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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交流活動基本資料                           

一、活動名稱                                 

    海基會關懷福建浙江上海臺商參訪團 

二、活動日期 

    104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二）至 12 月 20 日（星期日）                                 

三、主辦（或接待）單位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接待單位：當地臺商協會及臺辦 

四、報告撰寫人服務單位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貳、活動（會議）重點                          

一、活動性質  

（一）實地瞭解、聽取臺商在大陸投資經營所面臨之困難與建議，除協助大陸臺商解決

相關問題外，並做為政府制定大陸經貿政策及加強服務臺商之參考。 

（二）藉由舉行座談會或會晤臺商，向臺商說明海基會、海協會簽署各項協議之實質內

容及執行成效、兩岸簽署租稅協議對臺灣經濟發展及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的重大

影響。 

（三）瞭解大陸投資環境和當地臺商經營現況以及當地相關經貿措施。 

（四）參加當地臺商協會重要慶典活動，表達政府對臺商的支持與關懷。 

（五）促進兩岸間經貿交流與互動，與各地方官員交流互動，協助臺商與當地政府官員

溝通、提出建言及建立聯繫管道，強化臺商協會在當地之影響力。 

二、活動內容 

（一）摘要 

   海基會為實地瞭解並聽取臺商在大陸投資、經營所面臨的困難與建議，並協助臺

商掌握當地經濟發展趨勢，提升產業競爭力及發揮兩岸互補優勢，近年來積極組

團前往大陸各地參訪，除代表我政府表達對大陸臺商的關懷及說明兩岸政策外，

亦與當地政府互動，協助臺商解決在當地所遭遇的問題。 

      福建、浙江是臺商進入最早、投資最為密集的地區，近年來沿海臺商連續受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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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景氣影響，市場訂單銳減，加上越南、印度等東南亞國家企業低價搶單，及相

關成本增加、規範加嚴等因素，臺商企業經營更形困難。 

為更深入瞭解臺商投資發展情況，關心臺商在當地經營所面臨的問題，並適逢廈

門臺商協會 23 周年慶、泉州臺商協會 20 周年慶活動暨第 8 屆理監事換屆典禮、

福州臺商協會 21 周年慶等福建地區臺商重要活動，海基會特組團出席上述臺商

協會周年慶，並轉往杭州、上海，與浙江地區及上海臺商協會臺商代表座談，傾

聽臺商心聲、加強與臺商溝通聯繫、並說明兩岸簽署的各項協議成效及兩岸租稅

協議的內涵及效益，同時協助臺商掌握兩岸合作契機，轉型升級進入大陸內需市

場，並鼓勵臺商回臺投資。另前往昆山與海協會陳德銘會長共同參加臺商「昆山

媽祖遶境安座典禮」後返臺。 

 本次「海基會關懷福建浙江上海臺商參訪團」由海基會林中森董事長率團，隨行

成員包括：財政部常務次長許虞哲、海基會副秘書長楊家駿（陸委會主任秘書）、

陸委會簡任秘書李晉梅、財政部秘書包文凱、海基會科長黃佳雄、海基會高級專

員葉耀嵐、海基會科員紀幸宜共計 8 人。  

（二）過程說明 

 1.104 年 12 月 15 日：參訪團一行飛抵廈門後，隨即會見廈門市委副書記洪碧玲等人

及餐敘，並前往鼓浪嶼參觀，晚間出席廈門臺商協會 23 周年慶後前往泉州。 

 2.104 年 12 月 16 日：前往泉州臺商投資區、參觀泉州臺商投資區城市規劃展覽館、

參觀海上絲綢之路藝術公園（亞洲園）、出席泉州頤和醫院奠基典禮及午宴，前往

閩臺緣博物館、泉州清源山參觀，於晚間出席泉州臺商協會 20 周年慶。 

  3.104 年 12 月 17 日：前往福州，並參訪臺商企業福州福華紡織印染有限公司，會見

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于偉國等人及餐敘，與福建地區臺商座談，會見福建省常委、

福州市委書記楊岳，晚間出席福州臺商協會 21 周年慶。 

  4. 104 年 12 月 18 日：前往杭州，會見浙江省臺辦莊躍成等人及餐敘，與浙江地區臺

商座談，會見浙江省委副書記王輝忠等人及餐敘。 

 5. 104 年 12 月 19 日：前往上海，會見中華兩岸連鎖經營協會，與上海地區臺商座談

並餐敘，參訪臺資企業上海安法診所，會見上海市委常委沙梅林等人及餐敘。 

 6. 104 年 12 月 20 日：前往昆山，參訪昆山杜克大學、昆山兩岸青年創業園，會見海

協會會長陳德銘等人及餐敘，參加「昆山媽祖遶儀式及安座典禮」，參觀昆山市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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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前往上海浦東機場搭乘班機返臺。 

