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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台湾海外投资新特点

口 邓利娟

& ∋ 年代中后期
,

台湾海外投资加速发展
,

呈现出由资木

输人地区向资本输出地区转变的明显趋势
,

其投资的重点对象

是美国和东南亚国家
,

主要的投资行业是制造业 (∋ 年代以

来
,

台湾岛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甚大
,

当局的海外投资政策也相

应作了调整
,

台湾海外投资的发展 因而出现若干新的特点 及

时了解这些新动向
,

将有助于我们吸收和利用台湾资金
,

加强

两岸经贸关系

一
、

三个突出的新特点

第一
,

海汁投资发展明孟减速

据台湾
“

投审会
”

的统计资料
,

∃ (&( 年台湾海外投资金额

达 ( )∃ 亿美元 ∗不含对大陆的投资
,

下同 %
,

较上年增长

)+ , −∃ .
,

为历年增长最快的一年 ∃ ((∋ 年与 ∃ ( ( ∃ 年海外投

资金额分别为 ∃ , ,+ 亿美元与 ∃ − ,− 亿美元
,

增长率相继降为

− − / )纬与 − −( 写 ∃ ( ( + 年
,

海外投资额仅达 & &/ 亿美元
,

较上年大幅减少 0− 0+ .
。

而从 《台湾金融统计月报 》 中国际

收支帐的统计数据来看
,

自∃ ( (。年开始
,

台湾海外投资实际数

量就已明显逐年减少 ∃( &( 年
,

海外投资额为 −( ,∃ 亿美元
,

∃((∋ 年减少为 , + 0 ) 亿美元
,

∃( ( ∃ 年再降至 ∃ & , 0 亿美元
,

∃( ( + 年仅达 ∃− (∃ 亿美元
,

各年分别较上 年减少 +0 ,/ 写
、

“ −0 .
、

& / (. 虽然由于统计 口径的不同
,

以上两组统计

数据存在较大差别
,

但都说明了
,

(∋ 年代以来
,

台湾海外投资

发展明显减速
,

甚至出现了实际数额的大幅减少

第二
,

中国大陆 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成为台湾海外投 资的

祈热点
。

( ∋ 年代以来
,

台湾在减少海外投资的同时
,

海外投资的地

区流向亦发生了极大变化
。

最引人注 目的是
,

对中国大陆的投

资急剧增长 按照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公布的数字
,

∃ ( (。

年
,

台商对大陆 的投资额为 & (∋ 亿美元
,

∃ ( ( ∃ 年 上升为

∃) &( 亿美元
,

年增率达 ,− ∋+ 纬 ∃ ( ( + 年
,

台商投资大陆批

准项 目达 −0 )∋ 项
,

投资金额为 , , 0 & 亿美元 ∃ ( ( ) 年初以

来
,

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呈现更加踊跃的势头
,

∃ 至 ) 月的投资

额较上年同期剧增 , / 倍 目前
,

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已居海外

对中国大陆投资的第二位
。

若以台湾
“

投审会
”

核准的海外投

资案件分析
,

∃( (+年台商赴大陆投资+− 0件
,

投资金额 + 0/ 亿

美元
,

占台湾全年海外投资总额比重 的 +∃ /& .
,

居首位

∃ ( ( ) 年首 季
,

投资件数为 −( 衣卜
,

投资金额达 ∃ ∋/ 亿美元 显

然
,

中国大陆已成为当前台么叭舟外投资的最
1

2要地区之一

近年来 台湾对欧洲园家的投资也迅速增加 自 &∋ 年代

中期起
,

为推行分散市场的发展战略
,

台湾加快了对欧洲地区

投资的步伐 据台湾
“

投审会
”

