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
鑑於全球經濟自由化趨勢

愈演愈烈，我國政府為加

速台灣投資環境的自由化與國際

化，並且帶動國家前瞻性產業的

發展，已經於2013年8月正式啟

動「自由經濟示範區第1階段推動

計畫」，力求在國家內部達成經

貿自由化的共識，加速台灣經濟

發展的國際化。於此同時，經濟

快速起飛的中國大陸，也快馬加

鞭力行經貿自由化，例如由中國

大陸國務院批准的上海自由貿易

試驗區，在我國自由經濟示範區

啟動的隔月，也正式掛牌運作。

加速自由化 與國際接軌

兩岸在同一個時間點啟動自

由貿易相關政策，與全球正在加

速進行的經貿自由化談判有很大

關係，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林

建甫指出，2013年全球已經有

546個自由貿易協定（FTA），目

前還有354個正在洽談協商中，此

一數據顯示，全球貿易和投資規

則正加速重新平衡，包括投資自

由化、服務貿易開放等新的全球

貿易秩序已經逐漸形成。

面對全球經貿談判的風起雲

湧，台灣不可能置身其外。行政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

建良指出，過去幾十年來，我國

經濟成長過程中，經歷過幾次不

同程度的自由化，而每一次的自

由化，都對台灣經濟的下一階段

發展創造有利條件。這次啟動的

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也將朝健

全國內產業體質、增加產值、創

造高端就業機會、提升產業技術

水準、建構優良經商環境與誘發

創新經濟模式等目標前進。

「目前正在推動的自由經濟

示範區計畫，是台灣經濟發展歷

程中的第4波自由化。」中華經濟

研究院副院長王健全指出。他進

面對全球區域經濟整合趨勢，兩岸皆加速發展自由經濟區政策。包括我國的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與中

國大陸上海的自由貿易試驗區，都已經正式啟動。究竟，兩岸自由經濟區具體內容為何，將對台灣經

貿前景與台商布局全球市場帶來哪些影響，值得深入探討。

◎撰文／劉麗惠   圖片提供／法新社

創造產業與國際接軌的環境

經貿自由化 兩岸啟動示範區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已於2013年10月1日正式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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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說明，1960～1970年代政府

