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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迄今海峡两岸经贸发展的最
突出特点就是不对称开放，在贸
易、投资、人员流动等所有方
面，大陆对台湾的开放程度都远
远高于台湾对大陆的开放程度，
台湾经济受益良多。即使在对等
开放的情况下，由于大陆经济规
模和稳定性均远远优于台湾，且
优势日益扩大，台湾产业和整个
经济受益程度也高于大陆。

在爆发东亚金融危机的 1997
年，大陆 GDP 相当于台湾的 3.2
倍，到 2012 年已达 16.8 倍。2012
年，台湾 GDP 折合人民币 30893
亿元，大陆已有 4 个省经济规模

超过台湾：广东 （57068 亿元）、
江苏 （54058亿元）、山东 （50013
亿元）、浙江 （34665 亿元）。到
2013年，大陆GDP进一步增长至
568845亿元。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
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主要增长源，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占 30%。
由于世界经济步入低增长时期，
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率也在放
慢；尽管如此，其增长率在全球
大国之中依然最高。一个规模居
世界第二、增长率在全球大国中
最高且相当稳定的市场，对于任
何产业、任何企业都有着不可替

代的重大意义。
在更大背景上考察，各国产业

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随着经
济发展而日趋上升，服务贸易早已
是世界贸易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东亚，服务贸易、特别是
高增值和高技术的现代服务贸易
相对制造业而言仍然是对外贸易
的软肋；通过增进区域内合作来增
强本土服务业竞争力，共同提升在
全球经济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
就成为区域内各方一条可行的道
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将属
于一国之内的台湾地区列为优先
给惠的对象，确属意料之中。

三、大陆对台湾的不对称开放

如上文所述，不对称开放是迄今海峡两岸经贸发
展的最突出特点，在贸易、投资、人员流动等所有方
面，大陆对台湾的开放程度都远远高于台湾对大陆的
开放程度，不仅对台湾履行了对其它所有世贸组织成员
方的全部义务，而且台湾商人在大陆还一直享受着“同
等优先”的待遇。相反，台湾当局多年来一直对发展同大
陆的经贸关系深具戒心，对大陆商品、资本、劳动力实行
了严厉的市场准入限制，其在入世之后对大陆的市场开
放措施多年来多数是口惠而实不至，开放项目多属台湾
的优势产业，不开放项目则是大陆的优势产业。直到
2009年初，仍有2200种大陆商品不能入台。

（一）两岸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不对称开放
在 2010 年达成的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早期收获计划下，在货物贸易领域，大陆对539项原产
于台湾的产品实施降税，2009年大陆自台进口上述产
品金额 138.3 亿美元，占当年大陆自台进口总额的
16.1%。台湾对 267 项原产于大陆的产品实施降税，
2009 年台湾自大陆进口上述产品金额 28.5 亿美元，占
当年台湾自大陆进口总额的10.5%。

（二）两岸人员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不对称开放
台湾人士在中国大陆旅行、居住高度自由，就业待

遇宽松，大陆对台湾人士陆续开放了多种专业技术人员
就业市场，仅2007年一年就向台湾居民开放了会计、卫
生、计算机技术与软件等15类（项）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
试，台湾医师可在大陆直接执业，大陆有关仲裁机构增
聘台湾仲裁员，允许台湾农民在大陆海峡两岸农业合作
试验区和台湾农民创业园直接申办个体工商户等等。

非国有企业机构自不待言，就是大陆国有事业单
位，也在数年前就向台湾人士打开了就业的大门。正
因为有宽容的环境，在中国大陆常住的台湾人士才能
接近20万之众。

相反，台湾经济本来较为发达，本地劳动力成本
居高不下客观上导致岛内企业需要输入外来劳动力，
本来有潜力吸收较多的大陆劳动力，既为大陆剩余劳
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又有助于抑制台湾经营成本上
涨，实属“双赢”方案。

然而，台湾当局多年来严厉限制岛内企事业单位
使用大陆劳动力，即使在前些年岛内劳动力短缺、迫
切需要输入外劳时，台湾当局也不顾大陆劳工同文同
种的优势而计划优先向东南亚国家劳工开放。对少数
以合法身份进入台湾企业的大陆劳工，台湾当局又百
般限制其基本人身权利，如禁止大陆渔工上岸住宿，
等等。在台湾当局的限制下，本来颇有潜力的台湾劳
动力市场多年来几乎对大陆劳动力完全封闭。

