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借助其对台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历史渊源，一度成为台商投资大陆的热点地区，同时台

资在闽的投资浪潮极大地促进了闽台经贸关系的发展。但是近几年来，台商投资福建热浪逐渐消退，江浙、广东迅速崛

起，成为新一轮台商投资的重点地区。面对引资的严峻形势，在闽台经贸合作的关键时期，如何发挥福建自身优势，使其

在台商投资大陆的新布局中重新占据有利位置，助推闽台经贸合作呢？本文将就此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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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大陆改革开放以来，虽历经台湾当局百般阻挠，台商在大陆的投资额却一直保

持增长势头。按实际利用台资计算，台商在大陆投资额从 1989 年的 1.54 亿美

元增至 2004 年实际投资金额 30 多亿美元，占到了当年台湾对外投资额的 91.7%。目

前，台湾已经成为大陆第五大外资来源地。伴随着两岸投资额的级数递增，两岸经

贸关系也在迅猛发展，两岸贸易额从 1989 年的 34.84 亿美元增至 2004 年的 784 亿美

元，其中台湾对大陆的出口额到 2004 年已达 648 亿美元，大陆占台湾出口的比重已

达 37.2%[1]，毫无疑问，大陆已经成为台湾最主要的出口市场。

由于其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在大陆对台关系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福建成为全国对

台工作的前沿与窗口。尤其是在对台引资的工作中，福建利用其自身固有优势和中

央赋闽的特殊政策，始终扮演着桥头堡和排头兵的角色。

一、福建引进台商投资的历史与现状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两岸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尤其是在 1987 年台湾当局确

定以间接方式开放两地经贸往来，次年国务院颁布鼓励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投资的

规定之后，台商赴大陆投资的历史进程正式拉开了帷幕。

福建地处祖国大陆东南，有着绵长、独特的历史与人文传统，明显的海内外交流

优势。尤其与台湾省隔海相望的特殊区位条件，使福建省成为中央确定的两个最早

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同样，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独特条件，使福建率先成为台商到祖

国大陆投资的热点区域。为了进一步用好福建的对台优势，加大福建引进台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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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中央批准在厦门杏林、海沧两

