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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會議是由中國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促進會主辦，中國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促

進會海外聯合工作委員會（海聯會）、中海投國際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中融控股

集團承辦。此次會議主題為：2017 絲路福祉中國拓展絲路新年論壇。報告人受

邀參加此次會議並進行論文發表。發表的題目是：「一帶一路下臺灣的參與和貢

獻」。此次會議共有十個場次約六十位發表人針對不同主題進行五至十分鐘的主

題報告。此次會議較特別的是並不完全是以學術界人士為主，而主要是相關企業

的董事長或是負責人進行一帶一路相關議題報告，具有不同的觀點與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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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師赴中國北京參加

「中國海外投資聯合會 2017 絲路福祉論壇」報告

本文 

一、目的 

（一）此次會議是由中國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促進會主辦，中國國際經濟技術

合作促進會海外聯合工作委員會（海聯會）、中海投國際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中

融控股集團承辦。此次會議主題為：2017絲路福祉中國拓展絲路新年論壇。 

（二）此次會議共有兩天議程，時間為一月十六日至一月十七日。個人於一

月十五日出發至北京，一月十八日返回臺灣。此次會議個人參加並發表文章，題

目為：一帶一路下臺灣的參與和貢獻。文章內容請參閱附錄。 

（三）此次會議除了發表文章之外，另一個主要目的是觀察，中國大陸推動

一帶一路政策實際落實狀況與可能遭遇到的困難為何。此次會議是由中國海聯會

主辦，目的在於提供平台作為中國企業落實投資一帶一路的重要管道，藉由近距

離觀察中國企業的反應以及所提出的觀點，有助於了解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政

策的機會與挑戰。 

（四）此次會議共有十個場次約六十位發表人針對不同主題進行五至十分鐘

的主題報告。此次會議較特別的是並不完全是以學術界人士為主，而主要是相關

企業的董事長或是負責人進行一帶一路相關議題報告，具有不同的觀點與視角。 

二、行程活動 

本次在中國大陸北京行程活動為1月15日至1月18日，相關活動簡述如下： 

（一）出發：上午從嘉義中正大學出發，搭乘華航 CI517下午 1535 的飛機，

下午約七點三十分抵達北京首都機場。 

（二）一月十六日上午首先是會議開幕式，由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促進理事會

會長陽春光致詞，並由海聯會會長鄭帥進行主旨報告。隨後正式展開會議。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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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總共約有十個場次，約六十人進行報告。 

（三）會議觀察 

1.該會議主要目的是一方面配合中國政府推動一帶一路政策，另一方面則是

提供一個論壇平台，推動中國企業投資一帶一路相關沿線國家。在會議過程中簽

署許多投資合作協議，但其後續具體落實狀況，有待觀察。 

2.參與的部分企業對於會議推動企業至一帶一路相關國家進行投資，從企業

角度是有所質疑。因為在投資過程中會面臨人才問題、法令問題、民情問題、市

場規模較小與不同國家發展程度不一的狀況，同時一帶一路不同國家政治上的不

確定因素，都讓企業對於投資有所保留與持觀望態度。部分企業之所以願意投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乃在於政府政策性貸款提供，只有投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企

業才能取得國有銀行的資金貸款，要投資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則資金取得上相

對困難很多，此政策性作為讓部分企業願意投資一帶一路國家。 

3.在此次會議當中，大多是企業進行主旨報告，介紹企業的發展項目以及願

意配合政府投資一帶一路國家，但這當中部分企業表示，並未有成功的企業現身

說法，讓其對投資一帶一路國家有所保留。 

4.中國企業更多認為此種會議是提供一個平台讓企業認識更多合作伙伴與

機會，而非一帶一路的投資，同時也藉此會議機會與平台推銷自己企業與自身產

品。 

5.臺灣目前並沒有企業參與一帶一路投資，同時一旦尋求參與一帶一路投資，

將面臨同樣困難甚至更甚於中國企業投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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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 

