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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经贸联系现状及效果分析

国 世 平

大陆与台湾从 年至 年 年间一

直处于经济上互不往来状况
。

到 年代
,

我

国实行对外开放
,

积极发展与香港
、

澳门
、

台

湾的经济联系 台湾方面在 年也正式表

明对台湾至大陆转 口采取
“

三不
”

政策
, ①

年 月又开放台湾赴大 陆探亲的禁令
,

两岸贸 易有了长足发展
。

年底
,

李登辉

首次公开表示 台湾未来经济发展
,

不能局

限于这一小岛
, “

必须有大陆作为腹地来支

持
”

这是迄今为止 台湾当局透露的一个十

分重要的信息
。

这足 以表明
,

今后两岸经济

联系将有长足发展
。

一
、

两岸间接贸易现状分析

两岸经贸联系一般说分为两个方面 一

是双方的间接贸易 二是台商对 大 陆 的 投

资
。

两岸之所以能在 年以来开展间接贸

易
,

从大陆和台湾双方来说都有这种迫切要

求
。

因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急剧变化
,

逐渐

出现两大趋势 一是政治与经济分离
,

世界

经济朝着非政治化
、

非意识形态 化 方 向 发

展
。

虽然局部战事和政治对峙还存在
,

但毕

竞不是世界发展的主流
,

战争 已逐步为和平

所代替
,

政治对峙正被经济合作所压倒
,

一

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已经开始
。

两岸人 民本

是同一民族
,

没有根本利益冲突
,

在这种背

景下
,

展开经济合作已势在必然
。

二是全球

性经济合作正在削弱
,

贸易保护主义 日益严

重
,

国际货币资金和关税贸 易总协定等国际

性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限制
,

但 与 此 同

时
,

区域性的经济
、

金融和贸易合作都在加

强
。

各种集团内
,

地 区内贸 易自由化的趋势正

在出现并 日益发展
。

从国际范围看
,

不仅欧

美
、

日美和 日欧之 间的贸 易磨擦没有缓和
,

而且这些发达 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

间的各种非关税贸 易壁垒也名 目繁多
,

各种

贸 易限制也越来越严重
。

区域性经济合作和

贸易自由化趋势加强的结果就是区域内
、

集

团内的贸易急增
,

区域内经济合作和贸 易己

成为一种趋势
。

两岸双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开展双方贸 易的
。

不仅如此
,

双方在资源
,

市场结构上有很大的互补性
,

这也是两岸间

接贸 易的又一重要原因
。

两岸 间接贸易是通过香港这个中间站进

行的
。

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统计
,

年两岸

经香港转 口贸易总额为 百万美元
,

至
。年增为 百万美元

。

见下表

应该说这一数字较为客观
,

双方间接负

易仅有很小一部分通过新加坡
、

日本转口 以

及双方在海上小额交 易
,

而这一部分至今是

统计上的
“

盲 区
” ,

所以
,

双方间接贸 易比

上面还要大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双方间接贸

易 年增长了 倍
,

平均每年增长 肠
,

除
、

年大 陆有些顺差外
,

其余年份

均为逆差
。

两岸 间接贸易的商品结构变化可依据国

际贸易标准分类
。

大陆进 口 台 湾



对 大 陆 间 接 贸 易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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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派 杳港政府统计处提供
。

