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綜合合作交流推動小組」工作報告 

(報告人：許勝雄召集人) 

 

過去一年來，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國際經貿情勢劇

烈震盪、產業供應鏈斷鏈重組，嚴重影響兩岸企業的交流合

作和兩岸企業家峰會的正常運作。本小組除持續推動既定的

各項工作外，也特別關注國際經濟產業的最新發展動態，以

及大陸制定的各項重要政策和對台商的支持措施，並廣泛了

解台商的因應做法和意見反映，做為本小組今後繼續推動各

項業務的重要參考。現在，我謹代表陸方徐憲平召集人和『綜

合合作交流推動小組』，提出本小組今年的工作報告。 

第一、過去一年來工作回顧： 

一、本小組於 7 月 14 日以視頻方式召開小組對接會議，

商定本小組將繼續穩步推動各項工作，一是加強與相關部門

溝通，建立常態化協調機制，積極通過多種渠道、多種形式，

推動落實 “31 條措施”、“26 條措施” 和 “11 條措

施”，做到逐條分解、逐項細化，認真落實。二是通過舉辦

論壇等多種方式，推動台企深度參與大陸新基建合作，為兩

岸經濟交流融合開闢新領域。三是精心規劃全年重大活動，

共同做好峰會 2020 年會籌備工作，辦好 “企業合作信息

網”。 

二、10 月 20 日本小組舉辦『第 23 屆京台科技論壇 - 

兩岸新基建專題論壇』，邀請大陸國家信息中心、中國移動

等 6 個機構和企業代表，圍繞新基建的動能發揮、場景建設、



領域協同、投資渠道、財稅安排和科技創新等領域，與台企

進行深入交流與探討。兩岸共 90 餘家企業參會；與會台企

高度評價本次論壇，認為本次論壇意義重大，有助於推動台

企積極參與大陸新基建，共享大陸發展新機遇。 

三、積極推動台資項目落地，針對台企遭遇的具體困難，

積極向有關方面反映其訴求，推動台企在大陸增資擴產，堅

定台企在大陸發展信心。峰會台灣方面提出的若干個案項

目，經陸方小組與有關部門協商溝通後，均已獲致圓滿解決。 

四、為推動落實惠台措施，陸方小組赴四川成都開展專

題調研，與相關部門就川台農業合作、台企在川發展進行深

入交流，並促請四川及時落實和出台惠台措施，積極協助台

企應對新冠疫情衝擊。 

第二、新的挑戰帶來了新的合作思維，也觸發了新的合作機

遇： 

一、過去一年多來，兩岸共同面臨國際經貿格局劇烈變

動、產業供應鏈斷鏈重組，以及新冠疫情衝擊餘波盪漾等嚴

酷的挑戰，然而兩岸的經濟均能維持舉世欽羨的正成長，兩

岸間的貿易也持續大幅增長，顯示雙方經貿關係更趨密切的

發展大勢，並未受到太嚴重的影響。 

二、大陸方面為因應當前異常嚴峻的局勢變化，正持續

堅定地加大技術自主創新和市場改革開放的力度，並全力推

動雙循環、新基建等新的經濟大戰略，為兩岸產業提供一個

技術創新和融合發展的嶄新機遇和強大動力。今年 5 月間大

陸出台 11 項措施，協助台商對抗新冠疫情，儘速復工復產，

鼓勵台商參與新型基礎建設、支持台商穩定外貿業務、引導



台商拓展內需市場，成為台商因應當前困境、突破現有障礙、

擴大市場商機和探索未來遠景的最佳憑藉和重要助力。 

三、經過這一段時間以來的重大局勢演變，兩岸的產業

更深刻體認雙方擴大合作領域、提升合作層次和加強融合發

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兩岸產業應抓緊機遇，迎難而上、趁

勢而為，在新的經貿環境和政策框架之下，聚焦優先合作領

域，努力探索新的融合模式、發掘新的合作商機，達成兩岸

產業優勢互補、互利共榮的目標。 

第三、2021 年推動工作的新框架、大方向和具體項目： 

大陸十九屆五中全會今年 10 月 29 日通過的《十四五規

劃》和《2035 遠景目標》建議中，揭櫫了「堅持創新驅動發

展戰略、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和擴

大內需市場、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中、長期施政目標，

