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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两岸政治局势的缓和，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联系日益紧密， 两岸

间的交流从经济领域向文化、政治领域不断延伸。无论是从两岸金融业自身发展

角度出发，还是从促进两岸关系来考虑，深化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实现两岸金融

业的整合，具有重大的意义。短期来看，鉴于两岸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存

在的差异，两岸金融整合存在众多问题和障碍。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两岸政府

与社会各界一致的努力。但从长期来看，两岸金融整合是大势所趋，是当前金融

全球化浪潮下的必然选择，有利于促进两岸经济与金融的共同发展；有利于推进

两岸经济一体化，实现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提高中华民族在世界经济金

融格局中的地位。那么，要实现两岸金融整合必须遵循何种路径，在何种框架下

进行呢？ 

在此背景下，本文对两岸金融整合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在金融整合的相关理

论与当前国际上成功的区域金融整合案例基础上，对两岸金融整合的必要性与可

行性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包括从博弈论的角度对两岸金融整合的成本收益进行

分析，以及对两岸金融业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进行实证研究。之后结合两岸金融

合作现状及特点，探讨两岸进行金融整合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未来的整合路径。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得出结论：台湾与中国大陆的金融业存在各自的比较优势，

且整合的收益大于成本，通过整合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提高两岸金融业的国际竞

争力水平。两岸应按照循序渐进、互惠共赢、区域先行的原则，深化金融合作，

分阶段推进金融整合。 后本文还结合台商大陆投资密集区的特点，提出现阶段

可行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整合；台商投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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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poli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were alleviated in 

recent two year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has extended 

from economy to politics, culture and many other field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industries cross-strait and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It is of great sense to deepen the financial cooperation and 

conduct financial integration cross-strait.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n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cross-strait, there are still many obstacles that hamper the financial 

integration. However in the long run, cross-strait financial integration is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Under the ongoing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cross-strait 

financial integration will impel the fur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nd it will also definitely improve the status of China in the world 

financial pattern. The most importance thing now is to find out the way to realize this 

sound goal.  

In this paper, I elaborate some relative definitions and basic theories on financial 

integration, introduce and explain the instruction of current successful financial 

integration examples to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Then I conduct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cross-strait financial integration. 

I analyze the income and cost of cross-strait financial integration by game the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ence of financial industry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by 

empirical study. Finally, I study the principles and alternative path of financial 

integration in term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 above, I find that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financial 

industry have their different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they can improve 

international competence of financial industry by financial integration. So we should 

deepen the finan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nd promote the 

process of financial integration step by step.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Taiwanese businessmen investment centralized area, I propose some feasible 

strategies and policy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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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一、研究背景 

自1979年初中国大陆提出两岸“三通”的倡仪，到如今两岸“三通”协议的

签署与落实，海峡两岸经贸合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

层次不断提高，中国大陆与台湾对彼此的经济依赖程度也不断加深。目前，中国

大陆已成为台湾 大的出口市场和台商对外投资 重要的聚集地区。越来越多台

商及其家属来内地定居，两岸间的交流从经济领域向文化、政治等领域不断延伸。

随着两岸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深化两岸的金融合作、实现金融整合成为两岸关

系发展的必然选择，有利于推进两岸经济一体化以及提高中华民族在世界经济金

融格局中的地位。 

两岸金融的交流与合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近年

来两岸金融合作逐渐从民间走向官方，从利益驱动化走向制度化。尤其2009年两

岸金融监管备忘录(MOU)的签署完成，是两岸金融整合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标

志着台湾与中国大陆金融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为两岸金融的进一步整合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但是两岸MOU的签署仅仅是两岸金融整合的开始，两岸金融市场发

展水平还存在很大差异，金融市场彼此间的开放十分有限，对于市场准入、两岸

金融机构相互间的投资、监管标准等方面诸多细节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磋商和解决。 

二、问题的提出 

短期来看，鉴于两岸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两岸金融整合

还存在众多问题和障碍。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两岸政府与社会各界一致的努力。

但是从长期来看，两岸金融整合是大势所趋，是当前金融全球化浪潮下的必然选

择，有利于促进两岸经济与金融的共同发展，有利于实现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

因此，全面深入地研究两岸金融整合，探寻两岸金融整合的路径选择，特别是在

两岸金融合作现状基础上，对台湾与中国大陆台商投资密集区的金融合作进行重

点分析，提出有利于实现两岸金融整合的分阶段构想，是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重

要课题，对促进两岸经济金融发展和实现祖国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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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献综述 

     近年来，针对台湾与大陆金融合作这一论题，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

究。 

（一）两岸金融整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在当前金融全球化和区域金融一体化不断加深的趋势下，两岸有必要进行金

