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非始終堅持一個理論：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兩岸經濟
博弈是「正和博弈」，也即雙方都是贏家，雙方都樂於參

與。「兩岸之間最需要避免軍事上的『負和博弈』，台海和平
對於兩岸民眾的意義，在胡錦濤總書記和馬英九先生的新年致
辭中都有明確的表達。」

資金流物流 兩岸仍不平衡
「兩岸經濟關係從正常化走向制度化，ECFA是第一步，是

非常關鍵的一步。」李非分析指出，台灣的對外投資中，目前
有55%投向中國大陸，45%投入海外。而這45%中又有一半經
過第三地轉進中國大陸，所以約有70%的對外投資目的地是大

陸。可以說，大陸是台灣最重要
的對外投資地、最大的貿易夥
伴、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

「並且很有可能成為最大的進口
市場。」

他進一步指出，過去一年台灣
同胞到大陸穩定在500萬人次，
大陸赴台則首次突破100萬人
次，未來5年內，兩岸往來人流
將趨於平衡。但資金流和物流還
會處於長期的不平衡狀態。目
前，台灣出口至大陸的貨物年均
約1,100億美元，大陸出口到台
灣的貨物僅300億美元，兩岸貿
易對台灣改善國際收支的重要性
十分明顯。

普遍認為，ECFA後續補充協
定將是2011年兩岸經貿交流的關
鍵點。李非指出，這是宏觀層面
的熱點，再深入一步，則貿易和
產業結構優化對接對兩岸經濟領
域的良性漸進，有 更實質和深
遠的影響。

作為兩岸「產業搭橋計劃」
專家組的一員，李非參與了包括
福建在內的多個省份的對台產業
對接規劃。他認為，目前大陸各
省在對台產業對接方面，錯位發
展不夠突出，往往存在某種程度

的惡性競爭或不規範操作，選擇相同或類似的某類產業為平台，而不夠
注重發揮本地優勢來建立特色產業，實現產業鏈的錯位發展。

未來經合熱點 聚焦中部六省
李非認為，未來10年，兩岸經濟合作的熱點在大陸中部6省。「大致劃

分，兩岸經合在區域表現上，長珠三角是傳統大熱點，海西區和環渤海
是次熱點，中部6省則是未來10年的新興熱點。」

根據李非的分析，江西從3年前金融危機發生起，三面通吃，在承
接台企方面做得相當出色。2年前安徽有突出表現，去年一年則是湖
北一枝獨秀。

與此同步，海協會與海基會繼續兩岸經濟制度化安排的補充協定的
協商迫在眉睫。李非表示，ECFA搭建起宏觀架構，但隨 貿易自由
化程度變高後，貿易摩擦會隨之而來，迫切需要後續如投資保障協定
等迅速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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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中央統戰部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常務理事、全國台灣研究會理事、國

台辦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兩岸產業合作之諮詢小組專家成員。

◎《台灣經濟發展通論》、《海峽兩岸經濟關係通論》、《海峽兩岸經濟合作問題

研究》等7部。累計發表學術論文200多篇，先後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1

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5項、教育部文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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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非與蕭萬長交流經濟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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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2010年台灣經濟增速超出預期，達到9.98%，

就業率等多項經濟指標也呈現抬頭之勢。但表現在年末

「五都」選舉選票上，國民黨總得票率卻遜於民進黨，

經濟對政治的拉抬作用未如預期樂觀。面臨2012台灣地

區領導人大選壓力的馬英九，是否會因此有所保留？

台經濟成果 民眾難分享
李非：台灣經濟復甦增長近10%，是26年來最好的一

次，但為什麼選舉時民眾還不滿意？我認為，最主要的
原因在於台灣經濟發展的成果不是由台灣民眾分享，過
於集中在達官貴人、大型企業。

客觀分析，台灣經濟的起飛、發展，都在國民黨執政
時期。民進黨執政8年，台灣經濟下滑已是不爭的事
實。但目前台灣民眾特別是「三中」群體(中小企業、
中下層民眾和中低收入群體)並沒有充分感受到兩岸交
流帶來的實惠。這是馬英九政府眼下需要改善的問題。

另一方面有人提出，近兩年來大陸赴台經貿考察團很
多，也簽了很多合作意向、協議，給了很多實惠。但是
由於大陸在做法上過於講究形式主義，所謂意向，最終
落到實處的究竟有多少？是否有專門的部門跟進？不得
而知。

兩岸互信的建立，共識的擴大，需要一個逐步累積的
過程，應當說，經過3年的穩定增長，兩岸之間已經建
立很好的互信基礎。但口惠實不至的做法，很可能輕易
推倒辛苦建立起的信任感。能做到的才簽，做不到就不
要簽，這是基本的原則和態度。

承上所說，台灣的主流民意決定了台灣的政治趨勢走
向，決定了執政黨的決策。在2012大選之前，台灣當局
的兩岸政策會更加謹慎。儘管政治、軍事談判不大可能
有貿然舉動，但經濟交流和互動，是符合主流民意的。
一部分利於民眾的開放政策，還會順水推舟地陸續出
台。

儘管「五都」選舉時經濟表現暫時沒有為國民黨帶來
預想中的拉抬作用，但可以肯定的說ECFA的效應，在
2011年將會進一步顯現，除了宏觀經濟數據，在就業率
等相關領域上的良性影響也會逐漸發酵。對於後ECFA
時期台灣經濟發展，馬英九政府應當有理性預估，只有
持續推動兩岸經濟交流的通路，才能進一步壯大這份成
果。

