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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贸易互动与发展研究

叮 徐若之 杨家威

内容摘要:本文从G DP 及其核算成分中的消

费 !投资 !净出口几要素出发 , 分析了阂台经济的

互补性 ,提出扩大阂台经济互动合作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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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闽台经济的互补性分析
(一)最终消费

台湾经济主要依靠最终消费来拉

动 "但是 ,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 , 岛内

民众消费行为明显减少 , 使得本来人

口 !地域有限的台湾内需更加狭小 "同
时 ,台湾是浅碟式经济模式 ,其经济的

发展得益于出口,外在消费对台湾经济

的贡献至关重要 "

作为传统经济中大而稳定的市场 ,

大陆惠台措施陆续出台:商务部 !国台

办200 9 年 5 月 17 日正式发布 5关于大
陆企业赴台湾在区投资或设立非企业

法人有关事项的通知 6, 明确规定大陆

主管部门组织农产品采购团于200 9 年

5 !6 !7 月三次赴台采购 ,增加了台湾最

终消费额 "同时 ,福建省政府还积极鼓

励省内居民赴台旅游 "仅 2009 年 /五

一 0期间 ,经福建省福州 !泉州 !三个口
岸赴台游客达到 55 个团组 17 43 人次 "

为台湾直接或间接增加巨额消费 ,扩大

了需求 ,提供就业岗位 ,惠及民生 "表

1直观地呈现出 , 2(X) 3 至 2(X) 7 年 ,资本

形成总额是拉动福建经济发展的主要手

段 ,而台湾经济主要是依靠最终消费来

拉动 "从福建和台湾的 G D P 构成结构

变化看 ,两岸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均呈

上升趋势 , 分别从 2(X) 3 年的41 .7 % 和

18 .4 % 上升 至 2(X) 7 年 的 50 .4 % 和

21 .1% ,分别提高 8. 7 % 和 2. 7 % "
(二)资本形成

资本形成总额对福建G D P起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 ,现阶段基础设施的建设

和产业结构的升级都需要大量的资金 "

福建省先后出台了支持台资企业发展

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5福建省人民政府

关于支持台资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6中

表 1: 闽台经济总量结构表

地地 区区 G O户构成成 2的3年年 2004 年年 健渔加6年飞飞 2006 牟--- 200 7年年

福福 建建 最终消费费 53.2 %%% 51.6%%% 50.2%%% 48.6%%% 45.7%%%资资资本形成成 41.7 %%% 42.9%%% 44 .8%%% 46.9%%% 50.4%%%

净净净出口口 5.1%%% 5.5%%% 5.0%%% 4.5 %%% 3.9%%%

台台 海 ## 最终消费费 74 .3 %%% 一73 .9 %%% 74 .4 %%% 73.0%%% 71.3%%%资资资本礴斌斌 1息,4%%% /22 .7%%% 今21.4%%% 21.3劣劣 21.1劣劣
净净净出口口 7.3%%% 3.4%%% 4.2%%% 5.7 %%% 7 .6 %%%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0 90

提出了25 条具体措施 ,从信贷金融 !技
术改造 !拓展市场 !发展服务等方面加

大引导台资企业转型升级 "简化企业

登记手续 ,放宽对台资企业的前置审批

要求 ,推进台资生产性企业向服务业转

型 ,还在资金信用担保 !出口信用保险
等方面予以支持与服务 "

在两岸关系出现积极变化的新形

势下 , 福建省拥有先行先试的政策优

势 "至 200 8 年初 , 福建已累计批准台

资项目9361 项 ,合同台资 188 亿美元 ,

实际到资 126 亿美元 "台资已成为福

建省第二大资金来源 "
(三)净出口

进人 21 世纪以来 , 福建出口增速

持续高于台湾 ,差幅大多保持在 10 % 左

右 "20( )4 年以前两地的差距较大 ,此后

差距明显缩小 ,高低走势不一 "台湾外

贸依存度高于福建 , 200 8年闽台的外贸

依存度分别为54 .1% 和 124 6% "

由于沿海的地理位置因素 ,福建与

台湾在产业结构调整后都将经济增长

方式转变为出口导向型经济 "在这样
的背景下 ,大陆自台湾的进口额在近几

年不断上升 ,大陆不断放宽对台商品的

进口"台湾对大陆贸易依存度上升到

25 % 以上 ,福建省对台贸易额占全国总

额的10 % ,实际利用台资约占全国总数

的 25 % "可见 ,福建在两岸经贸合作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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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产品为例:2(X) 5年 ,中央政府提

