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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湄洲对台经贸发展的若干战略思考 

我要留言

优秀论文：关于湄洲对台经贸发展的若干战略思考

 

福建省莆田市 梁金枝  

随着改革开放，两岸关系缓和，当初湄洲渔民与台湾渔民在海面接触进而产生物物交易，发展到今天每年有十几万台胞

来湄洲投资，贸易、朝拜、旅游、探亲等湄洲与台湾的经贸交流，风风雨雨已走过十几年头，在进入二十一世纪，面临加

入世贸组织之机，作为妈祖文化发祥地，全国对台经贸交流的前沿阵地，我们将面临亲的机遇与挑战，怎样对待新的机遇

与挑战，怎样做好下一步对台经贸工作，值得深思。 

一 湄洲以台经贸现状 

1、依托省批的对台小额贸易点和台船停泊点的官下港为基地，开展对台小额贸易和对台短期渔工劳务输出的业务。据有关

资料统计，自开发以来至2000年6月份止，来港贸易和接送劳工的台船2782船次，实现对台贸易总额四千多万美元，输出对

台短期渔工劳务数千人次。 

2、以西亭湖石果为基地，开展湄台农业合作项目，养殖淡水鱼72亩。 

3、其它零星投资贸易等。 

二 存在问题及原因。 

1、对台贸易，劳务合作领域不够宽广，无法双向交流。一方面由于受台湾当局推行"戒急用忍"及"不通关、不入境"的规定

限制；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对外开放向中西部倾斜，对外商实行国民待遇，对台优惠政策无法落实，台货进口业务难以操

作。 

2、输台水产品结构单一，经济价值低，规模小。 

3、经济贸易环境不尽人意。更环境上，港口、码头配套设施不够完善，交通不便；软环境上，管理部门及从事对台经贸工

作人员的整体素质、服务水平有等进一步提高。  

三、思路与对策 

为了实施湄洲"以海洋求生存奔小康，以贸易求繁荣，以旅游求发展"的发展战略，把湄洲建成名副其实的国家旅游度假

区，以崭新的姿态争取二十一世纪发展的主动权，当前应抓住许多有利因素和发展机遇，加快发展步伐，本人结合工作实

践，进一步从战略高度进行探讨。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努力营造良好的经济贸易环境。 

1、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才能冲破思想僵化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才能敢闯不合时宜，人为设置的"禁区"；才能敢闯矛

盾交错的"难区"；才能也闯前人未曾涉足的"盲区"；才能拿出新办法，采取新措施，争取新突破。 

2、政府要努力营造一个文明礼貌，设施完善，高效优质的优良环境。 

3、各级职能管理部门要提高为发展湄洲，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思想认识，增强使命感、责任感。 

（二）广交朋友、宣传促销，采取多种形式弘扬妈祖文化提高湄洲知名度。 

利用台胞经常到湄洲浇香奉祀"海神"的机会，多接触、多沟通、多帮助、多服务、多提供方便，从而赢得台胞信任，从他

们那里得到更多的经济信息，并激发台胞来湄洲经贸合作的热忱。在接触中要增强对台经济联系的感情投资，扩大外向联

谊，形成竖有线、横有网、海外有点、出入有渠道的经贸网络联系。要定期举办集宣传、引资、接待、治谈于一体的针对

台商的招商引资、经贸洽谈、产品展销会等大型经济活动。经常如开联谊会，利用同胞情、乡情、友情，进一步联络感

情，弘扬妈祖文化，提高湄洲知名度，扩大对外影响力。 

（三）勇于探索、开拓进取，多层次拓宽对台经贸合作和交流的范围。 

1、利用湄洲丰富的水产资源，建设"对台出口养殖基地"，调整水产品结构，增加输台水产品的能力。 

2、拓展湄台两地劳务合作范围。 

3、建立湄台农业综合开发园内，加快农业合作与交流的步伐。  

4、开辟湄洲至台湾旅游直航线，促进旅游的新突破。 

（四）抓住机遇，加快步伐，全方位拓展对台经贸合作和交流的新领域。 

1、两岸面临将要加入WTO，这为两岸直接"三通"创造新的契机。 

2、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面对的是不仅仅是一个台湾市场，而是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因此要扩大经贸范围，广

泛收集国际市场需求信息，按照国际贸易的标准体系、市场要求，价格水平和营销贯例来开展经贸活动。 

五，加大力度，培养引进，建设一支二十一世纪的对台经贸人才队伍。 

面临新形势，事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要多渠道、有计划，高起点地培养、选拔对台经贸人才。一方面要强化在职人员

的教育培训；另一方面要广泛吸纳，引进一批懂市场、善经营的优秀对台经贸人才，真正做到从实践中选拔人才，打破常

规选拔人才，竞争岗位选拔人才，蓄积后备选拔人才，建立公开、公平、竞争，择做的科学用人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

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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