直到新世纪以来，台湾当局在这个方面方才开始
改进。如 2003 年 1 月，台“陆委会”通过 《跨国企业
邀请大陆地区人民来台从事商务相关活动许可办法》，
开放跨国企业邀请大陆人士来台从事受训、商务访问
等商务活动，也可让大陆人士来台工作，最长可停留4
年，并将申请审批期从两个月缩短至10个工作日。但
无论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则还是处于提高经济效率目
的，台湾当局在这方面的改进空间都仍然很大。

在此基础上，《海峡两岸服务
贸易协议》延续了 20 余年来的不
对称开放和“同等优先”对台让利
优惠思路。将该协议附件一《服务
贸易具体承诺表》中大陆方面承诺
与中国加入世贸议定书《服务贸易
具体承诺减让表》和 2011年版《外
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比，可以
看出，这项协议给予台湾企业与居
民的待遇大面积优于对其他世贸
组织成员方的待遇，也优于 2011
年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规
定的外资待遇。其对台优惠主要表
现在以下方面：

（一）扩大市场准入
如与加入世贸议定书相比，

《服贸协议》在电信服务领域对台
资开放了因特网接入服务、呼叫中
心、离岸呼叫中心三项业务，允许
台湾服务提供者在大陆设立合资企
业，提供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呼
叫中心业务，无地域限制，台资股
权比例不超过50%。

在市场准入方面，大陆开放的
领域比台湾当局承诺开放的领域明
显要多。会计、升级和簿记服务；建
筑设计；因特网接入、呼叫中心……
等许多大陆对台资开放的领域，台
湾当局均未承诺对陆资开放。

（二）提高台资持股比例上限
在软件实施服务领域，加入

世贸议定书规定外资进入大陆市
场仅限于合资企业形式；《服贸协
议》 则允许台湾服务提供者在大
陆设立独资、合资企业，提供软
件实施服务。

在环境服务领域，入世议定书
只准外资企业以合资企业形式进
入大陆市场，《服贸协议》则允许台
湾服务提供者在大陆设立合资、合
作或独资企业，提供环保服务。

加入世贸议定书规定外资证
券公司在大陆市场设立合资公司
持股比例不超过 1/3，《服贸协
议》 则允许符合设立外资参股证
券公司条件的台资金融机构按照
大陆有关规定在上海市、福建
省、深圳市各设立 1 家两岸合资
的全牌照证券公司，台资合并持
股比例最高可达 51%，且大陆股
东不限于证券公司。

（三）放宽台资企业资质认定
标准

《服贸协议》规定，在建筑设
计服务、工程服务、集中工程服
务领域，规定，台湾服务提供者
在大陆设立建设工程设计企业，
对于个人业绩，其在台湾和大陆
的业绩可共同作为评定依据，但
在台湾完成的业绩规模标准应符
合大陆建设项目规模划分标准。

台湾服务提供者在大陆设立的
独资物业服务企业，在申请企业资
质时，可以将在台湾和大陆承接的
物业建筑面积共同作为评定依据，
但在大陆承接的面积不得低于
50%，在台湾承接的面积不得用于
其在大陆设立的多家企业申请资质
时重复计算。

（四）便利台湾居民人员流动
和在大陆从业

《服贸协议》允许台湾服务提

供者在大陆设立的建设工程设计
企业聘用台湾注册建筑师、注册
工程师，并将其作为本企业申请
建设工程设计资质的主要专业技
术人员，在资质审查时不考核其
专业技术职称条件，只考核其学
历、从事工程设计实践年限、在
台湾的注册资格、工程设计业绩
及信誉。

对于在大陆无商业存在的台
湾的公司/合伙人/企业从大陆获
取了服务合同，为履行这些合同
而进入大陆提供临时性服务的持
有台湾方面身份证明文件的自然
人，且其在外期间报酬由雇主支
付的情况，《服贸协议》规定，此
类合同服务提供者只要具备与所
提供服务相关的学历和技术 （职
业） 资格，在大陆停留期间每次
可申请不超过两年多次有效来往
大陆签注；如有需要可申请延
期。在大陆停留期间不得从事与
合同无关的服务活动。而按照加
入世贸议定书规定，外国企业的
外国雇员在这种情况下入境期限
为90天。

（五）优惠台湾中小企业与个
体户

摄影服务在 《外商投资产业
指导目录》 中属于限制外资行
业，但台湾摄影业属于优势产
业，《服贸协议》允许台湾服务提
供者在大陆设立合资、合作或独
资企业，提供摄影服务，实际上
为台湾中小摄影机构与独立开业
的摄影师创造了条件。