本次會議受益良多，針對以下幾點提出建議： 

（一）持續提供經費參與相關會議，有助於觀察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大戰略的

具體落實狀況。 

（二）建立起與中國大陸相關單位的聯繫管道與學術合作的計畫。作為研究

戰略與國際事務的學術單位，中國大陸是我們無法忽視的一個國家，有必要與其

保持一定程度互動，藉以增進雙方了解，促進溝通，避免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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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中國海外投資聯合會 2017 絲路  參加「中國海外投資聯合會 2017 絲路 

福祉論壇」發表文章                 福祉論壇」發表文章 

                                    

 

發表「一帶一路下臺灣的參與和貢獻」 參加「中國海外投資聯合會 2017 絲路 

                                   福祉論壇」 

 

 

參加「中國海外投資聯合會 2017 絲路  參加「中國海外投資聯合會 2017 絲路 

福祉論壇」                         福祉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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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附錄 

中國海外投資聯合會 2017絲路福祉論壇 

一帶一路下臺灣的參與和貢獻 

 

 

趙文志 

臺灣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壹、前言 

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此次很榮幸有機會可以參加絲路福祉2017新年論壇。

一帶一路是中國大陸提出希望連結亞歐大陸人民“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

鑒、互利共贏”的重大計畫。如今個人有機會可以親自見證這樣的發展與實踐，

著實真心希望這樣的計畫可以成功造福廣大不同地區的人民，讓亞歐大陸可以真

正連結為一體。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以五通(wu tong, five forms of communications)

做為一帶一路建設合作重點，其中包括了：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

金融通、民心相通。 (policy coordination, facilities connectivity, 

unimpeded trade,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people-to -people bonds)。

中國大陸也透過推進建設許多金融平台與運籌中心(logistical hubs)去支持一

帶一路基礎設施的建設。一帶一路其所涵蓋的是一個總人口約 44 億、經濟總量

約 21兆美元，分別約佔全球 63%和 29%，面向陸地與海上的經濟圈。中國大陸也

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

產業合作等有關項目提供投融資支持。 

在看到一帶一路積極推進與發展的同時，身為來自臺灣的民間學者，想要利

用見短的時間跟各位報告，假如臺灣有機會參與的話，臺灣可以有的貢獻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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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貳、臺灣的參與和貢獻 

