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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0!@2MN"的签署与生效标志着两岸经贸发展迈入

正常化$制度化和机制化阶段% 本文研究了 @2MN框架下的近期经济效应#并探讨了后@2MN

时期两岸经贸合作趋势#即推动两岸制造业全面合作(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大力发展以商

业存在为主的服务贸易形态(深化两岸战略新兴产业合作(积极推动两岸&双向投资'% 为加

快@2MN的后续协商以及两岸经贸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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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2MN&

的签署与生效标志着两岸经贸关系步入了新的历

史阶段!揭开了两岸经贸发展正常化'制度化和机

制化的序幕"

@2MN是两岸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根

据两岸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平等互惠'循序渐进为

原则签署的区域经济合作协议" 该协议于 !"#"

年 F 月 !E 日由中国大陆海协会和台湾地区海基

会在重庆签署!!"#" 年 E 月 #! 日正式生效" @2J

MN包括序言和 % 章 #F 条及 % 个附件!主要包括

早期收获'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协议'经济合

作'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其他制度性规定等内容!涵

盖了两岸主要的经济活动!是一个综合性'全方位'

深层次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本文主要讨论@2MN

框架下的近期经济效应以及后@2MN时期两岸经

贸合作的发展趋势!研究结论为促进两岸@2MN后

续协商以及贸易自由化进程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近期 @2MN对两岸经贸合作的经

济效应

按照协商安排来看!@2MN主要分为+早期收

获计划,和+后续协商,两大部分"

+早期收获计划,是实现两岸贸易自由化以

及加快后 @2MN协商的关键举措!其目的是让两

岸民众尽快享受经济合作带来的经济效益"

"一$@2MN框架下早期收获项目清单

#)货物贸易早期收获项目清单

根据大陆 !""E 年海关进口税则及贸易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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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同意对台湾地区降税的早期收获产品清单共

计 %$E 项!以 !""E 年大陆自台湾进口金额计算!

共计 #$K)$K 亿美元!占大陆自台湾进口金额的

#F)#O!见表 #" 根据+早期收获计划,!大陆给予

台湾降税安排的 %$E 项产品要在三年之内分阶段

实现零关税" 该计划正式实施的时间是 !"## 年

# 月 # 日" 计划实施的第 ! 年!即 !"#! 年!台湾将

有 %"E 项产品%EL)LO&可以零关税进入大陆市

场!见表 !"

根据台湾 !""E 年海关进口税则!台湾同意对

大陆降税的早期收获产品清单共计 !FI 项!以

!""E 年台湾自大陆进口金额计算!共计 !K)%K 亿

美元!占台湾自大陆进口金额的 #")%O" 台湾和

大陆给予对方实施降税安排的早期收获项目金额

之比为 # mL)KL!项目数量之比为 # m!)"!!见表 #"

根据+早期收获计划,!大陆给予台湾降税安排

的 !FI 项产品要在三年之内分阶段实现零关税"

该计划的正式实施的时间是 !"## 年 # 月 # 日"

计划实施的第 ! 年!即 !"#! 年!大陆将有 !%$ 项

产品%EL)IO&可以零关税进入台湾市场!见

表 $"

纳入早期收获项目清单主要是货物贸易!双

方开放的项目贸易额占比不高!约占两岸贸易额

的 #%O!剩下 K%O左右商品的开放将在后续阶段

逐一协商" 计划在十年之内分阶段'循序渐进地

实现两岸贸易零关税"

表 #C大陆和台湾地区货物贸易早期收获项目及金额的比较

大陆降税项目清单 台湾降税项目清单

主要产业 项目数 金额%亿美元& 主要产业 项目数 金额%亿美元&

石化产业 KK %E)LL 石化产业 L! $)!E

纺织产业 #$F #%)KK 纺织产业 !! #)#F

机械产业 #"I ##)L$ 机械产业 FE L)IL

运输工具 %" #)LK 运输工具 #I L)"E

其他产业 #L" LE)EI 其他产业 ##I #%)$"

农业 #K ")#F

全部统计 %$E #$K)$K 全部统计 !FI !K)%K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地区经济部国际贸易局,!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博士和台湾大学经济学系林建