融交流与合作。杨胜刚（2002）［1］在金融全球化和区域金融整合的国际金融发展背

景下，分析指出两岸金融合作有其必要性。他还指出，两岸经贸的发展以及大陆

和台湾金融对外开放过程中已经实现的金融合作，为扩大两岸金融合作奠定了基

础和条件，因此两岸金融合作具有可行性。郭楚（2002）［2］在亚洲货币合作的背景

下，提出应加强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的货币合作，加强经济、金融体系的协调，

以便更好地适应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增强区域竞争优势。徐艳琳和黄影

（2004）［3］从台湾金融和经济发展以及两岸经贸发展的内在要求方面分析了两岸金

融合作的必要性。宋镇照（2006）［4］提出在区域经济整合的趋势下，东亚的经济整

合必然会挑战台湾在东亚的未来发展。因此两岸必须加强金融整合，防止台湾经

济被边缘化。吴国培、郑航滨和张立（2008）［5］从两岸政治因素、台湾自身可持续

发展、两岸社会文化和经贸交往等方面分析了两岸分阶段推进金融整合的必要性，

并提出未来两岸金融整合就是要巩固现有的成果，把经验由点到面推开，由一个

市场推广到多个市场，由一类机构推广到多类机构，由局部推广到全局。黄光晓、

李建华和郑鸣（2009）［6］从台商大陆投资企业融资难问题出发，提出两岸必须在金

融领域进一步展开交流与合作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大陆台资企业发展需要。 

庄宗明（2005）［7］从两岸经济的互补性、依存性以及制度安排等方面进行分析，

提出两岸建立共同市场已经具备现实基础。刘莹（2008）［8］通过对两岸金融业核心

竞争力进行对比分析，提出大陆与台湾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国际竞争力都处于劣势，

金融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要素、银行国际资产额等因素有利于提高金融服务水

平。台湾与中国大陆金融业各自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加强两岸金融合作，通过优

势互补，能够提高两岸金融服务的竞争力，实现双赢。李玫和高小红（2009）［9］

对台湾银行业本土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台湾金融业目前发展遇到瓶颈，市场

过度竞争，资产收益率增长缓慢，金融业发展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通过两岸金

融合作，可以为受台湾本土市场规模限制以及周边环境制约的台湾银行业谋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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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新的发展道路。 

（二）金融业不同领域合作 

1、两岸货币自由兑换与货币清算机制 

基于两岸经贸和金融业发展的要求，两岸在银行、保险及证券业等领域都实

现了不同程度的交流与合作。但是，由于目前两岸尚未建立货币清算机制，人民

币和新台币不能直接兑换，给两岸货币流通和金融合作造成极大不便。为早日突

破两岸货币流通与货币清算的金融合作瓶颈，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课题组

（2005）［10］对新台币和人民币在海峡两岸的流动规模、流入渠道以及存在的问题

进行分析，从短期和中长期提出两岸金融合作的建议和对策，包括建立两岸货币

清算机制、参照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逐步建立两岸零关税自

由贸易区和金融合作实验区。李波和黄景贵（2005）［11］分析了两岸银行代理关系

发展的过程，提出两岸银行发展代理关系方面存在不足，由此对两岸银行发展代

理关系提出意见。郑航滨（2005）［12］分析近年来台湾支付制度的改革措施和闽台

货币流通现状，指出闽台之间有必要开展货币清算。他还通过分析港澳地区的人

民币清算模式，提出两岸银行办理人民币业务清算模式的初步构想。 

2、两岸银行业合作 

    在两岸银行业合作领域和内容上，傅仲珩（2004）［13］分析了海峡两岸商业银

行往来现状与存在问题，认为阻隔两岸银行业往来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岸未实现直

接通汇、人民币与新台币未实现直接兑换以及两岸信息不对称，在此基础上提出，

应该推进两岸货币直接兑换进程，进一步加大两岸银行业合作领域，并加强金融

创新，完善风险控制机制。王建文和何福平（2007）［14］提出，在WTO框架下，随

着两岸经贸合作关系不断加深，两岸银行业的合作将势不可挡。要充分利用WTO

规则，发挥港澳的桥梁作用，加强和规范两岸银行业的交流与合作，朝建立两岸

银行业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和金融合作试验区方向努力。陈晓杰和黄志刚（2007）
［15］介绍了两岸开放银行业的承诺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总结了两岸银行业交流合

作的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了其障碍因素，对在WTO框架下实现双方交流合作进

行了研究与探讨。 后提出了应当不断改善两岸政治环境，尽快构建两岸银行业

合作平台，打造海峡两岸间的银行清算系统和金融资讯网，开辟金融合作实验区，

并建议运用WTO规则来突破台湾当局的过度管制。李玫和高小红（2009）［9］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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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岸银行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台湾银行必须在大陆市场积累扩张，创造

更多适合大陆台商的融资产品。黄涛（2009）［16］通过分析台湾地区的金融业架构

和运行情况，提出未来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应加强两岸银行间的信息咨询交流与

技术合作，在互惠的原则下建立两岸银行客户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3、两岸证券业与保险业合作 

