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广州 !" 月 !! 日电 （记者张建华） 海
协会和台湾海基会 !!日在广州举行两岸经济合作委
员会 （以下简称经合会） 第四次例会，双方回顾了
"#$%货物及服务贸易早期收获计划执行情况，总结
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争端解决、产业合
作、海关合作 &个小组的工作进展，并就未来工作规
划交换意见。

本次例会由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立中和海基会副
董事长高孔廉担任召集人，大陆方由经合会首席代表
蒋耀平主谈，台方由经合会首席代表卓士昭主谈。例
会达成多项共识，成果丰硕。

一是 "'$(早期收获效益持续显现。
货物贸易方面，双方进出口产品在享受 "'$(关

税优惠后，同比均出现大幅增长。服务贸易方面，也
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二是双方积极落实投保协议和海关合作协议。
三是 "'$(后续协议协商进展顺利。
四是两岸产业合作成果持续深化。
五是两岸经贸社团互设办事机构获得进展。
大陆方面已核准台湾贸易中心上海、北京代表

处，台湾方面也已核准机电商会台北办事处。双方业
务主管部门将于评估执行情况后，再进一步协商新增
经贸社团互设办事机构事宜。

两年来的实践证明，经合会是两岸经贸领域制
度化协商的重要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双方就两岸
投保协议与海关合作协议达成一致，并由两会完成
签署；积极推动 "'$( 其他后续协议的协商；持续
深化早期收获计划执行成效；推动两岸经贸社团互
设办事机构取得进展。双方认为，由于全球经济存
在高度不确定性，两岸需要加强合作、优势互补，
共同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措施以稳定、发展、繁荣
两岸经济。

为纪念澳门特区成立 !" 周

年，澳门中华总商会青年委员会

在成立 "# 周年之际，联合澳门

中华青年工商联会，!! 日起在

澳门驻京办事处暨北京澳门中心

推出“澳门青年发展图片展”。

展出的近 $%%张不同时期的珍贵

照片，真实反映了澳门青年发展

的重大历程。

据悉，该图片展还将在清华

大学和北京大学展出，展览将持

续到明年 ! 月 !& 日。图为观众

在观看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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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澳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 '%!'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人选申报工作的通知” （教人司 ('%!') "!*号），北
京中医药大学决定在国内外招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名。

北京中医药大学创建于 !,#$年，是我国最早成立的高等中医院校之一，也是唯一进入国家“'!!工程”建设
的教育部直属中医药院校，学校拥有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其中，中医学、中西医结合基础和中药学均设有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

一、招聘学科

中医学、中西医结合基础、药学、中药学。

二、招聘条件

!)从事科研教学第一线工作，年龄一般在 *#周岁以下（!,$$年 !月 !日后出生）；
')具有博士学位；
")国外应聘者一般应担任高水平大学副教授及以上职位或其他相应职位，国内应聘者应担任教授或相应职位；
*)胜任该学科核心课程讲授任务；
#)学术造诣较深，在学科研究领域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突出成就；
$)具有发展潜力，对本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工作有创新性构想，具有带领本学科在其前沿领域赶超或保持国际

先进水平的能力；
-)具有团结、协作的精神及相应的组织、管理和领导能力；
&)恪守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拼搏奉献精神；
,)受聘后能保证在我校全职工作。

三、工作生活待遇

!)学校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配备工作助手；
')提供二居室住房和一定数额的安家费、不低于 '%%万元人民币的科研经费；
")协助安排配偶工作和子女入学、入托；
*)除享受我校相应岗位教授的工资津贴等待遇外，在聘期内还享受教育部特聘教授奖金每年 '%万元人民币。

四、报名时间

有意应聘者，请于 '%!"年 !月 !%日前将相关材料（有关表格可通过 .//012344456.789:;7895<=>568下载）寄送
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人事处（信封上注明“应聘长江学者”），具体事项请尽快和我们联系。

五、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号，北京中医药大学人事处（行政楼 "#$），邮编 !###%$

联 系 人：陶晓华；刘铁钢

联系电话：&"%'&&()；!)(#!)&%#)%

&"%'&&(*；!)'!!!!%%"(

+, -./01 234-56789/4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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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钱掩脚目”，'%多年来台湾给
人的印象是多金。

随着经济环境丕变，如今这个资本
输出地频繁向资本招手，大力吸引投资，
以创造产值和就业机会。当年走出岛内
到大陆和海外打拼的台商，或积累了财
富，或遭遇转型升级、腾龙换鸟等困境，
不少有了回台投资的意愿和行动，台湾
人形象地称之为“鲑鱼返乡”。