甫教授的研究资料整理"

表 !C大陆给予台湾地区的早期收获产品降税安排

!""E 年进口

税率%iO&

涉及产品

项数

占产品总

数的比重GO

协议税率

早期收获计划

实施第 # 年

早期收获计划

实施第 ! 年

早期收获计划

实施第 $ 年

# " eO

#

% I! #$@$F "

! % eO

#

#% L$I K#@"K % "

$ Of#% $" %)%I #" % "

注(%#&!""E 年的进口税率指台湾 !""E 年对其他所有世界贸易组织会员普遍适用的非临时性进口关税

税率"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生效的时间为 !"#" 年 E 月 #! 日" 因此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时间

为 !"## 年的 # 月 # 日"

资料来源(根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附件及)进出口商品名称与编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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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台湾地区给予大陆的早期收获产品降税安排

!""E 年进口

税率%OO&

涉及产品

项数

占产品总数

的比重GO

协议税率

早期收获计划

实施第 # 年

早期收获计划

实施第 ! 年

早期收获计划

实施第 $ 年

# " eO

#

!@% FI !%@"E "

! !@% eO

#

I@% #KF FE@FF !@% "

$ OfI)% #L %)!L % !)% "

CCC注(同表 !"

CCC资料来源(根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附件整理"

CC值得注意的是!@2MN货物贸易早收项目具

有一定的产业互补性" 例如台湾的化学品'石化

原料'纺织原料'橡胶原料'机械及其零附件'自行

车及其零附件'汽车零附件等是大陆加工生产的

重要原料!适用于零关税!有利于降低大陆相关产

业的生产成本!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 而大陆的

部分化学制品'机器零部件'纺织原料等是台湾的

加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料!有利于提升台湾产品的

国际竞争力" 另外!大陆的降税项目清单中有#G!

左右是台湾的敏感性传统产业'农业产品%#K 项&

以及中小企业产品%%" 项&" 如!汽车零部件'热

水器'小家电'手工具'服饰配件'内衣'鞋'袜'袋

包箱等产品以及香蕉'兰花'茶叶等农产品" 这些

类产品在大陆的平均税率在 #"O以上" @2MN充

分考虑到了台湾弱势产业的发展需要!可以帮助

这些厂商拓展大陆市场!开创新商机" 同时!这些

产业大多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所以又创造了大

量的就业机会"

表 LC大陆给予台湾地区降税项目中传统中小企业项目

项数
!""E 年大陆自台湾

进口金额%百万美元&

原关税

袋包箱 L ")$E !"O

针织成衣及服饰品 ## #F)EK #"O

泳衣 # ")"" #I)%O

袜 F ")!! #FO

内衣 % %)I% #FO

毛巾 L ")F# #LO

鞋 $ #E)!$ #%O

小家电 ## !)FL 电熨斗 $%O'电锅 #%O'电烤箱 #%O'家用自动面包机 $!O

手工具 % #"O

合计 %"

CC资料来源(根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博士和台湾大学经济学系林建甫教授

的研究资料(3((R(GGYYY)R/6')'+S)(YGMT̂@GN27T&DZMT̂@ZK)R:1的资料整理"

CC!)服务贸易早期收获项目清单

与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早期收获项目较

少!其中大陆给予台湾降税安排 ## 项!台湾给予

大陆降税安排 E 项!未规定具体的实施阶段" 从

细分行业来看!涉及金融业开放项目更少!见表

L" 这主要是由于金融业是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命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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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 金融业的开放涉及地区的经济安全!所以两

岸金融业的合作本着谨慎'循序渐进'有条不紊的

开放原则"

表 %C大陆和台湾地区服务贸易早期收获项目

大陆给予台湾的降税项目安排 台湾给予大陆的降税项目安排

非金融服务

%双方各开放 K

项&

会计'计算机及其服务'研究和开发'会

议'专业设计'进口电影片配额'医院设

置'民用航空器维修

研究与发展'会议'展览'特制品设计'进口

电影片配额'经纪商'运动及其他娱乐'航空

电脑订立系统

金融服务业

%大陆开放 $ 项$

台湾开放 #项&

银行业'证券期货业'保险业 银行业

CC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台湾地区经济部国际贸易局,"

