
间再次缩短

,

桃园至上海航程只需 1小时

22 分钟
,

约可节省 4乙% 至 45 % 的燃油
。

总
计航空公司及旅客节省的成本

,

每年约达

新台币3州乙元以上
。

此外
,

此次开放两岸

货运包机
,

桃园至上海飞航时间仅 1
.

3小
时

,

比现行中停港澳转机约 12 至 16 个小

时
,

以及
“

一机到底
”

约需5至 6小时
,

节

省两岸之间货品往来相当多的飞行时间
,

对于台商全球运筹分工有很大的帮助
。

至于开放海运直航部分
,

海运四巨头

曾估算海运直航后
,

每航次约可减少 30 0

海里的航程以及 2万多美元的费用
。

弯靠

第三地
,

每一航次要签证费 30 万元新台

币
,

以一年 40 00航次计算
,

一年可省下 12

亿新台币签证费
。

直航后
,

每趟航行时间
可减少 16 至 27 个小时左右

,

企业花费在两

岸货运运输上的成本可节省 15 % 至30 %
。

除了节省航运成本之外
,

更重要的是
两岸直航后所衍生的经济效益

。

依据
“
经

济部
”

所做的调查
,

12
.

4 6 % 的受访企业
表示

,

两岸进行三通后将有助于增加台湾

投资
,

显示两岸三通后将有助于缩短时

间
,

降低产商运输成本
,

节省往返时间
,

提高企业全球运筹效率
,

进而提高业者投

资台湾意愿
。

而在外商方面
,

台北美国商会表示
,

两岸直航若能正常化
,

估计过去移往中国

大陆的一些美国商会成员应会回流台湾
,

会员数可望重新突破上千人
。

以目前两岸

直航进度超前的情况
, “

经济部
”
又提出

在台设置营运总部企业可享松绑大陆投资
上限的优惠

,

不但可以鼓励台商回流在台

设立营运总部
,

亦可以吸引外商重新考虑

在台设立营运总部的可能性
,

在全球不景

气之际
,

将可透过两岸经济合作改善岛内

投资环境
,

维系甚至进一步促进台湾的经

济发展
。

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对两岸及

全球经济的效益

若两岸经贸能够透过建立两岸经济合
作机制逐步正常化

,

甚至达到两岸经贸 自

由化
、

便捷化的程度
,

两岸经济发展将可

进入更深化的程度
,

迈向新的里程碑
。

依据最近的一项研究
,

若两岸三地

成立 自由贸易区
,

台湾
、

大陆及香港的
出 口 量将依序增加 1 3

.

9 9 %
、

1 1
.

25 % 及
5

.

92 %
,

两岸三地的进 口 量将依序增加

22
.

79 %
、

1 3
.

35 % 及 6
.

94 %
,

其实质GDP

依序增加3
.

3 1 %
、

1
.

6 8 % 及 0
.

9 9%
,

而社

会福利将依序增加 141
.

3亿美元
、

1 14
.

6亿

美元及 38
.

7亿美元
。

若扩及东亚自由贸易
区 ( 东盟加五 )

,

台湾
、

大陆及香港 出

口量将进一步依序增加 18
.

25 %
、

41
.

03 %

及6
.

37 %
,

进口量将依序增加 27
.

66 %
、

5 2
.

8 8 % 及 7
.

6 4 %
,

实质 GD P依序增加
3

.

2 6 %
、

2
.

6 5% 及 1
.

0 2 %
,

而社会福利将

依序增加 12 9
.

8亿美元
、

1 79
.

5亿美元及
35

.

6亿美元
。

由以上结果显示
,

两岸三地成立 自
由贸易区之后

,

对两岸三地的进出口
、

实

质GDP及社会福利均有正面贡献
,

台湾与

大陆之间的进出口 量及社会福利将大幅成
长

,

其中对台湾经济的效益又大于对大陆

经济的效益
。

对于其他地区的影响方面
,

两岸三
地自由贸易区对于日本的出口量

、

南韩与

东盟及其他地区的进 口 量有微幅的负面
影响

,

对其他地区的实质 GDP几乎没有影

响
。

虽然在社会福利方面
,

美国
、

南韩
、

东盟及其他地区会受到负面冲击
,

然而两

岸三地及日本因两岸三地成立自由贸易区
而增加的总社会福利

,

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所减少的社会福利
,

因此
,

若两岸三地成

立自由贸易区
,

将有助于全球社会福利之

提升
。

换言之
,

两岸三地成立 自由贸易区

所带来的贸易创造效果远大于贸易转向效

果
,

对全球福利有正面效益
。

如果进而扩展至成立东 亚自由贸
易区

,

大陆在进出 口
、

实质 GDP及社会

福利上会 有相 当大幅度的成长
,

此亦

明 白显示 出建立两

岸经济合作机制对
于两岸三地经济的
效 益 以 及 扩 散 效

果
。

整体而 言
,

建
立两岸经济合作机

制之初
,

台湾较大
陆受益较多

,

然而

就长期而言
,

建立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
之后

,

若能进一步
让台湾融入 东亚 区

域整合之中
,

成立

东亚 自由贸易区之

后
,

不但 大 陆 受

益
,

在东亚 自由贸
易 区中的 日本

、

南
韩及东盟均获益 良

多
,

而成立东亚 自由贸易区全球社会福
利亦增加

。

因此
,

亚太区域经济整合不

但对东亚地区有利
,

对于全球福利也有
正面贡献

,

应是此地区及全球可积极追
求的目标

。

结语

两岸间接经贸交流20 年来
,

虽然民间

有紧密的接触与交流
,

但两岸经贸却因重
重限制无法正常化

,

导致两岸原本同文同

种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
。

事实上
,

除了同
文同种的优势

,

大陆与台湾在全球化过程

中均有其特殊优势
。

大陆是全球第四大经
济体

、

第三大贸易国
、

第二大出口 国
,

外

汇存底全球第一
,

2 0 08年 6月底己超过 1
.

8

万亿美元
。

大陆除了是世界的制造大厂之

外
,

13 多亿人 口更成为全球重要的消费市

场之一
。

而台湾曾是雨伞
、

玩具
、

制鞋和
纺织的主要生产地区

,

如今台湾资讯硬件

产业中的主机板
、

笔记本电脑
、

显视器等

产品占有率都是世界第一
,

晶圆代工业及
CI 封测业的产值名列全球第一

。

两岸若能

深化经济合作
,

将可截长补短
,

提升两岸

经济竞争力
。

“

大三通
”
是两岸经贸关 系正常化

中重要的一环
,

其不但可以对台湾产业发
展有重要意义

,

而且可以使两岸有更多的

机会充分发挥比较利益
,

提高彼此的竞争

力
。

我们相信在
“

大三通
”
带来的利益之

下
,

对于未来两岸签署
“

综合性经济合作

协议
”

会有很大的加分作用
,

而两岸若能

建立经济合作机制
,

结合双方竞争优势
,

自然可以提升两岸经济竞争力
,

因此建立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将是新世纪两岸经济竞

争力进一步提升的关键
,

而
“

大三通
”
正

是我们朝此一大方向努力的最重要的一大

步
。

(作者林祖嘉为台湾政治 大学经济系

教授
,

谭瑾瑜为台湾
“

国政基金会
”

科技
经济组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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