提出了大陸未來的經濟發展的新藍圖，也指明了兩岸未來產

業技術創新和深度融合發展的新願景。未來本小組將在建議

的精神基礎上，擴大加強推動下列各項重要工作： 

一、協助台企拓展大陸內需市場：《十四五規劃》和《2035

遠景目標》建議第 13 條和第 18 條提出要「發展綠色健康安

全消費、健康養老、文化旅遊、城鄉消費市場、現代流通體

系、線上線下消費融合、消費新模式新業態」，清楚地勾勒

出大陸今後發展內需消費和服務業市場的策略方向具體項

目，為台商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另外，11 條措施提到要

「有效引導台企拓展內銷市場，支持台企適應大陸 “互聯

網+” 發展和消費升級趨勢，借助大陸電商平台開展線上營

銷推廣，拓寬對接內需市場的渠道，充分挖掘大陸市場潛



力」。本小組將順應此一未來發展新趨勢，積極研議具體方

案，協助台企和台灣青年拓展大陸蓬勃發展的內需市場。 

二、促進台企參與大陸新基礎設施建設：持續擴大、分

類辦理系列研討會，向台企深入介紹和分享大陸各主要省市

和相關企業，在新一代電信網絡、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

物聯網、大數據中心等領域的建設經驗和合作商機。兩岸企

業應積極探索雙方在關鍵元組件、技術、設備、系統和供應

鏈之研發和產銷，產業及消費市場之應用和創新服務，以及

系統整合和運營模式之測試和示範等全領域、多層次的深度

合作機會，並提出具體務實的舉措建議。 

三、引導台企參與大陸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引導台企參

與 “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

三角一體化發展” 等區域發展戰略和各地自貿試驗區建

設；支援台企優先向中西部和東北地區轉移，參與 “一帶

一路建設”、“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進一步拓展

空間；協調有關部門，助力台企參與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

圈” 建設。 

四、繼續落實深化惠台措施，協助解決台商經營困難：

通過多渠道、多形式，落實推動 31 條、26 條和 11 條，並

對大陸台企開展專題調研，了解各項措施落實情況，探索優

良典範案例。由於內外經濟情勢劇烈變動，新政策措施相繼

出台，本小組將持續密切注意情勢發展，協助相關部門不斷

更新充實未來各項新惠台措施的內容。為加強對台商之服

務，穩定其投資經營信心，本小組將研議設立常態性機制，

洽請大陸相關部門共同協助，解決台商遭遇的各項困難和問



題。 

五、促進兩岸農業交流合作：將與平潭綜合實驗區管委

會研究，打造 “兩岸農產品交易中心”，請平潭方面先提出

具體的便捷措施規劃，包括建立台灣農產品快速檢疫檢驗機

制、採認第三方檢疫檢驗機構之報告、協助運用電商平台和

實體通路打進大陸市場，以供台方進一步評估；陸方並將在

電商平台等通路機制方面提供台方協助。有關在漳州舉辦 

“兩岸農交會”，陸方將優先邀請大陸台企就近參加。陸方

將鼓勵大陸業者積極參加台灣舉辦之農機展，並協助台企參

加大陸綠色食品協會活動，以及促進小型農機交流合作。 

六、積極運營 “兩岸企業合作信息網”，持續提升對兩

岸企業的服務能力：兩岸企業合作信息網涵蓋惠台政策、重

點產業、農業農村、一帶一路、境內園區、境外園區六大欄

目，已建立 40 多個國家機關部委和機構、各省區市、多個

“一帶一路”沿線園區的信息聯絡機制，成為兩岸企業最關

注的數字化信息服務平台之一，持續發揮信息公示及政策宣

傳作用，為台商提供豐富的合作信息。本小組將繼續做好網

站運營維護工作，不斷豐富擴充網站內容，為台商提供權威

及時的政策指導和信息服務。 

以上是綜合小組的工作報告，敬請各位領導和企業先進

指教，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