台湾当局向台商招手

从 '%%&年开始，连续 "年每年超过
!%% 家台商回流。吸引他们回台投资，
已被台当局列为重要施政项目，官方鼓
励他们善用台湾的产业研发优势，回台
设立研发中心、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或设
立营运总部，当局则提供投资服务、土
地、租税、融资、关税等一揽子优惠政

策，促请台商与故乡联结。
效果已初步显现。'%!!年台商回台

投资金额 *$,亿元（新台币，下同），比
上年成长了 !#?，今年目标提高至 #%%

亿元，前 & 个月已达 *!, 亿元。最近台
经济部门又加码，提出一年吸引回流台
资 !%%%亿元，要创 &万个工作岗位。

台当局也开始充当起招商的角色，
经济主管部门直接与台商签署投资意向
书。官方“全球招商联合服务中心”应
运而生。从立项到设立，专人专责，全
程服务。一位食品业者告诉记者，有点
像大陆招商局的“一条龙”，态度很亲
切，但很多事协调不了。

招商必须“筑巢引凤”，台湾各地已
缓缓动了起来。高雄市动用储备的产业
用地 #%& 公顷，规划为低污染、低耗能
及高值化的绿色园区，吸引回流台商及
外资进驻。

促使“鲑鱼返乡”的主要动因，是
两岸签署 @ABC 的效益持续发酵。自今
年 ! 月 ! 日起，@ABC 早期收获清单中
有 #'$ 项货品享受零关税，台湾输往大
陆的有机化学产品、塑料及其制品、针
织品等均由原关税 #?至 !#?降为零关
税，这给厂商带来诱人的利多。

闲置土地重现产业生机

在中南部云林县和彰化海滨，萧条
多年的一些老厂区重现产业生机。其中
“建大轮胎”在 "% 年的老厂所在地，在
原来闲置的逾万平方米的空地上大兴土
木，已开始量产汽车用轮胎。

在大陆迅速扩点的 &#度 A，在全球
的总店数超过 -%%家，其中大陆 "#!家，
台湾则有 "*' 家。上统食品公司总经理
陈家升告诉记者，他的“上岛食品”在
台北、广州有厂，最近正在宜兰县建立
一个大厂，几边跑，忙得不可开交。
“可成科技”董事长洪水树说，他们
'%%&年在台湾员工才 $%%多人，目前已
有 '%%%多人。可成与大立光两家公司的
回台投资案获准享受优惠，" 年内将创
立 "&%%个职位。

事实上，回流台商大部分不放弃大
陆，甚至是在扩充大陆生意的同时加码
回台投资。这些“鲑鱼”形态各异，有
的利用关税调降政策回台生产，如友嘉
集团、上纬企业；有的运用台湾研发能
量，回台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如国新科
技、丰宾电子；有的回台设立营运管理
总部；有的看好陆客赴台观光，回台开
饭店。

效率不高“鲑鱼”难适应

并非人人都能华丽转身。这些天在
台湾见到台商，听到的还是吐苦水的多。
搬迁、迁徙，究竟要西进还是北移，南

下还是返乡，很多人踌躇在三岔路口。
易地创业，难上加难，连最熟悉的台湾
家乡，好像水性也变了。

一是缺人。自行车胎制造大厂建大
工业的总经理张宏德感叹：工人不好找，
我们薪水不低，但因为要轮大夜班，年
轻人不愿意。而很多厂家苦恼的是，台
湾年轻人都去读大学，不愿当生产线工
人。有的几年前买地要盖工厂，因找不
到劳工，现在地还荒在那儿。的确，有
很多工作台湾人现在都不做了，如果抱
着在大陆招工的心态，一定会踢到铁板。

二是土地难找。在台湾取得用地，
要经过很多单位盖无数的章。各地环保
争议不断，不少投资案受环保因素影响
而夭折，就算买下土地，建厂的环评及
土地变更程序冗长。

三是办事难。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长
骆锦明说，岛内公务员高层不敢正面协助
业者，怕招来“图利他人”的批评，“官员效
率低、防卫心太重让人头痛”。一位台商表
示，你看朝野、社会、媒体经常吵成一片，
拖慢了决策效率，连油电涨价、涨薪问题
都搞不定，更何况解决台商回流这个牵动
两岸产业链的复杂问题了。

