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年青一代“大陆创业热”持续升温

上海仍为台商投资创业福地
本报记者 沈则瑾

全球经济形势仍存不确定性，但到上海投资创业的台商
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经济日报》记者近日在上海采访政府
相关部门和部分台商，深切感受到许多在上海创业有成的台
商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台湾年青一代“大陆创业热”持续升
温，上海继续成为台商、台资企业投资创业的福地。

记者从上海市统计局和上海市台办了解到，2015 年台
资企业在上海直接投资合同金额达 6.5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1%。记者还从上海自贸区了解到，台湾商品中心去年11
月已经营运，台湾有关经济部门正在考虑在自贸区设“台湾
精品馆”，自贸区已累计批准台商投资企业395家，吸引合同
台资12.46亿美元。很多台商告诉记者，虽然上海的投资环
境相对较好，但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上海美声集团总管理处总经理李崇章说，大陆确实处处
是机会,台商充满信心。李崇章是上海台商协会闵行区主
委,他组织闵工委的委员们为社会多做好事:5 年前就开始
在闵行区居民小区内推动垃圾不落地,清净在源头和分类
再利用的理念；在台协下面成立永续农业发展联谊会，把自
然农耕生态理念教给孩子们；捐款捐物帮助贫困孩子和弱
势群体。李崇章说，台商们非常愿意回馈社会。协会还举
办培训，帮助台资企业的中层管理人才提高综合水平。不
久前，协会还在台办支持下去政府采购中心了解如何进入
政府采购清单。

广禾堂草本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
官钟宇富说，目前台资企业在上海占外资份额已达十分之
一，这是两岸经贸累积多年的成果。台湾年青一代来上海发
展，要与这些年发展很好的大陆品牌以及国际品牌竞争。面
对挑战和冲击，只有比市场跑得快，不断领先，求新求变，肯
投入愿融入，才能生存和发展，他希望未来“十三五”规划能
为两岸合作、台资企业带来更多机会，台资企业能实际参与
到大陆“十三五”的发展之中。广禾堂从事的母婴健康产业
已迎来“全面二孩”新政机遇。今年前三个月，企业销售已有
显著增加。钟宇富说，“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实施，将迎来
母婴健康产业的蓬勃发展，为相关产业注入利好商机。可以
预见未来3年到5年内，与生育相关的月子母婴产业，与银发
族、乐龄族相关的健康产业都将蓬勃发展。

不少台资企业都面临转型升级的问题，今年 2 月底刚
揭牌的“慧高·光创园”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是上海慧高
精密电子工业有限公司的转型之作。新建的研发中心大楼
改成创业基地后，已吸引了 30 多家企业落户，在上海打拼
了 25 年的董事长吕勇逵希望能帮助像他一样来大陆创业
的台湾年轻人，两岸青年在这里共同创建一样的未来，成为
生命共同体。入驻光创园的上海尚玖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
司起源于台湾，总经理赵晨阳说，光创园是一个很好的平
台，可以给予创业期的企业在寻找市场、挖掘客户时更多指
导和更好机会。

对于香港和台湾来说，“一带一路”
建设将推动两岸及香港金融合作迈出新
步伐。在第六届两岸及香港《经济日报》
财经高峰论坛开幕之际，两岸及香港金
融业人士热议“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新
机遇。

共同愿景 共同机遇

“对于两岸及香港来说，‘一带一路’
建设是共同的机遇。”对外经贸大学校长
助理丁志杰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
倡议国际经济合作的重大举措，对解决全
球发展和不平等有重要意义，将为全球经
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中，最需要的就是
资金和项目，其中产生了大量的投资机
会，无论对于香港还是台湾来说都是合
作发展的机遇。交通银行台北分行行长
朱忱认为，银行业应采取跟随客户的战
略，利用两岸企业在“一带一路”的既有
产业网络，为大型产业合作、基础设施建
设等领域提供投融资支持，将两岸现有
产业合作延伸到“一带一路”建设所覆盖
的区域，实现两岸合作效益的外溢，为深
化两岸经贸往来注入新的动力。

然而，两岸及香港合作的内涵不仅仅
局限于金融业。在经济学家、前海创新研
究院院长陈坤耀看来，“一带一路”金融合
作的内涵绝不仅仅是金融业本身的合作，
而是通过合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各项发展筹融资，提供发展的资金；同时
通过合作，共同应对如量化宽松带来的国
家金融风险等，为沿线国家、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提供更加稳定的金融环境。

各显所长 实现共赢

“一带一路”好像是一条线，把国家
和地区间以发展经济为目标的各项合作
串了起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各方应
该充分发挥优势，各显所长。香港等国际
金融中心，应该抓住“一带一路”金融合
作的机遇，充分发挥金融中心的各项功

能和作用，台湾也应借助“一带一路”建
设，促进两岸产业优势互补与资源整合。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大中
华区总裁黄碧娟认为，“一带一路”建
设为国家和地区间的合作提供了框架，
合作过程中，资金是必不可缺的，这就
突出了“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作用。
在推广和实施方面，香港可以优先发挥
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以绿色基金方
面的合作为例，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运
作平台，可以通过现有运行网络筹集资
金、推广项目。

台湾与大陆的经贸往来有着天然的
互补性和紧密联系，使得台湾可以借助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两岸产业优势互补
与资源整合，逐步扩大区域合作的效
果。朱忱表示，近 30 年来，大陆经济快
速发展，两岸经济合作方式从而进入新
的调整期，以“台湾接单—大陆生产—海
外销售”为主的产业交流方式，正在向

“两岸合作、共同创造、全球销售”的新方

式转变。“台湾在许多高新技术产业领域
具有先进的技术和创新能力，大陆有庞
大的制造能力、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巨大
的市场潜力，两岸在这些领域合作能打
造出国际领先的产业和国际知名的产
品，从而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
进程。”

主动融入 应对挑战

“一带一路”建设既是机遇，也是挑
战。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以
及自贸区的建设，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
度不断提高。在丁志杰看来，“一带一
路”建设是开放的。随着中国市场的更
加开放，需要愈加开放的心态与之相适
应，各方需要更为主动地融入和对接、积
极地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去。

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执行长陈德昇
建议，应该规划先行。“台湾如何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实现大陆经济的进一步融

合，应该有一个中长期的规划。”他坦言，
大陆的强项在于硬件，以及在资金、基础
设施和地缘政治方面具有优势。台湾的
强项在于软件，即管理和服务业。长期
规划应该有制度上的设计，只有将硬件
的建设与软件的配套结合起来，成功机
会才会更大。

除了自上而下的规划，加强民间合
作也是实现共赢的前提。陈德昇认为，

“一带一路”沿线那么多国家，要加强中
外合作、推动区域发展，必须体现“与邻
为善、以邻为伴”的友善。陈德昇认为，
两岸企业家应该携手共同应对挑战，一
方面对地域特点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将
硬件软件兼容并举，把实现互惠共赢落
到实处。“我们有共同的愿景，也有合作
的共识。”陈德昇对“一带一路”建设过程
中的机遇充满信心。“但我们不能做旁观
者，应认真思考、务实合作。”陈德昇认
为，如何把台湾在管理、服务方面的优势
更好地发挥出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一带一路”推动两岸及香港金融合作
本报记者 陈果静 廉 丹 禹 洋 朱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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