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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中國大陸「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與台商投資研討會」出國報告 

                                     報告人  經濟處羅千惠 

                                            107 年 1 月 10 日 

壹、交流活動基本資料 

一、活動名稱：「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與台商投資研討會」  

二、活動日期：106 年 12 月 17 日至 12 月 19 日 

三、活動地點：中國大陸廣東東莞、深圳 

四、團員組成：政大國際關係中心、資訊工業策進會及陸委會等共 4 人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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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於 106 年 3 月提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構想，規劃建立跨地方政

府的經濟區，結合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肇慶、

惠州和江門等 9 地城市資源，輔以港珠澳大橋及廣港深高鐵等交通建設，一方面

加速港澳地區與中國大陸經貿融合，另一方面希望借助陸港澳三地原有經濟實力

與服務產業優勢，跨區域重整原有產業結構，提升發展潛力。 

中國大陸廣東台灣研究中心東莞理工學院台灣研究所與清華大學台灣研究

院合作，於 106 年 12 月 18 日在東莞舉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建設與台資企業創

新力提升」主題研討會，並於 106 年 12 月 19 日赴東莞濱海灣新區及深圳前海地

進行實地考察，本次隨團考察主要目的在參加研討會，並實地觀察中國大陸東莞

及深圳地區投資環境，簡要記述相關過程及心得，以供本會參考。 

二、 活動內容 

(一) 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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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2 月 17 日啟程，下午 4 時許拜會深圳市育山科技協會國際成果合作

中心，結束後轉往東莞，12 月 18 日於廣東東莞參加研討會，結束後參觀東

莞松山湖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12 月 19 日上午參觀東莞濱海灣新區及深圳

前海蛇口片區，下午返台。 

(二) 行程紀要 

1. 106 年 12 月 17 日下午 4 時拜會深圳市育山科技協會 

該協會成立宗旨在為深圳科技、投資與創業等領域與全球高水準的技術、

智慧、人才和資金建立架接管道，推動深圳當地科技創新與人才發展，並

吸引海外華人精英人才、技術與項目在當地落戶。 

2. 106 年 12 月 18 日參加「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建設與台資企業創新力提升」研

討會，會議結束後約下午 5 時許參觀東莞松山湖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1) 研討會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建設與台資企業創新力提升」為主題，函邀

兩岸知名學者、科技產業專家及東莞在地台商與會，就會議主題安排相關

專題報告並進行研討，議程包括「廣東自貿區、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建設與

亞太經濟地理格局重塑」、「深莞穗科技創新走廊建設與珠三角產業格局重

組展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台資企業轉型發展機會」及「深莞穗科技

創新走廊建設與台資企業經營角色轉型」等，其餘時間則由與會人員自由

發言。 

(2) 東莞松山湖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包含松山湖（生態園）城市會客廳、綜合

服務中心、產業成果展示中心、會議展覽中心等，其中綜合服務中心係集

合行政審查、政策宣傳、企業服務、投資洽談等 700 多項多功能綜合市政

服務中心，該中心設立「統一智慧叫號系統」，可提供民眾、企業事前於網

路（微信）取號，或至現場取號；對於有填表或列印需求的民眾，並提供

「表單自動套打系統」服務，市民只需根據指示填入相關資料後，即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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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生成所需表格，簡化填表手續。 

3. 106 年 12 月 19 日上午參觀東莞濱海灣新區及深圳前海蛇口片區 

(1) 東莞濱海灣新區：新區位於珠江口東岸，預計建成後陸地面積達 60.3 平方

公里，由長安新區、沙角地區、威遠島等三大板塊構成。規劃做為與港澳

及周邊城市產業對接的平台，藉助區位優勢和經濟腹地實力，融入粵港澳

大灣區，產業定位為新興產業孵化中心、現代服務業集聚中心及高端智造

創新中心，將加強國際經貿合作，以吸引高端產業、人才、技術、資金與

物流聚集，以實現粵港澳的產業融合及升級。 

(2) 深圳前海蛇口片區：於 104 年 4 月 27 日掛牌成立，是中國大陸（廣東）自

由貿易試驗區的一部分，總面積 28.2 平方公里，分為前海區塊和蛇口區塊

兩部分，期望借助深圳市場化、法治化和國際化的優勢與經驗，發揮 21 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支點作用，整合深港兩地資源，聚集全球高端要素，