（三）主要活動 

 1.出席臺商協會周年慶 

  (1)本次出席廈門臺商協會於 12 月 15 日舉辦 23 周年慶、泉州臺商協會於 12 月 16 日

舉辦 20 周年慶活動暨第 8 屆理監事換屆典禮、福州臺商協會於 12 月 17 日舉辦 21

周年慶等福建地區臺商重要活動，讓臺商更能感受政府對臺商的重視與關懷。 

  (2)林董事長於致詞時表示對臺商協會的貢獻高度肯定，更勉勵臺商協會未來持續加強

臺商服務與兩岸交流，協助臺商轉型升級，強化臺協的功能，加強臺商在當地生活

的配套服務，充分發揮臺商協會服務臺商的功能。 

    海基會與海協會是兩岸協商、交流、服務的平臺。2008 年以來簽署了 23 項協議，

是 66 年來最好的兩岸關係。更從去年開始，陸委會與國臺辦也建立聯繫溝通管道。

今年 11 月 7 日兩岸最高領導人在新加坡會面，共同宣示了兩岸和平發展的大局，

兩岸共享和平紅利。另外在全球化、自由化的潮流下，兩岸要共同融入全球經濟整

合，共同發揮兩岸經濟巧實力和文化軟實力，引領全球發展，讓全球分享中華民族

的實力，為全球發展做更大貢獻。 

  2.與臺商進行座談 

  (1)與福建、浙江、上海地區合計近百名臺商進行座談。林董事長鼓勵臺商掌握兩岸簽

署各項協議之契機，立足臺灣，佈局大陸，放眼世界，加強兩岸產業交流合作。也

鼓勵臺資企業升級轉型，並要掌握兩岸推動融入區域經濟整合過程中的發展機會。 

  (2)財政部次長許虞哲也藉由與臺商座談場合向臺商說明已簽署的兩岸避免雙重課稅

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的內涵及效益。特別是我方成功爭取經由第三地區間接投資大

陸之臺商，若實際在臺控股繳稅，亦可主張適用協議之優惠機制。另外，也說明資

訊交換 4 不原則，請臺商安心。 

  (3)針對臺商所提問題，林董事長逐一回應說明並提出其他省分對於臺商權益保障或對

臺商投資有利的措施供與會臺商瞭解，並蒐集臺商書面意見及資料，交由海基會同

仁錄案協處，部分反映問題因涉及大陸當地政府權責，則藉由會見各當地政府官員

時當面反映。 

  3.出席「泉州頤和醫院奠基典禮」 

  (1)福建泉州首家臺資醫院頤和醫院於 12 月 16 日在泉州臺商投資區奠基開工，有 400



 5 

餘名兩岸各界嘉賓共同見證了兩岸醫療健康領域合作。臺灣海峽兩岸醫事交流協會

今年 1 月發起設立海峽兩岸醫療產業基金，初期資金規模 5 億美元，以專項資金投

入兩岸醫療、生物科技及教育等高科技產業。其中一項投資項目就是泉州頤和醫

院，該項目總規劃為 3,000 床的綜合性三甲醫院，首期開放 1,500 床，總建築面積

46 萬平方公尺，首期工程將於 2018 年底完工，2019 年可正式投入使用。運用國際

化的診療模式和臺灣優秀技術，採取整合式醫療服務，將設置急重症、心血管、腦

血管及腫瘤中心，並逐步開設逾 20 個整合性醫療中心。 

  (2)林董事長致詞時也期許，頤和醫院將來透過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引進臺灣和國際

最先進的醫院管理、醫學技術、服務流程，不僅能為在泉州的臺商帶來福祉，也讓

在泉州的臺胞享受到更好的醫療服務。 

  4.參訪臺資企業 

 (1)福州福華紡織印染有限公司 

    福華紡織印染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1 年，是一家外資獨資公司，坐落於晉安區福馬