有媒体爆料，鸿海集团在郑州扩厂，
短短一个月搞定，但郭台铭捐巨款给台
大建立癌症研究中心，仅公文流程就拖
磨了三四年。谈及此，有台商不免联想
到在江苏昆山，市领导手机 '* 小时不
关，台商有需要随时找得到人。有台商
笑言，我们长期在大陆混，要回台投资，
反而缺乏实际操作经验了，感觉水土不
服啊！而那些台籍管理人员 （台干） 也
犯愁：想回台工作，但多数回流台商不
提供职位，由于岛内高管供过于求，大
陆台干除非自愿降薪，否则“游不回
来”，这批人才只能在大陆往前冲，转投
陆企、外商或其他台商。

真是：“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
乡即故乡。”

台商长期在外打拼 回台投资反而不适

“鲑鱼返乡”遭遇水土不服
本报记者 连锦添 文3图

红遍两岸的 &#度 A，在台湾已开 "%%多家。

为期两天的“台北会谈”!% 日
登场，规模空前，'%% 多位两岸学
者参与，绿营也有重量级人士与会。
值得一提的是，原定于 - 月举行的
此次会谈之所以延期至今，是因为
当时“陆委会”拒绝大陆官员入境
所致，正凸显出研讨会主题“强化
认同互信”的现实意义。

红蓝绿三方思想交锋

此次会议，两岸各方学者专家
齐聚一堂。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以
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身份出
席，并带领包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
所长余克礼、上海台研所所长俞新
天、厦大台研院院长刘国深、全国
台研会执行副会长周志怀等近 *%位
大陆重量级涉台研究学者与会。而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吴钊燮、智库
副执行长游盈隆等绿营人士也参加
会议，备受瞩目。游盈隆表示，有
机会与中共对台智囊当面沟通对话，
民进党不仅不应、也不必回避，
“更应挺身而出，捍卫台湾利益。”

这并非绿营人士首次出席此类
会谈，尤其是民进党今年初败选后，

党内涌现检讨两岸路线的声音，日
前又甫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因
而他们对台北会谈持何态度，备受
外界关注。

学者分析认同差异

两岸关系从 '%%&年以来迅速升
温，但经贸热络的同时，文化合作
与政治领域却步履维艰。两岸关系
中的“硬骨头”在哪？会谈主办人、
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张亚中表示，
尽管马当局上任后重拾“九二共
识”，但两岸青年的“认同感”却日
渐分歧。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
黄清贤点出台湾排斥大陆认同的节
点所在。他说，台湾历经上世纪 ,%

年代的民主化与本土化，逐渐发展
出内部的公民意识与制度的正当性，
使得强调民主与本土的政治认同，
屡屡在选举中被动员，台湾必须减
少甚至消弭反认同的问题。

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宋兴
洲认为，台湾内部首先就有认同的混
乱与互信的问题，部分政治人物或学
者利用台湾在国际间的不确定性挑

起恐惧，导致台湾中下层民众对两岸
认同与互信不足，只有非常明确的有
利证据，才能改变他们的看法。

文化认同是突破口

如何建立两岸认同与互信，深
化政治文化关系？与会学者各抒己
见。

余克礼表示，两岸都应展现出
更大的诚意，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
架的共同认知的同时，正视政治议
题，将探讨国家尚未统一情况下的
政治关系摆上工作日程。

台湾亚太和平基金会董事长赵
春山认为，文化是突破口，他希望
两岸从振兴中华民族着眼、弘扬中
华文化着手，在民族整体长远利益
考量下，期盼两岸未来能通过文化
交流，建立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
台湾 '! 世纪基金会董事长高育仁
说，开启两岸下阶段关系，应有崭
新的思维与战略，“强化认同互信，
深化和平发展”实为当前两岸面临
的最大课题。他认为，两岸需以中
华民族百年来的“共同史观”来强
化认同互信。

两岸学者谈“认同”
本报特约记者 闵 喆

台 湾 在 线

澳门在京举办图片展

两岸经合会达成多项共识

本报汕头电（叶惠荣） “两岸携手，相约汕头”
'%!' 年南澳论坛 & 日至 , 日在广东汕头开幕，来自
海峡两岸的嘉宾约 *%%余人出席论坛。

论坛举行了“金融合作研讨会”和“区域合作研
讨会”等研讨活动。

与会专家认为，要充分发挥汕头作为粤台金融
合作试点地区的优势，推动粤东地区成为海峡西岸
经济区南翼的对台产业合作基地。同时，要进一步
强化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一体”的同城效应，
共同打造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联系紧密的城市
群，提升粤东地区对台经贸交流合作层次，加快推
进粤东跨越发展，实现粤台互惠共赢。两岸农业同
根同源，要充分发挥两岸农产品合作的互补性，建
立一个长期、持续、健康的合作发展关系。努力打
造垂直型与水平型并存的两岸农业分工，并朝着
“精致农业”方向发展。

两岸共谋粤台合作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