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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ＦＡ对闽台经贸合作的影响及对策思考

袁莉琳，季　鹏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０８）

摘　要：分析了闽台经贸合作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并对ＥＣＦＡ签订前后闽台经贸的数据进行比较。结果

发现，ＥＣＦＡ的签署对闽台进出口贸易、投资往来和产业合作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两地经贸合作仍存在福建

单向让利明显、进出口增长不稳、引资能力下降、产业结构亟待调整等问题；提出福建应不断提升出口产品竞争

力、改善投资环境、打造平潭实验区、优化产业结构，以进一步深化闽台经贸合作。

关键词：ＥＣＦＡ；闽台；经贸合作；ＳＷＯ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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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狅犿犻犮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犉狉犪犿犲狑狅狉犽犃犵狉犲犲犿犲狀狋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ＥＣＦＡｈａｓ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ｓｉｄｅ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ｓｏｍ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ｕｃｈ

ａｓｏｎｅｗａｙｂｅｎｅｆｉｔｆｒｏｍＦｕｊｉ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ｇｒｏｗｔｈｕｎｓｔａｂｌｙ，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ａｖｅｎ’ｔｂｅｅｎｓｏｌｖｅ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Ｆｕｊｉａｎｓｈｏｕｌ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ｅｘｐｏｒ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ｂｕｉｌｄＰｉｎｇｔ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ｏｄｅｅｐｅ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ｕｊｉａｎａｎｄＴａｉｗａ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ＥＣＦＡ；ＦｕｊｉａｎａｎｄＴａｉｗ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ＷＯ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１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和财团法

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完成换文程序，同意 《海峡两岸

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ＥＣＦＡ）于２０１０年９月

１２日实施，标志着两岸经济关系迈向正常化、机

制化与自由化。ＥＣＦＡ的签订旨在加强和增进海峡

两岸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推动两岸的经济共

同繁荣发展。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闽台贸易总额累计

达４２１．９亿美元，实际吸收台商直接投资１１．６２亿

美元。目前台湾已是福建最大的进口来源地、第六

大出口地、第三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ＥＣＦＡ大

背景下，剖析闽台经贸合作中的优劣势所在，充分

抓住机遇，有利于进一步深化闽台经贸合作，推动

两岸关系的和谐化。

１　闽台经贸合作的ＳＷＯＴ分析

１．１　内部优势

１．１．１　地理位置相近　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相

距宽度不到２００ｋｍ，“福州鸡鸣，基隆可听”这句

谚语更是说明福建与台湾的地理相近［１］。基于这一

优势，福建省成为最先开始对台贸易的地区，也是

台商最早的登陆地区。两岸实现 “三通”以来，闽

台之间的地理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摆脱了过去闽

台之间往来需要绕道港澳的尴尬局面。目前，两岸

正常经营的海上客滚班轮航线共５条，全部在闽台

之间，加上独有的 “小三通”优势，福建共有８条

海上客运班轮航线；空运上，福建的福州、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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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和武夷山机场均可直航台湾。临近的地理位

置，便利的海上交通，使得福建在两岸经贸合作过

程中起着 “排头兵”的作用。

１．１．２　经济优势互补

１．１．２．１　要素禀赋互补　在自然资源方面，福建

土地总面积高达１２１４万ｈｍ２，是台湾的３．４４倍，

且矿产资源丰富，可有效弥补台湾相应资源的不

足。在劳动力资源方面，福建省劳动力资源丰富，

据统计，２０１３年福建省劳动人口共有２５５８．８万

人，而台湾仅有２３３７．４万人，为福建劳动人口数

的６７．７％；但台湾地区识字率高达９８．４％，福建

省为９４．９４％，即福建省的文盲率是台湾３．１６倍；

闽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流动，可实现劳动力数量与

质量优势上的有机互补，为闽台经贸发展提供人才

保障。在资本要素方面，台湾地区的资本资源历来

丰富，一直是大陆地区招商引资的主要来源地。

２０１３年，福建利用台商直接投资４．２５亿美元，同

比增长８７．６％，占当年福建吸收全部外商直接投

资额的６．３６％，仅次于香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

可见，台湾丰厚的资金能够有效补足福建在资金方

面的匮乏，推动闽台经济共同发展。在科技投入方

面，福建省科技人员２３．９９万人，是其人口总数不

到０．６５％；台湾科技人员为２５．５２万人，占其人

口总数的１．２６％，是福建省的近２倍。台湾地区

的研发经费无论是金额还是比重都是远高于福建

的，尤其是政府投入部分，所占的比重是福建的３

倍多。

１．１．２．２　产品市场互补　大陆地区居民数量庞大，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取得了显著发展，人们的生活

