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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台商不断扩大对祖国大陆的投资 , 融资成为

台资企业在大陆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由于两岸尚未

签署货币清算协议和金融监管备忘录 , 无法在金融领

域开展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 , 因此大陆现有的融资方

式和融资渠道 , 越来越不能满足台资企业发展对资金

的需要。融资难已成为大陆台资企业经营发展面临的

普遍问题。

近年来 , 祖国大陆也一直高度重视台资企业融资

问题 , 并积极采取一系列解决措施。由于大陆资本市

场发展尚未健全 , 资本市场融资所占比例较小 , 因此

银行信贷仍然是台资企业主要融资手段 , 信用贷款与

抵押贷款是两种主要的融资形式。据统计 , 截至 2007

年底 , 祖国大陆主要银行为台资企业共提供融资贷款

达 7000 多亿元人民币 , 涉及台资企业 6300 多家次。

2008 年在第四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 , 大陆宣

布了 10 项惠台措施 , 其中一项就涉及融资问题 , 即

承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将在今

后二至三年内为台资企业提供一笔总计 1300 亿元人

民币的融资贷款。但因两岸金融交流合作的局限 , 以

及信息沟通渠道不畅等原因 , 大多数中小型台资企业

仍陷于融资困境中。一方面 , 由于在大陆的台资企业

无法提供其母公司的担保 , 大陆银行也不能接受台湾

地区银行开出的信用证。因台资企业多缺乏经营历史

资料可供评估 , 大陆银行无法掌握台商在台湾的信用

及经营状况信息 , 大陆银行对台资企业信用贷款多小

心谨慎。而抵押贷款则涉及资产评估困难的问题 : 因

为有的台资企业没有足够的固定资产可供抵押 ; 有的

台商土地厂房是租用的 , 机械设备是海关免税担保

的 , 都不能抵押 ; 而大陆银行无法接受其在台湾的资

产做抵押。所以 , 多数台资企业难以符合大陆商业银

行贷款抵押的条件 , 抵押贷款也不易进行。另一方

面 , 由于两岸金融监管备忘录 ( MOU) 尚未签订 ,

台资银行进入大陆市场开展业务还停留在低端、初级

的设立代表处阶段。但代表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业务

机构 , 仅从事商业信息收集、客户服务等功能 , 所以

台资企业从台湾银行业得到资金支持的困难更大。

2008 年 11 月初 , 第二次“江陈会”期间举行的

“两岸金融座谈会”, 讨论了金融危机、协签两岸监理

备忘录、金融机构相互设点 , 以及台商投资保障和避

免双重课税等议题。台湾银行业希望能到大陆设立分

行、子行或参股大陆银行 , 也期盼缩短办理人民币业

务的日程。祖国大陆银行业则希望能够到台湾设立办

事处或从事相关业务。台资银行进入大陆市场 , 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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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为大陆台商提供融资及延伸的金融服务 , 另一方

面也能创造新的利润来源 , 解决其发展困境。两岸在

金融领域的良性互动 , 将直接牵动台湾发展区域金融

中心战略 , 对中国大陆金融业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

契机。

二、台资企业融资偏好分析

近年来 , 大陆台资企业的数量与规模日益剧增 ,

但这些台资企业多以中小型规模为主 (平均投资规模

约 350 万美元) , 约占大陆台资企业总数的 95 %。这

些台资企业既具有中小企业特性 , 又具有外资企业特

性 , 在融资方面也有其特殊的偏好。在融资渠道方

面 , 银行信贷是台资企业主要融资手段 , 资本市场融

资所占比例较小。以珠三角地区台资企业为例 , 仅有

40 多家在香港上市、3 家在大陆上市。在融资银行类

型方面 , 台资企业融资主要来源 , 既不是大陆银行 ,

也不是外资银行 , 而是台湾银行机构。陈明璋

(2004) 调查发现 , 大陆台资企业融资来源 : 5818 %

来自台湾银行机构 ; 2818 %来自大陆银行机构 ;

1312 %来自外资银行机构。[1 ]

台资企业融资偏好之所以呈上述特征 , 主要原因

在于 :

