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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92 年台湾有关部门以正面表列形式准许部分制造业产品项目到内地投资，从而首次使台商赴内地投资合法化。
②据台湾“投审会”统计，2009 年台湾对内地的投资约占其全年对外投资的 70.38%。

台商投资内地始于 1983 年，但直到 1987 年台湾当

局开放民众赴内地探亲之后，才开始有大规模投资。进
入 1990 年代，随着台商赴内地投资的合法化①与内地

的全方位开放，台商对内地投资得到迅速发展，并形成

一波接一波的投资热潮。据商务部的统计，截至 2010
年 2 月底，内地累计批准台资项目 80393 个，实际利用

台资 498.5 亿美元。[1]多年来台湾一直是内地投资主要

来源地之一，而内地则是台湾最大的投资目的地。②

一般说来，台商投资内地是岛内的“推力”和内地

的“拉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即台湾整体投资环境的恶

化和内地更适宜的投资环境。[2]从台湾岛内来看，台湾

经济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已步入新兴工业化地

区行列，人均所得日益增加，外汇储备雄厚，具备较强

的资本输出能力；与此同时，随着岛内经济自由化和国

际化的发展，投资环境发生重大变迁，诸如新台币升

值、环保意识抬头、劳动密集工业人力短缺、土地价格

飙涨等因素，造成产业竞争压力升高，产业为求生存而

加速外移。[3]从内地方面来看，劳力充沛、资源丰富、土
地低廉、市场前景广阔、优惠的租税政策及文化上的同

文同种等因素是内地吸引台商投资的主要诱因。此外，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大背景和两岸关系的相对

缓和亦是影响台商投资内地的重要因素。

一、台商投资内地的进程

1987 年以前，台商对内地的投资尚处于试探阶

段，投资主体多是中小企业，规模有限，型态单一，基本

上属于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这主要是由于内地还处在

改革开放的初期，台湾也仍处在“动员戡乱时期”，台湾

当局严禁厂商赴内地投资，当时的台商仅能通过第三

地秘密前往内地投资。据内地的官方统计，截至 1987
年底，台商投资内地的协议金额仅有 1 亿美元，投资件

数为 80 件。[4]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初，随着台湾当

局逐渐放宽对内地投资活动的限制，台商投资内地的活

动才逐渐公开化和大规模化，所以笔者拟以 1988 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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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认为台商对内地的投资大致经历三波投资热潮。
（一）第一波热潮（1988～1991 年）

1987 年台湾当局宣布开放民众到内地探亲，放宽

外汇管制，允许资本在一定范围内流动之后，台商对内

地投资逐渐增加。1988 年 7 月内地颁布《关于鼓励台

湾同胞投资的规定》，为台商投资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

保障，并给予许多的优惠和便利。这些措施的出台，大

大鼓舞了台商投资的热情，掀起了第一波投资内地的热

潮。据内地方面的统计数据，1988 年台商投资内地协

议金额为 5 亿美元，投资项目 357 件，分别为前 5 年投

资总金额和投资项目的 5 倍和 4.46 倍；1989～1991
年，台商累计协议投资内地金额达 27.1 亿美元，年平

均项目为 1125 件，年均金额达 9.03 亿美元。[5]这一阶段，

台商对内地投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包括纺织、服
装、制鞋、玩具、皮革加工、塑胶制品、手提箱包、农产品

加工等，总体技术层次较低。投资计划以中小型为多，投

资规模平均在 100 万美元以下，合同期限多为 3～5年，

短期投资行为表现突出。[4]营运方式主要是台湾接单、
内地加工、香港转口、海外销售，产品外销比例比较高。
投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主要是闽粤两省。

（二）第二波热潮（1992～1999 年）

1992 年的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

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的改革

开放进一步推向深入。1994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的出台使台商的合法权益得到法

律的保障；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在 1992 年 9 月颁布“《台

湾地区与内地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对两岸的经贸、投
资往来进行了法律规范。上述政策环境的改善，激发了

台商投资内地第二波热潮。此外，首届“汪辜会谈”的举

行也为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创造了良好氛围。1992 年内

地新增台商投资项目 6430 件，协议金额达 55 亿美元，

翌年，更突破 10000 件，达到创纪录的 99.65 亿美元。[6]

