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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 (ECFA)有利于推动实现两岸

经贸关系正常化 、 经济合作制度化 , 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台湾在贸易中的竞争力 , 吸

引更多的外来投资 。 ECFA是一个纯经济议题 , 与政治无关;它有助于台湾摆脱在

亚太经济合作中的边缘化处境 , 有助于探索两岸经济共同发展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机制相衔接的可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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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总书记在对台政策的六点意见中

指出 , 两岸要推进经济合作 , 促进共同发
展。两岸实现全面 、 直接 、 双向的 “三通 ”

以来 , 进一步推动实现两岸经贸关系正常
化 、 经济合作制度化已经成为促进两岸经济

发展 , 实现共同繁荣的迫切需要 。 “两岸经

济合作框架协议 ” (ECFA)就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产生的。目前 ECFA已正式签署 , 我

们需要对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因此 , 本文
将从内容与谈判进程 、 提出背景与意义 、 关

于 ECFA的思考等几个方面对 ECFA进行
探讨。

一 、 ECFA的内容与谈判进程
ECFA全称是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

协议 ”, 由 2008年台湾提出的 “综合性经
济协议 ” (CECA)发展而来。所谓 “框架

协议 ” , 是指在签订正式协议之前所拟订的
纲目 , 先确定范围和整体目标 , 具体内容则

留待以后谈判协商。由于 CECA是一个全面
性的经济合作协议 , 将其覆盖的所有项目谈

妥将会耗费很长时日 , 为了使两岸的经贸关

系尽快正常化 , ECFA作为两岸经济合作的
框架协议便正式登场。

ECFA的主要内容将涵盖两岸间的主要

经济活动 , 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市场
开放 、 原产地规划 、 早期收获计划 、 贸易救
济 、 争端解决 、 投资和经济合作等①。马英

九在向台湾民众解释时说 , ECFA的内容分
为三部分 , 一是减免关税 , 台湾产品出口到

大陆的关税 , 不必再课以重税 , 出口一定会
增加;二是投资保障 , 目前台湾到大陆投资
的厂商有数万家 , 投资金额超过了 2000亿

台币 , 但没有一个完整的规范来保障这些投
资 , 使得台商在遇到纠纷时 , 只能通过非正
式渠道来解决;三是保护知识产权 , 使著作

权免遭盗版的侵害②。
两岸关于 ECFA的谈判正式启动于 2009

年 12月 22日举行的第四次 “陈江会 ”。在

该次会谈中 ,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 会长陈
云林与 “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 ” 董事长江

丙坤就推动 ECFA交换了原则性意见 , 同意
将 ECFA作为 2010年第五次会谈重点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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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商议题 , 尽快安排两会框架下的专家级

磋商 , 并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第五次会谈中
的重点议题。按照此次会谈的精神 , 两岸经

济合作框架协议第一次 “两会专家组工作
商谈 ” 于 2010年 1月 26日举行 , 双方在上
次 “陈江会 ” 的基础上 , 进一步确定了

ECFA的名称与基本内容 , 并同意本着 “先
易后难 、 求同化异 、 循序渐进 、 积极稳妥 ”