的资料
,

直至 ∃ ( & ( 年 22
,

累

计投资资金为 ∃ ∋, 亿美元
,

而 ∃ (的 年
一

年
,

投资金额达 + −−

亿美元
,

为以前累计数的 + , ) 倍
。

∃ ( ( ∃ 年投资额进一 步 上升

为 ) ,∋ 亿美元
,

较上年增加 )∃ ,& .
。

对欧洲投资
,’3海外投资

总额比重相应由 ∃ ( & ( 年以前的不到 ∃∋ .
,

提高到 ∃ ( ( ∋ 年的

一/ ∃ ) .
、

∃ ( ( ∃ 年的 + ∃一 0 .
。

不过
,

∃ ( ( + # 毛 ,

受到 ∃仕界经济

不景气的影响
,

台湾对欧洲 4自投资减少为 + (+ 亿美元
。

值得一提的是
,

(∋ 年代以来
,

随着越南经济改革的推行
,

经济已恢复姗 长
,

引起台湾海外投资厂
‘

商的  5 益重视
,

据越南

方而公布的资料
,

∃ ( (∃ 年越南接受来自台湾的投资额为 0 ,&

亿美元
,

比 ∃ ( ( 。年剧增 ) 0 倍
,

居越南外资投资的 首位

第三
,

金 融保险 业在台湾海外投 资行 业 中后 来居上
,

举足

轻 重
。

台湾海外投资直到 &∋ 年代初期才开始涉足保险业
,

而且

发展缓慢 但从 &∋ 年代末期起
,

对金融保险业的投资迅速增

加 ∃ ( & ( 年投资 ∃ ∃ 个卜
,

投资金额 ∃ / + 亿美少‘
,

∃ ( ( ∋ 年则增

加为 ), 件
,

0 (& 亿美元
,

占海外投 资总额的比 重 上升至

) + ∃ ∃ .
,

超过电子 电器行业而%
,

于3甸外投资行
、
!忆的首位

。

∃ ( ( ∃

年和 ∃ ( ( + 年
,

金融保险业投资金额有所 ∃∃ 洋
,

分别为 0 ∋0 亿

美元与 ) ∋, 亿美元
,

但所占比重为 +0 )/ .和 )0 0+ .
,

仍居

第一 金融保险业投资的快速发展
,

使轶个服务业了〔海外投资

产业结构中的比垂大幅 上升 −∋ 年代
,

%报务业 占海外投资总额

比 重 仅 ) ∋/ .
,

微不 足道
5
/∋ 年代与 &∋ 年代

,

分别升 至

∃ + , / . 与 + ( + ) . 5 而 ∃ ( (∋ 年服务业 的比 重 提高为 0 ∋ ∋ ∋

纬 5 ∃ ( ( ∃ 年是 00 −+ . 与其相反的是
,

制造业投资占海外投

资总额的比重由 −∋ 年代的 (, (∋ .降至 &∋ 年代的 “ −0 纬
,

∃( ( ∋ 年再∃洋为 , & ( /纬
,

∃ ( ( ∃ 年为 0 ( − + .
。

二
、

成因分析

∗一 % 海外投 资哀退的原因
。

特区经济 ∃( ()年∃ ∃月+ ,日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347047?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曰 口 口 口门翩喊拟 砒哪喘鲡麟姗渊娜甜晰撇附姗娜恻姗恻酬硼呷卿撇呱姗姗沪娜崛翻肠撇藕稀翩察麒叫娜丽日

导致台湾海外投资衰退的原因可以从内外两方面去探讨
。

就内部因素而言
,

主要有三
6 ∗!% 台湾海外投资已达相当数

7
。

随着 &∋ 年代中后期海外投资的加速发展
,

台湾的海外投

资巳具不小规模 据台湾
“

投审会
”

核准的资料
,

截至 ∃ ( ( +

年 ∃+ 月止
,

台湾海外投资累计已达 ,− +∋ 亿美元
,

若以国际

收支帐的统计来看
,

仅 ∃ (&∋ 年至 ∃ ( ( + 年
,

台湾海外投资金额

即达 +∋( +) 亿美元
。

其总投资规模在东亚已名列第二
,

仅次

于日本
。

但是
,

台湾总体经济尚未达到高度发展阶段
,

因此在

其海外投资已达相当数鱼之后
,

向下滑落有一定的必然性

∗+ % & ∋ 年代中后期支撑台湾迅速扩大海外投资的某些因素发生

了变化
。

台湾海外投资之所以在 &∋ 年代中后期形成高潮
,

除

了台湾当局在政策上由过去的严格限制改为开放与鼓励的因素

外
,

新台币大幅升值
、

岛内工资高涨及土地昂贵等是推动台湾

海外投资加速发展的直接因素 进人 (∋ 年代后
,

这些因素虽

然还继续发挥作用
,

但其中有些因紊的作用强度已逐渐减弱

例如
,

汇率因素的作用随着台湾贸易出超的缩小而下降了

∗) % 台湾经济的发展蒙上衰退的阴影
。

(∋ 年代以来
,

台湾经济

增长明显减缓
,

而同时民间消费则持续较快增长
,

其结果台湾

的国民储蓄率由 ∃ ( & − 年最高峰的 )& , .逐年下降到 ∃ ( ( + 年的

+/ / .
,

超额储蓄率亦相应从 +∃ 0纬大幅降至 ) ,. &∋ 年代

中后期的资本严重相对过剩的状况已大为减轻
,

发展海外投资

的物质基础亦因此不那么厚实了

从外部因素看
,

首先由于自 ∃ ((∋ 年以来世界经济景气低

迷
,

需求缩小
,

全球国际直接投 资在经过

∃( &, 年至 ∃ ((∋ 年的飞跃增长后已转人放慢脚

步阶段
,

台湾难以例外 台湾厂商对海外投资

的态度由积极进取逐渐变为驻足观望
。

其次
,

投资对象国的投资环境的改变也是造成台湾海

外投资趋降的重要原因
。

&∋ 年代中后期 配

合台海
、

日本及韩国中小资本大量外流的形

势
,

东盟国家积极改善外资投资环境
,

放宽对

外资投资的限制
,

扩大为外资提供的优惠
,

台

湾等地的资本因而大量流向东盟国家 然而
,

“

过热的投资热
”

