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有財會、法律、投資、產經等任何諮詢需求，歡迎洽詢本會 
service@mapect.com 

tel：886-2-2717-6892 fax：886-2-2547-4682 
 

	   	  
	  
	   	  
	  
	  
	  
	  
	  
	  
	  
	  
	  
	  
	  
	  

	  
	  

	  
	  
	  

	  

    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MAPE)是由台灣最頂尖的律

師、會計師、金融機構、鑑價及產業專家所組成的專業顧問

團隊。是您投資台灣的好夥伴，免費專業顧問諮詢，請來信：

invest.taiwan1@mapect.com 

	 	 	 	 	 	 兩岸產業投資對接！	 	 

首屆投資臺灣論壇 5/20 北京登場     	 

    繼 30 家大陸 VC（創投）和 PE（私募基金）組團來台，

參與首次在台舉辦的「2013 中華股權投資台灣論壇」後，對

岸也即將在 5 月 20 日召開對接活動-首屆「2013 投資臺灣論

壇」，會中並將同步發表《投資臺灣-大陸企業赴台投資指

南》簡體版新書。論壇活動獲得大陸國台辦經濟局的大力支

持，除了邀請兩岸政經要員蒞臨指導外，特別開闢兩岸產業

投資對接會，打造「投資臺灣」的交流平台。…more 
	  

 

	   	   	   	  對台企與陸企來說，2012年皆為不好過的年。美國復

甦緩慢、歐元區經濟仍充滿不確定因素，使得以出口為經濟

主力的中國與台灣皆面臨成長減速的的問題。2012年 A股

上市公司呈現整體淨利零成長，而台灣上市櫃公司獲利更是

創下近三年新低。顯然，兩岸企業靠自身單打獨鬥刺激成長

的年代已經過去。	  

	   	   	   	  兩岸有最好的互補優勢，雙方合作必能共創雙贏；舉例

來說，中國積極由世界工廠轉型為世界市場，欲由龐大的內

需消費彌補出口衰退，而台企擁有優良的管理與服務經驗，

已有如 CoCo茶飲、85度 C等成功將台灣經驗複製到中國的

案例。中國因幅員遼闊，民情風俗不一，台企若能擁有值得

信賴的中國合作夥伴，必能更有效率的開拓市場，雙方共享

成長的果實。	  

	   	   	   	  無論是世界經濟變化或是兩岸逐漸鬆綁的政策，皆使得

兩岸企業合作的浪潮無可避免。我誠心希望，兩岸企業可以

藉由雙方的優勢互補，攜手合作，讓大中華企業在全世界佔

有一席之地。	  

 
(1) 互設辦突破 海基敲定北上廣 

(2) 兩岸服貿協議 台對陸開放55項 

(3) 服貿鬆綁 陸擴大我零售業持股 

(4) 陳光標投資高雄 將砸4.8億 

(5) 陳光標花20萬健檢 還要再來台 

(6) 陸客來台醫檢商機大今年估12萬人 

(7) 金控下半年手握1500億 籌資動作頻 

(8) 兩岸產業投資對接 首屆投資臺灣論壇  

    5/20北京登場 

(9) 兩岸三地 青年電影創作論壇在臺北舉行 

(10)許舒博 催生兩岸保監平台 

 

台灣股市	 

	  	 收盤指數	 成交量	 

上市	 8135.03	 857 億	 

上櫃	 	 115.09	 165 億	 

電子	 	 307.52	 590 億	 

金融	 	 934.94	 	 52 億	 

人民幣匯率	 

	  	 買入	 賣出	 

現金匯率	 4.696	 4.898	 

即期匯率	 4.772	 4.822	 

	  

投資台灣	 +關注	 

投資台灣電子報 0503 期	 

名家觀點	 	 黃齊元	 本日焦點新聞	 

本日頭條新聞	 

陳光標(圖右)表示：台灣醫療比美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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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報  【記者羅印冲／台北報導】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有新進展。經雙方談判團隊溝通，海基會初期
將在北京、上海和廣州各設一館處，形成「一代表處、二辦事處」格局；海協會則同意先在台北設代表處，