商品结构方面按原料分类的制成 品

为最主要大类
,

其次为机械及运输设备 一
,

此两大类比重总和在 年 以前均 达

肠 以上
。

然而从 长期看
,

所 占比 重

将有下降的倾向
,

而 会有上升趋 势
。

这是因为 年后 台商到大 陆设厂
,

许多机

器设备从台湾输到大陆来便很有必要
,

这就

是为什么 会有上升的趋势
。

再次为 杂

项制品
、

化学品及未列名有关产 品
,

在 年 比 重 仅 占

肠
,

年后超过杂项制 品
,

到 年比重便增至
。

在大 陆对台湾出 口方面
,

大陆出口主要

有中药材
、

鳗鱼苗
、

棉纺织 品
、

煤 炭
、

钢

铁
、

水泥
、

建材等
。

从两岸贸易中可看出
,

年以前非食

用原料 所 占比重约一半以上
,

年之后
,

台湾 当局采取对转 口贸 易不干预政

策
,

两岸间接贸 易的障碍有一定缓解
,

所以转
口贸易商品内容增多

,

比重 因而 快速

下降
,

年 比重降至 肠
。

年前
,

占第二大 比重的产品为食品及主要提供食用

物品
。

年后
,

按原料分类的制

成品 的比重不但超越
,

年 已超过 或为大 陆对台湾出口的最大

项
。

此外
,

杂项制品 及机械和运输

设备
,

分别 占 呱和 肠
。

从两岸 间接贸 易情况可看到 有 以 下 特

点 一是双方贸 易 日益密切 二是两岸贸易

范围进一步扩大
,

两者在某些产品群
,

特别

是在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

杂 项

制品 和 机械
、

运输设备
,

日



同 讨出现进 口 与出 口 现象
,

显示两岸贸易水

平或产业 内贸易程度有逐渐加强的趋势 三

是大 陆对台湾的出 口 不仅远落后 于 利 用 台

资
,

而且长期处于逆差状况
。

二
、

两岸间接贸易经济效果评价

两岸 间接贸 易发展
,

一方面使双方得到

各 自利益 另一方面加强双方的 相 互 依 赖

性
。

虽然台湾当局害怕过份依赖大陆市场
,

以影响其安全
,

故采取一些措施加 以防范
,

但

双方的相互依赖性 日益严重
。

大 陆对台湾的

间接出 口 占大 陆出 口的比例
,

可称为大陆对

台湾的
“

市场依赖
” ,

而大陆自台湾进 口 亏大

陆总进 口 的比例
,

称为大 陆对台湾的
“

供应

依赖
” 。

相对地
,

台湾对大陆的间接出 口
、

进

口 占台湾总出 口
、

总进 口 的比例
,

则称为台

湾对大陆的
“

市场依赖
”

和
“

供应依赖
” 。

台湾对大陆的
“

供应依赖
”

是 多 方 面

的
。

台湾的经济基本上是属于加工出 口型经

济
。

长期以来
,

对外贸 易在台湾经济中占十

分重要地位
。

年台湾对外贸 易达 亿

美元
,

约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肠左右
,

所以
,

台湾对大陆的
“

市场依赖
”

也是 不 可 忽 视

的
。

然而
,

由于台湾地理位置 以 及 自身 经

济
,

加上本地资源缺之
,

经济发展便不得不

严重依赖外界
。

台湾贸 易商品构 成 为 出 口

“

两头尖
,

中间宽
” ,

即高精尖新技术产品

少
,

一般工业制成品多
,

初级产品和原料性

产 品少 进 口则恰恰相反
,

进 口初级产品
、

原料性产品多
,

一般工业制成品少
,

高精尖

新产品多
。

台湾对大陆商品的需求主要集中

在部分工业
、

农业
、

原料和部分工业制成品

方面
。

具体为 重化工原料和产品
,

如煤炭
、

化工原料
、

轮胎等
。

轻纺原

料和产品
,

如棉纺织 品
、

毛纺产品
、

棉纺织服

装等
,

毛衣
、

医用棉纱
、

保温容器
、

卷烟
、

各种大陆名酒
。

资源性原料和产品
,

如钢铁
、

钨
、

砷
、

锑
、

铝
、

锰铁
、

钦
、

钻等

成品或半成品
。

建材产品
,

如水泥
、

玻璃
、

花岗岩石材等
。

机械及技术产

箭, ,

如部分机器和设备
,

医疗
、

制药器材与

技术
,

声学技术
、

氧化钦 电镀技术 等
。

部分农副土特产品
,

如猪鬃
、

蓖麻油
、

兔毛

皮
、

芝麻
、

花生
、

生丝
、

原棉
、

竺麻等等
。

中药材
,

如 当归
、

人参
、

拘祀子
、

白

药等中草药以及各种大陆名贵中成药
。

某些礼品
,

如一些工艺 品
。

②

台湾对大 陆
“

市场依赖
”

