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小企業總會副理事長 陳瑞宏

2015年5月21日

如何構建兩岸中小企業合作媒合機制與平台

兩岸中小企業合作創新發展論壇
共建合作機制，攜手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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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與

人才不足

法規制度不熟

大陸產業

政策不熟

行銷通路

拓展困難

 勞動法規趨嚴
 工商法規與稅務制度
 環保法規
 智慧財產權法規
 投資保護規定
 商品法規
 其他地方特有法規

 中小企業規模小談判籌碼小
 大陸區域廣大，消費行為差

異大
 台灣相對市場規模小，而相

當多元

 中小企業規模小
 優秀人才招募不易
 人才流動率高
 兩岸文化差異

籌融資與

外匯管制

問題
 境外公司操作陌生
 銀行運作模式不熟

一、中小企業進入市場所面臨的可能問題

• 政策方向強調服務
業發展政策

• 發展政策仍有區域
差異

• 地方政府產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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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助中小企業發展策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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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發展歷程及中小企業扮演角色



台灣中小企業定義與發展概況

台灣中小企業主要以資本額8千萬元以下及員工人數未滿200人為基
本定義，另訂有小規模企業(員工人數5人以下)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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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
中小企業認定標準

(各行業別符合以下兩者之一)
小規模企業

製造業、營造業、礦業
及土石採取業

實收資本額8千萬元以下 經常僱用員工未滿200人

未滿5人
除前款規定外之其他行
業

前一年營業額1億元以下 經常僱用員工未滿100人

中小企業為
產業與經濟
發展骨幹

•企業家數：達133萬1千多家，占整體企業家數97.64%

•銷售值：總金額約11兆3千多億元，占整體銷售值29.44%

•內銷值：總金額達9兆8千多億元，占整體內銷值34.58%

•出口值：總金額達1兆4千多億元，占整體外銷值14.48%

•就業人數：總人數達858萬多人，占整體就業人數78.30%

新創企業家數
持續攀高

•新創中小企業家數達99,044家，占整體新創家數99.77%

•新創中小企業銷售值達2,388億元，占整體新創企業銷售值78.14%

企業傳承為
重要使命

•經營年數超過10年者占整體中小企業的4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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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小企業發展策略與措施
-成長趨勢與輔導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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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實創業
育成加速

創新研發
升級轉型

資金融通
活絡投資

法規調適
環境優化

特色產業
精緻商圈

營造中小企業創業成長發展的園地

強化創業能力

創新育成服務

新興產業加速

群聚創新服務

促成虛實整合

一站式企業學習

創新研發補助

智財布局與加值

智慧行動應用商機

綠色永續發展

協助取得資金

政策性專案貸款

企業信保推展

企業權益資金

主動關懷需求

智庫研析提案

企業問題反映

法律諮詢平台

個案協處運作

協助建立行銷能力

精進特色亮點商圈

供應鏈合作海外拓銷

物聯網創新體驗價值

-願景、策略與輔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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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長企業定義:

根據 OECD 定義，連續三年之營業額或員工人數，年平均複

合成長率在 20% 以上者，即為高成長企業。

高成長企業的重要性:

•實證研究顯示，高成長企業在經濟體中雖占極少的比重，但

對於新工作機會的創造或生產力提升卻有著顯著比例貢獻

•OECD 與歐盟近年均啟動數項計畫，針對高成長企業議題進

行研究或政策聚焦，藉以提升國家整體經濟成長動能。

•政府應支持扶植高成長中小企業，成為我國多元創新、創造

就業與區域平衡的主要動力。

面 臨 挑 戰
由「企業高成長」走向「高成長企業」



未來有更多不同企業樣態-「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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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為兼顧經濟與社會目的而能自給自足的新形態組織

何謂社會企業 (Social Enterprise)?
以創新商業模式解決特定社會或環境問題的組織，所得盈餘主要用來投資社會企業本身，持
續解決該社會或環境問題，而非為所有者或出資人謀取最大利益。