水平日益提高，对于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愈加旺

盛。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台湾深受内需不

足的影响，岛内经济一度处于低迷的状态。通过深

化两岸经贸合作，台湾可利用福建居民巨大的消费

市场推动经济的复苏。

１．１．２．３　产业结构互补　２０１３年，福建的三次产

业结构比重为８．９∶５２．０∶３９．１，以第二产业为

主；台湾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１．７∶３０．０∶６８．３，

以第三产业为主。可见闽台产业结构在整体上有较

强的互补性，双方可加强第二、第三产业的合作，

推动经贸往来的进一步深化。

１．２　内部劣势

１．２．１　闽台主导产业重叠，导致贸易限制加深　

虽然闽台三次产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存在较

大的不同，福建偏重于第二产业，而台湾第三产业

占比最高，但在推动本土经济发展过程中，闽台在

主导产业的选择上有较大的相似性。长期以来，台

湾当局都以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作为推动其

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尤其是其半导体、集成电路

的高新技术产品在世界市场上颇具地位。近年来，

为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福建省在重点产业的

选择上亦偏向于高新技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闽台

在发展各自主要产业上各具优势，台湾起步早、产

品先进，福建则拥有丰富的要素资源及巨大的成长

空间和势头，两岸主导产业的重叠，行政部门出于

对本土产业保护的需要，会进一步加深两岸间的贸

易限制，阻碍双方经贸合作往来。

１．２．２　闽台出口产品相似，易引发恶性竞争　

２０１３年，台湾出口排前的产品主要有机电产品，

贱金属及其制品，塑料、橡胶，光学、钟表、医疗

设备，化工产品，矿产品，纺织品及其原料，运输

设备，家具、玩具、杂项产品，陶瓷、玻璃，活动

物、动物产品等；福建出口排前的产品主要有机电

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鞋靴纺纱、织物、制成及

有关产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食品及活动物，化学

产品及有关产品。可见，闽台出口产品的章类构成

十分相似，两岸在国际市场上为争夺市场份额，必

然引发激烈的竞争，如若控制不当，甚至会导致双

方的恶性竞争，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１．３　外部机会

２０１０年，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

署，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进入崭新篇章。在新时期、

新背景下福建省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充分利用国

家政策优势［２］，掀开闽台经贸合作的崭新一页。福

建省拥有的外部机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３．１　海峡西岸先行先试政策　２００９年５月，国

务院出台了 《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

济区的若干意见》，明确了福建省作为对台经贸合

作的先行先试地位［３］。福建作为两岸经贸合作协议

框架的最佳试点区域，与台湾之间实现了良好对

接，包括 “两门”对接，即厦门与金门组合； “两

马”对接，即马尾与马祖组合；两岛对接，即东山

岛与澎湖岛组合；两港对接，即东冲港与基隆港组

合；此外还有平潭与新竹对接组合、忠门半岛与台

中的对接组合［４］。通过区域间的合理对接，闽台经

贸合作将不断深化。

１．３．２　平潭综合实验区政策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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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国务院正式批复 《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