地及福州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台

商投资区”；1992 年国务院进一步批

准厦门集美区为“台商投资区”。“台

商投资区”内实行经济特区有关减征、

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规定，

并且试行某些自由港的政策。近几年

来，又相继出现了“闽台农业合作试

验区”等多种新的政策措施。所以，

福建引进台资的历史过程是和中央一

系列优惠措施与政策安排密切相关的。

如今，福建已成为台商投资的“重

中之重”，台资成为福建外商投资的重

要组成部分。从 1985 年台商在福建创

办第一家企业以来，福建利用台资所

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目前形成了从

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经营，到

发行股票上市等多种投资形式，从经

济特区、经济技木开发区到台商投资

区等多种投资区域的全方位开放格局。

截至 2004 年，台商在福建的投资项

目达到 8000 多个，实际到资 100 多亿

美元，综合起来看，在农业、信息产

业光电子、化工、机械加工等方面的

引资效果最为显著。农业方面，截至

2004 年批准台资农业项目达 1500 多

个，合同利用额将近 20 亿美元，实际

利用台资 14 亿美元。信息产业方面，

台湾著名电子信息企业已有 30 多家落

户福建，产值占福建省全行业总产值

的近一半，先后形成了福州市区、厦

门特区、福州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和

融侨开发区四大电子基地，而且正在

向莆田、泉州、漳州三地延伸。在新

型化工产业领域，“翔鹭化工”、“明达

塑胶”等若干大型台商投资企业已经

成为福建化工行业的龙头企业。台商

在福建机械、服装、鞋帽等产业的投

资也已具规模，逐渐向纵深发展。

在看到福建引进台商投资方面已

经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不应回避的是，

近两年来台商来闽投资势头逐步减弱，

尤其是在台商掀起以资本与技术密集

型产业为主导的新一轮投资大陆的区

域布局中，出现福建被“边缘化”的

现象，台商投资热点区域正在转向长

三角、珠三角、华北等地，台商对闽

投资占全部大陆投资的份额锐减，由

1991 年 的 32.1% 下 降 到 2004 年 的

4.5%，13 年间下降 27.6 个百分点。而

且从自身来看，2004 年福建省吸收台

资合同金额 4.22 亿美元，增长 13.1%，

增幅较上年回落 0.6 个百分点，实际

到资 5.25 亿美元，仅增长 2%[2]。所以，

近两年来台商投资势头的减弱使得由

台商投资主导的闽台经贸关系发展显

得动力不足，其主导地位也呈现一定

的弱化趋势。

二、台商投资福建对闽台经贸
合作的促进作用

1、加速产业链形成。

台商投资带动了福建各产业发展，

使台海经济互动越来越频繁。福建主

要有两大产业集群：一是电子、机械、

石化龙头企业形成产业链带动的产业

集群；二是服装、鞋业等民间资金为

主带动相关配套企业和服务发展的产

业集群。其中台资在以资金、技术密

集型的电子、机械、石化为主导的产

业链形成、集群效应发挥过程中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带动作用。比如电子行

业以冠捷电子为龙头，形成华映光电

等一大批行业配套企业；机械行业以

东南汽车为龙头，带动台湾近百家配

套厂商落户福州，加速了两岸之间该

行业产业链的形成。更为可喜的是，

这些大型台资企业的注入，带动了一

批其他地区的外资企业参与海峡经济

互动。这在客观上延伸了产业链，拓

展了新的领域，同时增强了区域吸引

力。比如马尾开发区依托华映光电，

“以商引商”，先后引进了韩国 LG 荫

罩、日本 JVC 偏转线圈、日本 NEC 玻

壳等 20 多户跨国公司。冠捷电子进驻

融侨开发区后，先后聚集了 50 多家电

子信息产业在福建落户，该产业链的

发展已经显示出强劲的势头。

2、增强区域经济实力。

作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极”，通过

在台商投资方面的卓越表现，厦门特

区经济的“扩散效应”逐渐显现。厦

门岛外的海沧、集美、杏林、同安、

翔安经过多年规划发展，相继完成了

不同的功能建设，正在向着卫星城的

方向迈进。位于厦门湾南岸，与厦门

仅 3．5 海里一水相隔的漳州开发区也

在特区带动下，由一片荒芜的边城小

镇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临港工业、港

航物流业和食品加工业为特色的新兴

海滨工业城市 , 其优越的投资环境极

大地激发着台商来漳的投资热情。据

统计，到 2003 年底，漳州累计批准

台资企业 1700 多家，实际利用台资

37.52 亿美元，高于全省引进台资的平

均水平。另外，每年在厦举办的“台

交会”和“投洽会”不仅是内地与台

湾交流沟通的重要平台和窗口，更是

福建引进台资的一个重要渠道。而且

考察近几届“台交会”发生的转变，

在内涵上紧跟台商投资主流，专业化

程度不断提高，不再局限于对台出口，

而是着眼于两岸的进出口贸易互动。

3、有利于逐步消除两岸经贸合作

的政治限制，提升合作层次和水平。

随着台商投资企业的规模和数量

的递增，两岸货物贸易往来和金融业

务往来日趋频繁。原有的两岸航运、

金融等方面的限制直接或间接地制约

了台商在大陆的进一步发展。呼吁两

岸“三通”的声浪中，尤以大陆台商

的声音最为响亮。迫于压力，台湾当

局提出“小三通”[3]，这使金、马在

与福建的交流合作中得到巨大的实惠。

因为福建沿海与金马地区直接往来首

次突破了台湾当局的诸多限制，开辟

了一条经金马进入台湾的捷径，所以

其政策效应迅速波及台湾岛内，先后

引发“商务直航”等热潮，而且很快

得到了台湾岛内其他地区的重视，如

台湾澎湖等县市摆脱台当局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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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大陆考察，积极推动两岸民间和

地方县市之间的交流；大陆晋江企业

赴金门举办“晋江市名优特产品金门

展销会”，这是大陆产品第一次在台湾

地区展销，也是金门有史以来规模最

大的一次商品展销会。由此，“小三通”