在两岸证券市场合作的领域和内容上，沈艺峰和贺颖奇（1998）［17］提出两岸

证券业合作可从两岸上市公司相互上市或二次上市、两岸券商进入对方市场开展

承销业务活动、两岸相互发行外资股和发展两岸共同投资基金等方面展开。吴成

颂（2005）［18］通过对当前两岸证券市场合作与交流的主要障碍进行分析，提出要

进一步扩大两岸证券市场合作与交流，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台湾当局不要将经

济问题“泛政治化”；加强两岸证券市场制度建设的协调，减少两岸证券市场合作

的交易成本；理顺交流沟通的渠道，共享证券市场信息和经验，促进两岸证券市

场协调发展；早日实现人民币与新台币的自由兑换和开辟大陆证券业进入台湾证

券市场的途径等。郑鸣（2009）［19］从两岸证券市场交流与合作的现状着手，指出

两岸证券市场合作的主要障碍在于资本管制、两岸金融制度差异以及金融监管标

准不统一，从而提出两岸证券市场整合首先必须建立市场监管的交流平台，规范

两岸证券市场的技术标准，统一监管模式等。 

在两岸保险市场合作的领域和内容上。戴凤举（2002）［20］对大陆加入WTO以

后，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两岸三地保险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两岸三地

的中资保险公司应当开展多方合作，努力发挥整体优势，互相借鉴和交流先进的

经营管理经验，加快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开发人才资源，增强资本基础，提高

偿付能力，整合保险业资源，共同迎接入世挑战。檀江林（2003）［21］指出，两岸

保险业已经实现了学术交流与探讨、业务合作及人才交流与互动等方面的合作，

由于大陆保险市场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而台湾具有较为成熟的市场发展经验和

高素质的从业人员，两岸保险业合作潜力巨大。 

4、两岸金融一体化 

吴国培、郑航滨和张立（2008）［5］提出，在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战略框架中促

进两岸货币金融合作，推动金融市场一体化。要实现这一目标，应借鉴欧盟经验，

建立更多、更广泛的合作渠道和机制，完善金融市场统一规则，构建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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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处置合作机制；推进金融市场区域内开放，实现区域内金融与资本帐户无管

制与货币自由兑换；加强宏观调控政策协调，开展货币和汇率合作， 终走向货

币联盟直至发行统一货币。 

（三）简要评论 

随着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形成与发展，关于对两岸金融合作的研究也越来

越全面，两岸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各个领域合作都有学者进行了研究，还

有一些文献对两岸货币结算机制、金融监管等两岸金融合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具

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区域研究上，主要对福建与台湾的金融合作进行探

讨。 

由于两岸金融合作进展在很大程度受到两岸政策因素影响，不同时期政策不

同，两岸金融合作的研究重点也就有所变化。以往对两岸金融合作的研究大都是

局部、分散的研究，缺乏从整体框架下看待两岸金融合作；在分析两岸进行金融

合作必要性与可行性时，主要是从两岸经贸交往角度分析，缺乏对两岸金融业优

势互补的思考；在对两岸金融一体化研究中，往往只是对两岸金融一体化的意义

进行定性分析，甚少对两岸金融整合的具体路径进行研究；在提出两岸金融业合

作政策建议时，没有考虑到台商大陆投资区域密集的特点；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

定性分析，缺乏对两岸金融合作与发展的实证研究；在区域研究方面也主要是针

对福建地区，缺乏对其他台商投资密集区进行探讨。 

四、论文结构安排 

    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首先介绍金融整合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并对相关理论进行简要

评述。 

第二章，借鉴当前成功的区域金融整合案例，如欧洲货币一体化与拉美国家

美元化，并分析它们对于两岸金融整合的指导意义。 

第三章，分析两岸进行金融整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首先从区域经济一体化

要求、台湾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两岸经贸往来现状与台商融资问题等方面对两

岸金融整合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其次从博弈论视角对两岸金融整合的成本收益进

行分析，并通过对两岸金融业市场结构、金融服务国际竞争力进行实证研究，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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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两岸金融整合的可行性，提出将中国大陆台商投资密集区作为两岸金融整合的

试行区。 

第四章，先对两岸金融合作现状进行评述，并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与障碍。

在此基础上，提出两岸进行金融整合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未来的整合路径，并

根据中国大陆台商投资密集区的特点提出政策建议。 

五、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分析角度与分析方法。以往分析两岸金融多是从金

融合作的角度出发，缺乏对两岸金融整合的长期路径思考。本文则从更全面的角

度看待两岸金融交往，并从博弈论的视角出发分析两岸金融整合的可行性。另外，

通过对两岸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两岸金融业具有各自

的比较优势。 后提出整合的概念、原则与路径，并结合中国大陆台商投资密集

区的发展特点提出具体的战略建议。 

本文的不足之处为： 

1、受到数据来源的限制，在对两岸金融业国际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时，只选

取了1999年至2008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因此实证结果的代表性有所欠缺。 

2、由于对计量方法的运用能力有限，本文进行实证研究时采用的分析方法比

较单一；此外，利用博弈论进行可行性分析部分不够深入。 

3、对于两岸金融整合的具体效应缺乏有效的实证说明。 

在今后的学习与研究中，笔者将针对这些问题努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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