將來再考慮設其他分館。 
     知情人士表示，近期海陸兩會人員密集研商，就互設辦事機構敲定細節，包括海基會駐陸分處的設置地

點、各館處員額配置，以及預算經費的編列等，希望與相關配套法案進度一致，趕在年底前完成評估與定案。

明年開始編預算。  據了解，由於兩岸服務民眾數量差異懸殊，陸方已接受我方提出「三比一」設館數量的

初期規畫。經陸委會評估，海基會將在北京設置代表處，並派首席代表進駐，另還將在上海與廣州設置辦事

處，服務華中與華南地區的台灣民眾。 

     至於海協會來台部分，在我方建議下，陸方同意初期先在台北設置代表處，也同樣派頭銜為首席代表的

官員進駐，以符對等原則。館處員額部分，由於先前包括文化部、教育部和衛生署都表態希望派員進駐，北

京代表處初期規畫不超過30員額，在各部會提出需求後，將由陸委會協調統整；基於兩岸服務量體不同，陸

方派員來台人數將少於我方。至於預算經費的編列，陸委會已組成專案小組，就海基會駐陸機構當地辦公廳

舍租金、車輛租借、人員加級與設備費用等，逐項編列進陸委會2014年度預算。 

     陸委會主任祕書兼發言人吳美紅2日在例行記者會表示，目前兩會正討論下次業務溝通時間、地點，將

就機構名稱、人道探視、辦理旅行證件和派駐人員身分保障與便利措施等交換意見。據悉，海基會副祕書長

馬紹章與陸委會企畫處長楊家駿本月將前往廣州，與海協會祕書長馬曉光進行第2次業務溝通，人道探視權

是我方這次力爭的目標。 

A1.兩岸政策	 
（1）	 互設辦突破	 海基敲定北上廣	 

（2）	 兩岸服貿協議	 台對陸開放55項	 
新聞來源:  新華網 【記者陳君 陳斌華】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談判完成，  陸委會主委王郁琦、經濟部次長卓士昭 2日在立法院報告

服務貿易開放項目及對台灣衝擊與影響。聯合報報導，依據經濟部提出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簡

介，內容顯示台灣對中國大陸方面的 55項特定開放承諾中，有三分之二低於台灣在世界貿易

組織 (WTO)的承諾，只有三分之一高於台灣在WTO的承諾。協議預定 5月簽署，年底前生效。    

   報告顯示，兩岸經濟協議 (ECFA)後續協商的服務貿易協議，從 2011年 2月開始協商，今

年 4月達成大致協議，目前正進行文字確認；銀行部分的協商結果正由雙方監理機構溝通平

台確認中，結果將併入服務貿協議。陸委會指出，協議簽署後不論開放市場或調降關稅，都

可拓展台灣國際市場及擴大出口；敏感產業部分，也充分保障台灣利益。為確認協商成果對

台灣的整體影響利大於弊，包括台灣業者如登陸享有 ECFA服貿優惠，必須先取得台灣主管

機關核發的「服務提供者證明書」。這次服貿協議內容，台灣對大陸開放項目，集中在金融、

醫療、旅行社，另有機場和港口的貨運承纜業，電信類只開放第二類電信部分業務。醫療方

面，台灣開放大陸以合資、捐助方式來台設立財團法人醫院，但外國人及大陸人合計擔任董

事比例不得超過三分之一。電信業部分，開放陸資投資第二類電信特殊業務存轉網路、存取

網路及數據交換通信服務，但持股不得過半，且不得具控制力。貨運方面，開放陸資參股港

口和機場的的貨運承纜業，但持股不得過半，且不得具控制力。旅行業方面，開放陸資企業

到台灣獨資設立旅行業，上限 3家，但僅能承作台灣人在台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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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貿鬆綁	 	 

	 	 	 	 	 	 	 	 	 	 陸擴大我零售業持股	 
新聞來源:  經濟日報 【記者程嘉文／台北報導】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2日祕密審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市場開放清單與台灣勞工就業、產業發展和國家安全