引发的两岸“贸易创造”效应十分显

著。

三、进一步提升引资水平，助
推两岸经贸合作

如前所述，福建在引进台资方面

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而且在一定的理

论逻辑作用下，对闽台经贸合作的发

展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但

是，就近几年来福建吸引利用台资的

形势来看，情况并不容乐观。

从表 1 可以看出，2001 年至 2003

年，福建吸收的台资项目和实际金额

占全国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增长率也

一直低于全国水平，表明了这几年福

建吸引台资方面的疲软态势。其实从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台商对福建

沿海地区的投资步伐就已经放缓，福

建这块台商最早的投资热土正承受越

来越多的失落，台商对福建的投资占

全部大陆投资的份额在此期间锐减，

由 1991 年的 32.13% 下降到 2000 年的

3.82%，9 年间下降 28 个百分点。与

此同时，台商对大陆其他省份的投资

却增长迅猛，比如台商对江苏省的投

资占全部大陆投资的份额从 1991 年

的 14.01% 上 升 到 2000 年 的 48.01%，

9 年间增长 34 个百分点，目前这一数

字已达 52%[4]。从 1993 年以后，福建

吸收台资金额先后被广东、江苏超过，

目前只处于全国第三位，彻底失去昔

日引进台资的霸主地位。

另外，福建在引进台资方面的落

后局面不仅体现在总量上，而且在引

进结构上也存在诸多问题，现阶段台

资对闽台经贸关系发展的拉动能力极

为有限。根据台“经济部”的统计，

目前台商大陆投资的行业结构中，电

子电器产品制造业、化学制造业、塑

胶制品制造业、基本金属制造业及服

务业分居前 5 名，其投资金额占投资

总额的比重达 85% 以上。其中科技含

量高的电子电器产业投资比重连年递

增，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这些变

化都表明台商对大陆投资的科技含量

正在逐步加强，高科技产业投资成为

投资的主流。但是福建省引进台资行

业结构比例却未体现出这种变化趋势，

从近几年引进的台资情况看，虽然也

有一些高科技项目，但比重相对较低。

相反，江苏和广东在引进台资高科技

项目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如江苏昆

山市，目前吸引台资总额达 42 亿多美

元，实际到资达 22 亿美元，其中台商

在昆山投资兴建的项目大部分为高科

技类项目，电子资讯业是台商在昆山

投资的热点，目前已有近 200 家此类

企业投资昆山，从而使昆山成为中国

生产电脑主机板的主要基地之一。再

如广东的东莞市，台商投资 50% 以上

是电子电器类项目，东莞已成为台资

电脑以及电子电器在大陆的最大生产

配套基地。

所以，当前福建的引进台资工作

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一方面要求在

总量上迅速缩小与江苏及广东的差距，

另一方面要求根据目前台商投资特点，

尽快调整引资结构，促进闽台经贸合

作的全面发展。

结合上述有关台商投资现状的分

析以及引资过程中提到的问题，笔者

对如何进一步提升引进台资水平提出

以下几点建议：

1、整合已有特殊政策，寻求国家

更多政策支持。

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商

投资的区域分布，可以看出，外资会

集中流向国家重点发展和给予较多优

惠政策的地区。由于福建的特殊地理

位置，其在大陆对台工作中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一直以来，中央给予福

建诸如创办经济特区、建立台商投资

区等一系列特殊政策，对福建经济发

展以及闽台经贸合作起到了极大的促

进作用。但是随着全国对外开放新格

局的形成，这些中央赋闽特殊政策也

正在淡化消失，福建需要国家在政策

上给予更深入的特殊支持，比如基础

设施建设、重大项目支持、加大力度

支持台商在闽投资等，在适当的时机，

还可以考虑签订类似港澳与大陆之间

CEPA 的贸易协定，使台商投资福建

进一步便利化，为闽台经贸关系发展

开辟更为广阔的道路。

2、完善本地区产业链配套建设。

在引资过程中，福建应该把引进

台资重点集中在那些科技含量高的产

业，特别是其中的领头企业，通过吸

引这类企业进而吸引与之相配套的上

下游企业，有效利用本地优势，弥补

投资地产业链的缺陷。政府也可以出

台某些政策，支持当地企业投资配套

行业，提高本地制造的专业化水平，

从而吸引更多的台商到当地投资建厂。

今后，要通过强化海峡两岸的产

表 1

台资项目 增长 实际到资 增长

年份 全国 福建 比重 全国 福建 全国 福建 比重 全国 福建

2000

2001

2002

3108

4214

4853

402

499

451

13%

12%

9%

22.2

15.2

32.2

6.4

24.1

－9.6

22.96

29.8

39.7

4.89

5.05

5.30

21%

17%

13%

－9.4

32.8

33.2

－9.5 

3.27

4.95            

资料来源：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两岸经贸关系趋势与发展闽台经贸的思路》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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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作，加强产业对接和配套，延伸

产业链，形成互补型产业分工协作的

关联体系，进而提高区域内的投资与

贸易一体化水平。彻底实现闽台产业

对接，加强闽台经济圈的整体经济实

力，构建闽台经济区。

3、积极改善台商投资的软环境。

在利用台资的过程中，福建的投

资硬件设施得到了良好的建设，随着

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推进，福建港

口、网络、能源等方面的建设也都将

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但是与此同时，

投资软环境能否同步发展的问题突显

出来。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中的问题、

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的问题、外商权益保护问题等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着台商对福建投资环境的

综合评价。所以对于福建来说，在今

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改善投资软

环境是提升福建引资水平的重中之重。

4、吸收借鉴引进台资先进地区的

经验。

尽管福建曾经是台商投资大陆的

热土，具有明显的引资优势，但是不

能回避的是，目前江苏、广东等省更

具引资竞争力，他们的一些独到的做

法已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并起到了

事 半 功 倍 的 作 用。 比 如 苏 州 地 区 在

吸引台商投资时明确打出了“亲商”、

“富商”、“安商”的口号，上到党政领

导，下到各级政府部门，服务台商的

意识十分强烈。所以事易时移，福建

省必须注意吸收借鉴这些地区在吸引

台资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尽快缩小差

距，争取开创福建吸引利用台商投资

的新局面。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对

外贸易年鉴 2004》“台湾与祖国大陆贸易

额”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4

年福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发展情况回顾” 

2005 年 2 月。

[3] 台湾当局提出金门、马祖与福建

沿海的通航与通商即所谓的“小三通”，

大陆回应，提出“两门对开，两马先行”

的方案。二者在含义上基本相同，即福

建厦门、福州与金门、马祖率先实现海

上直航。2000 年 12 月 28 日，中国外交

部表示愿意提供方便并协助推进两岸“小

三通”。

[4]“ 厦 门 的 新 世 界 ”http://business 

watch.com.cn/printpage.asp?ArticleID=529 

200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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