划》，这是中央首次赋予一个地区独有的对台优惠

政策。根据规划，平潭综合实验区将建设成为 “两

岸同胞合作建设、先行先试、科学发展的共同家

园”，实施 “一线放宽、二线管住、人货分离、分

类管理”的发展模式，目前已拥有台资企业２６１

家。平潭作为闽台合作的先锋，以其独特的区位优

势，将逐步打造成为自由贸易港区，成为两岸经贸

往来的沟通枢纽。

１．３．３　厦门特区覆盖全岛优势　１９８５年６月２９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

（包括鼓浪屿）总面积１３１ｋｍ２，并逐步实行自由

港某些政策，以此促进闽台两地贸易往来和人员往

来，推动厦门特区更好、更快的发展［５］。

１．４　外部威胁

１．４．１　周边省份发展形势良好　福建虽是在海西

经济区中处于主导地位，但与周边省份———浙江、

广东、江苏、上海等省份相比，其发展程度还是较

为落后。根据各省份统计资料显示，在５个省份

中，福建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最后，整体产

业结构水平有待进一步优化。近年来，福建对台吸

引力有所下降，２０１３年，闽台贸易总额小于周边

省份，与第一名广东省相比，相差了近５倍。从台

商直接投资来看，２０１３年，福建吸收台商直接投

资总额不足江苏省的一半。

１．４．２　台湾政治因素的不确定性　两岸统一问题

迄今未实现，“台独分子”野心不减，常利用各种

政治手腕鼓动台胞阻碍两岸经贸合作的进行，以台

湾产业空心化、经济被控制等大陆 “威胁论”误导

民意，企图谋求其政治利益。台湾政治因素的不稳

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闽台贸易的友好往来，尤

其在进出口贸易上，对福建产品和服务设置了诸多

障碍，限制了闽台经济的共同进步。

２　ＥＣＦＡ对闽台经贸合作的影响

ＥＣＦＡ的签署旨在通过逐步减少和消除两岸之

间贸易往来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贸易限制措施

等，实现两岸贸易自由化发展。ＥＣＦＡ为闽台经贸

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新的契机，促进了闽台进

出口贸易、相互投资、产业合作等方面的发展［６］。

２．１　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台湾经济受

到较大冲击，如表１所示。２００９年台湾对福建出

口额为５４．５３亿美元，同比下降了８．７４％，而福

建对台湾的出口额则上升至１５．３９亿美元，同比增

长了１６．０６％。２０１０年两岸签署ＥＣＦＡ 后，闽台

进出口贸易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改善，２０１０年贸易

总额高达１０３．９亿美元，同比增长了４８．６％，对

台进口额为８１．７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９．９７％，对

台出口额为２２．１２亿美元，同比增长了４３．７３％。

２０１０年以后，闽台进出口额稳步增长，年平均增

长率为７．３４％。２０１３年，闽台贸易总额为１２８．４８

亿美元，占台湾全部贸易总额的２．２３％。其中福

建自台湾进口的总额为９６．２７亿美元，占福建省进

口总额的 １５．３２％；福建出口至台湾的总额为

３１．２１亿美元，占福建省全部出口额的３．０３％。

２０１３年，福建省为台湾创造的贸易顺差高达６４．０６

亿美元，占其全部贸易顺差总额的１８．０５％。

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福建对台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贸易总额 对台进口额 对台出口额 对台净出口额

２００８ ７２．５６ ５９．３０ １３．２６ －４６．０４

２００９ ６９．９２ ５４．５３ １５．３９ －３９．１４

２０１０ １０３．９０ ８１．７８ ２２．１２ －５９．６７

２０１１ １１６．１５ ８６．１０ ３０．０５ －５６．０５

２０１２ １１９．５８ ８８．７０ ３０．８８ －５７．８２

２０１３ １２８．５０ ９６．２７ ３２．２３ －６４．０４

　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数据来自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福建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０年后数据源自福州海关官网 （ｈｔ

ｔｐ：／／ｆｕｚｈｏｕ．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

　　由图１可看出，闽台贸易总额及进出口的同比

增长幅度在２０１０年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可见ＥＣ

ＦＡ的签署有效促进了闽台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此外，对台小额贸易作为福建省对台贸易的有

益补充和特殊方式，也取得了一定的增长。根据相

关统计资料显示：２０１２年福建省共有２９个对台贸

易点、４４家对台小额贸易经营企业，全省对台小

额贸易额３．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８０．７９％，其中进

口２．６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９２．５％，出口０．７５亿

美元，其中同比增长４８．４７％。截至２０１２年底，

福建累计对台小额贸易总额１６．０２亿美元，其中对

台出口８亿美元，自台进口８．０２亿美元，进出口

基本平衡。

２．２　对投资往来的影响

ＥＣＦＡ第五条对两岸投资做出了详细规定，要

求建立投资保障机制，提高投资相关规定的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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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闽台贸易额增长情况