虽然台湾当局在 1996 年提出“戒急用忍”政策，并由经

济主管部门在 1997 年实施的内地从事投资或技术合

作审查准则，但并未阻隔两岸经贸交流的热潮。[2]截至

1999 年年底，内地的台资企业约43516 家，协议投资金

额达 437.74 亿美元，实际到资 238.63 亿美元。①

这一阶段，台商对内地的投资逐渐转向资本、技术

密集型产业，生产方式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加工装配

制造，车辆、机械、化工、精密机床等生产性企业逐步投

资内地，投资规模日趋扩大。投资形态由以往单纯的租

用厂房、引进设备、采取简单装配加工的短期行为，转

变为自带资金、生产设备和管理人员，购买厂房及土地

使用权等营运方式，投资年限不断延长。投资策略由早

期多为中小企业规模及外销市场导向逐渐转变为大型

企业及内销市场导向。经营方式由独资经营居多转变

为合资经营为主。投资地域由南向北推进，由沿海向内

地扩张，长江流域和环渤海地区成为投资热点地区。
（三）第三波热潮（2000 年至今）

2001 年年底和 2002 年年初，中国和台湾地区先后

加入 WTO组织，正式成为其成员之一。以此为契机，

台商对内地投资进入新一轮迅速扩张期，通常称之为第

三波台商投资热潮。在此阶段以电子资讯为代表的资

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开始成为台商投资内地的主流，

台商投资内地规模日益大型化、高层次化，台商在内地

经营发展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在产业竞争模式上，

也由个别竞争转向产业群聚，形成了以龙头企业为核

心，大、中、小型企业分工合作，上下游联动，配套完善

的台商投资产业集聚。[7]与此同时，台商在内地的投资

产业分布上也更趋多元化，服务业比重渐增，台商投资

逐渐向商业、金融、物流、通讯、医疗、房地产、基础设

施、教育、文化等领域转移。在投资领域方面，随着我国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市场正趋于饱和，在西部大开发、
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发展战略的推动下，

台商加快了“西进”、“北扩”的步伐，以更积极的姿态深

入国家的中西部地区。根据我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从

2000～2009 年，累计新增台资项目 34185 件，实际使

用台资约 255.82 亿美元（见表 1）。
表 1 台商对内地投资统计（1991~2009）

我国商务部

统计资料

年份

1991
1992
1995
1996
1999
2000
2001
2005
2008
2009

合计

件数

237
264
490
383
488
840
1186
1297
643
590

37771

投资金额

（亿美元）

1.74
2.47
10.93
12.29
12.53
26.07
27.84
60.07
106.91
71.43

827.03

平均每件

金额

（百万美元）

0.73
0.94
2.23
3.21
2.57
3.10
2.35
4.63
16.63
12.11

2.19

项目数

3377
6430
4847
3184
2499
3108
4214
3907
2360
2555

80061

实际投资

金额

（亿美元）

8.44
10.51
31.62
34.75
25.99
22.96
29.80
21.52
18.99
18.80

495.40

台湾“经济部”核准资料

注：1.商务部1991年台商投资大陆统计数据是1983年到1991
年的累计投资数据；2.台湾公布的数据系根据“经济部投资审议

委员会”发布的相关数据整理；3.内地公布的数据系根据历年商

务部网站相关数据整理。

①根据 2008 年中国商务部发布的相关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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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商投资内地的特点