企業踐行「企業社會責任 (CSR)」
一般採用捐款或獎助學金等方式，未能有效處
理社會真正問題。

具商業行為之非營利組織 (NPO)
雖有收入來源，但營運資金缺口仍依賴政府補
助及大眾捐款。

國內社會企業發展現況
目前社會企業尚處萌芽階段，組織關注議題相當多元，包含：弱勢就業、地方發展、長期照
護、友善農業、生態環保等。

面臨挑戰
現行法規條件未達社會企業需求

開發資金融通管道為重要議題

組織有待各界人才參與

未來展望
透過法規調適提供友善發展環境

積極推動社群媒合以及異業結盟

強化組織經營體質促進永續發展



中小企業出口貢獻降低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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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料無法呈現間接出口，中小企業出口貢獻被低估

1.中小企業的出口管道分為三類：直接出口、透過貿易商出口(間接出口)，或為大型製

造商出口產品的中間投入(間接出口)。近來中小企業出口貢獻度(出口值占企業總出

口值的比率)有下降現象，自1986年的66.37%下滑至1997年的26.42%，2013年更滑落

至14.48%。

2.因產業結構變化及分工體系轉變，自1990年代起我國產業出口結構轉向集中於電子產

品，因國際分工與外包業務模式的興起，占我國製造業總出口比重大幅上升，台灣外

銷轉變為以大型企業為主的貿易型態，使中小企業直接出口比重相對下降，且出口金

額中有部份轉向間接出口，目前相關統計資料尚無法呈現間接出口部分，致使中小企

業出口貢獻度被低估。

中小企業
出口

直接出口

間接出口
經大型製造商出口

經大型貿易商出口



中小企業出口貢獻降低的挑戰(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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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供應鏈端聯結，以群聚結盟拓展海外市場

1. 近年來大企業來自中小企業的產品以作為其中間投入的比率提

高，代表大企業愈來愈倚賴中小企業，而中小企業間的互助合

作也愈來愈密切，說明中小企業在供應鏈中的重要性逐漸增加，

在經濟體系中扮演的角色日趨重要，不應僅由中小企業出口比

重降低的單一指標，解讀中小企業在經濟體系的地位改變。

2. 然而，中小企業欲持續拓展海外市場商機，除了轉型成為支援

大企業國際化的供應商角色之外，亦可思考中小群聚結盟模式，

若將有誘因的中小企業整合成大聯盟，或進一步整併，則可在

通路或經營上有更多的資源共享，提高經營效率，透過資源互

補的優勢，共同來爭取海外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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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大陸

• 台灣育成中心或聯盟資源
• 台灣公協會資源（如各公協

會內之大陸經貿委員會）
• 經濟部各局處和外貿協會
• 台商張老師資源
• 陸委會和海基會
• 台灣之大學及研究機構
• 法律志工
• 各企業領域業師
• 其他有利於中小企業發展之

台灣資源

• 大陸育成（孵化器）資源
• 大陸各地台灣商會及台商經

貿網
• 大陸各地科技協會或科技局

資源
• 大陸各地台資銀行資源
• 國台辦和海協會
• 大陸地區一、二線城市的經

濟特區、實驗區、示範基地、
省市級的開發區、創業園區、
台商投資區等

• 大陸商校及學術研究機構
• 法律專業人士
• 業師
• 其他有利於中小企業發展之

大陸資源

三、建構兩岸中小企業合作媒合機制與平台

1.鍊結相關資源與設施與措施



• 大陸各地區台商協會協
助與輔導

• 台灣之協助輔導窗口

建立企業(對特殊市場
之)電子商務銷售平台

具對方市場經驗之業
師或創投公司

具對方律師執照之法
律志工諮詢服務

鏈結在地科技協會/管
理顧問機構-企業對接

架構有利基礎平台 善用育成加速器資源
依產業特色建立雙方對

接地區合作網絡

2.具體執行措施

市場評估

創新輔導 在地資源取得 資金媒合 創新萌芽探勘

風險評估 商機媒合
通路/價值鏈

媒合

核心運作平台

策
略

客
製
化
輔
導

專
業
服
務
結
盟

資源整合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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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面對多變的經營管理環境，兩岸中小

企業必須具備應變的能力、創新的因子，充

分運用本身的技術優勢，在現有基礎上透過

「資源整合協助輔導平台」，尋找合作發展

的契機，而輔導平台藉由經驗累積、資訊知

識的加值、分析整合，確保雙方合作順利圓

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