的原则 , 加快推进商签 ECFA进程。
第二次 ECFA协商会议于 3月 31日举

行。与第一次会谈相比 , 这一次协商的双方

由两会代表变成了双方的经济主管部门。会
议就一些实质性问题 , 尤其是货物贸易和早

期收获清单的内容进行了讨论。会谈中 , 双
方同意在确定早收清单内容时应考虑彼此的

关切 , 以及急迫性 、 必要性和较易达成共识

等原则;大陆表示不会要求台湾方面进一步
开放大陆农产品输台 , 也不会要求台湾开放

劳务市场;在确定早收清单方面 , 大陆方面
承诺不会加入农产品 , 并尽量不影响台湾的
弱势产业和中小企业。这次会谈达成的成果

颇丰 , 同时 , 大陆关于农产品和劳务市场的
表态有力地支持了马英九对台湾民众 “不

进一步开放农产品进口 , 不开放大陆劳工来
台 ” 的 “二不 ” 承诺 , 对于推动 ECFA被

岛内民众接受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 6月 13日举行的第三次协商中 , 双

方的经济主管部门就协议文本及 5个附件深

入地交换了意见 , 协议文本由序言及总则 、
贸易与投资 、 经济合作 、 早期收获 、 其它等

5章共 16条组成。在早收清单方面 , 计划
涉及的产品在项目数量 、 金额 、 比例上均达
到了相当的规模 , 涉及的服务业别开放 , 也

充分考虑到彼此的需要 。此外 , 双方还同意
在协议生效后 , 尽快展开后续货物贸易与服

务贸易协议的商谈。
6月 29日 , “海协会 ” 会长陈云林与台

“海基会 ” 董事长江丙坤在重庆正式签署了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 ,
两会将遵循平等互惠 、 循序渐进的原则 , 达

成加强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意愿;双方同意

本着 WTO的基本原则 , 考虑双方的经济条
件 , 逐步减少或消除彼此间的贸易和投资障

碍 , 创造公平的贸易与投资环境。在货物早
收清单方面 , 大陆将对 539项台湾产品实施

降税 , 占 2009 年大陆自台进口总额的

16.1%;台湾将对 267项大陆产品实施降

税 , 占 2009 年台湾自大陆进口总额的

10.5%。双方决定 , 将在早期收获计划实施

后不超过两年的时间内分三步对早期收获产

品实现零关税。此外 , 协议还决定在生效后

6个月内建立 “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 ”, 以
解决任何关于 ECFA的解释 、 实施和适用的

争端。
二 、 ECFA的提出背景与意义

ECFA的提出对于两岸经贸关系的正常
化 、 经济合作的制度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台

湾地区与大陆有着非常紧密的经贸关系 ,
2009年台湾对大陆的出口总额达到 837亿

美元 , 占台湾地区出口总额的 41.1%, 比

上一年增长 2.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 大陆
对台湾的出口总额也达到了 205亿美元①。

但是由于两岸经贸关系没有正常化 , 双方超
过千亿美元的经贸往来就无法得到保障 , 继

续增长受到了制约。 ECFA不仅可以降低两
岸的关税 , 促进商品贸易的增长 , 而且还是

双方经贸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契机 。 ECFA的
签署将为两岸经贸合作搭建制度化的平台 ,

并建立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 , 对增
进双方的贸易与投资关系 、 扩大经济合作领

域都将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当然 , 作为一
个框架协议 , ECFA只是规定了一个总体的

框架和目标 , 除了少量早收清单上规定的优
惠项目外 , 并不涉及经济合作的实体部分。

如果没有协议签署之后两岸双方就不同的商

品 、 服务业开放项目和投资协定进行的商谈

与签署 , 它就不会发挥出最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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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ECFA还有助于台湾应对全球与

地区的经济合作浪潮。台湾地区的经济是高
度外向型的 , 出口贸易对 GDP的贡献度达

60%以上。但是 , 目前台湾之外的东亚主要
国家和地区都在致力于与其贸易伙伴降低关

税和排除非关税壁垒 , 这对于台湾地区的出

口产生了巨大的排挤效应。例如 , 韩国与东
盟签订协议降低关税前 , 台湾 2004-2006

年对东盟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0.1%, 韩
国为 16.6%;协议生效后 , 台湾为 11.8%,
韩国为 24.0%。同样地 , 日本与马来西亚

签订协议降低关税前 , 台湾对马来西亚的出
口增长率为 16.6%, 日本为 7.8%;协议生

效后 , 台湾为 5.7%, 日本为 22.5%。可以
看出 , 在整个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的过程中 ,
台湾被边缘化了 , 出口到各国的商品由于高

税率而不再具有优势 , 这对于外向型的台湾
经济是很大的打击。因此 , 台湾目前正需要

ECFA这样一个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 以摆脱
濒临边缘化的状态。由于大陆是台湾最大的
出口市场 , 而 ECFA中台湾方面的早收清单

