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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9年 6月 30日台湾当局正式放开陆企到台湾进行投资的限制，至今已分

三阶段扩大开放业别项目。自 2009 年开放陆企赴台至今已近六年，虽然陆企赴

台已对台湾经济增长、税赋增加、带动就业等方面产生正面效益，但相较于大陆

对外直接投资、台商对大陆地区投资与侨外商对台投资，陆企赴台投资步伐缓、

规模小，实施成效不如预期，仍有很大成长空间。 

通过整理实地调研结果并结合理论分析，本文认为陆企赴台投资主要面临以

下限制因素：一是台湾当局对陆企赴台投资的产业别开放幅度有限且缺乏吸引力

以及设有不平等的歧视性限制之政策限制因素；二是台湾岛内关于陆企赴台投资

的政治猜忌与社会阻力以及两岸关系不稳定之政治风险限制因素；三是台湾岛内

物价高、地价高、工资高、投资成本高之成本限制因素；四是大陆企业自身缺乏

自主创新能力、核心技术、品牌优势等之技术限制因素。 

就如何应对陆企赴台投资相关限制因素以提升具体成效的问题，本文从宏微

观层面提出如下对策建议：首先，台湾当局应引导社会民众理性客观地看待陆企

入台，并进一步松绑陆企入台政策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其次，大陆政府应加强

对赴台投资陆企的扶持力度，进一步落实相关鼓励政策的具体配套措施；再次，

大陆企业应加快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明确投资动机并进行可行性调查，选择间接

投资模式入台投资，并结合企业自身优势与台湾当局开放政策进行投资产业选

择。通过两岸各界的共同努力，促进大陆企业赴台投资，以提升投资成效。 

 

关键词：陆企赴台；投资成效；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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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June 30, 2009, authorities in Taiwan officially remove the limitation of 
mainland enterprises investing in Taiwan, which has been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for 
expanding opening up industry projects. It has been nearly six years since 2009 when 
Taiwan began its opening. The action of mainland enterprises investing in Taiwa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the tax increase, promoting 
employment and other aspects, but compared to the mainlan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aiwanese investment in the mainland areas and overseas enterprises 
investing in Taiwan, the slow pace and the small scale of mainland enterprises’ 
investments in Taiwan indicate that implement achievements are not as good as 
expected,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growth. 

Combin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with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mainland enterprises investing in Taiwan are facing the following limiting factors: 
Firstly, the policy on ranges of industry projects for mainland enterprises investing in 
Taiwan is limited and lack of attractiveness, which belongs with unequal 
discriminatory restrictions. Secondly, Taiwan's political suspicion, social resistance 
and unstable factors of cross-straits relations are the limitations for mainland’s 
investment. Thirdly, the cost of high prices, high land prices, high wages and high 
investment cost make the mainland’s investment in Taiwan difficult. Lastly, the 
mainland enterprises who lack the cap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ore 
technology, brand advantage, etc. are also the constraints. 

How to deal with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mainland enterprises investing in Taiwan,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Firstly, Taiwan authorities should 
guide people rational and objective view of mainland enterprises investing in Taiwan 
and the relevant supporting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Secondly, the mainland 
government should make more specific encouraging policies to support enterprises 
investing in Taiwan. Thirdly, mainland enterprises should cultivate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lear the investment motives and make some feasibility study, 
choose indirect investment patterns to invest in Taiwan and combine their own 
advantages with Taiwan authorities’ opening policies to make the choice of 
investment industry.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 to promote mainland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Taiwan, and to enhance the 
achievements of investment. 

 

Key Words: Mainland enterprises investing in Taiwan; The achievements of investment; 
Limit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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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台湾地区于 1990 年 1 月正式公布《对大陆地区间接投资或技术合作管理办

法》，有条件开放台商对大陆投资。根据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统计资

料，自 1991年截止至 2009年 6月底，台湾地区累计核准台商赴大陆投资项目达

37,349件，累计投资金额达 777亿 7,943万 8,910美元 0F

①。长久以来，台湾在中

国大陆的投资表现活跃，相较而言，受台湾当局的限制，大陆企业几乎不曾赴台

投资，导致出现相当不平衡的单向投资局面。陆企赴台投资经历了被台湾当局“禁

止投资”到“宣示性开放”再到“有限制开放”，从“间接投资”到“直接投资”