路，經過多年都市發展變遷，廠房外的農田現今成為都市精華地帶，如何「退二進

三」告別高污染、高耗能的二級製造業，轉向第三產業，配合都市發展規畫活化土

地利用，尋求企業轉型升級、永續經營成為新課題。 

  (2)上海安法診所 

  上海安法診所於 2015 年 10 月開幕，是臺灣第一家在上海自由貿易區設立醫療類公

司、並在上海市擁有全科執業許可證的診所，同時是第一個把商標拿回來的單位，

大陸國家工商總局主動將安法的商標還給臺北安法，杜絶山寨版商標之困擾。隨著

大陸老年人口的增加，抗衰老醫學興起，有愈來愈多的醫療院所到大陸設立據點。

臺灣安法診所跨海到上海設立全科診所，專攻大陸高端醫療市場，期許成為「抗衰

老」基地。 

 5.會見大陸官員 

  (1)先後與福建、浙江、上海、江蘇昆山當地省市領導官員就未來兩岸加強交流合作交

換意見，包含福建省省長于偉國、廈門市委副書記洪碧玲、泉州市長康濤、福州市

委書記楊岳、浙江省委副書記王輝忠、上海市委常委沙海林、蘇州市副市長兼昆山

市委書記徐惠民等官員，均熱忱接待會見。渠等主要向參訪團說明當地經濟發展及

臺商投資現況，以及未來工作重點方向等，並允諾會積極處理臺商在當地投資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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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問題，協助臺商在當地投資經營。 

(2)林董事長除感謝陸方對本團行程安排接待外，並說明兩岸領導人會面及兩岸關係

最新的發展現況，雙方並對未來加強交流合作交換意見、分享經驗、進行交流，林

董事長並藉此機會反映臺商意見與問題，希能協助解決臺商困難，並商請共同協助

臺商轉型升級，互利雙贏，均得到陸方善意回應，承諾會更加關懷協助當地臺商或

臺商協會解決困難，並將更主動向臺商說明相關大陸施行之新措施，使臺商能順利

投資興業發展。 

 (3)海協會陳德銘會長也自北京趕赴昆山接待本團，並與林董事長共同參加昆山慧聚天

后宮臺商舉辦的媽祖遶境安座儀式，顯見對本團之重視。 

  6.參觀昆山兩岸青年創業園  

   昆山兩岸青年創業園於 2015 年 7 月 13 日正式掛牌，核心區坐落於昆山陽澄湖科技

園，面積約 2800 多平方公尺。作為深化兩岸產業、科技、人才交流的新平臺，為

兩岸青年提供低成本、便利化、開放式、面向大眾的創業空間。今年 10 月，大陸

國務院臺辦為第一批新設的 12 家海峽兩岸青年創業基地授牌，昆山兩岸青年創業

園亦為其中之一。目前園區第一批有 11 個項目經過評審已經陸續入駐，其中 60%

是臺灣青年創業項目（昆山理清環保建材項目、天活農業項目、蘇州苦瓜網路科技

項目等），40%是大陸項目（同齊昌農業網路銷售營運總部、天心信達網路微行銷、

雲製造電商平臺等）。在青創園內設立創新工場、車庫咖啡等新型孵化機構並被認

定為昆山市級眾創空間者，可給予 20 萬元人民幣獎勵，亦提供創業者最高 15 萬元

人民幣的創業補助。青創園也聘請兩岸 11 位創業導師，透過他們向大陸以及臺灣

青年創業者傳遞分享先進創業經驗和成功案例。                                

 7.昆山慧聚天后宮 

   昆山慧聚寺始建於西元 511 年，經歷雷火、兵劫及對日抗戰時被日機轟炸全毁。後

由昆山臺商協會及臺資企業募款重建慧聚寺，並建照天后宮，獲得大陸官方批准興

建，是大陸法律上第一座臺灣人捐建的合法廟宇，2008 年 5 月動土，並在 2010 年

從彰化縣鹿港鎮天后宮分靈到昆山安座。昆山慧聚媽祖於 12 月 16 日起駕「回娘

家」，12 月 20 日結束臺灣「回娘家」之行，回鑾安座昆山慧聚寺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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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 

（一）本參訪團除關懷各地臺商經營情形及所遭問題，並與當地國臺辦及臺資企業進行

意見交流，表達政府對臺商的重視及關心。與臺商建立聯繫管道、協助強化臺商

協會在當地服及與當地政府聯繫功能、做為臺商與兩岸政府之溝通橋樑。藉由會

見當地高層官員，直接反映臺商建議，受到臺商高度肯定，增加當地政府對臺商

的重視，解決臺商面臨的問題，同時也有助於提升臺商在當地的地位及影響力。

亦利用此機會，增進與臺商互動情誼，凝聚臺商對政府的向心力，並宣導政府兩

岸政策，讓臺商即時瞭解臺灣整體情勢最新發展。 

（二）今年 3 月，經大陸國務院授權，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發布「推動共

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明確提出支持福建建

設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福建省也於今年 11 月 17 日公布「福建省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建設方案」。作為中央敲定的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

核心區，福建為自身設定的功能定位主要有四項，分別是：21 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重要樞紐、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貿合作的前沿平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體制機制創新的先行區域，以及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人文交流的重要紐帶。除