中包括的项目数量非常可观 , 其中很可能包
括如石化 、 机械 、 纺织等台湾的优势产业 ,

因此 , ECFA的减免关税对于台湾经济的帮
助是显著的。

另外 , 从 2010年 1月 1日开始 , 中国
大陆与东盟开始进行自由贸易 , 将有超过九
成的商品实施零关税 , “ 10+1” 的自由贸

易区已经形成。相比之下 , 如果台湾出口至
大陆的产品还保持在目前的 9%左右的关税

的话 , 其市场份额可能会被东盟各国所挤
占。据台湾 “中华经济研究院 ” 模拟估算 ,
东盟与大陆自由贸易将使台湾 GDP下降

0.176%。更重要的是 , 东盟与日本 、 韩国
也分别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 随着这三个自

由贸易区的推进 , 三个自由贸易区有可能继
续融合 , 一个以东盟 10国和中 、 日 、 韩 3

国为核心的 “ 10+3” 自由贸易区已经开始

孕育。一旦完成整合 , 将形成覆盖人口近
20亿的自由贸易区 , 对全球经贸的影响显

著。而根据上述报告 , 台湾的境遇将会近一

步恶化 , GDP将下降 0.836%。面对东盟与
中 、 日 、 韩的 “ 10+1” 和未来的 “ 10+3”

合作对台湾构成的挑战 , 与大陆签订 ECFA
便成为了台湾应对的良策 , 这样不仅可以提
高台湾出口产品的生产力 , 还可以吸引更多

的外来投资来台 , 解决失业等社会问题。此
外 , 由于东盟 10国的经贸总量与中 、 日 、

韩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 随着经济发展 , 以东
盟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的重心会自然地向着

中 、 日 、 韩三国倾斜 , 尤其是经济日益发展

的中国大陆。这样 , 未来 可能实现的
“ 10+3”自由贸易区会朝着 “ 3+10” 的方

向转变 , 中国大陆可能处在区域经济合作的
核心位置。在这种情况下 , ECFA对于台湾
的作用会更加巨大 。

除了上述经济因素外 , ECFA的提出还
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台湾地区向来与大陆有

着紧密的经贸联系 , 不过 , 由于李登辉 、 陈
水扁一意孤行地推动阻碍两岸经贸关系的政

策 , 使得两岸经贸关系长期未能实现正常

化 、 制度化。李登辉提出的 “戒急用忍 ”
政策 , 使台湾当局一再拖延开放台湾企业到

大陆贸易和投资 , 在大陆经济飞速发展的时
候阻碍了两岸经贸的往来与合作;陈水扁于

2006年提出了 “积极管理 , 有效开放 ” 政
策 , 从资金 、 人员和技术等多方面严格限制
台商投资大陆 , 再一次放缓了两岸经贸合作

的脚步。马英九在 2008年上台之后 , 积极
推动两岸经贸关系发展 , 提出 “活水经济 ”

发展战略 , 并把推动签署综合性框架协定作
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 两岸经贸往来实现了快
速稳定的发展。不过 , 由于金融危机和其它

方面因素的影响 , 从去年 7月起 , 国民党的
支持率一度下滑 , 从当时的 35%下降到

2010年 5月的 31.7%;而民进党的支持率
却从当时的 17%上升到了 2010年 5月的

23%。为了让民众尽快看到 ECFA的成效 ,

进而挽救民意支持 , 马英九更加积极地推动
签订进程 , 不仅围绕着 ECFA展开一系列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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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到宣传 、 拟定 、 协商的密集行动 , 而且

多次亲自参与在岛内的宣传活动。与此同
时 , 台湾方面还多次表示 , 希望在举行至少

三四次专家协商的基础上 , 于 6月的第五次

“陈江会 ” 上签署 ECFA。这样一个单方面
时间表的出现 , 也同样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台

