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見雜誌經濟學人信息部特刊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被扼殺的服務部門

34

企業迴避選擇台灣銀行業做為進行大陸資金

調度的苦衷。在資金調度的每個環節，都會

面臨成本與時效控管的風險，因而本地企業

寧可選擇與外資銀行往來，儘管外資銀行也

一樣不能與大陸銀行業直接往來，但這些外

資銀行的香港分行卻不受此限。台灣的銀行

業幾乎是全面性地被排除在大陸的商機大門

之外。

由於受到嚴格的監督控管，台灣的銀行業

抱怨他們無法像製造業一般，採取迂迴方式

來突破直接投資的禁令。當然，這種看法不

全然是正確的，以台灣的上海商業銀行為

例，它經由其香港子公司——上海銀行（與

大陸的上海銀行共同持股），就在不需要台

灣當局許可的情況下，於上海設立了辦事

處。而上海的建華銀行（Fi rst Sino Bank）

也和美國遠東國家銀行（台灣建華金控設立

的美國分公司），建立了特別的策略性關

係。

當然，這些實質上違背政策的行為，需要

相當程度的巧思，相關的個案也很少。銀行

業也因此一直不停地遊說政府，希望能放寬

限制。2 0 0 1年，政府終於准許台灣最大的銀

行赴中國大陸設立辦事處，同時也允許銀行

業可與大陸銀行業直接往來。

儘管如此，台灣的銀行業要在大陸爭取到

台商的生意，還是困難重重。根據大陸相關

法令規定，外國銀行在設立大陸辦事處滿兩

年後，才能申設一家分行；而且能夠與大陸

銀行業進行往來的只有境外金融中心，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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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府強制實施一系列禁止直接聯繫

的限制政策，已對台灣的經濟發展產

生了負作用。舉例來說，政府嚴格限制本地

產業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許多公司為規避

政府種種審核程序，只好祕密地在海外設立

子公司，迫使許多企業活動遷移到海外進

行。然而，海外子公司的網絡，除了影響企

業透明度，也會斲喪台灣的經濟力。一項由

香港貿易發展協會所做的調查發現，在華南

與上海的台籍企業中分別有5 9 . 9％及2 9 . 6％

在香港設有辦事處。

在台灣，對政府嚴格限制政策感受最深刻

的或許就是金融服務業。

被拒於商機大門外的銀行業

在香港貿易發展協會的調查中發現，有八

成的企業表示，曾透過香港的銀行進行兩岸

間的資金調度。這樣的做法固然不便，但卻

不得不如此，因為台灣的銀行業至今仍被禁

止在大陸設分行。另一方面，台灣的銀行也

被禁止與大陸銀行直接往來，只能透過大陸

銀行的海外分行或境外金融中心（O B U）進

行間接往來。雙重箝制下，就不難理解本地

台灣篇5：被扼殺的服務部門

服務業面臨
市場邊緣化的風險

禁止對中國大陸聯繫的禁令，

明顯地阻礙了

台灣服務業的發展。

台灣的銀行業，因為法令限制，

無法對其在中國大陸投資的客戶

提供服務，

因而失去了許多商機。

而高雄港也在直航禁令的

緊箍咒箝制下，

錯失了發展成為東亞主要港口的

機會。如果開放三通，

台灣旅遊產業的規模

將可大幅成長。

唐岱蘭攝台灣銀行業登「陸」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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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海峽兩岸金融業直接聯繫的種種限制，

不僅影響了台灣銀行業的收益，同時也剝奪

了該產業升級的重要機制。另一個影響是，

在台灣較大的國際級企業已經開始抱怨，台

灣的銀行業無法提供滿足他們需求的專業服

務。

無論是面對香港金融業優質的專業服務挑

戰，或是中國大陸銀行業的低價競爭策略，

台灣的銀行業有信心，只要開放三通，它們

的業務量一定可以大幅增加。向來以克勤克

儉形象著稱的台商，對香港銀行業的高收費

情況迭有怨言；另方面，基於對台灣企業的

需要有較深入的瞭解，台灣銀行業者相信，

只要政策開放，它們一定能從競爭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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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指定銀行（D B U），至於往來的業務也

