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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20多年以来，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两岸经贸关系获得了长足发
展，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这大大推进了两岸经济的一体化。在两岸投资带
动下，经贸快速成长，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不断提升并呈现出产业内贸易的新特
征。两岸经贸的快速发展对两岸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推动了两岸产业结构的优
化升级，并且祖国大陆已成为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但与此同时，两岸贸易依然
存在许多问题。台湾所推行限制性经贸政策迟滞和延宕了两岸经贸交流的时空演进，
致使两岸贸易仍旧处于间接局部的格局、两岸贸易严重失衡等。然而，“阻碍”仅是
暂时的。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洪流的推进下，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主导下以及大陆鼓励政
策的推动下，两岸经贸的深化发展是历史必然。  

 关键词:两岸经贸；贸易；投资；发展  

 Abstract: Under the complicate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 the economy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have realized quite great progress in the past 20 years, 
and have gained a good many new evolutions and promoted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Because of the 
drive brought by the investments from the two sides, the trade 
between them has been growing up quickly; Taiwan’s dependence on 
the Mainland’s trade has been furthered and this presented a new 
feature of intra-industry trade. The instant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ir economies, promo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s optimization and upgrade. The Mainland has become a 
main resource of Taiwan’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meantime,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de between the two 
sides. Because of the restrictive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ies 
adopted by Taiwan, the space-time evolvement of the economic and 
trade interflow between the two sides was slowed and delayed. For 
example,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e trade pattern is still taking 
on an indirect and local form, and there is the existence of severe 
unbalance. However, the “block” is just temporary. Impelled by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lead by the laws of the 
market-directed economy and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encouraging 
policies set down by Mainland China, the deep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is surely a kind of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Keywords: the economy and trade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Taiwan;trade;investment;  development  

    一、 两岸经贸往来总体情况及主要特点  

 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两岸经济关系从贸易主导阶段、贸易与投资并重阶段到投
资主导阶段，经历了规模不断扩张，层次不断提升，地域和范围不断扩大的时空演进
历程。两岸贸易和投资规模的持续增长，合作形式也由最初的主要以垂直型的产业间
分工向水平型的产业内分工发展。自2003年起，大陆超越美国、日本，成为台湾地区
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且是台湾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截至2006年末，台商在大陆累计
投资项目71,847个，合同金额1,010亿美元，实际投资439.1亿美元。  

 两岸经贸的密切程度以及总体概况，可从各项经贸统计数字表现出来：  

 在贸易方面，大陆已经是台湾最大的贸易对象、第一大出口地区及贸易顺差的来
源。2006年两岸贸易总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达到1078.5亿美元，其中出口871.1亿
美元，进口207.4亿美元，顺差663.7亿美元。从1978年至今，两岸贸易累计金额达
6036.45亿美元，累计贸易顺差3987.19亿美元。两岸贸易快速发展，使得台湾对大
陆贸易依存度快速提高，从1979年到2005年，台湾对大陆的出口依存度从0.13%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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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约40%，进口依存度从0.38%提高到约9%，台湾经济对大陆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增
强。2001年至2006年台湾对大陆（包括香港转口）出口占总出口比重的26.6%上升到
39.8%。从1980年的1.59亿美元，到2006年的1078.5亿美元，两岸贸易顺差在26年
间迅猛扩张了678倍，年均增长率达41.1 %。  

 台商投资大陆始于1983年，到现在已经历时20多年。据台湾方面统计，1991年
至2006年台商赴大陆投资累计金额达549.0亿美元，2006年投资金额达76.4亿美元；
另据大陆方面统计，截至2006年底，台商合同投资金额1000.2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
为438.9亿美元。大陆市场对台商的重要性愈来愈大，台商大陆投资占台湾整体对外
投资的比重，由2001年的38.8%升高至2005年的71.1%。从投资趋势看，台商投资产
业由早期加工型劳动密集产业扩大至资本及技术密集产业。台商投资地区从早期福
建、珠江三角洲扩张至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以及华中、西南一带。  