等衝擊影響評估。據了解，大陸將擴大台資持有批發零售業股份，最高可達65%，超過對外資的限制。 

     根據WTO開放承諾，大陸目前對經營項目包括汽車、圖書、報紙、雜誌等「銷售多項種類及品牌」的

零售業，有外資展店30家以上即須合資、且不得擁有多數股權的限制，對外資拓展零售物流業限制甚大。

此一股權開放，對台連鎖業者進軍大陸有一定幫助。 

     但儘管如此，開放程度仍低於大陸對香港的CEPA。根據CEPA，香港可在廣東以獨資形式，經營銷售

多項種類及品牌之商品且可逾30家店鋪。 

     台經院研究員連科雄指出，除了股權上限，大陸的3級審批制是在陸經營連鎖零售業根本障礙。他強調，

往往在3級審批過後拓點，商機即遭延宕，若未能簡化流程，只開放股權上限，對起步較晚的台資連鎖業進

軍大陸市場，效果有限。 

     受邀在立院提出影響評估的部會包括經建會、經濟部、陸委會、勞委會和國安局等，但不少立委都認

為，報告未針對台灣勞工可能面臨就業衝擊，提出具體因應方案。 

     經濟部報告指出，服務業涵蓋範圍廣泛，某些服務業開放，對農業和製造業發展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陸委會則表示，服貿協議將不開放基本電信服務（第一類電信）、教育服務，以及涉及考試、證照等專業

服務（如律師、會計師、建築師、專業技師、醫師）等。 

     國安局報告強調，政府在協議協商過中已有安全考量，將持續注意防範大陸透過服務業來台投資方式，

藉機影響產業發展、衝擊金融穩定，或利用投資機會進行統戰，影響經濟安全與國家利益。 

     國安局指出，目前大陸來台投資採申請許可制，未來有關大陸服務業來台投資的審查，仍需注意大陸

投資人是否隱匿身分或具大陸軍方背景，以及是否在經濟上形成獨占、寡占或壟斷情形，或對經濟秩序、

金融穩定有不利的影響。     

     

 

A1.兩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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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陳光標投資高雄	 將砸4.8億	 
新聞來源:  經濟日報【記者黃文奇、曾迺強／台北報導】 
    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公司董事長陳光標昨（2）日表示，將規劃赴台投資，首站選定高雄，將鎖定再生資

源、觀光旅遊兩大產業，首波投資額度將不會低於人民幣1億元（約新台幣4.8億元）、期望帶動萬人就業機會，

這也將是他在大陸境外首度投資動作，並希望今年內即可達陣。

陳光標被大陸媒體封為「中國首善」，昨天他與新光醫院、外貿協會共同舉行「觀光醫療分享會」。

會後承諾來台投資，陳光標指出由於陸客來台人次逐漸增加，而高雄是陸客來台鍾愛且有意開發的處女地之

一，具備投資潛力。目前為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公司負責人的陳光標，昨日指出公司營業規模約人民幣100億