度，逐步减少两岸相互投资的限制，促进投资便利

化。ＥＣＦＡ的签署，有效促进了闽台两地的投资往

来。

２．２．１　福建吸收台资的情况　如表２所示，２００９

年，福建实际利用的台商直接投资２．２９亿美元，

台商直接投资合同数３２４个，合同额为５．３７亿美

元。２０１０年，ＥＣＦＡ签署后，福建实际利用台商

ＦＤＩ额为２．３８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９３％，ＦＤＩ合

同数为４０８个，同比增长２５．９３％，ＦＤＩ合同额为

７．６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１．９０％。至２０１３年，福

建实际利用的台湾ＦＤＩ为４．２５亿美元，相比于

２００９年提高了近１倍，ＦＤＩ合同数个数虽有减少，

但占福建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合同总数的比重相较

２００９年仍提升了近３个百分点，ＦＤＩ合同额为

１１．７０亿美元，是２００９年的２．１８倍。ＥＣＦＡ的达

成，有效刺激了台商来闽投资。

表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福建利用台资情况

年份

实际利用ＦＤＩ ＦＤＩ合同数 ＦＤＩ合同额

金额（亿美元） 占比（％） 个数（个） 占比（％） 金额（亿美元） 占比（％）

２００９ ２．２９ ３．９９ ３２４ ３４．５０ ５．３７ １０．０２

２０１０ ２．３８ ４．１０ ４０８ ３５．８２ ７．６２ １０．３３

２０１１ ２．７３ ４．４０ ３５５ ３４．１７ ７．５６ ８．２０

２０１２ ２．２６ ３．５７ ３５８ ３９．０８ １３．６２ １４．６６

２０１３ ４．２５ ６．３６ ３１４ ３７．３８ １１．７０ １４．０４

　注：数据来自 《福建统计年鉴》（２０１４）、《福建对外经贸统计年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

２．２．２　福建到台湾投资的情况　ＥＣＦＡ达成后，

台湾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陆资赴台的限制，

福建赴台投资企业数与投资规模在大陆持续保持领

先位置，并创三项大陆第一：大陆首家入台投资企

业、大陆首家经商务部核准以人民币直接投资方式

开展对台投资的企业、大陆企业赴台投资金额最大

项目均来自福建。根据 《福建省对外经贸年鉴》

（２０１３年）相关统计显示：２０１２年，福建企业对台

投资额 （含增资）８３０２．１万美元，同比增长２５

倍；福建省经商务部核准在台投资企业和机构共

３５家 （１８家企业、１７家机构），累计核准福建企

业对台投资额１．６３亿美元。

２．３　对产业合作的影响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台湾成功实现了经济转型，

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三次产业均衡发展。相比之

下，福建的经济水平较为落后，长期以第二产业为

主，第三产业比重有待提高。两岸签署ＥＣＦＡ后，

闽台两地基于产业结构互补优势，进一步深化产业

４１ 台 湾农业探 索 ２０１５年６月



合作，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由表３可知，长期以来，台湾的ＧＤＰ都是远

高于福建的。２００１年，台湾的ＧＤＰ总额是福建的

５．７６倍；２００７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仍有３．２７

倍；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台湾经济受到较大

冲击，ＧＤＰ总值降至２６６３２．８亿元，同比下降了

１３．３５％，第一产业波动较小，第二、三产业分别

同比下降了２２．５５％、９．８２％。２０１０年，ＥＣＦＡ签

署后，改善了台湾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呈现的低迷状

态：ＧＤＰ 提 升 至 ３０１５８．１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１３．４８％，三 次 产 业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了 ７．５７％、