台企本地化 服務業優選
記者：根據商務部公佈的數據，目前在大陸投資的台

灣企業約有8.3萬家，協議金額超過500億美元。從2008

年開始的台商第四波「登陸」潮，是否在後ECFA時代

迎來一個關鍵節點？

李非：在大陸經濟快速發展的磁吸效應和ECFA的雙
重加持下，第四波台商「登陸」的高潮很有可能提前到
來。台商為進一步降低代工成本，將繼續不斷地轉移島
內生產基地，擴大在大陸的生產。不僅台灣傳統產業進
一步加快外移的步伐，高科技生產廠商也將大量前往大
陸地區設廠，外移產能。

在投資層面，東南沿海地區與台灣地區的經濟發展差

距逐步縮小，台資傳統產業在沿海地區的生
產成本明顯增加，生存空間越來越小，投資
門檻越來越高，開始面臨新的抉擇：一是繼
續向生產成本相對低廉的內地轉移，延續企
業的生命周期：二是進行產業升級或企業轉
型，從事高科技產業或投資服務性行業。

我認為，隨 台商製造業投資日趨成
熟，服務業將是未來熱門領域。島內研發
基地正加速向大陸轉移，許多知名企業紛
紛在大陸籌設研發中心、IC設計中心及軟
件開發基地，利用大陸軟件人才，開發設
計新產品，提供生產性服務。此外，零售
業、物流業、房地產業、金融業、保險
業、證券業、電信業、醫療業、專業服務等服務行業
的投資也將逐年增加，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將成為台
商投資的重要行業。

做大「蛋糕」 香港更受益
記者：我們注意到近一年來，香港與台灣之間的交流

十分熱絡，先後有貿發局駐台灣辦事處、港台經濟文化

合作協進會等平台成立。但憂心香港邊緣化的聲音卻一

直存在。您認為，在全新兩岸格局下，香港的轉型方向

何在？

李非：港澳一直是兩岸關係的一個中轉站，兩岸「大
三通」以後，港澳與台灣的關係需要轉型。但香港的中
轉角色也不是完全淡化，應該淡化的只是基本生產要素

的中轉站角色，加強兩岸的資金技術研發等高層次的服
務領域的中轉角色，成為台商進軍大陸的「橋頭堡」。

首先，港澳可以為台灣中小企業提供人力方面的補
充。台灣的中小企業大多在人力方面有所欠缺，如果要
往大陸方面的話，可以借助港澳方面的人才。畢竟港澳
方面已經有相當成熟的人才和經驗了。

其次，中小企業通過港澳這個平台可以搶先一步到大
陸發展。因為ECFA開放是一步一步進行的，但有些要
素CEPA已經有了，企業借助港澳這個平台，可以快人
一步，搶佔大陸商機。

事實上，兩岸大三通後，香港的份額看似縮小了，但
是「蛋糕」做大了，香港從中獲得的總量實際上比原來
也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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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早期收穫清單2011年全面啟動實施。圖為廈門海
關碼頭現場檢驗台灣水果。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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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李非教授。

■台灣運輸產品是ECFA大贏家，其中單車是台灣
優勢產業。 資料圖片

從1983年進入當時的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

攻讀碩士至今，李非投身兩岸經濟領域研究

足足28年，當年與他一道起步的同好，迄今

浸淫此間的所剩無幾。「很多人覺得台灣太

小了，彈丸之地不足以作為區域經濟學研究

的方向，遂轉向亞太經濟，我可能是比較

『專一』的一個。」

李非很早便有機會接觸有關台灣的資料，

對台灣的了解較同齡人更深一層，後來選擇

這個領域持續發展也就順理成章。「現在的

觀念是分工越來越細，但上世紀80年代要在

台灣研究領域深扎根，聽起來是很不可思議

的。」

謹記「大樹理論」 扎根研究
在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大樹理論」是

每一個學生都必須謹記於心的。李非說，自

己從一入院起，便記下「台灣研究是一棵大

樹，樹根深才不容易倒掉，頂冠才能枝繁葉

茂」的教誨。

在李非看來，兩岸關係20多年曲曲折折，

但緊張時雙方需要互相了解，緩和、改善了

就更要了解。「尤其經濟領域，課題越做越

多。」

他猶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兩岸學者剛剛

開始接觸，受到各自意識形態的影響，研討

會往往演變成互相批評指責。「我們批評他

們政策不開放，他們批評我們政策保守。」

李非說，從學者交流就可以推論，「擱置爭

議」是需要怎樣包容的胸襟和眼光才能實

現。另一方面，近10年來，隨 兩岸交流日

益頻繁，信息來源更充分、透明、公開，決

策層對學者觀點的接受度也越來越高。這一

點上，李非深有體會。

近兩個小時的採訪過程中，涉及到幾十個

經濟數據，李非都信手拈來，無需停頓思

考。李非說，「不僅是兩岸經濟，世界各國

的經濟指標我都喜歡搜集研究對比。」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早期收穫清單2011年全

面啟動實施，初步效應在原產地證書簽發等方面已有顯現。資深

兩岸關係專家、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主任李非教授接受香港文

匯報專訪時指出，經濟領域互動仍將是2011年兩岸關係的主軸，

大展鴻「兔」的雙贏局面可以預期。他並認為，在ECFA揭開新

紀元後，兩岸關係在經濟領域將進入新一輪量變過程，同時並為

政治、軍事領域未來的質變累積互信、加固紐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舒婕

■資深兩岸關係專家、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
主任李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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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貿論壇期間，李非在中央電視
台擔任評論嘉賓。 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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