CC服务贸易方面!台湾给予大陆的多属于其履

行加入P7&承诺!无超P7&待遇" 然而!大陆对

台湾的开放程度已经超过了其P7&承诺!让台湾

享受了比美'日'韩等国更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

例如!专业设计服务已经超出了大陆加入P7&的

承诺范围$允许台湾的服务提供者在大连设立合

资'合作医院!并允许台湾的服务提供者在上海

市'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设立独资医

院$台湾的银行在大陆申请设立独资银行或分行!

只需在大陆已经设立代表处 # 年以上即可%其他

P7&成员需设立 ! 年以上&$对于申请经营人民

币业务!缩短为在大陆经营业务至少 ! 年!且申请

的前一年盈利%其他 P7&会员须符合经营 $ 年!

且连续 ! 年获利&等"

"二$近期 @2MN框架下早期收获计划的经

济效应

#)双方货物贸易规模增长较快!企业减免关

税获益较多

!"## 年是早期收获计划实施的第一年" 根

据@2MN协议!早期收获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大陆

给予台湾降税安排的产品有 I! 项!台湾给予大陆

降税安排的产品有 FI 项" 根据大陆海关统计!

!"## 年全年大陆自台湾进口贸易总额为# !LK)E%

亿美元!比 !"#" 年增长 KO" 早期收获清单范围

内的货物进口额为 #EK)%$ 亿美元!比 !"#" 年增

长 E)KKO!其中适用优惠关税的贸易额为 L#)!#

亿美元!台湾企业获得减免关税 #)!$ 亿美元"

受@2MN的影响!台湾的贸易规模同样增长

较快" 根据台湾海关统计!!"## 年全年台湾自大

陆的进口贸易总额为 L$$)K$ 亿美元!比 !"#" 年

增长 !#)!EO" 早期收获清单范围内的货物贸易

进口额为 %")$I 亿美元!比 !"#" 年增长 !K)#LO!

其中适用于优惠关税的贸易额为 #")$F 亿美元!

大陆企业获得关税减免 ")!!I F 亿美元"

!"#! 年是早期收获计划实施的第二年!也是

早期收获计划中实施降税安排项目最多的一年"

根据 @2MN协议!大陆给予台湾降税安排的产品

有 L$I 项!台湾给予大陆降税安排的产品有 #KF

项" 据大陆海关统计!!"#! 年 ##$ 月!大陆自台

湾进口货物贸易额为 !II)LF 亿美元!早期收获清

单范围内货物贸易进口额为 LF)$# 亿美元!台湾

企业获减免税 #)"!! ! 亿美元!较 !"## 年同期增

加 L!FO" !"## 年 # 月至 !"#! 年 $ 月台湾企业

累计获得减免关税为 !)!% 亿美元" 据台湾海关

统计!!"#! 年 ##$ 月台湾自大陆进口贸易额约

为 EF)$E 亿美元!早收清单范围内货物贸易进口

额为 ##)# 亿美元!大陆企业共获得关税减免

# "K"万美元" !"## 年 # 月至 !"#! 年 $ 月大陆企

业累计获得减免关税约为 $ $%F 万美元" 据大陆

统计! !"#! 年 ###! 月大陆与台湾贸易额为

# FKE)F亿美元!占大陆对外贸易总额的 L)LO!同

比上升 %)FO" 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为 $FI)K

亿美元!同比上升 L)KO$大陆自台湾进口额为

# $!#)K亿美元!同比上升 %)KO"

!)台湾引进外资及台商回台投资步伐加快

根据@2MN协议!大陆和台湾给予对方的优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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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条件明显+不对等,!体现了在同一国家主权下

+台湾获得大利'大陆获得小利,的两岸经济特

色" 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协议外的经济体具有一

定的排他性" 外资企业和海外投资的台商看好

@2MN带给两岸的商机!纷纷选择台湾本土进行

投资设厂!将台湾作为进军大陆市场的+跳板,"