使东盟国家投资环境出现了

不利的趋向
。

以泰国为例
,

大量外资投资很快

使受谷京都区出现基础生产设施和服务设施饱

和的现象
6
工业区满员

、

港 口装卸设备超负荷

运转
、

熟练工人与技术人员供应紧张
,

等等 由

于投资环境的变化
,

台商投资的比较利益不如

从前
,

投资的热情因而逐渐下降

∗二 % 台商大债投资热潮的成因
。

大陆之所以对台商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

主

要由于
6
∗∃ % 台商看好大陆经济前景 (∋ 年

代以来
,

大陆加快改革开放
,

大力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 整个经济 发展欣欣向荣
,

经济增长率高达两位

数
,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

因此台

商对大陆投资越来越有信心 ∗+% 大陆投资环晚有了较大改

善
。

近年来
,

沿海特区建设迅速发展 各地经济开发区
、

自由

贸易区陆续设立并不断扩大
,

为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开辟了更

为广阔的空问
。

而股票证券市场及房地产市场等的建立和开

放
,

也使台资参与大陆重大建设项目成为可能 此外
,

大陆让

出部分市场
、

提高产品的内销比率等措施
,

对台湾各类厂商都

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台湾方而
,

(∋ 年代以来
,

迫于岛内外种种压力
,

当局的

大陆投资政策总算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 ∃ ( (。年 ∃∋ 月
, “
经济

部
”
公告实施 《对大陆地区从弓‘问接投资和技术合作管理办

法》
,

正式开放台商对大陆间接投资 该办法正面列表 −/ 类

) ) , ) 项准许赴大陆8习接投资或技术合作的产品项目
,

规定台商

必须经己9海外公司
、

企业对 大陆迸行 !、3:接投资 ∃ ( ( ∃
、

∃( ( +

年
,

台湾当局又陆续增加了对大陆间接投资的项 目 至 ∃ ( ( )

年 ) 月
, “
经济部

”

颁行 《在大陆地区投资成技术合作许可办

法》
,

在加强
“

规范
”

的前提下
,

进 一步放宽对大陆间接投

资 按其规定
,

对大陆投资仍采用事前许可制
,

以 民间
、

间

接
”
为原则

,

投资金额在 ∃∋∋ 万美元以上者
,

仍应经由第三地

区设立公司
、

企业进行 5 金额未超过 ∃∋∋ 万美元者
,

则经过第

三地区进行即可
,

不 须经山儿在 第三地设 立的公司
、

企业进

行
。

此外
,

准许对大陆投资的项目进一 步扩大
6

农林业 ∃)∋

台湾高技术产品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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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

制造业 ) & ∋ ∋ 项
、

服务业 ∃0 项 随着台湾当局对大陆投资

政策的不断放宽
,

台商对大陆的投资由暗转明
,

由小到大
,

形

成了一波波大陆投资热潮

∗三 % 全触保险 业海外投 资迅速崛起 的原因
。

第一
,

海外投资不仅融资困难
,

而且投资风险也相对大于

岛内投资
。

随着各行各业海外投资的不断发展
,

相应地对金融

保险业的海外投资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

&∋ 年代末 (∋ 年代初
,

台湾金融保险业海外投资的迅速发展
,

相当程度上正是适应了

&∋ 年代中后期台湾海外投资高潮兴起的需要

第二
,

近年来
,

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的调整
,

岛

内金融保险等各项服务业发展迅速 从&∋ 年代末期起
,

服务业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 ,∋ . 以上
,

超过工业而居首位
,

其

中
,

金融保险及工商服务业的比重达 ∃& 纬以上
。

岛内金融保险

业的快速发展及相对成熟化
,

为其从事海外投资提供了较好的

基础
。

第三
,

台湾长期实行封闭式金融休制
,

采取汇率管制
、

利

率管制及信用分配等手段
,

使金融保险业的海外投资受到严格

限制
。

&∋ 年代中期以后
,

为配合整休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
,

台

湾当局加快推动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的步伐
,

采取一系列开放

性的金融政策
6
大幅放宽外汇管制

、

推行利率自由化
、

开放民

间设立银行
,

等等
,

使台湾岛内金融保险业加快向海外扩展其

业务成为可能
。

三
、

发展趋势展望

首先看岛内经济
。

台湾当局原订 ∃ ( ( ) 年经济增
一

长目标为

/ ∋ .
,

但从现今的发展趋势看
,

这个目标难以达成
。

根据

“

行政院主计处
”