只限於匯兌，不得進行放款。

台灣的銀行業又再一次地被拒於門外。然

而，儘管最大的受益者仍是香港及外資銀

行，但中國大陸的銀行也開始扮演愈來愈重

要的角色。為了加速改善並強化本身的財務

報表，大陸的銀行業正汲汲於貸款給大型的

台商企業或外資企業，理由在於它們認為，

這類企業的信用風險要比國內企業小得多。

此外，在大陸當局試圖採取「以商逼政」策

略的考量下，大陸四大銀行已銜命與台灣前

三百大企業建立往來關係。

鬆綁金融限制有助提升競爭力

Economist Intell igence Unit  被扼殺的服務部門

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經濟關

係，一直都籠罩在一個認知

爭議中，即認為台灣的資金

大量流入大陸，但是，所賺

到的錢，卻只有一小部分會

回流到台灣。就某個角度而

言，這種說辭並非無的放

矢。據中央銀行統計資料顯

示，在外人直接投資（F D I）

方面，台灣近年來一直保持

淨流出的紀錄；同時令人擔

憂的是，產生的所得也有大

量淨流出的現象。

根據我們的訪談，許多廠

商回應表示，利潤不回流的

說法是錯誤的認知；而造成

此認知差異的主要原因在

於，台灣政府禁止對中國大

陸直接投資，迫使真實的民

間直接投資只好迂迴轉進，

業者也不用向政府呈報其在

大陸營運的實際狀況。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舉例來說，我們注意到，根

據中央銀行的統計數字顯

示，台灣企業投資海外所賺

得的獲利並沒有被移做再投

資的情形；而民營企業則表

示，在中國大陸賺到的錢，

主要用於再投資擴充在大陸

的單位（表一）。因此，採

用前述迂迴轉進的方法，就

不足為奇了。

以價格移轉讓利潤留台灣

為避免這類的資本控制，

台灣企業通常會先確定在中

國大陸所賺的錢不會在當地

入帳。以出口導向型的公司

來說，通常的做法是經由價

格移轉。比如說，台灣母公

司接到美國客戶下單一千台

筆記型電腦，每台採購價是

7 0 0美元；假設每台筆記型

電腦成本是6 0 0美元，母公

司會以每台6 1 0美元的價格

把這份訂單轉包給大陸工廠

生產，這也就是從大陸出口

的價格，但是美國客戶付款

給台灣母公司的價格卻是出

貨提單上7 0 0美元的單價。

經由這樣的方式，在中國

大陸的台商工廠，既可在不

引起大陸稅務機關注意下賺

取合理利潤，同時母公司也

可以確保大部分的利潤是在

大陸以外地區入帳。像這類

大陸製造出口產品的利潤，

會在台灣直接入帳，但不會

出現在中央銀行的直接投資

錢，有回流到台灣嗎？

收入項目中。

但同樣的財務花招，並不

適用於將產品賣到大陸市場

的廠商。這類公司，如果想

把利潤轉出中國大陸，必須

先行支付大陸的相關稅金。

即使到最近，這類獲利也沒

有回到台灣。在台灣與大陸

沒有簽訂雙重租稅協定的情

況下，這些獲利就算進到台

灣，也還要再被剝一層皮。

台灣當局雖曾表示，會處理

大陸獲利回流台灣的雙重課

稅問題，但到目前為止，仍

處於個案處理階段。

話說回來，雖然利用移轉

價格的方式，可以把利潤留

在台灣，但是所有的企業都

這麼做。除此之外，就算雙

重課稅問題可以解決，使得

在中國大陸的獲利可以回流

台灣，但更大比例的獲利，

可能還是會選擇留在海外。

會發生這種情形的最主要障

礙，並不是台灣與大陸間的

緊張關係，而是台灣本身的

資本市場還不夠成熟使然，

比如說，在台灣，每人每年

申報進出台灣的美元額度為

5 0 0萬美元，而公司則是

5 0 0 0萬美元。相對而言，香

港本身發展成熟的資本市

場，以及廣泛的投資選擇，

可以提供自由、不受拘束的

資金流通。

1 0

不同意

6

3 4

2 4

2 4
1 2

9 0

表一：錢，還在大陸嗎？

你同意「台商未把在大陸的獲利回流台灣」的說法嗎？（單位：％）

同意 稅務考量

禁止台灣與
大陸間的聯繫

擔心政府稽查

需要對大陸
再進行投資

台灣缺乏
投資機會

同意原因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信息部調查，台灣，2 0 0 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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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回客戶。除此之外，同文同種、同語言的