根据台湾地区+经济部,投资业务处的统计!!"##

年全面台湾引进外资 E%)$! 亿美元!!"#! 年 ##$

月引进外资 !L)!F 亿美元!以达到年度目标金额

的 !L)$O" 如全球通讯设备领导厂商美国高通

光电投资约 #" 亿美元在新竹科学园区独资设立

V6-+</0显示器量产工厂$全球第二大运动品零售

商法国迪卡侬决定 % 年投资逾 L 亿美元在台中设

立台湾地区营运总部和在全台开出 #" 至 #! 家大

型连锁旗舰店$全球最大的面板保护膜制造

商###日本东丽集团投资 ")IL 亿美元在台南科

学园区设立工厂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外资来台

设立研发中心的项目明显增加!荷兰半导体设立

制造商阿斯麦'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 TV@2'惠

普和尔必达等外国公司都纷纷宣布加大研发金额

投入!扩大在台湾的研发机构"

另外!台商对台湾本地的投资信心大增!回台

投资步伐加快" !"#! 年 ##$ 月台商回台投资的

案件共 !" 件!投资金额约新台币 #L% 亿元!达成

率 !EO" 随着@2MN框架协议的深入执行!两岸

企业合作更加密切!台湾逐步开放大陆资本来台

投资项目!必将掀起大陆投资企业进入台湾投资

的浪潮"

$)台湾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就业增加明显

@2MN协议对台湾经济的促进效应比较明

显" 台湾的宏观经济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 !""K

年台湾的经济增长率为 ")I$O!!""E 年受全球金

融的影响!经济增长率下滑至 g#)E$O!!"#" 年

在@2MN的积极推动下!台湾经济增长率达到

#")K!O" !"## 年第 # 季度的增长率为 F)!O!经

济增长在东亚地区处于前列" 另外!受 @2MN的

影响!台湾就业增加明显" 据台湾地区+行政院,

主计处统计!!"#! 年 ##! 月!列入早期收获计划

范围内的各产业就业情况普遍优于整体制造业增

长率" 如就业增长率!化学材料制造业达到 %)

%FO!石油及煤制品制造业达到 L)!FO!基本金

属制造业达到 L)!FO!其他运输工具制造业达到

$)EEO及机械设备制造业达到 $)EKO等$增加的

就业人数!金属制品制造业增加 E !FF 人!机械设

备制造业增加 I K%K 人!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

品制造业增加 I "L! 人"

二%后 @2MN两岸经贸合作发展新

趋势

"一$推动两岸制造业全面合作#实现产业链

对接

@2MN签署前!两岸制造业合作基本上是一

种单向'不对称'无序的初级合作状态" 大陆依靠

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台商进行投资!台商主要投资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利用大陆丰裕劳动力的低成

本优势提升其出口竞争力!将产品销售至欧美市

场" 台湾的主导优势产业资源对大陆的经济合作

参与较少!两地产业深入合作规划尚未构建!合作

模式比较单一" 随着@2MN的签署以及早期收获

计划的实施!产业合作是未来海峡两岸经济合作

的重要指标性方向" 通过双方在制造业上的降税

安排!两岸货物'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更

加便利!制造业产业链条中的加工制造成本将大

大降低!有利于加快台资的机械'纺织'汽车'电子

等主导产业在大陆的投资布局" 台湾具有相对完

整的制造业产业链!而大陆拥有广阔的日臻成熟

的消费市场!两岸可以充分运用产业链条上的互

补优势!进行产业合作规划布局!促进产业链的

+无缝,对接!形成两岸产业合作的长效机制!提

升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

另外!两岸通过制造业的深入合作!可以联手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大陆+十二五,规划时

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

期" 大陆台资企业的利用低廉成本和发展加工外

销模式难以为继!亟须调整" 两岸制造业可以抓

住@2MN的发展契机!加强在设计研发'品牌营

销'提升产品附加值的合作!提升传统制造企业应

对外部环境变化以及适应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变

革的能力" 后 @2MN时期!两岸产业合作的趋势

将改变单纯的对外加工贸易!转向内需市场拓展!

