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綜合合作交流推動小組專題論壇總結報告 

兩岸企業家峰會蕭萬長理事長、郭金龍理事長及大會閉幕式主持人張

平副理事長、各位與會嘉賓：大家下午好。 

一、綜合合作交流推動小組分別於 12 月 4 日下午及 5 日上午舉

行了專題論壇，就當前的「兩岸宏觀經貿議題」、「31 條措施」、

「一帶一路」及「農企合作」等進行廣泛及深入的討論。期間並

舉行了「兩岸企業家峰會會員頒證儀式」、「兩岸企業家峰會首批

農業會員頒證儀式」；也就兩岸現代農業融合發展簽署了 12 項

合作項目、協定或備忘録。合作項目涵蓋花卉水果、茶園文旅、

生態蛋雞、龍蝦、精緻休閒、水產品加工、鄉村振興等。 

二、在專題論壇方面，綜合小組以「攜手應對挑戰，共創互利商機」

為主題由兩岸專家提出了六個題目報告，圍繞在 31 條措施、中

美貿易摩擦下兩岸經貿合作態勢與對策、兩岸企業合作參與一帶

一路建設、兩岸產業合作中的戰略創新等議題。另一亮點則為針

對兩岸農企合作，舉行了以兩岸現代農業融合發展為題的論壇。

專家們分享了兩岸農業合作經驗。 

三、綜合組的兩場論壇皆於專題報告後另舉行圓桌對話，與會兩岸企

業代表及學者分別提出下列有利兩岸就各專題的落實或相關因

應措施提出下列認知、建議或共識： 

(一) 當今經貿變局中，以中美貿易摩擦的衝擊最為嚴峻，它的影響

層面是廣大的、不確定的，而且不是短期會獲致全面性解決的；

也因此對雙方企業帶來較巨大的影響，包括產業鏈及市場的重

新調整，而此對雙方相關企業都會造成成本負擔的增加； 

(二) 「31 條措施」及「一帶一路」在一定程度的範圍可助在陸台企

因相關協助措施或商機的引發而降低目前在陸台資企業所面臨

的挑戰困境； 



(三) 在此共識之下，與會者認為以下舉措的推動是必要的： 

1. 進一步優化 、普惠化、深化 31 條措施，適時與在陸台商分享

國際情勢發展資訊，另以一帶一路或其他商機的開發，以及透過

新興市場的開發彌補傳統市場的失去； 

2. 31 條的優化方面，應重視台企傳統產業的升級、擴大適用產業，

並重視環保新規定對在陸台企之衝擊，應考慮予我台企調適期；

在擴大產業適用方面，兩岸在智能、緑色產業、大健康產業、文

創產業、跨境電商、現代物流、服務業等領域的合作甚具發展潛

力；另就 31 條之資質規定亦宜重視台企實際適用所遭遇之問題。

針對「同等待遇」問題應同等認識發展需求、同等重視問題與對

策、同等相互學習。進一步研議放寬台資銀行在營業範圍的限制。

包括「五險一金」的問題等。 

3. 針對「一帶一路」歡迎有關推動「一帶一路」的相關潛在商機說

明，包括「一帶一路」在中西部、互聯互通、經貿園區及產業合

作等四項主題相關商業機會，亦盼未來能就「一帶一路」在海外

的機會，包括在其沿線所設產業園區進行生產和營運活動，相關

資訊適時與台資企業分享。為落實台企或雙方企業合作參與「一

帶一路」商機之爭取，建議成立一有發改委介入之單一媒介窗口

機制，協助台企或台陸企合作取得一帶一路商機。另就業者反映

台企在參加相關重大工程往往遭遇資質認定之問題，能迅速設

法具體解決，包括考慮以採用台企母公司在台營業額及在台經

營期間取代目前資質規定等；另研議保留「一帶一路」商機中的 

10% 予台商，以創造互利雙贏的機會。針對「同等待遇」問題

應同等認識發展需求、同等重視問題與對策、同等相互學習。 

4. 兩岸農企應透過資訊化來加以創新和整合，發展智能農業和循

環農業、才能提升國際競爭力。 

5. 台灣農民在大陸發展面臨土地供應、農業金融和智財權保護等



問題必須加以解決方有利合作之促進。 

6. 大陸致力推動生態環保、循環經濟、農村扶貧等政策，台灣農業

發展經驗與大陸廣大市場的結合可發揮綜效，雙方企業並可携

手走向國際市場創造價值。兩岸企業宜加強此等方面之合作，並

協助台灣優質農產品拓銷廣大大陸消費市場。 

    以上報告敬請參考，希望兩岸峰會能繼續在這些認知、建議或共

識的基礎上鞏固兩岸企業合作共創商機的互利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