也 是 多 方 面

的
。

根据两岸转 口贸 易资料
,

台湾对大陆的

市场依赖 自 年的 增至到 年的

肠
,

供应依赖则 自 年的 肠增至

年的
·

肠 相对地
,

大陆对台湾的市

场依赖 自 年 的 。 肠 增 至 。年 的
,

供应依赖则 自 年的 。 肠 增

至 年的 肠所以从长期发展趋势看
,

两岸彼此的依赖程度均有加深
。

年后台

湾对大 陆的市场依赖度及大 陆对台湾的供应

依赖度增加速度加快
,

显然与台湾宣布不干

涉转 口贸 易有关
。

至于 年后
,

台湾对大

陆供应依赖及大陆对台湾的市场依赖加深
,

则与台湾逐渐扩大对大陆进 口 原料和农产品

有关
。

然而应该看到
,

虽然两岸互相依赖程度

不断加强
,

但台湾对大陆依赖较大陆对台湾

依赖要大得多
。

以此可得 出以下公式
一
两堂丝旦拿垦墓鲤式宣湾 总额
两岸转 口贸易总额 大陆 总额

上式 中分子代表台湾对大陆的贸 易依存

度
,

分母代表大陆对台湾的依存度
,

而 则

代表 期台湾对大陆的相对依赖度
。

若 大

于
,

代表台湾对大陆的贸 易依存度大于大

陆对台湾的贸 易依存度
。

反之
,

若 ’、于
,

代表大陆对台湾具有相对依赖
。

三
、

两岸贸易结构集中度及 稳 定

性分析

两岸转 口贸 易商品结构过于集中于某些

产品
,

所以分析两岸贸 易商品结构的集中及



贸 易结构的稳定性便十分重要
。

下 面 可 用
。 及 一 系数

一 来 衡 量

两岸贸 易结构的集中度
。 。

表示前 项转

口贸 易商品金额的加总 占所有商品贸易总额

的比率
。

根据香港有关资料
,

可算 出台湾对大

陆转 出 口 的贸 易集中度 由 年 的 肠

降到 。年的 肠
。

从两岸贸 易交 流 中

可以看出
,

转出 口商品结构集中在少数有关

几项商品上面
。

年以前前 大商品所占

比重高达 之间
,

集 中度相当高
。

年 以后
,

台湾当局放宽 限制
,

转 口贸 易

转热
,

产品项 目增多
,

年前 大项商品

占比重较 年大幅度下降
,

降为
。

不过至 年比重仍维持在 肠以上
,

显示

台湾对大陆转出 口 的商品结构仍相当集 中
。

大陆对台湾出 口 的贸 易集中度 由 年

的 肠降到 年的 肠
。

前 大项

商品 比重在 年 以前均维持在 肠一 肠

之间
,

之后 比重 日益下降
,

年以后更加

明显
,

前 项商品比重 由 年 的

降到 年的 肠
,

再 降 到 年 的

肠
,

反映出近年来大陆对台湾转 出 口

的商品结构朝多样化发展的速度大于台湾转

出 口到大陆商品结构集 中度降低的速度
。

这种变化原因一般有两个 方 面 一 是

年 月 台湾宣布准许 项大陆农业原料

进 口 ,

并逐年增加准许进 口的项 目
,

年

增至 项
,

年增至 项 二是随 着 台

商大陆投资升温
,

年后部分台商在大陆

生产的产品 已有回销台湾之迹 象
,

如 一
、 、 、

等
。

这 两

方面原因
,

增加了大陆转进 口商品结构的多

样化
,

使得近年来大陆出 口到台湾商品结构

集 中度下降速度要大于台湾出 口到大陆商品

结构的集 中度
。

现在我们运用 一 。 集 中

系数来衡量两岸贸易结构的集 中度
,

亦可得

到相当结论
。

一 集中系数定义为

了 · “

︷一
冲

一

一 且

公式 中 代表 地区 台湾 转出口到

另一地区 大陆 的商品集中系数 表示

台湾 商品转出 口至大陆的值
,

’ 表示 台 湾

所有商品转 口 到大陆的总值
。

同样
,

以大陆

代表 地区
,

依上式也可算 出大陆转 出 口 到

台湾的商品集中系数
。

在台湾转 口到大陆方面
,

集 中 系 数

由 年的 降到 年的
,

而大陆

转 口到台湾方面
,

集 中数则 由 年 的

降到 年的。
。

从长期趋势看
,

双方

贸 易商品结构均有朝多样化发展的趋势
,

但

大陆方面朝多样化变化的速度要快于 台湾
。

对于两岸贸易结构稳定性研究
,

台湾方

面
,

十分重视
,

在他们看来
,

如果两岸在转

口贸易结构上倾向多样化
,

或变化较大
,

台

湾对大陆贸易制裁可能性便较低
,

或者说
,

大陆对台湾贸易制裁的效益便较低 相反
,

如果贸易结构倾向集中化
,

而且变化小
,

那

么台湾受到制裁的风险便很大
。

笔者认为
,

台湾这方面担心要属多余
,

因为大陆对台湾

政策已经明确
,

只要台湾不采取
“

独立
”