 20多年来，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经历由暗到明、由小到达、由单一到多元、有慢到
快地发展过程。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两岸的经贸关系发展更是异常迅速，已达到相当
规模，并对各自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两岸关系发展曲曲折折、反
反复复，但两岸经贸发展却成不可阻挡之，发展迅速。两岸经贸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两岸经贸发展异常迅速，两岸贸易商品结构从消费型转向生产型；经贸关系表现
为单向性、间接性与不平衡性，不论从港台间的贸易，或从大陆与台湾间的转口贸易
观察，均看出台湾往大陆的出口率远远高自大陆的进口比率；台商到祖国大陆投资快
速增长、层次不断提高，投资行为长期化，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两岸贸易商品结构
不断改善，参与贸易产品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产业关系由产业间的平行推挤，转为产
业内垂直分工，并由产品内的垂直分工向产品内的水平分工转变。  

    表1历年两岸贸易统计表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     

年份 贸易总额 增长率% 对台出口 增长率% 自台进口 增长率% 
1978年 0.46 ─── 0.46 ─── 0 ───

1979年 0.77 67.4 0.56 21.7 0.21 ───

1980年 3.11 303.9 0.76 35.7 2.35 1019.0 

1981年 4.59 47.6 0.75 -1.3 3.84 63.4 

1982年 2.78 -39.4 0.84 12.0 1.94 -49.5 

1983年 2.48 -10.8 0.9 7.1 1.58 -18.6 

1984年 5.53 123.0 1.28 42.2 4.25 169.0 

1985年 11.01 99.1 1.16 -9.4 9.85 131.8 

1986年 9.55 -13.3 1.44 24.1 8.11 -17.7 

1987年 15.16 58.7 2.89 100.7 12.27 51.3 

1988年 27.21 79.5 4.79 65.7 22.42 82.7 

1989年 34.84 28.0 5.87 22.5 28.97 29.2 

1990年 40.43 16.0 7.65 30.3 32.78 13.2 

1991年 57.93 43.3 11.26 47.2 46.67 42.4 

1992年 74.1 27.9 11.2 -0.5 62.9 34.8 

1993年 143.95 94.3 14.62 30.5 129.33 105.6 

1994年 163.2 13.4 22.4 53.2 140.8 8.9 

1995年 178.8 9.6 31 38.4 147.8 5.0 

1996年 189.8 6.2 28 -9.7 161.8 9.5 

1997年 198.38 4.5 33.96 21.3 164.42 1.6 

1998年 204.98 3.3 38.69 13.9 166.29 1.1 

1999年 234.79 14.5 39.5 2.1 195.29 17.4 

2000年 305.3 30.0 50.4 27.6 254.9 30.5 

2001年 323.4 5.9 50 -0.8 273.4 7.3 

2002年 446.2 38.0 65.9 31.8 380.3 39.1 

2003年 583.7 30.8 90 36.6 493.7 29.8 

2004年 783.2 34.2 135.5 50.6 647.8 31.2 

2005年 912.3 16.5 165.5 22.1 746.8 15.3 

2006年 1078.5 18.2 207.4 25.3 871.1 16.6 

累计 6036.45 ─── 1024.68 ─── 5011.87 ───



表2历年台商投资祖国大陆统计  

                                                       单位：亿美
元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     

   

    二、两岸经贸交流对两岸经济的影响  

 两岸经贸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形成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台湾经济高度
依赖大陆市场，大陆经济发展也与台商无法分割。  

  尽管政治上的对峙，两岸经济的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台湾对内地的依存度迅速
提高，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曲折中不断加快。伴随着内地崛起，台湾的经济效益越来越
多，与内地经贸相关的就业规模越来越大，台湾融入内地产业加工体系的程度越来越
深，影响越来越广泛。两岸经贸发展对两岸经济发展的影响至深且广。  

 一方面，近年来，台湾对大陆出口持续扩张以及庞大的贸易顺差，已经成为台湾
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6年台湾经济增长率为4.62%，国外净需求的贡献率达
35%，几乎依赖于大陆市场。同时不少台资企业在大陆的投资发展中壮大，利用大陆
作为制造工厂，降低生产成本，在两岸进行产业分工，并建立了全球运行的企业经营
模式，如鸿海、广达、华硕等国际级企业，其中鸿海已经成为台湾最大的制造业企
业。  

 台湾的外汇储备有赖于两岸贸易。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截止到2005年底，两岸间
接贸易总间接总贸易额累计4958.49亿美元，这个数字额超过了目前台湾2500亿美元
的外汇存底。  

