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FA 今签署 东莞中小台企成本将降 

 

  ECFA（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今日终得签署——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

与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协商今日在重庆签署 ECFA。 

 

  对此，部分台商表示，大陆对台下调关税的商品清单里，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较大，而东莞的台商以中小企业为主，这对东莞台商的发展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此

外，东莞台商希望在给予台湾医院在大陆能获得优惠待遇的基础上，互通两岸医疗认

证制度. 

  细读早收清单 539 项 东莞中小台企受益大 

 

  通览早收清单，一些东莞台商发现今后中小台企在大陆经商成本将得到明显降低。 

 

  作为全国台企联会长、台升集团董事长郭山辉的幕僚之一，邱敏哲早已细细读过

《两岸经济协议(ECFA)早收清单草案》。 

 

   早收清单，即早期收获产品清单，是在 24 日第五次“陈江会”预备性磋商会上敲定

的。该次磋商，确定了 ECFA 的协议文本及早收清单。其中，敲定台湾早收 清单 539

项，大约是大陆 267 项的 2 倍。具体说来，大陆将下调 539 种台湾商品的进口关税，

金额约 138 亿美元，并计划在三年内取消这些商品的关税；台 湾将削减 267 种大陆商

品的关税，共计约 30 亿美元。 

 

  大陆同意对台湾降税早期收获产品清单中，具体包括农产品、石化产品、机械产

品、纺织产品、运输工具等合计 539 项。邱敏哲发现，这对中小企业影响较大。 

 

  邱敏哲分析：“不少中小企业从事机械产品、纺织产品等生产，而中小企业由于生

产规模等因素受限，在经营当中收获的利润有限。早收清单中不少项关税下调的项目，

中小企业可直接受益。东莞的台商以中小企业为主，因此东莞台商总体说来受益比较

大。” 

  东莞台商希望互通两岸医疗认证制度 

  ECFA 的协议文本当中还提到，大陆方面将对台开放部分服务业市场，给予进入大

陆的台湾银行和医院优惠待遇。 

 

  东莞台协秘书长赵维南对记者表示，这对东莞台商来说是一大利好政策杠杆，不

仅台商在莞的融资问题有望进一步得到缓解，台湾医院在莞也将得到更多优惠待遇。 



 

  邱敏哲则表示，既然台湾医院的优惠待遇在 ECFA 协议中有所涉及，那么接下来

更希望两岸能在双方医疗认证制度上进行互通。 

 

   邱解释，东莞台商在台湾每年的健康保险约为 500-2000 元台币，在台湾看病只需

要缴纳挂号费即可，但在大陆生病看病享受不了健康保险应有的待遇—— “如果要看病，

得先自费，然后拿齐相关单据，在海基会海协会取得认证后，再拿回台湾核销，整个

流程相当繁琐。”邱敏哲说。 

来源：东莞日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dec/13/today-e3.htm  
 

空椅子後的台灣經濟 不能寄望中國善意 

●歐陽書劍 2010-12-13 

電影「投名狀」中，以「搶錢，搶糧，搶娘們！」赤裸裸地激勵部隊攻城掠地；促

進經濟發展的競爭力，一樣不可避免地要「搶人，搶錢，搶市場」，只有高質量的人

才、足夠的資本投入，才能創造有競爭力的企業，也才能搶進市場。但從國際區域經

濟整合經驗，觀察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生效後的發展，台灣吸引外資的

「搶錢」策略，卻正導向錯誤的路上。  

ECFA 於 9 月生效後，長期論爭終於要進入實質檢驗階段。是否如執政黨所言，我

國能經由 ECFA 做為與第三國簽定自由貿易協定的橋樑，將很快獲得驗證。至於國

外直接投資（FDI）會否大幅流入台灣設廠，以創造就業和產值？目前看來，並不如

府院高層及財經部會首長想像的那麼樂觀。  

根據經濟部投審會統計，今年 1 至 10 月，我國核准的外人投資只有 30 億美元，

幾乎是 10 年來的新低，而中國從去年開始的對台投資，至 10 月底合計也僅有 1 億

多美元；反觀我國對中國的新增投資，今年 1 至 10 月，已接近 95 億美元，全年可

能創下歷史新高。可見瞄準大中華市場的國外長期資金並沒有大幅流入我國，反而我

國資金外流中國的趨勢更加明顯。  

部分學者及經濟部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所做「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之影響評估」

報告，以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前後 3 年合計的 FDI 變化，配合模型的假設，

「保守」估計未來 7 年，新增流入台灣的 FDI 規模將達 89 億美元。其實，因為每年



全球 FDI 金額變動甚大，深受當年經濟狀況及個別經濟體發展階段和規模影響，僅

以 FDI 的流入金額判斷經濟整合的效果，未免失之草率。  

根據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統計，2000 年之全體 FDI 達 1 兆 4000

億美元的高點，但 2003 年卻下滑至 5657 億美元，然後 2007 年又創下超過 2 兆美

元的歷史新高，隨後於 2009 年又下滑至 1 兆 1000 多億美元。即使 1994 年 1 月美

國、墨西哥及加拿大形成北美自由貿易區，其後 3 年之總體 FDI 流入，雖然較之前

3 年的金額成長 1 倍，但擴大來看，全球 FDI 在同期間也成長了 1.8 倍，中國甚至

成長了 2.6 倍，因此不能以貿易協定，總結 FDI 的流向。 

FDI 不僅可帶入設廠促進就業的資金，也通常能引進較為進步的管理方法和技術，

是國家發展某一階段的重要手段，但絕無法僅靠貿易協定的簽定以吸引外資。歐盟

27 國中，曾經最有能力吸引外資的愛爾蘭是因為稅制改革，曾占全球 FDI 流入近一

半的美國，則是因國內市場誘人。如果 ECFA 真的因為中國讓利，而創造台灣特殊

的利益，FDI 應該已經開始源源不斷地流入台灣了。  

當冷冰數據開始透露真相，政策主導者應想像自己如果是國際企業主，在旋轉地球

儀看到台灣的時候，會想到什麼？依目前執政黨對中國的態度，外資若意在中國市場，

有必要繞道台灣，而不直取中國？台灣應發揮的是其真正的優勢，技術上的創新、經

營上的彈性、密集的高素質人力，以及穩定而民主自由的環境，絕非只是成為前進中

國市場的一部分。 

全球競爭就是利益導向，有實力的一方才能喊牌。日本在釣魚台海域拘捕中國船長，

中國禁止稀土出口以為反制；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中國立即延遲與挪威的自由

貿易協定談判，顯然在中國領導階層的思考中，經濟就是一項戰略武器，即使在全世

界的人面前，留下一張令人慨嘆的空椅子也無所謂。兩岸經濟如今難分難捨，台灣面

對主導牌局的中國，未來經濟關係，若進，要有策略；若退，也必須有方法。至於吸

引外資，還是靠自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