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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受邀參加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與大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共同主辦，於 

2013 年10月 26 日至 27日在廣西南寧舉行的第九屆兩岸經質文化論壇，計有來自兩岸經濟、科

技、文化、教育等方面學者專家與官員約350人出席。本屆論壇主題「擴大交流合作，共同

振興中華」，與會人士共同就「推進兩岸經濟科技合作」、「加強兩岸文化產業合作」、「深

化兩岸教育交流合作」三項議題，展開深入討論。最後大會獲致19點共同建議，作為兩岸

未來推動經貿文化交流之施政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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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今年已是第九屆辦理，每年兩岸產官學研各界都非常積極參與投入，

每次會議結論都攸關兩岸經貿往來的發展趨勢與動態規劃，因此與會者無不專注聆聽，席間

交流更是推動兩岸經貿發展的成功關鍵因素之一。今年本人是首次獲邀參加論壇，主要藉此

機會近身觀察兩岸經貿文化交流模式，以及未來發展趨勢，收穫甚大。 

 

 

二、過程： 

此次行程10/25自桃園搭長榮班機飛廣州，再轉機廣西南寧，由於此次論壇參加的代表有

數百人，機位安排不易致使轉機時間近四小時略有不便外，其餘行程尚稱平順。10/26會議地

點在南寧荔園山莊召開，開幕典禮由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和中國大陸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

聲共同致詞。我方另有兩位前教育部部長楊朝祥、吳清基，以及黃碧端政次等多位官員代表，

另有來自大陸各省的台商會會長，以及國內的產業界、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等專家學者

出席，其中企業界最具指標性的代表就是鴻海郭台銘親自參加。 

此次論壇與會人士聚焦「擴大交流合作，共同振興中華」 的主題，主要討論議題分為「推

進兩岸經濟科技合作」、「加強文化產業合作」、「深化教育交流合作」三項。兩岸論壇在過去

八屆的討論議程上，已建立良好的共識基礎，互信亦增強，各領域的交流合作也更加堅實、

不斷深化。例如一年有3萬次航班往返兩岸，往來人數達800萬人次，2004年大陸文教人士來

台僅12000人，但至2012年已有60000人次。顯見兩岸已深化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領域

的交流合作，已有顯著與具體的成果。 

此次兩天會議以此三大主軸分場次交流討論，茲分別就整體會議結論整理摘錄如下: 

 

(一)「推進兩岸經濟科技合作」 

1.未來兩岸應繼續推動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後續工作，並且加速促使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早

日生效。期能使兩岸在貨品貿易、爭端解決能有具體機制，使兩岸經貿往來能在公平、

透明、便利的貿易投資環境下，建立經濟關係正常化、制度化和自由化。 

2.大陸近年來積極開發海峽西岸經濟區、平潭綜合實驗區、昆山深化兩岸產業合作試驗

區、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希望我方能給予支持合作，同時大陸也樂見我國自由經濟

示範區的開展，期待能有更廣泛的合作與發展。 

3.兩岸應在密切的經濟合作基礎上，尋求適當方式和可行途徑，以共同面對國際經濟形

勢的挑戰，提升兩岸在亞太區域經濟的競爭力。 

4.加強發揮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的功能，並積極建構兩岸產業規劃和產業政策的協調機

制，促進兩岸共同制訂相關產業技術規範與標準，著力建構兩岸產業垂直和水平分工合

作體系。 

5.透過各種交流平臺，建立兩岸企業家合作新模式，引導兩岸企業相互投資參股、共同

硏究技術開發。 

6.兩岸應繼續相互擴大開放金融市場，並完善金融監管和貨幣清算機制，以共同維護兩

岸金融市場穩定。支持兩岸金融機構推動相互參股、互設機構，並加強資訊、業務、人

才的深化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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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落實兩岸農業合作制度化，擴大兩岸農產品貿易、加強檢驗檢疫合作，並推動新品種、

新產品和新技術的交流合作，以共同提高農業科技的國際競爭力。 

8.積極推動兩岸科技交流合作協議，落實科技交流制度化、發揮科技互補優勢，以共同

提高科技發展水準。 

9.鼓勵兩岸共同建立硏發中心，推動高新科技園區交流，並加強兩岸科技中介服務機構

合作，促進科技成果技術移轉，共同爲科技發展和企業轉型升級服務。 

10.鼓勵兩岸就新能源、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環保科技、生物科技等合作研究開發，發

揮互補合作效果，以強化國際競爭優勢。 

11.積極落實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強化醫藥品安全管理及硏發工作，以發揮兩岸醫藥

品硏發的整合優勢；並為因應兩岸公共衛生及醫藥需求，鼓勵兩岸合作試點醫院，共同

開發「遠距醫療」和「健康雲」，以提高兩岸醫療服務水準。 

 