二、“服贸”对台湾经济的意义

四、“服贸”给予台湾企业与居民的优惠待遇四、“服贸”给予台湾企业与居民的优惠待遇

多年来，大陆方面一直注重根
据经贸发展现实制定相关政策法
规，在不违反原则宗旨的情况下务
求最大程度便利台商，不使台商为
规避台湾客观条件限制而丧失受
惠的条件，扩大台湾社会受益面。
把《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正文、
附件与大陆此前已经颁布实施的
其它相关法规结合起来，我们不难
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确保台商受惠无遗漏，这一指
导思想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台湾投资

者经第三地转投资的政策待遇。多
年来，台湾当局对两岸经贸往来横
加干预，尤其阻碍台商对大陆投资，
许多台商只能通过离岸金融中心转
投资。

针对这一现象，大陆方面从
一开始就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便
利，通过种种方式确保这类经过
第三地转投资的台商不漏掉面向
台商的优惠待遇，保护其合法投
资权益。所有这些探索性措施最
终形成了商务部颁布的 《台湾投

资者经第三地转投资认定暂行办
法》， 自 2013 年 2 月 20 日 起 实
施。在 《服贸协议》 中，进一步
特意规定，台湾的银行在大陆的
营业性机构，经批准经营台资企
业 人 民 币 业 务
时，服务对象可
包括依规定被认
定为视同台湾投
资者的第三地投
资者在大陆设立
的企业。

五、“服贸”和相关协议扩大台湾受益覆盖面五、“服贸”和相关协议扩大台湾受益覆盖面

从上文可知，《海峡两岸服务
贸易协议》对台湾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一以
贯之的“让利”思路更令台湾企业
和居民受惠甚多。鉴于台湾已经
加入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
定》，而中国大陆正在谈判加入这
份协定，并且已经取得了欧盟等
关键成员方的支持；在对中国大
陆的服务贸易待遇问题上，台湾
实际上只有三种选择：

一种是与中国大陆签署《海
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从而在
中国大陆市场享受优于其它世贸
组织成员方的待遇，同时对大陆
开放服务业市场；

一种是不与大陆签署《海峡
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在大陆加入

《服务贸易总协定》之后被动对大
陆开放服务业市场，而且其开放
度高于《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的规定，在大陆市场则享受与其
它世贸组织成员方一样的待遇；

一种是不与大陆签署《海峡
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不向大陆
开放服务业市场，为此在大陆加
入《服务贸易总协定》后退出该
协定，从而自愿在全世界所有主
要经济体的服务业市场边缘化。

对于台湾而言，哪一种选择
最为有利，显而易见。

而且，台湾当局花费了大量
精力和时间审查、阐释《海峡两岸

服务贸易协议》，据马英九所说，
台湾“经济部”在签约前后与相关
产业协会、公会代表沟通合计110
场，召开公开听证会20场，民众说
明会144场，是台湾地区迄今最严
格的审查。就是这样一份对台湾
最有利、最透明的贸易协议竟然
能够在台湾炒成一场政治风暴，
被说成是“黑箱”。自从“民主化”
以来，台湾几乎所有经济建设重
大项目、所有对外经贸重大谈判
都会遭遇类似的非理性政潮困
扰，而且几乎每次都是无知压倒
科学，政治斗争压倒经济建设，非
理性群体行为绑架决策。不少项

目到头来还是不得不上，但是已
经错过了最佳时机、最佳地点、最
佳条件。这一切充分暴露了台湾
政治权力斗争已经全面失控而无
可挽回地严重败坏了台湾的商业
环境，暴露了台湾在极端经济民
粹主义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

面对这种局面，不管是台商
还是陆资、外资、台湾人才，都
不宜高估台湾市场前景，需要多
考虑在台湾之外重新布局；大陆
方面对这场风波不宜过度反应，
也不宜过度迁就台湾当局和非理
性民众，但要继续努力为台资和
台湾人才在大陆创造安居乐业的
环境并不断改善，要为台资和台
湾人才改换身份寻求发展空间提
供合理的便利。

六、反“服贸”风波的警示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耿雁生9日就美国会众议院通过涉台议案答记者
问。

有记者问，近日，美国会众议院审议通过
“确认《与台湾关系法》重要性和向台转让海军
舰只”议案。请问中国军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雁生说，在与哈格尔国防部长的会见会
谈中，中方就美国会审议通过有关议案阐明了
原则立场，即我们坚决反对美向台出售先进武
器，这一立场是明确、坚定和一贯的。

