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本的单向流动
,

既不利于两岸经贸关系的正常化发展
,

更不利于台湾经济的健康发展
。

从目前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来

看
, “

陆资入岛
”

将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

其投资的方式

和领域在新形势下需要深人探讨
。

海峡两岸双向投资的方式和领域
李非 汤韵

近
一段时间以来

,

台湾当局已

着手制定一系列促进两岸经

贸正常化的政策措施
,

其中

包括开放
“

陆资进岛
”

规划
。

台湾地区

副领导人萧万长在么力 年海南
“

博鳌论

坛
”

上就提出了开放陆资赴台投资的问

题
,

还向大陆推销台湾的
“

十二项建

设
” 。

这说明台湾当局不仅希望大力引

进陆资进岛
,

而且希望拓展陆资的投资

领域
,

不只局限于传统的房地产
、

金融
、

服务等领域
,

还希望吸引大陆资本投资

岛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

大陆资本人岛投资的可行性

政策层面的可行性
。

由于两岸关系的政治敏感性
,

决定

大陆资本入岛投资是否可行的前提条件

是
,

两岸公权力部门能否提供政策支

持
。

就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和台湾经济

发展需要而言
,

台湾当局的大陆经贸政

策总体上朝逐步开放的方向发展
,

而大

陆方面也一直着力推动两岸经贸关系朝

全面
、

双向
、

直接的方向发展
。

因此
,

就

政策层面考察
,

两岸都将为陆资人岛提

供一定的政策支持
,

也就是说
,

大陆资

本入岛投资已初步具备了政策的可行

性
。

经济层面的可行性
。

一般而言 企业对外投资
,

主要是

受利益驱动
、

市场布局
、

成本和资源考

虑等因素的影响
。

从经济层面考虑
,

大

陆资本入岛投资是否具有可行性
,

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岛内投资环境以及投资

成本和收益情况
。

从投资环境看
,

台湾对大陆资本未

必有很强的吸引力
。

因为大陆企业对台

投资将受到台湾政治环境
、

社会环境
、

投资营商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

这其

中政治环境可能会对大陆投资者带来较

大的负面影响
。

但台湾的投资环境仍有

很大的改善空间
。

从投资成本与收益来看
,

对干大陆

资本来说
,

投资台湾的主要收益在于投

资报酬以及来自于市场布局和前景考

虑
。

台湾有 的万人口
,

人均 达

到 美元
,

显示岛内具有一定的购

买力和消费力
,

对大陆部分产业和企业

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

这可能成为吸引大

陆企业赴台投资
、

进行市场布局的重要

原因
。

大陆资本人岛投资的方式

国 区 际投资的方式主要包括直

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种
。

前者是指一国

或地区 居民以一定生产要素投入到

另一国 或地区 并相应获得当地企业

经营管理权的投资活动
,

其主要形式包

括 创建新企业 如独资企业或合资企

业
、

收购
、

兼并当地企业
、

利润再投资
、

非股权参与式投资
、

投资
、

建立国

际战略联盟等 后者则是指投资者通过

在国际证券市场上购买外国企业亘勿玫府

发行的债券
、

股票所进行的投资活动
,

亦即证券投资
,

其主要形式为 债券投

资
、

股票投资
、

基金投资等
。

鉴于台湾

市场的特殊性和两岸关系的复杂性
,

预

估大陆企业赴台投资会选取一些网险性

较小
、

方便易行的投资方式
。

以下几种

是可能性较大的模式选择

一是合资或合作经营模式
,

投资者

赴另一国家或地区创办新企业
,

是目前

最为普遍的国 区 际直接投资摸式
。

受

到政策
、

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影响
,

大陆

企业很难以独资的形式投资岛内
。

相形

之下
,

以合资或合作的形式投资台湾则

是比较安全可行的投资方式
。

二是收购或兼并模式
,

收购或兼井

模式主要是通过直接购买现有的投资地

企业
,

或是购买企业一定比例的股票
,

以取得对该企业全部或部分资产所有权

的投资行为
。

这种投资模式由于手续简

单
,

投资成本较低而经济效益较高
,

将

会成为大陆企业投资台湾的重要模式之

一
。

未来大陆企业可以通过两种渠道
,

实现对台湾企业的收购兼井 一是通过

收购国际跨国公司及其在台业务的方

式
,

实现间接进入岛内投资的目的
,

如

, 两寿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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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舫目暇