優勢，也有助於台灣銀行業在大陸發展。如

果政策開放，允許台灣銀行業得以在深度與

廣度兩方面齊頭並進，則「三通」不失為台

灣銀行業目前困境——包括難看的財務報

表、公權力的強行介入、流血競爭等——的

解決之道。

海峽兩岸金融流動的開放，對台灣的金融

業發展有正面的幫助。然而，開放並不是萬

靈丹。台灣政府還有很多地方必須努力，比

如停止政府對金融業的不當干預，就是一項

當務之急。其次，是放寬一般性資本進出台

灣的相關限制。此外，台灣政府也需要加強

落實公司治理。這些措施都將有助於提升台

灣資本市場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以及影響力，

並且確保台灣企業，即使跨海登陸上市，但

還是會把主要企業活動留在台灣。

間接直航下的台灣運輸業

雖然兩岸直航禁令的議題已甚受矚目，但

它並不具有太大的殺傷力。相較於金融業被

完全排除在外的情形，台灣的交通運輸業並

沒有被排除在外。台灣的航運及航空公司都

是間接直航市場的參與者，而貨品與旅客的

流動，對台灣的機場與港口業而言，更是重

要的業務主軸。不過，直航禁令還是造成部

分殺傷力。這可以從一件事看得出來，即受

制直航禁令的台灣，無法與地理條件相彷的

香港競逐亞洲交通樞紐的地位。其他相似的

情況也發生在高雄港，甚至航運運輸業者，

如世界最大的兩家船運公司——陽明海運及

長榮海運，及亞洲航運最大的運輸業者——

萬海航運。

近年來，台灣第一大港，也是世界第五大

港口的高雄港，已經從全球港口大聯盟的名

單上消失，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到兩岸船

隻無法直航的影響。在1 9 9 9年到2 0 0 1年間，

高雄港的年吞吐量由6 3 0萬只二十呎標準貨

櫃（T E U），增加到8 5 0萬只T E U；但韓國釜

山港的年吞吐量，則由七年前的4 5 0萬只

T E U，增加到9 3 0萬只T E U，主要是受惠於

華北地區船務轉運量增加的影響。更明顯的

對比是上海。2 0 0 2年，上海超越了高雄，其

港口年吞吐量由1 9 9 8年的3 1 0只萬T E U，增

加到2 0 0 2年的8 6 0萬只T E U。兩岸不能直航

的事實，不僅使得從台灣出口到中國大陸的

貨櫃需因轉運而加重成本，且在大陸愈來愈

重要的情況下，台灣也面臨被國際船運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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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邊緣化的風險。

航空業的處境也很類似。在1 9 9 0年代前半

期的快速成長後，扺達中正國際機場的航班

架次，由1 9 9 7年的五萬四千四百七十三架

次，增加到2 0 0 2年的六萬六千二百二十四架

次。台灣航空業向來被禁止飛越中國大陸的

領空，因而使得飛航歐洲線的時間大幅增

加，美國航線則沒有這方面的困擾。但旅客

如果要飛往大陸，就必須面對耗時且非常不

方便的航線。

在發展成為亞洲的主要轉運中心方面，台

灣已經錯失先機。然而，如果三通能夠儘早

開放，台灣還是有機會成為重要的轉運中

心。在海空運方面，台灣有優於香港的優

勢。高雄港有二十五個深水泊位，比香港還

多。除此之外，和香港的葵涌港不同的是，

高雄港是由政府興建，並由高雄港務局負責

營運的港口。高雄港務局直接負責經營兩個

深水泊位，另外二十三個泊位則以所謂的

「合理租金」租給國內外的航運公司。一旦

開放三通，這些公司將可利用他們在高雄港

經營的深水泊位，爭取國際貨櫃轉運業務，

而不再需要遷就香港昂貴的碼頭設備了。

台灣需要更好的島內基礎建設

同樣的，一旦開放三通，相較於香港，航

空業可能也會比較青睞以台灣的國際機場做

為航運中心，因為台灣與美國簽訂了淨空協

定。然而，影響台灣朝航運中心發展的主要

瓶頸在於令人詬病的實體基礎建設品質，諸

如設施過時或老舊、與台北間缺乏輕軌快車

的聯結等。但這些都不影響一旦三通後，台

灣本身的優勢。面對未來，台灣需要的是更

好的島內基礎建設。

除了要吸引更多歐美人士的到訪，直航或

許更有助於台灣政府達成在2 0 0 8年以前入境

旅客倍增的目標。如果三通開放，配合中國

大陸人士來台相關限制的解除，台灣很有可

能取代香港，成為大陸人士出國旅遊的首選

之地。（表二）

戒急用忍政策對台灣經濟造成了哪些傷

害？其實，台灣當局只要比較香港的情形，

就可以瞭解。在台灣對中國大陸採取種種限

制的情況下，香港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不能

直航的船隻，傳統上第一站都先到香港；台

灣人要到中國大陸旅遊，也必須經由第三地

轉機，而香港正是最受歡迎的轉進地點；台

灣的公司被禁止直接投資中國大陸，只好紛

紛在香港設立子公司；外匯指定銀行不得從

事的相關業務，迫使台灣銀行業在香港設立

忙碌的境外金融中心。台灣的禁令成為了香

港的金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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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9 5 9 6 9 7 9 8 9 9 2 0 0 0 0 1 0 21 9 9 3

日本 美國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部

表二：訪台外籍旅客成長進入冬眠期

美日旅客訪台人數（單位：千人）

8 0 0 0 0 0

6 0 0 0 0 0

4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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