進入 21 世紀，在一帶一路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作為參與主題的

方向下。臺灣身為亞洲的一份子，也非常希望能有機會和亞洲的夥伴一起走向共

同繁榮與發展。尤其中國大陸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順應世界多極化、經濟全

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資訊化的潮流，秉持開放的區域合作精神，致力於維護

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開放型世界經濟的精神與方向下，臺灣也希望能夠扮演協助

者與參與者的角色，在協助亞洲與歐洲地區共同富裕、共同發展的目標上盡一份

心力。因此，在大陸所提出一帶一路計畫合作重點項目上，臺灣如果可以參加的

話，我們可以有哪些貢獻？以下跟各位報告： 

首先臺灣具有良好基礎建設經驗。臺灣過去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從經推動十大

建設獲得豐富經驗，在十大建設當中，許多即是與基礎建設相關。因此，臺灣民

間社會在基礎建設上所具有的豐富經驗與能量，可以為一帶一路沿線夥伴與國家，

提供我們的經驗與技術，一起和這些國家共同發展基礎建設。 

其次，基礎建設還需要軟體的配合。臺灣具有充沛的軟體能量。例如，在臺

灣高鐵的營運經驗已經達成世界水平，2016年「第 23屆智慧運輸世界大會」(23rd 

ITS World Congress Melbourne 2016)於澳洲墨爾本舉行，臺灣高鐵公司以「臺

灣高鐵智慧運輸服務系統」 獲頒 2016 年 ITS 世界大會名人堂產業成就獎（ITS 

World Congress Hall of Fame Industry Award）。在服務與營運上，臺灣高鐵

的經驗可以做為和相關有需要國家一起合作的基礎。而我們很願意和其他夥伴一

起提供相關經驗，為一帶一路的發展做出貢獻。 

第三、臺灣願意在過去從事貿易經驗的基礎上提供協助。貿易是一帶一路發

展的重要項目。臺灣有豐富的貿易經驗，尤其是中小企業發展經驗，這方面，臺

灣有願意提供經驗協助一帶一路沿線有需要夥伴，一起努力增進貿易發展。 

第四、臺灣在農林牧漁業、農機及農產品生產加工等領域具有高階技術水平。

這方面也是一帶一路許多國家需要發展的重點項目。因此，臺灣如果有機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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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況下，我們可以為這些國家做出貢獻。 

第五、臺灣在新一代資訊技術、生物、醫藥以及醫療等公共衛生領域上具有

豐富的經驗與高階的技術與發展水平。醫療健康等是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臺灣

過去幾十年來累積相當豐富經驗，同時也發展良好。臺灣願意和有意願的夥伴一

起努力協助需要協助的夥伴在公共衛生領域取得良好發展。 

第六、臺灣也積極願意和一帶一路的夥伴們開展文化交流、學術往來、人才

交流合作、媒體合作、青年和婦女交往。臺灣的民眾熱情而友善，臺灣希望以夥

伴的態度與精神一起和一帶一路的夥伴們發展人文的交流，共同增進人民的福

祉。 

此上是從民間的角度，我認為臺灣參與可以做出的貢獻。 

參、結語 

一帶一路是大陸提出的重要倡議，臺灣也願意貢獻一點自己的力量給所有一

帶一路的夥伴們。現今世界已經是命運共同體，臺灣無法自外於世界獨自發展或

是獨善其身。我們很積極樂意願意在大陸倡議的一帶一路機制下，共同推進一帶

一路的發展，以夥伴的關係，和一帶一路的人民建立友誼，實現共同繁榮與富裕

的目標。 

中國海外投資聯合會背景介紹(出處：中海投國際投資管理

有限公司，http://www.coiun.com/?list-955.html)                                   

中國海外投資聯合會創辦於 2012 年，根據中國國務院十三部委頒發關於鼓

勵和引導民營企業積極開展境外投資的實施意見》文件，創始人鄭帥受中國有關

部門指導陸續建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社團合作關係，為全面推動國家

“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構建海外關係網路,指導説明中國企業積極、有序、順

利、安全地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投資。在與世界各國展開國際交流和合

作中，已經與全世界 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政要銀團、華人商團、駐華使團等建

立並保持了良好合作關係，在馬來西亞、加拿大等到十多個國家設立境外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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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全國各地建立分會，得到了中國各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根據中國“一帶一

路”領導小組的指示精神，中國海外投資聯合會積極推進 “一帶一路”共建十

大系統工程，每月在中國人民大會堂舉辦“一帶一路”月度成果報告會和每年一

屆的中國海外投資新年論壇，得到了中國有關領導的高度重視和充分肯定。為全

面做好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服務保障和風險防範、項目融資支撐以及人員、資產

安全起到了積極作用。 

在其網站中還介紹在全面落實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跨越時空的宏

偉構想中，中國海外投資聯合會圍繞“一帶一路”戰略部署做出了積極的探索和

推動工作。在力挺“中巴經濟走廊”中與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省長阿齊茲、KP 省

長哈薩克等達成合作並簽訂了一攬子合作協定。在助力“東盟大開發”中與印尼

前國家議會議長阿貢•拉克索諾和雅加達省省長鐘萬學形成多項合作意向。在中

法建交五十周年之際推進中法交流，法國駐華大使顧山親自出席中國海外投資新

年論壇。特別是與阿富汗前總統卡爾紮伊就中阿友好合作進行的深入會談，推動

了中阿友好和經貿合作的進一步發展。為加深中土友誼促成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訪華，並陪同習近平主席共同出席土耳其論壇，促進了中土友好關係不斷向前邁