的发展过程。2000 年以前，台湾当局严格禁止大陆企业直接进入台湾投资，此

时期基本上是台湾资金单向投资大陆，两岸投资呈现“单向、间接”的失衡格局。

21 世纪以来，面临台湾岛内外种种压力，台湾当时执政的民进党当局开始调整

并逐步松绑台湾方面长期固守的“单向、间接”的陆企入台投资政策，但由于配

套立法的缺失，此时的开放陆企入台投资政策的宣示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没有真

正实现陆企入台投资。2008 年，马英九上台执政，针对中国大陆推行务实开放

的经贸政策，鼓励陆企入台，相对完善的陆企入台制度框架得以建立，陆企入台

政策的制定实现突破性进展。 

2009年 6月 30日，台湾经济主管部门公布《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

法》、《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业别项目》、《大陆地区之营利事业在台设立分公司

或办事处许可办法》，并从即日起开始陆企入台投资、成立子公司或办事处申请

的业务受理。自此陆企入台投资进入实施和操作阶段，迎来了台海两岸双向投资

的新时代。至今，台湾当局依据“先紧后宽”、“循序渐进”和“有成果再扩大”

的原则，并采取“正面列表”的形式，已分三个阶段放开陆企入台投资限制，共

向大陆企业开放了制造业 204项，服务业 161项，公共建设 43项。 

                                                        
①
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2009年 6 月核准侨外投资、国外投资、对中国大陆投资统计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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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9年 6月 30日至 2014年 12月底，台湾方面共计审核准许陆企入台投

资仅有 619 件，累计审核准许投（增）资金额达 11 亿 9,914 万 9,000 美元 1F

②。

尽管台湾方面放开陆企到台湾投资至今已五年有余，但大陆企业到台湾投资意愿

不足、进展较慢、规模不大，总体成效不如预期，基本还处于试探性阶段。而未

来，随着台海两岸经贸关系的加深，互动的频繁，陆企赴台投资将迎来进一步发

展。台湾方面，由于加入WTO的要求及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将进一步扩大陆企入

台投资的范围和程度；大陆方面，正在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且在“十二五”

期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继续鼓励和支持陆企赴台投资。在这样的情况下，

研究陆企赴台投资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理论研究方面，随着陆企赴台投资进程的不断推进，两岸产官学界对推动

陆企赴台投资的重视与关注随之升温，关于陆企赴台投资的研究也随之增加。就

本文所掌握的文献研究表明，现有研究成果中零散的研究较多，缺乏对陆企赴台

投资领域进行多视角、全面深入的研究，大部分学者只对陆企赴台投资领域的局

部环节或部分问题进行探索，虽然不乏理论的闪光点，但是系统性及深入性依然

不足。且现有研究成果仅从理论层面分析陆企赴台投资的制约因素并提出相应对

策建议，缺乏对陆企赴台投资情况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这一研究现状既与陆企赴

台投资的现实发展不符，也不能为进一步推动陆企赴台投资提供有力的理论支

持。对此，就要立足于以往的科研成果，就如何推动陆企赴台投资等问题从深度

和广度进行理论研究与实地调查研究。 

二、研究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就其理论价值而言，本研究从新的视角，通过构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分析框

架并结合实地调研结果，分析陆企赴台投资动机、投资现况与投资成效，探析影

响陆企赴台投资的限制性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可操作对策与建议，从而丰富学界

对陆企赴台投资领域的研究。 

就其现实意义而言，陆企赴台投资是大陆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拓展海

外市场的重要平台，是实现两岸经贸关系均衡、正常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提振

                                                        
②
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2014年 12 月核准侨外投资、陆资来台投资、国外投资、对中国大陆

投资统计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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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经济、使台湾经济走出衰退困局的重大举措。自2009年开放陆企赴台投资以

来，两岸产官学界给予这一领域极大的关注，未来两岸基于各自经济战略考量也

将鼓励和支持进一步开放陆企赴台投资，因此研究陆企赴台投资具有强烈的现实

意义。本研究一方面可为政府有关部门掌握陆企赴台的最新发展态势提供参考数

据，并为其完善现有陆企赴台投资政策及配套措施提供可操作性的参考对策；另

一方面对未来大陆企业到台湾进行投资的模式选择与产业别选择等，也具有一定

可供借鉴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 

本文运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通过总结不同派别关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的投资动机、投资模式选择、投资行业选择、投资区位选择、投资政策、投资成

效等方面的观点构建理论分析框架。通过上述理论框架并结合实地调研结果，分

析陆企赴台投资动机、投资现况与投资成效，探析影响陆企赴台投资的限制性因

素，并提出进一步推动陆企赴台投资的建议。 

争取达到以下目的： 

1、为政府决策和日后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参考：为进一步推进陆企

赴台投资，两岸现有陆企赴台投资政策该如何调整，陆企赴台相关配套措施该如

何完善等。 

2、对未来大陆企业赴台投资的投资模式选择与产业别选择等问题提供参考

依据。 

二、研究思路 

  基于上述分析，本论文研究思路如下：首先，构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分析

框架，总结不同派别关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动机、投资模式选择、投

资行业选择、投资区位选择、投资政策、投资成效等方面的观点构建理论研究框

架；接着，结合上述理论框架、相关统计数据及实地调研结果进一步分析与评价

陆企赴台投资的投资动机、投资现状与投资成效，并探析影响陆企赴台投资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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