重點發展金融、現代物流、信息服務、科技服務及專業服務、港口服務、

航運服務和其他戰略性新興服務業，推進深圳香港經濟融合發展，打造亞

太地區重要生產性服務業中心、世界服務貿易重要基地和國際性樞紐港。 

 

(三) 學者專家與當地台商之看法與意見 

1. 近期中國大陸全力提升高科技產業、發展產業創新，並改善區域經濟結構，

台商面對中國大陸投資環境的快速變革，中國大陸的發展方式及經營行為

正面臨重要關鍵，參與研討會的學者認為台商可通過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獲得更多的商機，建議台商利用大灣區或深莞穗科技創新走廊的相關資

源，提升企業創新力，結合本身優勢，在珠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下，連結

跨領域與跨組織的生產要素，尋求下一步發展契機。 

2. 有關廣東地區投資環境轉變情形，學者與當地台商表示，以深圳為例，深圳

在「騰籠換鳥」政策後，廉價勞工與仿冒的製造業廠商大量減少，但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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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設定以做為「中國夢想試驗場」的政策目標，推出獎勵政策引進人工

智慧、大數據與金融等服務性產業，並將閒置廠房轉型為新創企業總部，

順利從以製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調整為新創科技基地，吸引高科技廠商

與人才進駐，自 2014 年以後，深圳人均 GDP 已連續 4 年超過台灣。學者認

為當地政府改革目標與方向明確、開放性的政策、完善的政策規劃與專業

且具服務性的政府，沒有歷史包袱，對外來人口的包容性，都是成功轉型

的關鍵因素，值得我方借鏡。 

3. 對於兩岸資本與產業合作問題，陸方學者專家認為，兩岸資本合作存在障

礙，除了制度上的，還有心理上的原因，台灣對中國大陸資金不夠開放，

擋了不少陸企到台灣投資，但在全球化趨勢下，資金具有流動性，未來可

能更多跨國性企業都有陸資背景，台灣政府是否要因些許陸資背景，就放

棄未來與跨國企業合作發展技術，或產業合作的可行性？值得我方政府深

思。 

4. 有關台灣科技產業發展轉型問題，過去台灣雖缺乏資源，但傾全國之力發展

產業，到現在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半導體產業聚落與專業分工，成功扶持了

台積電等廠商，現在大家用的網際網路 20 年前台灣就已經有相關技術，第

1 個中文搜尋引擎也是在美台人發展出來的，但可惜這 20 年來台灣政府與

社會陷入內縮與停滯，這些技術沒有後續發展，反而落後於人。學者表示

任何產業發展都必須有人才、土地及資金的長期支援，建議台灣政府應清

楚了解本身定位與目標，過去優勢與成功經驗反而容易成為未來的束縛，

政府應檢討過去失敗經驗才能減少彎路，在國際社會生存。 

5. 對於台灣人才外流問題，學者專家認為，人才具有流動性，會以腳投票，不

專屬於一個國家或地區，過去也有很多青年留學海外，學成後因為政府相

關優惠政策仍會回國發展，但是為何現在又出現人才外流問題？人才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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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競相爭奪的要素資源，近期中國大陸除了招攬台青，也希望吸引