联想集团收购 公司
,

就实现了这种

投资 二是直接收购兼并岛内企业
,

实

现对台直接投资
。

三是非股权参与式投资模式
,

这正

成为当代国 区 际资本流动的一个主

要形式
,

其特点在于无需资本注入
,

是

一种合约投资
,

技术含量高
,

投资风险

性较小
。

对于大陆企业来说
,

这是赴台

投资的理想模式
。

因为其操作比较简

单
,

所受限制比较少
,

大陆企业不须进

入岛内
,

不必直接经营
,

就可与岛内企

业进行合作
,

达到投资目的
。

目前
,

在

陆资入岛投资个案中
,

青岛啤酒在台投

资就是采取此种模式
。

由于这种投资方

式风险相对较小
,

且简便易行
,

未来许

多大陆企业选择此种投资模式的可能性

很高
。

四是证券投资模式
。

对于企业投

资者来说
,

拓展新市场是其对外投资的

重要因素
,

因而前三种投资模式就成为

其常用的对外投资方式
。

然而
,

对于非

企业投资者来说
,

证券投资模式则是更

加方便易行的投资方式
。

台湾早已开放

外资投资台湾股市
,

累计投资金额高达

亿美元
,

占台湾股市总值的拓 左

右
。

目前
,

台湾当局正着手拟定开放大

陆居民投资台湾股市
、

基金等政策规

划
,

已开放大陆合格境内投资者

投资台湾证券及期货市场
。

预计未来这

一模式的投资会有较大的发展
,

将成为

大陆广大的非企业投资者投资台湾的主

要方式
。

大陆资本人岛投资的领城

大陆资本入岛投资由于受到台湾政

治环境
、

社会环境
、

投资营运环境等诸

多复杂因素的影响
,

其投资决定和行动

会较为谨慎
,

不仅会小心选择入岛投资

的方式
,

而且会认真选择入岛投资的领

域
。

基于成本和利益的综合考虑
,

预计

大陆资本将主要投入到一些资金需求量

不大
、

投资回报较快和合作前景较好的

领域
。

以下是大陆资本可能投资的主要

领域

餐饮
、

商业
、

交通
、

旅游等服务

业领域
。

目前
,

在台湾开放大陆企业赴

台投资服务业的规划中
,

这几个行业的

开放项目占 叽 以上
,

其中观光饭店
、

休闲旅游设施
、

商用不动产更成为规划

重点
。

随着两岸直接
“

三通
”

与开放大

陆居民赴台观光政策的实施
,

未来两岸

旅游服务业的发展前景乐观
。

事实上
,

目前大陆企业在岛内的市场布局主要就

是以餐饮和商业为主
,

如大清花饺子

馆
、

四川谭鱼头
、

内蒙古小肥羊
、

北京

同仁堂等
,

均已在岛内投资设店和布

局
。

未来在台湾当局对这一领域的市场

逐步开放后
,

将会吸引更多的大陆具有

一定特色和优势的服务企业在台发展
。

金融领域
。

这是未来两岸经济合

作的重要领域
。

年
“

两会
”

两次协

商基本上解决了两岸直接
“

三通
”

的问

题
,

实现了两岸经济关系的初步正常

化
,

即人员
、

货物等基本生产要素的自

由流动 下一步经济关系正常化的目

标
,

就是涉及到更层次的资本
、

技术
、

信

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
。

因此
,

推动两岸

金融业合作已成为两岸共识
,

并列人下

一轮协商的主要内容之一
,

两岸金融交

流与合作的政策开放已是箭在弦上
。

两

岸金融监管单位争取早日签订金融监管

备忘录
,

并统一两岸统计和会

计标准
,

建立清算机制
,

构建两岸信息

网络
,

解决两岸金融合作中的种种技术

性问题
。

在金融领域中
,

除了银行业外
,

证券投资业也将会吸引大量陆资
。

证券

投资具有流动性强
、

投资回收便捷的特

点
。

因此
,

对于广大的个人投资者来说
,

证券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

房地产或不动产领域
。

这是台湾

当局向大陆开放的第一个产业领域
,

因

为限制太多
,

之前未取得实质性的进

展
。

随着两岸经济交流的不断深入
,

这

一领域将会继续扩大开放
,

并有实质性

的发展
。

年台湾大选之前
,

台湾当

局就已提出将开放大陆居民投资台湾商

用不动产
,

包括观光饭店
、

休闲旅游设

施等规划
。

随着大陆资金赴台投资房地

产市场政策逐步放宽
,

台湾房地产市场

将会吸引不少陆资流入
。

投资领域将主

要包括写字楼
、

商铺和酒店
。

目前
,

大陆一些企业对投资台湾房

地产已表现出较大的拟睛和较高的积极

性
。

大陆房地产代表团已多次赴台考察

房地产和重大开发项目
。

万通实业集团

主席冯仑在参加
“

两岸地产高峰

会
”

表示
,

希望承租台北 大楼 层

以上 以 多平方米的办公室
,

作为万

通实业集团在台总部以及大陆企业的办

公据点
,

引起岛内媒体的关注
。

另外
,

中

远
、

中铁
、

中煤
、

国航
、

海南航空等大

企业也希望在台设立办事处
,

以开拓岛

内市场
。

这些都可能会带动岛内商用不

动产投资的热潮
。

因此
,

预计未来房地

产领域的投资和合作将会有较大的发

展
。

基础设施领域
。

台湾的基础设施

建设和投资项目较多
,

马英九上台后
,

计划用 年时间
,

投资近 万亿元新台

币
,

推进 项大型项目
,

以促进台湾经

济发展
。

大陆企业已在国内外大型交通

基本建设方面显示出良好的业绩与雄厚

的实力
,

台湾方面也希望引入陆资
,

加

快完成
“

十二建设
”

中的基建项目
。

文化娱乐领域
。

台湾文化娱乐产

业起步早
,

在市场运作经验
、

创意设计

水平
、

高科技与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较

大优势
,

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

而且台湾

当局对文化创意产业有较多的鼓励和扶

植政策
,

对大陆企业投资这一领域具有

一定的吸引力
。

近期
,

在厦门举办的首

届海峡两岸文博会
,

就取得了签约 的

个项目
、

金额达 亿元的成果
。

这预示

两岸在这一领域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和

发展潜力
。

未来在台湾当局政策开放

后
,

两岸文化娱乐产业将会有更广泛的

合作与开发
,

大陆资本投资该领域的前

景较为看好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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