（一）台商对内地投资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农业

的比重较小

虽然台商在内地投资的产业领域现已呈现多样化

的趋势，产业也横跨三大产业的 26 个行业，但就投资

比重而言，仍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次之，农业的比重

最小。根据台湾“投审会”的统计，截至 2009 年 12 月，

制造业的投资占台商对内地总投资额的 87.90%，相应

的服务业为 11.06%，农业的比重只有 0.32%。①

首先，从制造业来看，台商投资内地的制造业主要

包括电子零组件、计算机、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金属

制品、塑料制品、机械设备、纺织、食品等制造业。截至

2009 年 10 月，仅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和计算机、电子产

品及光学制品制造业这两项的投资额就达到 263.01
亿美元，占台商对内地总投资额的 32.66%，说明台商

对内地的投资偏重于电子高科技产业。[8]另一方面，台

商对于传统产业的投资比重趋于下降，1995 年年底，

台商累计对食品、塑料制品、纺织制造业投资的比重分

别达到 11.58%、10.26%、5.64%，②但是到了 2009 年 10
月，三者的比重分别降至 2.63%、4.97%、2.38%。[9]总的

来说，台商对内地制造业的投资已实现了由劳动密集

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
其次，从服务业来看，1990 年代初，台商对内地服

务业投资很少，到了 1990 年代中后期其所占比重不断

上升，2000 年台商对服务业的投资占当年台商投资内

地总金额的 7.72％。③新世纪以来，我国和台湾地区先

后加入 WTO，服务业进一步开放，台湾方面也逐步放

宽对台商投资内地服务业的限制。[10]在此背景之下，台

商对服务业投资的项目和金额增长十分迅速。2001 年

台商对内地服务业投资的金额为 2.59 亿美元，2009 年

则达到了 11.69 亿美元，七年间增长了 4.51 倍。④目前，

台商对内地服务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批发及零售业、
信息及通讯传播业、金融及保险业，2006 年，我国加入

WTO的过渡期结束，内地服务业市场加快开放，这为

台湾服务业转型和两岸服务业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极好

的机遇，服务业成为台商投资内地的热门领域。[10]

最后，就农业方面而言，一直以来就不是台商投资

内地的重点产业，投资的项目和金额亦不多，截至

2009 年 12 月，累计投资金额 2.65 亿美元，项目 548
件，[11]但从长远的趋势来看，两岸农业具有较大的互补

性，特别是内地许多内陆地区农业栽培、耕作技术、品

种和管理营销仍然比较落后，这就为台湾农业资本和

技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投资分布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逐步向中西

部地区扩散

纵观 20 多年台商对内地投资的历程，台商投资主

要集中在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福建）和东部沿海地区

（江苏、上海、浙江），并进一步向北部的环渤海地区（北

京、山东、天津）扩展。其中南部沿海地区的广东、福建

两省是内地最早开放的地区，对台湾有较强的地缘和

文化优势，是第一波和第二波台商投资的热点区域。虽

然近年来，台商对珠江三角洲和闽南的投资步伐明显

放缓，但截至 2009 年 12 月，广东、福建两省的台商投

资仍占投资总额的 30.58％，投资金额高达 252.82 亿

美元；在另一方面，随着 1990 年代上海浦东的开发和

江浙两省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长江三角洲凭借其区

位、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优势和潜力成为台商投资的

新的热点区域，2000 年台商对东部沿海地区（江苏、上
海、浙江）的投资首次超过其对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福
建）的投资，截至 2009 年年底，台商对江苏、上海、浙江

的投资占总投资额的 55.35％，投资金额为 457.75 亿

美元，东部和南部沿海的四省一市总共占了台商投资

总额的 85.93％。[11]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截至 2008 年 1
月，仅苏州市一地就吸引台资企业 7843 家，合同利用

台资逾 427 亿美元，实际到位台资超过 150 亿美元。[12]

21 世纪初，随着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市场的日益

成熟，人力成本、管理成本等日渐提高，使得台商考虑

北移以获取更低的投资成本。以京、津为中心的环渤海

地区凭借其雄厚的产业基础、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广阔

的腹地、便捷的交通及较低的人力成本等优势，正好满

足新世纪台商投资的要求，环渤海地区正逐渐成为台

商投资的热点区域。根据台湾“投审会”的统计，截至

2009 年年底，台商累计向北京、天津、山东地区投资项

目 2967 件，投资金额达 46.25 亿美元，占台商投资内

地总额的 5.59%。[11]

如上所述，可知台商投资 90%以上集中在南部、
东部沿海地区及环渤海地区；但近年来，台商投资区域

开始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扩散。这主要得益于我国政府

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及中部崛起的发展态势，以及

广大中西部地区所具备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廉价的土

地、劳动力等优势对台商形成的新的吸引力。[11]武汉、
成都、重庆、西安等中西部城市逐渐成为台商投资新的

热点区域。

①②③根据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发布的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④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2009 年 12 月核准华侨及外国人、对外投资及对内地投资统计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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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台商在内地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

江苏、广东两省为核心的沿海地区，在空间上呈现分散

化趋势，在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的同时，进行东部地

区内的合理化调整。[13]