第一 , 台资企业与大陆银行之间信息严重不对

称。一方面 , 作为中小企业 , 本身就缺乏良好的抵押

品、完善的财务制度和经营稳定性保证 ; 另一方面 ,

由于两岸尚未签订金融监管备忘录 , 缺少专业、审慎

的监管制度安排和信息共享机制 , 从而增大了大陆银

行机构对台资企业提供信贷融资的风险性。

第二 , 台资企业与台资银行存在特殊关系 , 在掌

握信息、文化、习惯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关系型融

资理论认为 , 这些比较优势可以大大降低信息不对称

程度 , 从而降低台资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抵押品要

求、增加融资便利性。因此 , 台资企业更愿意选择台

资银行提供信贷融资。而作为台资银行而言 , 依靠自

身对台资企业的信息优势 , 也更愿意为台资企业提供

融资。

第三 , 大陆银行为台资企业提供融资的便利性较

差。陈明璋 (2004) 调查发现 , 3519 %的台资企业认

为 , 大陆银行服务的便利性趋于恶化 ; 36 %的台资企

业认为便利性保持不变 , 仅有 2811 %认为便利性有

所改善。[2 ]在市场经济中 , 商机稍瞬即失 , 融资便利

性已成台资企业选择银行的重要考量因素。

第四 , 两岸金融往来政策障碍逐渐松动 , 便利了

台资银行为大陆台资企业的服务。2001 年 6 月 26

日 , 台湾“财政部”修正《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金融

业务往来许可办法》, 规定台湾地区银行的国际金融

业务分行 (OBU) , 经主管机关许可 , 可与外资银行

在大陆地区的分支机构、大陆地区金融机构的海外分

支机构、大陆地区法人等进行金融业务往来 , 具体业

务范围包括存款、通汇、代理收付款项、进出口外汇

等业务。OBU 直接服务大陆台资企业模式 , 大幅缩

小两岸银行业务往来的操作时间和成本 , 提升了台资

银行在服务客户方面的优势。
表 1 　大陆台资企业的融资来源比较

资金来源

台商地区

台湾银

行 DBU

台湾银

行 OBU

大陆

银行

外资

银行

其他

机构
合计

长 三 角 1818 % 131 3 % 1911 % 614 % 11 0 % 5816 %

非长三角 2111 % 816 % 81 4 % 210 % 11 3 % 4114 %

合　计 3919 % 211 9 % 2715 % 814 % 21 3 % 1001 0 %

资料来源 : 蔡辉端1 台商在大陆的融资市场研究1 国立中山大学

财务管理研究所硕士论文 , 20071

由表 1 可以看出 , 台资银行机构 (包括 OBU 和

DBU) 为大陆台商提供的融资比重高达 60 %之多 ,

高出大陆银行机构提供的信贷融资比重 1 倍有余 , 外

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仅占 10 %左右。

综上所述 , 大陆台资企业融资困难明显突出 , 既

有自身原因 , 也有两岸银行业开放合作滞后原因。但

是 , 最根本原因在于 : 台资企业有其独特的融资偏

好 , 即更偏好于选择台资银行作为贷款对家 , 多通过

建立关系型融资联系解决其融资问题。

台资企业的融资偏好分析表明 , 台湾银行业进入

大陆发展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关系型融资模式严重

依赖于银企间密切的往来关系。在地理位置上 , 要求

贷款银行与贷款企业距离相近 , 以便银行信贷员及时

掌握企业动态信息。作为企业而言 , 与贷款银行保持

紧密关系 , 在融资便利性、融资规模、融资抵押品要

求等方面具有好处。所以 , 现实中大多数企业更愿意

将各种业务集中于同一家本地银行。在规模效率上 ,

要求贷款银行要减少委托代理层次 , 控制信息成本与

决策成本 , 提供更为灵活的便利性。所以 , 中小银行

在中小企业关系型融资上相对于大银行来说更有优

势。中小商业银行对本地区客户的资信与经营状况更

为熟悉 , 决策机制也更为灵活 , 更便于与客户之间建

立关系型融资联系。[3 ]

我们通过比较两岸银行体系的差异 (参见表 2) ,

可以发现 , 台资银行的优势正于其公司治理机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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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 经营模式灵活。因此 , 其资产规模虽然较小 , 但

是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较低、竞争更为完全、经营更为

市场化和国际化、品质更优。而且 , 台资银行对于大

陆台资企业的信用状况和经营模式更为熟悉 , 在放贷

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和台资企业进行沟通协调。

表 2 　两岸银行体系的差异比较

不同点 大陆银行体系 台湾银行体系

银行分类

分为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城市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

