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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
O邓利娟

新
年来到之际

,

胡锦涛总书

记在纪念 《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 30 周年座谈会上发表

了重要讲话
。

在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方

面
,

胡总书记指出
, “

我们期待实现两

岸经济关系正常化
,

推动经济合作制

度化
” , “

两岸可以为此签订综合性经

济合作协议
,

建立具有两岸特色的经

济合作机制
” 。

这为今后扩大与深化两

岸经济合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

具有

重大的战略意义与现实意义
。

新形势下推动建立两岸经济合

作机制势在必行

竟争力和防止边缘化
。

当前推动两岸

制度性的经济合作不仅十分必要
,

也

具备了较大可行性
。

随着 200 8年台湾

局势发生重大变化
,

很大程度上排除

了阻碍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深入发展的

政治干扰
,

重新上台执政的国民党反

对
“

台独
”

主张
、

承认
“

九二共识
” ,

两岸制度性经济合作因此有了政治基

础
。

事实上
,

现阶段两岸在推动建立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议题上已有较高

共识
,

200 8年 12 月上海国共论坛的主

要议题之一
,

就是建立两岸经济合作

机制
。

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经过近30 年的

发展
,

在功能性的整合方面取得了巨

大成效
。

200 8年
,

两岸两会恢复了制

度化协商
,

两岸同胞期盼已久的直接

双向
“

三通
”

基本实现
,

两岸经济交

流合作可以说已经进入了由且的积累

到质的提升的新阶段
。

今后两岸经济

交流合作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

将有

赖于两岸从功能性的经济合作迈向制

度性的经济合作
,

逐步建立两岸经济

合作机制
。

另一方面
,

面对经济全球

化与区域化加快发展
、

世界经济的不

确定性与风险明显增加的环境
,

推动

两岸高层次的制度性合作
,

将有利于

两岸经济体特别是台湾经济增强国际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要有
“
两岸

特色
”

对于应当建立怎样的经济合作机

制
,

两岸双方的认识是有一定差异

的
。

在 2 00 8年里
,

台湾方面倾向于比

照 国际上 通行 的 自由贸 易协议

(F T A )
,

与大陆签订
“

综合性经济合

作协议
” ,

而大陆方面则倾向于比照

大陆与港澳间的
“

更紧密经贸合作安

排 ( C E P A )
”

模式
,

来与台湾签订相

关协议
。

基于两岸关系现状是特殊的

国内关系
,

比较务实可行的两岸经济

合作机制应当是
,

既区别于
“

FT A
” ,

又有别于
“

C E P A
” ,

而具有独特的
“

两岸特色
” 。

具体而言
,

国际上

“

F T A
”

大多适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

的协议
,

两岸同属一国
,

明显不能适

用
。

而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与
“

C E P A
”

的区别则在于
,

一方面
, “

C E P A
”

是

港澳回归祖国
、

大陆与港澳的政治关

系确定之后
,

在
“

一国两制
”

基础上
,

大陆作为国家主体与单独关税区香

港
、

澳门之间签订的综合性自由贸易

协议
,

而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政治关系

至今仍是
“

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

下的政治关系
” ,

双方的看法仍然存

在较大分歧
,

因此不宜直接比照
“

C E P A
”

模式
,

而应以目前两岸双方

已有的
“

九二共识
”

为基础
,

务实
、

弹

性地定位两岸之间的关系
,

如
“

一个

国家内两个独立关税区之间的特殊关

系
” ,

以便于双方平等协商
。

另一方

面
, “

C E P A
”

明显的特点之一是
“

单

向优惠
” ,

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

重点

是要协助港澳
,

特别是香港产业结构

的调整升级
,

促进港澳经济的发展
。

而两岸经济关系长期以来受制于政策

因素呈现
“

单向
、

不平衡
”

的扭曲发

展
,

迄今为止两岸投资关系方面
,

基

本上是台湾方面的人
、

物
、

资金等生

产要素单向流人大陆
,

而大陆方面则

不能入岛投资设厂
。

两岸贸易关系尽

管已实现一定程度的双向交流
,

但却

长期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
。

扭转这种

局面
,

促进互利双哀
,

是当前推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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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两岸经贯又化论坛上
.

与会者们热议两岸经济台作机制的建立
。

(本刊记者 陈巧
一

摄 )

岸经济正常化关系的重要任务
,

因

此
,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要体现
“

双向

互惠
、

共同繁荣
”

的原则
,

而不应过

于强调大陆对台湾的
“

单向优惠
” 。

需要强调的是
,

尽管两岸经济合

作机制应当有别于
“

C E P A
” ,

但作为

粤港澳经济融合的制度性框架
,

实施

已 5年并颇具成效的
“

C E P A
”

对当前

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仍有重大的启

示与参考价值
。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要循

序渐进
、

逐步进行

应当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现已

是两岸的共识
,

而对如何建立也应积

极寻求共识
。

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制

度性合作本来就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

程
,

再加上现阶段两岸政经互动的格

局
,

全面性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建

立显然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
,

因此

应务实地采取
“

循序渐进
、

逐步进行
”

的做法
。

首先
,

在进行两岸经济关系制度

性安排前
,

优先推动两岸经济交流合

作的正常化
。

近期两岸
“

三通
”

的基

本实现
,

有力促进了两岸经济关系正

常化的进程
,

台湾方面还应当加快开

放大陆资金与机构入岛
,

并解除大陆

商品进人台湾市场的歧视性限制
,

早

日实现两岸资金
、

信息
、

技术等生产

要素的正常流动
。

其次
,

在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基

础上推动两岸经济关系制度性安排也

应分两步走
:

第一步
,

对两岸经济往

来各个领域进行制度化
、

规范化安

排
,

如
,

双向投资保障协议
、

避免双

重征税协议
、

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及金

融监管协议等
;
第二步

,

进行两岸经

济合作的总体制度性框架的建构
,

这

个框架除了要具有上述的两岸特色

外
,

还要充分考虑两岸经济制度和体

制的不同
、

考虑两岸资源案献
、

经济

规模
、

产业结构
、

市场容 t 等方面的

差异
。

此外
, “

循序渐进
”

推动两岸经济

合作机制的建立
,

体现在空间演进方

面
,

就是可以采取
“

先局部
,

再全部
”

的渐进发展模式
。

大陆不同地区发展

水平差别很大
,

可先选择已有较好对

台关系基础的区域
,

如以福建为主体

的海峡西岸地区
,

借鉴
“

C E P A
”

框架

下的港澳与广东的经济合作经验
,

实

行地区性倾斜政策
,

进行两岸经济关

系制度性安排的先行先试
,

在累积经

验后再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
。

.

(作者单位
: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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