出切实帮助台湾果农解决丰收滞销问

题 ,提出大陆对台巧种水果实施零关税

的措施 "由此带来的是台湾农产品热销
大陆市场 "2(X) 8 年底两岸实现 -大 三通 0

后 , 大陆和台湾海上运输路途缩短 "使

得保鲜要求高的两岸农产品进,心寸方市

场更为便捷 !成本更低 ,也推动了闽台农

产品贸易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

200 8年福建对台农产品进口0.57

亿美元 ,增长18.0% ;出口1.45 亿美元 ,

增长 92.8% "2009 年前 6 个月 ,对台农

产品进口0.28 亿美元 ,增长 17 .8 % ;出

口 1.17 亿美元 ,增长 89 .6% "

二!扩大阂台经济互动合
作的建议 沙

(一)扩大互动合作的领域 !地域和

范围

如前所述 ,在两岸贸易交换不充分

时 ,社会福利程度要低于贸易充分时的

水平 "根据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分析"

闽台经贸交换不充分的条件下 , 由于

-隘出效应 0,当一个理性人在一个市场

上交换的东西比他希望交换的要少时 ,

它就会根据价格信号和数量信号来调

整自己在其他市场上的需求和供给 ,使

一个市场的不平衡传递到另外一个市
场 "有可能造成两岸按比例分配货源

或销路 ,也有可能造成先来先买(或先来

先卖)的排队分配等低效率贸易形式 ,不

利于两岸经济的健康发展 , 因此 ,应当

扩大双方合作的领域 !地域和范围"
(二)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

200 9 年 5 月 6 日,国务院出台 5关

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

区的若干意见 6, 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
正式从地方决策上升为中央决策 "从

区域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海西经济区

建设迎来了新的重大机遇 ,闽台经贸合

作站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 ,进入了一

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

两岸都应该充分利用政策上诸多

优惠 , 集中两岸各自优势产业的生产 ,

通过互惠互利的贸易 ,把福利带给两岸

人民,让民众的福利得到切实提高"
(三)更加注重发挥区位优势

福建省实施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

战略以来 , 得到台湾岛内各界的关注 ,

特别是两岸直接 /三通 0后 ,福建省对台

的区位优势更加凸显 "201 0 年 2 月福
建省经贸交流考察团赴台参访 !经贸洽

谈取得突破性成果 ,通过走访并与台湾

工业总会等六大工商团体 !行业协会以
及中钢等 巧家大型企业集团 !基隆自

由贸易港区 !高雄港等洽谈 ,达成了31

个合作项目, 主要涉及石化 !机电电子

光电 !信息等产业 "应当说 ,在 /十二五0

期间 ,实施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一项

重要内容 ,是要更加注重发挥对台的区

位优势 ,加强闽台经贸交流 "

(四)充分发挥 /五缘 0优势 ,推进闽

台产业对接

闽台之间有着地缘相近 !血缘相

亲 !文缘相承 !商缘相连 !法缘相循的

/五缘 0区域优势 ,它们构成了推进闽台

产业对接的基础 "要在实施福建省政

府出台的 /十一五 0闽台产业对接规划

的基础上 ,在 /十二五 0期间继续推进信

息 !机械 !石化等十大重点领域的产业

对接 "根据台湾产业特点和产业转移

趋势 ,策划闽台产业对接的招商引资项

目,积极引导各类内资企业与之配套协

作 ,着眼于闽台两地产业的良胜互动 ,

促进两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理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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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一 (上接第40 页) 的前提下 , 要通

过宣传教育 , 配合政府 , 组织村民实

施 , 并为村民能够享受政府提供的发

展机会创造环境与条件 "

3 !村民实施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

承担者和受益者 ,是农村发展的主体 ,任

何一项政策和发展规划没有农民的配合

都无法开展与实施 "要想得到农民的支

持和配合 ,就必须做到以下四点:

(l) 维护农民利益 "政府及相关部

门在制定与实施农村相关政策时 ,一定

要把维护和增进农民当前和长远利益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2 )尊重农民意愿 "向农民群众广

泛宣传党的各项农村政策 , 通过建立

和完善农村民意表达机制 , 广泛征求

农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 要力戒只从

主观愿望出发 , 不计农民实际感受的

事情发生 "

(3) 鼓励农民参与建设与管理"应

鼓励农民积极主动投资 !投工 !投劳 ,参

与到新农村各项事务的建设中来 "村里
建设项目完成后 ,鼓励村民关心和爱护

集体 ,参与制定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

(4 )提高农民综合素质 "要大力发
展农村教育 ,加强农民培训 ,让农民掌

握更多的文化知识 !科学技术和经营技

能 ,使农民成为有文化 !懂技术 !会经营

的新型农民 ,增强他们在农村改革发展

中发挥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以及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能力和本领 " 5里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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