外资银行及邮政储蓄银行等。

分为本岛一般商业银

行、外国银行在台分行

及中小企业银行三类。

股东结构
除股份制商业银行外 , 大多数

银行的最大股东均是政府。

多数银行均已上市 , 多

数银行属民营银行。

跨业经营

规定

原则上大陆银行业尚无法跨业经

营 , 名目上也无金控公司出现 , 但

实质上已存在数家控股公司。

可与同业或异业成立金

控公司 , 目前有 15 家金

控公司。

银行规模

国有银行资产规模都很庞大 , 5

家国有银行的资产规模超过 27

万亿人民币 , 占绝对优势。相

对地 , 城市银行规模普遍都

很小。

银行业资产规模不及大

陆国有银行 , 前 5 大银

行的总资产约近 11 万亿

新台币。

市场结构

(银行集

中度)

银行市场集中度较高 , 前 5 大

银行的资产占银行业金融体系

的 541 3 %。

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较

低 , 前 5 大银行的资产

占银行业金融体系比例

约为 301 63 %。

资产品质

2007 年 , 国有银行的平均不良

贷款率为 7183 %、股份制银行

为 2141 %、 城 市 银 行

为 3167 %。

2007 年 , 台湾一般银行

的 不 良 贷 款 率 为

2113 %、中小企业银行

为 2132 %。

相同点

有 3 家政策性银行。包括 : 发

展银行、进出口银行及农业发

展银行。

有政策性银行。包括 :

土地银行、输出入银行

及全国农业金库。

资料来源 : 作者整理。

更为重要的是 , 台资银行在进行关系型融资过

程中 , 还可以获取以下丰厚的经济租金 :

一是信息租金。台资银行通过与岛内台资母公

司业务往来建立起密切联系。在此过程中 , 台资

银行可以获取该企业及其所属行业的私有信息。

由于这些私有信息具有不易传播的专有特性 , 因

此台资银行再与该公司或其子公司进行融资业务

时 , 具有信息优势。比如 , 台资银行同时管理某

些客户的支付账户、结算账户等 , 则可以通过对

各账户实施的监控 , 从中挖掘出企业较完整、真

实的产能、财务、盈利能力信息等 , 并可较准确

地评估该企业再融资的风险水平。

二是跨期优化所产生的租金。根据企业生命周

期理论 , 台资企业在“创业”时期 , 运营风险较

高 , 此时获取贷款较难。而在企业“成熟”时期 ,

运营风险较低 , 此时则是银行难获得该企业的业

务。如果台资银行和台资企业能够一直保持密切

的业务往来关系 , 便可以平滑掉不同时期的银企

冲突。作为银行 , 也可以从中获得较丰厚与稳定

的租金。

三是声誉租金。无论对台资企业还是对台资银

行而言 , 关系融资交易都向市场传播着一种信息 :

