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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学研究：两岸经贸合作专题研究

唐永红，经 济 学 博 士、厦 门 大 学 台 湾 研 究 院 教 授、博 士 生 导 师，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经济平台执行长，厦 门 大 学 台 湾 研 究

中心副主任，国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 心 研 究 员，商 务 部 海 峡 两 岸

经贸交流协会理事，《台湾研究集刊》编委会委员；曾任厦门大学台湾

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发改委暨国台办两岸 产 业 合 作 研 究 咨 询

小组特约专家，台湾大学高级访问学者；获 “福 建 省 第 六 届 优 秀 青 年

社会科学专家”荣誉称号。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项目近５０项；为

中央及地方政府建言５０余篇；公开发表论文１２０余篇；发布网络时评性文章５０余篇；出版著作

６部，其中，《两岸经济一体化问题研究———区域一体化理论视角》获第１５届 “安子介国际贸易

研究奖”（教育部部级奖）优秀著作二等奖。

主持人语：自祖国大陆对内实行 改 革 开 放 政 策、对 台 实 行 “和 平 统 一、一 国 两 制”方 针 以

来，特别是自１９８７年台湾当局解除 “戒严”、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以来，在两岸民生经济发展的

要求下，在经济全球化力量的推动下，两岸不断松绑交流政策，两岸经济体的潜在互补性与比较

优势得以不断释放，两岸经济交流方式经历了从地下到地上、从间接到直接、从民间市场机制到

官方制度化机制的演变。相应地，两岸经济关系不 断 克 服 政 治 关 系 的 障 碍，相 互 依 赖 与 共 同 发

展。但２０１６年民进党执政台湾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两岸制度化合作交流的政治基础因民

进党当局拒不接受 “九二共识”而崩塌。与此同时，国际需求疲软，大陆寻求经济发展转型，台

湾推动经济 “新南向政策”。新 形 势 下，两 岸 经 济 关 系 发 展 何 去 何 从？ 大 陆 台 资 企 业 如 何 持 续

发展？

本期 “两岸经贸合作专题”针对两岸经济关系与大陆台资企业可持续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既

有助于读者从宏观层面把握新形势下的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前景，也有助于从微观层面明了新形势

下大陆台资企业可持续发展路径。

《新形势下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前景展望》一文全面梳理了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现状，深入分析

了制约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并结合内外环境及两岸关系的变化阐明了新形势下的两岸

经济关系发展前景。文章认为，国民党再次执政台湾期间，海峡两岸在 “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开

启了两岸经济制度化合作交流新篇章，但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与两岸经贸活动自由化进展缓慢。

这既有两岸政治经济结构性矛盾等客观层面的因素 （一是两岸政治结构性矛盾引致互信不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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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岸经济竞争性增加导致合作困难；三是两岸经济政策的利益分配性导致协商困难），更有合

作理念偏差等主观层面的原因 （一是较多考虑自身利益，忽视两岸共同利益；二是较多注重生产

者利益，而忽视消费者利益；三是较多重视短期利益与静态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与动态利益）。

这些因素也将继续制约今后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新形势下的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还面临着国际

需求衰退与大陆经济发展转型的影响，更面临着台湾政局变化下两岸关系稳定性以及相应的政策

驱动力进一步弱化的影响，很可能步入衰退期。

《新形势下台资企业可持续发展之路径研究———以常州为例》一文梳理了民进党执政后的两

岸经贸合作现状，指出现阶段两岸经贸合作呈现大陆主导的态势，并以常州为例阐明新形势下台

资企业可持续发展路径。文章认为，民进党恶意排斥业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的两岸经贸合作，

影响了两岸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但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台湾企业看到了祖国大陆的经济优势

和吸引力，表现出了极大的合作热情。在两岸官方、半官方合作机制终止，连一些有组织的民间

经贸交流也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两岸经贸合作呈现出大陆 主 导 的 态 势。台 商 应 该 抓 住 “一 带 一

路”“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等发展机遇，实现企业转型升级，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ＴＤＩ对江苏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技术溢出效应的视角》一文基于技术溢出效应的

视角，选取江苏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台商直 接 投 资 （ＴＤＩ）和 外 商 直 接 投 资 （ＦＤＩ）的 面 板 数 据，运 用

技术溢出内生化技术进步模型实证分析江苏全行业ＴＤＩ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与ＦＤＩ技术

溢出效应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ＴＤＩ对于江苏的技术进步直接效应为正效应，技术

外溢效应则为负效应。文章提出江苏可以通过加大引进台湾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鼓励台资企业与

本土深度融合、完善台商投资管理体系以及持续吸引台资流入苏中、苏北等措施促进江苏产业结

构升级。

《海峡两岸股票市场日历效应研究———基于滚动样本的实证分析》一文运用ＧＡＲＣＨ模型和

滚动样本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自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以来，沪深股市与台湾股票市场的星期效应

和月度效应，研究了海峡两岸股票市场日历效应的时变特征，得出了稳定性较强的结论。文章研

究发现：两岸股票市场都存在短暂星期一效应，台湾股市星期三效应较为明显，沪深股市星期五

效应较为明显；台湾股市具有明显的九月效应，但从２０１４年开始逐渐消失，沪深股市前期具有

七月效应，中期具有六月效应。文章对海峡两岸股票市场日历效应的比较分析剔除了传统文化因

素的影响，指出了两岸市场间在制度设计、信息披露、投资者理性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

综上可见，本期 “两岸经贸合作专题”四篇论文，围绕两岸经济关系发展中的不同层面问题

进行研究，采取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

相结合的论证方法，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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