元（約新台幣480億元），每年獲利約人民幣3%，在大陸10餘個省市均有子公司，來台投資也將與台灣夥伴設立

合資公司。

由於2011年來台發紅包而引起兩極評價，陳光標表示，暫時不會選擇來台發紅包，下次再來則是改為投資台

灣，希望能夠讓年輕人有工作機會。陳光標曾在台灣十個縣市濟貧發送紅包，其它縣市都有給他感謝狀，唯獨高

雄市長陳菊未頒發感謝狀致謝。陳光標說，明（4）日離台前，若陳菊頒發感謝狀或請吃飯，擬將再生資源及旅

遊項目的投資項目注入高雄。

除了健檢，陳光標透露，本次還安排與台灣企業家會面，商談在台投資事宜；據悉，昨日陳光標在記者會後

即和新光集團董事長吳東進等企業家餐敘，並尋求投資建議與合作夥伴。在投資種類方面。

陳光標也指出，除了目前經營的本業再生資源外，旅遊觀光等也是他有興趣的項目之一。

業界指出，陳光標善於運用行銷資源，本次來台進行醫療觀光並進行健檢，或許意味他也看準台灣醫療軟實

力及陸客商機蓬勃，而有意投入該領域。他說，這是他在中國大陸境外首次投資，首站選定高雄，並且希望愈快

愈好，最好今年資金即可進駐。陳光標原本規劃今年初來台健檢，但因其全大陸跑透透賑災，近期又遇四川雅安

地震而投入救災行列，延遲至上月29日才有機會來台進行醫療行程，預計停留5天本周六離台。 

（5）陳光標花20萬健檢	 還要再來台	 
  四川雅安地震若沒有發生，「大陸首善」陳光標可能就沒有這次的台灣健檢行！

 陳光標 5 月 1 日在台北新光醫院接受健康檢查後，2 日在記者會上說明他選擇台灣進行健檢，是因為日

前在雅安地震救災時曾被石頭砸到脊椎，加上長期在救災現場奔波，膝關節有些不舒服。所以在外貿協會

的推薦下，來台灣檢查脊椎與關節。 

 1 日早上 7 點開始，經過長達 13 個小時的檢查，陳光標語氣輕鬆地說，「很高興，沒有得癌症；除了

膝關節有水腫外，其餘項目都很健康。」此次健檢費用共 20 餘萬元。 

 陳光標過去大多在美、日、新加坡等地進行健檢，可是因語言不通，後續追蹤或查詢都有點困難。「那

些錢現在看起來都白花了！」所以陳光標說下次健檢還會再來台。 

 陳光標表示，1 日晚上有點受涼，喉嚨不舒服，但歌癮犯了，在 2 日的記者會開始前，他就先高歌一

曲台灣粉絲寫給他的歌，唱完後還自誇唱得好。2 年半前，陳光標曾到過台灣 10 個縣市發紅包，其中 9

個城市都給了陳光標感謝狀，獨缺高雄市，這讓他「心裡總惦記著」。他公開呼籲高雄市長陳菊在他周六

離台前，請他吃頓飯，並且給他一張遲來的感謝狀。 

A2.產經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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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兩岸產業投資對接	 

	 	 	 	 	 	 首屆投資臺灣論壇	 5/20北京登場	 
新聞來源:  今富族網【記者黃秀雄／報導】 
    繼30家大陸VC（創投）和PE（私募基金）組團來台，參與首次在台舉辦的「2013中華股權投資台灣論

壇」後，對岸也即將在5月20日召開對接活動-首屆「2013投資臺灣論壇」，會中並將同步發表《投資臺灣-

大陸企業赴台投資指南》簡體版新書。論壇活動獲得大陸國台辦經濟局的大力支持，除了邀請兩岸政經要員

蒞臨指導外，特別開闢兩岸產業投資對接會，打造「投資臺灣」的交流平台。

    「2013投資臺灣論壇」暨《投資臺灣》新書發表會由中國企業投資協會、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主辦，

指導單位為大陸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活動地點在北京市海澱區友誼賓館。

    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指出，兩岸ECFA簽訂後，臺灣產業都有打造「大陸平台」和「全球平台」的

需求，透過併購及直接投資，可以迅速由傳統產業投資及水準整合，走向跨國垂直式產業鏈重組。臺灣擁有

完整的高科技產業鏈、產業上中下游群聚優點，以及優質管理人才，在未來大中華趨勢環境中，與大陸可以

成為研發、生產、製造和行銷中心，投資契機無限。

該協會表示，臺灣也是一個非常適合中小型、成長型及高科技企業的集資中心，這恰好是私募股權投資

基金在臺灣發展的利基。臺灣的投資價值不僅限於投資臺灣市場，更重要的是投資臺灣的know-how，進而發

展為商業模式、品牌及技術模版，使其可以複製輸出，在海外以不同形式發揚光大，創造更高的價值。因此，

臺灣不論是作為投資對象或是融資平台，都有其投資吸引力及優勢。

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與中國企業投資協會共同出版《投資臺灣》一書，正是要協助中國大陸企業配

合國家「走出去」戰略，推動企業積極參與全球資源配置和市場競爭，擴大對外貿易規模，發展對外投資。

中國企業投資協會與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此次共同合作，盛大舉辦「投資臺灣論壇」。會中除邀請《投

資臺灣》一書作者群及兩岸專家，進行演講及交流討論外，也將動員中國大陸重量級央企、國企及民企與臺

灣企業家，進行企業投資項目交流的對接，以積極開拓兩岸戰略合作、資本連接、攜手兩岸、邁向全球的成

效。

為了促成兩岸產業投資對接，藉由彼此面對面交流，開拓兩岸產業戰略合作，達到產業資本連結、攜手

邁向全球的終極目標。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預計將邀請30家臺灣企業與約100家的大陸央企/國企/民企及