即企业信用良好、运营正常 ; 银行信誉良好。假

如企业破坏长期合作承诺 , 突然向其非关系银行

申请贷款或新业务 , 则容易遭到非关系银行质疑 ,

认为该企业信用和经营出了某些问题。相反地 ,

对银行而言 , 也不能随意在关系企业出现财务困

境时 , 不给予救助 , 否则其他企业会认为该银行

缺乏长期合作的信誉。所以 , 在台资企业与台资

银行的长期合作基础上 , 他们不会随意中断合作

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 , 台资企业偏好选择台资银行进行

融资 , 以及台资银行更愿意为台资企业提供融资 , 背

后有其深刻的经济规律性。概括而言 , 台资企业融资

偏好以及紧密的银企关系是台湾银行业进入大陆市场

的主要优势。

三、两岸金融机构合作现状

衣长军 (2007) 曾指出 , 两岸金融业的互补性及

互惠性是台湾地区银行业入驻大陆的重要动因。台资

银行在金融创新、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可供大陆银

行业借鉴 , 而大陆的金融体制改革也为台湾银行业提

供了巨大的合作空间。[4 ]在台商赴大陆投资的热潮下 ,

必然衍生出台资企业强劲的汇款结算、信贷融资、资

产管理等金融服务需求 , 再加上大陆经济的持续高增

长 , 促使台湾地区银行机构积极筹划赴大陆设立分支

机构 , 以满足大陆台资企业金融服务需求 , 并寻求自

身新的利润增长点。

目前 , 台资银行仍以设立办事处为主要方式进入

大陆市场。2001 年 7 月 , 台湾当局修订《台湾地区

与大陆地区金融业务往来许可办法》, 允许合格的台

资银行赴大陆设办事处。次年 3 月 , 中国人民银行正

式核准台湾世华银行、彰化银行在大陆设立办事处 ,

正式揭开台资银行进入大陆市场的序幕。紧接着 ,

2002 年 9 月 , 合作金库银行、华南银行也被核准设

111

《亚太经济》2009 年第 3 期



立办事处 ; 同年 12 月 , 土地银行、第一商业银行、

中国信托银行成为第三批被核准在大陆设代表处的台

资银行。迄今为止 , 共有 7 家台资银行在大陆部分城

市设立办事处 (见表 3) 。

表 3 　台资银行在大陆设办事处的分布状况

地点 上海 北京 深圳 昆山

银行名称

国泰世华银

行台湾土

地银行第一

商业银行

合作金库

银行中国

信托商业

银行

华 南 商 业

银行

彰 化 商 业

银行

资料来源 : 作者整理。

由于台资银行办事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业务机

构 , 仅从事商业信息收集、客户服务等职责。所以 ,

难以满足台资企业金融服务和提升自身竞争力需求。

近年 , 两岸一些银行机构合理利用政策 , 不断创新业

务合作模式。包括签订两岸银行业务代理协议、建立

策略联盟等方式 , 在一定程度上 , 满足了两岸经贸往

来、企业投资、人员交流的金融服务需求。但是 , 从

表 4 可以发现 , 两岸银行“策略联盟”所开展的合作

业务还仅局限于两岸经贸往来、台商投资所需要的基

础业务 , 同时还受到规模、范围及影响力的限制。随

着两岸经贸往来和台商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化和正常

化 , 这种模式必将难以适应需求。
表 4 　台资银行与大陆银行策略联盟状况一览表

台资银行名称 策略联盟 合作业务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 民生银行 大陆应收账款保证及融资

永丰银行 华一银行

保证业务及信用贷款为主 ; 北京

办事处做业务转介 , 可办理两岸

四地当地货币业务。

台新银行

德意志银行

上海分行

渣打银行

洽谈保证及应收账款合作

兆丰国际商业银行
华一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保证业务、人民币融资及外汇

业务

国泰世华银行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农业银行苏州分行

应收账款融资、联合贷款

台北富邦银行 中国银行 应收账款保证、融资

第一银行 香港永亨银行 以贸易融资为主

远东银行

德国商业银行

上海分行

DBS 银行

上海分行

以保证业务为主

新竹商业银行 香港东亚银行 以保证业务为主

资料来源 : 吕世惠1 台湾银行业进入中国大陆发展之策略探讨 1

国立台湾大学硕士论文 , 20071

四、两岸金融机构合作模式探讨

随着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新时期 , 预计两

岸银行业将走入新的开放模式 , 形成新的竞争与合作

关系。

从业务合作来看 , 主要模式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在征信数据等金融信息上进行互惠交流。大陆银