美售台武器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
“八·一七”公报原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在
当前中美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军事
关系的背景下，美方不顾中方强烈反对，执意
通过推动对台军售的议案，这一行动极具破坏
性，无疑会对中美两军关系发展和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造成严重干扰和损害。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
中国核心利益。中方要求美方充分认识美方上
述议案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危害性，切实尊重
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停止任何损害中美
关系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言行，停止售台武
器，多做有利于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向
前发展的事。

新华社北京 4月 9 日电
（记者张鹏雄、谭晶晶） 外交
部发言人洪磊9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香港的政制发展
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势
力都不得干涉。

记者会上，有人问：据
报道，美国副总统拜登日前
在白宫会见李柱铭和陈方安
生时称，美方长期支持香港
民主发展及“一国两制”架
构下的高度自治。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洪 磊 说 ， 香 港 回 归 以
来，“一国两制”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功。香港的政制发
展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
势力都不得干涉。当前，香
港特区政府正依法推进相关
工作。

洪磊说，美方有关做法
是完全错误的，中方对此表
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美方从中美关
系大局出发，切实尊重中方立
场和关切，停止以任何形式干
涉香港内部事务。”他说。

外
交
部
：

外
国
势
力
不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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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坚决反对美向台出售武器

据新华社香港4月9日电 据香港媒体报
道，保利香港春季拍卖会发生罕见名画失踪事
件。一幅拍卖成交价近 3000万港元的名画在拍
卖结束后“离奇消失”，警方怀疑该幅名画已被
当作垃圾丢入堆填区。

疑被丢弃的画作名为 《山色苍茫酿雪天》，
以水墨描绘出寒冬雪山之景，为中国当代著名
书画家崔如琢的名作，于 2012 年所画，长 179
厘米，阔 381 厘米，日前以 2875 万港元在拍卖
会上成交。

这一作品是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2014年
春季拍卖”的重头拍品。据拍卖公司官网介绍，7
日晚举行的拍卖会展出崔如琢的 22 件作品，总
估价逾1.5亿港元，最终有16件成功拍出。

在拍卖会结束后，拍卖公司职员点算拍卖
品时，发现 《山色苍茫酿雪天》 失踪，并于 8
日报警求助。据悉，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录影后
并无发现可疑之处，但发现有清洁工人清理拍
卖会会场时，误将该幅名画混在废置物品中，
当垃圾搬上垃圾车后运走，相信该幅名画已掩
埋在屯门的堆填区。

新华社香港4月9日电（记者王小旎） 瑞银
亚洲消费业及互联网络研究部主管潘嘉怡9日表
示，中国电子商务发展迅速，去年市值已达2万
亿元人民币，受网购消费者数目增多、价格优
势明显及支付系统改善等因素推动，预计今年
中国电子商务市值可增至2.5万亿元，在零售行
业的渗透率更有望赶超美国。

潘嘉怡当日在一个媒体简报会上表示，中
国的电子商务规模占整体零售额的比例，已由
2012年的6％提升至去年的7%－8％，水平与美
国相若，预计今年电子商务的渗透率将超越美
国，市值也将大幅增加。

她表示，中国目前有3亿网购消费者，受惠
于城镇化的不断推进，网民及智能手机用户都
会随之增加，将有更多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购
物；此外，电子商务有效地降低了销售成本，
压低了零售价，加上电子支付系统日趋成熟，
进一步提高了消费者在网上购物的信心，这些
都是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利好因素。

潘嘉怡认为，电子商务的产生也加剧了零
售业原本存在的实体店供给过剩、成本不断攀
升等结构性弱点。

瑞士银行：

预计今年中国电子商务
市值可增至2.5万亿元

香港保利春拍

3000万港元画作离奇消失

在 深 化 海 峡 两 岸 经 贸 合 作
中，《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具
有格外的重要性。因为大陆去年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比

（43.9%），未来占比还将继续提高；
台湾更早已是一个服务业为主的

经济体，2008年—2012年，台湾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
在67.4%—69.4%之间，服务业占台湾就业人口比重超过
58%。而且，台湾服务业平均薪资高于工业，增长波动也
小于工业。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两岸经贸最大程度带动
两岸经济发展，特别是令台湾经济受惠，就必须为两岸
服务贸易创造更好发展环境。由于两岸货物贸易已经发
展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去年便高达1973亿美元，进一步
发展两岸经贸的重心也相应必然要放到服务贸易上；服
务贸易的发展，又有助于货物贸易的深化及其效益提高。

一、服务业在台湾
经济中的地位

两岸服贸究竟对谁更有利
梅新育（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