實施的匯率貶值、加工出口區政

策，為第1波經濟自由化，當時成

功帶動台灣出口競爭力；1980～

1990年代政府再以產業升級與開

放政策，發展第2波經濟自由化，

成功加速台灣產業與世界接軌；

2002年台灣加入WTO，是台灣的

第3波經濟自由化。

如今，透過自由經濟示範區

，第4波經濟自由化正式起跑，政

府希望先從片面自由化，發展與

國際接軌的租稅和投資環境，並

且讓國內各界逐漸接受經貿自由

化趨勢，朝全面開放目標前進，

以創造我國產業與國際接軌及產

業升級的有利環境。更重要的是

，可以讓台灣更順利加入「跨太

平洋夥伴協定」（TPP）與「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等

重要區域整合。

掌握兩岸政策 開創新商機

深入觀察兩岸自由經濟區的

具體推動政策與方向，兩者有諸

多方面的差異。台商必須同時掌

握，才能在兩岸推動自由經濟區

的浪潮上，站在對的立足點，制

訂正確的策略。

陳建良指出，台灣「自由經

濟示範區計畫」的執行時程分為

兩個階段，第1階段將優先推動

不需修法即可執行的措施，包括

13項行政法規的增修與112項推

動做法，此一階段將鎖定智慧運

委外加工。王健全認為，前店後

廠的設計，擺脫過去自由貿易港

區的土地限制，並且強化延伸附

加價值的內涵，對於提升示範區

計畫成效，帶來很大的幫助。

而「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的政策，其具體執行策略則包

括：貿易自由化，如吸引跨國公

司設立總部，建立大宗商品交易

平台；投資自由化，這部分主要

對外資改採負面表列管理，並開

放外資投資金融、航運、文化等

領域；行政精簡化，即減少行政

審批流程；可複製、可擴展，即

試驗區將從上海推廣至前海、天

津、新疆等更多地方。

對接經濟特區 創造優勢

由於兩岸經濟發展存在著

微妙的競合關係，因此台灣自經

區與上海自貿區在同一時間啟

動，讓人對兩岸經貿發展的競合

發展，產生諸多聯想。在競爭方

面，上海自貿區如果贏得跨國企

業的青睞，台灣被邊緣化的聲浪

勢必再起，所以台灣自經區的推

動進程必須更加快速。

在合作方面，不少專家認

為，台灣自經區與上海自貿區未

來如能進行區與區的對接，對台

灣經貿國際化發展將是一大助

益。全國工業總會副秘書長蔡宏

明認為，隨著兩岸推動經貿自由

化政策，未來兩岸可以進行區對

區試點合作，加強兩岸產業合作

籌、國際醫療、農業加值與產業

合作等高附加價值的高端服務業

為主。其中與貿易商較為相關的

產業合作，具體推動做法有二，

其一為發展整合型產業，即透過

吸引國際智財管理公司、國際系

統整合服務公司的投資或合資，

協助企業取得前瞻技術或訂定智

財營運策略；其二為建立跨國產

業合作，即運用國發基金與技術

先進國創投業者籌設產業合作基

金，或是運用優惠措施鼓勵跨國

合作，來達成目標。到了第2階

段將在「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

例」公布之後，透過評量地方稟

賦、設置效益、發展腹地、交通

便捷等條件後，增設園區，並由

中央規畫或地方申設方式辦理。

「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的

具體推動策略有5項，包括：促進

人員、商品與資金自由流動；開

放市場接軌國際；打造友善的租

稅環境；建置優質營運環境；以

及提供便捷土地取得等，其中備

受矚目的促進人員流動，政府除

將放寬專業人士來台工作與居留

的限制，並且將便利中國大陸人

士來台，此外也將放寬外籍白領

專業人士來台提供服務的限制。

執行上則以「前店後廠」

的設計，讓政策可以推動得更順

利。陳建良解釋，所謂「前店」

申請，必須具備地理區位明確、

審核認定屬於示範事業等條件，

「後廠」則不限區域，主要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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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場域。台灣綜合研究院研三所

