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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交流活動基本資料 

一、 活動名稱：出席江蘇南京「2017兩岸企業家峰會年會」活動報告。 

二、 活動日期：106年 11月 6日至 11月 7日 

三、 主辦（或接待）單位：兩岸企業家峰會(臺灣、中國大陸)。 

四、 報告撰寫人服務單位：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經濟處 

 

貳、 活動重點 

一、 活動性質 

（一） 2012年「海峽兩岸企業家紫金山峰會」在南京召開第四屆年會時，兩岸企業代表

為提升兩岸經貿交流層次，建議雙方分別在台灣和中國大陸籌組「兩岸企業家峰

會」，將原有紫金山峰會升級轉型，共同打造一個以兩岸企業家為主體的民間最

高層次經貿交流平台，做為推動兩岸企業合作和進行兩岸經貿策略對話的新平

台。 

（二） 「兩岸企業家峰會」於 2013 年 7 月 25 日和 7 月 11 日分別在台北和北京正式成

立。台灣峰會係由蕭萬長先生擔任理事長、江丙坤先生擔任副理事長、陳瑞隆先

生擔任秘書長；大陸峰會則由曾培炎先生擔任理事長、盛華仁先生擔任副理事

長、魏建國先生擔任秘書長。 

（三） 兩岸企業家峰會每年輪流在台灣和大陸舉辦年度峰會，共同研商兩岸產業交流合

作的整體策略和方向。峰會下設宏觀經濟、資訊家電、能源石化裝備、金融、中

小企業、生物科技與健康照護及文化創意等 7個產業合作推動小組，不定期召開

對接會議，針對各項具體的產業合作議題，進行廣泛深入的探討，以凝聚共識，

做為雙方推動合作的基礎，並提報峰會年會做為工作成果。 

二、 活動內容 

（一）「2017兩岸企業家峰會年會」在中國大陸南京召開，雙方出席近千人(我方約 350

人、陸方約 650 人)，本屆年會主題為「兩岸產業融合發展：新形勢、新商機、

新思路」，開幕式由中國大陸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致詞後，再分別由雙方理事長

蕭萬長、曾培炎致詞，並舉行 4場專題，及 7個產業合作推動小組分組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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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7個產業合作推動小組分組論壇討論議題如次： 

1. 宏觀經濟交流推動小組：台商如何運用大陸經濟發展契機拓展商機、加強兩岸地

方之間的經濟交流合作、兩岸環保法制建設的交流與合作。 

2. 信息與家電產業合作推動小組：兩岸 IC 與顯示器件產業合作、5G 與通訊產業合

作、兩岸雲計算與物連網及智慧城市產業合作。 

3. 能源石化裝備產業合作推動小組：古雷石化園區合作、生物質燃料合作(丁醇)、

節能環保技術合作。 

4. 金融產業合作推動小組：一帶一路合作及金融科技合作、綠色金融合作及兩岸金

融青年就業。 

5. 成長型和中小企業合作推動小組：兩岸中小企業轉型升級與融合發展、兩岸青年

創新創業。 

6. 生物科技與健康照護產業合作推動小組：醫養結合專題、生物醫藥發展專題。 

7. 文化創意產業合作推動小組：文化創意產業的新形勢新思路、文創產業的新商機

新發展。 

（三）經過 7 個產業分組討論，本次峰會雙方成果統計如下，計有揭牌/授牌儀式、簽

署合作備忘錄項目等共 29項成果： 

 分組 成果統計 

1. 宏觀經濟交流 1 項簽約(服務業聯盟)、1 項揭牌(服務業合作促進中心) 

2. 資訊家電 1 項簽約(1 個合作項目) 

3. 能源石化裝備 2 項簽約 

4. 金融 1 項簽約(彰銀落戶)、1 項倡議(組建臺商銀行) 

5. 成長型和中小企業 1 項簽約(10 個合作項目)、1 項青創簽約(創新交流合作

及成立基金) 

6. 生技與健康照護 2 項協議(三方合作)、1 項倡議(成立醫藥合作聯盟) 

7. 文化創意 8 項簽約(產學研合作) 

（四）雙方理事會商定「2018年兩岸企業家峰會」年會將於明(2018)年下半年舉行。 

三、 遭遇之問題：無。 

四、 我方因應方法及效果：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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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心得及建議 

（一）兩岸企業家峰會為兩岸重要民間交流會議，產業嘉賓包含臺灣台塑、富士康、富

邦及中國大陸網易、蘇寧等商界領軍企業，受到兩岸相關企業負責人的高度重

視。閉幕會議時，我方出席人數不若陸方踴躍，加上閉幕總結我方江丙坤副理事

長促請各小組檢討過去共同意見與倡議執行落差的意見，關於峰會未來運作及交

流成果落實情形，值得後續持續觀察。 

（二）此次峰會適逢中國大陸十九大後，綜觀整體議程規劃，特別加重兩岸青年就業、

創業議題內容，開幕致詞時，陸方除一再重申十九大對臺方針，並強調將以更大

力度推動青年和兩岸基層民眾的交流，可預測青年為中國大陸未來對臺工作重

點，未來可能採行的具體措施及對我可能造成的影響，應持續關注。 

（三）兩岸產業各有優勢，但也面臨產業調整階段，為擴大及深化雙方合作益，仍應回

到官方制度化聯繫溝通管道，雙方政府都給予支持及協助，才能真正解決兩岸產

業面臨的實質問題，如果只有單方提出倡議或給予片面優惠，對於促進兩岸產業

合作的成效恐有侷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