 台商对大陆投资带动了岛内产业结构的升级。随着台商投资规模的扩大，岛内产
业梯度逐渐向大陆转移。台湾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祖国大陆，为台湾地区产
业结构的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产业转移到大陆后节省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土
地成本等，获得了较高的利润，从而使台湾地区企业有了更多的资金发展资本密集型
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中上游企业转而生产和出口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
原材料及零部件产品，供给内地的中下游企业，从而大大提高了国际竞争力。20世纪
90年代末与90年代初期相比，台湾地区的资金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
有了大幅提高，这与大量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祖国大陆有直接关系。根据台湾
“经济部”的估计，传统工业的比重由42%下降到10%左右，高科技产业中的资讯经济
比重由14%上升到56%。制造业的外移，拓展了台湾经济的发展空间，提高了资源利用
率。  

  另一方面，台商赴大陆投资，将大量资金、技术及管理人才带到大陆各地，带动
大陆产业升级，尤其是近年来台湾电子信息产业加快到大陆投资，推动了大陆电子信
息产业的发展。据非正式估计，台商大陆投资实际金额约一千亿至一千五百亿美元之
间；常驻大陆台商及其眷属超过一百万人，在大陆创造了超过一千万个工作机会，使
祖国大陆的劳动力资源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缓解了祖国大陆就业问题。在大陆的台
资企业的产品出口到第三地，对祖国大陆保持出口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大陆
经济崛起及世界工厂的地位具有关键的影响力。而两岸产业分工及贸易发展，将过去

年份 台资项目 增长率% 合同台资 增长率% 实际利用 增长率% 
88以前 437 ─── 6 ─── 0.22 ───
1989 540 23.57 4.32 -8.33 1.55 600
1990 1103 104.26 8.9 61.82 2.22 44.16
1991 1735 57.3 13.9 56.18 4.66 109.91
1992 6430 270.61 55.43 298.78 10.5 125.32
1993 10948 70.27 99.65 79.78 31.39 198.95
1994 6247 -42.94 53.95 -45.86 33.91 8.03
1995 4847 -22.4 58.49 8.4 31.61 -6.8
1996 3184 -34.3 51.41 -12.07 34.74 10.19
1997 3014 -5.3 28.14 -45.3 32.89 -5.54
1998 2970 -2.55 29.82 10.38 29.15 -7.43
1999 2499 -14.1 33.74 10.2 25.99 -13.82
2000 3108 22.16 40.42 16.49 22.96 -9.39
2001 4214 36.15 69.14 73.1 29.8 32.82
2002 4853 15.2 67.4 -2.5 39.7 33.2
2003 4495 -7.38 85.58 26.96 33.77 -14.94
2004 4002 -10.97 93.06 8.74 31.17 -7.69
2005 3907 -2.4 103.6 11.31 21.5 -31
2006 3752 -4.0 113.4 3.4 21.4 -10.3 

累计 72285 ─── 1016.35 ─── 439.13 ───



日、台、美三角贸易关系，转变为日、台、中、美四角贸易关系；对大陆外贸快速成
长及创汇有很大贡献。  

 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大陆单方面依赖台湾的资本、技术到台湾更多的
以依赖大陆的市场、劳动力、土地等资源。  

    三、影响两岸经贸关系发展问题  

    尽管两岸经贸发展对台湾经济有很多正面的促进作用，台湾利用大陆市场方面也
比其他国家或地区有更大的优势，但是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仍存有若干问题：  

    1、两岸政治关系波动，影响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200年两岸加入WTO后，台湾
方面虽已逐步放宽两岸经贸限制，但受限两岸政治僵局，迄今为止两岸经贸仍存在很
多限制，而且成线单向发展失衡的状况。这些限制主要包括：一、两岸尚未直航（唯
海运部分已有“试点直航”即“境外航运中心”运作；空运有节日包机、医疗包机和
人道主义包机的运作）。二、大陆工业产品尚有项（20.48%）未准许输入台湾。三、
台商赴大陆投资尚有项目金额限制（依净值比率计算）。四、大陆人民赴台观光旅游
受限制。  

    2、岛内虽然对两岸经贸有所期待，但也存有疑虑。台湾对两岸经贸的利弊也存
在若干分歧。一般来说，台湾企业界对扩大两岸经贸都有很大期待，但是，一般民众
对两岸经贸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存有很多顾虑。如担心台湾资金、技术人才等大量
流向大陆。另外，有专家指出，台湾企业以大陆为生产基地，虽然带动两岸贸易，提
升了全球市场竞争力，但相对上也增加了对台湾本地产品的竞争压力。自1994年以
来，台湾产品在美国及日本市场占有率显著下降，大陆产品市场占有率则大幅增加。
台湾在全球贸易地位持续下降，2000年台湾全球出口排名为第14位，2006年降至第
17位。同时产业快速外移也给台湾工人阶层造成很深的忧虑。尤其是结构性失业及要
素价格均等化等问题。2000——2006年台湾平均失业率为4.31%，创历史新高；
2001——2005年台湾制造业实际工资增长率为0.75%，低于韩国、新加坡的4.8%和
2.5%。  