２１．６４％、１０．２２％。ＥＣＦＡ 对台湾产业经济的发

展，更多在于短期的刺激，使其第二、三产业经济

实现复苏。而对于福建而言，其影响作用则是长

效、持久，２０１０年以来，福建的 ＧＤＰ稳步提升，

从协议签署前的１２２３６．５亿元增长至２１７５９．６亿，

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５．４８％，第一、二、三产业分别

增长０．６４、０．８８、０．６９倍，以第二产业增长最为

明显，说明ＥＣＦＡ促进了福建工业化进程的发展。

表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闽台ＧＤＰ及三次产业产值情况

［单位：亿元 （人民币）］

年份

ＧＤＰ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福建 台湾 福建 台湾 福建 台湾 福建 台湾

２００１ ４０７２．９ ２３４５７．２ ６５１．１ ４４５．７ １８０３．５ ６７４１．６ １６１８．２ １６２６９．９

２００２ ４４６７．６ ２４７５６．３ ６６４．８ ４５０．６ ２０３７．０ ７５２１．０ １７６５．８ １６７８４．８

２００３ ４９８３．７ ２６０２３．９ ６９２．９ ４４５．０ ２３４０．８ ８１１９．５ １９４９．９ １７４５９．４

２００４ ５７６３．４ ２９５９９．８ ７８６．８ ４９６．７ ２７７０．５ ９３９８．０ ２２０６．１ １９７０５．１

２００５ ６５５４．７ ２９２４９．７ ８２７．４ ４８７．９ ３１７５．９ ９１４３．５ ２５５１．４ １９６１８．３

２００６ ７５８３．９ ２９８９３．６ ８６６．０ ４８２．４ ３６９５．０ ９３６５．８ ３０２２．８ ２００４５．４

２００７ ９２４８．５ ３０２１５．９ １００２．１ ４５０．２ ４４７６．４ ９４８１．７ ３７７０．０ ２０２８３．９

２００８ １０８２３．０ ２６６３２．８ １１５８．２ ４２５．９ ５３１８．４ ７７３６．８ ４３４６．４ １８４７０．１

２００９ １２２３６．５ ２６５７６．８ １１８２．７ ４５９．８ ６００５．３ ７６８６．０ ５０４８．５ １８４３１．０

２０１０ １４７３７．１ ３０１５８．１ １３６３．７ ４９４．６ ７５２２．８ ９３４９．０ ５８５０．６ ２０３１４．５

２０１１ １７５６０．２ ２９２０３．３ １６１２．２ ５２２．７ ９０６９．２ ８７２８．９ ６８７８．７ １９９５１．７

２０１２ １９７０１．８ ３０５５７．７ １７７６．７ ５４３．９ １０１８７．９ ８８８６．２ ７７３７．１ ２１１２７．６

２０１３ ２１７５９．６ ３０２４０．３ １９３６．３ ５０８．０ １１３１５．３ ９０７２．１ ８５０８．０ ２０６６０．２

　注：数据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福建省统计年鉴》（２０１４年）、《台湾统计年鉴》（２０１３年）整理而成。

图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福建和台湾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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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２可知，协议签署后福建省第一产业比重

稳步下降，第二产业比重明显上升，但第三产业受

到一定影响、比重略有下降。从总体上看，福建的

产业结构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工业和建筑业的竞

争力有较大提升。台湾第一产业未受到明显影响，

这与ＥＣＦＡ承诺吻合，说明闽台合作并未对台湾

弱势产业造成冲击，台湾二、三产业的比重都得到

了很好的恢复，第二产业比重明显回归金融危机爆

发前的水平。

３　ＥＣＦＡ下闽台经贸合作存在的问题

３．１　闽台进出口失衡严重，福建对台单向让利明显

２００１年，闽台实现 “小三通”以来，两岸进

出口贸易往来不断密切，除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爆发

贸易额有所减少外，整体保持上升趋势。截至

２０１３年，福建对台出口２１９．７６亿美元，自台进口

８１８．８８亿美元，共为台湾创造了５９９．１３亿美元的

贸易顺差。闽台经贸合作，一直以福建让利为基

础，台湾当局对福建出口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

ＥＣＦＡ早期收获清单中台湾收获商品清单５３９项，

大陆方仅收获２６７项，不到台湾的１／２。福建的部

分产业虽在早期收获清单中具有竞争力，但不论是

早收项目的数量或开放力度，仍以福建单方面让利

为主。

３．２　进出口贸易增长趋势不稳定，增幅波动大

“台独分子”常利用各种政治手段阻碍两岸经

贸合作的进行，以台湾产业空心化、经济被控制等

大陆 “威胁论”误导民意，企图谋求其政治利益。

加上台湾当局对促进闽台贸易往来的政见不一，使

得两岸经贸往来增幅波动明显。从图１可看出，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闽台出口贸易增率出现３次低谷和３