湾 “五都选举 ” 中让民众看到 ECFA带来
的经济效果 , 从而避免签订进程出现变数。

三 、 对签订 ECFA的几点思考
1.ECFA是一个经济议题 , 与政治无

关。 ECFA是一个在两岸两会框架下签署的

经济合作安排 , 不带有任何政治内容与政治
语言。但是 , 就是这样一个纯经济议题 , 在

台湾却被民进党刻意地政治化。像对待以前
国民党推行的政策一样 , 民进党自始就反对
与大陆签订 ECFA。他们宣称 , 签订 ECFA

是大陆方面的 “糖衣炮弹 ”, 一旦签署 , 台
湾经济将会越来越依附于大陆 , 进而所谓的

“主权 ” 就会遭到极大地损害。民进党还夸
大 ECFA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把自己扮演成
中下层民众的代言者 , 把为他们争取利益当

作反对 ECFA的理由 , 极力推动所谓 “ECFA
公投 ” 运动。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与马英

九的电视辩论中 , 把签订 ECFA说成是 “将
两岸谈判的主控权交给大陆 ”, 从而 “在两

岸关系中丧失自主性 , 将成为大陆的附
庸 ”。民进党这种以追求所谓 “主权 ” 或
“主体性 ” 为名义而把两岸经贸合作政治化

的行为背后 , 其实就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的
一党私利 , 会对两岸经贸的发展构成很大的

负面影响。
事实上 , ECFA的提出是为了促进两岸

经贸合作 , 提升台湾在出口贸易中的竞争

力 , 从而免于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被边缘
化。作为一个经济层面的政策 , 从它被提出

到商签再到执行 , 都不会对两岸的政治关系
产生影响。就算它会对台湾的一些弱势产业
构成暂时性的影响 , 也都可以通过其它经济

政策来解决 , 而不应该上升到政治层面 , 更
不应该误导民众把 ECFA看成是政治议题。

因此 , 台湾应该在推进商签进程中避免

ECFA议题被政治化 , 使两岸的经贸合作更
加顺利。

2.ECFA有利于寻找出两岸经济共同发
展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相衔接的可行途

径。胡总书记在纪念 《告台湾同胞书 》 发

表 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 建立更
加紧密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 , 有利于台湾经

济提升竞争力和扩大发展空间 , 有利于两岸
经济共同发展 , 有利于探讨两岸经济共同发
展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相衔接的可行途

径。这意味着在 ECFA签订后 , 两岸将可以
进一步共同探讨使台湾更好地融入亚太区域

经济合作的途径。可是 , 这却被台湾方面的
很多人曲解为 “一旦与大陆签订了 ECFA,
台湾就取得了与其它大陆建交国家签订 FTA

的资 格 ”。众 所 周知 , 自由 贸 易协 定
(FTA)是由主权国家签订的官方协议 , 而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 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
中国 , 台湾自然没有资格与他国签订官方形
式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外交部曾对此表态

说:“我们对我建交国同台湾开展民间经贸
往来不持异议 , 但坚决反对建立任何形式的

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 但是 , 这样一
个正常的表态在台湾却引起了一片反对

ECFA的声音 , 这主要是因为 , 台湾当局之
前不止一次地向民众保证 , 一旦与大陆签订
ECFA, 其他各国将不会再抵制与台湾签署

FTA, 而这显然是大陆方面从未承诺过的事
情。民进党则抓住这个 “FTA议题 ” 进行

炒作 , 把大陆反对台湾与他国签订官方协议
简单地理解成为 “反对台湾经济发展 , 试
图让台湾成为依附大陆的附庸 ”, 试图通过

这个方法阻碍两岸商签的进程。
事实上 , ECFA是在 WTO框架下 , 由

两岸签署的类似自由贸易协议的经济合作协

议 , 本身就与主权国家之间签订的 FTA有
本质区别 , 当然也不意味着台湾可以在此之

后与其他大陆的建交国签订 FTA。那么 , 台
湾应该如何在 ECFA之后融入亚太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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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中呢 ? 从胡总书记的讲话中可以看出 ,