投資機構，就兩岸資本投資及戰略合作進一步交流分享。對接產業類別將著重於「十二五計畫」重要產業：

生技醫療、現代農業及文創、內需消費、高科技及資本市場等專案。凡有興趣接受陸資投資、欲前往大陸佈

局、尋求策略合作目的者，將是此次兩岸產業投資對接邀約的可能對象。 

A3.兩岸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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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兩岸三地	 
	 	 	 	 	 	 	 	 	 	 青年電影創作論壇在臺北舉行	 
新聞來源:  新華網 【記者陳君 陳斌華】 
    兩岸三地青年電影創作論壇２日在臺北舉行，大陸、臺灣和香港的影視專業人士、學者與青年電影創作者等

４０多人與會，針對“兩岸三地學生數字影像創作與文化影像表達”展開探討。 

      北京大學生電影節評委黃鐘軍、高雄市電影館館長劉秀英、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院長葉健行等專家，

圍繞兩岸三地青年學生數字影像創作現狀、當代學生電影文化影像表達特殊性、兩岸三地未來影像創作趨勢與合

作等議題進行了闡述，並和與會青年交流。 

      劉秀英表示，近年來電影數字化浪潮洶涌，越來越多的青年採用數碼攝像機、數碼相機甚至手機拍攝電影，

降低了制作門檻，也帶動更多青年投身電影事業，講述自己的青春人生。 

       黃鐘軍則注意到，相較于早年大學生電影受生活所限，兩岸青年電影主要關注校園和愛情，現在則更多地

將目光投向社會問題等現實題材。此外，兩岸大學生電影人的交流越來越多，如去年北京大學生電影節的最佳劇

情長片獎就由臺北藝術大學學生劉振南奪得。 

       論壇記者會上，放映了《罐兒》《冬去》《殘膠》等兩岸三地青年原創電影的精彩片段。今年９月至１２

月間，這些優秀作品將與其他共９組精彩影像作品集，在臺灣大專院校巡回放映，為臺灣大學生帶來不同地域、

不同視角下的青春活力，講述“９０後的青春、人生和電影夢”。 

       此次論壇是臺灣２０１３年度大學影展的預熱活動。今年的影展將于９月正式登場，首次以兩岸三地青年

學生創作為主軸。 

A3.兩岸論壇	 

（10）	 許舒博	 催生兩岸保監平台	 
新聞來源:  經濟日報【記者李淑慧、呂淑美／台北報導】 
    壽險公會理事長許舒博昨（2）日接受專訪時指出，爭取國內壽險業投資開放後，下一步希望趕快建立兩岸

保險監理平台，「保險業不能始終在台灣市場，政府的手不如放開，讓業者去全世界飛」。 

    首度兩岸保監會將於下半年舉行，大陸保監會主委項俊波有望10月底來台參加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

許舒博說，希望先到北京走一趟，希望先透過民間先向大陸反映部分議題，包括放寬壽險公司到大陸投資「532」

條款等。 

    許舒博說，東南亞跟中國大陸都是壽險業者未來必須走的方向。 

    許舒博希望未來持續幫保險公司尋找獲利機會，他分析，銀行有存款33兆元，去年創造2,400億元獲利，保

險業13兆元資金，去年只賺創造500億元，比例相差太多。他為何銀行有這麼大的獲利空間，而保險業卻沒有辦

法？不平地說，央行要保險業資金運用比照銀行，但沒考慮到兩個行業性質不一樣。 

    「如果金管會檔一下，央行再擋一下，財政部也擋一下，結果業者什麼都不必做了。」許舒博透露，會去找

央行總裁彭淮南，希望讓央行充分瞭解，保險資金運用跟銀行不同。舉例來說，最近央行限制保險業房貸利率，

必須跟銀行一樣不得低於1.84%，希望可以透過溝通放寬。 

    許舒博說，目前壽險公司有30家公司，去年虧損家數降至11家，比前年少三家；11家虧損業者合計損失127

億元，今年希望虧損家數降到六家，合計虧損在50億元以內。 

向來熱心公益的許舒博，心中還有一個夢，希望壽險公會能設慈善基金會。他表示，銀行刷卡可以捐款，保險業

也能有共同慈善基金，保險業要建立社會形象，建立保險從業人員的形象，未來應化成具體有力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