改变代工生产转向培育自主品牌" 全球第二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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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本电脑制造商###台湾仁宝集团与全球第三大

笔记本品牌厂商###联想集团强强联合共同出资

$ 亿美元在合肥成立新生产基地!主要以满足中

国大陆市场需求为主!生产联想笔记本电脑和一

体式台式机$台塑企业看好大陆经济复苏的前景

和石化市场的旺盛需求!再次斥资 #)IL 亿美元!

对宁波石化区工程塑胶等七座石化厂进行增产

扩建"

"二$完善两岸农业合作产业链#提高农产品

国际竞争力

@2MN生效实施!台湾的鲜兰花'金针菇'香

蕉'火龙果'茶叶'活石斑鱼等 #K 项特色农产品将

以零关税进入大陆市场!加上原有的 $" 余种免税

农产品!台湾特色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享受零关

税优惠待遇的将超过 %" 余种!

!这给台湾农产品

扩大在大陆市场的销售提供了广阔空间" 在

@2MN的推动下!!"## 年大陆已经成为台湾农产

品外销的第二大市场" 据台湾地区+农业委员

会,资料显示!!"## 年台湾出口至大陆的农产品

总值为 F)F% 亿美元!同比增长 !%O" 其中!早收

计划中的 #K 项农产品出口量和出口值分别为

!)"$万吨'#)!F 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 KKO'

#!IO" 另外!在两岸检验检疫部门的共同监管

下!已有 % 家台湾畜禽加工业者的农产品及鲜梨

可直接输入大陆!成为台湾的又一新增外销项目"

大陆和台湾农产品出口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大陆对台湾的农产品出口主要是加工层次较低的

初级产品!如温带果蔬及其制品'木材及其制品'

植物性中药材'皮革及其制品!等等" 台湾对大陆

的农产品出口主要是高品质的具有竞争力的热带

农产品!如热带果蔬及其制品'水产品'花卉'茶叶

等等" 大陆在鼓励和支持两岸农业合作与技术推

广方面!在便利两岸农产品贸易和保护台湾农产

品知识产权!维护台湾农民正当权益方面都给予

台商全方位和多层次的优惠措施" 随着@2MN的

实施!两岸之间的贸易行为进入规范化的磋商程

序!大陆在农产品贸易方面的单方面让利作为两

岸农业合作的支撑难以持久" 两岸要完善农产品

贸易的市场化调节机制!建立公平'对等的两岸农

业合作机制!通过延伸农业合作的产业链来推进

两岸农业资源的进一步整合!建立区域性的出口

产品加工基地!共同研究和制定营销战略!打造农

产品的知名品牌!提升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三$大力发展以商业存在为主的服务贸易

形态

随着@2MN的签署实施!两岸大力发展以商

业存在为主的服务贸易形态" 根据国台办公室公

布的资料!截止 !"#! 年 $ 月底!有 F 家台湾地区

会计师事务所在大陆获得了临时营业执照$金融

领域!涉及 #E 家台湾金融机构!包括 $ 家台资银

行筹建分行!# 家台资银行获准经营大陆台资企

业人民币业务!#$ 家台资金融机构获得 jMTT%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人&资格!! 家台湾保险公司设立

子公司$获得批准的大陆资本赴台投资案有 L$

件!投资或增资金额为 #)"K 亿美元!其中中国银

行台北分行'交通银行台北分行已获准经营" 另

外!两岸新型医疗服务贸易正如火如荼地开展"

大陆首家台资独资医院###禾新医院已获批!并

于 !"#! 年 $ 月落户上海漕河泾开发区开始试营

业$@2MN生效前获批大陆中医门诊行医资格的

上海鼎瀚中医门诊!将在上海扩大营业规模"

@2MN的有效实施加速了两岸服务贸易自由化进

程" 随着两岸经济的转型升级!服务业必将成为

两岸经济合作的重要产业"

"四$深化两岸战略新兴产业合作#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科技创新为基础!对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重大引领作用的产业" 后

@2MN时代!新兴产业合作成为两岸经济合作的

重要切入点" !"#" 年 #"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

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确定重

点发展的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

汽车等七个领域" !""E 年台湾地区先后确定六

大新兴产业和四项新兴智能型产业共十大新兴产

业作为振兴经济的主动力" 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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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产业发展战略具有重叠性'差异性与优势互

补性"

重叠性体现在大陆和台湾新兴产业相互关

联'相互对应交织在一起" 在具体战略实施方面!