此之外，福建自貿區亦於今年 4 月 21 日正式掛牌成立，下轄福州、廈門、平潭

3 個片區。福建既位於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又有自貿區，其重要性不言可

喻。尤其此方案的總體思路是：「福建地處中國東南沿海，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

要起點，是連接臺灣海峽東西岸的重要通道，是太平洋西岸航線南北通衢的必經

之地，也是海外僑胞和臺港澳同胞的主要祖籍地，在建設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政府相關部門宜進行相關研究與評估，

協助臺商如何因應在「一帶一路」中掌握契機，發揮臺商企業優勢，展現臺灣產

業的競爭力，創造企業發展利基。 

（三） 福建與浙江、上海是臺商投資大陸密集的地區之一，也是大陸對外開放較早的地

區，相較其他地區，是最早面臨產業轉型問題。傳統產業如何「退二進三」告別

高污染、高耗能的二級製造業，轉向第三產業，配合都市發展規畫活化土地利用，

尋求企業轉型升級、永續經營成了臺商新的思考課題。政府相關部門應協助臺商

就地轉型升級，及協助臺商就土地利用問題與當地政府有效溝通，達到互利雙贏

或是鼓勵臺商回臺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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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為吸引更多臺灣青年來大陸創業和生活，促進兩岸青年創新創業交流與合作，截

至 11 月止，大陸方面已先後設立了 13 家海峽兩岸青年創業基地，為兩岸青年合

作創業提供平臺。大陸國務院臺辦並於 12 月 22 日授牌新設 8 個海峽兩岸青年創

業基地和 1 個海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示範點。且此次新設的基地和示範點具有一

個共同特點，即均設在臺資企業和地方臺協。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以互

利共贏方式深入兩岸經濟合作，讓更多臺灣民眾、青少年和中小企業受益。顯示

中共「十三五規劃」將兩岸經濟合作重點放在「三中一青」，而鼓勵臺灣青年到

大陸創業、為臺灣中小企業提供優惠政策環境，將來未來五年的對臺工作重點。

本次所參訪位於昆山陽澄湖科技園區的兩岸青年創業園，凡入駐園區創業，可獲

得啟動資金支持，還享有創業場所首年補貼租金、個人所得稅優惠、優秀人才津

貼、購屋和安家補貼等後續支持。而我政府對青年創業關心之力度與強度，則略

顯不足。鑑於大陸積極鼓勵青年創業並吸納臺灣經驗與優秀青年的做法，為避免

發生磁吸效應，造成我方人才流失，如何加強鞏固臺灣年輕一代留臺發展，值得

政府重視。 

（五） 杭州為迎接明年舉辦國際經濟合作論壇 G20 峰會與 2022 年亞運會，刻正建設市

容，以因應屆時帶來的大量人流車潮。此外，昆山亦為了明年舉辦 2016 湯尤杯

（兩年一屆的湯尤杯是湯姆斯杯和尤伯杯的合稱，分別代表著當今世界羽壇最高

水準的男子和女子團體賽）而整修市內相關建設。藉由積極舉辦國際性活動以提

升基礎設施、政府管理能力、市民素質、向國際化大都市邁進與國際接軌等，並

增加都市能見度等諸多邊際效益，足見大陸地方城市的企圖心，相關規劃及作法

可供我方參考。 

（六）本團與大陸地方官員見面時，地方官員允諾就「十三五規劃」相關實行方案，與

臺資企業特別相關，或臺商特別關切的部分，會加強宣導，會重視與臺商間的溝

通，向臺資企業做說明。此外，在廈門機場時，遇有臺灣民眾想要詢問持有仍在

效期內的紙本「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可否換發卡式「臺灣居民來往大陸

通行證」，惟現場並未有大陸相關人員說明。顯見如何全面性到位的溝通，才是

真正落實政策，是兩岸都必需要重視的課題。 

（七）臺商在大陸投資所面臨的問題大都集中於土地問題、資金融資、企業轉型等問題，

如何有效協助臺商解決當地投資經營問題，維護臺商投資權益，除視當地政府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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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與執行力外，政府尚須有強力的協處平臺，始能有效為臺商解決問題。 

（八）參訪期間臺商均熱情以對，並對臺灣政情表示關切，大陸地方官員亦關注總統大

選及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 

（九）兩岸因地緣相近、習俗相似、文化趨同，民間交流量大、面廣。「媽祖文化」就

如同是和平使者，為兩岸民眾共同接受的群眾信仰，是臺商的精神寄託，也是重

要的兩岸文化交流。臺灣宗教信仰已走向公益性、企業性、國際化，可藉由宗教

交流，彰顯臺灣的文化軟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