(二)「加強文化產業合作」 

1.兩岸應強化旅遊交流合作機制與保障旅遊消費權益，並積極推動兩岸旅遊業在旅遊投

資、金融服務、智慧旅遊等合作，以擴大旅遊交流規模，提升兩岸民眾旅遊服務品質。 

2.持續推動兩岸商簽文化交流協議，以營造有利於文化產業、出版交流、文物交流等領

域交流合作的友善政策環境。 

3.鼓勵兩岸文化科技創新交流，推動文化和科技融合，並促進文化企業合作、擴大人才

交流，建立兩岸創意城市網絡及文化生活創新促進平臺，舉辦兩岸文化產業博覽會及論

壇。 

4.促進兩岸廣電媒體交流合作，推動影視演職人員及創作人才交流與合拍電影、電視劇。 

5.建立兩岸出版交流合作機制，拓展動漫、網遊、數位出版、手機出版等新興經營模式

合作，並加強兩岸華文出版物的國際行銷合作，以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6.落實與完善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共同維護兩岸出版市場秩序，保障業者權

益。 

 

(三)「深化教育交流合作」 

1.加強兩岸高校合作開展文化產業學科建設，共同培育文創人才。 

2.推動兩岸全面實現學歷互認，擴大交換生及高教師資交流，開放陸生參加技能檢定，

加強兩岸學生服務平臺功能。開展多元合作辦學，研議兩岸雙聯學制與建設兩岸同源大

學聯盟。 

3.鼓勵兩岸各級各類學校開展中華傳統文化教學硏討及師資培訓，合作編寫國學教育書

籍，舉辦以中華傳統文化教育爲主題的兩岸青少年交流活動。 

4.結合兩岸產學研資源，合作創建青年創新創業機構，並鼓勵兩岸青年開展創新創業交

流，舉辦競賽活動。推動兩岸青年創業團體互訪，建構兩岸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平臺，加

強培育人才，形成創新創業社群聚落。鼓勵兩岸青年創辦新興產業新創公司，共同參與

國際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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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 

 

此次參加兩岸經貿文化論壇能親自見證兩岸交流合作，實質收穫頗大。近年來兩岸交流

熱絡，經貿依存度升高，大陸為台灣第一大貿易往來夥伴，我國則為大陸第七大貿易往來夥

伴。2012年兩岸貿易總額達1689億美元，其中加工貿易已下降至42%，一般貿易提高至近30%，

意味著台商開始調整為出口與內銷並重的模式。據大陸方面統計，截至2013 年8 月底，大陸

累計批准台資專案8.9 萬個，實際使用台灣資金585.9 億美元，若加上台商經第三地的轉投資，

累計實際資金近1100 億美元，目前大陸已是臺灣最大的投資目的地。尤其，自2010 年簽署

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將兩岸經濟關係制度化推進到新階段。2013年6月簽署的《海

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正是延續過去論壇建議事項的具體表現，對未來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

有其至為重要的指標性意義。 

以學校立場而言，此次會議較為攸關的兩岸教育發展的心得建議，歸結如下: 

1. 2013年5月，我國對大陸學歷採認由985的41所高校放寬至以211工程為主的大陸111所高校，

同時採認大陸222所大陸示範及骨幹高職，以推動「專升本」，達到兩岸教育交流的初期目

標。未來對於如何招收陸生將是各校面臨少子化的重要發展策略，本校2013年招收專生本

人數為科大第三多，雖差強人意，但仍有很大成長空間。 

2. 目前國立科大僅能招收碩博士學位陸生，此一高階學位生來台人數本就不多，通常到研究

型大學，在政策鬆綁前仍以短期交流生與暑期營隊為主，以建立良好友善關係。 

3. 大陸自2011年8月教育部頒布「普通本科學校創業教育教學基本要求」，各高校對於創業

教育已開展熱絡的工作，本校為台灣第一所創業型大學，自然是大陸各高校爭相交流學校，

如何善用此交流管道將是未來對大陸的重點工作，尤其此次論壇特別針對創建青年創新創

業機構，並鼓勵兩岸青年開展創新創業交流為重要建議之一，未來本校當扮演更積極交流

角色。 

4. 有關高教師資交流方面，過去交流有多所大陸高校要求本校派師資交流，尤其民辦大學需

求更為殷切，目前礙於學校師資教學研究負荷未加應允，後續可考慮教師利用暑期訪問教

學或是利用教授休假前往，以深化師資交流。 

5. 本校2014年年底將辦理兩岸三地高大學生創業競賽，屆時將邀請大陸高校派員參與比賽，

以呼應論壇建議事項。 

6. 本校已推動成立天使投資公司，未來可配合政策鼓勵兩岸青年創辦新興產業新創公司。 

7. 未來兩岸有關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必然熱絡，本校有南台灣唯一的科技法律研究所，

應該要積極開發大陸交流市場，尤其此一領域我國居領先地位，可掌握機先拓展大陸智財

權保護之教育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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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寧的中國_東盟博覽會                                 論壇會場 

 

 

 

 

 

 

 

 

 

 

 

吳前部長清基分組會議報告                             開幕典禮 

 

 

與楊前部長、吳前部長及黃政務次長合影       國家政策研究會蔡政元執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