進。中國海外投資聯合會在與世界 120多個國家投資促進機構建立良好合作關係

的同時，在馬來西亞、印尼、巴基斯坦、吉爾吉斯坦、加拿大、坦桑尼亞等國設

立派駐分會，並與世界各國華人組織、商業團體保持溝通，力求建立一張遍佈世

界各國的社團網路。 

此外，網站中還表示在努力促進中國與海外國家的投資合作中，中國海外投

資聯合會依託穩固有力的海外投資發展平臺，充分發揮政府、企業、市場間的橋

樑紐帶作用，為國內外各類投資和合作企業讀解政策、分析市場、考察專案、舉

辦各種合作交流活動。每年在人民大會堂組織舉辦“中國海外投資新年論壇” ,

邀請國家各部委、各國駐華使館、大型企業、社團代表等共商“一帶一路”發展

大計；每年舉辦幾十場“國家主題日”跨國投資合作活動，促進投資項目合作落

地和實施；每月組織“一帶一路”月度成果報告會總結“一帶一路”工作進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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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不斷收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各類適合中國企業投資的專案，並組織專

家進行評價、評級、評估；每月對外發佈“一帶一路”《中國海外投資專案庫》

和《中國海外投資戰略圖》，成為中國企業投資海外的“指南”。在些基礎上，

中國海外投資聯合會通過絲路基金、亞投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等

金融機構與企業合作、與專案對接，不斷加大金融與企業的合作支持力度。並且

促成有關金融機構與企業共建或成立專項基金，通過“海聯會理事眾籌”、“供

應鏈融合 ”等方式為海外投資專案提供靈活有效的融資管道。 

新 年 論 壇 背 景 介 紹 ( 出 處 ： 中 國 網 ，

http://gongyi.china.com.cn/2016-12/16/content_92292

24.htm) 

中國海外投資新年論壇已經連續舉辦了三屆。自 2013年 9月和 11月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主席分別在哈薩克斯坦和印尼首次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後，時隔 2個月後第一屆新年論壇就以 2014「新絲綢之路」

為主題成功召開，向中外來賓全面闡述了習近平主席的「一帶一路」倡議並獲得

巨大的反響。之後兩屆，分別以 2015「絲路五通」、2016「絲路精神」為主題，

都是圍繞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席的最新講話精神以及「一帶一路」的成果而

展開論壇。2017「絲路福祉」的主題，就是要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席關於「一

帶一路」建設要為沿線國家人民帶來新福祉的理念，再次向世界各國傳播。以此

增強世界各國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和認可，並支持中國所發起的有關

項目建設順利進行，爭取早日建成並惠及所在國，為各國人民謀福利，帶來新的

福祉。 

第四屆中國海外投資新年論壇為期 2天，除了隆重的開幕式和簽約儀式外，

還將陸續舉辦十大論壇。由於連續舉辦了三屆，新年論壇已經成為一個推動「一

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平臺和品牌活動。成為在西曆新年之後，中國農曆春節之前，

在京舉辦並倍受世界各國關注的一大盛事。第四屆新年論壇已收到了各國的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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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函，包括聯合國、歐盟、歐亞經濟聯盟、阿拉伯聯盟等國際組織領導將出席，

寮國、泰國、巴基斯坦、吉爾吉斯坦等周邊國家及「一帶」沿線的波蘭、德國、

法國和「一路」沿線馬來西亞、埃及、義大利等國家政府商會將組團參加，世界

銀行、標準銀行以及國開行、亞投行、絲路基金、東協基金也將到會參加論壇，

中國上百家致力於「一帶一路」投資的企業家也將在新年論壇展現其過往一年卓

有成效和真知灼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