两岸具有共同的发展方向!可以相互协作!形成创

新产业合作联盟!共同提高两岸的自主创新能力!

携手抢占全球高科技的制高点"

差异性体现在产业选择与战略侧重点" 大陆

侧重于制造业基础上的升级与技术创新!致力于

提升制造业的整体竞争优势" 而台湾侧重于第三

产业的发展与科技创新" 差异性源于两地产业发

展的不同阶段" 优势互补体现在两岸生产要素的

禀赋差异!台湾在资本投入'技术产业化'国际营

销网络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而大陆在人力资源

成本'自然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基础理论研究方

面等方面表现优先" 两岸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

的重叠性'差异性与优势互补性决定了广阔的发

展空间"

表 FC大陆和台湾地区新兴产业的内在关联

台湾六大新兴产业和四大智能型产业 大陆七大战略新兴产业

绿色能源 节能环保

精致农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科技 生物

医疗照护 高端装备制造

观光旅游 新能源

文化创意 新材料

云端运算'智慧电动车'

智慧绿建筑和发明专利产业化
新能源汽车

资料来源(参见孙东方!!"##!@2MN时代两岸经济合作的发展区属!新远见" 台湾四大新兴智能型产业与大

陆新兴产业的对应关系由作者自己整理"

CC"五$积极推动两岸*双向投资+

随着@2MN的生效实施!将改变台商对大陆

单项投资的传统模式!加速大陆资本入台!积极推

进两岸的+双向投资," 从 !""E 年 K 月福建+新

大陆电脑有限公司,成为第一家被台湾地区+经

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批准入岛的企业开始!陆

续有大陆企业赴台投资建厂" 据资料显示!!""E

年至 !"## 年间!经过两个阶段的开放!台湾共开

放大陆资本入台项目 !LI 个!包括制造业 KE 项'

服务业 #$K 项'公共建设 !" 项" !"#! 年 $ 月!台

湾地区+经济部,公布了第三阶段开放大陆资本

来台的投资项目!新增包括制造业 ##% 项'服务业

!$ 项'公共建设 !$ 项在内的 #F# 个项目" 截至

!"#! 年 $ 月台湾共核准大陆资本投资案 !#I 件!

投资金额为 !)I! 亿美元"

!

大陆资本入台与台商在大陆投资相比!总体

规模不大!增长较慢" 截止 !"#! 年 % 月底!大陆

累计批准台资项目已达到 KK ""# 个!实际利用台

资高达 %I")% 亿美元" 按照实际使用外资统计!

台资在大陆累计吸引境外投资中占 L)%O"

限制大陆资本入台的主要障碍(一是开放领

域有限" 台湾对大陆赴台投资开放的项目维持

+正面列表,制度!即大陆资本不得进入未被列入

开放的项目" 台湾向其他外来资本开放则采取负

面列表方式!即只要未被禁止的项目!外来资本就

能进入" 相较于其他外来资本!陆资受到的限制

更为严格" 台湾的许多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被

列为限制投资项目" 现阶段台湾对陆资的开放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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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制造业开放由原来的 L!O大幅度放宽至

EIO!服务业由原来的 !LO提升至 %#O!公共建

设部分由原来的 !LO提升至 %#O"

! 台湾地区经

济主管部门官员曾表示!在服务业及公共工程对

陆资开放达到七八成时!将对陆资开放由+正面

列表,改为+负面列表," 考虑到台湾地区的相关

压力!此目标的实现步履维艰!短期内陆资入台很

难取得与外资同等待遇" 二是陆资入台的审批权

限'投资范围'参股比例等方面有严格的限制" 台

湾对陆资开放的同时!限制条件较多" 很多的开

放项目规定陆资不得有控制权!具体是指(不得有

超过半数的有表决权股份的能力!不可操纵公司

的财务'营运及人事!无权任免董事会超过半数的

主要成员!无权主导董事会超过半数的投票权!不

具+财务会计准则公报,中的规定其他控制能

力$

#三是人员流动的限制过多" 企业人员居留

不易'申办手续烦琐!人力资本流动受限已经成为

制约陆企在台投资的关键因素"

随着两岸 @2MN后续协商的开展!两岸的投

资保障机制将逐步建立并完善!投资相关法律法

规的透明度将逐步提高!双方投资将逐步便利化!