次波峰，２００９年下降至历史最低点，为－３．６４％；

２０１０又上升至历史最高峰，为４８．６％。可见，闽

台进出口贸易极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其脆弱性将

制约两岸贸易往来的进一步深化。

３．３　福建发展水平较低，引资能力不断下降

随着台商投资理念由重乡土情节向重资本收益

转变，福建原有的亲缘优势逐渐减弱［７］。而且福建

基础环境不足等问题逐步凸显，台商直接投资开始

不断向周边发达省份———浙江、上海、江苏等地转

移。与周边省份相比，福建发展水平仍较为落后，

２０１３年，福建ＧＤＰ与广东相差近２倍，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不足上海的一半，对外贸易额在东南沿

海５个省份 （福建、广州、浙江、上海、江苏）中

排名最后，导致福建引资能力不断下降，２０１３年

底福建吸收台商直接投资总额不足江苏省的一半。

此外，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不

断上升，台资又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如

湖北、陕西等地，福建吸引台资的能力进一步被削

弱。

３．４　福建产业结构有待调整，第三产业比重明显

不足

　　目前，福建仍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占比

不到４０％，和台湾产业结构相比差距较大。闽台

产业结构的互补性虽有利于两岸经济合作，但台湾

产业特别是在第三产业的竞争优势，易导致福建服

务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两岸出口产品相似，

主导产业选择重叠，不利于福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发展，政府当局处于对本土产业的保护，可能会导

致两岸贸易限制的深化。从图２可看出，ＥＣＦＡ签

订后福建第三产业的比重不升反降，从短期来看，

台湾优质的现代服务业的确会对福建服务业的发展

造成一定的冲击。

４　深化闽台经贸合作的对策建议

４．１　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促进闽台经济协同发展

闽台均属于外向经济增长模式，产品进出口额

是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两岸进出口贸易

不平衡性虽在一定程度受到台湾当局的限制性政策

的影响，但与福建本土产品质量较差、产品竞争力

不足亦息息相关。一方面，福建应学习台湾产业发

展模式、企业管理经验等提升自身产品的竞争

力［８］。以服贸产品为例，福建应从产品的外观、舒

适度、独特性等方面力求创新，并加入高科技元

素，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打造世界级品牌，避免通

过一味的模仿和价格战抢占市场，从而阻碍整个行

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台湾应适度降低对闽进台产

品的门槛限制。双管齐下，推动闽台贸易往来的均

衡发展。

４．２　优化投资环境，提高引资能力

随着台商投资动向的变化，福建吸引台资的能

力有所下降，优化本地投资环境，提高台商投资比

重，显得尤为重要［９］。首先，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

制，简化金融业务办理程序，完善信用评级制度，

优化投资环境。其次，利用ＥＣＦＡ在金融方面的

承诺，深化闽台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合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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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两岸金融服务中心，创新金融业务，推动两岸金

融业共同进步［１０］。再者，放开闽台金融管制，建

立厦门金融结算特区，实现特区内人民币与新台币

的自由兑换，简化贸易支付手续，降低金融风险。

４．３　全力打造平潭综合实验区，构建两岸共同家园

平潭是大陆距台湾本岛最近的区域，岸线港

口、海洋生物、滨海旅游、清洁能源等资源丰富，

开发空间广阔，是大陆对台合作的 “先锋军”。全

力打造平潭综合实验区，有利于推动两岸人员、投

资和贸易的自由往来。首先，应完善平潭港区建

设，全面打造成连接台湾的自由贸易港区。其次，

全面落实各项优惠政策，提升对台吸引力。再者，

建立机构简化、职能综合、结构扁平、运作高效的

监管机制，为全面建设综合实验区提供组织保

障［１１］。

４．４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

目前，世界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对

全球经济的贡献率高达７０％，大力发展服务业，

特别是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地区

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１２］。台湾的服务业发展较快，

进入新世纪以来，其服务业产值对ＧＤＰ的贡献率

一直都接近７０％。首先，福建应学习台湾服务业

的管理模式，引进先进人才，促进服务业的发

展［１３］。其次，闽台应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

利用两岸服务业的有机 “融合”，避免过度保护和

恶性竞争，实现两岸经贸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新格局，提升服务业关联度，优化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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