所長戴肇洋也認為，未來兩岸將

可透過推動自由經濟區對接的契

機，強化台灣在亞洲甚至是全球

經濟的地位。

優勢1＞ 位置優越 構築輻射軸心

戴 肇 洋 指 出 ， 台 灣 處 於 亞

太區域的中央，具備優越的戰略

地位，是全世界各國進出中國大

陸拓展市場的最佳跳板，因此未

來兩岸若能透過自由經濟區的對

接，台商將可憑藉中國大陸廣大

的市場腹地做為發展基礎，建構

台灣成為亞太區域輻射軸心。

日商Nippon Express即因為台

灣優勢的地理位置，而加強在台

灣市場的布局。Nippon Express副

執行長中村次郎即指出，台灣具

備絕佳的地理位置，不管是到中

國大陸、日本、韓國、新加坡或

是香港，都只要搭乘3小時以內的

飛機就可以到達，因此，不管是

物流業者或是在亞太地區有運輸

國際上較具競爭優勢的新戰略產

業，並建立價值鏈與供應鏈體

系，將可形塑具備兩岸特色的產

業群聚。蔡宏明認為，未來在台

灣自經區投資製造業的陸資，將

比照外人投資規定，再加上自經

區將放寬中國大陸人士來台的限

制，包括積體電路、半導體封裝

及測試、液晶面板等電機電子產

業的兩岸合作，將可望更緊密。

此 外 ， 數 位 內 容 與 雲 端 運

算等內容服務產業的部分，近年

來台灣廠商早就積極透過「台日

中新黃金三角」的概念，結合日

本技術、台灣運籌與中國大陸人

力資源的各方優勢，建構產業

鏈，進而達到台、日聯手布局中

國大陸市場，以及結合兩岸華人

經驗，進軍全球廣大華人市場的

目標。因此未來兩岸經濟特區對

接，將對兩岸產業合作創造更大

的方便性。智融集團董事長施振

榮即表示，未來台灣企業應善用

廣大華人市場，做為台灣產業的

養分，進一步提升品牌力與服務

力，才能擺脫台灣市場太小的困

境，朝更寬廣的經營之道前進。

兩岸須突破的3個障礙

不過，由於兩岸經濟特區都

還在起步階段，此外，兩岸經濟

特區的相關政策、長程目標，以

及兩岸經濟發展現況都不一致，

因此，未來要實現兩岸經濟特區

的對接，仍存在著多重障礙須要

需求的企業，都可以選擇台灣做

為集貨中心及轉運站，以強化企

業在亞太市場的布局。

戴肇洋分析，台灣除了具有

地理位置優勢，依照目前上海

自貿區的規畫方向來看，未來兩

岸經濟特區在發展上，有機會朝

享有符合國民待遇優惠的方向前

進。如果順利，更可促進台灣成

為跨國企業在亞太區域的營運基

地。日商近鐵集團公司本部長平

田圭右也指出，台灣不僅具備地

理位置優勢，由於已經與中國大

陸實現三通並簽訂ECFA，因此

成為近鐵集團做為經營亞太的重

要基地。

優勢2＞ 享先試權 強化產業群聚

戴 肇 洋 強 調 ， 未 來 兩 岸 自

由經濟特區內所實施的各項法規

制度，台灣將相對享有先試的權

利。因此，未來兩岸若能利用經

濟特區對接的機會，建構兩岸經

濟連結的橋樑，共同發展兩岸在

行政院於2013年8月8日公布第1階段「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做法，預計在民國103
年，達成增加民間投資新台幣200億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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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

障礙1＞兩岸開放基礎不一樣

戴肇洋認為，雖然兩岸皆

以發展自由貿易為下一階段促進

產業提升的基礎，但是台灣是在

「全面開放」的經濟架構上，突

破行政與勞工管制。反之，中國

大陸仍處於「管制經濟」架構，

兩者發展的核心價值與定位都有

差異，因此如何在公平互惠的原

則上對接，仍有多重障礙。

障礙2＞缺乏對接標準與原則

再看兩岸自由經濟區的計畫

內容。台灣的自由經濟示範區以

「六港一空」為基礎，然後透過

「前店後廠」達成自由經濟島的

與，至今僅開放12項服務業，其

餘服務業開放均有附帶條件。在

此前提下，未來兩岸進行自由經

濟區對接，是否能在目前市場開

放仍有待突破的限制之下，實現

市場、技術上的互補互利，仍是

很大的挑戰。

綜合觀之，隨著兩岸自由經

濟區相關政策相繼啟動，對台商

而言，不管是兩岸經貿往來或布

局全球市場，都將帶來一定程度

的改變。因此，不僅我國政府必

須對政策更審慎執行，台商也應

該全面掌握自由經濟區的未來發

展，才能在新一波經濟自由化趨

勢中，站穩腳步、掌握先機。■

願景，無論是範疇與長遠目標都

非常全面，相較之下，上海的自

貿區只是在特殊區域提供外資享

有待遇。

因此，未來兩岸經濟特區對

接時，在資金進出、人員往來等

自由化方式，以及投資、製造、

服務、檢疫等的規範標準，都還

必須制定出一個共同原則，才能

符合雙方利益。

障礙3＞兩岸經濟發展條件的差異

載肇洋進一步分析，過去兩

岸加入WTO時，台灣以「已開發

國家」條件參與，對WTO會員國

大幅開放服務業市場，相對於中

國大陸以「開發中國家」條件參

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與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相關內容比較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建會　整理：劉麗惠

設立時間

區域範圍

推動策略

重點產業

設立時間

推動策略

區域範圍

重點產業

2013年8月設立。

基隆、蘇澳、台北、台中、高雄、安平6港及桃園機場。

1. �促進人員、商品與資金自由流動：放寬白領專業人士來

台工作、農工原料及貨品免稅並自由輸入、提供區內事

業必須的金融服務。

2. �開放市場接軌國際：放寬外籍白領專業人士提供服務的

限制、放寬投資限制。

3. �打造友善的租稅環境：海外盈餘匯入投資免稅、協助企

業取得專利及技術、鼓勵外籍專業人士來台工作、鼓勵

企業投入研發與鼓勵跨國企業來台設立區域營運總部。

4. �建置優質營運環境。

5.�提供便捷土地取得。

智慧運籌、農業加值運銷、國際產業合作、國際醫療。

2013年7月3日批准，10月1日正式掛牌上路。

中國大陸上海市浦東新區，包括洋山保稅港

區、上海浦東機場綜合稅區、外高橋保稅區、

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等4個海關特殊監管區。

1. �貿易自由化：吸引跨國公司設立總部，建立

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2. �投資自由化：對外資改採負面表列管理，並

開放外資投資金融、航運、文化等領域。

3.行政精簡化：減少行政審批流程。

4. �可複製、可擴展：試驗區將從上海推廣至前

海、天津、新疆等更多地方。

5. �金融國際化：開放資本項目管制、推動利率

與匯率自由化、試點人民幣自由兌換。

採取負面清單，包括批發、零售、交通運輸、

資訊傳輸、金融、租賃與商務服務、文化體育

娛樂等進行特別管理措施。

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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