两岸的投资合作将开拓更大的空间"

三%后 @2MN时代加快两岸经贸合作

的新途径

第一!健全经济合作机制!积极推动 @2MN后

续协商" !"## 年 # 月 F 日!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

正式成立!成为两岸 @2MN框架下共同组成的工

作机构和联系机制" +经合会,由双方指定的代

表组成!主要负责@2MN的落实'监督'解释'通报

及争端解决" +经合会,现阶段主要以临时性'应

急性和事务性工作为主!每半年举行一次例会!轮

流磋商" 为了进一步提升合作层次!两岸要加快

健全+经合会,的职能!促进其专业化和专门化发

展" 同时!要充分重视与发挥+经合会,的职能作

用!不断完善争端解决机制!加快@2MN的后续协

商" 货物贸易的后续协商包括非关税措施'技术

性贸易壁垒'海关程序'关税减让或消除模式等$

服务贸易的后续协商包括扩大服务贸易开放范

围!加深服务贸易合作力度!减少或消除双方服务

贸易的限制性措施等$投资保障制度的协商包括

对完善双方投资保护的制度化措施!逐渐减少双

方投资限制!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加快投资便利

化!等等" 加快 @2MN的后续协商!是巩固现有经

济成果的重要保障" 两岸只有继续秉持+平等互

惠,的原则!以务实的态度共同推动!才能最终实

现互利双赢"

第二!完善两岸的交流与磋商机制!搭建陆资

入台的综合服务平台" 后 @2MN时代!两岸产业

的对接与融合!产业链式一体化合作模式的形成!

需要有效发挥地方政府的推动作用" 两岸地方政

府要进行定期的交流与磋商!提供多层次'全方位

的便利化措施!构建大陆资本入台的综合服务平

台" 现阶段两岸已经在多领域开展地方政府间合

作!如上海市与台北市签署了文化'旅游'环保'科

技园四项备忘录" 地方政府间交流与磋商机制有

利于 @2MN协议的有效实施!深化两岸的经贸

合作"

第三!确立重大合作项目!推动重点领域的投

资合作" 重大项目往往对经济有较强的辐射和溢

出效应" 大陆和台湾地区要加深合作层次必须加

强重大项目的合作" 首先要由选择地在各领域选

取一些合作项目!项目合作的主体是企业!双方企

业要按照市场化的原则!确定和落实合作项目并

取得预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相关部门在项目实

施阶段进行监督管理!在项目结束之时进行追踪

调研!总结项目实施成果并制定新的投资方案"

在政府推动下!企业为运行主体的两岸重大项目

的合作实施!可以对相关产业起到较大的带动

作用"

第四!两岸携手抓住战略机遇+走出去,!开

拓国际市场" +走出去,战略是+十二五,时期大

陆对外开放的主要战略" 截至 !"## 年底!我国境

内投资者共在全球 #IK 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

直接投资企业 #)K 万家!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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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3((R,GGYYY)'36./(/6Y/.)+-4GH6.-+.4GQHQ0G!"#!"%G(!"#!"%"$Z!%#E#"F)3(S

资料来源,3((R,GG16./.'8)'8)'.G-+006.4G!"#!"IG"%G(!"#!"I"%Z#FE"$K$#)<3(S0



直接投资 $ !!" 亿美元" 大陆和台湾地区携手共

同投资海外市场已经出现端倪!且经济效应明显"

如宝钢集团与台湾中钢联手投资海外铁矿" 两岸

联手+走出去,!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共担经营风

险!制定营销战略!提升应对国际市场风险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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