過去台灣曾留學、具豐富科技專業的高科技人才赴中國大陸，全力加速其

半導體產業發展；學者建議台灣政府應規劃完善且持續性的人才優惠政策

措施，人才具國際性，除了生活環境，必須提供未來長遠發展規劃，才能

留住人才。 

6. 有關台商在中國大陸經營困境，某從事企業管理顧問業的台商表示，其赴中

國大陸發展係因承接台灣政府計畫，協助工研院、資策會等半官方機構輔

導當地台商，發現很多台商不相信政府給予的幫助，此位企管顧問認為，

輔導台商與輔導陸企最大的不同是心態問題，很多台商都活在過去成功的

經驗中，陸企信賴並對企管顧問提供的輔導技術趨之若鶩，而很多失敗的

台商自認是台灣人，沉醉在昔日成功的光環中，不止不願融入當地社會，

也常常對政府提供的轉型升級或經營輔導類等新資訊嗤之以鼻。這位企管

顧問表示赴陸 7 年多後，從過去輔導 1,000 家台商，到現在存活不到 200 家，

該公司業務也從主要承接台灣政府輔導台商計畫，轉為以輔導當地企業為

主，其認為台商要在地生存，不但必須抱持開放的心態，也必須接地氣，

把自己當作在地人，才能融入當地社會，也才能有長遠的發展。  

7. 對於台商轉型升級困難，有中國大陸學者專家提及，在進行調研時，發現在

東莞很多陸企千方百計爭取創新，特別是年青人，但為何台商反而對創新

技術，抱持不願熟悉適應也不積極爭取的態度？另有我方學者專家回應表

示，一則台灣本身企業轉型升級都不成功，更何況遠赴中國大陸投資的台

商；二者台商投資都是拿自己的資金，不是拿政府的錢，當然對於必須燒

錢卻又不一定看到成果的創新轉型保守以對。 

8. 另有台商提出二代接班問題，表示其所經營工廠在業內是隱形冠軍，利潤與

未來經營均甚具發展性，毋須為轉型升級而轉型升級，但其子女不願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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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該台商認為子女無法融入當地社會文化環境，也是不願接班原因之

一。學者專家則表示很多台商股權概念薄弱，多數企業涉及二代接班或專

業經理人管理的問題，建議台商可洽詢專業意見，協助整理股權架構。 

 

三、 心得與建議 

(一) 「粵港澳大灣區」希冀效法紐約、舊金山、東京等世界三大灣區，藉由區

域融合、開放的經濟結構與高效率的資源配置，能增加區域內貿易、知識、

技術、資本、人員與服務的流動和優化，然而大灣區內各城市體制與法規

迥異，各地區經濟發展模式殊異，各地方政府間如何競爭與合作，是否因

體制、法規與行政管理措施不同影響區域內流動性，進而降低各項經濟資

源集聚或擴散效益，仍尚待觀察。 

(二)  過去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為中國大陸經濟改革注入新的活力，對增進兩

岸良性互動具有重要的地位與貢獻，但近年來，全球及中國大陸政治經濟

環境情勢複雜多變，部分台商囿於昔日光環、活在過去成功的經驗中，又

因對台灣社會的認同程度高於中國大陸，不能深入瞭解當地文化，極易被

高度競爭又快速變遷的中國大陸市場打敗，畢竟兩岸在文化理念、管理方

式、處事風格等各方面均有很大差異，建議台商面對快速變遷的中國大陸

市場應持開放的心態與格局、求新求變，瞭解當地社會文化，才能在中國

大陸長遠經營。 

(三)  本次赴中國大陸考察，發現中國大陸對金融科技的應用普及程度遠高於台

灣，相關金融科技技術如何普及應用頗值我方參考借鏡。此外，建議政府

相關部門制定政策前應再加強對中國大陸投資環境之認識，或實地赴中國

大陸參訪，親身瞭解中國大陸各地區天然資源、經濟發展、產業條件及人

文社會環境等條件，蒐集相關經貿訊息及台商意見，提供資源相對弱勢之

中小企業台商服務與助力，以減少台商赴陸投資風險。 



 7 

106 年 12 月 17 日下午拜會深圳市育山科技協會 

 

106 年 12 月 18 日參加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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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2 月 18 日下午參觀東莞松山湖綜合服務中心 

 

 

106 年 12 月 19 日上午參觀東莞濱海灣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