行

动
,

大陆对台湾便不会实施制裁
。

同时
,

两

岸经济关系已 日益联系紧密
,

一方制裁另一

方
,

损失不会是单方面的
,

只会是双方
,

所

以
,

大陆只会与台湾扩大经贸联系
,

而不会

采取制裁措施
。

从两岸转出 口排名中可看出
,

在台湾转

口 到大陆方面
,

始终位居十大产业内的有五

个产业 一是纱
、

布
、

纺织制品 ,

二是特殊工业专用机械 三 是

电讯
、

录音及复制器具及设备 四

是未列名电力机械仪器与零 件

五是未列名杂项制品
。

这 表 明

这五个产业为两岸转 口贸易中台湾具有相对

优势的产业
,

而此五个产业 占台 湾 出 口 至

大陆所有商品总额之 比 例 年 的平均值为
,

肠 而在大陆转出口到台湾方 面
,

以



年到 年
,

始终在前十大产业的有四

项 一是鱼类
、

甲 壳 类
、

软 体 肉 及 制 品

。 二是蔬菜果类 三是未列名

动植物原料 四是纱
、

布
、

纺织制品

及未列名纺织有关产品
。

表示此四个

产业为两岸转 口贸易中大陆具有相对优势产

业
,

而此四产业 占该年大 陆出 口至台湾所有

商品总额之比例
,

年平均值为 肠
。

两

相比较之下
,

台湾转出 口到大陆的主要商品

贸 易结构相对集中
、

稳定
。

两岸转 口贸 易中双方失去比较优势的产

业
,

即曾进入前十大产业但 目前 已退出前十

大产业的
,

在台湾方面有
、 、

⋯

等九项
,

在大 陆方面亦有
、 、

⋯

等九项 而在双方具有潜力的产业方面
,

即

目前进入前十大产业的
,

台湾方面有未列名

皮革其制品及硝毛皮
、

未列名金属制品
、

未

列名一般工业机械与设备及未列名零件等三

项
,

而大陆方面则有成衣及服饰品等 四项

在退出后又进入的产业
,

即边际产业
,

在 台

湾方面有
、 、

三项
,

大 陆 则 有
、

二项
。

另外在 目前两岸 已发生产业 内贸 易或贸

易水平
,

较明显的项 目有
、 、 、

等四项
。

这可能表明随着台商大陆投资于

制鞋
、

纺织
、

皮革
、

电子 电器的逐渐增加
,

与此有关的产品已有回销台湾而发生产业内

贸 易的现象
,

同时也说明贸易和投资具有显

著的互补关系
。

③

致使直接贸 易遥遥无期
,

这不能不是两岸经

贸进一步发展的最大 障碍
。

不仅如此
,

台湾当局还对大陆出 口 台湾

采取种种限制措施
,

规定一定比例警戒线
,

制造贸 易障碍
。

例如台湾经济部 年 月

日发布的《大陆物品管理办法 》便限制诸

多
,

虽然在 年 月 日进行了修订
,

但仍

只允许 种大陆农业
、

工业原料产品 间 接

进 口 ,

并且规定 了三个附属条件
,

即
“

不危

害安全 对相关产业无不良影响 有助于产
品外销竞争力之提升

。 ”

除此 之 外
,

就 是
“

经济部 国贸局
”

核准输入的 中 药 材
、

古

物
、

艺术品
、

宗教文物
、

研究用样品
,

用于

教学
、

研究和动物园的动物
,

海关公告准许

入境旅客携带进的物品
。

超过这个范围
,

则

不准进入台湾
。

贸 易的不平衡性和交往的单向性也妨碍

两岸经贸发展
。

大陆对台贸 易一直处于逆差

状况
,

这对出 口尚不强劲的大 陆来说
,

负担

不小
,

这将从根本上 限制大陆对台湾进 口的

进一步扩大
。

资金流向只是台湾流向大 陆
,

大 陆资金被禁止流入台湾
,

人员交往也只是

单向的
,

这种状况不能不影响双方贸 易进一

步扩大
。

当然
,

台湾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小 双

方还没建立有效的贸 易仲裁制度也是两岸贸

易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

然而
,

两岸经贸将有长足发展是不可逆

转的趋势
。

四
、

两岸进一步发展贸易的 障 碍

和困难

虽然两岸经贸有很大发展
,

但进一步发

展的障碍和 困难也不少
,

这将从根本上 约束

两岸经贸的发展
。

目前两岸贸 易还停留在 间接贸 易土
,

所

有贸易都必须经香港转 口
,

这在成本上显然

耗费很大
,

尽管双方商界都呼吁两岸直接贸

易
,

但由于台湾当局不予支持
,

甚至 阻挠
,

注释

①
“

三不
”

是指不与中共直接通商
,

不与中共

机构人员接触
,

转口贸易不予干预
。

②张国庆 《大陆对台湾出口 贸易的现状 与 前

景 》
,

《对外经贸研究 年第 期
。

③台湾经济研究所 《开放两岸间接投资 贸 易

以来效果检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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