的预测
,

∃ ( ( ) 年台湾经济的增长率
,

第一季

度为 − ++ .
,

第二季度为 , && .
,

第三季度 − ,& 纬
,

第四季

度 ‘ −∃ .
,

全年为 − )) .
。

由此可见
,

∃ ( ( ) 年台湾经济的增

长将不会比上年好转多少 ∗∃ ( ( + 年经济增长率为 − ∃写 %
,

经

济增长衰退的阴影仍然存在
,

这将不利于台湾海外投资的发

展
。

不过
,

岛内同时亦存在有利因素 台湾当局迫于形势发展

的需要
,

正积极加快推动海外投资 ∃ ( ( ) 年 / 月
, “
经济部

”

的推动对外投资工作计划正式出炉
,

其主要内容为
6 ∗!% 确保

岛内厂商海外投资权益
6

积极与有关国家洽签
“

投资保证协

定
”

与
“

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 5 联合岛内上

、

中
、

下游产业体

系
,

集体赴爱尔兰
、

哥斯达黎加
、

印尼巴谭岛
、

越南
、

墨西哥

及菲律宾苏比克湾等六地区设 立
“

海外工业区
”

∗+ % 提供对

外投资厂商辅导与优惠措施
6

放宽对赴中南美洲投资厂商所提

供的考察补助及投资的贷款条件
,

提供保险补助 5 进一步修订

《对外投资及技术合作审核处理办法》
,

简化
、

放宽对外投资

相关规定及手续
。

∗)% 加强对外合作关系 目前
,

台湾当局的

有关部门开始积极推动该项计划
,

现已原则上决定厂商对外投

资由过去
“ ∃∋∋ 万美元以上者必须事先巾报

” ,

改为
“

当年度

汇出额未逾 ,∋∋ 万美元的投资案
,

采取事后报备
,

不须事先申

请
” ,

%
一

商只须在银行办理汇款作业时
,

加填一张报表
,

写明

厂商名称
、

投资金额
、

投资业别以及地点等四项情况即可
。

以

上种种政策措施如果顺利推行
,

无疑有助于台湾海外投资的发

展

国际经济坏境及大陆经 济环境是影响台湾海外投资的外部

条件
,

同样有利有弊
。

有利方而
,

当前世界经济集团化
、

区域

化的发展趋势 !6∃ 趋增强
,

这将成为推动台湾扩
‘

大海外投资的重

要动力 此外
,

前述各种有利于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因素仍然

存在
,

将继续促进台商赴大陆投资的发展
。

然而
,

总休说来
,

当前国际经济环婉对台湾海外投资发展

的不利影响是比较大的 其一
,

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景气复苏

缓慢
,

将继续制约台湾海外投资的发展速度 据联合国 《∃ ( ( )

年世界经济调查报告 》称
,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景气恢复元气

不足
、

速度级慢以及俄罗斯等凉苏联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

困难重重
、

步粗维艰
,

∃ ( ( ) 年 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只能达到 ∃ ,

.
,

略高于上年的 。 − .
,

预计要到 ∃ ( ( 0 年刁
‘

能恢复到 ) .的

增长速度 ∃ ( ( ) 年 日 木的经 济增长率仅为 ∃ , 纬
,

美国 ) 。

.
,

德国则为 ; ∋ .
。

台湾扩 大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仍将而临重

重困难 其二
,

如前所述
,

作为台湾最重要的投资场所之一的

东盟国家
,

由于普遍存在管理与技术人员不足
、

社会旅础设施

薄弱以及中间产品和零部件配套生产能力有限等问题
,

已里现

对外来投资
“

消化不 良
”

的征兆
,

在解决这些问题之的
,

当今

台湾对东盟国家投资下降的趋势难以扭转 此外
,

由于 国际竞

争日趋激烈
,

台湾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越来越受到发达

国家跨国公司的严峻挑
!
咙

。

综合以上分析
,

我们认为
,

台湾在短期内难以改变海外投

资衰退的趋势 不过
,

台商对大陆的投资仍将较快增长
,

对越南
、

印尼及非律宾等亚洲国家的投资也将有一定发展
,

这将使台湾

海外投资的地区构成中
,

亚洲国家所占的比正进一步上升 在海

外投资的行业结构中
,

金融保险 业投资将名列前茅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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