从两岸的经济合作到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途

径需要两岸共同来寻找。只要不违背 “一

个中国 ” 的原则 , 只要台湾不谋求签订主
权国家才可以签订的协议 , 那么大陆一定会
努力地帮助台湾寻找融入地区合作的方式 ,

实现两岸合作的共赢。台湾 《中国时报 》
的报道也认为:“台湾要与 `非邦交国 ' 商

签 FTA, 肯定得用加入世贸的台澎金马关税
区 , 不可能用 `中华民国 ' 。” 总之 , 随着
ECFA的签订与两岸更加紧密的经贸合作 ,

两岸双方一定会朝着探索两岸经济共同发展

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相衔接的可行途径

的方向所努力。
3.ECFA是否会给台湾带来挑战 ? ECFA

在给台湾带来巨大经贸利益的同时 , 是否也

会带来一定的挑战 ? 这是许多台湾民众所担
心的问题。目前岛内仍有不少民众对 ECFA

心存疑虑 , 或是不甚了解 , 这与台湾当局的
积极推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台湾
《天下 》 杂志 2010年的调查显示 , 岛内仍

有 67%的民众不了解 ECFA, 在了解 ECFA
的民众中 , 认为其对台湾有利的比例也只有

53%。很多人认为 , 虽然台湾对大陆降低关
税的项目数量要远远少于大陆对台湾降低

的 , 可是签署 ECFA仍然会不可避免地对台
湾的一些中小企业和弱势产业造成冲击。在
民众表示疑虑的声音中 , 很大一部分来自于

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的群体。这些产业的工薪
阶层普遍存在着失业的危机感 , 而且受到冲

击产业的工人群体主要集中于岛内中南部 ,
与台湾现有的 “三中 ” (中南部 、 中小企
业 、 中下层)问题相重叠 , 成为商签 ECFA

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对于台湾所面临的这些挑战 , 大陆方面

通过不断地对台湾释放善意 、 落实对台让利
的具体措施 , 极大地减轻了台湾的压力 , 也
缓解了台湾民众的担忧 。国台办主任王毅在

接受台湾 《旺报 》 专访时表示 , 未来早期
收获 、 降税清单中无论是金额还是比例 , 大

陆都会少于或低于台湾;大陆选择对台湾降

税的产品将尽可能地惠及台湾的中小企业和

基层民众 , 将尽量不影响台湾的弱势产业;

大陆不会要求台湾进一步扩大大陆农产品来

台 , 也不会对台湾实施劳务出口。大陆的这

些惠台让利措施有效地消除了各方疑虑 , 使
得签订不会对台湾的弱势产业造成大的冲

击 , 推进了两岸商签 ECFA的进程。
此外 , ECFA给台湾带来的贸易方面的

挑战只是暂时性的 , 而随着两岸经贸的进一
步发展 , 台湾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外来投资 ,

这对台湾的帮助要远远超过贸易带来的不利

影响。降低关税的自由贸易会大量地吸引外

来投资 , 这样的例证屡见不鲜。欧盟在
1993年成立后 , 各成员国吸引的外来直接

投资增长了 20% -100%, 而香港在 2004

年签署 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

密经贸关系安排 》)之后 , 直接外来投资更
是增长了 200%以上。① 在 ECFA签订之后 ,

台湾同样也会成为外来投资的热点地区 , 贸
易带来的失业问题会得到充分解决。根据台

湾 “劳委会 ” 的统计 , ECFA签订后的未来
7年内 , 可能增加的直接外来投资可达 89

亿美元 , 净就业人数可望增加 25.7-26.3
万人。② 这些外来投资在给台湾带来众多就

业机会的同时 , 也将极大地促进台湾经济结
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

所以 , 有了大陆方面对台让利的坚定决
心 , 加之未来将产生的巨大的投资效益 ,

ECFA的签署定会促进两岸 、 尤其是台湾地
区经济的发展 , 造福台湾民众 , 同时也使两

岸经济交流合作向更高层次 、 更宽领域 、 更
高水平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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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朱敬一: “ECFA不仅影响贸易 , 也影响投资 ” , 台湾

《联合报 》 , 2009年 7月 27日。

台湾 “劳委会 ”:《ECFA将净增加至少 25万就业机会 》 ,

2010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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