（三）投资经济效益明显，规模不断扩大

首先，就投资的经济效益而言，内地的台商投资企

业普遍盈利，增资扩产的比例高。根据 2008 年的统计

资料，台商投资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益非常好，企业盈利

面在 60%以上，其中投资经营以工业生产项目为主的

台商企业盈利面更高达 70%以上。[14]而根据台湾工商

时报所作的调查显示，2007 年，营业收入成长的台商

为 664 家，盈利的台商为 825 家，说明仍有八成以上台

商继续盈利，其中获利达亿元人民币以上台商有 111
家，远多于 2006 年的 77 家，整体台商获利持续攀高

峰。从产业面来看，信息电子及通信器材业是内地台商

的第一大产业，2007 年税前纯利总额为 289.07 亿元人

民币，电子业是台商在内地最赚钱的行业，它的收益要

好于全部在内地的台资企业，也好于全部在海外的台

湾企业。[15]

台商企业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益的重要表现便是台

商企业增资扩产的比例高，在已开业的 60000 家台商

中，有上万家增资扩产，约占六分之一，平均每家增资

100 万美元以上，累计增资超过 100 亿美元。[16]据台湾

“经济部”统计处的调查，2005 年获利的内地的台商投

资企业有 24.8％进行增资扩产，高于同期其他海外台商

投资企业。①一批台商企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新办企

业以及带进配套项目等方式进行增资，逐步朝集团化、
规模化经营方向发展。据分析，台商增资主要来源于投

资盈利，也不乏证券融资。如厦门的三德兴、正新橡胶、
灿坤电器、翔鹭石化等一批重点台商纷纷增资扩产。[16]

其次，20 多年来台商单项投资规模总体上呈现不

断扩大的趋势。据台湾“经济部”的统计资料显示，1991
年台商投资内地平均每件规模仅为 73 万美元，1994
年突破 100 万美元，1996 升至 321 万美元，但此后因

两岸关系紧张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 年回落至

158 万美元，但到了 2000 年又回升至 310 万美元，此

后两年有所回落，2004 年迅速增至 463 万美元，2009
年单项投资规模更猛增至 1211 万美元，增幅十分惊人

（见表 1）。之所以出现上述趋势，主要是因为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前，台商对内地的投资多属劳动密集型产

业，且为试探性投资外移模式，故一般规模都较小，但

从上世纪末开始，台商投资开始转向以大中型企业为

主，台湾的大企业、大财团及上市、上柜公司纷纷到内

地投资办厂，单项投资规模迅速扩大。据台湾“行政院”
的统计，截至 2009 年第一季度，赴内地投资的台湾上

市和上柜公司共计有 924 家，占所有台湾上市、上柜公

司七成以上。[17]另据根据国家商务部的统计，2007 年出

口额超过 30 亿美元的台资企业高达 12 家。[18]这也从

侧面反映出在内地的台商企业规模庞大，实力雄厚。

三、结 语

台商对内地投资是一个从初级到高级，从局部到

全面，从小型到大型的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既是台

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理性行为，又是台湾现代产业

经济发展规律的体现，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必

然趋势的反映。毋庸质疑，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台商投

资内地的首要目标，但台商投资内地对两岸经济发展

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台商在内地的投资活动，促进

了台湾经济的转型，推动了内地的经济发展，提升了两

岸贸易的依存度，带动了两岸人员往来、两岸航运的发

展，以及信息、文化等方面的交流。2008 年 5 月台湾政

党轮替之后，两岸经贸关系进一步改善。目前，《两岸经

济框架协议》正在谈判当中，并有望在年内签署。届时

台商投资在经历了三次投资热潮之后，势必掀起第四

波投资热潮，中西部和环渤海等地区将是新的投资热

点区域，光电产业、生物技术产业、金融业和创意服务

产业等成为新的热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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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83 页） 家贷款和启动民间资金等多管齐下的

方式转变；再次，要拓宽视野，广泛争取各方支持。在努

力扩大招商引资的同时，要扩大白银市对外宣传力度，

构造与国内外城市的交流学习渠道；积极参加国内发

展论坛，邀请著名学者专家对项目进行咨询论证等。实
现白银市由相对单一的自我发展向借助外力求发展、
全方位开放开发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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