    3、台湾内部存在经济“全球化”或去“中国化”的争议。台湾对大陆经济依赖
程度的不断加深，引起岛内对两岸经贸开放政策究竟促使台湾经济走向“全球化”或
“中国化” 的争议。统计数据显示台湾产业发展已向大陆明显倾斜。2005年台湾对
大陆出口占总出口比重的37.8%；大陆投资占整体对外投资的71% 。这种对大陆市场
高度依赖的倾斜，使得台湾对去“中国化”的争议势必持续下去。  

    4、两岸缺乏有效的对话和沟通渠道。面对两岸经贸各种问题，如能通过双方的
对话及沟通，势必能找出合理的解决途径。但是，两岸特殊的政治因素，无法从根本
上改变两岸现状。  

    四、推动两岸经贸发展的新思路  

    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造成全球市场板块的变动，是台湾必须面对的现实。这种变
化为台湾经济发展带来的机会与风险。综观两岸经贸发展，既面对很多新的发展机
遇，同时也面临很多发展瓶颈。要把握机遇，突破瓶颈，就必须找到两岸经贸发展的
新思路。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引导：  

 1、两岸共同面向全球经济趋势。当前两岸经济发展的最大交集应放眼全球。21 
世纪是全球化世纪，亚洲经济整合也是大势所趋，这对两岸是机遇也是挑战。全球化
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为大陆经济快速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当前台湾应致力参与全
球化和区域经济整合，突破资源不足及市场规模太小的限制，遵循产业全球化模式发
展两岸经贸。  

 2、两岸共同面对经济问题。台湾对两岸经贸最大的忧虑，就是担心台湾大量资
金、技术、人才向大陆单方面倾斜移动，因此，未来两岸应加强双向交流，从目前单
向倾斜发展到双向平衡互动，大陆资金可以到台湾投资，大陆技术及人才也能在台湾
发挥效益。诸如，关于大陆人士来台，优先放宽从事正常商务活动的人员往来，放宽
跨国企业邀请大陆员工到台湾召开会议及从事相关活动的人数及资格限制；适度放宽
企业邀请大陆商务人士来台限制。在加强吸引外国观光客前提下，推动开放中国大陆
旅客来台观光。赴中国大陆投资所涉技术输出管理，在维持台湾技术领先及核心技术
不外流之原则下，对于中国大陆已经开发成熟或国际上已不予管制的产业技术，可进
行检讨，但仍应考虑对整体产业及就业的影响等因素。  

 3、政治“求同存异”、经济“互利共生”。两岸应抛开政治上的争议，务实发
展经贸。两岸因政治结构问题，双方政治分歧很难在短期内得以解决，因此，在处理
经济问题上，必须把握“求同存异”的原则。搁置政治分歧，务实推动经贸关系正常
化。在纯粹经济事务上，两岸应建立协商机制，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创造双赢的经
济发展环境。  

 4、民间为本、务实推进。企业活力及市场机制是带动两岸经贸发展的关键所
在。多年来，两岸经贸快速发展，民间企业一直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市场力量引导
带动经贸热潮。两岸政府应该珍视这种难得可贵的成果，持续强化市场机制，激发民
间部门的活力，以扩大两岸经贸的深度与广度。  

 5、进一步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构建高级的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共同市场。
近年来“两岸经贸论坛”的成功召开已为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如果两岸通过达成区域合作协议，建立统一市场，实现投资的自由化，在区域内实现
商品、资本、人力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将有利于两岸经济的整
合，促进两岸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现两岸经济一体化。  



    五、结语  

 两岸经贸发展既是两岸问题的主轴，也是解决两岸问题的关键所在。只要把握正
确的方向，继续加强观念的沟通，消除长期以来阻扰两岸关系改善和两岸经贸发展的
重大障碍，通过加强高层对话和双边协商等有效机制，增进理解与信任，配合可行的
具体蓝图规划及有序的实践，两岸贸易前景是光明的，必然能开展两岸经贸的新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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