行与台湾银行应通过建立同业间的业务代理网络 , 搜

集双方共同融资对象企业的信用记录 , 相互交流台资

企业的资信状况。大陆银行对台资企业在台湾母公司

的信用状况 , 可以通过委托模式由台资代理行代为收

集 , 代理行提供资信证明。 (2) 台资银行在资产管

理、筹融资及其它新种业务开发方面具有优势 , 台资

银行对台商服务经验和开发创新金融产品的经验 , 是

两岸最具有合作潜力的项目。(3) 台湾农业金融方面

的经验 , 更是值得两岸进一步合作的项目。台湾农业

金库、农渔业信保基金 , 以及农、渔会合作社金融体

系的运作模式 , 在稳定并促进农村经济的功能上 , 对

目前大陆银行业支持农业发展有巨大的借鉴作用。

从银行类型选择方面 , 应更加侧重大陆中小银行

与台资银行的合作。一方面 , 中小银行机构大多数具

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 , 而且其组织结构扁平化 , 更利

于信息传递 , 更适合发展关系型融资 , 有利于解决包

括台资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另一方面 , 大

陆中小银行经过股份制改造后 , 虽然股权结构比较明

晰 , 但是在资金规模、经营范围和人才技术等方面 ,

同国有银行及上市股份制银行相比较 , 还处于明显的

劣势。而台湾银行的经营模式、产品创新、管理人才

正是两者合作的最佳结合点。

从合作方式看 , 除了技术合作 (包括信息技术、

业务指导、管理咨询和人员培训等内容) 外 , 管理合

作即大陆银行在出让部分股权的同时 , 让出部分或全

部管理权 , 直接聘用台方职业经理人员 , 建立新的管

理和经营机制 , 也是一种重要的合作方式。比如 ,

2008 年 6 月 , 香港富邦银行通过与厦门市商业银行

签订股份认购协议 , 以 213025 亿元人民币购入其新

发行股份的 9995 万股 (占总股本的 19199 %) , 并委

派 3 名董事进入董事会 (共 11 席) 参与管理。股权

合作是未来两岸金融合作的主要模式。一般而言 , 先

进行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合作 , 后进行股权合作较为合

适。股权合作就是组建合资银行 , 是一种更加紧密、

深层次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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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合资层次的不同 , 股权合作可进一步划分为

三种方式 : 总行层面的合资 , 即引进对方股东 , 增加

银行的注册资本金和资金实力 ; 单项业务层面的合

资 , 即银行分拆一部分业务及相关资产 , 与对方银行

共同组建一家新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合资银行 ;

组建全业务合资银行。

就目前来看 , 发展单项业务合资更为可行和有

利。因为 , 如果在总公司层面引进股权超过一定比

例 , 则很难获得两岸监管当局的认可 ; 如果组建全业

务合资银行 , 又必将导致母公司与合资银行之间的同

业竞争 , 且投入的资金较大 , 风险较高。而单项业务

合资 , 不但可以充分利用双方在业务领域的互补性 ,

还可以率先在资产管理业务方面 , 通过建立合资的私

人银行来开展相应的合作。一方面 , 利用大陆银行的

网点优势和区域优势 (政府扶持、客户资源等) 。另

一方面 , 也可以利用台资银行开发创新金融产品的经

验 , 以及为台商服务积累下的优质客户资源。

从区域选择方面 , 应更加侧重发展长三角、珠三

角和闽南等台商投资密集区。目前 , 大陆台资企业主

要分布在以昆山、上海为主的长三角地区 ; 以深圳、

东莞、广州为主的珠三角地区 ; 以及闽南地区。因

此 , 上述经济区域可以作为两岸银行机构开放与合作

的先行区。

(责任编辑 　林 　珊)

注释 :

[1 ] [ 2 ] 陈明璋 1 台商对中国未来投资环境、升息及人

民币汇率意见调查报告 [ R] 1 台北企业经理协进会 , 2004 年

11 月 8 日1
[3 ] 青木昌彦1 比较制度分析 [ M ] 1 上海 : 上海远东出

版社 , 2001 年1
[4 ] 衣长军1 海峡两岸金融合作的瓶颈与机制创新构想

[J ] 1 经济纵横 , 2007 (6) 1

Fi na nci n g p ref e re nce of Tai w a n e nt e rp r ises a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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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Guang2xiao 　Li J ian2hua 　Zheng Ming

A bs t rac t : From t he new perspective of relationship f i nanci ng t heory , we f ocus on f i nanci ng p roblems of

Taiwan enterp rises i n mai nland China1 We draw an app rop riate concl usion t hat Taiwan enterp rises i n mai nland

Chi na are more i ncli ned to conduct busi ness wit h Taiwan2f unded banks , to develop a relationship f i nanci ng

mode1 In such a f i nanci ng st yle , wit h expansion i n size of t he mainland Taiwan2f unded enterp rises , It makes

Taiwan2f unded banks eager to enter t he mainland market1 O n t his basis , Wit h respect to t he selection of t he t ype

of banking i nstit utions , we p rop ose t he t w o sides f ocus more on openi ng up and cooperation of small and medi2
um2sized banks i nstit utions1

Ke y w o r ds : Taiwan enterp rises , f i nanci ng p ref erence , relationship f i nance , cross2st rait f i nancial coopera2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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